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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論壇會員論壇會員論壇會員論壇：：：：香港旅遊業的運作和規管架構檢討香港旅遊業的運作和規管架構檢討香港旅遊業的運作和規管架構檢討香港旅遊業的運作和規管架構檢討 
 

 

議會 2011 年 5 月 12 日於尖沙嘴舉行會員論壇，邀請不同界別的講者講述他們對

旅遊業的運作和規管架構的看法，並且聽取會員的意見。會員論壇共有 81名會員

代表及 17名理事出席，他們發表的意見如下： 

 

I.   講者意見講者意見講者意見講者意見 

 

1. 香港中文大學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院長、議會獨立理事李金漢教授 

 

� 衡量規管架構，考慮的因素包括對行業的理解、運作成本、形象是

否公正。 

 

� 以 2008 至 2010 年的每年平均數字而言，每 100 萬名內地入境團體

旅客有 22.6 個違規個案，每 100 萬名非內地入境團體旅客有 6.7 個

違規個案，而每 100萬名出境團體旅客有 6.7個違規個案。 

 

� 講品質控制，現在一般以六西格瑪(Six Sigma)為努力目標，就是在每

100萬次的工作中，務求不能有多於 3.4次差錯。用這標準衡量上述

三個市場，非內地入境團市場及出境團市場已經很接近標準，而內

地入境團市場則相距較遠。 

 

� 新的架構必須考慮如何能最有效解決內地入境團市場的問題。 

 

2.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先生(旅遊界功能界別) 

 

� 目前內地入境團的操作模式和過往的經營模式大為不同，加上大部

份政黨和傳媒都傾向於支持政府收回監管權，繼續由議會監管業界

似乎並非公眾接受的方案。 

 

� 業界的參與及意見應在改革後的規管架構中繼續保留。 

 

� 由於內地入境團的經營模式背後牽涉很多複雜的因素，如經營者的

價值觀及旅客的文化背景等，議會在有限的資源下規管內地入境團

難免吃力不討好。 

 

� 實行自律監管的首要條件，是業者在專業水平、操守等方面要達到

一定水平。目前業界良莠不齊，需要大量資源去監管。若把規管工

作交由政府去做，對旅遊業的發展可能更為有利。 

 

� 改革監管架構既然會使旅遊業的長遠發展得益，政府應撥款應付改

革後所需的開支。 

 

3. 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譚仲豪先生 

 

� 政府已公佈於 2013年成立獨立的保險業監管局，以取代現行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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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制度，旅遊業面對的處境與保險業甚為相似。 

 

� 保險業現在的規管模式與政府改革旅遊業諮詢文件所開列的方案二

相近。 

 

� 保險業界原則上支持成立獨立的保險業監管局，但要求參與董事

會，日後的監管模式需要保留自律監管的精髓，讓業界能積極參與，

從而使監管與發展並行。 

 

4. 明報副執行總編輯劉進圖先生 

 

� 內地入境團市場目前面對的是行業結構的問題，主要由強迫旅客購

物所引致。但其實只要不是強迫購物，旅客也沒有損失，定點購物

及購物回佣本身並沒有問題。 

 

� 中國有十三億人口，經營內地入境團的旅行社不需要吸引回頭客，

因此不用理會強迫旅客購物對商譽造成的影響。 

 

� 規管越來越嚴，內地傳媒廣泛報導內地旅客在香港被強迫購物的新

聞，加上旅客現在可以隨時隨地發佈旅行社和導遊違規的圖片或錄

像，旅行社繼續以目前的模式經營內地團的風險越來越高，也不利

持續發展。 

 

� 若能找到一個新的經營模式，讓旅行社及導遊合法地賺取購物回

佣，內地入境團的問題或許可以根治。 

 

� 成立獨立機構是大勢所趨，也得到差不多所有政黨和傳媒的支持，

業界應致力爭取積極參與日後很大機會成立的獨立機構。 

 

II. 會員意見會員意見會員意見會員意見 

 

1. 政府的檢討由內地入境團的不良經營手法而起，其他市場的運作雖然向

來沒有大問題，卻被牽連在內。 

 

2. 自律監管模式在外遊及中國以外入境團的市場一直行之有效，沒有理由

只因為一百多家經營內地入境團的旅行社而改變。議會應把內地入境團

的市場交由政府監管。 

 

3. 業界所面對的問題，大部份是因為內地旅行團旅客被強迫購物所致。要

簡單而又治標治本地解決問題，政府應與國家旅遊局商討，由源頭着手，

把定點購物從行程中剔除，而非貿然改革香港旅遊業的監管架構。 

 

4. 改革應以能減低旅客的投訴為其中一個重要考慮。 

 

5. 除非政府保證實施方案四後能杜絕所有因內地入境團而衍生的問題，否

則應給予議會自我完善的機會，讓它繼續自律監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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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界對議會的批評並不公道，議會為業界做了很多工作，卻沒有實權。 

 

7. 長遠來說，政府應成立專責旅遊的政策局，實行規管工作及制定旅遊業

的長遠發展政策。 

 

8. 由於考取導遊資格並不困難，有些導遊不大珍惜工作機會，抱着一旦被

議會處罰便轉行的心態。有鑒於此，政府需要設立導遊發牌制度，加強

對導遊的監管。 

 

9. 政府若進一步加強旅遊業界的監管，必定會窒礙業界的發展。 

 

10. 內地入境團的旅客在遊覽香港期間若有任何投訴，議會就會即時處理，

這樣無疑會鼓勵旅客投訴並把小事化大。若要真正解決問題，應從內地

組團社入手：若內地組團社要求接待社不可強迫購物，接待社就不得不

跟從。 

 

III. 其他意見其他意見其他意見其他意見 

 

1. 衡量四個方案的利弊，除了獨立性、公信力、代表性、成效、成本、時

間六方面外，其他因素如風險及成功機會也不容忽視。 

 

2. 政府若要檢討香港旅遊業的運作和監管架構，應以切合業界未來面對的

挑戰及具前瞻性為前提，而非單單為解決目前所面對的問題而進行改革。 

 

3. 與國家旅遊局合作，把定點購物從行程中剔除，這方向雖然正確，但難

以清楚界定何謂「定點購物」，實際執行上會有困難。 

 

4. 把內地入境團市場與其他市場分開監管的想法不切實際。假如真的要分

層而治，或可由一個體系監管旅行社，另由政府以發牌方式規管導遊。 

 

5. 雖然政府不可能保證由它來監管旅遊業會比議會更稱職，但這不等於政

府不用回應社會的訴求，容許目前的規管架構原地踏步。把責任歸咎於

經營內地入境團的旅行社，並不能化解政府和議會目前面對的壓力。 

 

6. 業界應正面看待將面臨的改革，爭取在重要議題上與政府不斷溝通。 

 

7. 政府或可透過設立不同的牌照去規管不同的旅遊業務市場。 

 

8. 業界應配合政府的改革，有效利用政府的資源，以促進旅遊業的長遠發

展為目標，並且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依歸。 

 

9. 政府一直都在背後推動議會的監管工作，但議會在現行的雙軌規管制度

下，卻得不到政府提供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