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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力每天接待旅客 40 萬 

 

沈建法 

 

不少港人和媒體正日益關注內地旅客數量是否超過香港的接待能力。內地訪港旅客

從 2002 年的 683 萬人次， 激增至 2013 年的 4075 萬人次；2013 年的香港人口為 700

多萬，全年訪港旅客總數達到 5430 萬人次，這個龐大數字，令不少人以為已超出香港

的接待上限，也就是香港沒能力每年接待 5430 萬旅客。除了反對自由行旅客和政策的

人抱持這種觀點，就連支持的人某種程度上也認為訪港旅客總數已超出香港接待旅客的

上限。 

 

《明報》2 月 18 日的社評提出「按目前情況和預期三年後旅客增至 7000 萬人次、

到 2023 年超過 1 億，現在承載力已經出現嚴重問題，而已知旅遊規劃從規模到設施種

類，看不到香港憑什麼能力接待如此龐大的旅客群，做到他們賓至如歸，而市民生活不

致受到進一步擠佔的衝擊」；《經濟日報》2 月 18 日陳建強的文章指出「隨着兩地人民

交流日益緊密，大量內地遊客來港，也確實衍生不少現實問題。……兩地政府必須共同

努力，合作疏通引導，完善相關的配套設施和措施」；《文匯報》2 月 18 日金鐘仁的文章

指出「當然特區政府必須處理自由行過多的問題，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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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客迫爆澳門？ 

 

不少人以 5430 萬旅客人次與香港 700 萬人口相比，得出旅客人次為香港人口的 7.5 

倍，感覺比例很大。不過， 可看看澳門的情況，2002 年訪澳港客為 510 萬人次（多於

內地訪澳旅客的 424 萬人次），為澳門人口（年中人口為 43.8 萬）的 11.6 倍； 2002 年

訪澳旅客總數為 1153 萬人次，為澳門人口的 26.3 倍。 

到 2013 年，訪澳港客為 670 萬人次，為澳門人口（年中人口為 59 萬）的 11.4 倍，

但香港與澳門兩地從來沒有人認為港客已迫爆澳門。 

本文認為，旅客人次不能與當地人口數直接比較，客觀和科學的方法是以「旅客人

口當量」與當地人口數比較，由此而分析訪港旅客對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影響。 

 

內地客迫爆港鐵？ 

 

訪港旅客對香港的影響，討論最多的是對公共交通的影響，不少人認為訪港旅客是

造成公共交通繁忙時段擁擠的主要原因。 

2012 年訪港旅客平均每次來港 3.5 晚，平均每次來港活動 4.5 天；2013 年訪港旅

客總數為 5430 萬人次，2864 萬人次為不過夜訪港旅客，即平均每次來港活動 1 天，以

一年平均 365 天計，可以計出旅客人口當量，即平均每天有多少旅客在港。從 2002 至

2013 年，平均每天在港旅客人數由 15.1 萬增加至 39.5 萬【表】。 

 

 
 

與公共交通繁忙時段擁擠最有關的指標是就業人數。2013 年，每天在港旅客人數佔

就業人數的 10.18%，由此可以估計，公共交通繁忙時段訪港旅客佔使用公共交通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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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率為 10.18%；由於考慮的是繁忙時段的使用情況，所以不用考慮每天使用次數的問

題。 

2002 至 2013 年，香港平均每天公共交通乘客總人次增加 18.11%。訪港旅客增加，

最多令平均每天公共交通旅客人次增加 5.84% ， 同期就業人數增加 11.70%；因此，就

業人數增加對平均每天公共交通乘客人次增加的貢獻為 64.6%，訪港旅客的貢獻只有

32.2%。 

不過，不少港人確實感覺港鐵變得愈來愈擁擠，原因是 2002 至 2013 年港鐵平均每

天公共交通乘客人次增加 50.77%，由 352 萬增至 530 萬；但每天在港的 40 萬旅客（佔

就業人數 10.18%）不可能令乘客人次增加 50.77%。 

大量乘客由巴士轉搭港鐵，才是港鐵乘客人次增加的主要原因。以交通繁忙時段擁

擠的金鐘站計算，旅客可能佔當中乘客的 10%左右，如果繁忙時段要等五班車才能上車，

就算撇除訪港旅客，乘客仍然要等 4.5 班車；當沙中線落成後，才有望改善九龍塘站和

金鐘站的擁擠情況。 

既然訪港旅客不是公共交通繁忙時段擁擠的主要原因，那麼香港應該有能力每天接

待 40 萬旅客。 

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資料，2012 年不過夜訪港內地旅客為 1980 萬人次，平均每

次來港活動 1 天， 人均消費港幣 2489 元，92.1%用於購物，低於過夜訪港內地旅客的

8565 元（70.8%用於購物）；過夜訪港內地旅客為 1511 萬人次，平均每次來港活動 3.7 天，

人均消費每天港幣 2339 元，與不過夜內地旅客相近。即是說，減少不過夜內地旅客，

增加過夜內地旅客，也不會增加在香港的總消費。 

 

水貨客迫爆香港？ 

2012 年訪港內地旅客總數為 3491 萬人次，其中 2314 萬人次為自由行旅客，大部分

為不過夜旅客，特別是持「一簽多行」簽注的深圳居民，這種「一簽多行」簽注，水貨

客可能用來進行水貨活動，是以不少人建議取消或改變「一簽多行」安排。 

水貨客確實會增加不過夜訪港內地旅客的數量。據深圳海關估計，水貨客約有 2 萬

人，40%為深圳居民。以 8000 名深圳水貨客計算，每天來港三次，一年就有 876 萬人次

的不過夜內地旅客；如果取消「一簽多行」，8000 名深圳水貨客可能由香港水貨客取代，

雖然可以減少不過夜訪港內地旅客數目，但是不會減少公共交通的使用人次。 

此外，約有 1000 多萬正常的不過夜內地旅客，部分深圳居民可能每周或一個月來

港數次，購買日用品和消費，但不至於天天來港購物。 

2013 年深圳戶籍人口為 299 萬，估計平均每人每年來港三次。可見並非所有深圳居

民都會經常來香港。情況與港人一樣，拿着回鄉證雖然可以無限次進入內地，但是大部

分港人每年只回內地幾次，「一簽多行」簽注予深圳居民相當高的自由度，可在有需要時

即時多次訪港，方便各種社會文化和經濟交流活動，所以，應把數萬水貨客與數千萬訪

港旅客區分開來，不能因為打擊水貨活動而關上內地旅客訪港的大門，也不要匆匆改變

「一簽多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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