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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港府終於和內地有關當局達成協議，將 03 年以來的推動自由行的一簽多行

政策改為一周一行。一時間，社會上兩大陣營均「反應熱烈」。民間反水貨團體、

泛民及深受自由行政策困擾的市民均一一叫好；建制派，親中央人士等則大力吹

捧為德政政績。 

一簽多行的實施，原先的確為香港自沙士後的疲弱經濟打下一支強心針，特別是

零售業界受惠最大。說句實話，沙士以後，香港本地人的消費意慾大減，當初一

簽多行形成大量自由行來港，真的使帶旺了旅遊及零售業。可是，在經過幾年利

用自由行振興經濟後，我們發現給予本港的惡果遠遠超過了所謂的經濟收益。從

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來說，內地同胞消費力遠超本地人，從普通的電子產品、金銀

首飾以致買樓、及日常藥用品、奶粉等，基本上凡能用錢買的都給買光，其中樓

價給抬高，日常用品，嬰兒用品更是有錢也買不到，另本港市民叫苦連天；此外，

由於內地自由行成為了最大顧客，很多商場、地鋪都轉變為藥房、化妝品店，甚

至鋪位租金上升只為逼走小商戶轉而開設針對服務自由行的店鋪，以沙田新城市

廣場為例，短短十年間整個商場已而目全非，整個三樓幾乎全是化妝品，本地居

民的需要完全被忽視，而更重要的點是，行業發展走向單一化，大量的本地商戶

因而結業，而水貨生意亦因而大行其道，既大大打擊了香港小市民的生計及出路，

亦影響了本地居民生活，甚至有所謂「靠走水貨發達」的論調，而眾多的負面影

響，再加上一部分的內地遊客不文明的行為，以及水貨客的猖獗影響民生，以致

加劇了所謂中港矛盾。 

以上的例子，相信不少人亦耳熟能詳，但在功利主義市場主導的迷思下，很多人

刻意忽略上述問題，部分保皇政客，為了一味討好政權，而置本地市民權益不顧，

一面以歪理力撐一簽多行，一面將只希望維護自身權益的小市民打成妖魔，大力

評擊他們阻礙經濟發展。於是，年輕一代又以更激烈的手法反對自由行及水貨，

而建制派及既得利益者又繼續指罵這些反對者，最終問題沒有解決之餘，又不斷

陷於一個惡性循環。 

其實，政府很早一兩年面對現實，認真審視自由行，與內地當局力爭改善自由行

政策少發歪論，則今天很多中港矛盾的問題早已得到抒緩，政府的威信或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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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建制派議員也可不用為政府護航而大發歪理，也少一點糗事讓恥笑。說句

實話，建制派最初置實際情況不理，只著眼所謂經濟效益而力撐自由行政策及放

縱水貨客行為，今天大肆宣揚政府成功爭取「優化」政策，變臉之快可謂再一次

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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