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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喜歡在假日到離島旅遊舒展身心，熱門景點

如長洲和大澳，每逢假日都迫滿遊客，當地居民動

輒等候兩三小時才能乘搭交通工具，人流過

多亦導致社區變得擠迫嘈吵，影響當

地居民的生活。今期將會探討發展離

島旅遊業會為當地帶來哪些正面

和負面的影響。

■劉彩珊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

政府正研究大嶼山的發展，研究把昂坪纜
車延線至大澳，並於早前展開諮詢。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表示，明白大澳在假日時有嚴重的塞
車問題，故此會考慮一旦決定延線，當區的交通配套
是否可以負擔增加的人流量。

有大澳居民表示對延線有顧慮，指出大澳在假日
時已被旅客迫爆，設施更顯不足，除了交通配套以
外，廁所、泊車位等基本建設也無法容納更多旅
客，而遊客增加亦會令租金和物價上升，影響居民
生活。

國際旅遊業經歷多年的發展，已成為世
界最大的經濟產業之一。根據聯合國世界
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Barometer，
UNWTO）的統計，2015年國際旅客數目
達1,184百萬人次，比上年增長了4.4%，估
計2016年國際旅遊業會有4%的增長。隨着
愈來愈多旅客到各地遊覽，國際社會提倡
長期、持續地發展旅遊業，避免經濟發展
破壞當地的環境和傳統文化。「可持續旅
遊」不再是從數量上吸引更多遊客，而是
着重景區的管理以及旅客的質素，以達至
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長洲居民飽受遊客困擾
現時長洲和大澳等離島地區，居民正承

受着過度發展旅遊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由
於遊客數量過多，令他們無法乘搭交通工
具，部分居民甚至因路面擠迫而不想外出，
反映了離島旅遊發展未能顧及社區需要。故
此，推廣離島旅遊不能只着眼於興建交通和
娛樂等基建設施，也要評估當地有沒有足夠
的空間容納遊客，從而設定遊客數量上限。

另 一 方
面，政府應諮
詢當地居民的
意見，了解他們
對遊客數量的接受
程度。例如政府研究
將昂坪360纜車延線至
大澳，為大澳引入更多
遊客。現時纜車平均每日
有約五千人乘搭，若當中有
一半人前往大澳，其數量已超
過當地人口，到底大澳居民是否
接受寧靜漁村變成人潮湧湧的鬧
市，這是興建纜車延線前必須考慮
的問題。

諮詢居民意見
可持續旅遊已是國際旅遊業發展的趨

勢，這種發展模式強調維護旅遊區的自然和
人文環境，遊客不單是消費者，更可為
協助保育當地資源作出貢獻。同學
到長洲、大澳等地方遊覽時不
妨多接觸當地居民，了解他
們對旅遊業的看法，從
而思考離島旅遊的
發展方向。

香港約有二百多個島嶼，不少香港的
景點都在離島，如大嶼山有迪士尼樂園、天

壇大佛、昂坪360和有「東方威尼斯」之稱的大
澳，其餘的東平洲、吉澳、南丫島、橋咀洲、長洲、

坪洲等各有特色，有些有獨特的地理景觀，如東平洲的頁
岩；有些則有獨特的文化，如長洲的太平清醮；有些是市民行山
的熱門地點，如南丫島；有些則以特別食物馳名，如吉澳的墨魚

丸。以往這些離島的訪客主要是香港人，但近年隨着旅遊業的發展，部
分旅客亦注意到這些離島的獨有風貌，紛紛前往深度遊。

深度遊香港
離島漸聞名

- 今 日 香 港 -

發展持續旅遊
重質大於重量

纜車延線諮詢
優先考慮人流

小 知 識

發展經濟 VS 商業當道
負面影響

經濟 遊客消費帶來可觀的收益，帶動當地樓價和租金上漲，令物價上
升。隨着人流增加，連鎖店因商機而進駐當區，開設專門服務遊客
的手信店，有機會導致本土小商店不敵大財團的競爭而結業。

社會 遊客集中在假日前往離島旅遊，人潮導致當地的交通配套超出負
荷。例如長洲和大澳居民隨時需要排隊兩三小時才能搭船和上車，
有些已搬離當地的年輕人因交通不便，選擇不在假日回島。大批遊
客湧入，令原本人煙稀少的離島變得擠逼嘈吵，影響了居民原本的
生活，例如慣以單車代步的長洲居民甚至無法在島上踏單車。

文化 以傳統文化作為旅遊賣點，往往會引起過度商業化的爭議。長洲太
平清醮原為居民向北帝神祈福，並奉北帝神像遊行，是一項民間祭
祀活動。但現時人們視長洲太平清醮為娛樂消遣，飄色巡遊的焦點
是小朋友扮演哪個政治人物或明星，搶包山則成了體育競技。太平
清醮漸漸失去了昔日傳統味道和意義，淪為商業包裝的旅遊項目。

環境 不少離島鄉村已荒廢多年，變成草木茂盛的山林，推動旅遊業會令
當地的環境受到破壞，如二澳村的復耕計劃就須把大範圍樹林燒毀
鏟除，重新開墾水稻田及興建農舍。

正面影響

經濟 離島具獨特的風貌和傳統文化，能吸引遊客前往當地
購物消費，提升了該區飲食業、零售業和出租度假屋
等行業的收益，帶動了本土經濟。

社會 旅遊業的發展帶動了本土經濟，為當地居民提供了當
區就業的機會，如零售業、手信店和小食店的增加，
都帶來職位空缺。此外，樓價和租金的上漲亦增加了
當地業主的收入。

文化 香港離島本來各有獨特的傳統文化，但由於漁業式
微，年輕人大多到市區生活，傳統文化因無人承傳而
逐步消失。發展旅遊業則可讓外界認識離島獨有文化
和傳統節慶，例如每年5月中旬所舉辦長洲太平清
醮，就吸引數以萬計本地和海外遊客前往觀賞，傳媒
亦會在現場報道飄色巡遊和直播搶包山盛況。

環境 可藉着發展生態旅遊，宣傳愛護自然環境的訊息，例
如市民可到大澳觀察紅樹林的濕地生態，或步行到正
進行復耕計劃的二澳欣賞水稻田。

1. 根據資料，試指出遊客對離島居民
造成的影響。

2. 有人認為離島文化因旅遊業而得以
保留，亦有人認為離島文化因旅遊
業而被破壞，你較認同何者？

3. 什麼是可持續旅遊？離島可以如何
應用這個概念？

4. 你認同應該加大發展離島的旅遊業
嗎？試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1. 本題需要引用資料作答，同學可用資料中長洲居民的日常生活，如
假日不能以單車代步、小食店加價等。

2. 本題屬於開放評論題，沒有固定的答案，同意的同學可以長洲年輕
人離島工作為例，年輕人離島，已不遵照傳統習慣生活，傳統出現無
人承傳的局面，若不是旅遊業能吸引遊客，說不定很多習俗已被遺
忘；反對的同學則可以引用長洲的傳統變得商業化，與本來的傳統已
有不同，如長洲太平清醮變為娛樂消遣，搶包山變成體育競技，雖然
仍是在做相同的東西，但內裡的含意已有不同。

3. 本文可先引用資料中對持續旅遊的概念作解釋，然後套用離島的情
況，如多諮詢當地居民的意見，或是設定遊客上限等。

4. 本題沒有固定答案，同學可以自行評估離島的遊客容量是否已達飽
和狀態，再決定答題方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樂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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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旅遊
．長期發展
．平衡經濟與環境
．重質不重量
．着重景區管理

發展爭議
．影響文化
．推動經濟
．增加就業
．影響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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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旅遊

■大澳在假日時也有大量遊
客前往，為居民帶來
不便。圖為遊客購
買當地小吃。

資料圖片

■海岸公園在假日時吸引不少市民前往潛水，部分地方發展出針對潛水人
士的經濟，如出租潛水裝備等。圖為橋咀洲的珊瑚。 資料圖片

■天壇大佛和寶蓮寺都是香港知名景點，位於大嶼山
西部昂坪。 資料圖片

■■東平洲是香港地質公園東平洲是香港地質公園，，假日有大量遊客前往觀看獨特地貌假日有大量遊客前往觀看獨特地貌，，
但島上卻只有約十戶村民定居但島上卻只有約十戶村民定居。。圖為東平洲的更樓石圖為東平洲的更樓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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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向來予
人自然恬靜、
與世無爭的感
覺，不少港人
喜歡到離島度
假，可是旅遊
業的發展逐漸
改變了當地面
貌，對居民原
有生活造成不
便。同學可從
經濟、社會、
文化和環境這
四方面，分析
離島旅遊帶來
的各種正面和
負面影響。

大嶼山

橋咀洲

東平洲

吉澳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