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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2005年 4月 26日參觀香港旅遊發展局的跟進事項  
 

  在 2005年 4月 12日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委員獲邀參觀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 下 稱 “ 旅 發 局 ”) ， 以 聽 取 旅 發 局 就 要 求 額 外 撥 款

4億 3,700萬元作出的簡報。該項參觀活動其後於 2005年 4月 26日舉行，

期間委員要求旅發局提供補充資料，說明旅發局過去數年的撥款情

況，以及額外撥款要求所涵蓋的措施的撥款分配詳情。就此，謹附上

以下文件，供委員參閱  ⎯⎯  
 

附錄 I ⎯
⎯  

政府當局就有關旅發局 2005至 06年度撥款

的書面問題作出的回應；  
 

附錄 II ⎯
⎯  

立法會秘書處致旅發局的信件，當中轉達委

員要求提供有關旅發局為數 4億 3,700萬元額

外撥款的補充資料；及  
 

附錄 III ⎯
⎯  

旅發局對附錄 II的回應。  

 
 
 
 財務委員會秘書  
 
 
 
 
 (吳文華女士 ) 
 
連附件  



 
 審核二ＯＯ五至Ｏ六年度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EDLB(ED)038

 問題編號  

  0120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145 政府總部：經濟發展及勞工局

(經濟發展科 )  

 

分目：   

綱領：  (7)  資助金：香港旅遊發展局  

管制人員：  經濟發展及勞工局常任秘書長 (經濟發展 )  

局長：  經濟發展及勞工局局長  

問題：  

香港旅遊發展局 (旅發局 )預計 2005-06 年度訪港旅客及總體消費額均上升

百分之七，但旅發局則要求三成多的撥款增幅，請解釋增加撥款的原因及

如何達致預期的效益。  

提問人：  譚香文議員  

答覆：  

在 2005-06年度，多項大型旅遊設施，包括香港迪士尼樂園、香港濕地公園

及東涌吊車系統將會相繼落成。這些設施將為香港帶來全新的面貌及大大

提升香港作為旅遊目的地的吸引力。因此，我們要把握時機和優勢，透過

旅發局進行全球性推廣及策略性宣傳，以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首選旅遊勝地

的地位，吸引更多旅客來港。為此，旅發局獲預留撥款 4億 4,000萬元於
2005-06年度和 2006-07年度推行全球推廣及策略性宣傳。  
 
全球推廣項目包括一個以「 2006精采香港旅遊年」為題，針對消費者、業

界及傳媒的一系列全球宣傳及推廣活動；及一個以商務和家庭旅客為目標

的推廣計劃，推出新穎的旅遊產品及多項大型節目，吸引他們來港和消費。 
 
這些推廣活動預計會為未來兩年帶來額外約 120萬旅客人次、增加 200萬留

港日數，以及為香港經濟帶來額外 100億元的旅客消費。這物有所值的推

廣宣傳相等於每 1元的撥款可賺取約 20元的回報。這效益相信會持續至
2006年以後。  
 



此外，為鞏固購物天堂的美譽和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旅發局將獲預留撥

款 3,000萬元，在未來兩年強化「優質旅遊服務」計劃。旅發局的目標是把

「優質旅遊服務」認證商舖的數目在 2006年年底前增加兩成至 6 000間，為
旅客提供更多優質選擇；把「優質旅遊服務」計劃擴展至更多的旅遊相關

行業；及加強在主要目標市場 (如內地和北亞 )的宣傳推廣，增加旅客對計

劃的認知。  
 

簽署︰   

姓名：  李淑儀  

職銜：  經濟發展及勞工局常任秘書長

(經濟發展 )  

日期：  4 .4.2005 

 
 



(譯文 ) 
 

傳真號碼： 2807 6411  
  CB1/F/A/7 
  2869 9213 
  2869 6794 
電郵地址： byu@legco.gov.hk 
 
 
香港  
北角  
威非路道 18號  
萬國寶通中心 9-11樓  
香港旅遊發展局  
總幹事  
臧明華女士  
 
 
臧女士：  
 
 

財務委員會  
 

2005年 4月 26日參觀活動的跟進事項  
 
 
  謹代表財務委員會主席劉慧卿議員，致函多謝閣下安排上述

參觀活動。這次參觀確實讓雙方得以就香港旅遊發展局 (下稱 “旅發局 ”)
要求額外撥款 4億 3,700萬元一事，有效地交換意見。  
 
  閣下諒必記得，委員在參觀期間曾要求旅發局提供下述補充

資料  ⎯⎯ 
 

(a) 講解資料的列印文本；  
 
(b) 旅發局的撥款在過去數年因政府推行提高效率的措施而

出現的減幅；  
 
(c) 4億 3,700萬元額外撥款要求所涵蓋的措施的撥款分配詳

情；  
 
(d) 根據哪些基礎計算出所要求的額外撥款會分別帶來額外

120萬旅客、200萬額外留港日數及 104億元額外消費；及  
 
(e) 旅發局在評估其措施的成本效益時所採用的準則，其中

包括 2003至 04年度為數 3億 7,900萬元的一次過撥款及這
項額外撥款要求所涵蓋的措施。  

 
   



 
懇請閣下盡早把有關回應的中、英文本送交秘書處，以便適

時送交委員傳閱。請提供文件的電子複本，供上載到互聯網的立法會

網頁之用。請注意，除非閣下表明文件不可公開，否則這些文件均會

公開予傳媒及公眾人士閱覽。  
 
 

財務委員會秘書  
 
 
 
 

(余麗琼小姐代行 ) 
 
 
副本致：財務委員會主席劉慧卿議員 ,  JP 
 
 
2005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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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旅遊發展局

嶄新旅遊推廣項目

2005年4月26日

簡介會—議程

! 達致成功的市場推廣策略

! 2005/06 及 2006/07年度 嶄新旅遊推廣項目

! 內部調控和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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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市場推廣策略

! 正確的旅遊推廣方針

! 參考「全球旅遊推廣計劃」成功因素作出
改善

! 掌握機遇，降低風險，進一步推動業績增長

旅發局的旅遊推廣方針

策略籌劃：

資訊為本

策略籌劃：策略籌劃：

資訊為本資訊為本

市場推廣：創新

執行：精益求精

市場市場推廣推廣：創新：創新

執行執行：：精益求精精益求精

跟進進度

和成效

跟進進度跟進進度

和成效和成效
檢討檢討檢討

內部調控和監察內部調控和監察

調整項目調整項目

汲取經驗，

改善策略籌劃

汲取經驗，

改善策略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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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和分析宏觀環境

掌握客源市場情況及全球旅遊業趨勢
制訂前瞻性策略計劃

並因應宏觀環境迅速應變

資訊為本的策略籌劃

Third Party Reports and Database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Forecasts

! EIU Market Indicators and Forecasts

! EIU Business China

!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 World Bank East Asia Update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 Global Insight

! Euromonitor Consumer Lifestyle database

!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Asia Monitor

! BMI Emerging Europe Monitor

! Consensus Economics Inc. Asia Pacific Consensus 
Forecasts

!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 中國國家統計局

Inter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s

!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Tourism Market Trends

! 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 Issues & Trends

! 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Travel & Tourism 
Economic Research

! European Travel Commission European Tourism Insights & 
Outlook

Industry Bodies

!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World Air 
Transport Statistics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xhibition Management 

! Travel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Travellers’ Use of 
Internet

Tourism Research Firms and Publishers

!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Aviation Asia Pacific Aviation 
Outlook

! Euromonitor Travel & Tourism Reports  

! IPK International World Travel Market Global Travel 
Report

! Mintel TTI Country Reports 

! Other statistics, business plans and papers of ministries of 
tourism, census and immigration departments, and 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s overseas

NTOs’ Websites

o www.tourism.australia.com

o www.cnta.com

o www.tbroc.gov.tw

o www.tourism.gov.my

Industry Newsletters and Journals

o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o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o Tourism Management

o Travel Weekly 

Websit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s

o www.world-tourism.org

o ww.pata.org

o www.wttc.org

News Databases

o Factiva

o Dialog

! 旅遊業趨勢

監察分析宏觀環境

! 市場情報

! 深入研究特定主題

! 客源市場經濟數據
SARS Competitor Recovery Plans

! WTTC Special SARS Analysis Impact on Travel & 
Tourism (China, Hong Kong, Singapore & Vietnam)

! WTO Secretariat Survey on the Effects and 
Management of the SARS Epidemic in the Fileld of 
Tourism

! Synovate Survey on SARS

Tsunami Impact

!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Evolution of Tourism in 
the Tsunami-affected Destinations

! 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 Tsunami Recovery 
Travel Facts

!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Tsunami

Low Cost Airlines and HK as Gateway of China

!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Aviation Asia Pacific Low 
Cost Airline Outlook

! CAPA Hong Kong Faces the Liberalization & Low 
Cost Challenge

! CAPA Is China Ready for Low Cost Air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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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調查

了解消費者需要及行為

制訂有效和業績為本計劃

資訊為本的策略籌劃

自自20022002年至今年至今, 938,582, 938,582個個 訪問訪問
•• 離境旅客訪問：簡短：離境旅客訪問：簡短：719,432719,432名；詳盡：名；詳盡：130,684130,684名名
•• 會議及展覽：會議及展覽：117117個會議；個會議；5,1755,175名人士名人士

•• 郵輪：郵輪：3030艘；艘；1,6181,618名郵輪乘客及船員名郵輪乘客及船員

•• 大型活動：大型活動：1818項；項；9,5409,540名參與人士名參與人士

•• 本港：本港：2,8482,848個本地服務供應商；個本地服務供應商；6,4626,462名本港居民名本港居民

•• 全球跟進調查：全球跟進調查：1717個市場個市場；；並向有意訪港的旅客進行並向有意訪港的旅客進行
共共23,97723,977個簡短訪問和個簡短訪問和12,86212,862個詳盡訪問個詳盡訪問

•• 客源市場的深入研究：客源市場的深入研究：77個市場個市場；；9696個目標客群座談會和個目標客群座談會和1212個業界訪問個業界訪問, , 
並向並向25,20425,204個海外有意訪港的旅客進行詳盡訪問個海外有意訪港的旅客進行詳盡訪問

旅發局

‧策略籌劃(客群,產品發展)

‧業績調查及評估

‧新聞公布和刊物

外間組織

‧政府統計處

‧政府經濟師

‧旅遊事務署

‧其他政府部門

‧業界夥伴

‧財務分析師

‧學界

‧世界旅遊組織

‧太平洋亞洲旅遊協會

市場調查

離境旅客離境旅客
客群類別

(會議展覽及郵輪)

客群類別

(會議展覽及郵輪)
大型活動大型活動

在客源市場的深入調查在客源市場的深入調查

全球跟進全球跟進 特定項目特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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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為本的策略籌劃

跟進和分析主要業績指標

" 訪港旅客人次

" 留港時間

" 旅客消費

" 滿意程度

過往成績及所得經驗

活動評估和檢討(部分例子)
" 廣告覆蓋面和效力

" 宣傳效益

" 旅業考察團、展覽、巡迴展
覽、洽談會數目等

" 盛事或活動的參與情況

" 透過合作計劃售出的行程

! 證明旅發局推廣方針奏效

! 汲取寶貴經驗，改善大型推廣活動

! 借助復甦動力，再創高峰

把握成功往績

「全球旅遊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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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機遇，降低風險，
進一步推動業績增長

機會

! 2006年多項旅遊設施落成

! 香港迪士尼樂園吸引家庭客群

! 全球經濟發展,帶動商務旅客
增長

! 亞洲國際博覽館開幕，增添展
覽場地

風險

! 如不糾正, 香港旅遊選擇不足的
印象將加劇

! 香港迪士尼樂園的客量限制, 令
旅客押後來港

! 鄰近旅遊目的地競爭激烈

! 內地門戶城市和航空樞紐的地
位被削弱

充份發揮 盡量減低

05/06 和06/07
嶄新旅遊推廣項目

05/06和06/07
嶄新旅遊推廣項目

策略重點

!「2006精采香港旅遊年」推廣計劃

!家庭和商務客群推廣計劃

!「優質旅遊服務」計劃

!預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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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精采香港旅遊年」
推廣計劃

! 2006年─香港旅遊業進入新里程

! 推廣嶄新形象、加強香港吸引力, 爭取更多
旅客來港和增加旅遊消費

! 令香港成為最熱門及「必到」的旅遊目的地

「精采香港旅遊年」推廣計劃概念
!鼓勵旅客2006年訪港

!宣傳香港多元化旅遊優勢

!為旅遊業和相關業界建立業務平台

+13.7%4,809,5081989
+21.5%4,230,7371988 (旅遊年)
+23.6%3,482,9581987 (旅遊年)
+15.6%2,818,0921986
+3.9%2,438,2701985

按年計的增長率訪泰國旅客人次

資料來源: 2000年TAT 統計報告

泰國

!採納行之有效的「旅遊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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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004年在8個亞洲客源市場向6,275名受訪者進行的泛亞洲研究所得的結果

73.5%香港濕地公園

60.1%東涌吊車和天壇大佛

76.4%香港迪士尼樂園

整體吸引力

!評估及確定新景點的吸引力

「精采香港旅遊年」推廣計劃概念
!鼓勵旅客2006年訪港

!宣傳香港多元化旅遊優勢

!為旅遊業和相關業界建立業務平台

!採納行之有效的「旅遊年」方針

註: 2004年向3,780名受訪者進行的「精采香港旅遊年」訪港旅客調查所得的結果

因為「2006精采香港旅遊
年」推廣計劃而重臨香港
的意向

79%

!評估及確定「精采香港旅遊年」的吸引力

「精采香港旅遊年」推廣計劃概念

!評估及確定新景點的吸引力

!鼓勵旅客2006年訪港

!宣傳香港多元化旅遊優勢

!為旅遊業和相關業界建立業務平台

!採納行之有效的「旅遊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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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精采香港旅遊年」推廣計劃

綠色景致綠色景致購物購物 美食美食 文化與傳統文化與傳統

現有優勢現有優勢

東涌吊車東涌吊車

新發展新發展

香港迪士尼樂園香港迪士尼樂園香港濕地公園香港濕地公園 ｢幻彩詠香江｣第二期｢幻彩詠香江｣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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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島離島

遠足徑遠足徑

中華白海豚中華白海豚

新發展 + 現有優勢

香港濕地公園香港濕地公園

綠色旅遊綠色旅遊

寶蓮禪寺寶蓮禪寺

天壇大佛天壇大佛

心經簡林心經簡林

文化與傳統文化與傳統

東涌吊車東涌吊車

新發展 + 現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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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宣傳消費者推廣業界推廣

「2006精采香港旅遊年」

宣傳策略

業界推廣

! 加強全球業界推廣網絡

! 長途市場：加強宣傳新景點、傳統文化及
綠色景緻

! 短途市場：重新包裝旅遊設施及優勢

! 5月在港啟動業界推廣

! 2005-2007年，邀請5,000位國際旅遊業界
來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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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推廣

! 推出全球性廣告宣傳攻勢

! 海外綜合推廣活動：巡迴展覽、直郵、聯合
推廣活動、互聯網

公關宣傳

! 在16個客源市場與傳媒合作推廣

! 邀請共1,500位國際傳媒來港考察，讓他們
親身體驗香港嶄新的旅遊特色

! 預計宣傳效益達13億64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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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旅客體驗

! 發展本地宣傳計劃，透過本地傳媒提升認知和
好客文化

! 強化各個入境口岸的推廣及接待

! 為參與商舖提供宣傳物品

! 增加資訊發放渠道

家庭和商務客群推廣計劃

! 刺激高潛力客群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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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商務客群推廣計劃

中年夫婦
17%

長者5%

其他 2%

年輕夫婦 8%

年青學生
10%

年輕白領儷人
13%

76%
未有攜同
幼兒來港
旅遊

20042004年來港渡假客群的分佈! 刺激高潛力客群增長

! 全力發掘家庭客群發展
潛力

年輕白領男性
9%

家庭
36%

24%
攜同幼兒

來港旅遊

2004年旅客訪港目的分佈

家庭和商務客群推廣計劃

! 鼓勵商務客群增加消費

! 刺激高潛力客群增長

! 全力發掘家庭客群發展
潛力

日本商務

旅客比重,

39%

其他(中途/探親), 
348萬人次, 

25%

渡假, 
677萬人次, 

50%

商務, 
341萬人次, 

25%

長途商務

旅客比重,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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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動

! 把握大型活動取得極佳宣傳效益的優勢

! 調查顯示 :

"因大型活動而提升對香港的滿意程度：73%

"會再次來港參與大型活動：66%

"會向親友推介香港和大型活動：94%

! 對短線及長線市場均具吸引力

! 香港購物節–購物天堂

! 美食之最大賞–亞洲美食之都

! 新春國際匯演之夜–展現

中國6000年的文化與傳統

! 香港繽紛冬日節–薈萃中西
文化

將舉辦兩項環繞文化與傳統的嶄新大型活動將舉辦兩項環繞文化與傳統的嶄新大型活動

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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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旅客

! 重新包裝現有及嶄新景點,推出寓教育於娛樂的
行程組合

"香港迪士尼樂園、香港濕地公園、海洋公園、
博物館、纜車

"鼓勵業界提供更佳設施及服務

"積極與不同界別開發嶄新旅遊產品

! 大型活動增設適合家庭參與的元素及更多晚間活動

! 加強資訊發放的渠道

! 增加香港的曝光

! 重新包裝現有及嶄新景點,推出寓教育於娛樂的
行程組合

! 大型活動增設適合家庭參與的元素及更多晚間活動

家庭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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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旅客

! 鼓勵利用餘閒參與消閒及大型活動,延長留港時間
和増加消費

! 鼓勵帶同伴侶及家人來港

! 拓展全新「離港前的觀光推介」行程

! 提供合適的旅遊資訊

! 推出《商務旅客樂優游 香港導覽手冊》電子手
帳版

! 研究以流動電話向旅客提供旅遊資訊

會議、展覽及奬勵旅遊

! 把握新設施落成的機會，推動更多會議展覽來港
舉行

! 鞏固香港為「亞洲會議及獎勵旅遊之都」地位

! 推出全球宣傳計劃

! 把握國際大型會議來港舉行的契機

! 舉辦考察活動

! 強化優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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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旅遊服務」計劃

! 1999年推出，提升旅客信心，鼓勵旅客消費

! 2003年底進入新里程

" 收緊參加計劃的基本要求

" 加強監察

! 2004年調查結果 :

" 認識計劃的消費者 – 54% 

" 增加信心 – 74%

" 滿意「優質旅遊服務」計劃的商戶 – 80% 

! 在海外及香港加強宣傳

! 目標：增加認可商戶至6,000間

! 研究將計劃擴展至其他旅遊相關行業

! 提升品質保證及處理投訴制度

「優質旅遊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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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效益

額外增加訪港旅客人次 = 120萬

額外增加留港晚次 = 200萬

額外增加的旅客消費 = 104億元

投資回報

回報 = 104億元旅客消費

投資 = 4.7億元

投資回報 = 104/4.7

= 22.1*

* 還未計算2007年及以後獲得的投資回報

預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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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5
2,3412,341萬人次萬人次 +7.3%+7.3%

$978$978億元億元
+6.5%+6.5%

20062006
2,7142,714萬人次萬人次 +15.9%+15.9%

$1147$1147億元億元
+17.3%+17.3%

旅客人次

旅客消費

預計效益

業界效益

! 為旅遊業界營造商業平台

" 更多創意行程

" 增加業務

" 增加就業職位

! 帶動地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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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推廣進度和成效

!持續進行跟進調查和定期檢討

" 入境處數據

" 離境旅客調查

" 大型活動

" 全球跟進調查

!跟進廣告的覆蓋和收看次數

!監察曝光率及宣傳效益

內部調控及監察



10

監管架構

! 由特區政府委任20位旅發局成員

! 成員委任4個委員會：

"市場推廣及業務發展委員會
"產品及活動委員會
"財務及編制委員會
"稽核委員會

! 為特別事項而成立的委員會
! 由旅遊事務署監管
! 外部稽核
! 內部稽核
! 受廉政公署審核

計劃階段

具備全面的計劃架構監管資源運用

!周年業務計劃及財政預算

!由有關委員會審核，再由旅發局成員核准

!提交予旅遊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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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行階段

監管、指引及跟進措施

! 監管推行工作

! 現行的財務政策及程序

! 季度進展報告

! 定期跟進

! 獨立帳戶處理額外撥款

監察 /稽核

! 內部稽核

! 稽核委員會審批周年核數計劃

! 定期審核採購項目及員工開支

! 稽核委員會檢討內部稽核報告

! 委員會/主席及各成員審批外部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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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2006年機不可失

! 旅遊市場競爭激烈─要保持香港優勢

! 利用「全球旅遊推廣計劃」平台乘勝追擊

! 政府投資營造複式效應，帶動各行各業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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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旅發局的經常性撥款 
 
過去六個財政年度，在特區政府的資源增值計劃下，香港旅遊發展局從特區政府獲得的

經常性撥款如下―  
 
2 0 0 0 / 0 1年度   $5億1 ,457萬元  
 
2 0 0 1 / 0 2年度   $5億332萬元  
 
2 0 0 2 / 0 3年度   $4億9 ,538萬元  
 
2 0 0 3 / 0 4年度   $4億8 ,331萬元  
 
2 0 0 4 / 0 5年度   $4億7 ,411萬元  
 
2 0 0 5 / 0 6年度   $4億6 ,62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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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旅遊發展局在 2005-06 及 2006-07 年度新增撥款的分項開支 
 
香港旅遊發展局在 2 0 0 5 - 0 6  及  2 0 0 6 - 0 7  年度獲新增撥款 4 億 7 , 0 0 0 萬元，以進行全球大

型推廣活動，活動及相關開支分列如下  –   
 
 總數(港元) 效益 

a)  2006 精采香港旅遊

年 

 

2 億 7 , 6 0 0 萬

b)  針對家庭及商務旅

客的推廣活動 

 

1 億 6 , 4 0 0 萬

c)  「優質旅遊服務」

計劃 

 

3 ,000 萬

總數 4 億 7 , 0 0 0 萬

各項全新推廣項目，將會帶來  
-  額外旅客人次：120 萬  
-  額外留港日數：200 萬  
-  額外旅客消費：104 億港元  
-  宣傳效益達 13 億 6 0 0 0 萬港元  

 
若以投資回報的角度計算：  
回報：104 億港元旅客消費  
投資：4 .7 億港元  
投資回報：1 0 4 / 4 . 7  = 2 2 . 1 *  
即每一元的投資，可以得到超過 20 元的回

報。比較其他海外旅遊推廣機構的公佈數字，

旅發局整體推廣成本效益的比例略高於鄰近目

的地的旅遊推廣機構。  
 
 
*此外，「 2006 精采香港旅遊年」將會為香港

營造全新形象，提升香港的吸引力，加強與全

球業界及傳媒的合作關係，鞏固香港在全球旅

遊市場的領導地位，這一系列邊際效益，將會

延續至 2007 年及以後。  
 

 

附表 I 至  I I I 分項細列以上各項計劃的開支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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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I  
2006 精采香港旅遊年  
 
 總數 (港元 )   
業界推廣  2 , 900 萬  在業界推廣方面，旅發局會向國際旅遊業界 (例如旅

行社和航空公司 )宣傳，並會邀請總共 5 ,000 位國際

旅遊業界來港考察，令他們認同 2006 年是到香港

旅遊的最佳時機，為香港包裝和推廣特色行程組

合。  
 
旅發局將會把握「精采香港旅遊年」這平台，開發

新興市場，亦會在主要市場的二線城市舉行業界推

廣活動，把「精采香港旅遊年」的訊息廣泛傳送給

全球業界；又會與本港旅遊業界合作，開發新的旅

遊路線及行程。  
 

消費者推廣  
 

1 億 8 , 4 0 0 萬  在消費者宣傳方面，旅發局會積極進行全球性的宣

傳，包括建立形象及品牌的主題廣告、巡迴展覽、

與相關業界合作 (例如零售業 )推行直郵推廣或促銷

廣告等。例如旅發局會在 16 個主要客源市場，透

過不同媒體，包括電視、電台、印刷廣告、互聯

網，推出全新的「精采香港旅遊年」廣告計劃。又

會與策略夥伴合辦推廣活動，利用他們的顧客基礎

及資訊發放渠道，例如借助旅遊雜誌的讀者資料網

絡，推出直郵推廣；邀請國際知名人士如成龍，參

與消費者推廣活動，從而加強推廣效應。  這方面的

推廣預計會觸及目標客群 4  400 萬人。  
 
旅發局亦會透過本地傳媒，加強市民對「精采香港

旅遊年」的認知，提升香港的好客文化。同時會在

各個入境口岸加強推廣和接待旅客，例如增添入境

口岸的佈置，在主要節日、盛事期間及旅遊旺季增

添人手，為旅客送上歡迎禮包。  
 

公關及宣傳  2 , 300 萬  在公關方面，旅發局會邀請全球超過 1  500 位國際

傳媒來港考察和採訪，以報章、雜誌或電視專題形

式，推介「2006 精采香港旅遊年」。  
 

其他  4 , 000 萬  在各項大型活動舉辦期間，例如，即將舉行的國際

獅子年會、香港購物節，旅發局亦會與零售、飲食

及旅遊相關的服務界別合作，推出更多特別優惠，

刺激旅客消費。  
 
旅發局會進行不同的跟進調查，檢討各項推廣活動

的成效。  
 

總數  2 億 7 , 6 0 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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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I I  
針對家庭及商務旅客的推廣活動  
 
 總數 (港元 )   
家庭旅客  活動及推廣：

5 ,500 萬  
海外推廣    ：
2 ,500 萬  
 

共 8 ,000 萬

 
註：  
活動及推廣的

開支包括舉辦

活動的製作費

用，在本地的

宣傳推廣及協

辦工作，與本

港相關的業界

合作在活動舉

行期間提供特

別優惠  
 
海外推廣的開

支包括與各地

市場的旅遊業

界和傳媒合作

進行推廣活

動，針對消費

者宣傳，刊登

廣告，及推出

公關活動等  
 

商務旅客  
 

活動及推廣：

5 ,700 萬  
 
海外推廣    ：
2 ,700 萬  
 

共 8 ,400 萬

大型活動能提升旅客的體驗，有助延長他們的留港

時間及增加消費。根據旅發局的調查顯示， 73%旅

客因為旅發局舉辦的大型活動，提升對香港的滿意

程度，而以 10 為滿分，旅發局的大型活動平均達

到 8 .3 分。而且，大型活動能夠令旅客在香港的旅

遊體驗更加豐富，直接影響旅客的旅遊意向。  
25%受訪旅客表示，會被大型活動吸引來港；  
66%受訪旅客表示，會再次來參與大型活動；  
94%受訪旅客表示，會向親友推介香港和旅發局的

大型活動。  
 
為刺激旅客數目及消費，特別是家庭及商務客群，

旅發局會推出一連串策略性推廣活動及計劃以進一

步提升旅客在港的旅遊體驗。但歷來旅發局的經常

性撥款只有極少部份用於舉辦大型活動，因此過去

兩年多項大型活動經費都依靠額外撥款。旅發局今

明兩年獲得額外撥款，將利用深受旅客歡迎的大型

活動所提供的平台及時機，推出針對家庭及商務旅

客的新產品和推廣，例如旅發局會利用在暑假舉行

的「香港購物節」作為推廣平台，特地為商務和家

庭客群設計及舉辦晚間娛樂節目、購物及餐飲推廣

及其他活動，以令他們的旅遊體驗更豐富、吸引他

們延長留港時間及消費。  
 
針對家庭旅客的喜好，旅發局會與業界合作，包裝

現有和嶄新景點，推出寓教育於娛樂的行程組合；

又會重新修訂旅遊指南《香港親子遊手冊》。  
 
 
至於商務旅客，旅發局會與業界合作開拓新的旅遊

產品，包括拓展一條全新的「離港前的觀光推介」

行程，又會提供更多合適的旅遊資料，例如修訂

《商務旅客樂優游   香港導覽手冊》，令商務旅客

更方便快捷地得到旅遊資料。  
 
為吸引更多屬於這兩個目標客群的旅客來港，旅發

局亦會加強有關這些活動在海外的宣傳及推出具吸

引力的優惠，針對這兩個目標客群，讓更多旅客群

廣泛知道這些活動及引發他們來港旅遊。  
 
這方面的推廣預計會觸及目標客群  3  500 萬人。  
 

總數  1 億 6 , 4 0 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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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I I I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目標  總數 (港元 )   
1 )  提升香港優質服

務的形象  
2 )  鼓勵旅客到認證

商戶消費  
3 )  加強旅客在港購

物 和 飲 食 的 信

心，推動他們增

加消費及再次來

港  
4 )  鼓勵更多業界參

與計劃  
5 )  擴大範疇至更多

相關業界  
 

 

市場推廣：

1 ,400 萬  
擴展計劃：

1 ,600 萬  

共 3 ,000 萬

2004 年調查顯示：  
54%消費者認識「優質旅遊服務」計劃  
74%認為這計劃令他們增加信心  
80%受訪者滿意「優質旅遊服務」計劃的商戶  
 
工作：  

-  加強在全球各市場的宣傳工作，特別是非粵

語和非英語市場 (如日本和韓國 )，提升市場

對「優質旅遊服務」計劃的認知；同時特別

針對內地市場推廣，在高增長的內地城市加

強宣傳效力  
-  加強入境口岸的宣傳工作，例如機場、羅湖

及落馬洲等，懸掛宣傳橫額，派發《優質商

戶指南》和「優質旅遊服務」計劃小冊子等

宣傳刊物。亦會在主要旅遊和購物區展示

「優質旅遊服務」標誌的橫額和街燈橫額，

鼓勵旅客到貼有這標誌的零售商舖和餐廳消

費，以及為認證商戶提供宣傳物品  
-  加派人手進行巡查工作、檢討現時處理投訴

的機制並進一步改善程序，更快捷及深入處

理投訴，從而為旅客提供更周詳的保障  
-  邀請更多零售及飲食商戶參與，令參與商舖

在未來兩年增加至 6 ,000 間，同時將計劃擴

展至其他與旅遊業相關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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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計算新增撥款的回報  
 
旅發局由籌劃推廣項目以至計算推廣項目的成效，均依循一套以「資訊為

本」的模式。  
 
這模式除參考資料庫內所有相關的資訊如客源市場經濟數據、旅遊業趨勢及

市場情報外，亦根據各項旅客調查，例如評估旅客對各項嶄新推廣項目的興

趣；有關項目能否影響旅客外遊時的決定，推動他們選擇來港旅遊；市場的

往績和趨勢等，從而釐定推廣策略的細則及所能達到的目標。相關的分析已

載於另附的簡報資料內。  
 
 

(e) 推廣計劃的指標和成效 
 
旅發局的推廣指標  
新增撥款除預期可以帶來額外旅客人次、額外留港日數和額外旅客消費，相

等於 20 倍的投資回報外，旅發局已經擬定工作里程及成效指標，以定期跟

進推廣活動的成效。  
 
2005  至  2007  年的工作里程   
 
 針對業界及消費者進行的主要推廣活動  
 

2005 年第 2 季  啟動「2006 精采香港旅遊年」業界推廣攻勢  
第 3 季  在各地市場啟動加強推廣「優質旅遊服務」計劃的

宣傳活動  
         第 3 / 4 季  啟動全球的公關宣傳及消費者推廣活動  
2006 年第 1 季  「香港獻禮」全球業界考察活動  
         第 2 / 3 季  「2006 精采香港旅遊年」全國性公關活動  

 

 建議舉辦的大型活動 

2005 年第 2 季  舉辦「香港購物節」 

第 4 季  舉辦「香港繽紛冬日節」 

2006 年第 1 季  舉行「新春國際匯演之夜」 

第 2 季  舉辦與文化節慶有關的大型活動 

 舉辦「香港購物節」 

第 3 季  中秋節宣傳推廣 

第 4 季  香港繽紛冬日節 

2007 年第 1 季  舉行「新春國際匯演之夜」 

 
 
 
 
成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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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過往，旅發局就不同類型的推廣工作設定相關的明確指標，並進行全面

的跟進調查評估各項推廣活動的成效，主要指標如下 ─  

 

大型活動 ： 活動期間的訪港旅客人次 

  參與活動的人數 

  旅客的滿意程度 

  旅客留港時間 

 

廣告：  播放次數/ 刊登次數 

  收看人次 

  覆蓋面 

 

公關： 參與傳媒考察團的人數 

  宣傳推廣效益 

 

業界： 參與業界考察團的人數 

  巡迴展覽數目 

 

特別推廣計劃的成效  
 
2003 年「沙士」事件影響旅遊業，旅發局在獲得額外撥款$3 .79 億元，推出

特別的「全球旅遊推廣計劃」，以吸引旅客重臨香港，刺激旅遊業迅速復

甦。「全球旅遊推廣計劃」的推廣活動成效非常顯著，有關的分析資料如

下：   
 

1 .  受「沙士」事件影響，2003 年 4 月至 7 月，訪港旅客較 2002 年同期顯

著減少約 234 萬人次，而酒店平均入住率亦下降至 18%。  

2 .  世界衞生組織在同年 6 月 23 日從疫區名單中剔除香港後，旅發局獲政

府額外撥款 3 .79 億港元，在短時間內籌備了及啟動「全球旅遊推廣計

劃」，並預期在 2004 年中，推動旅遊業績回復至「沙士」前的水平。  

3 .  有關的推廣計劃在 2 0 0 3 / 0 4 及 2 0 0 4 / 0 5 年間進行，並訂定多項針對海外

宣傳及旅客抵港後的推廣工作範疇。在海外宣傳方面，旅發局–  

 –  舉辦旅遊業界及消費者推廣活動以振興旅遊和刺激消費，針對主要

企業客戶和其他重要市場的旅遊展、網上市場推廣、巡迴展覽、計

劃 /宣傳活動等；  

 –  又為業界人士和傳媒安排考察和活動，重建他們對香港的信心和興

趣；及  

 –  旅發局在主要客源市場，包括內地及其他市場，展開全球廣告宣傳

活動，並與傳媒合作，以支援主要的市場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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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客抵港後的推廣方面，旅發局與零售及飲食業界合作，推出購物和

飲食優惠，派發迎賓禮包和迎賓卡，舉辦大型活動，以提升香港作為亞

洲最佳旅遊城市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4 .  此外，旅發局分階段進行跟進調查，檢討各項推廣活動的成效，監察各

項指標的進度，包括訪港旅客人次，旅客消費，旅客滿意程度和對香港

的印象等。有關資料有助在推廣期間，改進和提升整體的宣傳策略。以

下是有關計劃內的各個推廣項目的時序表及有關的成效。  

5.  「全球旅遊推廣計劃」主要分兩個階段進行。旅發局在第一階段先針對

海外旅遊業界及傳媒，以無法抗拒的優惠及採取「親身見證」策略，鼓

勵他們盡快來港，見證香港是安全的旅遊勝地。世界衛生組織從疫區名

單剔除香港後的一個月內，超過 430 位國際旅遊業界和傳媒應邀來港考

察。7 月初，旅發局分別組織大型香港旅遊業代表團前赴深圳和南韓，

與兩地市場的 200 位和 300 位當地業界夥伴會面。隨後，旅發局又組織

630 多位香港業界代表，參加在內地的北京和福建，澳洲和日本舉行的

巡迴展覽，並為東南亞、台灣、澳大利西亞，以及內地市場的業界舉行

業務洽談會。 

6.  旅發局在 7 月中推出為期兩個月的「香港歡迎您! 」活動，得到旅遊業

界前所未有的廣泛支持和配合。在這期間，全球主要市場共推出超過

100 項推廣活動。例如在台灣，4 家主要航空公司與 12 個旅遊批發商聯

手推出「買一送一」優惠，台灣從疫區名單中被剔除後一星期內吸引了

21,000 位旅客預訂行程訪港。 

7.  為提升旅客在港的旅遊體驗及刺激旅客消費，旅發局亦在 8 月推出為期

兩個月的「勁享勁賞大抽獎」，收集超過 100 萬張抽獎券，估計最少刺

激 3 億港元的消費。 

8.  8 月 17 日的「好客日」把整個「香港歡迎您! 」推廣活動推向高峰。在

這天，3,000 位貴賓蒞臨香港，出席盛大的歡迎晚宴，以及欣賞「全球

旅遊推廣計劃」首項大型活動「香江明珠激光匯演」的揭幕演出。上述

項目營造高達 1 億 1,370 萬的推廣效益。 

9 .  旅發局推出第一階段的「全球旅遊推廣計劃」後，訪港旅客人次迅速呈

現 V 型反彈，並在 2003 年 8 月回復 9 .6%的增長，達 164 萬人次，成為

當時的單月最高紀錄；8 月份酒店平均入住率亦回升至 88%。  

10 .  為承接這復甦動力，旅發局在同年 9 月中推出第二階段的「全球旅遊推

廣計劃」，啟動全新的「香港 – 樂在此，愛在此！」推廣平台，然後

陸續在 16 個市場推出。這綜合推廣平台，包括氣勢凌厲的啟動宣傳、報

章雜誌廣告、公關活動、巡迴展覽、參與消費者展銷會，以及透過互聯

網的網上遊戲擴大這計劃的滲透層面。「香港 – 樂在此，愛在此！」

廣告播放次數達超過 5,500 次，收看人次高達 26 億，覆蓋約 68%目標

客群。  

11 .  旅發局又舉辦多項大型活動，包括 2003 年 9 月的「中秋綵燈慶全

城」、10 月的「香港國際煙花音樂匯演」、以及 11 月的「香港繽紛冬

日節」，繼續推動旅遊業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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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在各項推廣工作下，2003 年 10 月和 12 月份的業績亦分別刷新 170 萬

及  179 萬人次的新紀錄。而 2003 年全年的訪港旅客亦達到 1 ,554 萬人

次，較 2002 年只輕微下降 6 .2%。相比亞洲其他受「沙士」影響的旅遊

目的地，均錄得雙位數字的跌幅。此外，酒店平均入住率亦回升至七

成。  

13.  內地旅客在 2003 年下半年顯著增加，也是旅遊業績迅速回升的主要原

因之一。有關當局由 2003 年 7 月底開始，分階段推行「個人遊」新措

施。為充分開拓「個人遊」計劃帶來的商機，旅發局第一時間與業界合

作在有關城市展開廣泛的市務及宣傳工作。除了加強向目標客群和消費

者直接推廣，第一時間吸納「個人遊」旅客，旅發局又以不同手法宣傳

香港旅遊及其他特色，並加強向內地旅客提供資訊，例如透過內地公安

辦事處派發《中國公民以個人身份赴港 – 出發前須知》，讓旅客在出

發前獲得更多關於來港旅遊時應注意的資料；透過流動電話短訊，向內

地居民傳達可以便捷地申請「個人遊」來港旅遊的訊息。 

14.  根據 2003 年的旅客分析調查，旅客對香港的整體評價、能否滿足他們

的旅遊期望，以及會否再度訪港的意欲均高於 2002 年的調查結果。 

15 .  踏入 2004 年，旅發局繼續其「全球旅遊推廣計劃」，進一步在全球推

廣香港。2004 年 1 月的 「新春國際匯演之夜」，配合內地的農曆新年

「黃金周」假期，吸引了 28 萬觀眾夾道欣賞。2004 年 4 月揭幕的「星

光大道」更是「全球旅遊推廣計劃」第二階段的壓軸項目，這些推廣工

作均有助推動 2004 年旅遊業績持續發展，而且增長動力非常強勁。  

16 .  旅遊業在 2004 年保持強勁增長動力，部分原因亦由於「個人遊」措施

進一步延伸至內地共 32 個城市。在 2 0 0 4 - 0 5 年，旅發局便利用 4 千萬

元額外撥款，特別在內地加強宣傳推廣，而「個人遊」城市便是主要目

標之一。  

17 .  除內地之外，大部分市場，包括長途及短途市場，均穩健增長。原先旅

發局預期三個長途市場要到 2004 年第三季才能回復到 2002 年的水平，

但全部早於 2004 年第一季末已經成功取得佳績。  

18 .  2004 年底，全年訪港旅客不單首次創下 2 ,000 萬人次的新里程，更刷新

2 ,181 萬的紀錄，較之前一年大幅增長 40 .4%。除內地之外，美國、加

拿大、澳洲、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以及較小的市場如新西

蘭、荷蘭及南非，均創出歷來最佳成績。  

 
香港旅遊發展局  
2005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