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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年學校增加了電子閱讀資源 – 超閱網，同時亦舉辦了電子閱讀足印計劃，當中包括「我的閱讀

分享」和「好書共讀推介」。今日將會由我 5A 班李洺灝為大家分享共讀推介作品： 

 

第一部份：閱讀評節重點 

此書的這章節講述了香港近年受到自由行的影響，香港人從歡迎他們來港遊玩，皆因他們使香港的經

濟得以改善，振興不同行業，至到香港不同本土派的團體冒起，甚至出現了不少的港獨思潮，尤其是

在青少年間的情況較明顯，例子有早前被徹回立法會議席的游蕙禎和梁仲恆等人的「香港民族黨」，其

目的是要捍衛本土香港人的應有權益不被內地人剝削。當中講述了書中的轉變及其原因，亦反映了不

少香港社會不同時間的情況。 



第二部份：個人見解 

在大約七至八年前，不少的內地遊客來港「自由行」。當時的香港人對比不太反感，甚至很歡迎他們，

因為他們在振興當時香港低迷的經濟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然而，時至今日，內地「遊客」不再

是「遊客」，變成的是蜂擁而至的水貨客。不少香港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們影響，從新移民來港居住

至水貨客滋擾民生，不少香港人都對此有微言，甚至憤怒。導致這樣的情況，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

政府在 2003 年 SARS 經濟復甦過後，仍然過分地倚賴對香港經濟影響甚大的旅遊業及零售業。沒錯，

旅遊業及零售業的確使香港經濟有著起死回生的作用，但是這樣過分的依賴會導致行業與行業間出現

壟斷的情況。零售業過分興旺，扼殺了市場多元性，在上水以前不少商舖有著不同的行業，如文具店、

單車維修店等，十分多元化。可是現在滿街藥房，為的不是賣藥醫病，而真正的目的是迎合內地水貨

客的需求和口味，賣的商品統統變成了奶粉、尿布和藥妝等商品，比起藥房應賣的東西還要多。可見

政府當初預期的成效逐漸變質，還帶來了不少反效果 —市場壟斷、社區經濟漸消失，中港矛盾亦不斷

升溫，這些全部在社交媒體上不斷傳播，在不同社區中不停發生。我認為要改善狀況，就應從其根本

做起，摒棄過分依賴的情況，尋找其他行業進行可持續發展，例如香港有著不下於人的豐富歷史和文

化資本。政府可就此發展，而非只是一味依賴零售和旅遊業。此外，對於「港獨」思潮方面，他們的

信念是要捍衛本土香港人的應有權益，政府就應認同此理念。事實上，許多外國國家亦會將其國民的

權益放首位，因此這也是合理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