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
《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
例》將在本月29日起生效，容許內地與
香港民商事案件判決互認（簡稱兩地司
法互通）。專家學者均表示，條例生效
後不會出現 「共享司法信息」 的情況，
內地判決不會在港自動生效。本港有商
界及商會對條例實施表示關注，會研究
有關內容及申請流程。政府表示，將會
展開宣傳計劃，並於《條例》生效當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研討會。

《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
行）條例》實施，是落實最高人民法院
與香港特區政府在2019年1月18日簽訂
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
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簡稱《安排》）。
兩地司法互通生效在即，坊間對於

《條例》內容仍然一知半解，《大公報》
昨日報道本港法學專家、執業大律師透
過深入淺出的方式解說條例，引起商界
及商會關注，據了解，有外國商會將
《大公報》有關報道翻譯成英文，探討
《條例》生效後的作用，並積極籌備派
員參加政府在本月29日舉辦的研討會。

律政司已製作專題網頁，根據網頁
介紹，有關《安排》的特點，為香港與
內地相互認可和強制執行多類民商事案
件判決，建立更全面的機制，《安排》
涵蓋內地及香港民商事判決，包括某幾
類有關知識產權的糾紛的判決，以及金
錢及非金錢濟助。

至於《安排》的作用方面，旨在減
少當事人在香港及內地兩地法院，就同
一爭議重複提出訴訟的需要，為當事人
的利益提供更佳保障，同時令香港成為
首個司法管轄區與內地就相互認可，及
強制執行判決簽訂適用範圍的安排，印
證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

法學教授：不會共享司法信息
律政司發言人早前表示，《條例》

使兩地的民商事案件判決，可跨境強制
執行的情況更為明確和可預測，並減低
跨境強制執行有關判決一般所涉及的風
險、法律費用和時間，從而改善跨境貿
易和投資環境。

此外，《條例》明確涵蓋某些知識

產權案件的判決為突破之舉，令香港成
為首個司法管轄區，與內地簽訂適用範
圍如此廣泛的相互認可和強制執行判決
安排。此舉將有助鞏固香港一如《十四
五規劃綱要》所勾畫，作為區域知識產
權貿易中心和區域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
服務中心的地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法學教授傅
健慈昨日向《大公報》表示，《條例》
生效後，可提供更大的司法便利，減少
以往因繁複流程的訟費支出。互認安排
只涉及兩地民商事判決的相互認可和執
行，申請執行判決的機制，絕非由兩地
司法機構交換資訊，並不會出現 「共享
司法信息」 的情況，市民絕對可以放
心。

為了讓法律執業者及公眾熟悉《條
例》所訂明的機制，特區政府將會展開
宣傳計劃，包括與最高人民法院在生效
當日，即1月29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合辦研討會。特區政府已在律政司網站
設立專題網頁，以及印發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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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發展局數據顯示，2023年全年
初步訪港旅客數字為3400萬，內地客佔
約79%，過夜旅客平均留港時間，由
疫情前約3.1晚，延長至2023年第三
季約3.5晚。旅遊業議會主席徐王美
倫昨日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
示，旅客數字符合預期，但消
費上 「差少少」 ，認為與內

地零售業及網購行業發展
迅速有關， 「留多晚自

然會消費，問題是如
何 吸 引 旅 客 過

夜？」

維多利亞港、金紫荊廣場、星光大
道等過去一直成為旅客到訪香港必到景
點，香港旅遊專業聯盟主席羅啟邦坦
言，旅客訪港旅遊模式已經改變，維港
等的 「主菜」 景點需要保留，但隨着社
會變化，預料長洲、濕地公園、行山路
線等 「配菜」 的佔比亦會慢慢增加。

定位不應單一化
「一個路牌，都可以成為打卡

點。」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工商
及款待業管理學部高級講師陳文亮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本港旅遊業不
應再單向性，更不需要設有 「四四方
方」 的定位方向，他舉例，二月初國際
足球巨星美斯訪港，門票被搶購一空，
大型研討會及會展旅遊，同樣有助帶動
海外旅客來港消費；年輕人喜愛深度

遊， 「捐窿捐罅」 尋找美食、行山
路線等，坊間亦可發掘更多體

驗遊活動等。他坦言 「全
世界都爭緊旅客，香

港如何突圍而
出？政府及

旅遊業需要想出辦法吸客。」
工聯會旅遊聯業委員會主席林志挺

以 「食老本」 形容本港的旅遊景點，他
舉例指出，彌敦道路牌一直深受旅客歡
迎， 「但旅客行完一整條彌敦道，就結
束行程。」 他認為可重新包裝旅遊路
線，例如由旺角火車站到尖沙咀的途中
亦有不少古蹟文化，可讓旅客停留了
解，又或者結合油麻地警署、果欄等整
合路線， 「旅客就不會數小時看完路牌
就走人。」

旅遊資源未用盡
林志挺並建議，強化固有旅遊景

點，舉例西九文化區大受旅客歡迎，但
認為旅遊資源 「未用盡」 ，他建議於特
定節日，在空地前設置燈光打卡點等吸
睛項目，幫助延長旅客停留時間。他強
調，整合景點等需要政府及營辦商配
合， 「如果單靠營辦商就難以實行。」

近日有意見指出擴大個人遊城市範
圍、恢復深圳戶籍居民赴港 「一簽多
行」 等措施，楊潤雄昨日在立法會會議
回應議員提問時表示，開拓客源吸引更
多高增值過夜旅客，是香港發展旅遊的
主要策略。政府會與內地相關部委保持
溝通，就有序優化個人遊計劃、調整內
地訪港旅客購物免稅額等建議適時作出

討論。

產品飲食需有特色
來港才能買到吃到

增歷史文化元素 創造打卡熱點
近年社交平台上衍生

出不少新式旅遊景點，例
如彌敦道路牌、行人樓梯等打卡位，而今年
18區區議會都舉辦 「日夜都繽紛」 活動促
經濟，更好強化各區景點特色及歷史文化，
展現打卡位及嘉年華。工聯會旅遊聯業委員
會主席林志挺贊成在各區景點推出嘉年華、
包裝成打卡熱點，相信打卡裝置能成為旅客

訪港 「附加行程」 。他又建議旅遊業，規劃
路線時加入歷史文化，配合「深度遊」主題。

九龍城區擬舉辦 「龍城泰繽紛」 潑水
節，加設啟德跑道、懷舊霓虹燈牌等打卡
位；而大埔擬推林村夜市，並設發光許願
樹、拋夜光寶牒等。林志挺建議，政府可透
過網站整合各區舉辦的盛事，方便旅客一目
了然地查閱， 「如果我明天快閃香港，都可

以在網上看一看有什麼值得去。」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工商及款待

業管理學部高級講師陳文亮認為，現時旅客
喜好難以捉摸，但「打卡」必定是內地旅客出
行趨勢。他認為18區活動細節有待優化，
每區都要有特色， 「如果一窩蜂舉辦，吸引
力較弱，相信在特定日子、季節性舉辦不同
活動，更加吸客。」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

◀◀

旅客來港消費模式轉旅客來港消費模式轉
變變，，由以往豪買豪食由以往豪買豪食

轉為着重體驗轉為着重體驗，，四四
處找尋處找尋「「打卡打卡」」
勝地勝地。。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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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旅客近年傾向來港內地旅客近年傾向來港「「深度遊深度遊」」，，濕地公園濕地公園
等具保育特色的景點值得推廣等具保育特色的景點值得推廣。。

◀◀

香港的傳統節慶如香港的傳統節慶如
長洲太平清醮長洲太平清醮，，令令

遊客大開眼界遊客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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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內地旅
客在 「小紅書」
分享香港特色景點
和行山打卡好去處。

「「美食之都美食之都」」、、

「「購物天堂購物天堂」」等的美譽等的美譽

過去都能代表香港過去都能代表香港，，惟惟

三年疫情後三年疫情後，，佔整體訪佔整體訪

港旅客量近八成的內地港旅客量近八成的內地

旅客旅客，，出現新的消費模式出現新的消費模式，，由過去的由過去的 「「豪買豪買

豪食豪食」」，，轉為現時的轉為現時的CityCity WalkWalk（（城市漫步城市漫步））

等較低消費的體驗遊活動等較低消費的體驗遊活動，，消費額度不如從消費額度不如從

前前。。有旅遊業界人士表示有旅遊業界人士表示，，旅行團消費額下跌旅行團消費額下跌

七成七成。。有學者指出本港旅遊定位不再單一化有學者指出本港旅遊定位不再單一化，，

需從深度遊需從深度遊、、 「「期間限定期間限定」」的體驗遊的體驗遊，，以及強化以及強化

固有景點等方面着手固有景點等方面着手，，符合旅客群體喜好符合旅客群體喜好，，給予給予

全新體驗全新體驗。。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指出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指出，，政府會與政府會與

內地相關部委保持溝內地相關部委保持溝通通，，就有序優化個人遊計劃就有序優化個人遊計劃、、調調

整內地訪港旅客購物免稅額等建議適時作出討論整內地訪港旅客購物免稅額等建議適時作出討論。。

大公報記者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鍾佩欣

旅遊業新出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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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網路購物和
社交平台 「小紅書」

成為內地旅客的 「旅遊書」 ，當搜尋
「香港旅遊」 的關鍵字，各篇貼文均出
現 「寶藏」 、 「窮遊」 、 「逛吃攻
略」 、 「CITYWALK（城市漫遊）」 等
字眼。據觀察，近八成以上的內容是關
於平價飲食消費、街邊打卡點。有學者
指出，旅客消費方向已轉為 「特色
化」 ，嘗試未曾體驗過的食物、景點
等，認為政府及商戶都需思考旅客喜
好，投其所好。

大公報記者綜合數十篇的貼文，
「24小時食盡香港小食」 、 「三天食20
頓」 、 「必去打卡點」 、 「一天攻略人

均300元」 等標題隨處可見，反之購
物的貼文佔比較少。

內地訪港旅客由疫前主攻購買生活
用品例如奶粉，高端消費以手袋、名錶
為主，但時隔三年，變為着重 「深度
遊」 。

旅客在值得的地方消費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工商及

款待業管理學部高級講師陳文亮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說，內地近年發展迅
速，大型超市相繼進駐內地，加上內地
零售業引入多種類產品、代購行業盛
行，內地客消費模式改變。

「旅客不是不想消費，是消費在值

得的
地方！」
陳文亮強調，
最重要還是要有吸
引力，他舉例，個別店
舖一個蛋撻售賣10多元仍大
排長龍，主題公園內的飾物及
食物銷量亦不俗，都是因為產品具
有特色，只有來香港才購買得到。他建
議商戶與旅遊業界，應該投其所好，讓
訪港旅客有耳目一新的體驗。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

投其所好

強化景點

本港疫後恢復通關一年，旅遊業逐步復甦，去年訪港旅客量恢復至疫情前55%的水平，大幅超過
預期，但有旅遊業人士卻形容 「旺丁不旺財」 。

疫後旅遊業界出現種種新轉變，本港旅遊業面對內憂外患，包括訪港旅客消費模式轉變，來自全
球旅遊業的競爭等，香港旅遊業如何突圍而出應對新挑戰？《大公報》將透過專題系列報道，綜合旅
遊業界、學者等觀點，深入分析香港旅遊業前景出路。

編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