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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個人遊
港添六千萬訪客
抗擊沙士及時雨 經濟效益千億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郝君兒)2003年一場SARS疫潮令

香港經濟陷入谷底，向來對香港關懷備至的中央政府旋

即推出一系列「挺港」措施，當中最立竿見影的措施是

開放個人遊。隨 個人遊城市持續增加及多項便利措施

出台，個人遊已取代旅行團成為內地客訪港主流，截至

去年的7個年頭裡，有逾6,000萬人次透過個人遊措施來

港，為港帶來的經濟效益更是數以千億元計；單是去

年，整體訪港總客量創歷史新高，達3,600萬人次，當

中內地客佔逾2,200萬人次，當中63%是個人遊旅客，

成為香港旅遊業發展名副其實的「火車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郝君兒) 2003年SARS一役重
創香港經濟，疫情恐慌下旅客擱置來港計劃，港
人減少消費，百業待興之時內地宣布開放個人
遊，即成一注救港「強心針」。餐飲業回想當年食
肆大規模結業，死撐的苟延殘喘，個人遊旅客湧
港即成業界起死回生靈藥，現時全港食肆林立各
有生意，個人遊政策功不可沒；旅遊業更指SARS
一役旅業重創，酒店猶如死城，個人遊甫推出，
即令業內重現生機，3個月內成功收復失地。

沙士幾停頓 內地客救亡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2003年SARS

時期他是香港旅行社協會主席，當時旅遊業陷停
頓，待疫情緩和也只能推動本地遊，海外旅客還
是不敢來港，酒店最惡劣時不足10間房間有人入
住，幾乎如死城一樣，幸好內地適時地推出個人
遊，即令旅業復甦，因為以往內地客來港務必參
加旅行團，旅遊時限制較多，政策推出後旅客可
以自由旅遊，對深具消費力的旅客十分吸引。他
印象中，當年7月份公布個人遊，香港旅遊業同年
10月已從谷底回升，酒店的入住率，3個月內升至
疫前水平。

來港享美食 市道即暢旺
新光集團常務董事總經理胡珠，在餐飲業打滾

多年，他也表示未有個人遊前，業界生意以本地
客為主，及至SARS後市民外出用膳意慾大減，大
批食肆結業，「苦撐」的也沒有生意，及至內地
開放個人遊，對香港美食趨之若鶩的內地客，來
港時不單購物，也愛到處用膳，香港食品安全衛
生，食肆又不將貨就價更備受內地客讚賞，他們
喜愛地道茶餐廳，又不介意花重金享受山珍海
錯，其他各國風味食品亦愛嘗試，正因為這批新
客源的加入，香港食肆才能愈開愈多，增至現時
約1.4萬間食肆，鞏固香港「美食天堂」的地位，
亦間接讓香港市民有更多選擇。

根據香港旅發局數字，內地未推出個人遊措施前，訪港內地
客量增長平穩，2002年訪港內地客錄682.5萬人次，及至

2003年香港爆發SARS疫症，香港經濟大受打擊，各地訪港客量急
跌，內地即試行個人遊政策，先在廣東省及京滬等富裕城市推
行，迅即獲內地居民熱烈申請，該年全年內地客量即年錄得846.7
萬人次，按年急增24%，反映個人遊措施有助吸引內地客來港旅
遊，假如將2002年未落實個人遊措施前的內地客量，與去年內地
客量比較，短短8年之間，已急升2.5倍。

開放城市 逐步增多
隨 內地持續開放個人遊城市，以個人遊簽注來港的內地客愈

來愈多，2003年7月推出個人遊措施，7至12月內地訪港旅客升至
523萬人次，當中約66.7萬人次持個人遊簽注來港，佔期內內地訪
客近13%；直至去年內地訪港總客量高達2,268.4萬人次，個人遊
旅客佔1,424.4萬人次，比例旋即躍升至63%，目前個人遊已成為
內地客來港的主流，反而內地旅行團在此消彼長及屢現導遊逼客
購物醜聞下，近年開始出現萎縮情況。

一簽多行 簽注便利
近年內地在個人遊基礎上再推出多項便利措施，包括深圳戶籍

居民「一簽多行」及「非深戶個人遊」等簽注，更是大力推動深
圳及廣東省的旅客增加來港次數，鞏固了本港旅遊、酒店、零售
及餐飲等行業的穩定客源。

來客消費 愈來愈豪
個人遊政策除了為香港帶來驕人的客量升幅外，亦牽涉龐大的

經濟效益。因應內地近年經濟發展迅速，內地客在港消費愈來愈
豪，在香港購物動輒花費逾萬元亦面不改容，據旅發局資料，去
年過夜內地客與即日往返內地客在港的人均消費額，分別達7,279
元及2,658元，較2004年首次有紀錄以來，內地客人均消費分別上
升1.2倍及60%。

訪港內地客近年增長情況
年份 訪港內地客 個人遊訪客 個人遊佔總

(人次) (人次) 內地客比例

2010 22,684,388 14,244,136 63%

2009 17,956,731 10,591,418 59%

2008 16,862,003 9,619,280 57%

2007 15,485,789 8,593,141 55%

2006 13,591,342 6,673,283 49%

2005 12,541,400 5,550,255 44%

2004 12,245,862 4,259,601 35%

2003 8,467,211 667,271 13%

2002 6,825,199 ─ ─

註：內地2003年7月開始推出個人遊措施，當年7至12月訪港內
地客錄得5,231,851人次。

資料來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郝君兒

49城市逾2.6億居民可簽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郝君兒) 世紀大疫症SARS，2003年初在香港

大規模爆發，歷時3個月，其時香港經濟大受打擊，旅遊、零售、
餐飲等行業都跌入低谷，及至7月底疲情過去，內地推出個人遊政
策推動內地客來港消費，為香港各行各業注入消費「生力軍」，其
中廣東省4個城市包括中山、佛山、東莞及江門成為首批試點城
市，反應踴躍下同年再開放北京及上海，直至今天，個人遊計劃已
覆蓋內地49個城市，涵蓋逾2.6億內地居民。

消費生力軍 零售新水源
2003年個人遊措施首度推出，即吸引數以萬計居民遞表申請來港

旅遊，由於反應踴躍，開放的內地城市愈來愈多，這批深具消費力
的「生力軍」源源不斷湧港，為香港旅遊、餐飲及零售市道注入新

的「水源」。 個人遊現覆蓋內地49個城市，其中廣東省大部分城
市，均已納入覆蓋範圍，現時遠至吉林、安徽、湖北省等，都有主
要城市開放了個人遊措施。

簽注更便利 非深戶受惠
除持續開放個人遊城市外，內地近年亦開展一系列便利簽注措

施，進一步推動內地客增加訪港次數，包括在2008年底容許合資格
深圳非戶籍居民以團隊方式赴香港旅遊 ，2009年4月又讓深圳戶籍
居民辦理一年多次往返香港個人遊簽注，同年12月再容許常住深圳
的非廣東籍居民在深圳辦理赴香港個人遊簽注 。各項便利措施成
功刺激內地居民訪港次數愈趨頻繁，去年即日離境的訪港內地客比
例約49%，較2003年開放初期的20%明顯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郝君兒) 個人遊內地客絕
大部分是經過羅湖口岸來港，與羅湖一站之隔的
港鐵上水站，近年成為深圳居民假日消費新「蒲
點」，近年大受內地客歡迎的藥房更是處處開
業。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劉愛國指，受惠於個
人遊旅客湧港消費，上水、旺角等地區的藥房愈
開愈多，「一條街都開十幾間」，部分藥房更乘
勢轉型，專做內地客生意，帶動生意較個人遊政
策前急升70%。除了藥房多，上水的水貨客也愈
來愈多，成為區內的另一特色。

生意較03年大升7成
劉愛國坦言，藥房業在個人遊旅客支持下明顯

受惠，亦出現「兩極化」，旅遊區藥房全力投旅客
所好，專售貴價藥材或藥油，逾萬元大生意常
現，對比03年前生意急升70%；一般住宅區的藥
房雖說仍以本地客為主，但受惠內地客來港消費

購物，生意也較當年微升10%。劉愛國指以往內
地客「買藥油一買就10支以上」，當手信般買回
鄉，但現時來港太方便，購買量明顯減少，但因
頻繁光顧，不少已變成藥房「熟客」。

上水漸成水客天堂
不過，正因為內地客透過個人遊簽注來港方

便，上水近年亦慢慢變成水貨客天堂，區內擠
滿拿 手推車忙 往返兩地運貨的水貨客。居
於上水近30年的楊先生表示，2003年前沒有個
人遊措施前，上水不及現時熱鬧，其中區內商
場、店舖，主要以區內居民為主要客源，部分
更屬家庭式經營小店，惟近年因內地客需求，
店舖種類愈顯狹窄，多以連鎖店為主，失卻以
往濃厚人情味，不過換個角度來看，上水區商
機增加，亦可為區內居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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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居民新蒲點 上水藥房旺角舖

■內地客買完
東西必試香港
美食，帶動香
港餐飲業生意
上升。

■內地開放個人遊
的城市逐步增多，
深圳更推出一簽多
行和非深戶簽注。

資料圖片

■上水藥房
漸成深圳居
民假日的蒲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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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貴價手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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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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