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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7 年的 236 万人次至 2016 年的 4277 万
人次，香港回归20年来，内地居民赴港人数大幅增
至原来的18倍，成为香港旅游市场迅猛增长的主
要动力。同时，港人来内地看看的兴趣也越来越
浓，从 1997 年的 3977 万人次奔赴内地，到 2016 年
的 8016 万人次来内地走走。经过 20 年的发展，香
港和内地已经互相成长为最大旅游市场。

你来我往络绎不绝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还记得他第一次近
距离靠近香港时的场景。1998年，香港刚回归祖
国怀抱，戴斌赴深圳出差，特地去中英街走了
走，望了望对面的世界。彼时内地人去香港并非
易事，赴港签注所需材料多，手续繁杂，办理周
期长，“语言不通，沟通费力，香港依然遥远”。

2003年赴港“自由行”开通，香港与内地的
旅游交流逐渐步入蜜月期，内地访港游客数量不
断增多，占比也越来越高，成为访港的中坚力
量。迪士尼、海洋公园、兰桂坊、星光大道……
这些都成了内地游客必去“签到”的景点。“香
港的普通话越来越普及，她以一种包容、自由、
多元化的城市面貌迎接着八方来客。”戴斌说。

数据显示，香港常年处于内地出境游目的地
排名的第一位，很多内地消费者走向世界的第一
站便是香港，对于他们来说，香港是“走向世界

的开始”。
而对港人来说，内地则是“神秘的远方故

土”。回归后，港人对探索内地充满好奇，赴内
地旅游总人次连续数年居内地入境游客之首。

回归伊始，最受港人喜欢的是“锦绣中华”
等“一站式”“快餐式”的微缩景观。而后，他
们又爱上北京等“另具风情”的古韵城市，走街
串巷访胡同，四合院里品碗茶。近年，随着香港
和内地往来的频繁深入，港人逐渐走向西部、中
部的二三线城市，领略西藏、青海等地的大美。

旅游助推经济发展

来到素有“购物天堂”美誉的香港，内地游

客 总 忍 不 住 要
“ 买 买 买 ”， 但
“买什么”还真有
讲究。

回 归 之 初 ，
香港商场里时髦
的成衣、种类繁
多的手表、功能
齐 全 的 小 电 器 、
样式精美的黄金
饰品等都是内地
游 客 的 “ 心 头
好”，来港的内地
游客回程时人手
都要带几件。近
年，日用品、化
妆 品 、 名 牌 包
包、药品、进口
奶粉和有香港特
色的产品成了新
热门，是赴港的

“必淘货”。
“买买买”大大推动了香港零售业的发展与

兴旺。20年来，香港旅游业大发展，旅游收入从
1997年的96.35亿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361.5亿美
元，这其中内地功不可没。

香港游客来到内地也爱“买买买”。2016
年，香港游客在内地消费总额达 305亿美元，占
内地入境市场的 25.4%。内地电商兴起后，港人
也加入网购大军，最爱买的就是各地特色小吃。

香港对内地旅游业更重要的推力，便是香港
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旅游管理。这些不断为内地提
供经验和指导。内地第一家合资酒店建国饭店、
广东第一家合资酒店白天鹅酒店，均是港资而不
是外国资本。如今，在旅行社、酒店、景区、餐
饮、交通、购物和娱乐等行业，香港仍为内地同
行带来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人才。

从购物游转向深度游

“反水客”事件发生后，内地游客赴港购物
的热情逐渐减退，如今，两边旅游市场都已步入
理性成熟阶段。内地游客赴港旅游的方式正变得
越来越自由，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模糊化。现在
不少人去香港旅游，都是“先去了再说”，到了
香港再看要玩些什么逛些什么，或者什么都不
干，就是去吃吃喝喝，享受几天休闲的时光。

深度游成为越来越多内地游客的“新宠”。
“在许多人看来，香港这座摩登都市中到处都是
钢筋水泥，但其实这座城市的 70%是由绿地覆
盖。生态香港系列就是把香港的世界级地质公
园、秀丽的滨海景观带到人们眼前。”一名香港
导游这样向内地游客介绍香港的小众景点。远离
市区的岛屿、鲜为人知的行山径，或是沿着香港
影视的足迹，寻找电影中和歌曲里的香港……这
也符合了当前人们喜欢“探奇”“探险”的心
态，去别人不常去甚至未曾有人去过的地方。

与此同时，港人赴内地旅游也日益理性，回
归了旅游的本意。

香港内地互为最大旅游市场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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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20年
台当局又在改课纲了。近日，台湾相

关部门公布十二年“国教”社会领域课纲
草案，其中高中历史的中国史部分被大
改：由一册半简化为一册，且不再以传统
朝代史铺陈的方式，而被改成以东亚脉络
叙述。这在岛内引发激烈争议。台湾 《联
合报》 的社论指出，这份新课纲引发民众
对蔡英文“文化台独”的质疑，也对台湾
社会和两岸关系投下更多阴影。文章编发
如下：

陈水扁时代的历史课纲，已将“台湾
史”与“中国史”并立，蔡当局更采取

“去中国化”的剪裁方式，不再清楚划分台
湾史、中国史和世界史，而改为台湾史、
东亚史、世界史的分域架构。究其实，旨
在突出台湾的主体建构，而模糊中国的历
史脉络，切断台湾与中国的连结。

新课纲强调以学生为学习主体，凸显
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话说得好听，但如
果为媚俗、乃至媚“独”而扭曲历史，或
为意识形态而剪裁历史，只会让历史变成
政治的工具，误导下一代的学习。拆解中
国历史脉络，名为学生主体，实为框限学
生思考。难道能为了建构以台湾为主体的
史观，而拼拗出“没有中国”的台湾史和

“不能没有台湾”的世界史？难道能为了模
糊台湾与大陆的连结，而裁剪出“没有台
湾”只塞在东亚史一角的中国史？

通过教育形塑的历史意识，是凝聚国
家认同的重要工具。蔡英文洋洋得意的

“天然独”，其实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同样的，各方对“文化台独”的质疑，恐
怕也不是无的放矢。蔡当局上台之初，许
多人即认为“教育部长”和“文化部长”
的任命，可能隐藏着“文化台独”的意
图，从“教育部长”一上任就废掉马英九
当局的课纲微调，到如今修出这样的历史
课纲，正证实了外界的疑虑。

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全面崩落，内外
交困的蔡当局，或许想用“去中国化”的
课纲向“独”派邀功。问题是，一部“去中国化”的课纲，或
许可以温水煮青蛙打造更多“天然独”，却绝不可能为台湾打造
和平与繁荣。对“一个中国”的柔性背叛，对中国历史的蛮横
切割，对中华文化的弃舍决绝，都只会撕裂社会，把两岸关系
推向坠崖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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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日本新干线更厉害

“我觉得我们的高铁要比日本
（新干线） 更加厉害。”在内地著名的
高铁列车生产基地中车长客股份公
司，澳门大学学生黄颖聪如此表达着
内心感受。

黄颖聪参加的是由澳门中联办组
织的澳门大学青年大学生吉林交流访
问团，研习抗战历史、参观高铁列车
生产基地、与内地同学交流思想……
青年学生们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对于黄颖聪来说，每一站都有收
获，但他最想谈的还是高铁。

在中车长客高速动车制造基地车
间的参观过程，让黄颖聪和他的同学
们感到震撼。一排排整齐的高速动车
组以及工人们精细化的作业让访问团
成员眼界大开。

对于中国高铁，黄颖聪评价：
“真的很棒！我去广东、广西都是坐
和谐号 ，速度很快，也很安静，比
我去年在日本坐的新干线更厉害。”

“我妈也是中国高铁‘铁粉’”

澳门大学学生麦晓盈和黄颖聪有
着同样的感觉。“我们参观的高铁制
造工厂规模真的很大。”她说，平时
到珠海等地会乘坐“和谐号”，这次
参观工厂更是收获满满。

就在不久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
动车组“复兴号”在京沪线完成双向
首发。一时间，试验速度达 400km/h
及以上的“复兴号”获得各界关注。

麦晓盈却认为中国高铁的这种突
破“一点都不让人惊讶”。“中国的高铁
技术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我们平时

也会看到很多报道中国高铁的新闻。”
水平在不断提升的中国高铁也为

自己“圈来”众多忠实粉丝。麦晓盈
透露，她的妈妈就是中国高铁的“铁
粉”。“哥哥在北京的毕业典礼，妈妈
都选择搭乘高铁去参加，她感觉 （乘
高铁） 很舒适、很平稳。”

多走走能更深入了解国家

澳门大学校长室行政主任冯峥
说，对于这些全部来自澳门本地的青
年学生来说，到内地访问是很难得的
机会。“我们的国家非常大，（澳门）
本地学生去访问一些城市的同时，也
是在深入了解国家。”

“我想这次访问只是一个开始，往
后一定要创造更多机会让学生们多来
内地走一走，多交流。”澳门大学书院
院长叶铭泉说。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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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赴江西广昌体验“红色之旅”。
曾恒贵摄 （人民图片）

▲香港铜锣湾街头。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果洲群岛景区。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20132013年的台湾历史课本年的台湾历史课本

▲台湾民众抗议蔡英文当局修改课纲

澳门青年学生澳门青年学生
变身高铁粉丝变身高铁粉丝

李彦国

由台湾“公务人员协会”号召的反年金
改革抗议，近日再度在“立法院”周边登场，
虽然当天整个下午都大雨不停，但浇不熄退
休军公教（军人、公务员、教师）人员的怒火。
其中，一辆名为“全民拔菜总部”的宣传车
上，更架有“中华猎鹰一号”飞弹，非常吸睛，
让许多抗议民众纷纷合照留念。这里的“菜”

“鹰”都指蔡英文，不言而喻。
按照民进党当局的新规，军公教人员

的退休金将被砍掉近一半。“我们为台湾服
务了一辈子，民进党当局却拿我们开刀，
蛮不讲理，以改革为名砍掉我们应得的福
利。”“执政无能，专搞对立！”“假改革，
真斗争！”抗议现场，上万名台湾民众高呼
口号，要求台当局领导人下台。

以往很多香港人小时候都有这样
一个志愿，就是希望自己长大后能从
事医生、律师、教师、警察等社会地
位又高、赚钱又多的职业。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想法却大不
相同，医生、律师这样的传统大热职
业已经统统过时啦！那么，香港小朋
友心目中最好的职业是什么呢？

调查发现，最多香港小朋友希望
成为明星。

据香港媒体日前报道，一项本地
儿童志愿调查结果显示，明星、运动
员及游戏设计师成为排行榜前三甲。

香 港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会 做 了 一 项
“儿童志愿调查”，访问超过 1100 位学
童，年龄主要介乎 10岁至 12岁。结果
显示，儿童志愿排行榜的前三甲分别
为明星 （10.7%）、运动员 （7.8%） 及游

戏设计师 （7.5%），而传统职业如教
师、医生及律师，则分别排第4、第5及第
9位。另外，不少受访者在填写志愿时写
上网络红人、游戏实况主播等较为“另
类”的选择。

而选择成为游戏设计师的男生中，
有逾45%的人表示互联网是影响其选择
的主要因素；希望成为明星的女生中，
有30%女童认为最受电影电视的影响。

即将开通的宝兰高铁即将开通的宝兰高铁。。唐振江唐振江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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