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香港爭取中央支
持，舉辦以高端消費產品
和進口內地市場為主題的
國家級商品交易會。

廠商會立法會代表──工業界（二） 吳永嘉

特區政府與業界可
以成立一個行業發展委
員會，爭取具影響力的
大型會議在港舉行。

展覽集團公司主席 王學譜

香港可考慮與澳門及
珠三角城市合作，爭取中
央支持，在三地舉辦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分會。

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常務副會長 黃達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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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增加香港會展業競爭力，作
為會展常客的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常務

副會長黃達勝向《大公報》表示，要讓會展
業保持活力和競爭力，必須要有新的展覽和

具規模的會議，香港可考慮與澳門及珠三角城
市合作，共同爭取中央支持，在三地舉辦進博
會分會，例如香港承辦5天，主力某一主題，澳
門及珠三角城市各承辦5天，但主題各不相同。
「或許這個建議有些妙想天開，但未試過怎知道是

否可行？而且大家可以集思廣益，我相信香港這麼
多有識之士，一定可以想到好方法推動行業更上一
層樓。」

黃達勝：進博展位供不應求
作為進博會展商之一，黃達勝表示，進博會

成果豐碩，前五屆已經達成的國際採購合約超
過3500億美元，今屆按年意向成交更創歷屆
新高，金額達784.1億美元，按年上升
6.7%。由此可見，展商及採購商都收穫滿

滿，但展位一直供不應求，很多公司都無法參與。
因此，若要擴大成果，可考慮在港澳及大灣區內地
城市，多辦幾日展覽，一方面讓更多企業可以參加
進博會，亦令三地展覽業受惠。

除了進博會之外，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國
際貿易服務交易會、中國華東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等
都非常成功。

黃達勝指出，以中國─東盟博覽會為例，兩地
的產品交易十分理想，若再加上香港的專業服務
業，增強產品設計、知識產權保障等，將可令它更
具吸引力。中國─東盟博覽會只得短短幾日，無法
完全展示兩地眾多產品和技術，若在香港辦一個分
展，對內地、東盟及香港而言，可帶來更多商機，
絕對是三贏局面。

善用跳板優勢宜定期辦東盟展
再者，東盟有十個成員國，黃達勝提出，可以

在香港每月為一個國家舉辦展覽，例如1月辦泰國
展，2月印尼展，3月越南展，如此類推。他指出，

特區政府鼓勵港商開拓當地市場，但每次考察團人
數始終有限，若辦一個國家展，可以請當地官員向
港商講解政策和機遇，令更多港商受惠。

他透露，許多東盟企業有意透過香港打入內地
市場，東盟國家展可以展示當地工商產業、農產
品、地產、旅遊、投資的機遇，料將有利雙邊貿
易。 「我很多東盟地區做生意的朋友都對香港有興
趣，東盟各國亦有很大發展潛力，舉例說，在港辦
一個泰國展，展示該國零售、食品、精品、農產
品，甚至地產、旅遊及醫療等，都會吸引很多人關
注。特區政府及貿發局可以與業界群策群力，推動
雙方增加合作。」

廠商會立法會代表——工業界（二）吳永嘉亦
有類似想法，冀特區政府應積極爭取中央支持，授
權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牽頭，在香港舉辦繼中國國際
進口博覽會和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之後，第三個
以高端消費產品和進口內地市場為主題的國家級商
品交易會，吸引全國各地的進口商前來採購，為香
港會展業和旅遊業注入更多活力。

會展業與旅遊業、房地
產一直被稱為世界三大無煙產

業，其中，會展業可以吸引高
消費的過夜商務旅客到訪，帶動

當地的旅遊、零售、餐飲、娛樂等
一連串經濟活動，為該城市及相關

行業創造更多訂單和就業機會，因此
近年各地爭相擴大會展業規模。對於香

港如何鞏固作為會展之都的地位，商會
人士建議，特區政府應爭取中央支持，在

香港舉辦更多國際級及國家級展覽，例如
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進博會）粵港澳

分會。同時加強與澳門及珠三角城市合作，以
吸引更多國際展商及旅客。

大公報記者 李信

多辦國際級博覽
會展業注新活力

港商：爭取聯辦進博 展商買家受惠

為支持香港會展業復
甦，以及強化香港作為國

際會展之都之地位，特區政府於今年7月推
出總額14億元的定期展覽獎勵計劃，期望
在該計劃的3年期內，向合資格定期展覽的
主辦單位所舉辦的逾200場展覽提供獎勵。截
至今年11月30日的5個月內，共收到32份已完
成活動的申請，當中31份已獲審批，金額合共
1.12億元，餘下的申請正待主辦單位補交文件，
沒有申請被拒。業界普遍歡迎政策，認為有助行
業穩定發展。

《香港車仔展》創辦人李鑒泉則認為，定期展
覽獎勵計劃受惠對象似乎只得大型展覽主辦商，對
中小型主辦商的支援略嫌不足，加上疫情間有大
量展覽業人士轉行，出現 「有展無人做」 ，且各
項成本增加逾兩成，不利行業全面復甦。他期
望，特區政府能夠對業界提供更多支援，例如
提供更大誘因，鼓勵會展業使用人工智能等
科技。

補貼場租吸主辦商回流
會展管理公司董事總經理梅李玉霞

則表示，合資格國際定期展覽的主辦
單位，可獲得相等於100%場地租金
的津貼，其他合資格定期展覽的主
辦單位可獲得相等於五成場地租金
津貼，這些措施可吸引過去數年
「轉戰」 其他地方舉辦的恆常展

覽回歸香港，亦可確保未來3年
許多展覽仍會在港舉辦，不用擔
心沒有生意，反為要擔心有沒有
足夠的場地。 「這些都是切實可
行的鼓勵措施，可吸引主辦機
構留港舉行恆常展覽，減輕主
辦機構的財政負擔。」

有關申請計劃的情況，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已獲批
的31份申請中，22份申請是國
際定期展覽，平均獎勵金額約
480萬元；其餘9份申請是其他定
期展覽，平均獎勵金額約60萬
元。目前獎勵計劃運作不足半
年，款項運用不足一成，特區政府
會密切留意獎勵計劃款項的運用情
況和業界需要，適時考慮是否有需要
調整獎勵計劃的細節。

按計劃要求，活動要在會展中心
或亞博館舉行；活動必須於今年7月1日
至2026年6月30日期間開始。同時，要求
活動每日超過50%或不少於1200平米的總
樓面面積（以較高者為準），是用於由多個
賣家向多個買家展示產品、物料及或服務，
並旨在於場內或場外就有關產品、物料或服務
進行交易；活動亦是定期舉行，通常每一年或兩
年一次。

定期展覽獎勵計劃
已批31份 涉億元

會展業挑戰 ❸

▲香港要鞏固作為會展之都的地位，必
須讓會展業保持活力和競爭力。

要令香港會展業
繼續壯大，各界要努

力爭取更多相關活動在港舉行。除了
展覽外，每年香港也舉辦許多不同會
議，業界人士認為，特區政府應與
會展業界成立行業發展委員會，列
出希望哪些會議在香港舉行，並
商討對策。商會人士則指出，每
年內地都舉行很多大型行業或
專業會議，特區政府可向中
央及地方政府積極爭取，在
港舉行更多有分量的會
議，像是今年在港舉行的
第五屆中投論壇，吸引
超過700名內地及國際

財金高層參加，若未來有更多這類活動，
有助促進香港會展及經濟發展。

對於如何爭取更多會議在港舉行，展
覽集團公司主席王學譜向《大公報》表
示，特區政府與業界可以成立一個行業發
展委員會，商討可以爭取哪些具影響力的
會議在港舉行，並列出目標及派員游說對
方支持。當然，各地勢必爭奪大型會議主
辦權，特區政府可給予優惠，如酒店折扣
等。另外，要委任一個了解香港及國際會
展業情況、且具領導能力的人出任主席，
有助帶領行業走向更光明之路。

尋找商業贊助分擔經費
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常務副會長

黃達勝認為，在爭取國際行業會議上，
特區政府或相關部門可加強與不同行業
商會或學會溝通，因為香港有些行業商
會的負責人，往往兼任國際行業商會的
要職，若委派這些人參與游說工作，將
更有利取得成果。現時各地都 「銀兩」
緊絀，若特區政府主動協助尋找贊助，
或要求馬會等機構分享部分經費，將更
易成事。他指出，來港參加國際會議的
人士，多屬高消費階層，不少花費會在
購物、飲食及娛樂上，對促進有關行業
幫助很大。

安排遊覽說好香港故事
「每次有大型會議在會展舉辦，中

環、上環、灣仔、銅鑼灣一帶的餐廳，通
常生意都比平日好得多，若開完兩日會
議，主辦方可安排半日或一日香港遊，將
令零售、物流、餐飲業進賬不少。再者，
很多外國人對香港產品有興趣，若帶他們
去參觀中式餅店、珠寶店、古董店，將令
他們對香港加分，是說好香港故事的上佳
做法。」 黃達勝認為，與其硬銷香港，不
如讓外國人親自來港體驗。

業內人士指出，貿易展有淡旺季之
分，但會議的主導權則在相關機構或組織
之手。香港應大力向中央及地方，甚至東
盟國家，爭取在港舉辦更多國家級或大型
會議。至於來港誘因，黃達勝建議，若在
展覽淡季辦會議，可獲津貼，或與航空公
司及酒店合作，提供折扣優惠，也可向與
會者派發消費折扣券，以增吸引力。

做大做強

業界盼設發展委員會 籌辦專業會議

業界叫好

廣東
主要會展場地

62萬平米廣交會展館

50萬平米深圳國際會展中心 （室內）

21萬平米廣東現代國際展覽中心

10.5萬平米深圳會展中心

內地大型展覽會（部分）

▲香港舉辦不少大型會議，例如第五屆中投
論壇吸引逾700名內地及國際財金高層參加。

第六屆進博會小資料
•展覽面積約36.7萬平米

•72個國家和國際組織，
128個國家和地區的3486

家企業參展，展示了442
項代表性首發新產品、新

技術、新服務

•進博會國家展70多個參
展者中， 「一帶一路」國

家佔64個

•參展的500強和產業龍頭
企業289家，為歷屆之最

•全球十五大整車品牌、十
大工業電氣企業、十大醫

療器材企業、三大礦業巨
頭、四大糧商、五大船運

公司參展

•按年意向成交創歷屆新
高，金額達784.1 億美

元，同比升6.7%

展覽會

舉辦地點

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
上海

中國進出口商品
交易會
廣州

中國─東盟
博覽會
南寧

中國國際貿易服務
交易會
北京

中國華東進出口商品
交易會
上海

各界對強化港會展業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