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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睇片

東門老街的新變化、皇崗村中的中山脆肉皖魚、

龍華必去的遊樂場、深中通道去中山覓食、光明2日

1夜行程推薦……香港探店博主曾小妹的YouTube視

頻，為粉絲呈現了一個個精彩而鮮活的內地景象。

像曾小妹一樣的香港博主，是見證國家發展、粵港

澳大灣區三地深入融入的一個特別而重要的視角；

他們用手中的鏡頭，以最日常的吃喝玩樂的內容，

讓港人了解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同

時，更成就了他們北上的一番事

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

入駐小紅書一年
已收穫紅利

●香港女孩曾小妹是一名YouTube博主。 深圳傳真

2024年9月，曾小妹幾乎每周都會驅車從清遠的家中來到深圳，拍攝探店視頻。「上一波這樣的高峰，是4月底迎接
五一假期，這次則是十一黃金周預熱。」年初起，她接到的商家推廣數
量暴增，高峰時5天拍攝了10多條廣告，每一單推廣費2,000-8,000元

（人民幣，以下同）不等。「一般商家
會提出他們的需求，然後我根據自己的
視頻風格，融入他們的店舖或產品。」
在曾小妹主頁可以看到，深圳及周邊城
市餐飲店、按摩店、美容院、牙科診所
等各類店舖的推廣琳瑯滿目，港人的觀
看、留言、收藏數據皆不錯。
2019年前，曾小妹就開始在香港做起
YouTube博主，以香港本地吃喝玩樂和
海外遊為主要創作內容。「修例風波開
始後，幾乎就很難接到推廣賺到錢了，
於是我選擇離開香港，來內地定居、發
展。」

內地消費性價比高 視頻受歡迎
曾小妹認為，目前事業的黃金期得益

於祖國的發展與強大。「以深圳為例，
這裏的餐飲品類選擇多樣，環境和服務都很優秀，今年以來吸引了一波
又一波香港人來此消費。」內地商家發現這一商機後，自然而然開始尋
找粉絲量不錯、內容有趣的香港博主，她也因此接廣告接到手軟，一躍
成為內地探店的頭部香港博主。
現在，曾小妹已組建了自己的小團隊，聘請了剪輯師、字幕、財務、

助理等人員，幫助她更高效高質地完成探店視頻。「曾經有段時間，我
的YouTube平台粉絲量一直停留在9萬左右沒有上漲。當我抓住港人北
上消費熱潮、轉型為內地探店博主後，短時間內已經積累近12萬粉
絲，說明這些視頻是有價值的，香港消費者很需要這些資訊。」

港女前海創業 打造KOL全產業鏈
另一位90後香港女孩許紫妍，不僅是一位小紅書博主，還是一位入
駐深圳前海的創業者。許紫妍回憶，以前和家人朋友來深圳，一般都是
簡簡單單吃個飯、逛下東門就回去了，「一次跟朋友聚會，凌晨兩三點
路過深圳南山區一個工地看到還燈火通明地趕工，後來發現這裏每個月
都在變化、更新，深圳的建設速度和經濟的發展太讓人驚嘆了，於是下
定決心來這裏創業和生活了。」

分享經驗 教港青做博主
在前海夢工廠的辦公室，許紫妍的辦公空間一半用來放電腦桌、辦公
用品，一半則放置了客戶產品、布置了燈光，用來拍攝產品視頻。「我
們公司現在的業務很多，但總體是圍繞KOL全產業鏈來進行。」近幾
年，許紫妍專注於小紅書平台，聚焦在香港女孩的深港生活，已擁有近
10萬粉絲，「我平時會用我的號來分享生活、接廣告，也會用我的號
為案例，為有志成為博主的香港青年授課，教他們做內地自媒體平台，
共享這一波紅利。」
採訪期間，許紫妍拿起一家香港美容院開發的家用美容儀產品說，客

戶今年找到她希望可以利用旗下資源幫助進行品牌的內地市場推廣。許
紫妍團隊首先幫助品牌開設了官方自媒體號，策劃視頻、圖文內容並進
行發布；另外，她及旗下20多位博主會在自己的自媒體平台中，找到適
當的時機進行產品植入，擴大品牌知名度與影響力。「9月，我們聯合前
海夢工廠共同接待了60多位中小企業家來深圳參觀、交流，現在看中內
地廣闊市場的香港創業者越來越多了，我們的機遇也越來越多。」

平時剪輯完視頻後，曾小妹會同步將成片上傳到
YouTube、微博、小紅書、抖音、嗶哩嗶哩、西瓜視頻
等各個視頻平台。「我的主題是港人來內地消費，而
我的視頻又是長視頻，因此自媒體主陣地還是You-
Tube。但內地其他平台都發展得很好，各有特色，所
以我會堅持同時更新運營，也許未來還會需要轉
型。」

小紅書增量市場巨大
2020年，許紫妍經營起自己的抖音平台；2022年，

開設小紅書賬號並開始更新；現在她的自媒體重心已
經轉移到小紅書。「根據後台數據，抖音會『爆』的
內容更娛樂，而小紅書是攻略型，更適合我的風
格。」許紫妍表示，內地自媒體平台多樣，前期可進
行全平台發布、摸索規律，之後再根據內容進行選
擇。
「現在香港人使用小紅書的越來越多了，我身邊的
朋友甚至我媽媽都在用！」Dion曾經疫情前在You-
Tube上分享過自己做美食的視頻，但觀看量、粉絲量
一直沒有起色，於是慢慢就放棄了，「去年開始小紅
書，也是因為看到我的朋友紫妍在2年內有了9萬多粉
絲、75萬的讚與收藏！」
現在，Dion即使在香港做美甲，店裏的工作人員也

會提醒她，可以在小紅書上找心儀的款式，這個平台
已經深入到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上面的乾貨內容太
多了，就算平時自己生活找攻略都是靠它，這也更加
堅定了我繼續做小紅書博主的決心。」

Dion是許紫妍公司旗下的一名小紅書博主，去年開始更新小紅書至
今剛好一年整。小紅書主頁上，Dion的簡介是「英國留學回來的中國
香港負二代，三份工作四隻狗」。這「三份工作」指的是她就職於一家
香港美容院，兼職繪畫老師，再利用休閒時間拍攝更新視頻。
粉絲剛剛超1萬，Dion每個月也能接到兩三單推廣，「有時候和我的
本職工作時間有衝突，就只能放棄。」一年時間做到這個成績，Dion
已經很滿意，在她看來，博主也是一份很好的「兼職」，「享受生活的
同時，還可以積累粉絲、賺取廣告費」。
Dion小紅書視頻分為兩個系列，一個是立足於內地遊玩的「港妹的

出行vlog」，為香港年輕人提供北上遊玩攻略；一個是記錄她平時在香
港的「打工人的生活vlog」，給內地粉絲看香港90後女孩的生活日
常。

兩地年輕人對同齡人充滿好奇
今年年中，Dion曾發布《便宜逛深圳！才19元一條褲子？！》這樣一
條攻略，成為觀看量最高的視頻之一。她發現這樣的題材同時受到深港
粉絲的關注：香港人想知道這樣高性價比的地方在深圳哪裏，內地人好
奇原來香港人喜歡逛這樣的地方，「兩地的年輕人其實對對方的城市、
同齡人都充滿了好奇，我的這些內容可以吸引不同地方的粉絲，讓大家
加深了解。」

兩地粉絲都愛看小眾隱藏店舖
最近，Dion在小紅書看到，對於香港本地遊玩的攻略，無外乎都是
難以繞開的幾大網紅熱門地，她由此激發靈感開始探索小眾隱藏店舖。
「比如我知道中環有家酒吧，沒有招牌，一般人都找不到，但它是某個
榜單上排名亞洲前50的店舖。」未來，Dion會在小紅書上開闢這樣一
個新的打卡系列，「兩地粉絲應該都會很愛！」

上北
博 主

3個港女乘消費狂熱
用手機鏡頭教人玩轉灣區

90後的成長 見證內地高速發展

● 曾小妹2016年再來內地遊
玩時，發現對比 2000 年時
已大變樣，圖為其在廣州塔
下。 深圳傳真

●剛剛運營小紅書一年的博主Dion。 深圳傳真

● 曾小妹有親人在廈門，
小時候常常回廈門老家。

● 許紫妍記憶中小時候的深圳很髒、亂、
差，和現在形成鮮明對比。 深圳傳真

今 非 昔 比

內地不同平台
更利於博主發展

兼 職 博 主

香 港 博 主

前 海 創 業 者

小 紅 書 博 主

● 許紫妍
（左一）
也會接待
香港中小
企業參觀
深圳。
深圳傳真

▲ 許紫妍是深圳潮玩文化的創始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 攝

此次記者採
訪的三位香港

博主，恰巧都是90後女孩，她們見證了國
家蓬勃發展至強盛時代，同時記憶裏也依
然留存着2000年左右初來內地時的記憶。
曾小妹老家在福建廈門，逢年過節都會回
去。「記得那時候都是從羅湖
口岸坐大巴回去，黃土路一路
顛簸 10 多個小時，車廂很
臭。我媽媽身上往往會攜帶幾
千元的現金給親戚紅包，所以
還要防小偷，太難受了。」對
比之下，今年8月，曾小妹搭
乘高鐵回了一趟廈門，3個小
時便到達市區，車廂整潔安
全，廈門更是已經發展得非常
繁華。
這樣的變化並非近幾年才

有。曾小妹早於2016年再來
內地遊玩時，發現已經今非昔
比：深圳高樓林立，口岸增加
不少，港人來內地越來越便
利，環境不斷改善，治安更是
讓人放心，「香港這麼多年沒
有怎麼變，深圳和其他灣區城

市則日新月異，很慶幸我用手中的鏡頭記
錄了祖國快速發展的美好樣子。」

童年時抗拒回鄉
許紫妍也有着相似的童年經歷。小學時
期和家人從羅湖過關時，她總覺得隔着一

條深圳河，是兩個完
全不同的世界，一邊
的香港繁華文明，一
邊的深圳則是髒、
亂、差。「那時候媽
媽一路都會緊緊拉着
我和姐姐的手，在路
邊找正規的出租車，
小時候我覺得回內地
很危險，內心也很抗
拒。」那時，由於兩地
的差距，許紫妍媽媽會
帶很多香港的「好貨」
分享給內地親友們，
「一般是進口的保健
品、國外品牌的衣服，
印象最深刻的是媽媽連
Temple 的紙巾也會帶
過來。大家會覺得無論

多小的生活用品，香港的東西總是更好一
些。」

內地購物成港人潮流
現在，許紫妍定居在深圳福田，與山姆

會員店距離很近，「這兩年反過來了，在
我的自媒體平台，內地購物、消費的視頻
都很火。偶爾我回香港還會買一些山姆的
日用品、內地品牌的點心、奶茶等給家
人，非常受歡迎！」

選 擇 多 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