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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金權：懷念報界行家消夜日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說起香港夜經

濟的興衰，有一定年紀的報界同行相信也很有
感受。往日，很多收工時間較晚的行業，例如
報業、娛樂行業、電影業等，都有部分從業員
在深夜收工後有食消夜的習慣，這批「夜遊人」
支撐起香港夜市飲食業的半邊天。時移世易，現
代人崇尚健康飲食，莫說報界同行晚上聚會，連
食消夜的平常人都大減，很多曾令人津津樂道的
消夜熱點都已結業，讓人既想念又惋惜。

「隨時會遇到幾枱熟人」
入行超過40年的資深傳媒人楊金權對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以前報界都有消夜習慣，特別是一
眾報館編輯下班時間大約是凌晨二時後，都習慣

相約三數行家，一起吃消夜之餘，還會交流新聞背後的
八卦傳聞，不少大新聞都是在酒席間催生的。「在上世
紀八九十年代，傳媒行業發展正盛，大批記者編輯在放
工後都會找地方聚腳，當時大部分報館例如星島、成
報、明報、大公報等，辦公室都集中在港島區，所以自
然而然，晚上會相約在灣仔、銅鑼灣至北角一帶消夜，
直到通宵達旦。」
「除了報紙行家，很多時在食肆還會見到從事娛樂場
所、電影幕後、夜更司機等各行各業的夜班人士在消
夜，隨時會遇到幾枱熟人，那時候的日子是很開心
的。」他舉例指，每逢新光戲院有粵劇上演，粵劇戲班
下班後都會一行數十人去食消夜，又例如報館一些特別
的日子，如同事有喜事或做到一單大新聞等，都會拉一
大班同事去慶祝，場面相當熱鬧，當時很多食肆即使在

深夜，也經常滿座。

報業收縮從業員大減
但隨着報業生態改變，過往收工後消夜的熱鬧日子不
再。楊金權說，現在報業電子化，很多新聞都是即時發布
到網上，記者的下班時間便相對提早；加上報業規模收縮，
從業人員數量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各家報館搬遷後，已
分散在全港各地，相隔遙遠，每晚的聚會再不方便了。」
此外，疫情後港人生活習慣改變，大家都少了出夜街，

甚至足球大賽，大家也會回家以手機看網上直播，「港人
都變得深閨了」。楊金權笑言：「當香港愈來愈少『夜
貓』，餐廳食肆就愈來愈早打烊，結果造成愈來愈少聚腳
地，反過來又使得更少人出夜街，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政府現在提出搞活夜經濟，他也希望能夠成功。

食客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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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一代經紀張天生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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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愛北上消費時，香港要重

振夜經濟，不可能走回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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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黃建業：股樓旺夜市才會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香港市民的

大部分財富都投放在房地產及股市上，股市樓
市的財富效應直接影響消費意慾及能力。美
聯集團主席黃建業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夜
經濟與樓市股市的表現禍福相依，如今的困境
其實是香港經濟的縮影，他認為要重振夜經
濟，首要是重振樓市及股市。作為地產界的一
員，他最期望特首李家超的新一份施政報告有樓
市減辣措施。
黃建業指，香港今年的經濟未有因復常通關而大

旺，原因除疫情遺害及加息影響外，更重要的是疫後香
港出現「結構性」轉變，經濟政策卻未有與時並進。以
旅遊業為例，消費模式急變，網購及外賣程式崛起，令
香港由「購物天堂」及「美食天堂」變成一日遊或窮遊
地點，鮮見有高消費客戶。

吸移民引外資振經濟
除建議樓市撤辣外，他同時建議減收利得稅、大力發

展具香港獨特優勢的行業，吸引移民及外資，達至刺激
經濟的效果。

持有尖沙咀海港城及銅鑼灣時代廣場的九龍倉置業主
席兼常務董事吳天海亦直言，香港復常沒有令到零售市
道受惠，加上港元強勢，影響市民消費意慾。

港元強勢不利零售業
事實上，作為經濟寒暑表的股市及樓市，今年以來受
經濟復甦遜預期、加息等困擾，恒指於今年1月27日創
出22,700點的全年高位後，出現長達7個月的跌勢，近
日於18,000點徘徊；樓市亦於首季憧憬通關一度價量齊
升，惟第二季受加息困擾，價量都由升轉跌。

重要條件

他山之石

廣州市：
今年新出爐的「Young城Yeah市

（羊城夜市）」消費節，選址珠江
濱水商業中心景觀帶，連續數月邀
請新晉歌手演出，並配合發光藝術
裝置和引入快閃市集、夜跑團，
旨在把羊城塑造成一個適合「夜
遊、夜娛、夜賞、夜購、夜跑、
夜宵」的好地方。

其他城市增添其他城市增添
夜市新元素夜市新元素

發展夜經濟，單純的飲食、購物對消
費者的吸引力並不足夠，並且會衍生雷
同競爭、邊際效用遞減之虞，故近年各
地城市更着意於把文化創意、體育、觀
光甚至科技等新元素引入夜生活，透過
為居民或遊客打造新鮮體驗來吸引人
流，維持夜間經濟的熱度。

外國城市：
倫敦、柏林、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城

市除深化傳統酒吧文化外，還開設24
小時「不打烊」博物館，推出特色展覽
活動。

中國台灣：
擴闊夜間購物的商業組成，由「誠品

書店」等率先在主要商圈開辦24小時營
業的旗艦店，策劃導讀、影視欣賞、文
藝表演、親子遊樂、咖啡店等多元化的
夜間文化活動。

北京市：
以「夜尚京動」為主題，把健康消費

選項帶入夜間經濟，舉辦豐富的夜間群
眾體育賽事活動。

深圳市：
針對該市消費群體中超過七成為20至

35歲年輕人的特點，力促KTV、夜間運
動健身等休閒玩樂的活動，構建「青年
不夜城」的新格局。

上海市：
在拓展夜間消費形態方面的做法系

統化，政府聘請130多名具有行業經
驗的「夜生活首席執行官」進行產品
創新，並組織黃浦區夜間經濟發展共
同體理事會以促進同業間的交流，以
及舉辦聲勢浩大的「上海夜生活
節」。

點亮
夜經濟
之四（完）

夜總會式微有啟示 潮流消費心理都不同

卡拉OK曲終人散平民夜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夜總會是銷金窩，
卡拉OK則可謂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平民版夜生
活，但亦在時代巨變下走向式微。從事地產代理行業
逾30多年的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
傑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自己好少與客戶去應
酬，反而會不時與同事們聯誼，建立團隊精神，除了
喜歡到鯉魚門食海鮮或BBQ（燒烤）作慶功宴外，以
往會去卡拉OK唱通宵，這也是當年最熱門的夜經濟

活動。」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卡拉OK由日本傳來香港，直
至1992年，首間連鎖卡拉OK「加州紅」在香港灣仔
世紀酒店開分店，高峰期市場上有十大集團同時競
爭，包括加州紅、Neway、Top One、前衛等。

二千元夠50人唱足一晚
陳永傑回想起上世紀九十年代時期，收工後有時會

約同事到加州紅唱K唱到凌晨2點，大概一個月會去
兩次。」他笑言，「當年唱K收費好平，2,000元之
內已可以讓50個人唱足一晚（約4至6小時），仲包
埋小食如雞翼、薯條及腸仔，唔算好豐富，但係會玩
得好開心！」他認為「唱K可以發揮到大家的表演
欲，又可以減壓！」
然而，隨着娛樂活動的多元化及互聯網雄霸整個
娛樂界，聽歌的人都是用YouTube、Spotify 等網上
平台，卡拉OK都有手機應用程式。此外，租金上
升及歌曲版權費貴等，也令卡拉OK行業近年走向
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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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入行，在證券界縱橫超過60年的香港第一代經紀張天生，可謂是香港夜生活由當年絢
麗歸於平淡的見證者。他笑言：「單是霓虹燈滿街閃爍的
盛景，現在也只能在往日圖片中才可見到。」他對當年避
風塘的艇仔粥仍然十分懷念，感嘆在香港現時再也找不到
如此美食。
張天生入行時，當時香港還是「四會」時代，證券業已經

相當蓬勃，「當時為了找生意，經常要約多個客戶食飯，由
下午食到晚上。當年港股三點半便收市，我先去灣仔杜老誌飲
下午茶、跳茶舞。晚上經常到夜總會、遊艇會認識新客戶，
凌晨再轉場到避風塘食消夜，往往通宵達旦，甚至有時太
累，就在車上睡，睡醒便回公司等開市。」

從前夜總會是銷金窩也是創富坊
張天生形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香港夜生活最為璀

燦的年代，當時一大批行家，甫下班便會到灣仔玩，新加
美、富士、杜老誌等夜總會、舞廳，相信是不少香港人的
集體回憶。「當年香港很多名流及大老闆，都喜歡齊聚夜
總會消遣，往往出手一擲千金，變相帶動周邊的經濟，而
且很多生意都是在夜總會談成的，所以夜總會既是銷金
窩，也是創富坊。」
對於香港特區政府最近表示要搞旺夜經濟，張天生直言

時代變了，夜經濟也要因應形勢而變，他以香港的夜總會
相繼結業至絕跡為例，認為無法走回頭路。夜總會退出歷
史舞台，有多個因素造成，首要就是租金太昂貴，他指大
富豪夜總會結業時，每月單是租金便要五六百萬元，試問
如何負擔。另外，夜總會表演的大樂隊、駐場歌手、職員
等等，都要龐大成本，如果是現在，單是每晚表演的歌曲
版權費支出，也是很可觀的，「租金和音樂版權費還拖死
了卡拉OK。」
「同樣負擔不起的還有香港人」，張天生記得他上世紀

七十年代買樓置業，大約用1年時間便供滿樓，所以有很

多閒錢可以消費。現在大家供樓負擔都太重，基本上供樓
負擔佔收入一半，消費力與當年根本是雲泥之別。「七十
年代做證券業，市旺時候，經紀每日都有四五萬元佣金進
賬，很多人都『魚翅撈飯』，相比現在做經紀，現在1個
月也不知可否賺到1萬元佣金。」

香港年輕人都習慣北上消費
他憶述，當年加入證券業不久，月薪雖然只得約2,000
元，但也夠膽在夜總會請客，「開一支洋酒至少三數百
元，另加50%的開瓶費用，如果開兩支酒已經要逾千元
『埋單』。當年夜總會大都採取記賬形式，月結大約五六
千元，是我工資的好幾倍，但由於當時市旺賺到錢，所以
可以負擔。」
再者，現在港人的消費潮流及消費心理也和從前大為不

同，時下連年輕人都已經很習慣北上消費，內地消費的性
價比較香港高，「生意夥伴、投資者，很多都是內地人，
相約在深圳會面更方便。」他說。
隨着科技發達，市民不用相約出門聚會及購物，在手機

已可聯絡感情及找到很多娛樂。最後，疫情後「潮流興養
生」，他的朋友現在大都早睡早起、戒煙戒酒，不少人還
與他一樣，堅持每天晨泳。

捱通宵炒美股成另類夜生活
張天生認為，隨着香港工業北移、租金成本上漲、港人

追捧北上消費潮流、疫後人們消費習慣及目前經濟大環境
等諸多因素的改變，香港原有夜生活褪色，其實是時代巨
變、香港經濟轉型下的結果。「有些事過去了是無法追回
來的，香港要重振夜經濟，不可能走回頭路，必須要諗新
出路，要有新元素。」
他笑言，「雖然現在晚上要應酬的機會已大減，但如今
興炒美股，大家一樣要捱通宵，可能這便是時下香港人的
另類『夜生活』吧。」

◆卡拉OK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平民版夜
生活，但在時代巨變下亦走向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