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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理解「香港無處不旅遊」 

 內地旅客出遊新趨勢的啟示 

1. 全面理解「香港無處不旅遊」 

5月初，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會見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楊潤雄一行時表示，香港旅遊業發展要走高質量特色化之路，要樹立「香港無處

不旅遊」的理念。 

短評 

香港自去年初通關以來，入境旅遊業迎來穩步復蘇。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

資料，2023年全年訪港旅客數量錄得 3,400萬人次，恢復至疫情前 2019年的六成

左右。今年 1 至 4 月共有 1,462 萬旅客訪港；若以單月計，4 月份訪港旅客達

339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 17.3%。但另一邊廂，疫後訪港旅客的消費模式發生

了根本性改變，從過去購物為主轉變為以生態觀光、文化欣賞、休閑等為主的深

度遊、體驗遊，導致旅客消費額的回升進程慢過預期。加上通關後港人「報復式」

外遊以及興起北上消費熱，本地消費力淨外流的情況更似「血崩難止」。政府統計

處的數據顯示，去年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為 4,066億元，其中訪港旅客的總消費額佔

18%，較疫情前的 30%比例顯著為低；今年首 4個月零售業銷貨額按年下跌 4.7%，

4月份的數字更大幅下挫 14.7%。 

在上述的背景下，中央繼今年 2 月底宣佈增加西安和青島加入港澳自由行之

後，5月宣佈再新增 8個內地居民赴港澳個人遊城市，希望為香港廣開門路，引入

更多的內地不同城市的客源。除了從需求端為香港旅遊業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之

外，夏寶龍主任此次指示要「香港無處不旅遊」，亦是就如何應對新形勢和改變發

展思維作出了重大提點，為香港旅遊業高質量發展開啓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這寥

寥七個字實際上概括出了「全面旅遊發展觀」的精髓；其深刻的內涵可從以下的

三個「全」維度去解讀： 

一是全方位。香港要全方位挖掘本地旅遊資源，各行各業都應思考自身發展

與旅遊業相結合的可能性，透過跨界融合與全域拓展，創造出更多具香港特色的

旅遊路線和服務項目。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表示，旅發局

將以維港夜空為背景，每月舉辦煙火和無人機表演，以及積極推動舉辦盛事活動，

以吸引更多遊客到訪。近日，政府公佈了下半年的盛事活動清單，預計 2024年全

年最少會有約 210 項盛事舉行，涵蓋文化藝術及創意、體育、會議及展覽、金融

經濟及創科、節日及慶典、匯演及嘉年華等多個不同領域。 

舉辦不同領域的盛事活動固然對吸引不同類型與愛好的旅客能起到立竿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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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但其刺激作用往往偏於短效、間歇性。政府與業界還應長短兼顧，加緊

拓展一些可持續性、長效並且對本地經濟更具拉動效益的恆常性旅遊項目；例如

可考慮以「旅遊+」的聯乘方式，打造「工業+旅遊」、「創科+旅遊」、「影視+旅遊」、

「文化藝術+旅遊」、「飲食＋旅遊」、「民俗＋旅遊」等的融合發展項目，將香港固

有的優勢與特色轉化為旅遊創新發展的「新質經營要素」。 

以影視旅遊為例，近期上映的港產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在本港、內地以

至海外市場深受好評，亦再次提醒人們：優秀的港產片是本港吸引遊客時可多加

利用的寶貴資源。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最近表示，正與有關電影公司商議，探

討展覽電影物資的可能性，例如將劇照、片段、道具等轉化成打卡點。 

香港在上世紀曾享有「東方好萊塢」的美譽，即便近年港產電影市場亦不時

傳出佳作；而表揚香港電影業界傑出人士的「星光大道」自 2004年建成至今，一

直是訪港旅客必到的特色景點，稱得上是「影視+旅遊」的一個成功典範。特區政

府與旅遊業界大可在香港豐富的電影文化資源中「挖潛淘金」；例如，為慕名而來

的旅客推出與電影主題相關的專屬旅遊線路。最近有意見指，本港應善用港產影

視作品的 IP 優勢，研究在北都設立電影製作影視城的可能性，讓遊客參觀電影拍

攝地、電影博物館，甚至參與電影模擬拍攝，一嘗「上鏡」做明星的體驗。 

又如，近年香港市場上已出現了一些由業界自發打造、不同主題的工業旅遊

景點；政府及旅遊界不妨也將工業旅遊項目作為推動深度遊的一個切入點，攜手

工業界開發更多相關的旅遊產品，更可考慮將代表性的項目整合為特色的「一日

多站」工業觀光路線，並由旅發局策劃專項的推廣活動，讓旅客重新認識香港工

業文化的底藴和工業傳承，亦迎合時下訪港旅客特別是文青一族的旅遊需求。 

同時，香港旅遊業應積極將新科技和創新元素融入旅遊服務中，為遊客帶來

更多元化、新潮的旅遊體驗。例如，運用虛擬實境(VR)和增強現實(AR)技術讓遊

客穿越時空，親身體驗香港的歷史文化，以及感受街頭巷尾隱藏的香港故事，令

香港之行變得更加有趣和富有探索性。當前本港社會各界正熱議發展「低空經

濟」，無人機和「eVTOL」航空器等新型飛航載體的應用可為空中觀光創造全新的

體驗。例如，讓遊客可乘坐直升機、eVTOL 從空中俯瞰維多利亞港的壯麗景色；

更可依托低空運輸開拓更多海島觀光的旅遊行程及產品，讓旅客免卻舟車勞頓，

「從天而降」去感受香港離島的自然風光與獨特的人文景觀。 

二是全鏈條。本港要推動旅遊業上下遊以及周邊產業的全鏈條協同合作，擴

增和深化旅遊業的經濟效益，這亦是實現旅遊業持續發展的關鍵之一。政府早前

推出盛事活動清單時表示，預計可吸引約 170 萬人次旅客參與，為香港帶來約 72

億港元的消費額，創造經濟增加價值約 43億港元。除了要戮力吸引更多旅客來港，

更重要的是「要捉到鹿懂得脫角」，盡量讓遊客留下更多消費足迹，將人流轉化為

實實在在的消費力。為此，旅遊相關的業界包括旅行社、酒店、餐廳、景點等應

加強聯繫和合作，推出優惠旅遊套票、套餐，提供多姿多彩的多元化項目，引導

更多高消費的過夜遊客；旅遊發展局和相關部門應加強對旅遊區附近各種商業配

套服務設施的規劃、整合與協調，提供「吃喝玩樂」的一條龍服務；遊客獲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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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的消費體驗和願意慷慨解囊，才能讓旅遊對經濟和社會的正面外溢效應得

到充分發揮，亦才能讓旅遊設施所在社區和普通市民分享到「丁財兩旺」、皆大歡

喜的經濟利得。 

三是「全城化」。弘揚全民參與和推廣禮貌好客文化，鼓勵全城市民「從我做

起」、以主人翁精神重塑香港「好客之都」的氛圍，亦是提高旅遊業發展水平不可

忽視的一環。毫無疑問，無論是旅遊業從業者的服務素質還是每位市民的言行舉

止都會直接影響遊客對香港的觀感乃至他們在港消費的興趣和「顧客回頭率」。平

情而論，恢復通關以來港人大舉北上消費，箇中原因之一正是本地餐飲等服務行

業的素質為人詬病，產生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趕客」惡果。特區政府

近日已正式啓動「好客之道」運動，期望服務業界乃至全港社會都「行多一步」，

齊心發揮熱情、友好精神，為顧客留下美好印象。這項「精神層面的推動」可謂

切中肯綮，除了讓遊客重新體會「香港真情」、感受到港人的熱情好客和真誠友善

之外，亦有助讓本地市民的消費力「把根留住」，從而發揮一舉兩得的功效。 

概言之，當前香港旅遊業的發展遭遇诸多短期困難和結構性轉型的挑戰，夏

寶龍主任提出「香港無處不旅遊」，為香港旅業的中長期發展指點了方向，更有助

於激發香港各界對香港旅遊發展道路與策略進行反思，並在重新審視旅遊業「強、

弱、危、機」的基礎上，加緊從供應端改革入手探求可行突圍之策。透過從全方

位挖掘旅遊資源、全鏈條協同合作、以及全社會參與這三個維度的全面發力，香

港的旅遊業應有望實現提質、增量、創效益，邁上高品質發展的快車道。 

2. 內地旅客出遊新趨勢的啟示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日前公佈 2024年端午節假期的統計數字，指國內遊客出行人數

合計達 1.1億人次，同比增長 6.3%；國內遊客總花費 403.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8.1%。而香港入境處的數據顯示，端午節三天假期內地訪港旅客共有 33.1萬人次，

較去年同期增長 9.6%。 

短評 

按內地官方的數據，在剛剛過去的端午節三天小長假，國內遊市場延續了「五

一」黃金周假期出遊的熱度，內地居民的旅遊人數和消費支出均錄得同比增長，

兩項數字亦超過疫情前的表現(2019 年分別為 9,597.8 萬人次和 393.3 億元人民

幣)。另一邊廂，內地出境遊市場的復甦進度則稍落後於國內遊，迄今尚未恢復至

疫情前的水平。中國旅遊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出境旅遊發展年度報告(2023-2024)》

預測，內地出境旅遊人數將從去年全年的超過 8,700萬人大幅增加至 2024年的 1.3

億人，今年可恢復至 2019年 1.55億人次的 8成半左右；亦有另一份調查指，預計

要到 2025年底中國居民的境外遊才會回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以香港入境處的數據看，在今年「五一」黃金周和端午節這兩個假期，分別

有 76.6 萬和 33.1 萬內地旅客訪港，較去年同期增長 22.4%和 9.6%，達到 2019 年

的八成左右，可以說是與內地出境遊的整體恢復情況基本上保持了「步調一致」。

另外，按香港旅發局公佈的數據，今年 1 至 4 月訪港內地旅客佔所有入境香港的



4 

 

旅客總人數 76.5%，依然是香港旅遊業佔比最大的單一客源市場；該局預測，2024

年全年的訪港旅客人數將從去年的 3,400萬增加至 4,600萬，可恢復至疫情前 2019

年的超過 8 成。綜合而言，無論是與內地出境遊還是香港整體外來旅客的回升情

況作為參照，內地旅客訪港的復甦進度均稱得是「與大市同步」。 

除了觀察內地旅遊市場增長的「量變」，透過關注、分析內地居民近期出境遊

和國內遊的新趨勢、新動態，亦能管窺到消費者偏好和旅行文化的微妙「質變」。

這不僅有助於特區政府以及香港旅遊業及其相關行業更準確地研判下半年本地旅

遊業復蘇的趨勢，亦能讓本地業者「知己知彼」，及時開發和制訂「投其所好」的

旅遊項目和推廣策略，做好「開門迎客」的準備。 

在出境遊方面，內地近期流行起一種「不看心情看匯率」的說法，即匯率變

動成為內地居民在選擇旅遊目的地的重大考慮因素。美元在近年保持強勢，世界

上許多國家或地區的貨幣相對美元的匯率亦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波動；人民幣在此

期間雖有所貶值，但與不少非美元貨幣之間的匯率則是「低處不算低」。同時，追

求性價比的消費文化已從日常消費延伸至旅遊消費領域，促使不少內地居民將匯

率因素作為籌劃出境旅遊的一個重要考量，出現了「跟著匯率去旅遊，哪兒走低

去哪兒」的現象。例如，今年以來日本、泰國、韓國等榮登內地居民境外遊的熱

門之選，除了這些國家向來是備受內地民眾熱衷的旅遊勝地之外，亦是因為人民

幣對日圓、泰銖及韓圜等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升值，內地民眾到這些地方旅行的消

費變相可享受一定的折扣。 

同時，申請出境遊目的地簽證的便利度亦成為影響內地旅客的另一個重要因

素。新冠疫情過後內地政府與多個東南亞國家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達成

入境旅遊的互相免簽安排，提振了內地民眾前往當地旅遊的興趣。例如，中國與

新加坡於 2024年 2月 9日正式實施全面免簽政策後，當地接待的中國旅客數量在

今年 2 月份達到 32.7 萬，同比增長逾 8 倍；前 5 個月到訪新加坡的中國旅客共有

約 123 萬人，較去年同期增長了近 3 倍，超越印尼排在所有外國旅客的第一位。

泰國於 2024年 3月 1日起對內地旅客實施免簽證政策，對拉動該國入境旅遊業收

得立竿見影之效；單計 3至 4月兩個月，已有約 200萬中國遊客赴泰旅遊。 

在國內遊方面，內地的高鐵網絡四通八達，城際之間的交通往來日益緊密，

為內地居民出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高鐵遊」持續受到追捧，利用平常周末

或小長假搭高鐵進行近程旅遊已成為廣大內地民眾的一大熱門選擇。據內地知名

旅遊中介網站攜程的統計，內地民眾通過高鐵出行的旅遊訂單量近年來呈現出快

速增長的趨勢；特別是在小長假和周末期間，「高鐵遊」更成為了人們出行的首選。 

此外，內地旅遊消費主體的年齡層正出現迭代變遷，「95 後」及「00 後」等

的年輕群體漸成主力，而他們熱衷美食遊、打卡遊、寺廟遊、城市遊走（Citywalk）、

文化遊等體驗為主的深度遊。其中，「影視+旅遊」的融合亦成為時下熱潮，在內

地文化旅遊市場上嶄露頭角。一些大獲好評的電影或電視劇往往成為宣傳城市旅

遊形象的另類「利器」，甚至能在短時間內打造出「火爆」的「網紅城市」。例如，

電視劇《我的阿勒泰》的熱播吸引遊客們追隨劇情的腳步深入新疆阿勒泰地區、



5 

 

伊犁州尼勒克縣等地去探尋劇中的風景和故事，亦帶起了各地民眾到當地自駕遊

的熱度。 

反觀香港，在聯繫匯率制度下，過去一段時間港元匯率跟隨美元維持強勢，

客觀上令內地居民來港旅遊的成本「被迫」上升。但隨著美聯儲加息已暫告一段

落，並有機會在年底前開啓減息周期，美元匯率已如強弩之末，因港元匯價高企

而壓抑內地遊客訪港及在港消費意欲的拖累效應料將有所緩和。同時，中央已宣

佈放寬內地部分城市赴港自由行的簽證安排，為更多地區的內地居民赴港打開了

方便之門；香港若能爭取擴大深圳乃至大灣區其他城市赴港旅遊「一簽多行」的

簽證措施，相信亦可藉著「說走就走」的便利，刺激更多內地遊客尤其是周邊城

市的居民更頻繁地來港。 

另一方面，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開通運行早已讓香港融入國家龐大的高鐵網

絡，香港直達內地站點的數量已從最初的 44 個大幅增加至 78 個，近期又宣佈開

通京港及滬港夜間臥鋪高鐵班次，讓香港更有條件成為內地「高鐵遊」的熱門目

的地。最近《九龍城寨之圍城》在香港和內地熱映，引發了各界對香港發展「影

視+旅遊」的憧憬，特區政府與業界不妨以此為契機加強在內地市場的文宣推廣，

並透過旅行社與本地旅遊景點的聯乘與合作，開發更多文旅體驗的深度遊、客製

旅遊項目，營造更多吸引年輕新世代的「打卡聖地」。 

概括而言，隨著一些「利好」因素逐步露出水面，下半年香港旅遊業持續復

甦料將「前景可期」，尤其是內地訪港旅客的數目增長更可看高一線。但在當今「性

價比為王」的商業氛圍下，如何透過旅業的供應端改革，以更多適銷對路的消費

項目和旅遊商品讓各地旅客「大破慳囊」，締造「既旺丁又旺財」的好景盛況，仍

是特區政府與業界必須加緊攻克的課題。 

圖：2018年迄今訪港旅客人數的按月統計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旅遊發展局網站 

                                                                                                                                

以上資料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秘書處編寫，內容僅供內部參考；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政策研究部。

電話：2542 8611；傳真：3421 1092；電郵：research@cma.org.hk 

mailto:research@cm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