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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演唱會旅遊       創造 52億經濟效益  
爭建巨型場館    傳承演出業光輝  

 
(香港：2014年 4月 3日)   旅遊亞洲成世界趨勢， 區內城市如台灣、韓國及新加坡等
正不斷加強旅遊業發展，近年更積極開拓音樂旅遊，希望爭取更多高消費的優質旅客

。各地政府亦積極配合，培育人才及建設巨型室內表演場館，以吸納更多旅客。反觀

香港目前最大的演出場館最多只能容納 14,000人，明顯落後於人前，令香港旅遊業界
的發展越見艱巨。 
 
香港演唱會發展歷史長達 30 年，不僅影響整個華人社會的娛樂事業，更為香港的演
出業奠下穩固基礎，實有潛力發展演唱會旅遊。根據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

學院就香港演唱會旅遊發展可行性進行的評估，若推動演唱會旅遊而興建一個巨型場

館後，可為香港帶來額外 52 億元的經濟效益，同時創造 16,397 個等同全職的就業機
會。 
 
一直推動演出業發展並為業界發聲的演出業協會（香港）有限公司主席陳淑芬女士表

示：「香港演唱會發展 30 年，這城市具備發展演唱會旅遊的優勢，亦擁有龐大的市
場潛力。演唱會旅遊有助吸納更多旅客，刺激本地消費，增加就業機會，同時可分流

旅客。如果香港能擁有一個位於市中心能容納至少 35,000觀眾的巨型室內演出場館，
除能提升本土演唱會製作之規模，更可吸納國際級巨星及其他高質素演出項目，從而

增加旅遊亮點。」 
 
然而，周邊城市如台灣、首爾、新加坡未來一、兩年將陸續有可容納 4至 6萬觀眾的
巨型室內演出場館相繼落成，加上北京和東京現有的巨型場館，香港於這方面的發展

將嚴重落後於亞洲其他城市。 如此下去，香港的演唱會地位優勢將不保，拖低本港整
體競爭力。 
 
但陳淑芬認為，香港已有演唱會優勢，只需有目標地把演唱會發展為旅遊產品，便能

事半功倍，故促請香港特區政府支持演出業，盡快落實提升演出場地配套，以全面發

展演唱會旅遊，為整個香港經濟作出貢獻。 
 
興建 35,000人巨型場館   捉緊演唱會旅遊機遇 
 
據業界統計，2013年演唱會門票的收益已達港幣 8億元。然而，由於香港缺乏巨型場
館，雖有優質的製作人才，多年來卻難以吸引國際巨星前來舉辦演唱會，演出業發展

停滯不前。因此，演出業協會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評估香港發展

演唱會旅遊的經濟效益，結果顯示，以興建一個擁有 35,000座位的巨型表演場館作為
目標，每年香港演唱會門票的直接收益可額外增加港幣 14 億元，加上帶動周邊的旅
遊消費（如酒店住宿、餐飲零售等），為香港帶來的整體經濟效益將額外增加 52 億
元，同時為本地創造 16,397 個相等於全職的就業機會。當中超過 3 成（31.03%）的
經濟效益來自演唱會旅客。  



香港榮膺亞洲最愛「演唱會城市」  發展演唱會旅遊極具潛力 
 
另外，協會月前亦訪問了 250 名訪港旅客，近九成（89%）旅客選擇香港為最喜歡的
演唱會城市，近八成（78%）有興趣來香港觀看國際巨星演唱會，接近兩成（18%）
願意付出港幣 1,000 元以上購買在香港舉行的演唱會門票，足見香港發展演唱會旅遊
極具潛力。 
 
民調顯示演唱會帶動旅遊經濟及促進年青人就業機會 
 
演出業協會同時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民調，發現近六成半（64%）同意演
唱會可帶動香港的旅遊業和刺激本地消費，並有超過八成半認為年齡介乎 20-39 歲的
人士會因為演出業發展良好而最受惠。  
  
業界齊心促請政府推動演唱會旅遊  
  
演出業界調查指出，超過九成（93%）業界人士同意香港應該推動演唱會旅遊，而面
臨最大的挑戰是政府支援不足及場地配套不足。 
 
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成龍先生表示：「我們正面對演藝人才外流和演出機會限制的困

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欠缺一個可以容納更多觀眾，與時並進的演出場地。一個有條

件的場地，不僅可以給香港歌手有更多演出機會，支持更大型的製作，更加可以邀請

其他國際級巨星來港演出，擴大業界的發展。加上配合旅遊業爭取優質遊客的方針，

我們很有信心全新的演唱會旅遊概念，可令演藝界及旅遊界一齊受惠。而最後得益的

，將會是整個香港。」 
 
此外，多位業界代表包括：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行政總裁楊子衡先生、國際唱片

業協會香港會總裁馮添枝先生及香港音像聯盟行政總裁鄭文超先生均出席發布會以示

支持。 
 
關於演出業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演出業協會（香港）有限公司於 2009 年成立，為非牟利組織，一直致力以促進本地娛樂及表
演行業健康發展及為會員提供支援和保障會員利益為己任。協會積極為業界與政府、有關機構

及各界作溝通橋樑，提出有關業界事務的正面建議。 
 
創會會員包括東亞娛樂、英皇娛樂、藝能娛樂、天星娛樂、金牌大風、LIVE NATION 及耀榮
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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