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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北上消費熱 旅業變陣覓機遇

學研集

文武

香港復常通關後
訪港旅客逐漸回
升，本地私人消費

和遊客旅遊消費成為帶動經濟正增長的主要
動力。在消費和旅遊業持續恢復的同時，業
界亦發現，隨港深兩地進一步融合發展，
北上消費的香港居民日漸增加，而來港旅遊
的內地遊客的消費模式則發生較大的轉變，
令本地業界感到擔心，希望政府能夠有新的
舉措，重振香港的消費旅遊市場。

根據旅發局公布的數據，上月訪港旅客有
近 360 萬人次，較 6 月上升近 31%，每日平
均11.6萬人次，其中超過八成來自內地。與
此同時，根據深圳市口岸辦的統計數據，自
今年 1 月 8 日恢復通關以來，截至本月 6
日，深圳陸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共 7526 萬人
次，其中香港旅客為 5257 萬人次，佔總體
旅客的 70%。上個月深港通關日均 48 萬人
次，達至疫前同期的78%。比較兩組數據，
很明顯北上深圳消費的香港居民，比南下香
港消費的內地居民更多。

香港消費旅遊市場變化大
另一方面，旅發局亦指

出，以購物作為訪港主要目
的的旅客比例呈減少趨勢，
而更多追求購物以外的體
驗，以及會議、展覽及獎勵
旅遊（會展旅遊）復蘇強
勁。香港旅遊零售業界亦反
映，內地來港旅客雖然在持
續恢復，但在港期間的消費
模式已經改變，不像以往
「爆買」，轉為喜愛在大城

小巷尋幽探秘。
無可否認，疫情過後，香

港消費旅遊市場已經發生顯
著的改變。主要有兩個最重
大的變化，一是深圳的旅遊
消費市場興旺了起來，吸引
不少香港居民前往消費，二
是本地居民及來港遊客的消
費模式已經發生改變，香港
舊有的消費模式吸引力已呈
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

深圳的旅遊消費市場疫後
迅速發展了起來，為深圳經
濟發展增添動力，也能給香
港帶來好處。在深圳具有吸
引力的商場、商舖、食肆和
各類消費場所，其中不少是
港企或由港人投資、經營、
管理的商舖，到深圳消費的
香港居民，用香港工資享受

深圳的物價和服務，也能從中得到更高的滿
足感。更重要的是，港深兩地進一步融合發
展，將能起到互相帶動、互相促進的作用，
同時也將吸引更多來自全國各地、全球各地
的遊客，帶旺兩地的消費旅遊市場。

而香港本地居民和遊客消費模式的改變，
值得留意和思考。香港一直是 「美食天堂」
和 「購物天堂」，吸引各地遊客來港體驗富
有創意、並融匯多元文化的美食，選購引領
潮流的各類商品。疫後的香港，這些消費為
何對本地居民和遊客的吸引力不再，很值得
業界留意。

港旅業需積極思變求變
疫情期間，香港消費旅遊市場受到嚴重

衝擊，尤其是旅遊業，幾乎陷入停滯狀
態，疫情退卻之後，本地的消費和旅遊服
務尚未完全恢復，一部分食肆、商舖存在
人手不足的情況，對服務質素造成影響。
過去半年來，因訪港遊客數量增加，曾經
出現接待力不足，服務跟不上的 「消化不
良」現象，客觀上對消費和旅遊業復蘇會
產生一定的影響。

訪港遊客喜愛在大城小巷尋幽探秘，可見
香港對遊客的吸引力並沒有減弱。特區政府
今年上半年舉辦的多項大型活動和展覽，包
括 「開心香港」系列活動，以及書展、動漫
展、美食展，吸引不少市民和遊客，可見香
港的優勢仍然很明顯。

時代在變、世界在變，香港必然要面對這
些變化帶來的挑戰。但是，正如中聯辦主任
鄭雁雄所說， 「世界有變數，香港有
數」，香港人從來都具有靈活應變的特質，
可以敏銳地從變化中發現機遇，實現突破性
發展。消費和旅遊業確實正在發生較大的轉
變，而這些變化之中，也隱藏許多機遇，
關鍵是業界要積極思變、求變，適應新的變
化，發現變化中的機遇。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上有一種不良風
氣，遇到變化就指望政府出手相助。政府
固然有其重要的角色和責任，但主要仍是
加強公共建設，維護好社會穩定，創造良
好公平競爭環境。而業界最終能否因應變
化而興旺起來，仍須靠業界積極思變、求
變，才能激發起 「興」的動能，讓香港旺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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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探針
香港 GDP 今年二季度

同比增長 1.5%，環比跌
1.3%，經濟形勢不容太

樂觀。

對外貿易萎縮
貿易轉口是香港經濟的支柱之一。而今年一、

二季香港貨品出口分別下跌 18.9%和 15.3%；貨品
進口則分別跌 16.1%和 14.6%，進出口連續六個月
呈現持續下滑趨勢。貨物出口至美、歐、中國內
地和亞洲其他國家同比均大幅下降。根據世貿估
計，今年全球商品貿易增長將放緩至 1.7%；而中
國內地上半年貨物出口卻增長 3.7%，進口減少
0.1%。面對美西方經濟增長放緩，推行保護主義
和對華敵視政策，香港這個轉口港發展國際貿易
遇到的阻力和不確定性都會增加，對經濟的衝擊
可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這樣的態勢還可能
長期持續。內地對外貿易保持強勁，香港卻幫不
上忙，既有地緣政治因素，也反映本港在新環境
中缺乏競爭力。

香港服務輸出在第二季同比上升22.6%，比第一
季的16.6%升幅明顯加快。服務輸入繼第一季上升
20.7%後，第二季也上升了30.2%；服務貿易逆差持
續。

短期內，美國阻礙中國崛起的意圖不會改變，美

國在香港製造事端的圖謀也不會改變。未來數年，
香港對外經貿聯繫可能會受到美國干預，甚至港元
與美元自由兌換都可能受到衝擊。香港是國際金融
中心，它對外經貿不能一直沿用過去的套路，要有
新思維，需要面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特別是非西
方市場。

消費放緩須提振
相對於政府消費開支和固定資本形成的表現，私

人消費開支上半年錄得較快增長，今年第一和第二
季分別同比上升了13%和8.5%。總體來說，第二季
度的消費和投資增長都比第一季度放緩，但仍可以
部分對沖貨物出口減少的負面影響。

疫情過後，本地勞動市場情況改善、訪港旅客人
數增加和消費券發放都有助私人消費，其中發放消
費券對上半年GDP的貢獻可達1.3%。換言之，若
不發放消費券，本地生產總值上半年或許只能錄得
零增長。

不論美聯儲年內會否進一步加息，美息都會在較
高水平維持一段時間。美元長期處於超低息水平和
寬鬆貨幣環境卻提高了香港和其他一些經濟體的資
產價格，往往並不能反映經濟的真實表現，聯儲局
近年加息則打破不合理的平衡。美國虛擬經濟拉動
的實體經濟促進了國內就業，而實現再工業化的企
圖卻並不容易，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挑起陣營對抗

又都不利通脹回落，美息高企可能會維持一段
較長時間。

當前恒生指數估值並不高，樓價卻反覆上升
了多年，到近年才有所調整。近來，本地更有
新盤折讓出售，加上香港土地和房屋供應可能
持續增加，今年乃至未來數年，本地樓市難有
起色。樓價回落會拉低居民消費意欲；估計在
未來數年，每年發消費券可能成為香港經濟民
生的新常態。

新一屆特區政府迎難而上，努力尋找新的發
展途徑。港府稱有 25 家高估值企業將落戶香
港，合共在本地投資超過170億港元，創造超過
4000個就業機會。相關的努力能部分對沖外來
不明朗因素的衝擊，也為香港經濟注入新的動
力，而具體的效果仍須通過時間來驗證。

復蘇初期挑戰多 迎難而上拼發展好 事 不 出 門， 壞 事 傳 千
里。正當香港努力建立和展
示 「好客之都」形象之際，

卻有害群之馬在不斷拖後腿。近日就有遊客分享在
港的不愉快經歷，顯示其在蘭桂坊截的士前往銅鑼
灣時，正常車費約60元，但有司機訛稱要 「過海」
拒載，另有司機收車費200元及150元，最後有司機
開價100元，雖然未有按表收費，但乘客無奈屈服上
車。

事件在網絡瘋傳，引來一片批評之聲。香港復常
通關以來，特區政府推出了 「開心香港」等一系列
的文體盛事活動，冀吸引更多內地及海外遊客，進
一步刺激消費，提振經濟。而的士作為旅遊業的前
線服務者，其表現直接關係到旅客對本港的第一印
象，因為當遊客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人生路不
熟，大多數都是依賴的士出行。若是出現不良行
為，令遊客反感，並在社交媒體上控訴，引起大家
的憤怒和撻伐，會嚴重損害香港的聲譽。 「好客之
都」若失禮，想要吸引旅客訪港將事倍功半。

的士業界形容 「樹大有枯枝」，相信大部分的士
司機守法。然而，這個 「枯枝」真的只是一小撮司
機嗎？本港的士行業長期備受詬病，拒載、揀客、
兜路、濫收車資、態度不友善等等是常見問題，而
且流弊一直沒有明顯改善。的士業議會在經過疫情
三年後，進行服務質素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

對 「待客以禮」的評分為最低，5分滿分，僅獲3.21
分。而交通投訴組今年首季收到2476宗有關的士服
務投訴，按季升14.8%，較去年同期上升144.4%，其
中濫收車費投訴按季升13.6%，較去年同期大增三倍
以上。回到遊客在蘭桂坊截的士一事，到了最後都
沒能找到一輛車能夠正常按表收費，可見不守規矩
的的士司機，並非真的只是 「一小撮」，反映業界
存在難以革除的痼疾。

多措並舉整頓的士亂象
顯然，提升的士業待客服務質素已是迫在眉睫。

的士業界首先應將刀刃向內，自我改革，對的士行
業進行嚴格規管，剔除害群之馬。立法會現正商議
的士司機扣分制，建議濫收車資扣10分，一旦干犯
兩次已扣滿15分需要釘牌，的士業界表示支持有關
措施，並建議容許警方以簡易治罪條例發告票，檢
控濫收車資或拒載揀客司機，毋須經法庭傳召乘客
上庭作證，以加強阻嚇力，展現力挽行業形象的誠
意。不過，由於乘客對涉及的士的投訴和舉證不
易，最穩妥的辦法還是加強行業自律，做好本分，
不要失禮乘客。

然而，現時的士服務依舊亂象頻生，說明僅靠的
士業界自我規管效用不大。特區政府需要採取行
動，打擊不法行為，包括警方多 「放蛇」執法，完
善乘客投訴渠道，推行具阻嚇力的懲罰機制，並將

相關措施落到實處、產生實效，狠剎歪風邪
氣，並可考慮引入乘客評分機制，相信有助業
界提升服務質素。一個良好的行業生態，亦能
令大多數遵紀守法、有專業操守的的士司機從
中獲益，看不到有反對的理由。

時事評論員 吳幼

香港以至內地近期出口表現遜色，外圍疲弱乃

是箇中主因；事實上，其他地方最近出口同樣不

濟，包括韓國。 事實上，作為另一出口大國的韓國，近月出口

亦不理想。與去年高位比較，最新6月份的三個月

移動平均出口貨值從610億美元，降至最新520億

美元左右。在美國的晶片禁令下，韓國的半導體出

口遭遇重挫，上月按年急瀉33%，而相關出口限制

也導致對華出口大跌15%；同期，韓國對美國和對

歐洲的出口，亦跌8.1%和8.4%。

雖然，較諸疫情以前，中國內地出口已更勝從

前，最新6月份的三個月移動平均出口貨值逾

2880億美元，已較2019年同月的約2100億美元，

高逾30%。惟按年比較的話，則連跌兩個月，最新

跌幅且達12.4%。當局指，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乏

力，全球貿易投資放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地

緣政治等風險上升，外需減弱對中國外貿的直接影

響仍在持續。

韓國出口跌 左右不逢源韓國出口跌 左右不逢源韓國出口跌 左右不逢源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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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港鐵昨起為香港西九龍站往返深
圳福田站的高鐵乘客推出 「靈活
行」改票安排，乘客可以在原來車
次開出前45分鐘至開車後1小時內，

免費改乘同日車次最多三次。新安排令
高鐵短途旅客往返香港和深圳有更大彈性，

受到乘客的普遍歡迎。隨大灣區城市加速融合發
展，人員流動往來便利化非常重要， 「靈活行」的推
出，為高鐵探索 「公交化」邁出了可貴的一步，值得
肯定，亦印證高鐵 「公交化」具可行性。構建 「大灣
區一小時生活圈」是大勢所趨，希望特區政府從 「靈
活行」開始，不斷檢視實施情況及總結經驗，繼續與
內地方面加強溝通合作，推動擴展 「靈活行」的適用
車站，並逐步拆牆鬆綁，讓市民能夠即時購票，有車
即上，共同促成高鐵成為大灣區通勤的 「公車」。

復常通關後，香港與內地南來北往的人流熱絡，高
鐵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今年上半年重新營運的高
鐵香港段，客量達約760萬人次。須要指出的是，港
鐵自7月1日起，加密了西九龍站往返深圳的短途列
車班次，其中往返福田站列車班次增至38班，往返
深圳北站增至51班，目前往返港深的高鐵列車每天
超過180列，顯示短途客的需求在不斷增加。要令高
鐵盡用其效，方便及吸引更多乘客經常使用高鐵出
行，爭取短途班次可以 「公交化」，相信是未來的大
方向。

高鐵 「公交化」，涉及香港與內地的溝通，以及更
改硬件及提升票務系統等，需要一步步推進，以免忙
中出亂。 「靈活行」安排是一項重要的試驗。從乘客
使用 「靈活行」服務的體驗來看，除了使用自助售票
機，也可在 12306 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辦理改票手
續，整體操作簡易直接，流程方便快捷，得到大眾一
致好評。

有旅客表示，措施令出行時間更自由，增加搭高鐵
的意欲，亦有從深圳北站抵港的旅客表示，日後或改
由福田站來往香港。可見 「靈活行」切中不少人的需
要，受技術所限的問題也能得到有效解決，若新安排
成效佳，增加適用於深圳北站，以至大灣區其他內地
城市的高鐵站點，讓灣區人員往來更靈活，指日可
待。港鐵已表示，隨大灣區的融合發展，跨境短途
出行已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希望以 「靈活
行」為起點，繼續與內地鐵路單位探討更多便利乘客
的服務，加強大灣區城市的互聯互動，促進人員流
動，充分發揮一小時生活圈的優勢。

當然， 「靈活行」仍有不少限制，離真正的高鐵
「公交化」，始終有較大的距離，需要特區政府持續

跟進，建設 「軌道上的大灣區」。應該說， 「靈活
行」實施順暢、整體效果理想，開了個好頭，證明高
鐵 「公交化」可行，而兩地推動跨境往來便利化的目
標是一致的，在落實過程中所遇到各種技術、細節上
的難題，相信亦都可以一一克服，辦法總比困難多。
隨大灣區融合加快，未來將會有更多跨境通勤和上
學人士，高鐵的潛力將得到更充分的發揮，特區政府
須加緊與內地相關部門協商，加強合作打通各項對接
環節，加快高鐵 「公交化」進度，讓市民 「說走就
走」，日常出行更多選擇使用高鐵，灣區暢行顯然又
將是另一番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