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
20242024年年88月月2020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4年8月20日（星期二）

2024年8月20日（星期二）

A5 ◆責任編輯：陳啟恒

花心思贏口碑
展商食腦突圍

美食博覽圓滿收官 北方特產大賣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在美食博覽現場了解最後一
天的銷情。雖然黃色暴雨警告一度生效，不過無損

市民出行的熱情，會場內相當熱鬧，部分檔口前已出現
長長的排隊人龍，市民試食及購買商品，有商戶打出
「最後一日 一件不留」標語，作最後促銷。

海味店推快閃福袋反應佳
安記海味檔口負責人潘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對今
年整體銷情感到滿意，略較預期好，沒發現市民購買力
有明顯下降，「最後一天天雨係有啲影響，但唔算太嚴
重。我們比去年整體多大概5%嘅銷售額，畢竟現時經濟
氣氛唔係好理想，呢個成績都算唔錯了。」
他透露，顧客平均每人消費兩三百元，較為青睞是鮑
魚罐頭、鮑魚麵等即食產品。該店亦推出快閃福袋優
惠，市場反應良好。
經營國產零食的攤檔負責人劉彬形容，今年生意非常
好，更大讚美食博覽是絕佳的推廣平台，該店參展多年
已累積大量回頭客。「我哋嘅貨源主要係北方食品，內
蒙古、黑龍江、遼寧、新疆都有，有木耳、松茸桑葚、
葡萄乾等。」
劉彬表示，北方食品在香港相對小眾，顧客一般需要
經歷嘗試到接受的過程，美食博覽正好提供了試食及講
解機會，比門市宣傳效果更佳，「美食博覽我參加十多
年了，工展會都想參加，但門檻比較高，還在努力。」
不僅多年老店受惠，新商家亦藉美食博覽打開市場。
代理意大利進口食品的義生洋行高級銷售及市場經理葉
浩霖表示，該店今年是第二次參展，銷情遠比去年好，
「我們今次走薄利多銷路線，雖然部分商品平時在超市
門店也可能買到，但在美食博覽上特別便宜，比如100元
5支意大利油，家家戶戶煮飯都要用，是非常划算，對商
戶也是雙贏。」
他說，除個人消費者外，還收穫不少食肆、KTV等
「B2B」商業採購，「這些採購買手也會透過展會更新供
應商，讓我們有機會贏得新客戶。」

引入手工產品 潮汕食品店生意增四成
有主打潮汕食品的參展商表示，生意比去年增加三四
成。負責人楊先生說：「今年引入很多不同手工產品，吸
引客人，客人見到平日只有幾款，突然間有十多款，買多
了其他幾款，每個人都滿載而歸，8包至10包這樣買。」
有商家反映疫後市民的消費模式轉變。主營麵食的超
力國際食品市務主管車聲威表示，對今年市道預測較為
審慎，分析隨着疫情愈發遠去，市民不再像以往一樣購
買大量食品囤積在家，而是少量多次，且偏向嘗試新鮮
事物。
「我們推出了幾款新產品，市民都很願意嘗試。同時一
箱一箱這種大手買入的情況減少了很多，可能是一方面家
裏空間有限，現在也沒必要像以前（疫情時）儲備那麼多，
日常都會外出進食，屋企嘢未必食得晒。」他說。

一連5天的美食博覽、美與健生活博覽、家電

．家居．博覽昨日收官，連同日前閉幕的美食商

貿博覽、香港國際茶展，五大展覽錄得超過50萬

人次入場，人均消費1,615元，按年升超過6%。

昨日愈接近閉館時間，氣氛愈見熾熱，不少顧客

攜帶手推車，甚至大型行李箱前來「掃平貨」，

商家也趁最後一天順勢推出促銷優惠。多名商戶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今年人流不俗，整體銷

情達到預期。有店家分析，場內熱賣的貨品都是

具特色、小眾產品，坊間較少見，例如內蒙、新

疆等特產，商家需要在推陳出新方面多花心思贏

口碑。銷情較遜的商戶總結指，檔口位置及宣傳

攻勢欠佳都影響銷路，日後會多加留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 美食博覽、美與健生活博覽等五
大展覽今年雲集約1,860家、來自30個國家及地區
的展商。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昨日表示，今屆
入場人次超過50萬。其中主打商貿的美食商貿博
覽及香港國際茶展共吸引約2.05萬名來自60個國
家及地區的買家，香港以外的買家主要來自中國內
地、中國台灣、印尼、日本、韓國、泰國等。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張淑芬表示，今年博覽新增

四大生活化主題日，大會精心設計多場活動，鼓
勵市民留港消費。展覽期間，主辦方進行隨機抽

樣調查，訪問約1,500名入場人士，超過五成受
訪者在展覽現場消費達1,000港元或以上，人均
消費1,615港元。
台灣地區的展商青草地食品有限公司首次參加
美食博覽，運來一個大貨櫃的快車肉乾，展會第
四天已全部沽清。該公司經理王雨弘表示：「香
港和大陸的消費者對我們的肉乾產品有極大興
趣，銷售超出預期。」
同期舉行的美與健生活博覽，其中韓國品牌
medicube再次參展，今年展位加大至96平方米，

並引入兩個新品牌。其品牌市場推廣高級助理Ju-
lie An表示，韓國美容產品在香港有巨大潛力，最
暢銷的medicube AGE-R Booster Pro美容儀以每
部展會價1,700港元出售，平均每日銷量逾千套。
美食商貿博覽特別增設清真食品和飲品標誌，
方便買家採購。香港買家海昌海洋公園控股有限
公司正在沙特阿拉伯發展以海洋為主題的樂園度
假村，其亞太區業務拓展與營運資深顧問梁啟誠
在美食商貿博覽找到已獲清真認證的泰國大米及
內地的黑茶，每份訂單達50萬美元。

五大展覽吸客50萬人次 逾半受訪者消費逾千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不少市民趕在美食博覽
最後一日入場，掃走一車車戰利品。多名市民表示，
每年必來美食博覽入貨，感覺較一般超市商店品牌更
為集中，價錢亦便宜，支持多舉辦類似活動。
黃女士昨日與女兒一起逛展覽，花費約千元購買一
車食品。她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美食博覽提供一
站式購物機會，讓顧客一次過選購心頭好，「有時候
見唔到這件東西，就想唔起來買，過來可以一次過買
齊幾個月嘅食品。也有一般商店少見嘅進口食品，這
裏都能夠買到，我就剛買了新款士多啤梨味餅乾畀嗰
女，她很喜歡。」
馮女士認為，5天展期略短，最後一日才終於能抽空
過來，「我本身喜歡嚟呢種大型會場，但美食博覽展
期短了一些，工展會就有幾個星期，我一般會去幾
次。」她希望趁最後一日購買減價商品，但略有失
望，「最平嘅那些（食品）第一日開幕就俾人掃走。」
文先生攜帶一個大行李箱過來掃貨。他說，美食博覽
最吸引處是有本地潮牌食品售賣，「平時這些店舖分散在
各區，難以一次過選購，場館和安排都很滿意，人流比
我想像中多很多，感覺本地消費氛圍都不差。」
陳女士昨日花費逾千元購買月餅、麵食、零食等。
她笑言，上次參加展覽購買的囤貨差不多已經吃光，
這次過來補貨，「臨近中秋節，氣氛都幾好，我本身
都要買月餅、各樣零食，現在搞活動，正好過來。政
府時不時舉辦大型展會，讓大家開心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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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黃女士、馮女士、文先生、陳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不少市民昨日無懼天雨到美食博覽掃平貨，現場人山人海，亦有參展商趁昨日最後
一天展期減價促銷。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市民於熟食攤位外排隊購買及品
嘗平價美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有經營國產零食的攤檔商戶表示，今年北方
食品大受歡迎，吸引大批市民到場選購。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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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5日的香港美食博覽、美與健

生活博覽等五大展覽昨日閉幕，五大

展覽錄得超過 50 萬人次入場，人均

消費1,615元，按年升逾6%。此次參

展商戶在推陳出新上大花心思、各出

奇謀順應消費者習慣改變，力拓新品

新口味，善用多種營銷新招擴展客

戶，在並非理想的經濟環境下，創出

超預期的業績，以行動啟示本港商

界，跟隨變化、順勢而為，會變才會

贏。

香港美食博覽、美與健生活博覽、

家電．家居．博覽、美食商貿博覽、

香港國際茶展等五大展覽，今年雲集

約1,860家、來自30個國家及地區的

展商，入場人次超過 50 萬。主辦單

位香港貿發局昨日表示，主打商貿的

美食商貿博覽及香港國際茶展共吸引

超過2萬名來自60個國家及地區的買

家，香港以外的買家主要來自中國內

地、中國台灣、印尼、日本、韓國、

泰國等。其中參加美食博覽的多名商

戶表示，今年顧客人流不俗，整體銷

情達到預期。

仔細分析此次參展商戶贏家情

況，銷情達到乃至超出預期的原因

有三：一是把參展當作試水新產品

的平台，以創新產品吸客。有經營

零食的商戶表示，今年生意非常

好，美食博覽是絕佳的推廣平台、

提供試吃及講解機會，比門市宣傳

效果更好；有美容品牌今年擴大展

位、引入兩個新產品，1,700 元的美

容儀日均銷量超過1,000套。二是以

超低優惠吸客、力拓全新客戶。有

代理進口食品的商戶，今年針對消

費者消費習慣改變、改變銷售策

略，走薄利多銷策略，大受個人消

費者歡迎，同時還收穫了不少食肆

等商業採購新客戶。三是善用社交

媒體等新營銷手段擴大宣傳。點讚

商戶有優惠、入會即有禮物送等已

是各商戶的例牌動作。

此次參加美食博覽等商戶贏家，敏

銳捕捉消費者習慣、口味的改變，積

極主動順應改變、大花心思推陳出

新，獲得超出預期的銷情。這種識變

就能贏的收穫，給香港商界帶來振奮

和啟發。本港食肆業務在去年大幅反

彈後，今年第一季增幅放緩、食肆總

收益價值按年上升 2.3%，今年第二

季食肆收益269億元按年下跌2.1%。

在整體消費環境並非理想情況下，本

港有食肆在同樣品質下加大優惠，並

推出多款平價組合吸引上班族，亦有

食肆引入中東餐飲加表演吸客，皆取

得不俗收益。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商

家向來有敏銳把握消費趨勢改變的天

分，只要主動創新，相信識變就會

贏。

順應大勢 變才能贏
為了進一步提升香港與內地之間人員往來便捷

度，國家移民管理局近年來出台了港澳居民來往內

地通行證內地換補發，赴港澳商務簽註停留期限延

長至14天，為非中國籍港澳永久性居民簽發來往內

地通行證，讓港澳台居民享受出行、通信、金融等

35類生活便利等措施。這些措施不僅有效解決港人

在內地工作、生活的一些痛點難點，還為外籍人士

更好地往來內地提供了便利。更重要的是，隨着國

家對外開放步伐愈來愈大，這些措施為香港發揮橋

頭堡和「超級聯繫人」角色帶來重要機遇，特區政

府和相關業界要更加給予重視，做大內地居民出境

遊、境外人士來華遊雙向交流的產業，不斷創新消

費模式，增強本地經濟發展動能。

國家移民局近年推出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內地換補發等政策，終結了過去40多年來在內地港

澳居民需要返回港澳辦證的歷史。這一政策的實

施，使他們能够享受到「就近申請、一次辦結、寄

遞取證」的服務，極大地節省了時間和精力。同

時，港澳台居民、華僑僅憑出入境證件就可以享受

出行、通信、金融等35類生活便利，這無疑大大提

升了他們在內地生活的便捷度和幸福感。

除了對港澳台居民的便利措施外，國家還不斷推

出便利內地居民往來港澳的政策措施。例如，在北

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試點實施為科教文衞等6

類人才簽發「往來港澳人才簽註」的政策。這些人

才可以不限次數地往返港澳，每次在港澳可以停留

30天。這一政策有力地促進了人才、技術等要素的

自由、便捷、高效流動，為港澳與內地合作交流提

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國家還推出了多項便利外籍人員來華的政

策措施。例如，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的適用範圍已
經增至37個口岸、54個國家。這一政策紅利的進一

步釋放，成為外國遊客說來就來遊中國的「流量密

碼」。據統計，今年1至7月，全國各口岸入境的外

國人達到1,725.4萬人次，同比增長129.9%。大批海

外遊客的到來帶動了中國入境遊市場的火熱，預計

直接拉動消費將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這一數據充

分顯示了國家開放政策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應該看到，國家對外開放大門愈開愈大，便利內

地居民出境和外籍人員來華的政策措施會陸續推

出。對於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來說，這是一

個持續的增值過程。香港可以積極研究如何做好海

外人士進出內地門戶的作用，發揮好雙向交流平台

的角色。通過加強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香港可

以進一步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吸引更多的外籍

人士來港工作、生活和旅遊。

同時，香港還可以從內地入境旅遊產業的增長中

找到新的增長點。隨着內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

影響力的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外籍人士希望到華

旅遊和探索。香港作為國際旅遊城市，具有豐富的

旅遊資源和獨特的地理位置優勢，可以積極開拓境

外到華旅遊的客源市場。通過創新消費模式、提升

旅遊服務質量、打造特色旅遊產品等方式，香港可

以將入境旅遊產業作為本地經濟發展的新增量。

展望未來，香港應該進一步利用這些新措施帶來

的便利，加強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同時，也要

積極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吸引更多外籍人士來

港工作、生活和旅遊。只有這樣，香港才能更好地

發揮自身獨特優勢和作用，為國家發展和繁榮作出

更大貢獻。

用好國家開放措施 增強經濟發展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