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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優惠多多 周末人頭湧湧

書展展期已
去到後半

段，昨日在懸掛一號風球的情況下，會展場內
依然人頭湧湧，不少人手拖行李箱去買書。除了買書之外，
不少市民和旅客是被一些著名作家的分享會吸引而來，其中
內地著名作家、小說《繁花》作者金宇澄繼前日（20日）的
講座後，昨日再舉行分享會，仍有大批書迷前往捧場。

大批書迷捧場 人流達往年頂峰
中華書局副總編輯黎耀強表示，昨日的人流是5天中最多的
一天，銷情亦是最理想的一天，「首兩天人流沒有預期多，
因為本身非假日旅客就比較少，且總是下大雨，令很多市民
都不願意出門。不過到了周末，人就多起來了，達到往年的
頂峰盛況。」
他續說，雖然過去兩天來逛書展的人數非常多，但人均消
費卻比去年少，「去年每個人都會買一疊書，今年很多人都
只是來購買一兩本，旅客數量其實也不如去年，可能因為去
年香港與內地剛恢復全面通關，內地旅客更有熱情。」
然而，亦有書商指周六晚上入場逛展的人數開始減少，人
流和銷情反不如周四和周五兩天，認為與港人的消費習慣改
變有關。
書展展期正值暑假，不少家長帶同子女入場選購圖書與練
習冊。帶同女兒一起逛展的黃小姐表示，已花費了近700元買
書，「看到合適的就會購買，因為書展一年才舉行一次，女
兒自己挑選了很多課外書，我也給她挑選了一些練習冊。」
她說沒料到打風下仍然有這麼多人到書展，「排隊入場排了
大半小時，我們打算逛完書展後，會上去繼續逛零食世界和
運動消閒展區，打算購買一些零食。」
退休長者梁先生表示，讀書閱報是他退休後的日常，「我
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尤感興趣，有時還會去內地各城市旅
行，實地考察當地的歷史、感受當地的文化。」他說，在逛
書展期間購買了兩本關於南宋歷史的書籍，「最近都在研究
南宋的歷史，特來書展再買幾本回去仔細品讀。」

博士生：買完書去零食展
在港修讀博士的內地人潘同學是第一次逛香港書展，形容
場內氣氛非常好，並希望購買一些與他修讀專業相關的書
籍，又笑言：「買完專業書就立馬上去同場舉行的零食展買
好吃的，這裏吃的東西種類非常多，我感到好滿足！」
昨日從深圳來港的旅客陳小姐亦是首次參與香港書展，她
指原本計劃到港島購物，但有見天氣狀況一般而改為到書
展。她稱讚部分攤檔可使用電子支付，對旅客非常好，購物
預算為1,000元內，最有興趣旅遊景點介紹和攻略一類書籍，
「我喜歡旅遊嘛，香港的旅遊書特別多，很多國家都有，

圖片也很精彩。」

◆陳茂波上周三在香港書展開幕當日到場，購買
一些科普書籍送給現場的小朋友。 網誌圖片

下月內地辦香港好物節 利中小企響名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港
人熱愛外遊，日本、韓國、泰國
等地是港人熱門旅遊目的地，而
隨着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聯
繫日漸緊密，交通便利令融合逐
漸加深，大灣區內地城市亦成為香
港市民喜愛的旅遊目的地。香港文
匯報記者昨日在書展所見，北上熱
潮下，有關內地的旅遊書籍大受歡
迎，當中有介紹深圳吃喝玩樂熱點的
旅遊書籍更是熱賣。
售賣旅遊書的「經緯文化」負責人馮

先生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今年的日韓旅遊
書一如既往深受香港市民歡迎，「一款介
紹日本的旅遊書已經售罄」，而介紹內地各

地的旅遊書亦同樣非常受市民喜愛，當中一本名
為《深圳王》的旅遊書亦在書展中幾近賣斷貨。
他認為，市民對深圳旅遊書籍興趣濃烈，與現時港

人北上消費熱潮有關，「這本書不單介紹深圳的經典景
點，還深入介紹一些冷門的景點和歷史悠久的地道小食店
舖。此外，還向讀者推介風格強烈、性價比高的民宿，這
些都是香港市民非常感興趣的內容。」他說，往來香港和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交通愈來愈便利，港人熱愛到大灣區內
地城市，因此帶動該類旅遊書的銷量愈來愈高。
他又指，熱門旅遊地點的書籍雖然大賣，惟巿民北上亦
影響書展人流和生意，「過去周末兩日生意大致滿意，但
書展至今5天整體來看，生意額未及去年。這兩天客流量雖
多，但與去年同期相比，生意約減少了15%。」
他表示，為讓書本能夠更好地銷售出去，大部分書目加
大優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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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書展與運動消閒博覽及零
食世界正在會展中心舉行，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三項展覽共有760間展商
參與，可打造重要的推廣及銷售平台，而他在書
展揭幕當日特意到場，購買了一些兒童科普書送
給現場小朋友。此外，本周五（26日）一連五天
的香港動漫電玩節2024亦開鑼，指出這些主題展
會匯聚新穎產品和多角度的討論環節，也為商戶
創造更大商機。
另外，陳茂波指香港在2020年到2023年間，零

售業網上銷售價值增長了近60%，達325億元，惟
去年網銷僅佔香港零售總銷售的8%，較內地同年
的近28%比率，仍有可觀的增長空間。香港貿易
發展局下月在內地電商平台舉辦的首屆香港好物
節，將能協助本地中小企提升在內地電商平台知
名度，開拓更大商機。他表示特區政府早前推出
的電商易，資助中小企最多100萬元以發展內地電
商市場，稍後會擴大資助範圍至其他市場。
陳茂波並表示，特區政府上周在「發展品牌、
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專

項基金）下推出電商易，讓中小企運用最多100萬
元資助額發展內地電商市場，包括可利用資助在
網銷平台設網店、投放廣告、製作或優化流動應
用程式，以及在企業網站增設電子支付功能等。
政府稍後會擴大電商易資助至其他市場，支持港
商業務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7月20日上午，香港第
一本鄉志《打鼓嶺鄉志》新書推介會在
灣仔會展中心香港書展舉行。
立法會議員、打鼓嶺區鄉事委員會主

席、《打鼓嶺鄉志》編撰發起人及編委
會主任陳月明主持此次新書推介會。北
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主任丘卓恒，立法
會議員、香港地方志中心總編輯及嶺南
大學協理副校長劉智鵬教授為分享嘉
賓。一同分享的還有打鼓嶺區鄉事委員
會副主席、鳳凰湖村原居民代表及《打
鼓嶺鄉志》編委會副主任易渭東，打鼓嶺區鄉事
會前主席及《打鼓嶺鄉志》編委會委員會張伙
泰。

陳月明：打鼓嶺區將迎大發展大機遇
陳月明表示，打鼓嶺區位於北部都會區東部，

政府規劃即將出爐，打鼓嶺區將迎來大發展大機
遇。因此本書的初衷就是寄望香港人「知過去、
重今天」以紀念前人之功業，展望更美好的未

來。鄉村歷史是香港故事重要的一頁，她希望，
無論未來城市如何變化，香港27鄉的歷史與文化
傳承都能夠得到妥善的保存。
此前，康文署提出擴建香港歷史博物館，政府

可考慮在其中加入本港的鄉村特色文化。鄉村歷
史不僅有助於香港人了解、認識過往的歷史及文
化根源，成為香港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的重要補
充；還可作為宣傳香港的賣點與特色，幫助香港
打造一個更多元、豐富的旅遊城市形象。

◆《打鼓嶺鄉志》新書推介會。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王俊傑 攝

《打鼓嶺鄉志》助港人「知過去、重今天」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書展正在舉行，有部分
書籍被主辦機構貿發局以敏感、被投訴等理
由，要求參展商下架。據悉，被要求下架的5
本書籍，分別由亂港分子邵家臻和亂港網媒
《立場新聞》前寫手區家麟撰寫。貿發局強
調，已提醒各參展商必須遵守展覽規則和香港
國安法等法例。
貿發局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指出，作為香港

書展的主辦單位，有提醒各參展商須遵守
《參展商手冊及展覽會規則》、香港國安
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以及淫褻及
不雅物品管制和知識產權法等相關法律，
倘若收到有關投訴，即會按機制處理，有
需要時會要求參展商收回有關書籍或展
品。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特區政府保安局前局長

黎棟國相信，貿發局舉辦書展有其規矩，要看
到書商展出的書籍，才可作出要求下架的決
定，並沒有事先審查，事件亦絕不會影響言論
或出版自由。

出版界支持維持書展秩序
另外，對於有別有用心者故意放大主辦方勸
喻書商下架書籍的舉動，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昨日訪問多名出版界人士，他們支持維持書展
秩序，認為下架屬個別事件，絕大多數出版社
遵守規則。
明報出版社總經理蘇惠良表示，多年以
來，香港書展在暑假舉辦，是適合一家大
小的親子活動，出版社應跟隨這個基調，
配合主辦方。他批評有個別人等故意將書
籍下架與書展銷情劃上等號，他認為近年

許多中小型書商遇到經營上的挑戰。他建
議政府短期內可參考疫情期間的做法，資
助書商展銷，增加書本的多樣性。長遠而
言，要善用全民閱讀日等活動，培養市民
的讀書氛圍。
天窗文化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李偉榮表示，
參展商有責任跟從主辦方的規定，情況就如同
讀書要守校規，工作要守法律般，是很正常的
做法。他認為香港仍然出版自由、言論自由。
和平圖書發行部經理高繼忠表示，完全支
持香港書展主辦方在書展期間進行的例行巡
展，同時也是防止個別的別有用心者干擾書
展的正常運行。他認為，香港書展是香港的
文化名片，各方應積極維護香港書展
這個好品牌，說好香港故
事。

部分書籍須下架 貿發局：已提醒要守法

◆《深圳王》旅遊書幾近賣斷貨。◆家長帶子女入場選購圖書與練習冊。◆零食世界提供試食。

◆運動消閒展區內，小朋友體驗踏單車之樂。

▶書展
場內人山
人海。

逛完書展續逛零食世界運動消閒展區 內地客讚可用電子支付方便

一連 7 天於灣仔

會展中心舉行的香港書展昨日踏入第

五天，適逢周日，排隊等候進場的人龍延伸

至港鐵會展站，展場內更是人山人海，甚至

寸步難行。有參展書商表示，書展首兩天的

人流因天氣不佳而未如理想，惟周末兩天明

顯大幅增加，形容是達到疫情前的頂峰盛

況，場內旅客亦為數不少，但人均消費比去

年稍低。有家長帶子女逛完書展後，繼續逛

零食世界和運動消閒展區。有內地客稱讚部

分攤檔可使用電子支付，對旅客非常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北山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