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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香港與內地全面恢復通關，冰封3年多的旅遊業迎來破冰

式反彈。旅遊大門已重開，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楊潤雄滿腹大計，銳意擦亮香港旅遊及盛事大都會的金漆招牌。

他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將力推「一程多站」式旅

遊，帶給訪港旅客體驗不一樣的香港之餘，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

走一走、看一看，讓旅客一次過玩盡兩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港將推一程多站 玩盡灣區多城
楊潤雄冀與內地城市「強強聯手」打造旅遊新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陪同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李家超在北京拜會各部委的文化體育及旅遊
局局長楊潤雄，分別到訪故宮博物院及國家大劇
院，與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婁瑋交流推動文化藝
術發展的經驗。他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走訪北京
這兩個主要文化設施，令他深深領悟中華文化深厚
的底蘊，更要多多思考如何更好地將國家珍品及演
藝作品帶到國際，展現於世界舞台。
楊潤雄在帖文中表示，自己日前與國家體育總局
局長高志丹會面，交流了解國家體育發展的方向，
以及探討交流和合作的機會，尤其通過香港參與舉

辦2025年全國運動會的契機，推動香港體育產業
更好地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之中。他感謝國家
體育總局一直支持香港的體育發展，香港不少精英
運動員亦獲得機會到內地與國家隊一同訓練，改善
競賽水平。他又參觀了國家速滑館，了解國家訓練
精英運動員的情況，以及到訪首鋼滑雪大跳台，視
察大型體育園區的發展和營運情況。
14日，楊潤雄分別到訪了故宮博物院及國家大劇
院，與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婁瑋交流推動文化藝
術發展的經驗，了解故宮博物院最新的動向和大
計。「博物院將在2025年慶祝開館一百年，文化

實力不容置疑。」他說，故宮博物院大力支持建設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讓博物院珍貴的文物得以在
港長期展示，加深市民大眾以及旅客對中華文化的
認識。楊潤雄表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自去年7
月開幕以來，迅速成為香港的文化新地標，未來與
故宮博物院的合作將會更緊密。
在參觀國家大劇院後，楊潤雄表示，國家大劇院
是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文化設施，外形宏偉氣魄不
凡，大劇院設有三個大型專業表演場館和一個多功
能小劇場，多個香港主要表演藝團亦曾於此公演，
未來會繼續安排香港的藝團到大劇院表演。

訪故宮和大劇院 冀助國家珍品向國際展示

香港是中西文化熔爐，
港產電影、電視，以至歌
曲曾風靡整個亞洲，帶領
潮流。特區政府文化體育

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香港這顆「東方之
珠」，不日將成為更耀眼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他預告本月將有一系列的文化藝術活動，包
括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2023、博物館高峰論壇
等。下月更有首屆「流行文化節」，首階段將重點
介紹上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的香港特色流行文化及
代表人物，「目標是帶大家回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創作歷程，讓年輕一代更了解，從而協助推動文化
創作。」他認為，好作品歷久常新，只要發揮得
好，也可以重新掀起一股新潮流。
香港致力建設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楊潤雄直言最重要是利用自家優勢：「舉
例說，現在西九文化區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我們展示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珍藏，卻是利用
了香港的一些展出手法，將一件文物背後的故事
呈現出來，這正正是表達了香港一個獨特位置，
使美好的中國故事讓外界接受，也是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的發展方向。」

他續指，在制度上而言，於「一國兩制」下，香港
有自己發展文化的政策，不論在制度上或工作上，都
可以有自己的特色。另外，香港也有文化優勢，以中
華文化作為根基，但同一時間因為過往的歷史，港人
接觸西方文化較多，形成中西薈萃的文化特色，「香
港是國際化城市，人才匯聚，港人應善用優勢，盡量
表現香港文化特色；利用我們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將
深厚的中華文化表達出來。」對於外界關注未來會
否擴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或新增類似的文博設
施，楊潤雄透露，未來10年還有4個博物館會進入
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下月「流行文化節」舊佳作掀新潮流

今年初，香港與內地復常通關，兩
地重新打通任督二脈，兩地旅遊

文化產業迎來新的契機。文化體育及
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滿肚密圈，期望帶
領香港業界走向灣區融合大道。《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粵港
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均支
持香港成為國際城市旅遊樞紐及「一
程多站」的示範核心區，楊潤雄對構思
「一程多站」，早已密密做定「功
課」，「舉例說，有旅客來到香港，是
否可以帶他們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或
澳門走一走、看一看，體驗不同的城市
面貌？」
大灣區每個內地城市都各有旅遊特點
和資源，楊潤雄認為如何與灣區內地城
市「強強聯手」，打造不一樣的旅遊新
體驗是他的工作重點，「希望吸引旅客
留港之餘，也去灣區內地城市玩一兩
天，是未來希望力推的方向。」
有想法當然要坐言起行，楊潤雄透
露，上月曾到訪北京，與國家文化和旅
遊部部長胡和平會面時，也把握機會跟
內地部委及機構商討如何落實對接香港
與國家旅遊業的發展。
他對記賣關子說：「未來將會做更

多項目推動大灣區的文化體育及旅遊發
展。」

倡藝團可多到內地表演
灣區在疫情前早已發展得如火如荼，
如今掃走疫情陰霾後，楊潤雄認為除在
旅遊方面可以大力推動香港與灣區內地
城市的互動外，香港文化藝術人才也可
突破租場困難的局限，走進大灣區的偌

大舞台。
楊潤雄坦言，香港始終面對場地限

制，慨嘆現時雖有西九文化區及兩所博
物館，但遠遠未能趕上需求。
他建議香港藝術團體未來可多到大灣
區內地城市表演，「那兒場地多，演出
機會也多，況且大灣區有幾千萬人口
的觀眾，有助藝團拓展新市場。」
為進一步融入大灣區，楊潤雄預告

將於明年舉辦大灣區文化藝術節，
「除舉辦論壇及展覽外，亦會邀請灣
區內地藝團來港表演，讓香港市民有機
會欣賞到不同的藝術文化。」為本地藝
團善用灣區資源只是第一步，他坦言有
更進取的構思，下一步會研究與大灣區
內地藝團一同製作表演項目。

未來將力推電影電視發展
新一份施政報告曾提及要推動香港流
行文化走出去，外界關注該局有什麼相
應計劃配合？ 楊潤雄拋出心中的藍
圖：「過去香港廣為世界注意的是廣東
話文化，不論電視、電影及廣東歌，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都曾在內地及東南亞
風靡一時，特區政府未來將着力推動電
影和電視發展，除了以現行計劃鼓勵電
影發展、資助新晉導演和劇本外，亦會
推動香港電影工作與亞洲電影工作
進行合作項目。」
他表示樂見香港與內地電視台近日有
在綜藝節目上進行合作項目，在香港和
內地頗受歡迎，「未來將推動香港與內
地，以至亞洲區的電視台多做綜藝節
目，讓香港電視業有更多發展空間。」
楊潤雄信心滿滿地說。

�,��文藝交流

▲楊潤雄鼓勵香港文化藝術人才到內地城市表
演，有助擴闊觀眾群。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楊潤雄到訪國家大劇院。 楊潤雄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14日向香港青年聯會批出首個在「將酒店和
旅館轉作青年宿舍用途的資助計劃」下的項
目。它位於銅鑼灣摩理臣山道一整幢酒店，共
有97間房間，可提供最多194個宿位。項目
其中一個特色是透過善用青年租戶的才能和熱
誠，為青年提供參與社區外展工作的平台，建
立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並透過青聯的會員網
絡，為青年租戶提供生涯規劃、創業和實現夢
想方面的支援和增值服務。有關該項目的詳情
及申請方法可參考青聯網頁（www.belivingy-
outhhub.com/）。
為協助青年發展，進一步支援青年的住屋

需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中宣
布政府會研究不同方式增加青年宿舍供應，包
括資助非政府機構租用合適酒店和旅館並將房
間轉作青年宿舍用途。目標於5年內提供額外
約3,000個宿位。為此，民青局在今年1月初
推出資助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租用合適酒店
和旅館，並將房間轉作青年宿舍用途。
首個獲批出的「將酒店和旅館轉作青年宿

舍用途的資助計劃」項目由青聯與紀惠集團合
作推出，青聯將以「BeLIVING Youth Hub」
的名義營運。民青局發言人表示，自今年1月
初開始接受申請，至今約兩個月已批出第一個
項目，可見計劃獲相關持份的支持。
發言人表示，即使在香港恢復正常通關

後、旅遊業開始復甦的同時，仍繼續有酒店經
營參加計劃，與特區政府攜手做好青年工
作。
民青局發言人表示，會繼續與理念一致的非

政府機構及相關持份合作，啟發青年，燃亮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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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在「將酒店和旅館轉作青年宿舍用途
的資助計劃」下的項目獲批，位於銅鑼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經濟正
在從新冠疫情後逐漸復甦，加風卻搶先殺到
埋身，五間專營巴士公司加價申請方案14
日曝光。其中，九巴、龍運及新大嶼山巴士
擬加價8.5%至9.8%；城巴機場線申請狂加
50%，機場服務以外日常和通宵服務路線亦
平均加價23%；城巴、新巴港島及過海線罕
有地申請劃一加價2元（港元，下同），看
似小數目，但個別短途路線，原價三四元，
劃一加2元後，加幅近六成半，令升斗市民
大喊吃不消，「薪金加得少，巴士加價幾成
起跳，太貴啦。」香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主席陳恒鑌批評，劃一加票價2元不合
理，機場專線申加價五成更是「瘋狂」。香
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更形容，巴士公
司此舉是向香港復甦步伐「摑了一大巴」。
五間巴士公司去年已向運輸署提交加價申
請，當時未有披露各間巴士公司具體加價情
況。
14日，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相關

文件，顯示九巴申請的加幅為9.5%；新巴
及城巴申請所有路線票價劃一調高2元，另
城巴申請機場服務路線（即「A」及
「NA」字頭）票價調升50%，而機場服務
以外日常和通宵服務路線（即「B」、
「E」、「R」、「S」及「N」字頭線）票
價上調23%。而龍運申請加幅為8.5%；新
大嶼山巴士申請加幅9.8%。

城巴新巴港島及過海線申劃一貴2元
若這個加價方案獲准通過，機場巴士路線
票價加幅相當驚人。例如城巴A10線往返鴨
脷洲至機場，目前成人單程票價48元，加
價五成後，新票價為72元；往返將軍澳寶
琳的A29線，則由每程42元加價至63元。
不過，機場線還不是加幅最高，城巴新巴
港島及過海路線申請劃一加價2元，個別短
途路線巴士原本的車資並不高，例如城巴
98號線目前車費3.1元，加價後新票價為5.1
元，加幅高達64.5%。
至於新大嶼山巴士，申請加9.8%。舉例

來往藍田和九龍港鐵站，現時乘坐九巴
215X線，比港鐵八達通收費便宜，若獲准

加價，新票價為8.8元，與港鐵收費相若。
不少市民形容加幅吃不消，「就算政府有
交通津貼給我們，都無法彌補巴士加幅。」
亦有巴士乘客指，巴士加價會推高通脹，
「對現在復甦情況不是那麼好，人工加幅都
無超過一成。」

陳恒鑌：加幅偏離原有程式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本周五將討論有關
巴士加價申請，該委員會主席、民建聯陳恒
鑌表示，理解巴士公司經營困難，但過去加
價以加幅作基準，認為城巴新巴劃一加2元
偏離原有程式，做法完全不可取、不合理，
「劃一加2元對於短途或較低價路線會不公
平。在疫情之後，相信經營環境有好轉，希
望行會把關，如果申請（機場路線）加價
50%，這種屬於瘋狂加價，相信大家是不能
接受。」
九巴14日回應查詢時表示，按今次建

議，九巴平均每程加價約0.7元，龍運平均
每程加價約0.9元。九巴目前「專營巴士豁
免隧道費基金」戶口累計約4.5億元，若果
加價能夠從基金中扣除作紓緩，九巴平均每
程實際加幅將低於0.7元。九巴及龍運在過
去20年，分別加價4次和2次，即平均每5
年和10年才加價一次，今次調整加幅合
理，期望政府盡快批准。
城巴新巴則指，由於票價水平無法抵消營
運成本上漲，故作出今次申請加價建議，令
車費達至財政可持續的水平。城巴（專營權
一）及新巴過去15年來僅曾三次調整票
價，但同期燃油價格及工資等各項營運成本
不斷上漲，票價水平遠遠未能追上通脹。
翻查資料，九巴、新巴、城巴（除機場路
線）上次調整票價為2021年，翌年就提出
今次加價方案。
立法會文件顯示，過去3年，全港專營巴

士平均每日乘客量分別為300萬、350萬及
310萬人次，普遍低於之前10年的約380萬
至400萬人次，主因是受新冠疫情影響，以
及與其他交通工具的劇烈競爭，加上工資及
燃料成本上升，導致大部分專營權在過去幾
年均錄得虧損。

◆香港五間專營巴士公司申請加價。圖為營運中的各間公司巴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五巴申請狂加價 升斗市民吃不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目前專
營巴士票價調整制度沒有「封頂」機
制，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效法港鐵，設立
票價調整公式，若運算出來的加幅高於
通脹，就動用特區政府作為港鐵大股東
的股息收入補貼巴士公司。學亦認
為，目前巴士沒有設立如港鐵的調整票
價制度，公眾無從了解巴士公司的加價
依據，建議政府為巴士公司設立更客觀
的票價調整方程式，提升透明度。

議員冀成立公共事業穩定基金
立法會議員楊永杰批評五間巴士公司
申請加價的幅度遠高於香港 1月通脹
2.4%，質疑巴士公司「賺到盡」。他建
議政府將收取專營權的費用聯同外匯基
金部分的收益及港鐵股息等資金設立
「公用事業穩定基金」，穩定市民交通
工具、電費及煤氣等公用事業開支，減
輕基層市民的生活負擔。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今次九巴要求加價9.5%，是這兩年
通脹率3.5%的近3倍，而新巴城巴劃一
加2元，經過計算，平均加幅約25%，是
這兩年通脹率的7倍。他指出，專營巴士
未有設立恒常的票價調整機制，「很多

時長期凍價，但一加就加好多好多，令
市民觀感好差。」
田北辰認為，政府可效法港鐵，為專

營巴士設立「可加可減」票價調整機
制，同時要為加幅「封頂」，「加幅上
限與通脹率看齊，如果計出來條數超過
通脹率，差額就由政府收到的港鐵股息
去補貼。」
他強調，巴士與港鐵本身有競爭和互
補性，但如果兩票價失衡，香港交通
事業也不會健康發展，「如果港鐵有機
制，加價設上限，但其他交通工具是那
樣加，市民都去坐港鐵，其他交通工具
就『死了』。」

建議套用港鐵可加可減機制
浸大副教授麥萃才表示，市民可能覺

得今次加幅不合理，「但合不合理，要
睇巴士公司的理由，例如主因燃油成本
倍增，加價是無可避免的，否則巴士公
司繼續虧錢，市民可能會沒有車搭。」
他認為，政府可考慮套用港鐵的模式，
使用可加可減機制，讓加價制度更透
明，「每年按照公式調整，甚至不用過
立法會審批，營運方、政府、市民都好
清楚怎樣加價，不用多爭拗。」

學者倡設巴士票價計算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