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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人次統計
2023年12月和全年整體訪港旅客初步數據

客源市場

內地
非內地*
短途
長途
新市場
總數
註：*非內地數字包括：短途、長途、新市場和澳門旅客

去年首11個月內地以外各市場訪客人次
巿場

短途地區市場

台灣地區
日本
韓國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其他

長途地區市場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法國
德國
澳洲
其他

新巿場

印度
海灣合作地區國
俄羅斯
荷蘭
越南
註：2023年12月及全年各市場詳細旅客數字將於本月31日公布

資料來源：旅遊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023年12月人次

2,948,056
981,930
564,222
228,952
51,434

3,929,986

2023年1月
至11月人次

694,936
302,367
328,942
209,938
207,547
648,355
326,363
379,987
45,984

523,194
184,414
191,826
77,117
95,373
201,326
437,788

177,310
13,978
47,748
44,157
29,976

2023年1月
至12月人次

26,763,874
7,235,786
3,708,641
1,939,990
364,603

33,999,660

同比增長率

↑4,759.7%
↑7,060.0%
↑6,375.2%
↑5,837.2%
↑4,239.3%
↑ 6,124.0%
↑4,161.2%
↑5,728.0%
↑3,567.0%

↑3,086.1%
↑2,830.0%
↑2,220.7%
↑2,457.8%
↑3,235.9%
↑2,855.0%
↑2,374.5%

↑2,402.3%
↑4,892.1%
↑2,779.9%
↑2,366.9%
↑13,842.3%

香港旅發局統計數字顯示，內地是最大的訪港旅客市場，全年
有近2,700萬人次訪港，五一黃金周、暑假和十一黃金周訪客

數字理想。東南亞市場復甦速度最快，於去年第四季已回復至疫情
前約九成，其中菲律賓和泰國旅客量上月已超過2017年至2018年
的疫情前平均水平，分別達116%和106%；會議、展覽和獎勵旅遊
的旅客量亦回復至疫情前約七成，是復甦最快的客群，領先休閒旅
遊客群。
數據顯示，在整體訪港旅客中，過夜旅客佔一半，較疫情前的

2017至2018年度約45%為高，該些旅客平均留港3.6晚，亦較疫情
前長。根據旅發局調查發現，以10分為滿分計算，過夜旅客的訪港
滿意度達8.7分，同樣高於疫情前水平。

旅發局：追求平衡數字 免「過度旅遊」
程鼎一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不少香港旅遊景點到訪人數已

超過疫情前。至於今年預計旅客數目仍在研究中，會實事求是，但
認為與2018年的6,500萬人次高峰比較並不實際，因為當時每日最
多時有2萬人至3萬人次水貨客入境，令旅客體驗欠佳，消費價格
亦貴，故應追求更平衡數字，避免如意大利威尼斯等地區「過度旅
遊」的情況出現。

部分內地客不過夜 不全因酒店貴
對有意見認為內地旅客因香港酒店房價高昂而不過夜，程鼎
一認為不全是因為酒店房價的問題。由於恢復通關未及一
年，前線服務人員不足，以致部分房間來不及收拾，無
法百分百供應，相信情況會慢慢改善。

研增宣傳吸「一帶一路」客源
他透露，旅發局正研究更
多元發展，而穆斯林市

場非常大，故會進行宣傳，吸引印尼、馬來西亞甚至「一帶一路」
地區的旅客。
程鼎一又介紹，今年農曆新年花車巡遊規模是歷年最大，預計有

15萬人沿路觀賞，數字與往年總容量相若，有更多海外團隊參與，
現已收到很多門票查詢，希望農曆新年長假期會有更多內地、台灣
地區和東南亞遊客來港。
被問及除夕跨年倒數活動後大批內地旅客凌晨輪候跨境直通巴士

的情況，他表示特區政府已進行大量工作作統籌，相信關口樽頸問
題很快可解決。
崔定邦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至去年底香港航空運力才恢復至疫情

前約75%，能取得目前成績已很好，而香港要彌補短板，發展深度
遊，「內地遊客來港旅遊模式改變，希望體會香港特色文化，應致
力推動善待遊客行動，追求優質服務，給遊客良好旅遊體驗。另外
要推出體現香港文化和生態的特色深度遊線路，吸引更多海內外遊
客訪港。」
他讚揚旅遊業議會正舉辦的「創意．深度遊」行程設計比賽，

目前合共收到135間旅行社約700個行程路線，包括綠色生態遊、
親水樂悠遊、文化風情遊、潮流文化行、歷史深度遊和創意體驗
行，涵蓋遠足生態遊、舢舨遊、探索傳統藝術、體驗影視戲劇表
演、參訪古蹟、打卡攝影遊等元素，很快將公布30條晉級的「精
品路線」開放票選，2月中旬再由選出評審團選出6條「至尊路
線」，「推出這些優質深度遊線路，預計大大增強對海內外遊客
吸引力。」
對會展旅客量領先其他類別，崔定邦認為這顯示整體經濟和商業

活動逐步復興，而演唱會、體育盛事、煙花匯演等都吸引大量遊
客，「多辦娛樂、體育盛事、大型會展，推動高增值旅遊項目，顯
然亦是振興香港旅遊業關鍵。」
他指出，亞博館有充裕空間，既有鐵路交通直達，並毗鄰港珠澳

大橋，給發展演唱會、大型展覽業提供硬件支持，但市區仍受限於
大型場地有限，「要到明年啟德體育園落成，屆時將給演唱會、體
育盛事等提供長足發展空間，有條件多邀請影音、體育等國際級巨

星來港演出和比賽，打造香港盛事之都。」

去年訪港過夜客 比例滿意度勝疫前
全年旅客近3400萬人次 恢復至疫前約五成半 東南亞市場復甦最快

香港旅遊發展局昨日公

布，去年全年訪港旅客有近

3,400萬人次，恢復至疫前約

五成半，其中上月訪港旅客

增加至近400萬人次。內地旅

客佔整體訪港旅客的79%，

過夜旅客佔整體訪港旅客的

一半，比例較疫情前高。旅

發局總幹事程鼎一指有關數

字理想，局方新一年繼續針

對不同客源市場進行宣傳，

並透過舉辦盛事推動香港旅

遊業穩健復甦。旅遊促進會

總幹事崔定邦則促持份者致

力改善服務質素，並恒常性

舉辦盛事發展高增值旅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上月訪港旅客增加至近400萬人次。 中通社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唐文）外號「九龍皇帝」
的曾灶財在街頭塗鴉逾50載，一
度遍布大量公共設施。近年，許多「墨寶」
已被清除，或因自然風化、人為毀壞等因素
逐年消減，街頭現存只有數處。港鐵旺角東
站附近鐵路橋下去年重現其「墨寶」，該牆
面屬港鐵維護範圍，經過近兩年研究和修
復，有關墨跡已大致還原並髹上保護漆，港
鐵希望更多市民和遊客可藉此了解香港歷史
文化。
原名曾財的曾灶財是上世紀的名人，他大
筆一揮，在街頭巷尾各個角落寫滿語意不通
順的文字塗鴉，最多出現的是「國皇」、
「曾灶財」和他妻兒和先祖的名字。他宣稱
先祖擁有九龍部分土地所有權，並以皇帝自
居，得名「九龍皇帝」。在2007年去世後，
他的塗鴉墨跡吸引了不少關注。
港鐵公司高級工程建築經理鄭珏慧日前向
傳媒介紹，2022年 4月，東鐵線旺角東站D
出口近界限街一個鐵路橋躉牆身油漆剝落
後，發現了曾灶財墨跡。由於牆面是港鐵負
責管理範圍，有關墨跡亦具一定歷史文化價
值，故在與康文署溝通後，港鐵決定委聘專
人研究，在不影響墨跡的前提下原址保留。

旺角東站太子站展示宣傳海報
修復完成的墨跡面積約有 5米寬、1.5 米

高，保存有較完整字形和一定語意的油墨
層。港鐵分別在旺角東站和太子站展示宣傳
海報，引導旅客往參觀。
承辦該修復工作的嘉禾設計有限公司項目
經理劉家鴻表示，在接到任務後，與藝術品
修復專家談藝坊翻看很多「九龍皇帝」過往
塗鴉資料，並先嘗試在600乘600毫米的小範
圍內測試，確定方法可行後才開始在牆面大
範圍展開修復，「這個位置很潮濕，牆面上
方之前沒有修葺好，有很嚴重漏水情況，且
油漆不止一層，要判斷最後要保留哪一層的
字。」

他表示，估計曾灶財每次書寫後，字跡都
被當時市政部門覆蓋清理，故造成該牆至少
同時有三層「墨寶」存在，「開始鏟（油
漆）的時候，發現最底層的字受水浸影響較
嚴重，整個一層都很模糊了，表面一層又較
脆弱，容易剝落。不過第二層情況比較好，
不少文字可讀性強，且有比較大的相關性，
這也是我們決定主要保留的層面。」
劉家鴻估計，曾灶財在後期塗鴉時，與當

時執法部門「鬥法」累積了經驗，不僅使用
常見的書法墨汁，也溝入一些油漆，令墨跡
堅固持久，這也是第二層油墨得以保留的原
因。
可惜的是，該面牆經過多次修補，部分已

「石屎化」，無法再深入修復，「實際有墨
跡的書寫面積應該更大，但去到堅固的英泥
位置就鏟不到了，有一塊長方形的（英泥遮
蓋位）還在正中央。現在這個情況是我們滿
意的程度，認為可以停手。如果未來有條
件，也許可以再進一步修復。」
修復後的「九龍皇帝」塗鴉與牆面渾然一

體，沒有加設畫框或保護玻璃，旁邊的介紹
文字由曾灶財生前好友劉健威撰文，方便旅
客了解塗鴉背後的故事。

塗上保護漆 防水防紫外線
劉家鴻表示，當時也曾想過在牆外用大型

塑膠板或膠片進行保護，但蓋板與牆面間難
免會有縫隙，下雨後難以清理，塑膠本身會
老化，不易保養，最後決定直接塗上一層保
護漆以防水防紫外線，同時最大限度還原墨
跡當年面貌，「本來就是街頭藝術，以街頭
的方式呈現應該是最好。」他指路過的行人
可近距離觀賞，甚至用手觸摸，但不希望有
人劃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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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皇帝」曾灶財「墨寶」的修
復工作前期，港鐵公司和承辦商先要
進行大量研究，並與特區政府部門溝
通，實際操作要到去年10月才正式開

始，歷時近三個月時間完成，而真正動手進行修
復的只有談藝坊一人。
承辦項目的嘉禾設計有限公司項目經理劉家鴻

表示，在修復團隊中，「坊師傅」既是油漆專
家，亦是文物專家，而且修復屬於精細性質的工
作，講究連續性，若是多人一起操作，不僅未必
有良好的手感，反而可能對墨跡造成破壞。
談到修復工作的困難時，談藝坊表示，有關牆

面最開始剝落的地方僅有一小塊，很難想像最後
的修復效果。而他參考了上世紀大量的舊相片，
才大致對修復原貌有一定概念，「經常要估他
（曾灶財）下一個是什麼字，比如見到『曾』
字，可能是『曾灶財』，也可能是『曾盆金』，
即他的一個祖先；見到『文』字，就有可能是

『文彩福』即他老婆的名字。如果鏟開（覆蓋的
油漆）真的是有意義的字，會好開心。」
談藝坊笑說：「有的字揭開，令我好意外，比

如有粗口字，也有一些好像是翡翠台以前台慶參
演的人名，他也寫落去，真的是很隨性。」

遇「曾灶財孫女」認親
他認為，從曾灶財反覆書寫祖先和家人的姓名可

以感受到，他其實對家庭有濃烈的感情，並指出曾
灶財的字跡自成一格，有一種兒童式的質樸和天真，
「他寫了這麼多年，這種堅持就是一種行為藝術。」
香港市民對修復工作的態度也令談藝坊印象深
刻，復修工作進行時天氣炎熱，不少人經過橋
底，都對他表示支持和稱讚，「不過也有人罵
我，說曾灶財只是瘋子，何必費心去修復。還有
個人自稱是曾灶財的孫女，要過來認親。」對於
這些「雜音」，他都一笑置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工作精細講究連續性 師傅「孤身作戰」
特稿特稿

▲左起：談藝坊、劉家
鴻、鄭珏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九龍皇帝」曾灶財「墨寶」經修復後重見天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不少市民經過，對談
藝坊復修工作表示支持
和稱讚。 港鐵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