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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後，中國內地民眾的旅遊消費觀
念發生了巨大變化，最顯著的特徵就是，
中國內地旅遊高潮迭起，而國際旅遊卻日

益冷淡下來，如今內地民眾更願意留在國內旅遊。之所以發生這種
變化，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文旅產業已經崛起，不僅能夠給中國老
百姓提供多樣性的文旅活動選擇，而且國內旅遊性價比極高，能夠
獲得較好的旅遊體驗。相反，一些所謂的國際旅遊城市徒有虛名，
不僅旅遊設施陳舊老化，吃住出行困難重重、旅遊選擇單調乏味，
而且價格居高不下，旅遊體驗感極差。在很多國人的眼裏，與其花
高價出國旅遊去受罪，不如多花一些時間在國內感受祖國的大好河
山、悠久的歷史文化、豐富的美食料理、現代化建設成就、一流的
文旅服務等等。這種趨勢仍在不斷加劇過程當中。

產業鏈遍及各行各業
令人感到十分興奮的是，國內旅遊的火爆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

了源源不竭的動力，在很多地方，文旅
產業已經取代單純的房地產行業，正成
為地方經濟發展的主引擎。雖然從直接
統計資料來看，文旅產業產值佔比還達
不到經濟主引擎的地位，但只要分析一
下文旅產業所帶動的產業鏈就不難發
現，今天中國的文旅產業早已脫胎換
骨，已經關聯到了幾乎各行各業，比
如，文旅設施建設就是一個大的建築產
業；數字文旅就是一個巨大的科技應用
產業；美食文化就是一個龐大的餐飲產
業；文旅展現就是一個廣大的影視與影
音創新產業；文化傳承也是一個巨大的
傳播、演藝與教育產業。

也就是說，文旅產業崛起已經能夠對整個中國經濟發揮全面
性的帶動和驅動作用。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精神生活
的追求越來越多，願意享受美食，欣賞美景，參與體驗文旅活
動，從中獲得滿足感和幸福感，從而提升生活品質。文旅產業
的崛起能夠有效帶動國內消費市場，甚至創造新的市場消費需
求，推動中國的消費市場不斷轉型升級。

國內勝出國外國旅客增
展望後市，中國文旅產業發展的潛力難以估量，對經濟的拉動

作用不可小覷。首先，中國的文旅資源太過豐富，有着無盡的寶
藏需要挖掘。比如，5000 年歷史生生不息，文脈不斷，經典無
數；960萬平方公里江河縱橫，山川錦繡，風光無限；中華美食豐
富多彩，推陳出新，美不勝收；現代時尚流行文化風起雲湧，浪
潮迭起，迅速風靡。然而，迄今為止，中國文旅產業對中國文旅
資源的挖掘只是冰山一角，潛力無限。

其次，中國人對文旅消費觀念的轉變只是剛剛開始。疫情之
前，出國遊是許多國人的主要旅遊選擇，但時過境遷，由於中國
旅遊業的快速轉型升級以及西方國家旅遊環境的不斷惡化，使得
中國人形成了國內遊好於出國遊的新觀念。與此同時，中國人的
收入水平仍在不斷提高，消費能力也越來越大。因此，隨着國內
遊好於出國遊的觀念日益深入中國民眾的人心，那麼，中國文旅
消費市場的蛋糕必將越做越大，而且前途無量。

再次，國際遊客的China Travel也只是剛剛起步。近幾年來，中
國對越來越多國家的民眾實行了 72 小時甚至 144 小時免簽證政
策，引發了國際遊客十分熱烈的渴望中國遊反響，China Travel正
在走紅世界。可以預計，隨着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步伐的不斷推
進，越來越多的外國遊客將會湧入中國，從而助推中國文旅產業
發展更上新台階。這一過程也將是長期的、持久的，並且必將給
中國文旅產業的發展帶來長期的福音。

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國慶招待會上發
表重要講話指出，

堅定不移維護和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
定。有偉大祖國作堅強後盾，香港同胞、澳
門同胞一定能夠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國家
的支持，就是香港發展的最大底氣所在。當
前國家迎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關鍵期，對於正全力邁向由治
及興的香港，更要發揮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主動識變、應變、求變，勇立潮頭銳意改
革，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香港力量，為香港
發展開拓更大機遇。

中央挺港提供強大支撐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周年招待會上的講話，明確指出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確實，75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族人
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
的奇迹，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最為恢
宏的史詩。曾經一窮二白的國家，經過四
分之三個世紀以來的奮鬥，國內生產總值
由1952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的679億元人民
幣，攀升至去年 126 萬億元人民幣，佔全
球經濟份額約17%。

在 中 華 民 族 復 興 這 場 百 年 接 力 長 跑
中，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

到 強 起 來 的 偉 大 飛 躍 。 中 共 十 八 大 以
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接過歷史接
力 棒 ， 開 啟 了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新 時
代、新征程，明確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基
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 2035 年到本
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 復 興 已 經 進 入 了 不 可 逆 轉 的 歷 史 進
程，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
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

今年國慶對於香港而言也是意義深遠，
這是特區政府完善地區治理、完成基本法
第23條立法後的首個國慶，象徵着香港進
入由治及興的新起點。 「向陽花木易為
春」，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香港
獲得的機遇更多，發展空間更加廣闊。

歷史表明，在香港每一個發展階段中，
國家都是香港最大的靠山和底氣所在。疫
後香港經濟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但這些
挑戰不是香港獨有，是全世界都面對的發
展難題，香港經濟具有較強經濟韌性，最
重要是有國家的全力支持，完全有能力有
條件克服困難，再創輝煌。

融入國家發展是必由之路
中央不但全面規劃香港發展方向，而且

在今年以來接連推出一連串挺港措施，涵
蓋深化兩地金融聯通、擴大個人遊城市名

單、擴大內地遊客購物免稅額、開通香港
與北京上海之間夕發朝至的高鐵臥鋪列車
等，從不同方面為香港經濟注入動力。這
些都說明一個顛簸不破的道理：強大的祖
國，是香港最堅實的依靠；發揮香港獨特
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發
展必由之路。

75年來中國由一窮二白到全面小康，到
今日踏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75 年來爬坡過
坎、攻堅克難，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改
革開放正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
招，這對於香港同樣適用。香港從來都是
處於國家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是國家最開
放的城市，也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參與
者、受益者。

國家已經進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
時代，將釋放大量改革紅利，為香港開拓
巨大機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
中，香港不能缺席，也不應缺席，中央將
堅定不移維護 「一國兩制」以及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但同時，香港也要勇立潮頭促
改革謀發展，更好地發揮獨特優勢和作
用，把握國家高質量發展的新機遇，全力
發展新質生產力，助力國家高水平開放，
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更大的香港力
量，以實在的成績為國家作出貢獻增光添
彩。

銳意改革為國家貢獻香港力量
何子文

熱門話題

文旅產業或成中國經濟主引擎
顏安生

經濟瞭望

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75周年
的大慶日子，舉

國歡騰，今年也是香港特區完成基本法
第 23 條本地立法憲制責任後首個國慶

日，對香港各界意義重大，全城熱烈慶賀。
習主席指出，慶祝共和國華誕的最好行動，就是把以中國

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
前進。香港作為國家一分子，從來都和祖國血脈相連。我們
由衷感謝中央政府一直成為我們的堅實後盾，同時也深明要

肩負為國家實現富強的重大責任。未來更要把握機遇，精
準對接國家 「十四五」規劃、建設大灣區、 「一帶一路」
倡議等，全力發揮作為內地與國際之間 「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增值人」的重要角色，與國家一起踏上全面深化改

革的新征程。
特首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時，引用唐詩《送樸山人歸新

羅》的詩句， 「浩渺行無極，揚帆但信風」，強調香港要乘着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東風，推進改革與國家同進步、共繁
榮。縱然國際風雲變幻，但我們堅信只要香港各界因事制宜，
「識變、求變、應變」，積極開拓新路向，我們定能再創輝煌

實績報效祖國，共同譜寫 「一國兩制」精彩華章，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共同奮鬥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

長話短說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召集人、立法會議員 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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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沒有只跌不升的股市，同樣沒有只
升不跌的股市。港股今輪牛氣沖天，短期
而言呈現超買，故此稍稍向下回調，其實
並不意外。昨日，恒指一度下跌1001點，

但一日之內已完成調整，午後大幅 「V型」
反彈，雖然收市仍跌330點，最終22000點關口還

是失而復得。事實上，港股基本面好，備受資金追捧，足
見市底極強，中長期而言始終可看高一線。

9月上旬，恒指尚在17000點附近徘徊，但隨美聯儲重
啟減息，尤其是內地推出組合拳大招，港股牛氣愈來愈
盛，短短三星期左右累升約5700點或34%，升幅驚人。於
此基礎上，市況稍為喘息以至回順，應屬正常，亦是可預
期的，何況無間斷暴漲的狂牛行情也不健康。作為技術指
標之一，一般介乎30至70之間的 「14天相對強弱指標」
（RSI），都升至90以上的異常高位，即發出了異常超買
的信號，指數有所調整實不奇怪。值得留意的是，投資者
很快趁低吸納，以致港股 「拗腰」自低位反彈約700點，
凸顯市場依然看好港股，牛市並未因為一時回調而遭殺
死。

更值關注的是，國際資金已重投港股。不必諱言，基於
地緣政治理由，加上市況不佳，港股淪為國際提款機，以
致早輪表現遠較其他市場遜色。然而，近日種種象表
明，港股已見 「資金回流潮」。其一，內地正處國慶假
期，下周二才復市，亦即缺乏經 「互聯互通」的北水流
入，港股過去兩天均錄得三四千億元的大成交，意味均
由本地及國際投資者推動，單靠散戶肯定不成，必然有大
戶基金等積極參與；再追溯前幾天的升市， 「港股通」的
一兩千億元成交額，也只佔大市成交的三四成而已。其
二，港匯亦隨股市同步轉強，9月上旬1美元仍兌7.8港元
左右，最新已升值到兌7.76元附近，迫近聯匯之下的強方
兌換水平，反映港元需求強大，投資者正在買入港元從而
買入港股。其三，既可買升、亦可買跌的對沖基金，近日
固然沒有造淡港股，相反以真金白銀加碼港股；投行高盛
的更新資訊顯示，過去一周錄得單周最大淨買入中資股的
紀錄，其中來自美國宏觀策略對沖基金買入 H 股亦創新
高，其長倉佔比高達71%。

畢竟，港股前期一直超賣，本就存在龐大追後空間；更
重要的是，香港基本面一直良好，現在加上資金面助力，
自然支持市況蓄力反彈，昨日調整應屬大漲小回。首先，
香港今年GDP預料增長2.5%至3.5%，有利於企業盈利及
派息。其次，全球踏入減息周期，既已利好港股，而內地
不單放寬幣策，也出台措施刺激樓市與消費，股市及樓市
向好也有助帶動財富效應，進而帶旺內需市場。在新輪刺
激政策下，內地經濟今年預期目標應可實現，而正在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當好國內國際雙循環的 「超級聯繫
人」和 「超級增值人」的香港自然可受惠。

港股短期的超買或會引發波動，惟隨各項政策效應發
酵疊加，長遠投資前景及整體經濟發展無疑會愈來愈好，
牛市行情勢會持續。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