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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发挥香港在共建人文湾区和休闲湾区中的独特优势 
 

本报记者  陈璐 
 

    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领域合作，文化和旅

游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于 2020年 12月联合公布《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简称《规划》）。《规划》实施以来，粤港澳三地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围绕《规划》11 个专栏 36 类项目共同推动落实，使《规划》得到广泛宣传与有

效落地，重点任务得到较好推进，三地间的文化和旅游合作愈发紧密。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之际，共建人文湾区和休闲湾区中的香港力量尤其引发关注。 

    推动文化繁荣 促进湾区文化交流 

    以《规划》为指引，香港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经验的共享互鉴，推动文物保护管理

工作；联合粤澳两地，通过展览、演艺剧目、影视剧等形式，展示和传播大湾区文化遗产。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由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确定的香港法定古迹为 1586项。2021年，粤港澳共

有 23个项目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其中香港占 2项。2021年

6月，文化和旅游部与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共同主办 2021年“根与魂——宁夏非物质文化遗

产线上展演活动”，增进了香港民众对宁夏非遗的认识。2021年 11月，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共同主办，广东省博物馆、香港艺术馆、澳门博

物馆联合承办的“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绸外销”展览，亦成为粤港澳文化合作

机制建立后三地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成果。 

    在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方面，香港的文化艺术创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得到更多政策助力。

国家艺术基金自 2021年起全面对港澳开放一般性项目申报，香港 9个项目获得 2022年度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将有助于香港打造文化艺术高峰，培育引领良好文化生态。香港特区政府则于 2021

年 5 月向“创意智优计划”再度注资 10 亿元，持续推动创意产业发展；成立跨部门艺术专责小

组，协助业界推行与艺术科技有关的计划。 

    在积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方面，香港举办了多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活动，着力培育

特色鲜明的文化交流品牌；同时增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文交流，强化粤港澳大湾区中外文

化交流合作协同机制，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香港故事。《2021 年香港施政报告》中

制定“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策略，从建立世界级的文化设施和多元文化空间、致力与海

外著名文化机构建立紧密关系、持续推动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善用科技和培养人才等方面有

序推进相关建设。2021 年 7 月，“融通中外·文明互鉴”——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高

峰论坛在香港举行，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就中心建设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2021年，香港国际影视

展、香港书展以及设计营商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举办，持续巩固香港作为亚洲文化及创意之

都的地位。 

    构筑休闲湾区 打造旅游品牌 

    在优化旅游市场供给方面，香港从开发特色旅游项目、丰富特色文旅产品、创新滨海旅游业

态、推进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等层面深化区域合作，打造了一批文旅品牌项目。与此同时，智

慧文旅新模式不断涌现。香港于 2021 年 7 月底重启供香港居民参与、不停靠香港以外港口的邮

轮“公海游”；香港特区政府旅游事务署在中环、深水埗、尖沙咀等 28个地点推出“城市景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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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将香港历史全景图像和现场真实全景结合，市民和游客可通过智能手机获得视觉与听觉的

双重享受。 

    在创新旅游推广体系方面，香港同粤澳协同推广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

通过“互联网+”展开线上线下营销活动，搭建全球旅游推介平台。粤港澳互相支持举办第九届

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2021年香港国际旅游展等展会，

并设立粤港澳大湾区联合展台和展区，打造大湾区统一旅游品牌形象。香港旅游发展局在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期间特设数码互动装置，推广香港和大湾区城市“一程多站”旅游。 

    在完善旅游市场发展环境方面，香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旅游市场联合监管协作

机制，提升湾区旅游产品和服务竞争力。香港特区政府旅游事务署、香港旅游业议会在大湾区逐

步推动“优质诚信旅行社红名单”的工作，共同优化大湾区旅游市场秩序。 

    开拓新空间 提升湾区旅游吸引力 

    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将指导粤港澳三地政府继续推动《规划》的全面落实和有效落地，并

通过更多政策、方案和活动，为《规划》的推进开拓新空间、提供新动能，助力香港发展中外文

化艺术交流中心。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将进一步完善统筹联动机制，提升发展协同性；创新文化和旅游产业

治理机制，加速资源要素流动；进一步规范港澳青少年内地游学体系；发挥自贸区平台优势增强

湾区文旅产业发展动能；妥善应对疫情不利影响提升抗风险能力，推动后疫情时期的大湾区世界

旅游目的地形象重振。另外，着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引导其与深圳、

澳门共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加快文旅融合发展。 

    据香港特区政府文化方面负责人介绍，香港特区政府将继续善用粤港澳文化合作框架，实现

香港新的文化定位。硬件方面，多项世界级文化艺术设施将在香港陆续启用：西九文化区 M+博

物馆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已分别于去年和今年开幕；东九文化中心有望于 2023 年起分阶段启

用，届时将成为培育艺术科技发展的基地；预计 2024 年落成的西九文化区演艺综合剧场，将提

供顶级的舞蹈和戏剧表演场地。软件方面，今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系列活动持续开展，

香港将继续与内地及海外文博机构、艺术机构合作举办展览、演出等项目，同时积极筹备今年在

港举行的多场国际性会议和论坛，其中包括拟于 12 月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届博物馆高峰论坛、拟

于 12 月中举行的第十二届亚洲文化合作论坛等。特区政府亦将通过不同的基金或计划，致力多

领域的文化艺术人才培育和交流。 

    香港一直是受内地和国际旅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特区政府两年多来

始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不停步。据介绍，香港旅游相关部门将继续多方优化本地旅游资源，

强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为《规划》中“共建世界级休闲湾区”的目标作出贡献。 

    香港特区政府旅游事务署计划继续提升行山径设施和服务，开发更加多元化的绿色旅游产

品；开展第二阶段的“盐田梓艺术节”；在 2022 年至 2024 年推出新阶段创意旅游项目等，不断

提升地区旅游资源和吸引力。 

    香港旅游发展局将在旅游推广、人员培训等方面积极投放资源和资金，重振旅游业和推行《规

划》相关工作。除将继续推进“香港·大城小区——西九龙”推广计划、重点举办“赏你住”“赏

你游”等推广活动外，还计划通过推广以大湾区为主题的活动等，塑造面向国际市场的大湾区旅

游品牌。旅发局亦成功争取多个会展活动于 2022年及未来数年在香港举行，并计划参与 2022年

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第十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等活动。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新成立了法定监管机构旅游业监管局（旅监局），将于今年 9 月起实施

香港旅游业新规管制度，以提升旅游业的专业水平，加强大湾区旅游市场的监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