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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國際金融組織預期今年全球經濟
增長將會放緩，但是對旅遊業卻充滿期
望。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相
信，今年國際旅遊業將完全恢復到疫前水
平，估計比2019年增長2%，亞洲旅遊業
的復甦進一步加快，而且經濟和地緣政治

風險呈減弱趨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旅遊業強
勁反彈，對今年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將非同尋常，而旅遊業
佔GDP比重愈高的國家，疫後復甦的速度愈快。

國際旅遊強勁復甦 今年料超疫前
聯合國：亞洲動力十足 推動全球旅業迅速反彈

大公報記者 李耀華

責任編輯：龍森娣 美術編輯：鍾偉畧

共享住屋公司Airbnb股價在去年大升六成，2023
財年首三季營收達76.9億美元，反映疫情過後人們對

旅遊的需求呈報復性反彈，其業務強勁復甦。
但投資者趕着買其股份前，宜先了解為何該公司在過去數季的表現

如此亮麗，然後才可以根據各項因素判斷是否值得購買。
新冠疫情大概是該公司近年所面對的最大挑戰，當時全球各地封

關，旅遊和住宿的需求大減，導致Airbnb的預訂和營業額頗受影響。在
最低潮時期，其預訂數目重挫72%。

幸運的是，這種境況只維持了短暫時間，在2021年，Airbnb的業務
出現大幅反彈，營業額一度急彈77%，曾見60億美元，甚至比2019年
所創下的48億美元更高。業務強勁復甦的背後，反映出人類喜歡到處旅
遊的天性。

雖然Airbnb在2021年業務大幅反彈，但是淡友還是觀察了一整年的
時間，才相信Airbnb營運模式的韌性。2022年，Airbnb營業額增加
40%至84億美元，再創新高，同時首年實現盈利19億美元。

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統計顯示，國際旅遊業在去年次季已回復至
疫情前八成半的水平，去年7月更恢復至九成。世界旅遊觀光協會宣傳和
傳訊部高級副總裁Virginia Messina表示，全球各地的國際遊客已超過
2022年的水平，相信趨勢延續，今年行業表現將會超越2019年。

IMF：旅業佔GDP愈高經濟愈活躍
今年各地經濟持續增長，旅遊業成為焦點。業界預料亞洲的旅遊

業復甦步伐更快，主要基於一些客源市場和旅遊目的地重新開放。英國
旅行社協會表示，國際旅遊反彈勢頭料延續，旅客量甚至超越疫前。英
國很多旅遊公司去年錄破紀錄訂單，客戶預訂今年出發的反應不俗。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指出，全球各國航空交通聯繫日趨緊密，加上
亞洲旅遊市場強勁復甦，將令全球旅遊活動在今年迅速反彈，即使中東
和其他地區的地緣政局不穩定，影響旅客的信心，但是旅遊業復甦的勢
頭難以逆轉。2023年，前往歐洲和非洲的旅遊需求，幾近回復疫情前水
平，中東旅客量更勝從前，超出2019年的水平22%。歐洲地中海、加勒
比海，中非和北非湧入大量國際遊客，人數同樣已超過2019年的水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前上調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0.2個百分點，達
到3.1%，表示全球通脹放緩速度較預期快，世界經濟將實現軟着陸。
IMF於去年底的報告指出，旅遊業愈發達的經濟體，經濟韌性就愈強，
經濟活動亦活躍。可以說，旅遊業佔整體國內生產總值份額愈大的地
區，相比其他旅遊業偏弱的地區，疫後復甦的速度更快。報告又提到，
服務業需求強勁，令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包括主要旅遊熱點法國和
西班牙，對服務業的需求強勁。

全球旅業相關職位升至3.2億個
旅遊業包含了多個相關行業，包括住宿、交通運輸、景點等，對全

球就業市場有很大影響，在2022年，全球與旅遊業有關的職位達2.95億
個，而2023年預期增加至3.2億個。在2022年，當時新冠疫情還未大幅
消退，旅遊業對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為7.7萬億美元，到2023年，
全球旅遊業進一步復甦，旅遊業對全球GDP貢獻的規模預期將達至9.5萬
億美元。

世界旅遊觀光協會估計，旅遊業持續蓬勃，在未來接近10年間，對
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增加至11.6%，金額達15.5萬億美元，而且涉
及的職位更會佔全球總數接近12%。該協會表示，全球旅遊業持續復
甦，證明業界具韌性，預計旅遊業在去年底已非常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而2024年會超越2019年水平，在未來10年將繼續增長。

隨着中國旅客重返國際旅遊市場，旅遊業在未來一年的復甦更會提
速。持續復甦也反映在行業指標的表現上，據世旅組織的旅遊業復甦追
蹤系統，截至2023年10月，國際航空運力和客運需求均恢復到疫情前水
準的90%左右。11月，全球住宿設施的入住率達到65%，高於2022年
11月的62%。

全球旅遊業的發
展，帶來觀光公害（觀
光造成的問題有如公害

一樣，日本造語），且有日益嚴重的趨
向，有關方面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並提出
解決方法，令旅遊業在未來繼續成為重要
的增長行業。

旺季屢現人潮景點超負荷
觀光公害是一個相對新的名詞，約在

10年前形成，主要描述部分旅遊景點聚集

了過多的訪客，使這些城市、地標等受到
損害，同時影響當地居民生活。世界旅遊
組織數據顯示，單在去年首三個月，出門
旅遊的人數增長一倍，而世界旅遊觀光協
會估計，旅遊業的收益去年將達7.5萬億歐
元，達疫情前的95%水平。

然而，全球熱門的旅遊點並非太多，
根據法國旅遊初創公司Murmuration的數
字，全球八成旅客只到訪全球一成的旅遊
景點，意味着熱門旅遊點將愈來愈擠擁。

為了防止觀光公害帶來的破壞性，建

議熱門景點實施規管，例如當局可以推廣
更多淡季旅遊，並在可行情況下，限制一
些景點的旅遊人數，又或對旅遊業界加強
規管。同時，亦可以鼓勵開發更多可持續
旅遊的景點，並找出方法緩解旅遊景點居
民與旅客間的衝突。另外，可以推介其他
另類、較少人到訪的旅遊點，把部分旅客
分散到其他地方。

觀光公害仍是季節性問題，影響主要
集中在熱門景點。目前並沒有萬靈藥，上
述建議主要視乎問題的程度而定。

數碼牧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全球日益普及起來，受
惠於科技的進步，網絡通訊更加發達，使人類工作方

式變得更加多樣化，愈來愈多人喜歡並享受在全球各地工作的自由與
樂趣。這種邊工作邊旅行的方式，結合旅遊的誘因和在全球各地工作的
靈活性，相信不單只是一種潮流，而且更是一種趨勢，並改變人們的看
法，對於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的人具有吸引力。

數碼牧民是指那些利用科技和互聯網工作，同時又可以自由旅行的
人。這些人一般擁有較少物質資產，主要是居住在臨時房屋、酒店，並
透過WiFi、智能電話等工具，在咖啡店、公共圖書館、共用工作空間等
地方便可以工作。這些職位通常以電腦程式員、內容創作者、設計師、
開發者為主。

僱主省福利開支
在2023年，美國的數碼牧民已達1730萬人，較2019年大增了

131%。對於僱主來說，數碼牧民對他們更有利，原因是可以減低福利
成本等開支，而對於一個地區來說，由於數碼牧民會將逾三成半的收
入，支付在當地的生活費上，包括旅遊、酒店、消費品等方面，故有利
當地經濟增長。全球現時已有45個地區向數碼牧民簽發了數碼牧民簽
證，容許他們工作和暫時居留。

這種趨勢相信今年會更加明顯，因為視像會議、上網工具日益先
進，虛擬項目管理軟件日趨普及，容許人們不受地域限制地進行無縫通
訊，而又不會影響到工作能力。事實上，自從新冠疫情以來，人類工作
的模式起了重大變化，僱主亦改變了固有的觀念，日益接受在家工作的
選項，企業亦意識到僱員工作能力和質素不會因為不在固定地方工作而
有所減弱，而且這種方式能更輕易吸引和留住人才，因而對在家工作採
取了更開放的態度，這種理念刺激部分人士追求數碼牧民的身份。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旅遊信心指數調
查顯示，業界普遍對前景感樂觀，67%的旅遊專業人

士表示，與2023年相比，2024年的前景更好，約28%的人預計表現類
似，而只有6%的人預計2024年的旅遊表現比去年更糟糕。

今年影響旅遊業的主要因素包括：第一，整個亞洲區仍有很大的復
甦空間，多個客源市場和目的地重新開放；第二，簽證便利化和航空運
力改善，中國出境和入境旅遊業預計將在2024年加速增長。另外中國對
馬來西亞、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和西班牙6個國家的公民試行免簽
證政策，為期1年，直至2024年11月30日；第三，美元堅挺，來自美國
的強勁旅遊業繼續使美洲及其他地區受益。然而，人員短缺仍然是一個
關鍵問題，因為旅遊企業面臨勞動力短缺，無法應對遊客高需求。

UNWTO指出，根據其追蹤系統的數據，到2023年10月，國際航空
運力和旅客需求均恢復至疫情前的90%左右。而根據STR的數據，11月
全球住宿機構入住率達到65%，略高於2022年9月的62%。

展望2024年，預計國際旅遊業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初步估計
將比2019年的水準增長2%。風險因素是視乎亞洲的復甦步伐以及現有
經濟和地緣政治局勢。

中國擴大免簽證入境 旅業受惠
利好因素

邊工作邊旅行
數碼牧民冒起

嶄新模式

旅業報復性反彈
Airbnb盈利創新高

業績背後

▲全球旅遊需求持續強勁，Airbnb受惠，收入節節上升。

推廣淡季旅遊 預防觀光公害
財經觀察
李耀華

數看2023年全球旅遊業復甦
旅客人數

•多個市場已超過2019年水平，中東地區國際遊客人
數較2019高出22%

•歐洲是全球接待遊客最多的地區，國際遊客人數恢復
到2019年94%

•非洲的國際遊客人數恢復到疫前96%，美洲恢復到
90%

•亞太區國際遊客人數恢復到疫前65%，其中南亞
87%，東北亞55%

•去年國際旅客人數估計13億人，回復至疫前88%
旅遊收入

•國際旅遊收入料1.4萬億美元，佔2019年目的地旅
遊收入93%

•旅遊業包括客運出口總收入料1.6萬億美元，是
2019年的95%

•旅遊業對經濟的貢獻達3.3萬億美元，佔全球GDP
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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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

◀▲業界最新預計，亞洲旅遊業復甦進一步加快，而經
濟和地緣政治風險呈減弱趨勢。

數碼牧民普及的原因
❶ 網絡科技進步，人們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地進行無縫通訊

❷ 疫後僱主改變觀念，採取更開放態度，接受在家工作方式

❸ 數碼牧民增加當地旅遊、酒店、零售收入，受各地政府歡迎

❹ 對於喜愛旅行的人，既滿足旅遊願望又可獲得工作收入

（預測）

（單位：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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