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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通社报道，根据统计，
去年台湾造访香港人次为 124万
人次，较 2023年成长近 54%，是香
港第2大客源市场；今年1至2月，
台湾访港人次亦达到25.8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 33%。香港旅游发
展局台湾办事处处长徐维妮表示，
台湾访港人次持续增加，显示香港
仍是台湾旅客的首选地之一。

台湾旅客为香港入境游市场
第二大客源，当中女性客占 59％、
家庭客占 35％。徐维妮介绍，今
年台湾赴港旅行人次目标 145万
人次，按年升8％。

为实现目标、争取台湾客，香
港旅发局锁定母亲节等孝亲之旅

商机，推出“孝亲 333”口诀，包括
“三大理由不可挡”、“三天两夜刚
刚好”，以及“三大亮点闪到爆”。
旅发局指出，台客赴港旅游享有距
离近、航班多、旅游体验多元等优
势，对长者而言，旅行最重要的就
是拍照打卡，星光大道、维港夜景
和太平山顶等经典景点，能令台民
众轻轻松松就拍出绝美港式大片。

旅客也可以安排父母享用半
岛酒店的英式下午茶、米其林三星
餐厅唐阁等。若想远离尘嚣，也推
荐带父母走访蒲台岛或大澳渔村
等，或者参加鹅颈桥打小人等特
色、深度游。

香港一直深受不少台湾客欢

迎。岛内曾有调查指出，美食是吸
引旅客前往香港的最大诱因，包括
港式点心、烧腊、甜品、米其林餐厅
等。逾半人喜欢文化之旅，香港故
宫文化博物馆、M+视觉文化博物
馆、大馆、西九艺术公园等，均是令
旅客向往的文化景点。此外，电影
景点、文青路线、购物、亲子游等也
是旅客偏好的香港旅游主题。

早前，有台湾女游客就在社交
平台发文力数香港多个优点，包括
香港的气温很舒服；交通棒、不塞
车；食物份量大，也都很好吃；街上
到处可见可爱的红色计程车，随便
拍照都能出大片等。

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
旅游局主办的亚洲文化合作论
坛+2025——部长座谈会 4 月 22
日在港举行。17位来自亚洲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部长或代表围
绕促进文化交流的政策和经验进
行深入研讨，鼓励传承自身文化，
促进亚洲文化和谐共生。

新华社报道，亚洲文化合作
论坛+2025以“连系、共创、参与：
搭建跨文化桥梁”为主题，旨在提
供平台让各参与国家和地区就如
何促进艺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培养业界人才、推动创新合作和
鼓励多元共融的社区参与等议题
分享愿景、政策及策略方向，为该

地区的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

政现场致辞表示，亚洲国家山水
相连，人文相通，先辈们共同创造
的辉煌文明成果，是我们开展文
化交流合作的宝贵财富和坚实基
础。要提升政府间合作机制化水
平，密切文化艺术机构协作，助力
文化企业互利共赢，支持企业把
握文化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的发展趋势，为各国人民提供
日益丰富的文化体验。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
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多元文化
汇聚于香港，吸引世界各地艺术
爱好者参与艺术品交易活动，使

香港成为世界三大艺术品交易中
心之一。此外，“十四五”规划明
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随着西九龙文化区
和启德体育园全面投入运营，香
港在文化领域的发展将更加丰富
多彩。

亚洲文化合作论坛由香港特
区政府于 2003年创办，旨在促进
与各界文化合作及交流，为亚洲
区内提供文化交流平台，提升香
港作为亚洲文化之都形象。本次
论坛为期 2天，除部长座谈会以
外，还举办“从连系到共创：建立
协作平台”专题会议等活动。

台湾去年访港人次124万同比增54%
成香港第2大客源市场

香港中通社报道，香港强积金
计划自 2012年推出俗称“半自由
行”的雇员自选安排以来，截至今
年 3月，“半自由行”转移个案的总
数已超过 100万宗，涉及金额超过
500亿元（港币，下同）。

“半自由行”让职场人士每年
可将供款账户内的雇员强制性供
款，从雇主参加的强积金计划，全
数转移至自选的强积金计划。香
港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 4月 21日
发表网志指，2020年至2024年的5
年间，平均每年有 48亿元的强积
金透过“半自由行”转移至雇员自

己选择的强积金计划，较 2015年
至2019年的38亿元增长27%。

刘麦嘉轩透露，强积金“全自
由行”咨询工作于3月28日展开以
来，陆续收到意见，包括期望顾及
现有雇员、今年 5月起取消“对冲”
安排或之后入职的雇员有更大自
主权，以及希望推行“全自由行”前
就具体方案内容多作解说等。

刘麦嘉轩指，数据显示，不少
雇员熟悉并善用“半自由行”，“全
自由行”正是在此基础上再进一
步，并善用积金易平台带来的契
机，让雇员在现职期间累积的强积

金中可自由调动的部分，由仅限于
雇员强制供款，扩展至全数包括雇
主强制供款。以雇员所有已归属
强积金权益计算，可自由调动的强
积金比例将由现时超过 70%提升
至接近100%。

她表示，现正咨询的“全自由
行”建议方案，亦令无论是在实施
取消“对冲”安排之前已入职，或之
后新入职或转工的雇员，可以每年
一次将现职雇主的强制供款，全数
转移至自选计划下新设的“雇主强
制供款专项帐户”或个人帐户中滚
存增值。

香港强积金“半自由行” 转移总数逾100万宗

香港举办论坛推动亚洲文化和谐共生

应对美国关税风波，台湾民
众党主席黄国昌 4月 22日提出，
在野党合作搭建平台，提出民间
版冲击影响评估，该平台由台湾
大学前校长管中闵出任召集人。

香港中通社报道，中国国民
党、台湾民众党 22日举行在野领
袖峰会，讨论台湾当前面对的经
济问题与民主危机。针对美国关
税带来的影响，黄国昌在会中提
出，应由在野党合作搭建平台，提
出民间版冲击影响评估。

黄国昌会后发文批评，面对
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百工百业
陷入恐慌，民进党当局却连冲击

影响评估都提不出来，官员也只
能想到“大撒币”。

黄国昌指，提议蓝白合作搭
建平台，邀请地方政府、学者专家
与产业劳工代表参与，共同研析
提出民间版冲击影响评估报告；
感谢管中闵答应担任召集人，也
感谢国民党对该提议的善意回
应。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当天也提
出，应将关税因应特别预算金额
从 880 亿元新台币提升到至少
2000亿元新台币，并提高护盘台
湾股市的“国安基金”规模。

台湾民众党倡搭建民间平台
评估美关税冲击

中新社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与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
4月 22日在台北会面，围绕“应对
关税冲击”“反抗司法不公”等议题
展开对话。

蓝白两党当天举行“在野领袖
峰会”，这是两党主席自2023年11
月协商合作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以来的首次公开会面。舆论认为，
此举也象征蓝白合作的新尝试。

二人表示，全球面对关税冲击
之际，民进党当局却忙着“内部找
敌人”、对付在野党；盼在野力量继
续合作，共同应对当局“独裁式”打
压。他们提出以两党现有智库为
基础建立平台，吸纳社会力量，评
估关税冲击对台湾各产业的影响。

朱立伦说，尤其要考量对农渔
业的影响，不能在经贸谈判中牺牲

农渔业利益，这是基层“不可承受
之重”。他呼吁蓝白阵营的 16个
县市首长共同讨论对策。黄国昌
还指，可请台湾大学前校长、经济
学者管中闵担任平台召集人。

二人着重谈及 2024年以来台
当局针对在野力量发起的多桩争
议司法案件。国民党日前提出将
于4月26日举行抗议活动，黄国昌
22日表示届时将代表台湾民众党
参加。他说，面对“独裁式”打压，
在野力量要向民进党当局的倒行
逆施发出怒吼。

至于蓝营内部近期有所讨论
的“倒阁”（台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
负责人提“不信任案”）动议，朱立
伦称“不排除可能”，但提到“倒阁”
的局限性；黄国昌则表示不支持

“倒阁”动议。

香港中通社报道，赖清德抛出
的“17项策略”对港澳人士也有影
响，多家台媒 4月 21日报道称，民
进党当局将调整港澳人士赴台居
留制度，规划增设所谓“长期居留”
选项，并提高安全审查门槛。

据台湾《中国时报》21日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20日表示，
根据赖清德日前在安全高层会议
上的要求，原籍大陆的人士若申请
来台定居，须根据台湾法律确认其
确实放弃大陆的户籍与护照；港澳
人士方面，则计划在既有的“居留”
与“定居”制度之外，新增“长期居
留”选项。港澳人士如果只是工作
往来需要，可通过申请“长期居留”
取得个人工作签注后自由进出台
湾。审查过程则会被拉长，增加观
察期，“以利政府进行人流管理与

安全评估”。
邱垂正声称，香港人口结构被

大陆刻意“洗人口”，对于港澳人士
未来申请来台居留、定居，要提高
各种安全门槛。报道称，其实早在
赖清德3月提出所谓“17条”时就提
到，“对港澳人士融入台湾社会，在
兼顾台湾社会发展及个人权益下，
须有更多国安考虑”。

隔日陆委会就声称，目前港澳
人士仅需居留一年即可申请在台
湾定居，但许多申请移居者并未实
际居住于台湾，因此当局将延长观
察时间，判断其真实留台意愿。

另据亲绿的《自由时报》21日
报道，为所谓的“防堵大陆借港澳
移民对台渗透”，民进党当局研议
港人居留满一年可申请定居的规
定，拟改为4年，新增的“长期居留”

项目则是为了给予香港白领高级
专业人才工作签注，让他们可以不
必入籍台湾。

有知情官员称，“制度还在研
拟中，主要是改善国安漏洞”，“现
在是居留第二年就可申请定居，没
有什么安全审查期，居留和定居之
间太短有弊病”。

该官员称，多了一个“长期居
留”，要取得台湾身份就多一道门
槛，比较能确保台湾安全。长期居
留期间，相关港人拥有工作签证，
保证他们“纯粹是来台工作赚钱
的”，不必参与台湾选举，也不用拿
台湾身份证。

该官员还表示，工作签注会以
高专人才和白领为主，不希望港人
过来和台湾蓝领抢工作，必须从事
台湾基本工资两倍以上的工作才

行，“所以并不会开放香港劳工来
台居留和工作”。

前几年，港人赴台居留和定居
的人数曾一度增加，但自2022年开
始明显减少。

《中国时报》21 日称，根据台
“移民署”的资料，自2022年起合法
居留在台湾的港人数量呈现明显
下降趋势，2024年取得居留权的港
人数量较 2020年减少超过一半，

“显示整体环境与制度变化对港人
来台意愿已有影响”。

港人赴台定居的途径包括求
学、投资等，其中投资是一个重要
渠道。

有港媒报道称，许多港人反映
申请遭刁难，审查时间拉长，已造
成越来越多的港人不愿继续留台，
选择返回香港。与此同时，非香港

出生、年纪大或低学历港人，也很
难获得台湾当局批准赴台定居。

有报道称，民进党当局不希望
港人赴台是为了享受台湾的福
利。2023年1月，台当局发布“港澳
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列出
多项港澳居民不得从事的活动，包
括参加游行等政治性质公众活动
以及接受媒体邀请发表意见等，遭
到强烈批评。

台湾学者何溢诚直言，2020年
蔡英文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把
港人弃如敝屣。港人移居台湾门
槛越来越高，几乎已经到了百般刁
难的地步。

有港媒评论称，如今民进党当
局把香港居民申请赴台定居也视
为一种“安全风险”，显然并不欢迎
港人赴台定居。

加强审查

民进党当局将调整
港澳人士赴台居留制度

蓝白盼合作 应对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