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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道嚴重騷擾旅客事件，是傷筋動骨的。因
為這並非一般的示威遊行，而是對無辜旅客粗暴
威嚇、令一批旅客躲在名店不敢出來、更令一家
珠寶店要落閘。這完全超越了一般示威遊行的底
線。以前港人遊行，縱使有逾50萬人都水不揚
波，秋毫無犯。今次卻刻意威嚇遊客，兼且影響
現場零售員工（很多都是基層員工）的安寧，已
與遊行表達訴求背道而馳。
若把去年衝擊軍營的事件連繫一起看，這是
一波又一波地挑動兩地矛盾，透過主導這個議
題來搶佔政治地位。這和英國人撤離印度前刻
意挑動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矛盾，為日後印巴分
裂、爭執埋下禍根如出一轍。本人建議大家看
看 YouTube 上 BBC 的紀錄片《End of British
Empire》，便知道歷史上確實發生過這樣的事
情。
特區政府處理自由行遊客過多衍生的問題責無

旁貸，但也必須警惕是否有人刻意挑動兩地矛
盾。此外，港人也宜反思：倘若今天自由行的是
紅鬚綠眼的外國人，港人又會否反感？港人面對
內地人優越感不再的心理，是否也是對自由行泛
濫反感難以啟齒的原因？

薛求理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記得1999年年初，香港特區因為出現財政赤字，
財政司司長提出研究徵收陸路離境稅和銷售稅的可
能性；年底庫務局局長表示正考慮徵稅的時間、方
法、稅率、豁免情況等具體安排。受1997年10月亞
洲金融風暴的影響，特區政府的直接稅有所降低，政
府打算開闢新的稅源、稅種，似乎情有可原，無可厚
非。但即使如此，也不適當。2000年1月4日筆者在
本報發表《開徵陸路離境稅和銷售稅非善策》，提出
批評。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後來特區政府擱置
了。

倒香港旅遊業「米」
到現在，香港竟要以陸路入境稅來抵制自由行，真
可謂不識好歹，好了瘡疤忘了痛了。廣大香港市民可
能還記得，在「沙士」期間以及其後的一段時期，香
港市面的蕭條情形，為二次大戰後和平時期之最。如
果沒有自由行，香港可能還要負增長若干年。GDP的
計算主要來自政府開支、投資和消費，但香港人口基
數不大，要靠本地消費來拉動，力度不足，通過自由
行來牽引，拉力很大。近三十年來，世界上掀起自由
貿易區的潮流，近年內地除上海之外，還要建立若干
自貿區，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吸引遊客。香港竟然有
議員要逆流而行，要誤導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做出錯
誤的決策，壞香港作為購物中心和自由港的名號，砸
了香港吸引遊客的金漆招牌，既狂妄，又愚昧。
香港基本法第119條明確規定要發展旅遊業，是有遠
見的。旅遊業本身不是高端產業，即使是三、四流的
國家和地區，只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也能加以發

展。香港的自由行，背靠祖國，難以取代。其他國家
和地區，求之不得，香港卻要徵入境稅來阻礙發展，
自我放棄，不知是何用心。立法會議員要宣誓擁護基
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卻有議員要違反基本法，要倒
香港旅遊業及相關行業的「米」，該當何罪？對梁振
英拒絕採納，不論「未富先驕」的比喻是否得當，對
梁振英痛斥奸人之言，香港市民是歡迎的。但「人民
力量」陳志全、社民連梁國雄之流還要特首道歉，真
是豬八戒倒打一耙。

港應提升接待能力
凡事有利必有弊，就像俗語所說，針無兩頭利。在

考慮到自由行對香港經濟增長的貢獻，對香港市民消
費信心的恢復的作用的同時，也要顧及自由行人數達
到一定程度時，對香港市民造成不便。部分原因是少
數內地遊客的不文明行為，例如不排隊，爭先恐後，
高聲說話，隨地吐痰等的緣故，這是內地遊客要做檢
討的。但主要原因，還在於香港本身對自由行的規
模，對香港交通和設施的需求，沒有及時規劃，這是
特區政府需要檢討，也是需要立法會督促的。「韓信
點兵，多多益善」，在自由行的問題上，梁特首應當
學習善於治軍的韓信。
在董建華執政期間，旅遊業已經被列為香港的支柱

產業。自由行之後，到曾蔭權執政初期，旅遊設施不
足的情況已經開始出現，筆者還有其他媒體中人，已
經提醒政府要注意旅遊景點及其文化含量不足問題、
酒店設施不足問題、開發大嶼山等問題。可惜都沒有
引起特區政府的注意。

香港的支柱產業本來都有相應政府的決策和執行機
構，例如金融業、物流業、工商業、服務業，都是如
此，但唯獨旅遊業，沒有相應的決策和執行部門。不
少人以為凡有「局」字的機構就是政府部門，其實不
盡然。例如發展局是主管城市規劃、基礎設施、施工
質量、有關條例執行的決策局，其下設有建築署、屋
宇署、規劃署、建築條例執行處等若干署級機構負責
執行。但旅遊發展局則不是政府機構，而只是負責旅
遊推廣的法定機構而已，不能望文生義。筆者好多年
前曾建議政府設立主管旅遊業的部門，但政府也是置
若罔聞。

珍惜內地來港自由行
香港旅遊評議會只是業界的自律性組織。香港的旅

遊爭議頻頻出現，就是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結果。

不久前，一艘載有2000名遊客的郵輪，到海南島和越
南6天遊，但傳聞越南以有沉船阻礙航道，取消尾站行
程。另一傳聞是貨不對辦，落地簽證受阻、當地導遊
和司機失蹤。到底什麼情況，應當進行調查。前者是
政府間需要交涉領海內的航道的事項，否則商人可能
給政府耍了。後者可能是商業欺詐或合同糾紛。但由
於香港沒有相應的主管部門，未能即時跟進。數百名
不滿的遊客回程後拒絕登岸，要求賠償。但下一批旅
客因行程延誤，加上額外的碼頭停泊費，佔領郵輪的
遊客可能被反索賠，得不償失。政府應當改變自由放
任的作風，協助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
凡事證明，得來容易就不珍惜。與中國遊客到世界

各國不同，內地自由行是在「沙士」肆虐後中央對香
港實行的重大決策。香港應當配合，重振香港旅遊
業，讓該行業真正成為香港的支柱產業。

宋小莊 資深評論員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如果用一句成語形容「人民力量」和民主黨議員提出徵收陸路入境稅的措施，比

較恰當的不是「未富先驕」，而是「飲鴆止渴」。送上來的財路不要，嫌有一點小麻

煩，硬要徵稅阻攔，在常人看是神經病，如內地也採取應對措施，香港豈不是自找麻煩，自尋絕路。

當然，如果允許用更多的成語的話，中國古代不少描述蠢人行徑的典故都用得上。例如因噎廢食、削

足適履、捨本逐末、耳視目食等等。而對內地的民眾而言，還不是愚蠢的問題，簡直是道義的問題，

可以用忘恩負義、恩將仇報、以怨報德、抉瑕掩瑜來形容。香港應當學會換位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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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路入境稅飲鴆止渴

葛珮帆博士
立法會議員 香港應致力提高旅客承接能力

約百名網民及「香港人優先」成
員日前在尖沙咀進行「反中國自由
行」示威遊行，以暴力手段包圍多
間名店，並粗言穢語辱駡內地旅
客，引發多次衝突和肢體碰撞。對
於香港作為一個開放文明多元的國
際城市，有市民針對遊客訪港發動
示威，並發生對駡衝突的行為，無
論從經濟發展抑或城市形象的角度
看，都屬遺憾事件，都應予以強烈
譴責。

辱罵內地遊客應受譴責
自 2003 年，內地在港推出了

CEPA、「個人遊」等政策後，內
地遊客到港旅遊消費，對香港經濟
及就業市場的支持逐年增加。近年
隨着內地經濟增長迅速，內地訪港
旅客人數亦快速增長。去年全年來

港旅客達5400多萬人次，比上一年
增長近百分之十二，創歷史新高，
當中逾7成旅客都是來自內地。由
於香港擁有地緣之利，加上政策的
優先，因此，香港可以率先享受到
內地民眾財富增長所帶來的經濟利
益。
不過，香港由於地少人多，大量

旅客訪港，令市民日常生活無可避
免受到影響。旅遊業帶來的經濟效
益有多大，就必須要視乎政府在規
劃、基建等方面增加旅遊配套設施
的工作是否做得妥善。可惜，過去
數年，特區政府有關工作明顯有欠
理想，而早前政府公布的「香港承
接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結果
更顯示，本港有能力在2017年承接
逾7000萬人次旅客，但當局除繼續
跟進之外，並沒有具體的新措施。

對此，民建聯確實有點失望，我們
促請特區政府必須加緊研究如何有
效提升本港長遠的旅客承接力。
據報道，2013年內地出境旅遊的

旅客共9700萬人次，比2012年多
出了1400萬人次，內地相關部門表
示希望今年可突破1億人次，未來5
年中國出境旅遊人數將超過4億人
次。可見內地旅客是現時世界各地
旅遊城市爭相覬覦的一塊「大
餅」。環顧亞洲主要的旅遊國家與
地區，例如新加坡和日本等，近年
的內地旅客人次及消費情況，都有
大幅增加的趨勢。2013年上半年到
訪新加坡的內地旅客共花費新幣15
億2千萬元，打破自2007年以來一
直居首位的印尼遊客記錄，成為新
加坡旅遊消費主力。同時，中國旅
客亦成為日本各地區旅客的購物消
費排名之首。

政府須加緊研究提升承接力
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型經濟體，旅

遊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我們
應大力吸引各地高端旅客來港消
費，因此，「反中國自由行」之類
的行動是不文明，亦不合理的舉
動，大大破壞香港這個「國際旅遊

之都」的形
象與聲譽。
我們支持警
方 加 強 執
法，力保香
港安全城市
美譽，亦促
請政府積極
研究增加各
區旅遊景點
及 酒 店 數
目，並推動在落馬洲南發展商貿購
物中心，配合便捷的鐵路及道路交
通網絡，以疏導分散旅客，提升香
港接待內地居民旅遊與消費的能
力，同時亦可創造更多新界區的就
業機會。
鑑於現時「個人遊」旅客中，有

高達六成五均是不過夜旅客，因
此，為了吸引更多旅客過夜留港更
長時間，並增加香港對海外與內地
的中產階層和商務及會展旅客的吸
引力，政府亦應舉辦更多大型的體
育及文化藝術等大型活動，以及加
大力度發展香港成為郵輪母港，同
時改善大嶼山各景點之間的交通接
駁能力，以吸引更多高增值的客群
來港旅遊，增加本港旅遊的收益。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我們應大力吸引各地旅客

來港消費，「反自由行」之類的行動是不文明，亦不合理的

舉動，大大破壞香港這個「國際旅遊之都」的形象與聲譽。

我們支持警方加強執法，力保香港安全城市美譽，亦促請政

府積極研究增加各區旅遊景點及酒店數目，提升香港接待內

地居民旅遊與消費的能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葛珮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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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所有國
家、城市的政府
都很努力地發展
旅遊業，當地人
民也會很歡迎旅
客的來臨，旅遊
業已是世界各地
急速發展的行
業，提供了大量
的就業機會。可
是，香港卻出現
了一群處處排斥
內地旅客的人。
這些人很落力地拍攝內地旅客一些不文明的舉
動，放上網瘋傳，引以為樂。這些人到廣東道名
店門口示威，抗議名店的服務員歧視港人，想方
設法要趕走內地旅客。最近，有政客提出要收取
陸路入境稅或出境稅，他們說只有付得起入境稅
的旅客才是「優質」旅客。
很奇怪，這群說只歡迎「優質」旅客的政客
們，平日口口聲聲說「不該歧視窮人」，要同情
窮人，要幫助窮人，但是，他們竟然提出要將旅
客分類，只歡迎付得起入境稅的「優質」旅客。
香港有一些人把內地旅客視為敵人，視為蝗

蟲，認為是在侵害香港人的利益，這是非常錯誤
的看法。內地旅客來香港購物消費，為香港帶來
大量生意，為許多香港人帶來就業機會，在香
港，就有不少人是靠內地旅客的光顧來維生的。
內地旅客引起一小部分香港人不高興，這只是
局部性的，問題一點也不嚴重。有香港家長在上
水走兩家店買不到奶粉，便大吵大鬧，傳媒、政
客也就趁機誇大問題；其實，上水買不到，不表
示全香港缺貨。所謂水客問題，實際上是價格問
題。香港是免稅港，來港購物可以省下巨額的
稅，如果內地深圳海關真的嚴查水客入境所攜帶
的貨物，並加以徵稅，水客也會消失。
水客集中於上水只是圖個方便，上水居民感到
不方便只是因為上水的商場不夠，商場不夠應該
多興建商場，而不是趕走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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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淵滄

政經多面體

2008年，政府注資216億，成立西九龍文化區管
理局。在經過一年多的方案徵集和諮詢後，2011
年，西九龍文化區的總體規劃確定，由英國福斯特
事務所（Foster + Partners）設計，草坪在上，車輛
交通在地下。單項建築的設計和施工也隨即展開。
第一個項目戲曲中心的建築設計，由溫哥華的譚秉
榮事務所和香港的呂元祥事務所合作奪得。2013
年，第二個建築項目M+博物館舉行國際設計競
賽，曾經設計北京奧運會「鳥巢」的瑞士建築師事
務所Herzog & de Meuron，聯同香港TFP Farrells
及香港奧雅納 (Arup)工程顧問公司合作設計獲得第
一名。
2014年初，M+博物館在太古坊舉行展覽，展出

競賽的諸方案和得獎方案。而獲獎者也到香港演
講，解釋設計的概念。筆者在聽講和參觀後，稍有
心得，記述如下。

未來M+
香港的設計競賽，總是吸引到世界上一流的設計

公司來競爭，日本的、歐洲的明星建築師都送來方
案，如設計紙房子的日本阪茂，獲得普利茨克獎
(Pritzker Architectural Prize)的 SANNA，設計巴黎
龐比杜文化中心的意大利皮亞諾，設計奧斯陸音樂
廳的SNOHETTA 等。

選出的第一名設計，以闊大平台為襯托，上面升
起一塊板式的建築。平台的下面，有錯落的層次，
供活動和展覽進行。平台上面的設施則留待景觀設
計師設計，這個朝南平台，如此寬闊，在香港大多
數月份裡，都將飽受陽光暴曬。由於是屋頂花園，
植物不會太高，難以起到遮陽作用。如此陽光暴曬
的實例，可以在九龍中港碼頭的屋頂發現。那個屋
頂雖然望海，在大太陽下卻是少有人跡。
平台上升起的平板大樓，長條窄平面，寬度大約
十幾米，比一般的辦公教學樓還要窄。這部分無論
是做特別展覽還是培訓活動，都將有三分之一的面
積用作人流走廊。因此，這個大樓的標準層，將來
要麼走廊狹窄，交通聯繫不暢；要麼難以擺放展
品。
另外，這個一橫一豎的體形，如果在曠野中，大

概能突出其力度。在西九龍繁雜的大樓背景下，這
個樓顯得龐大笨拙。外來的設計者，對香港的密度
文化和街市纖維毫無回應。主事者稱為有這樣的建
築而感到驕傲。大部分的香港觀眾和專業人士都看
不出驕傲何在。

收藏建築
M+展覽館將收藏現代藝術，也包括建築設計。

香港開埠的前100年，留下些殖民者的印跡，但多

數已經蕩然無存。戰後的頭幾十年，香港忙於安頓
難民，戰後重建。1980年代後，逐漸走向國際化的
方向。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實用、經濟兼有
現代美學口味的作品，如1950-70年代的公共屋
邨、大會堂、山頂的爐峰等等。M+博物館雖然還
沒有固定的建築，但已經開始了藏品的收集。2014
年初太古坊的展覽，展出了一部分這些展品，讓廣
大市民觀眾看看50-60年前的圖紙、模型和當時的
優秀建築。
收藏中也有一些內地近年建築師的作品，但多數
都是未成熟之作。M+博物館雖然有錢有空間，但
鈔票是納稅人的，空間也是有限的，應該收集精
品，而不是那些模仿或泛泛之作。

西九的上馬
香港目前的文化設施，和我們這個都市的地位和

雄心是不大相稱的。但即使現有如此少數的展覽和
活動場地，也未見有較多市民和旅遊者光顧。人們
要看中國古代藝術，會去北京、西安；要看西方古
典藝術，會到羅馬、巴黎去朝聖。香港的文化藝術
植根於本土，另外市民和年輕人的欣賞習慣，也應
該從文化普及中薰陶。文化和藝術應該走出殿堂，
向社區和基層延伸。衷心期望西九龍的場館早日建
成，為本港的文化和生活品質貢獻力量。

西九新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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