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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房未聞拖喼聲 春節將至盼轉旺
旅促會：預約額度未「扭到最大」促特區政府推更多消費獎賞吸內地客

過去3年疫情下，內地旅客近乎絕跡香港街

頭。昨日終迎來兩地首階段免檢疫復常通關，有

內地旅客搶在第一時間來港，惟受申請個人遊簽

註需時等因素影響，本港各購物及旅遊區昨日並

未湧現大批內地客；而昔日人頭湧湧的上水「藥房街」，昨日人

流亦不似預期。有店舖老闆慨嘆在疫情下部分內地人或已習慣網

上購物，即使復常通關，也不急於馬上來港掃貨。旅遊促進會總

幹事崔定邦表示，根據內地預約系統，昨日有6,600人透過系統

申請來港，有關額度仍未「扭到最大」，相信訪港內地旅客將逐

步增多，促請特區政府未來幾個月加大力度推出更多消費獎賞和

優惠，吸引內地客重臨香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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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香港
昨日開始與內地首階段通關，中華廠商聯
合會會長史立德形容是「守得雲開見月
明」，指出本港過去數年因新冠疫情關
係，港商到內地廠房處理業務時遭遇困
難，亦因而損失不少洽談生意機會，而過
去一季香港出口數字亦不理想，因此希望
復常通關後，廠商的業務能逐步追上。
史立德昨早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廠

商要遙距管理工廠有困難，而他自己亦

因疫情過去幾年未有到內地處理廠務，
故預計將北上與內地員工開會和食年夜
飯，並部署未來的工作。內地新冠感染
率雖然高，但重症不多，相信疫情對港
商在內地營商的影響不大，但會要求員
工須接種疫苗作為防疫措施。另外希望
今年能在澳門復辦工展會。
他並指早前隨香港經貿團訪問泰國曼

谷時，泰國企業均表示香港是他們首選
的投資地方，故期望繼續吸引東盟、阿

聯酋等富裕國家能來港投資。他指歐美
經濟轉差，商界需同時發展內銷和東盟
國家市場。另外，過去幾年本港經濟面
對沉重打擊，加上美國打壓中國製造產
品，業界需要作出應變，將廠房搬往東
盟等其他國家，並重新調配資源。
廠商會副會長駱百強則表示，計劃在

農曆新年後北上處理人事安排和投資項
目，他希望能夠把握內地復工復產時
機，爭取第二季經濟可明顯復甦。

廠商會冀今年復辦澳門工展會

疫情之下，內地一些地區出現「一藥難求」情況，感冒藥及退燒藥被
炒至「癲價」，不少港人料想復常通關首天即有大批內地客來港購

藥。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水貨客「打卡地」上水一
帶巡察，只見街坊拉着買餸車穿梭往來，部分藥房不乏客人
在買廁紙、洗頭水、酒精與維他命C丸等，卻未見有內地客
拖行李箱掃貨。

復常通關首天僅見街坊
有藥房老闆坦言等了整整一個上午，卻只見本地客來購買
日用品，未見內地客身影，更遑論大手「掃貨」，為此感到
少許失望，「這幾天特地入多少少感冒藥作存貨，誰知不多
見內地客，來買藥的清一色都是香港人。」
在「藥房街」開設中藥材店的羅生也苦笑說，以為首天會

有內地客來港辦年貨，怎知來幫襯的只有街坊，「以往有不
少內地客專程來港掃海味及賀年糖果，復常通關首天卻未見
內地客，可能他們仍抱觀望態度，期望過多一兩周新年氣氛臨近，內地客會重
臨。」
在上水新康街經營金舖的李先生認為，內地客過去3年在疫情下已習慣上網
購買心頭好，加上內地疫情仍然嚴峻，或未必有即時來港消費的衝動，「希望
內地有關部門加大其他省市居民來港的個人遊配額，令更多未來過香港的內地
人也想來港玩一趟。」他相信在更多利好政策配合下，農曆年後來港消費的氣
氛才會變得熾熱。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指出，昨日有6,600名內地人透過預約系統申請來

港，「相比內地14億人口只是九牛一毛」，相信只要內地逐步加大來港人數
配額，來港旅客必有所增加。他認為香港對內地旅客仍有不錯吸引力，建議特
區政府啟動更多大型旅遊宣傳活動，並推出更多減價優惠吸引旅客。

議員倡港品牌向高品質進發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疫情下跨境購買的消費模式已發展得非常成
熟，加上這幾年內地生產製造的商品愈來愈受內地人歡迎，或因此影響對港貨
的需求意慾，建議香港品牌要向高品質、高增值進發，「不可再墨守成規，以
為打着香港招牌就一定吸引到旅客來港消費。」
立法會議員李梓敬亦建議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加強宣傳香港社會穩步復常
的信息，同時找一些「網紅」推介香港的新景點和美食，以及與商戶攜手提供
更多購物優惠，以吸引更多內地客。

香港特區政府正全力推進交椅洲人工
島項目，透過填海造地1,000公頃為香
港發展擴容擴量。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
日發表網誌指出，期望未來10年人工
島能提供300公頃新建「熟地」，以應
對住屋和其他社區需求及支持香港中長

期的持續發展。她強調，推展人工島項目為香港帶來龐大
的社會及經濟效益是無可置疑，而項目發展提供的公私營
房屋、優質生活環境和策略性運輸基建亦具社會及經濟價
值。她重申，政府已表明無需全部倚賴公帑推展項目，而
即使投入公帑，項目亦會為政府帶來土地收益，並可適度
運用市場力量，幫助項目推展。
甯漢豪指出，「北部都會區」和交椅洲人工島項目是香

港兩個策略增長區，將可透過填海新建大片土地的機遇，
擴大香港的發展容量，提供多元發展空間。她強調，憑藉
人工島的地理位置，可以成為「維港都會區」的延伸部
分，承載一個鄰近中環金融中心的核心商業區，並為港
島、九龍當中的舊區重建引起的連鎖流動提供調遷空間。
為配合人工島發展而興建的一組策略性道路及鐵路基建，
將開闢關鍵路線，打通香港交通網絡，策略性聯通國際，

以至通往大灣區的核心商業區，促進香港與大灣區進一步
融合發展。

可建住宅21萬伙 容納55萬人
她重申，政府有需要預先造地，為香港提供發展基礎迎

接新機遇。而放眼未來，人工島能提供新的土地，發展新
一代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和其他產業，可促進產業多元
化，吸引本地、內地和外國企業，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
動力，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及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及貿易中心的地位，以及強化法律服務方面的優勢。
同時，人工島提供的住宅用地合共可興建19萬至21萬

個住宅單位，容納50萬至55萬人口，政府在做土地規劃
及預留住宅用地時用了更高的規劃假設，提升平均單位面
積一至兩成。甯漢豪表示，這亦讓政府將來有條件為人工
島的公、私營房屋制定更宜居的單位面積下限要求。
她表示，發展局同事已開始馬不停蹄與不同界別會面，

往後會在繼續深化研究時，處理有關同時推展「北部都會
區」和交椅洲填海會對政府財政和社會人力資源帶來的壓
力、對漁民的影響，以及交通網絡是否完善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發展局盼未來10年人工島提供300公頃「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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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2022年第四季度兩岸及港澳消費者信心指
數結果昨日公布，香港消費者信心整體指
數錄得 86.8，較上一季度顯著上升
35.2%，與去年同期相比亦顯著上升
22.9%，為2018年第三季度以來最高水
平。
兩岸及港澳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和編制

由首都經貿大學、中央財經大學、香港城
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和台灣輔仁大學共
同完成。指數評分範圍為0至200，小於
100表示「信心不足」，大於100表示
「有信心」。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系以
計算機隨機抽樣、電話訪問的形式，共訪
問1,000位年滿18歲並在本地常住的香港
居民。
在六個消費者信心指數中，香港第四季

度有五個分指數均顯著上升。其中，市民
對生活狀況方面的信心分指數為103，與
去年同期相比顯著上升23.5%，與上一季

度相比亦大幅上升39.8%，成為港人最有
信心的範疇；對就業狀況的信心分指數錄
得100.4，顯示受訪者對此範疇的信心持
中立態度；對經濟發展和購買房屋的信心
分指數分別錄88.4和77.3，兩項指數雖然
都顯著上升，但分指數的絕對數值不高，
反映消費者的信心仍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港人對投資股票信心

分指數為84.5，與去年同期相比顯著上
升24.1%，較上一季大幅上升62.8%，該
項指數不再是信心最低的分指數。第四
季度，港人對物價狀況的信心分指數為
67.1，在所有信心指數中錄得最低，反映
消費者對本港的物價狀況最欠信心。
兩岸及港澳消費者信心指數其他調查結

果顯示，2022年第四季度，內地消費者信
心總指數錄得103，處於樂觀區間；澳門
消費者信心總指數錄得77.56，較上季相
比上升8.69點；台灣消費者信心總指數錄
得89.15，仍最擔憂物價水平。

消費者信心指數升35.2% 創四年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特
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
出，在正式落實與內地有序通關下，許多
市民也雀躍準備與分隔多時的親人團聚，
不少企業人員亦希望第一時間回內地處理
業務，其他商務交流、觀光旅遊等的需求
更是龐大。他預期隨着便捷的兩地往來逐
步回復，人流物流也會顯著改善，將對香
港的出口、旅遊、零售及餐飲業等帶來更
大的支持。特區政府已部署了一浪接一浪
的推廣工作，準備在內地和海外加強宣傳
推廣香港經濟新亮點、文化新視野、旅遊
新體會，全方位說好香港優勢。

「走出去」推廣商機及活動
陳茂波指出，特區政府整個問責團隊

今年將積極出訪不同國家、地區和市
場，同時向海外和內地說好香港優勢、
推廣各項旗艦活動及盛事，「在全球各

地均力爭更全面的復甦之際，這些交流
活動將有助加強香港和各地之間的相互
了解、聯繫和合作，促進彼此共同更快
更好地復甦。」他自己就將於本周六啟
程前往瑞士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與環球政商領袖和企業高管等交流，詳
細介紹香港的最新情況、機遇與發展潛
力，並積極推介香港在金融、創科，
「搶企業」、「搶人才」，以及文化旅
遊方面的最新發展。
他表示，「走出去」介紹香港的核心

信息有兩個層面，其一是介紹香港商機
處處、機遇無限；二是大力推介各項精
彩吸引、不容錯過的本地大型活動。
他舉例，由特區政府及貿發局主辦、

於本周三及周四舉行的亞洲金融論壇是3
年以來首次回歸實體，以「線上線下」
混合模式舉行，預計有數以千計的政
府、金融及商界領袖將會交流真知灼見

及探索投資商機，將再次展現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及商業樞紐的優勢。至於年底
壓軸、由金管局舉辦的國際金融領袖投
資峰會，規模將較去年的更大。
旅發局亦將加大力度支持會議展覽及

獎勵旅遊，吸引不同會展活動落戶或重
返香港，爭取更多高增值過夜旅客來
港，重塑香港作為區內首選會展旅遊目
的地，而本月中將再次有國際郵輪以香
港作為航點，是疫情後首個國際郵輪航
次停靠香港。
陳茂波說，體育盛事對旅客一直深具

吸引力，預計今年將有超過十項大型國
際體育賽事在香港舉行，合共吸引逾35
萬人次運動員及現場觀眾參與。
陳茂波表示，隨着疫後復常大步開

展，他會領導專責小組重塑香港的形象
和品牌，說好香港故事、突顯香港優勢
和發展機遇。

財爺：推廣經濟新亮點文化新視野

▲首階段免檢疫復常通關首日，曾是內地客最愛逛的上水「藥房街」，只有街坊在購買日用
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上水上水「「藥房街藥房街」」未見有拖未見有拖
喼內地客出現大手掃貨景喼內地客出現大手掃貨景
象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上水一帶的美妝店，人流未見熱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