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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意要突圍 必須走出舒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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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創意產業對本港經濟有

帶動作用，但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與一河之隔
的深圳相較仍有雲泥之別。據最新數據顯示，深圳文
化產業的增加值在2023年達到了2,750億元，佔全市
GDP的比重約為8%，產值總量和GDP佔比均較香
港高出數倍，其相關企業數量及從業人數，也分別約
是香港的3.4倍和7.5倍。香港數據統計處基於進出口
報關單整理的數據顯示，2011至2022年之間，內地
一直位於香港創意產業出口貨值首五位的重要位置。
於總體出口貨物所佔百分比，內地也總體呈現上升趨
勢，並曾最高達34%，比美國最高佔比27%，高出7
個百分點。
其中，印刷及出版相關創意產品、影視相關創意產品
和廣告創意商品，內地一直居於出口貨值首位，單項出
口貨物百分比最高分別為69.2%、88%和逾70%。此
外，音樂相關創意產品，除部分年份被美國或中國台灣
超越，絕大部分年份也是由內地蟬聯首位。在建築創意
方面，向內地出口也曾達到驚人的96.9%。
在疫情前的2019年和疫後的2022年，來自特區政
府統計處的貿易統計數據顯示，香港創意商品出口項
中，設計、影視及音樂三項增長較迅猛，但廣告、建
築、數碼娛樂、印刷出版等行業則出現明顯的萎縮。
上述系列數據顯示，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香
港創意產業來自歐美的收益增速正在降低，甚至停滯
不前，而來自內地的收益卻在急劇擴張。

加強創新能力深化跨界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副主席、粵港澳大灣區文化
創意產業總會執行會長黃競認為，雖然不能從數據這
個單一維度來看香港創意產業的強弱，但佔GDP比
例低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反映出香港創意產業對於全
球的影響力不夠。他強調，香港設計行業需要從加強
創新能力、深化跨界合作和本地人才「北上」開拓市
場等方向進行突圍，提升香港創意產業的生命力和競
爭力。這也意味，不論業界還是政府，均需離開曾
經舒適的環境，主動尋求更多的發展與合作空間。
儘管兩地對創意產業統計方式有所不同，但數據

映射在行市上，仍然使諸多業內人士感覺到了前所
未有的焦慮。黃競認為，發展創意產業的核心在於
需要突破固有思維，要真正去了解「Design Log-
ic」，找到創意設計與市場結合的邏輯，「這是香
港創意產業以往非常欠缺的短板」，此外特區政府
雖然對本地創意產業每年有幾十億的投入扶持，但
多數停留在被業界戲稱為「燒煙火」的層面，辦的
活動、搞的展覽多為一次性投入，沒有延展性，導
致商業變現手段缺乏。

靠品牌美譽度「俘獲」人心
在談到對「創意香港」辦公室改組為文創產業發展

處有何期盼時，黃競希望新的文創產業發展處為香港
創意產業作長遠考量，了解業界的真正痛點，呵護市
場環境，把資金投向好的設計師，孵化出有競爭力的
創意設計師、孵化一批有特色的創意企業，助其在市
場產生可持續的商業行為。「在這個過程中，設計師
和創意企業都得以成長，最終形成自己的商業體系，
因為業界不能期盼政府永久為產業進行資金支持。」
黃競解釋。
「內地市場很大，交通便利，需要的是香港設計師
摒棄『故步自封』，躬身入局。」黃競認為，隨世
界經濟格局的轉變，內地經濟越來越呈現出逆勢發展
的優勢，而近年他也熱衷在內地做「品牌教育」的工
作，一方面向內地產品的創始人輸出品牌創意的豐富
內涵，不僅是外觀設計，更是思維方式和設計邏輯；
另一方面為香港年輕設計師和內地品牌嫁接橋樑，幫
助二者互相了解，帶動香港設計師「北上」了解內地
產品、花時間打磨「品牌」，最終實現競爭從靠「壓
成本」走向靠品牌美譽度「俘獲」人心。
曾經做過建築師、傢俬設計師的香港設計中心主

席嚴志明教授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則表示，政府
應該考慮到設計師的實際需求，提供更有針對性的
支持，而不是僅僅提供空間或資金。例如，教育培
養具有創意和創新精神的年輕設計師，為他們提供
實習和接觸市場的機會，政府還應該考慮到設計師
在國際發展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如語言、文化和生
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並提供相應協助。

在黃競看來，香港有完善的設計教育體
系、多元社會容易了解吸收多元文化、具東
西方文化設計的平衡能力、善於將東方文化
轉化為全球性設計。黃競鼓勵香港的優秀設
計師「走進」內地市場，一方面是大灣區和
長三角有大量的優秀製造品牌和智能製造行
業，這些品牌的創始人思維開放，不少均有
「出海」的意願，對創意設計需求的市場空
間大；另一方面，香港設計師可以發揮了解
海外消費者的優勢、在服務內地品牌的過程
中了解內地市場、了解不同品牌商業化路徑
的差異，幫助內地品牌做流量「轉化」、商

業「轉化」，擔好品牌「賣手」的角色，用
香港設計師的經驗講好內地品牌的故事，提
高「出海」的成功率。
就培育人才方面，香港時裝及紡織學院院
長趙艾琳教授表示：「一年一度的理大時裝
展是展現學生對時尚的卓越才華、堅定投入
和濃厚熱情的平台，見證滿有抱負的年輕
一代向世界展示創新理念，吸引行內專業人
士注目，並啟發未來的職業生涯發展。」早
前香港理工大學時裝及紡織學院便與北京聯
合大學和蘭州交通大學協辦「青出於藍——
絲綢之路染纈走進香港作品展」，以中國傳
統絲綢印花技術染纈為主題，展出多件非物
質文化遺產染纈傳承人兼北京聯合大學教授
管蘭生的染纈作品。北京聯合大學藝術學院
院長張旗教授表示，在此展覽前，理大便與
他們有合作關係，曾有三名北京聯合大學的
教師到理大時裝與紡織學院深造，獲得碩士
學位，以延伸他們在香港發展相關行業。

近年來，內地設計與品牌營銷領域的創新
層出不窮，從新式茶飲打造國潮風、與IP合
作到不少品牌「出海」紛紛用上「AI」工
具，創意設計借助科技力量，實現跨界飛
躍。在黃競看來，面對全球化競爭壓力，香
港創意設計行業也需要加強創新能力，提升
設計創意品質。「借助AI工具，香港創意產
業從業人員要去思考如何用科技賦能自身的
靈感，根據用戶偏好和需求，更精準把握市
場趨勢，創作出個性化的創意作品。同時，
通過對大數據的分析，AI工具可以幫助設計
師優化其作品，提高作品的吸引力和影響
力。」黃競認為，香港設計師可以向內地設
計師借鑒，大膽地用起AI工具，為創意產業
帶來更多可能性。
在職業生涯行走內地和香港26年的黃競看
來，隨工業和製造業的流失，香港近年的

創意產業生態也有所惡化。黃競觀察到，與
內地相比，香港的企業家和商人對於創意設
計的認可度並不強，創意設計需求方的思維
習慣沒有改變，不夠尊重創意設計的價值，
認為在創意設計上投入產出不划算，所以，
供給方花50個小時做出的東西和花5個小時
做出的東西通常收費沒有太大差異，當供給
方無法從市場獲得合理的回報，從事創意服
務行業的動力也會越來越弱。
與黃競體會一致的還有由建築師到傢俬設
計師，再到香港設計中心主席的嚴志明教
授，他表示︰在做設計相關推廣時，設計師
們通常也會面臨經濟成本等問題，啟動資
金、文化差異、地域差異以及媒體使用的區
域化，不論在內地還是香港又或國際都是推
廣中的難點。「讓甲方理解設計價值，願意
為好設計付費」是創意設計外的重點。

儘管創意產業比較多依託工業生產附加價值，但
並不意味金融服務、旅遊會展等行業不能被創意
產業賦能。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黃昕然表示，儘管
金融是香港過去二三十年的重點產業，但其實創意
產業對經濟發展都貢獻了不少，香港出過許多知名
設計師，只是人們還需要更多了解，設計或者創意
怎樣提高企業的附加值，突出產品的優勢。
香港設計師何國鉦也表示，現在香港舉行了不少

設計大賽、時裝秀和時裝活動，如香港智營設計大
賞、香港時裝節，以及聯動大灣區三大時裝設計界
盛事的「粵港澳大灣區時尚匯演」及「粵港澳大灣
區巡迴時尚展覽」等，當中每年九月舉辦的香港國
際時尚匯展Centrestage，以及今年十一月底於香港

時裝周內舉行的國際環保論壇「時尚
高峰」更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時尚
界專業人士、設計師、買家和媒體代
表等參與，這些人員的到來會帶動香
港旅遊業的發展，增加酒店、餐飲和
零售業的收入。
黃昕然說，創意本身就可以釋放

很大的經濟效益，因為香港已經離開了大型的工
業化時代，需要發展其他道路，而設計行業要有
自己的特點，才能夠打入世界市場。「其實最緊
要是特色。」黃昕然指出，全世界不斷有新的產
品，只靠模仿是走不通的。設計一方面要有強大
的功能性，另一方面則要凸顯品牌特色及完善用
戶體驗。他舉例，設計營商周是香港設計中心為
香港帶來的優秀項目之一，今年他們也在與設計
中心談合作，關注如何發揮不同地區的優勢，讓
設計走進社區。
今年下半年深水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將舉辦第四

屆「別出『深』裁—時裝設計比賽」，以傳承為主
題，並將邀請香港著名設計師何國鉦任導師，發掘

國潮設計。以上活動讓設計
被大眾認知的同時，要真正
推動設計作為一個產業來發
展。他透露今年年底，將與
幾間香港大專院校合作，在
深水埗開展設計主題街頭活
動，並設置B2B環節，期待
在現場促成商業合作。
嚴志明又透露，今年以及

未來，設計中心將有一系列
重要舉措，其中一個重要項目是在年尾時搬遷至
深水埗設計及時裝基地，不僅辦公空間充裕，還
將設有展覽空間和設計圖書館，為設計師和市民
提供一個全新的交流和學習平台。年底，香港設
計中心將舉辦「設計十二月」，與主要面向專業
觀眾的設計營商周不同，「設計十二月」旨在將
設計普及到市民大眾中，通過舉辦各種展覽、講
座、工作坊等活動，讓市民親身接觸和體驗設計
的魅力，從而發現香港不只是一個金融之都，更
是一個設計之都、創意之都。

今年6月24日，在特區政府文創產業發展處（原

創意香港辦公室）啟動儀式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局長楊潤雄表示，文創處在過去15年成功舉辦或資

助不少項目，轄下八大創意產業規模已增長至635

億元，未來文創處將加強促進創造和生產文化知識

產權，推動文化知識產權交易，並發掘更多商機，

以提升經濟效益，顯示香港特區政府在發展文化創

意產業方面的勃勃雄心。不過，相較周邊經濟體，

香港這個匯聚了東西方藝術、設計和商業精髓、多

元文化的交融之地，也隨全球經濟格局的不斷演

變和技術革新的加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有業

內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儘管香港創意

產業鏈尚屬完善，但不能適應變化，突破固有思

維，難以契合創意設計與市場的邏輯，是創意產業

幾乎公開的短板。這也間接影響了特區政府每年巨

額扶持投入，行業延展性差，商業變現能力低，是

現實需要面對的問題。受訪者認為，不論業界還是

政府部門都應走出舒適區，為香港創意產業的突

圍，貢獻自身力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雨文、毛麗娟

香港深圳連線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陳藝、小凡、雨文

與內地院校聯手育人
香港設計師要走入內地大市場

善用善用AIAI提高效率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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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機會多 香港家底仍豐厚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創意
產業總會執行會長黃競
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創產
業教育發展館參觀。
受訪者供圖

◆粵港澳大灣區時尚匯演2024。 資料圖片

◆深水埗民政事務
專員黃昕然

◆由深水埗民政事務處及亞洲新一代創意設計
協會合辦的別出「深」裁時裝設計比賽2023。

▲香港設計中心主
席嚴志明

◆深水埗設計及時裝基地。 市建局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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