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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

把台灣擺攤文化融入深圳商圈
台青灣區創業 策劃運營文創美食等市集 收穫「小事業」

今年是台灣青年周伯彥來到深圳的

第七個年頭。2016年他來到大陸入職

騰訊，工作三年之後，創立了自己的

藝文策劃公司—谷品生活，主要服務

深圳及周邊城市各大商場、企業進行

藝術展覽、創意市集、主題派對的策劃運營。周伯彥

說，喜歡這個通過努力奮鬥就會有回報的城市。在這

裏收穫了自己的「小事業」，也是他所期望的「小確

幸」。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來自上海口
岸監管和商務主管部門的統計顯示，從2021
年到2023年，上海口岸進出口連續三年超10
萬億元人民幣，分別達10.09萬億元、10.4萬
億元、10.66萬億元。
在2023年上海口岸10.66萬億元進出口中，

約四成來自上海市企業，其餘為國內其他省區
市企業的進出口。目前，上海口岸佔全球貿易
的比重已達3.6%左右，上海作為「全球最大
貿易口岸城市」的地位不斷鞏固。
2023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進出境快件達

4.84億件，比上一年增長1.45倍，平均每天進
出境快件超過132萬件。
上海外高橋港區海通國際汽車碼頭是中國最
大的汽車滾裝出口碼頭。2023年，這裏出口
汽車102.5萬輛，創歷史新高，汽車出口連續

兩年突破百萬輛。全年共停靠830艘次外貿滾
裝輪，平均每天將2,800多輛中國製造的汽車
運往世界各地。
2024年新年伊始，15.8噸西班牙柿子在上海
洋山口岸完成通關手續發往國內水果賣場。這
是2023年4月中國與西班牙籤訂相關議定書以
來，首批獲准進入中國市場的西班牙柿子。
2023年，上海口岸水果進口量佔全國總量的
四分之一，貨值達26.76億美元，比上一年增
長21.8%。伊朗柑橘、厄瓜多爾火龍果等新獲
得準入資格的水果紛紛選擇從上海首次進入中
國市場。
大量的數據、繁忙的節奏，已成為浦東國際

機場、洋山港、外高橋港等上海主要空運和海
運口岸的日常寫照。它們與上海其他特色鮮明
的港口碼頭以及海關特殊監管區一起，共同推

動上海口岸進出口連續三年超10萬億元，對
外貿易不斷走向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
羅涇是上海長江之濱的一個散雜貨碼頭，其

業務重點是紙漿、鋼材、重大件及成套設備以
及各類車輛的裝卸。2023年，羅涇碼頭向相
關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出口了140萬噸非集
裝箱貨物。2024年1月，這裏接連向贊比亞出
口醫療項目貨物，向土耳其出口冷軋不銹鋼
板，向沙特阿拉伯出口雙層集裝箱平車和磷酸
鹽漏斗車，向埃塞俄比亞出口用於交通項目的
振動篩，在共建「一帶一路」事業中扮演著不
可或缺的角色。
除了口岸「全能」硬件的支撐，以自由貿易

試驗區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開放舉措的率先實
施，也是上海口岸進出口連續三年超10萬億
元的活力來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當地時間 2 月 15
日，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
人就英方官員涉台灣海峽
錯誤言論答記者問。
有記者問：日前英國外
交發展大臣卡梅倫將紅海
和台灣海峽混為一談，聲
稱將敦促中方支持有關地
區「航行自由」。請問使
館有何評論？
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
說，英方把紅海和台灣海
峽混為一談，是完全錯誤
的，我們堅決反對。
使館發言人強調，台灣
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中國對台灣海峽享
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
權，同時也尊重其他國家
在相關海域的合法權利。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
「航行自由」為名在台海
地區製造事端，損害中國
主權和安全。
使館發言人表示，至於
紅海，我們認為紅海海域
是重要的國際貨物和能源
貿易通道。中方主張維護
國際航道安全，不願看到
紅海局勢緊張升級，希望
有關各方都能為維護紅海
地區安全發揮建設性和負
責任的作用。

上海口岸進出口連續三年超10萬億元 中方：英方把紅海和台灣海峽混為一談完全錯誤

在深圳歡樂海岸商場見到周伯彥時，他身着深藍色襯衣、
白色運動鞋，戴着一副透明邊框的大眼鏡，是一個高高

瘦瘦、陽光大男孩的模樣。這個來自台灣的「90後」男孩，
比很多深圳人更熟悉本地各大商場，他一面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輕車熟路地介紹着歡樂海岸的布局與活動，一面熟稔地跟
商場中的市集商販們寒暄着當天的生意情況。「這邊的彩色
木屋市集，還有那邊的彩虹天梯的美陳裝置，都是我們公司
設計運營的。」一間商場裏同時有兩件「作品」，周伯彥語
氣裏滿是驕傲。

購物公園商圈打造「台灣妙會」
逛市集已經成為當下年輕人習以為常的休閒方式。每到周
末或是節假日，各個商場均會湧現出各種類型的市集活動，
周伯彥正是抓住了這一契機：「誠品書店在台灣火了以後，
開始興起擺攤文化。我接觸這一塊比較早也知道怎樣策劃更
吸引年輕人。」
在深圳福田購物公園商圈中打造的「台灣妙會」是他最滿
意的一場活動，以電音三太子的IP來結合台灣夜市場景混合
出獨具一格的視覺感，商家攤位設計為台灣特色廟宇頂棚的
樣子，夜晚搭配燈飾，成為夜空中一道特別的風景；舞台背
景用了台灣特色廟宇牌匾作背景，呼應活動整體主題，演唱
時讓現場更具煙火氣息。在其他活動中，周伯彥也都會用來
自台灣的優勢，將台灣文化恰當地融入策劃案。

「忙代表企業在好好運行」
除了市集策劃與設計要好看，市集裏的攤位一樣重要。
「特別是美食市集，如果不好吃是不會給商場帶來流量以及
盈利的。」經過不斷篩選，周伯彥手上已經累積了四五十個
台灣文創、美食的資源，建立了其獨有的台灣攤主資源庫。
同時，周伯彥及其團隊也在探索多元、新穎的市集，目前
已經策劃過台灣、潮汕、香港、東南亞等以城市和地區為主
題的市集，也策劃過小吃、咖啡、甜品等美食主題市集。
1月底舉辦的深圳市光明區台商聯誼會正值春節前，深圳各
商圈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美陳布置、打造市集攤位，各企業協
會也開始準備年會、年終活動。周伯彥這一兩個月幾乎沒有
周末沒有休息日連軸轉：白天，與客戶開會討論提案、對接
需求；晚上，跟隨項目進場檢查搭建進展；活動前，參與綵
排盯緊每一環節是否順利；活動時，親身上陣解決無數突發
問題……「做這一行就是這樣，習慣了就不覺得累了，況且
對於我們這樣的創業者來說，忙才代表着企業是在好好運行
的。」周伯彥表示。
深圳市光明區台商聯誼會於當晚七點開始，周伯彥提前了
幾個小時在工人搭建完成前來到現場驗收檢查，等待宴會開
始。這期間，他發現桁架左上角的篷布有些散落耷拉下來，
立馬搬桌椅過來重新貼一遍。周伯彥舉辦的台胞活動遠不止
於此，2024龍哥台胞過大年、深圳台商協會坪地聯誼會、
「潮嘆龍崗」深港台潮創樂享周、「光明盃」海峽兩岸暨港
澳自行車騎行賽、海峽兩岸「心心相印」聯誼活動……均為
周伯彥團隊策劃。

策劃大陸與台青交流活動
因為是台灣青年的身份，周伯彥平時會組織在深台胞的聚
會，更會策劃一些大陸與台灣青年交流的活動。他說，兩岸
青年之間其實並沒有隔閡，只是缺少一些契機讓大家了解彼
此。希望創造一個舒適、好玩的環境，可以讓大家在深圳感
受到「家的溫暖」。

從台灣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後，

周伯彥進入諮詢公司從事數據分析

工作，後來機緣巧合之下來到深

圳，成為騰訊一個新部門的第一批

成員。初到深圳，周伯彥就看到了「來了就是

深圳人」的歡迎語，頓時覺得這座城市既包容

又有溫度。

創業初期，周伯彥了解了深圳關於港澳台青

年創業就業的補貼政策，在一家孵化基地提供

的免費工位工作了半年。他曾與同事花費一周

時間在深圳松崗布料批發市場選了70多條布

料，每天掛在辦公室的房頂，一起觀察布料的

材質及有風時的飄逸程度，在視頻、照片裏呈

現的效果，才最終確定選用哪一款。「我們公

司的同事都覺得我的工作風格很深圳人，不談

虛的，充滿幹勁，不達目的絕不放棄。」周伯

彥笑道。

在很多人眼中，深圳市歷史短暫，沒有其他

城市深厚的文化積澱，而周伯彥認為，人們來

自五湖四海，會更渴望傳統文化類活動的植

入，也不會排斥新潮的東西。「無論多麼新穎

的概念，在這裏接受程度都極高。我也可以在

自己的想像空間中『肆意發揮』，有了試錯機

會，也才有了這份小事業。」他說。

這幾年，周伯彥成為深圳小有名氣的策劃

者。現在，公司業務已經開始從深圳拓展至廣

州、珠海、佛山等周邊城市。「以前說自己是

深圳人，以後我們在周邊城市的業務也會越來

越多和穩定，我應該稱自己是『灣區人』

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

從「深圳人」到「灣區人」
特稿特稿

◆周伯彥在其策劃的深圳歡樂海岸商場木屋市集前留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 攝

▲周伯彥及其團隊策劃
的歡樂海岸木屋市集。

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永愛 攝

▶周伯彥及其團隊設計策
劃的深圳歡樂海岸商圈彩
虹天梯，受到遊客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 攝

◆在深創業的台灣青年周伯彥。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 攝

◆周伯彥（左一）在工作之餘，也會參與海峽兩岸青年交流活動。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