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誕前增旅遊熱點 市民：有助鼓勵留港消費
特區政府旅遊熱點項目之一的

「維園市集」 ，預計於聖誕節前，
在銅鑼灣維園噴水池廣場和南亭廣

場舉辦，大公報記者昨日現場觀察，廣場位置距
離銅鑼灣站較近，且位於銅鑼灣方向進入維園的
必經之處，人流量料較大；噴水池附近有樹木遮
陰，以及供休息的長椅等，整體環境較為舒適。

「如果攤位上有Chiikawa、Labubu等等這
些公仔或者盲盒，就一定會吸引我來！」 市民
Amy向記者表示，十分期待這類市集活動，讓
市民聚集一起開心熱鬧，也鼓勵大家留港消費。
她說，除了美食或者節日等主題，最期待能在攤
位上購買當下正流行的盲盒產品，或有一些互動遊

戲， 「若真的有盲盒，我可能會花費一千多元購
買！」

旅客：最好有歌手現場表演
由廣西來港旅遊的肖女士亦認為，對年輕群

體而言，一些遊戲聯名、動漫主題的周邊，或公
仔等產品，一定是最有吸引力的， 「內地也有不
少類似的小吃或咖啡市集，產品多數不會定價太
高，但又有特色。香港的市集一定要多元化，相
信變成一個網紅打卡點後，一定會吸引不少遊客
來玩。」

市民許小姐則認為，若市集只售賣小食或公
仔，吸引力和競爭力均可能不足，她希望見到一

些有特色的手工藝品或產品，例如特色首飾、香
薰蠟燭、寵物零食等，才會更加吸引自己購買，
同時亦是鼓勵小型經營者生意， 「如果有心意
的物品，我可能會花費幾百元甚至四位數購
買。」

來自廣州的旅客林小姐和黃小姐表示，維園
的位置很方便，對旅客來說，可以在銅鑼灣購物
和打卡後，一路走過去。她們認為市集現場氛圍
最重要，希望攤位上除了有手打檸檬茶、港式奶
茶、燒烤等小食，最好還能結合音樂，有歌手現
場表演或駐場，這樣就可以邊逛邊吃邊看表演，
享受現場氛圍。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特區政府致力打
造 「無處不旅遊」 ，

旅遊熱點工作組落實九個熱點項目之一的 「維園市集」 ，將
於今年12月聖誕節前開鑼，每逢周末及公眾假期的 「朝十晚

九」 舉行，設有30個攤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於7月23日舉辦簡介會，
並盡快展開招募。

康文署昨日披露更多細節，市集除了早前預告售賣
手工藝品，還容許發售賣輕食飲品，初步以自負盈虧方
式營運。有販商業界人士表示有興趣，但關注限制在晚
上9時結束，期望可以增加營業日數及延長營業時間。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

由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帶領的旅遊
熱點工作組，今年5月公布九個熱點項
目，包括舉辦 「維園市集」 ，該市集將
於今年12月中，至2026年11月舉行，
設立約30個攤位，舉辦配合不同主題的
精彩活動，以提升生活趣味、豐富旅客
體驗，打造富人氣、品味與吸引力的旅
遊熱點。

康文署昨日表示，正在尋找 「維園
市集」 合作夥伴，誠邀有意參與的註冊
公司、機構、以服務青少年為對象或具
有營運市集經驗的非政府組織，出席在
7月23日的簡介會，屆時將詳細介紹有
關安排，以及提交活動計劃書的要求。

設不同主題 保持新鮮感
根據位置平面圖， 「維園市集」 臨

近銅鑼灣方向的出入口，噴水池廣場設
有15個攤位，另在南亭廣場臨近硬地足
球場位置，在樹下一字排開設有15個攤
位。

康文署回覆《大公報》查詢時透
露，建議全年舉辦不少於四個主題，可
因應合作夥伴的建議及節慶安排靈活調
節，期望透過不時更新主題和活動內
容，持續吸引本地居民及旅客到訪及重
遊。

攤位可提供現場表演和示範，也可
以售賣輕食飲品，檔主以自負盈虧方式
營運，至於會否收取租金，攤位是以帳
篷、排檔、抑或手推車形式，康文署現
階段持開放態度，歡迎有意經營的合作
夥伴在活動計劃書提出。

「維園市集」 只限於星期六、日及
公眾假期開檔，而且營業時間指定上午
10時至不超過晚上9時，暫時未確定是
否需要像旺角女人街般，需要 「朝行晚
拆 」 （即上午搭架擺檔，晚間拆
除」 ）。

康文署本月23日辦簡介會
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常務副主

席譚潤華表示，有檔戶對 「維園市集」
感到興趣，舉例在寶靈街有排檔售賣特
色油畫，也有商販賣手工藝品，但市集
晚上9時必須 「收檔」 ，認為時間太
早，未能營造夜市氛圍。

油麻地廟街販商商會主席陳錦榮表
示，將會在7月23日出席簡介會，期望
可以增加售賣輕食和飲品的攤檔比率，
結合 「食、買、玩」 的元素，他同時關
注經營成本問題，期望可以免租或只收
取象徵式租金，同時建議延長營業時
間，容許經營至午夜12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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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園市集維園市集」」 3030個攤位個攤位，，設於噴水池廣場及附近南亭設於噴水池廣場及附近南亭
廣場臨近硬地足球場廣場臨近硬地足球場。。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維園市集」簡介
日 期：2025年12月中至2026年11月（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地 點：維園噴水池廣場及南亭廣場

時 間：上午10時至不超過晚上9時

攤位數量：約30個

市集主題：不少於4個，因應節慶或合作夥伴建議，靈活調節

活動內容：文創藝術服務、手工藝品和藝術作品、工作坊、互動體驗、打卡
點、現場表演或示範、輕食飲品銷售等

資料來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維園上月舉辦家鄉市集活動，大受歡
迎，吸引大批市民及遊客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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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牆鬆綁 破局發展經濟轉型陣痛難免 創新求變贏得未來
地政總署前天公布就新田科

技城發展收回62公頃私人土地，昨
日發展局局長甯漢豪進一步表
示，將陸續推出洪水橋及粉嶺北
兩個片區開發試點招標、新田科
技城明年啟動招標，更不排除在
北都直接批地。這些都反映出特
區政府為加快北都建設而拆牆鬆
綁、改革破局的努力。

新田科技城是北都的旗艦項
目，策略定位是成為香港創科產
業發展樞紐，分兩期發展。首階
段工程已於去年底展開，而這次
收回的土地涉及1309幅私人土地，
業權相當分散。若在過去，如此
多土地不知要花費多長時間才能
收回。但地政總署使用被視為尚
方寶劍的《收回土地條例》，徵
用土地並提供合理補償，收到事
半功倍之效。

以片區開發模式推出招標，
相較傳統零散的推地模式效率更
高。片區開發着重統籌規劃、整
體推進，確保土地使用效率最大
化，給企業更大自主權，大大縮
短了項目從規劃到落成的時間，
有效避免資源分散的弊端。據甯

漢豪表示，片區招標早前已收到22
份意向書，屬可觀數目，而不是
「小貓三四隻」 有興趣，反映片

區開發受到業界的歡迎。
除了片區試點公開招標，特

區政府亦表示，不排除直接批地
予相關產業，或研究新機制，由
行政會議批出一個大的框架，然
後將審批權授予部分政策局，不
必次次都要經過相關程序。

需要指出的是，直接批地絕
不等同黑箱作業，因為批地的價
格事後都要公開，接受公眾監
督。這種模式在內地和海外一些
國家都是常態。以華為為例，其
在東莞的松山湖 「歐洲小鎮」 為
其研發總部，來自政府直接批地
而沒有經過公開招標；其在上海
練秋湖成立的新研發中心，同樣
來自政府直接批地。

高科技產業是全球爭奪的焦
點，要爭取其落戶香港，香港在
批地等方面必須有競爭力、具彈
性。創科產業將為香港帶來大量
高增值就業職位和稅收，更能推
動香港經濟轉型，這是單純的賣
地收入所無法比擬的。

近來店舖結業事件接二連三，當中
不乏數十年的老字號。以粵菜馳名、曾
入選《米芝蓮指南》的新斗記也頂不住
時代洪流，其位於九龍灣的最後一間分
店近日傳出結業。但在結業潮之下，有
百年老字號餐館逆市擴張，有服裝店以
直播網購方式殺出了一條血路。從過去
香港經濟多次成功轉型的歷史來看，經
濟轉型總是伴隨着陣痛，其實也蘊藏着
變危為機的轉折點。

《大公報》今日報道了逆市拓展的
兩個案例。一間於疫情期間開張的食
肆，憑着輕奢室內設計及每年換三次新
品菜單，成功吸引年輕人及家庭客。不
受歡迎的菜式就更換，受歡迎的則成為
常駐菜式，加上電子點餐、電子支付到
外賣平台，由一間店發展到了如今的六
間店。還有一家主打韓流的服裝店，將
地面舖換成樓上舖以降低租金，並以網
購價格來打開市場，開設了多個社交平
台，客戶接觸以過去的 「一對一」 ，變
成了 「一對多」 的形式，成功拓寬客
源，闖出了一條新路。

百年老字號蓮香樓 「死而復活」 的
故事更加令人津津樂道。疫情期間該食
肆一度宣告破產，引起一片惋惜之聲。
但在新投資者接手後，蓮香樓不僅重新

開業，早前更跨海殺入尖沙咀酒吧區。
24小時通宵營業、供應地道點心加上傳
統點心車模式等新招，吸引顧客如潮而
至。三層樓的偌大空間，經常座無虛
席。

香港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有店
舖開張也有店舖關門，本來是自然現
象。特別是經濟轉型期，港人北上消費
潮為不少傳統行業帶來挑戰，高昂的租
金更是不少店舖結業的直接導火線。有
識之士呼籲業主 「隨行就市」 果斷減租
「做旺個市」 ，的確是共贏之道。此

外，消費模式的數字化轉型亦對傳統行
業構成壓力，消費者逐漸走向網購，電
子商務的興起，迫使實體店思考經營模
式。這些因素交織，一些無法適應變化
的傳統品牌難免陷入經營困境乃至關門
執笠，那些識變應變求變的商家卻可以
逆流而上。

回顧香港的經濟發展史，產業轉型
一直是推動經濟繁榮的關鍵。每次轉型
都伴隨着危機和機遇，港人憑藉靈活的
市場適應力，以及堅韌不拔、團結奮鬥
的獅子山精神，成功將挑戰轉化為經濟
發展的動力。譬如，隨着上世紀七十年
代末內地改革開放大潮湧動，香港製造
業成本上升而外移，當時不少企業面臨

生存危機，出現了結業潮。然而，香港
快速轉向服務業，發展金融、貿易及物
流等高附加值產業，奠定了後來的國際
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及物流樞紐地位。
這些歷史經驗表明，危機往往是創新的
催化劑。

當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地
緣政治日益複雜化，香港是挑戰和機遇
並存，而機遇大於挑戰。首先，內地高
質量發展，香港享有近水樓台之利。中
央挺港惠港政策連續不斷，為香港經濟
發展注入強大動能；其次，科技革命尤
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香港創新經濟迎
來了最好發展時機，亦賦能傳統產業走
向新範式；其三，在變亂交織的國際大
環境下，中國為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提
供確定性和穩定性，在內地企業紛紛揚
帆出海及國際企業爭相分享中國大市場
機遇的情況下，香港 「內聯外通」 的獨
特優勢更加凸顯。

「一國兩制」 擁有強大的生命力，
這是香港最大的優勢。那些對香港持悲
觀論的人已一再被事實打臉。香港的傳
統行業只要與時俱進，就一定能在挑戰
中迎來勃勃生機。事實上，零售業銷貨
總值在連續多個月下跌後，上月終於反
彈，這說明唯有求變才能闖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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