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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武表示，2001至2010年是港中
旅集團制定的第一個十年戰略規

劃，目前該集團已制定了第二個十年
戰略規劃，今年是該規劃的開局之
年。他說，港中旅未來十年的發展規
劃，擬分兩步走，第一步到2015年，成
為亞洲第一的旅遊集團。具體計劃是
加快旅遊要素佈局，搶佔優質資源，
實現旅遊休閑度假區、旅行社網絡佈
局、酒店規模、陸海客運、體育休
閑、旅遊演藝、旅遊房車營地，都成
為中國規模最大的旅遊單元。

做強做優做大 提高市場佔有
張學武續稱，第二步是希望港中旅集

團在2020年進入世界五大旅遊集團之
列。具體方向是以做強、做優、做大為
要求，將旅遊產業鏈整體優勢轉化成價
值鏈，提高市場佔有率，形成以滿足客
戶多層次消費的市場核心競爭力。

目前港中旅除在港澳和海外的旅行社
以外，去年在內地的旅行社擁有7個區域
公司、52家分（子）公司、375間門市。
2009年，該集團啟動地面旅行社系統改
革，在北京設立板塊公司總部，地面旅
行社系統按照「區域設置、總分體系、
門市建網」的總體要求，在全國範圍內
進行市場佈局，目前建成了中國最大的
地面旅行社網絡。

覆蓋不同檔次 提升市場規模
酒店業務方面，目前港中旅擁有內

地第二大的酒店網絡，僅次於錦江酒
店集團。張學武表示，目前港中旅集
團內地酒店形成「維景」、「旅居」兩
大系列四個品牌，覆蓋五星級到二星
級的豪華、高檔、中檔和經濟型不同
檔次市場。2009年，港中旅的酒店板塊

進行整合重組，通過重點推進旗艦店
建設，提升市場影響力和帶動力，至
去年底通過自建、輸出管理、劃轉和
併購等方式不斷提升市場規模，已投
資、管理60多家酒店，成為央企最大的
酒店管理集團。
據介紹，去年港中旅酒店公司被

《HOTELS》（中文版）評為「2010年度
酒店管理集團十強」，獲得了「2010中
國傑出本土酒店管理公司（集團）」、
2010年第五屆中國酒店星光獎、「中國
酒店業公司治理典範」、「中國最佳酒
店管理集團」等多項大獎。港中旅未來
酒店發展目標是打造「具有國際水準的
中國酒店第一民族品牌」。

注視發展動向 迎接發展趨勢
張學武表示，目前隨 中國經濟的

發展、中國人假期的增加，走馬觀花
式的旅遊已經難以滿足消費者的需
求，越來越多的旅遊者開始追求休閒
健康旅遊。在外出旅遊時不少人選擇
去溫泉或度假村，與歐洲一些國家正
在流行的「健康旅遊」相似。
張學武表示，港中旅集團敏銳地覺

察到了旅遊業這一新的發展動向，積
極迎接這一發展趨勢。港中旅集團首
先在珠海的平沙鎮投資25億元人民幣，
建成了地中海風格的珠海海泉灣度假
區。自此以後，港中旅以「珠海海泉
灣」為模式，積極在全國佈局設點，
使「海泉灣」連鎖化。陸續投入營業
的有咸陽海泉灣、青島海泉灣、赤壁
海泉灣度假區。另外，近年來，港中
旅還積極拓展山地旅遊度假景區。集
團在河南嵩山、雞公山等地開發山地
旅遊度假景區，形成獨具特色的港中
旅「山地旅遊度假」品牌以及相應的
管理模式。

港中旅集團在港成
立83年以來，始終堅
持將企業文化建設作
為推動企業發展的重
要工作，將企業核心
價值理念融入到企業
的經營管理中，企業
文化可說是其規模不
斷壯大、業務蒸蒸日
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港中旅集團董事長

張學武表示，80多年
來，港中旅自身以及
整個社會都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港中
旅的企業文化也在不
斷得到提煉和升華，

其主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港
中旅在1928年創立之初，即以
「發揚國光、服務行旅、闡揚
名勝、致力貨運、推進文化、
以服務大眾為己任」作為企業
宗旨。
張學武續稱，到2001年是第

二個階段，港中旅集團根據時
代特點和發展要求，提出「愛
國、愛港、愛中旅」和「敬
業、奉獻、務實、創新」的企
業價值理念。
張學武指出，第三個階段是

2010年，集團根據未來發展方
向、主營業務特點、社會大眾
需求提煉了新的核心價值理
念，即以「敬業、和諧、激
情、創新」為企業精神；以
「服務大眾 創造快樂」為企業
宗旨；以「誠信為本，追求卓
越」為企業價值觀；以「中國
第一、亞洲第一、世界前五」
為企業願景。
旅遊行業是一個競爭很激烈

的行業，也是微利行業，賺錢

不容易，在這方面作為央企的
港中旅也沒有壟斷優勢可言，
但港中旅每年還是積極承擔扶
貧濟困的社會責任。
張學武表示，09年在抗擊甲

型H1N1流感疫情中，港中旅
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對酒店和住
客採取隔離措施，圓滿化解危
機，受到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的好評。
港中旅集團是香港中企協會

成員，借助協會的平台，積極
參與社會各種公益活動。集團
成為香港與內地的橋樑和紐
帶，安排香港大學畢業生到內
地實習、積極參加七一慶回歸
大巡遊和公益金百萬行活動。
港中旅集團還積極發動香港

民眾慈善捐款，將旅遊與扶貧
結合起來，推出「六十華誕獻
愛心」和「港中旅2010年赴貴
州黎平愛心團」活動，希望讓
更多香港市民參與到扶貧行動
中來，關心關愛內地同胞，共
同創造和諧社會。
貴州省黔東南州黎平縣是國

務院扶貧辦等七部委聯合下
文，確定港中旅定點幫扶縣，
港中旅已累計向黎平捐助各類
扶貧款500多萬元人民幣和價
值近60萬元的物資，並發動員
工和社會為黎平捐助了數十萬
元款項和物資。

■珠海海泉灣美景

■頗受大眾歡迎的深圳錦繡中華、民
俗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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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集團的前身是香港中國旅行社，由早期銀行家陳光甫先生於1928年4月
在香港設立，至今已有約83年的歷史，1954年註冊為「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
司」，主要經營旅遊及其相關的貨運和倉儲業務，改革開放後，逐步發展成長為
以旅遊業為主、多元化經營的企業集團。
目前港中旅集團已形成以旅遊為主業，實業投資（鋼鐵）、房地產、物流貿易為

支柱的「一主三支」戰略格局，旅遊主業的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不斷提升。截止
2010年，該集團註冊資本達52億元（人民幣，下同），資產總額550多億元，主營

收入480多億元，在香港和內地所屬企業擁有員工4萬多人，在「2010年度中國旅
遊集團二十強排行榜」中名列第一，並是連續兩年排名首位。
上世紀八十年代，港中旅在深圳先後投資近20億元開發建設深圳華僑城和錦繡

中華、中國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三大旅遊景區，佔地總面積達105萬平方米，
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1992年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註冊成立，
並於同年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股票代碼：308），並成為香港中資企業成份
股。1999年，按照中央「政企分開」精神，港中旅與國務院僑辦脫 ，現為國務
院國資委管理的國有大型骨幹企業。
2005年和2007年，中國招商旅遊國際管理總公司和中國中旅集團先後併入港中

旅集團，使港中旅成為中國最大的旅遊企業。

港中旅集團已紮根香港83年長盛

不衰，集團董事長張學武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希望港中

旅的大旗能扛過100年，再續100

年，而該集團已制定未來十年的發

展規劃，爭取在2020年進入世界五

大旅遊集團之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卓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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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
安分別代表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簽
署協議。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席簽
署儀式，並會見了崔世安和黃華華等粵澳雙方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全國政協副主席廖
暉、何厚鏵等亦出席了簽署儀式並參加了會見。

明確粵澳合作宏觀戰略
據悉，2010年3月，粵澳雙方高層在北京會晤達成

研究制定《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共識。一年來，粵
澳雙方共同起草了《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並在2010
年12月澳門回歸祖國十一周年之際獲國務院審定同
意。
框架協議共8章38條，既明確粵澳合作的發展定

位、基本原則、主要目標等宏觀戰略，也提出合作
開發橫琴、產業協同發展、基礎設施與便利通關、
社會公共服務、區域合作規劃等重點合作領域和主
要合作內容。
框架協議提出「合作開發橫琴」，珠海發揮橫琴開

發主體作用，澳門從資金、人才、產業等方面全面
參與，雙方共同研究相關配套政策。同時，建立粵
澳合作開發橫琴協調機制，支持橫琴新區與澳門有
關政府部門直接溝通具體合作事宜。

定位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協議並確定，共建粵澳合作產業園區，面積總量

約5平方公里，明確了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休閒度假
區、文化創意區、中心商務區等合作重點。既為澳
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拓展空間，也為珠江口西岸地
區改革發展提供平台。其中，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

產業園已萬事俱備，近期將舉行奠基儀式。
粵澳雙方還提出「共同打造世界級新經濟區域」

的發展願景，並適應全球格局變化和粵澳發展趨
勢，提出了粵澳合作四大定位：建設世界著名旅遊
休閒目的地；打造粵澳產業升級發展新平台；探索
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示範區；拓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發展新空間。

攜手推進更緊密合作
黃華華在致辭中表示，框架協議的簽署是粵澳兩

地落實《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和
《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攜手
推進更緊密合作的重大舉措，相信在「一國兩制」
方針的指引下，紮實落實框架協議提出的各項合作
事宜，粵澳合作將迎來更加美好的明天。
崔世安在致辭中表示，簽署實施《粵澳合作框架

協議》，標誌 粵澳合作邁進新的歷史階段，澳門特
區政府將與廣東緊密合作，共同推動落實《粵澳合
作框架協議》。

粵澳簽框架協議合作開發橫琴
習近平出席儀式會見雙方代表 黃華華崔世安簽署

香港新聞責任編輯：黃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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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熊君慧、趙

鵬飛 北京報道）粵澳雙方昨日在人民大會

堂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下簡稱「框

架協議」），標誌 粵澳合作邁向新的里

程，開啟了「一國兩制」下區域合作新篇

章。框架協議共8章38條，當中明確了雙方

將合作開發橫琴，是粵澳合作模式的重要

創新，是雙方擴大自主協商範

圍的體現。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2011年重點工作
一、合作開發橫琴：建立粵澳合作開發橫琴協調機制、落實

《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等；

二、產業協同發展：以聯合展台形式參加海外展銷會、完善
粵澳會議展覽協會戰略聯盟、完善粵澳中醫藥合作機
制、加強金融合作與創新等；

三、基礎設施與便利通關：加快廣珠城際軌道交通建設、推
進港珠澳大橋建設、召開廣州、深圳、珠海、香港和澳
門五大機場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等；

四、社會公共服務推進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建設、建立藥品
安全監管信息溝通和監督執法合作機制、建設環珠江口
跨境區域綠道；

五、區域合作規劃：編制旅遊合作專項規劃、澳珠協同發展
規劃、澳門與珠江口西岸地區發展規劃等；

六、機制安排：組建粵澳發展策略研究專責小組，吸納各界
代表和專家參與，向粵澳高層提供政策建議，2011年基
本建立。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趙鵬

飛、熊君慧 北京報道）澳門回歸以
來，粵澳兩地的基礎設施對接和通
關便利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拱
北口岸也成為國家進出境重要口
岸。但總體上看，粵澳基礎設施建
設對接和通關便利與當前合作的現
實要求還存在一定差距。對此，框
架協議濃墨重彩，從交通「硬件」
建設和通關「軟件」建設兩方面進
行布局。

大力推進港珠澳大橋建設
在「硬件」方面，大力推進港珠澳

大橋、廣珠城際軌道、廣珠西線高速
公路等一批重點交通項目建設，並加
快拱北口岸改擴建工程、調整珠澳跨
界工業區口岸功能，加快橫琴口岸建
設等口岸基礎建設項目，通過推進基
建項目提速，為粵澳兩地融合奠定基
礎。

政策便利兩地民眾往來
在「軟件」方面，提出「延長口岸

通關時間，爭取拱北口岸實現24小時
通關」，「率先在珠澳跨界工業區專
用口岸通道探討兩地申報單證統
一」，「探索一次性臨時過境車輛管
理」，「制定並實施澳門機動車進出
橫琴管理規定」等等一系列具體政
策，大大便利兩地民眾的往來，更是
為打通合作「阻塞」、促進區域一體
化發展進行了有益探索。各項政策的
具體推進進程安排將在年度工作計劃
中逐步展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席簽署儀式。黃華華、崔世安分別代表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區政
府簽署協議。 新華社

■簽字儀式後，習近平與來自澳門的各界代表親切握
手。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