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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試簡單介紹本港第一季旅遊業的現況。

2. 根據上文及就你所知，現時旅遊業正受着甚麼挑戰？

3. 承上題，本港旅遊業應如何應對？

4. 試解釋何謂本地生產總值。

5. 有人認為「應推廣更多香港傳統節日以增加旅客」，你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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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患
1. 日幣貶值吸客
2.軟實力被日韓趕上

新聞背景
2002年至2014年間，旅遊業的增長
是四項當中最高，超過160%，主要
原因是受惠於內地不同省市來港個
人遊計劃的推行和放寬。

內憂
1.「反水客」變趕客
2.「一周一行」料減
內地客

1. 本題可根據文中提供的數據作答，可指出旅客減少的具體情況。
2. 此題需根據文章並加入自己的知識回答，作答時可以從內部及外部兩方面入手。
3. 此題為第二題的延伸問題，應先簡述第二題的答案，再應對各挑戰回答。
4. 本地生產總值即當地所有商品或勞動生產的市場價值，作答時可指出用處。
5. 此題為評論題，作答時可引用文中建議發揚盂蘭節等傳統節日作例子，如贊成則應着重吸引旅客的論述，如反對
則可指出這些節日並不為人所知的原因，如兩地文化不同，或節日較為嚴肅，不適合用作推廣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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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旅遊業發展漸見隱憂，分別受着外憂內患困擾。內患方面，本港某些團體近月就着旅客訪港議題越演越烈，矛頭直指水貨客，但其

行動不單影響水貨客，更對不少內地訪港旅客造成滋擾，嚴重影響香港努力建立的「好客之都」形象。外憂方面，部分地區因貨幣貶值而

吸引了不少旅客（如日本），部分則因潮流文化帶動而成為旅遊熱點（如韓國）。鄰近地區之間的競爭令本港旅遊業面對重大挑戰。本文將由內在因素

到外在因素分析現時本港旅遊業的困境，並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案。 ■丁彥文

作者簡介：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文章散見於各大報刊。

旅業挑戰

香港經濟的四大傳統
支柱產業分別是貿易及

物流業、旅遊業、金融業和
專業服務或其他生產性服

務，共佔本港本地生產總值（GDP）超過一
半，其價值不容忽視。2002年至2014年間，旅
遊業的增長是四項當中最高，超過160%，主要
原因是受惠於內地不同省市來港個人遊計劃的
推行和放寬。

旅遊業可細分為入境旅遊和外訪旅遊，其中
入境旅遊包括零售業、住宿服務、餐飲服務和
過境客運服務。縱使旅遊業在四大支柱當中所
佔比例仍是最小，但近10年來整體就業人數增
加超過10萬人，而當中大部分職位要求的技能
較低，為低技術勞動階層帶來珍貴的就業機
會。
根據政府發布的2015年第一季旅遊人數統計

數字，本港目前的訪港旅客主要來自內地，超

過70%，但對比2014年第1季數字，內地旅
客人數下跌了10%，而整體訪港旅客則下跌
8.7%，酒店入住率亦相應下跌9%。由於酒店入
住率的下降與整體旅客下降的幅度脗合，因此
可推論出本年第一季所流失的旅客並非以香港
作為轉接點的不過夜
旅客，而是留港過夜
消費的旅客，為10年
來首次錄得跌幅。

內憂

「反水客」變趕客
本年初，有團體

在網絡上號召，在
數個旅客密集的地
點進行「反水貨客」
示威行動，包括多個
內地旅客訪港的熱門地
點，如上水、元朗、沙
田、屯門、尖沙咀等。
縱然示威團體稱他們的

行動只是表達對水貨客影響居民的不滿，但示威內容卻對
不少非水貨客的訪港旅客造成極大滋擾，如查看路人攜帶的
行李箱、辱罵拖拉行李箱的路人甚至拍打和腳踏路人。連串
的騷擾已嚴重影響無數訪港旅客在港的旅遊體驗，內地和外
國傳媒亦多番報道，打破了香港是「好客之都」的印象。更
有旅遊業業內人士表示，有旅客在發生連串示威行動後退團，
足見多次示威行動令不少旅客為之卻步。

整體旅客量10年首跌

現時本港的旅遊景點已略嫌不足，主要以兩個大型主
題樂園為主要景點，另外有天壇大佛、迪欣湖等，除此
以外就只剩下各區的購物區。然而，名店和主題樂園並
不足以提升本港的獨特性，皆因其他地區亦可模仿，而
本港的先天限制是土地較少，若論配套或宏偉設計，終
不及其他地區，因此必須發展成新型旅遊區，例如台灣
設有聞名亞洲的夜市，擺賣具有特色的小吃；韓國則有
位於東大門的時裝批發市場，吸引不少旅客到當地購
物。

推盂蘭勝會北帝誕等特色旅遊
回顧本港，從前我們打造了以酒吧及社交場所聞名的

蘭桂坊，這些景點毋須華麗建築，只要擁有其他地區難
以取代的特色便可。
誠然，本港有眾多傳統節日並未名揚海外，例如盂蘭

勝會、北帝誕等，很多傳統節日或儀式都具有文化價
值，而且每年由市民主動籌募經費舉辦，政府可考慮發
展相關配套和宣傳，一方面免卻了居民每年為維持傳統
而籌措經費的辛勞，另一方面則可提供具有香港特色的
景點和節目吸引旅客訪港。就如西方的萬聖節，起源於
賽爾特人的傳統節日，經多年宣傳，現已成功傳遍整個
歐美，並於亞洲漸受歡迎，至今
很多地區都推出不同的慶祝活
動，往往能吸引旅客目光。

區域特色主導未來發展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GDP)：
一般用以
計算一個
地區的經
濟狀況和

發展水平，即是當地所有商
品或勞動生產的市場價值，
此數值越高便代表經濟狀況
越好。由於此指標是量化指
標，因此可直接量度地區的
經濟增長或回落，更可用以
比較兩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
展狀況。

「一周一行」料減內地客
由於香港屬於特別行政區，出入境香港都需要簽注。自2003
年7月28日起，內地多個省市先後推行港澳個人遊，允許內地居
民只需辦理簡單的特別簽注便能到港澳旅遊。至2009年，中央政
府批准深圳戶籍居民可申請一年多次訪港的特別簽注，亦稱「一
簽多行」。
本港一直有不同的聲音表示需要在個人遊帶來的經濟效益與民
生之間取得平衡，要求特區政府重新檢視「一簽多行」的利弊。
今年3月，特首梁振英在兩會期間向中央表達了收緊「一簽多行」
的建議，而中央則於4月以「一周一行」取代現有的「一簽多
行」。改為「一周一行」後，內地訪港旅客料將減少。

外患

日幣貶值吸客
由於本港的貨幣政策使用聯繫匯率與美元掛鈎，而美國現時經濟
幾乎全面復甦，市場期望美元將於本年年中開始進入加息周期，因
此美元自去年年尾開始升值，亦同時帶動港元升值。換言之，對內
地或外國遊客而言，他們來港旅遊的成本相對以往會變相提高。同
時，亞洲一些鄰近地區例如新加坡、日本等，當地貨幣則一直貶
值，在此消彼長的關係下，旅客自然因成本問題而轉到其他國家或
地區旅遊，從而影響本港的旅客人數。以屬於中國傳統出外旅遊
旺季的農曆新年為例，便有45萬內地旅客到日本旅遊，總消費高
達1,000億日圓，在短短一周內帶動日本第一季生產總值增長
0.2%，由此可見，貨幣貶值有助鄰近地區在旅遊業上的競爭力。

內憂 外患

韓流席捲亞洲
在旅客選擇旅遊地點時，成本的考慮固然重要，但重點仍是
當地的吸引力。然而，衡量一個地方的吸引力是十分困難，因
為沒有可量化的指標，同時亦沒有絕對的答
案。傳統而言，發展旅遊業的先決條件是當地
的服務、產品質素，具有特色的景點，配套
是否完善，這些都可歸納為該地的
硬實力，可算是發展旅遊業必要
但並非唯一的條件。該地的文化
是否能吸引其他地區旅客的認
同—甚至欣賞—便屬於軟實
力。以韓國為例，近年韓國
的潮流文化透過服飾、菜式、
流行曲、電影和綜藝節目等席捲亞洲，在
其他地區建立了不少對韓國文化感興趣的
支持者，從而帶動他們到韓國旅遊的意
慾。在軟實力方面，本港亦被鄰近地區所
趕上，在競爭方面亦大打折扣。

日韓強勢搶客港旅業怎接招
港旅業怎接招？？

■■愈來愈多內地人到日韓愈來愈多內地人到日韓
旅遊消費旅遊消費。。圖為韓國著名圖為韓國著名
景點明洞景點明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韓國歌手韓國歌手PSYPSY熱熱
爆全球爆全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潮州民間社團和潮州人

香港潮州民間社團和潮州人舉辦舉辦「「盂蘭盛會盂蘭盛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旅業面對新挑戰 區域特色主導
未來發展

■■「「反水客反水客」」行動波及個人行動波及個人
遊旅客遊旅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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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戚鈺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