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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橋填海地伸延 符環評不影響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預計

年底完工的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再爆工程
出問題。路政署署長鍾錦華昨日表示，
港珠澳大橋機場島的香港接線填海工程
的填海地，於2014年有兩處泥層橫向伸
延多達5米至10米，承建商已建立「臨
時堤腳荷載平台」穩定海堤，做法符合
環評，對公眾安全及環境無重大影響，
因此沒有向外公佈，強調無就工程作出
任何隱瞞。至於事故原因，他指該署於
2015年3月聘請了專家進行獨立事故審
查，現正進行核實，稍後會提交報告。
昨日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港珠澳大橋
機場島的香港接線填海工程於2014年出
現海堤崩塌，形成一個面積約18個維園

足球場大的新填海地，但路政署至今逾
兩年從未向外交代。

承建商自行承擔加固費
路政署昨日傍晚舉行記者會澄清事

件。鍾錦華表示，有關工程涉及進行
「不浚挖式」填海23公頃及海堤建造工
程，填海區下有6米至14米可壓縮淤泥
層不會被挖走，但於2014年10月及11
月，駐工地監督人員發現有關兩處地段
分別出現長約300米及250米泥土向外
延伸，橫向延伸達5米至10米。
他指，事發後路政署即時實地視察及

評估影響，由於香港接線工程屬「設計
施工總承包合約」，承建商有責任作勘

探和設計檢討並提交加固措施方案，承
建商中國建築建議在填海工地完全整固
前安裝「臨時堤腳荷載平台」以穩固海
堤，有關工程於2015年審批動工，並於
同年年底完成，加固費用由承建商自行
承擔。
他表示，該臨時平台面積約9公頃，

但並非傳媒報道的「新填地」，在填海
工地整固及永久海堤建造完成後，將於
今年年中開始被移走，將海床回復原
貌；而填海工程仍在環境許可證列明之
環境影響緩減措施及與承建商訂定的工
程合約範圍內進行。他續說，自2015年
底至今，並未有發現填海地出現不尋常
的沉降及橫向伸延。

重申無隱瞞 無礙年底通車
被問到為何兩年來沒有主動公佈事

件，鍾錦華指路政署審視事故後，認為
對市民大眾及環境無大影響，公眾未必
關心，因此毋須將可以克服的困難告知
公眾，強調並無就工程作出任何隱瞞。
至於事故原因，他指該署於2015年3月
9日聘請了專家教授John Burland進行
獨立事故審查，現正進行核實，稍後會
提交報告。
鍾錦華重申，承建商要為事件負全責

是「沒有爭議」，需負擔有關費用及追
回工程進度，而大橋工程沒有超支，仍
維持今年底通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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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香港迪士
尼樂園雖於2016財政年度收入及入場人次雙
雙錄得下跌，但訪客人均消費按年增長4%，
連續7年錄得破紀錄增長，主要受新主題商
品帶動。樂園表示，早前樂園引入星球大戰
主題，帶動有關主題精品銷量大增，如光劍
（Light Saber），「幾乎係大人細路一人一
把」。至於定位較可愛的迪士尼小熊Duffy
及ShellieMay，則受日本旅客歡迎；內地旅
客則喜歡匙扣及《Zootopia》系列的產品；
Pandora商店開張也吸引大批東南亞地區的
捧場客。

「幾乎大人細路一人一把」

迪士尼行政總裁劉永基指出，去年會展旅
遊（MICE）表現良好，不少企業包場獎勵
員工，令客量增加70%，期望第三間酒店開
幕會再刺激人流上升。他續說，日本旅客入
園人次按年錄得37%增長，主要是受精品吸
引；台灣、菲律賓、韓國、印尼等地旅客也
錄得逾20%增長，未來會增加在8個廣東省
市及東南亞二三線城巿的宣傳推廣工作。他
又期望今屆立法會可通過樂園109億元擴建
及發展撥款。
另外，樂園以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利潤計算管理費，被問到未來會否檢
討管理費方案，劉永基指他身為行政總裁，
不適宜評論股東層面的事情。

光劍促銷量 人均消費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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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海園義工
老友「返老還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港人
退而不休，海洋公園昨日舉行「海洋公
園×華懋集團黃金導賞員義工計劃」畢業
典禮，22名退休人士會於本月至5月在
「海洋奇觀」及「北極之旅」擔任展館導
賞員，其間海洋公園亦會舉辦動物保育學
習及家庭遊樂日，免費招待1萬名低收入
家庭人士入園遊玩一天。有熱愛動物的退
休導遊藉課程「返老還童」，重新與年輕
一代接軌；亦有退休教授不忘關注環保及
氣候變化，期望向身邊人傳達保育訊息。
海洋公園舉辦第二屆黃金導賞員義工計

劃，22名參加者均為45歲或以上的退休
人士，他們「過五關斬六將」才能躋身學
員之列，須通過以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
進行的面試，並考驗野生保育的熱忱。脫
穎而出者已在上月完成培訓及工作坊，學
習解說技巧及動物知識。

退休導遊廣結緣「心境更年輕」
現年72歲的李享利是班上最年長的一
人，他退休前是導遊，精通廣東話、英語
及印尼語，喜歡面對不同人，熱愛海洋與
動物。他指出，訓練令他學會動物與人之
間可以建立友誼，亦令他結識了不少新朋
友，「身體力行帶團與年輕人交流，令我
心境更年輕。」
吳麗梅則是退休大學教授，雖然她教授

工商管理學，但亦十分關注環保議題。她
指出，海洋公園有別於其他動物園，能為

動物提供清潔和
良好的生活環
境。學海無涯，
她指計劃令她認
識海洋動物種
類，深深體會海
洋垃圾對環境帶
來的影響，冀能
多向身邊人傳達
保育訊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旅遊業放緩的後衝力逐步浮現，香港迪士尼樂園昨日公佈2016

財政年度業績，業務收入為47.5億元，按年下跌7%；入場人次610萬，按年跌11%；虧損按年

擴大2,300萬元至1.71億元，連續兩年錄得虧損。樂園寄望每年新增景點會帶動人流及收入，不

過單是今年4月30日開業的新酒店已令樂園非流動負債按年增加49%，加上外圍經濟未穩，或

會為樂園收支平衡帶來考驗。

迪士尼的年度業績由2015年10月
至2016年9月止，收入及入場人

次雙雙錄得跌幅。樂園行政總裁劉永
基解釋，業績與人次雙雙下跌是受去
年嚴寒與潮濕多雨的天氣，加上10周
年新增設施令開支增加等因素影響，
首半年入場人次按年下跌13個百分
點；下半年則受惠於萬聖節等推廣活
動，令跌幅收窄至6個百分點。秋季
期間，廣東旅客增加11%，本地客更
增加26%。不過，酒店入住率仍維持
對上一個年度的79%，訪客人均消費
按年增長4%，是連續7年錄得破紀錄

增長。

日韓客有增長 新活動促人流
劉永基續說，客源分佈也有改變，
如內地賓客由上年度佔總體的41%減
至 36%；其他地區賓客由 20%增至
25%，日本、韓國、菲律賓、台灣等
地均錄得雙位數的增長。本地賓客則
維持不變，佔總體的39%。他指出，
雖然2016財政年度整體市場疲弱，但
下半年起業務跌勢放緩，及至2017財
政年度初期持續向好，如新推的「鐵
甲奇俠飛行之旅」令2017年農曆年假

入場人次，按年上升13%，酒店入住
率高達97%。
他表示，樂園未來會繼續引入不同
季節活動及受歡迎角色，如下月中會
有「迪士尼明星春日嘉年華」、4月底
第三間酒店開幕及在暑假期間推出
「Marvel Summer」等活動，對2017
財政年度抱正面態度。他續說，樂園
去年裁員後已減低虧損，加上新酒店
需額外聘請逾600人，雖然今年仍有
挑戰，未能判斷能否扭虧，但期望改
善趨勢可持續。
樂園寄望新酒店會吸引更多商務

客，而未來數年也陸續新增景點，包
括魔雪奇緣、探索世界表演場地、更
新城堡等，以增加園區吸引力。
業務報告指出，年內非流動負債為

19.83億元，按年增長49%，主要是港
府與迪士尼公司為興建新酒店提供新
的股東定期貸款。

姚思榮盼美總部助紓壓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指出，負
債增多也會令利息增多，加上樂園要
面對設施折舊及營運開支等困難，建
議港府與美國迪士尼總部商議，可
否減低管理費、專利費等成本，令
財政壓力減少。他表示，去年下半
年旅遊業轉好，訪港旅客人次漸增
及客源光譜拉闊，相信下個財政年
度有機會扭虧為盈。
他續說，香港沒有大型度假區，迪

士尼可利用3間酒店向此方向發展，
吸納旅行團及高消費旅客。

要評價一間企
業的前景孰好孰

壞，不能只看業績高低，還要看品牌
未來發展的可能性。華特迪士尼的品
牌知名度很高，有光環自然也要承受
既定的沉重期望，香港迪士尼樂園連
續兩年錄得虧損，除了受外圍經濟不
穩及區內旅遊競爭激烈等因素影響，
也要思量自身的吸引力是否下降。

迪士尼予人有夢想成真感覺，但公
主看多也會感到累，幸而樂園在去年
引入《星球大戰》及《鐵甲奇俠》等
新角色，成功吸引年輕男士到場消
費，拉闊客源光譜。上海迪士尼開幕

大受歡迎，有人認為對香港迪士尼是
危機，但香港迪士尼未來可以與其合
作，推出兩地獨有的合作計劃及獨有
的專營權，分別包攬華南及華東旅客
市場，優勢互補。

此外，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對
迪士尼有興趣，樂園也可以吸引他們
到港，繼而增加他們在港消費意慾。
當然也別忘了本地年輕一族的消費
力，他們對電影人物及相關衍生的產
品有很大興趣，增加本地購物優惠或
會短期內增加銷售表現，但未能持
久，需不時推陳出新，保持吸引力。

■記者 尹妮

拉闊客源光譜 推陳出新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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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錦華承認，填海工程填海地出現
兩處泥層橫向伸延多達 5米至 10
米。 岑志剛 攝

■迪士尼樂園去年入場人次按
年跌11%。 資料圖片

■■劉永基指劉永基指，，樂園在去年下半年的跌勢已樂園在去年下半年的跌勢已
放緩放緩，，盼改善趨勢可持續盼改善趨勢可持續。。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李享利李享利

迪士尼2016財政年度業績概要

項目

樂園入場人次(百萬)

酒店入住率(%)

收入

營運成本及費用

未扣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折舊及攤銷

淨虧損

資料來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旅遊事務署 製表：楊佩韻

2016
財政年度

6.1

79%

47.5億元

40.3億元

7.1億元

8.9億元

1.71億元

2015
財政年度

6.8

79%

51.1億元

43億元

8億元

9.56億元

1.48億元

按年變動

↓11%

↓3.6億元

↓2.7億元

↓0.9億元

↓0.66億元

↑0.23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