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載香港集體回憶

作為一家本地公園，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個
休閒去處是海洋公園自成立之初就秉承

的宗旨。最開始，海洋公園每年接待量約100
萬人次，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本地市民。如今，
海洋公園每年接待遊客逾700萬人次，本地市
民佔200萬人次左右。相對香港700萬人口總
數，30%的滲透率對於一家主題公園來說已經
很高。海洋公園副行政總裁李繩宗認為，任何
旅遊景點都需要本地居民作為其基本客源，當
地人對於景點的評價直接影響 外來遊客的選
擇，「就好比一家餐廳，如果連當地人都不願
意去，又何以吸引外來遊客呢？」

踏入新世紀，面臨本港另一家主題公園所帶
來的挑戰，如何強化自身的優勢，增加對市民
和遊客的吸引力是海洋公園必須思考的課題。
李繩宗回憶說，從2006年開始重新打造海洋公
園的「全新發展計劃」，其中一個思路就是

「重組香港人對海洋公園的感情」。跨越36年，
海洋公園承載的是幾代香港人的共同回憶。當
年在剛剛開幕時來到海洋公園遊玩的小朋友
們，如今已經為人父母。爸爸媽媽們同樣會帶

自己的子女來到海洋公園，快樂和感動就這
樣傳承下去。

生態保育尊重自然
作為香港為數不多的「動物園」，海洋公園

多年來一直努力，加強市民大眾對自然生態的
尊重與關愛。在海洋公園整個發展過程中，多
種動物保育大使由開幕日起，一直陪伴公園成
長。牠們在本地以至全球保育運動的進程中扮
演 重要的角色，亦見證了公園的保育發展和
成就。公園在開幕時，約有一百六十五個物
種，以魚類及其他海洋哺乳類動物為主。而在
二零一一至一二財政年度完結時，園內已居住
了四百七十個物種，向遊人展示多元化的生態
系統，由海洋及淡水棲息地，至熱帶雨林及南
北兩極等地，均在園內一一呈現。隨 公園動
物大使家庭成員不斷壯大，公園可向遊人傳遞
更多保育訊息，令他們明白到野生動物所面臨
的種種危機，從而啟發大眾在日常生活中為保
育出一分力。

回歸之後，隨 香港與內地的聯繫不斷加
強，越來越多內地的珍貴動物來到海洋公園安
家，帶動了香港民眾對內地自然生態環境的認
識，對促進兩地交流起到獨一無二的作用。特
別是在1999年，香港回歸兩周年之際，中央政

府向香港贈送的一對名為「安安」、「佳佳」
的大熊貓，開創了大型陸生動物進駐海洋公園
的先河。在此之後，中華鱘、小熊貓、揚子
和金絲猴等一批來自內地的珍稀動物也陸續安
家海洋公園。

隨 園內動物的種類、數量及展館不斷增
加，海洋公園推廣的教育項目亦變得更多元
化。而通過香港海洋公園學院的工作，海洋公
園於本地教育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日趨重
要。在「全新發展計劃」下，公園不但開辦多
個全新的「幕後之旅」，讓參加者近距離觀賞
動物保育大使，而且興建了全新的課室及教育
設施，為學生帶來更豐富的學習體驗。此外，
教育工作亦推展至公園以外，在本地學校提供
教育活動，並於公共場所舉辦展覽，進一步宣

揚保育訊息。
於2011/2012年度，香港海洋公園學院推出

了三十五個教育計劃，開辦總計多達二千四百
個課程，供不同程度的學生包括由三至五歲的
幼稚園學生以至十五至十七歲的高中生選讀，
破紀錄讓超過六萬一千名學生受惠，而自海洋
公園的教育課程於一九九二年首次開辦以來，
歷年受惠的學生人數已累積至逾六十三萬人。

1993年10月，海洋公園成立了「海洋公園鯨
豚保護基金」，結合世界各地專家的努力，拯救
亞洲區內極度瀕危的哺乳類動物。公園更於
1999 年成立「香港熊貓保育協會」，教育大眾及
支持大熊貓及其棲息地的保育工作。「香港熊
貓保育協會」與「海洋公園鯨豚保護基金」於
2005年7月1日合併，成為「香港海洋公園保育
基金」，繼續肩負海洋公園保育使命，透過研究
及教育途徑，積極宣揚、協助及參與亞洲區內
野生動物及其棲息地的保育工作。在2011/2012
年度，保育基金將撥款達港幣500萬元，資助42
個亞洲區10個國家，共27個物種的保育項目，
投入的金額、物種及國家均為歷來最多。

主題盛事引領復甦
海洋公園開幕時由香港政府免費撥地，香港

賽馬會資助1億5千萬港元建造費。1987年7月1
日，海洋公園脫離賽馬會，成為一個獨立法定
機構，由政府委任董事局成員管理。目前，海
洋公園由法定機構海洋公園公司經營，是一個
非牟利自負盈虧的機構。36年一路走來，海洋
公園經歷起起落落。最困難的時刻當屬從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3年沙士風暴。面對嚴峻
的外部環境，海洋公園管理層在收緊開支、更
有效率運用資金，同時繼續提升對遊客吸引力
方面做了很多功夫。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
的做法，就是因應時節推出不同的主題活動吸
引遊人。

2001至2002年，海洋公園開始在春節、復活
節、暑假、萬聖節和聖誕節五個時間段推出主
題活動。李繩宗說，當時第一年舉辦哈囉喂
時，只有一間鬼屋和幾十個鬼怪，但遊客們的
反應出奇的熱烈，「我們沒有想到會如此受歡
迎，以至哈囉喂的產品在首兩個星期裡就銷售
一空。」2012年，海洋公園的全城哈囉喂規模
已經擴大到八間鬼屋，加上近二十個主題表
演，以及四百多隻嘩鬼，是全球最大型的萬聖
節主題活動。在哈囉喂熱潮的帶動下，10月份
的入場人數也從之前的20萬飆升到70萬，帶領
香港乃至內地的萬聖節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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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載陰晴圓缺　16載風雨彩虹　16載挑戰考驗　16載光榮夢想

香港正與祖國一起　卓立新時代之開端
精神更強健　精髓更彰顯　精彩更綻放

本特輯旨在為香港點「精」，點出創造香港奇跡之精英人物
與機構之精華，並以此精選，為慶祝回歸16周年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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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香港市民人生快樂記憶的樂

園，也是外地遊客趨之若鶩的勝地，

帶給你山與海相遇的美麗風景，體

驗傲翔天際的刺激感受，也讓你了

解海洋世界的多樣與神奇。成立至今

36載，香港海洋公園一直堅持娛樂、

教育與保育三項營運理念，並不斷

創新，為一億一千多萬名遊客提供

了多元化的康樂活動和國際級的遊樂

體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馳

承載回憶 超越想像

■除了海洋生物，眾多陸生物種和雀鳥類也居於海洋公園。從左至右：大熊貓盈盈和樂樂、侏狨、鞭笞妥鳥空鳥以及二趾樹懶。

全球最佳主題公園——香港海洋公園

2012年，冰極天地的開幕宣告
海洋公園歷時6年、耗資55.5億
港元的全新發展計劃順利完成。
李繩宗透露，關於重新打造海洋
公園的方式，曾設想過暫時關閉
公園，但最終還是決定改造與營
運同時進行。從2006年到今年，
海洋公園的接待遊客量已經從
300萬攀升至逾700萬，比預期早
了兩年；遊樂項目也突破了80
個。同時，為配合項目的擴張，
實現全面性發展，海洋公園還不
斷完善風險管理系統、資訊科技
系統等配套工作。

在完成全新發展計劃之後，海
洋公園的下一步計劃是將把主題
遊樂與度假相結合。明年夏天，

水容量達2200噸的東南亞唯一鯊魚館將開幕，屆時遊人可以從
多角度欣賞來自15個品種的100多條鯊魚。到年底，八隻樹熊
也將在海洋公園安家。李繩宗認為，海洋公園未來要發展成
為度假勝地，單單靠主題公園內的現有設施並不足夠。

在1999年舊的水上樂園因為種種原因關閉之後，海洋公園不
斷收到市民關於重建水上樂園的請求。公園收集眾多意見，
綜合考量以前管理水上樂園的得失，同時也參考了目前世界
各地修建水上樂園的先進技術，決定重新興建一個全天候的
水上樂園，並計劃於2017年7月與遊人見面。此外，對於度假
勝地最重要的酒店也將於2016年在海洋公園落成，加上前一年
南區地鐵線路的開通，整體配套設施將帶給遊人全新的體驗。

李繩宗於1994年加入海洋公園，如今已經踏入第20個年
頭。談起在海洋公園最難忘的經歷，他提到了去年在美國領
取由國際遊樂園及景點協會博覽會（IAAPA）頒發，象徵國際
主題公園業界最高榮譽的「2012 Applause Award」（全球最佳
主題公園獎）：「得到全球同行們認同，不但證明了香港經營
主題公園水準已達世界頂尖，更鼓舞了全體海洋公園員工的
士氣，證明我們一直以來堅持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

■遊人有機會近距離接觸海豚。

■為企鵝打掃住處。

■動物護理專家正為太平洋海象提供護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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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奇觀水族館內的全世界最大

觀賞圓頂。明年中，東南亞唯一的

獨立鯊魚館將與大家見面。

■香港老大街將人們帶回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