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產品最受泰國印尼消費者追捧
貿發局：35%受訪者指性價比高 電子消費品最受歡迎

在美國最近對中國及中國香港商品加徵10%關稅

大環境下，港企加大力度拓展新市場已是必然之

舉。特區政府今年將「電商易」資助地域範圍擴至

涵蓋東盟10國，貿發局昨公布「東盟電商機遇：消

費行為與香港產品定位」研究顯示香港企業在東盟

市場具有優勢，可借助新財政預算案中有關推動電

子商貿發展的政策，在東盟開拓商機。貿發局研究

總監范婉兒指，東盟消費者樂於透過各種網上渠道

購買香港品牌及產品。香港中小企可特別留意泰國

和印尼市場，這兩個國家的消費者對香港產品有很

高的評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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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的「東盟電商機遇」面向東盟6個主要市場，即印
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越南，結果

顯示，香港品牌及產品深受當地消費者青睞，其正面的觀感
將推動今後貿易顯著增長。在這些國家中，約有七成受訪者
表示，過去12個月至少網購過一件來自香港的產品。年輕消
費者尤其喜愛香港產品，當中以18至29歲年齡群對香港產
品的評價最高。香港各類電商產品中，最具吸引力的是電子
消費品，獲70%的受訪者青睞，其次是時尚產品(38%)，及
化妝品 / 個人護理產品(34%)。
范婉兒認為，這對香港電子消費品企業來說無疑是一大喜
訊，多年來電子消費品都是香港的強項之一。
東盟消費者認為香港品牌及產品的吸引之處主要有三點。
首先，約35%受訪者認為，比起來自其他市場的產品，香港
產品售價更為相宜，性價比更高。其次，有33%受訪者特別
欣賞香港產品能巧妙糅合亞洲及西方元素。最後，有32%的
受訪者表示，網上售賣的香港產品設計時尚。

逾八成泰國受訪者最近曾買港產品
研究亦發現，新加坡、泰國及馬來西亞網購人士在香港產
品的平均消費額最高。以香港電子產品為例，新加坡消費者
每次購物的平均支出為 371 美元、其次是泰國（276 美
元）。6個東盟市場中，以泰國消費者最為追捧香港電商產
品，有81%的相關受訪者表示曾於過去12個月網購香港產
品，其次是印尼（73%），及菲律賓（69%）。
年齡分布方面，以30至49歲的網購人士平均消費最高。

另外，在18至29歲的網購人士中，平均有76%受訪者曾於
過去12個月網購香港產品。相關比例在30至49歲的年齡群
微跌至72%，並進一步在50歲及以上組別降至52%，反映即
使是較為年長的族群，也有過半受訪者喜歡經網上渠道購買
香港產品。

泰國新加坡消費力較強
范婉兒指，港商在了解哪個市場最有潛力時，不能以單一
指標決定，而是取決於產品本身的類型、目標客群和特性
等。例如，對於電子產品，越南市場的消費力最高，但其消
費支出相對較低，這意味着價格較高的電子產品可能較難進
入該市場。相較之下，泰國和新加坡的消費力更為突出，因
此這些因素值得企業考量。
在協助中小企拓展東南亞市場方面，貿發局會提供一些數
據分析和市場洞察，例如專門組織講座或研討會幫助企業打
入市場。此外，貿發局的活動也涵蓋海外和內地的平台交
流，如在印尼雅加達舉辦的大型品牌推廣活動，旨在提升香
港品牌的國際形象和影響力。
貿發局上述調查研究於2024年6月至7月進行，在網上訪

問了1,846名來自東盟6國的網上消費者。每個國家約300名
受訪者，受訪者年齡一般介乎18至60歲，居住於選定的主
要都會區，每月會至少網購一次，年收入屬於中至高等水
平。完整報告將於下周三(19日)的亞洲品牌及營銷論壇及亞
洲電子商貿論壇期間發布。

過去12個月曾購買香港產品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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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澤光親撰的新書《不說不可能 ─ 從廣州街童到機

場主席》昨日舉行發布會。他在書中以自身經歷為主

軸，輔以 128 幅珍貴歷史照片，重現香港兩次經濟轉

型、內地改革開放浪潮與國際合作的關鍵時刻，見證

香港半世紀風雲變幻，從一個工業城市蛻變成國際金

融與貿易中心，為讀者打開一扇透視香港發展之窗。

在昨日的新書發布會上，他亦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經

歷。據書中介紹，蘇澤光童年時期是一個街童，曾經

有愉快的遊玩時光。他於廣州居住，家中有四兄弟

妹，他是家中長子，爸爸早年經營內河航運生意。五

十年代後期，12歲的蘇澤光隨家人移居香港，全家住

在九龍一個小房間，期間他苦學英文，最終成功入讀

喇沙小學與喇沙書院，其後於1969年畢業於香港大學

經濟系，為日後數十年的事業奠下堅實基礎。

曾任職港鐵貿發局機管局
在數十年的職場生涯當中，蘇澤光曾經在政府擔任政

務主任（AO），1978年起轉到私人機構發展。其後，他

曾經於1985年至1992年擔任香港貿發局總裁，於1995

年至2003年出任地鐵公司（2007年12月地鐵公司更名

為港鐵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於2007年至2015年5月

擔任香港貿發局主席，以及於2015年6月至2024年5月

擔任機管局主席，其後退休。 ●記者 岑健樂

在支持中小企開
拓市場方面，特區

政府2024年 7月推出「電商易」計
劃，向有意透過各類電商渠道拓展內
地市場的本地企業提供資助。2024年
施政報告宣布於今年內將「電商易」
的資助地域範圍至涵蓋東盟10個成
員國，有意透過網上銷售平台進入東
盟市場的香港公司最多可獲100萬港
元的相關資助。

鼓勵中小企發展電商
貿發局過去亦一直積極支持港商開

拓電子商貿市場，旗下香港．設計廊

網上商店將於2025/26年度開通東盟
市場，首階段為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並適時拓展至泰國。屆時，參與香港
．設計廊的香港品牌將可透過跨境電
商形式把貨品銷售至東盟地區。
此外，貿發局亦於今年推出名為

「電子商務快線」的全年計劃，加強
協助中小企透過電商開拓內地市場。
計劃針對港商於內地發展跨境電商業
務時的痛點，透過一系列專題培訓講
座和提供一對一顧問諮詢服務，促進
港商加深認識內地電商及網購平台的
運營技巧，為有意拓展內地電商市場
的中小企業提供更全面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隨
着大灣區企業積極向外拓展，尋覓具
規模的市場和低成本的生產基地，東
盟成為大灣區企業重點發展的海外目
的地。然而，在貿發局上月底發表的
最新《大灣區供應鏈多元化：聚焦東
盟、香港和內地的聯通性》報告顯
示，企業認為難以找到合適或具備相
關能力的當地服務提供者(32%)為最大
挑戰，同時也關注數據安全問題(25%)
和難以找到具備所需專業知識的人才
(25%)。

港企關注數據安全
報告還顯示，去年調查所反映的主

要挑戰，即難以掌握當地的外商投資
政策及法規和文化 / 語言障礙，情況
則似乎正逐步改善。然而，對消費品
行業而言，文化 / 語言障礙仍然是他
們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對工業製品
行業而言，當地競爭也是重點關注的
因素。商業、專業及金融服務類企業
則較關注監管制度。房地產、酒店及
建造業企業與科技、 媒體及電訊業企
業則表示在掌握當地的外商投資政策
及法規方面遇到較大挑戰。

就香港企業與大灣區內地5個城市
（廣州、深圳、佛山、東莞和中山）
的企業而言，兩者同樣認為尋找合適
的服務提供者是最大挑戰。不過，香
港企業較關注數據安全與東盟市場分
散等問題，而內地企業則表示在文
化/語言及尋找合適人才方面遇到較
大挑戰。

73%企業續拓東盟市場
綜合而言，最新報告的受訪企業皆

對東盟的各項功能抱持充分信心。未
來3年，近84%的受訪大灣區企業計
劃維持或擴大在東盟地區的生產或採
購業務，以加強供應鏈韌性，較2023
年的 31%上升超過50個百分點。另
外，73%受訪企業表示將在東盟地區
維持現有或開展市場銷售業務，顯示
企業仍然對東盟龐大的市場潛力感到
樂觀，但較2023年的85%減少12個
百分點。同時，有近七成企業表示會
在東盟進行業務融資，有過半受訪企
業表示將在東盟地區繼續營運或新設
地區辦事處，以深化區內業務。另方
面，也有過半企業表示會開展研發業
務，以開發適合當地的商品。

機管局前主席蘇澤光贊成 發債開發新發展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國務院總理李強
於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香港要深化國際交往
合作。對此，機場管理局前主席蘇澤光昨出席
新書發布會時表示，展望未來，香港的出路，
是善用自身的國際化優勢，繼續積極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
時做好內地與國際間「超級聯繫人」與「超級
增值人」的角色，寄語香港年輕人應該持續努
力上進，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另外，他又表
示，支持政府通過發債為北部都會區等大型基
建融資。
2024年從機場管理局主席一職退休後，蘇澤

光仍然關注香港的經濟發展。港鐵公司早前表
示，為擴展鐵路網絡，將考慮包括發債在內的
不同融資方案。曾擔任地鐵公司主席兼行政總
裁的蘇澤光指出，他以往經營地鐵公司與出掌
機管局時的滿足感，是將公營及私營企業的經
驗融合，包括通過發展鐵路上蓋物業與商場的
收入支持鐵路發展與營運，以及因應當年的立
法會難以通過撥款，轉為自行發債融資，興建
機場三跑道系統。並指，美國於1929年10月華
爾街股市大崩潰後，當時也是通過發債融資支
持基建發展，令美國經濟逐步走出大蕭條的陰
霾。因此，在現時香港經濟表現因中美貿易戰

進一步升溫而面臨挑戰的情況下，他認為未來
香港在推動大型公共基礎建設與新發展區開發
（例如「北部都會區」）時，可透過包括發債
在內的不同融資方案，「唔使次次都攤大手板
問政府攞錢」。

料機場離境稅加80元影響不大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財政預算案》中提

出，將飛機乘客離境稅由現時每人120元，增
加至200元。被問到措施會否令旅客轉用深圳
機場、削弱香港國際機場的競爭力時，蘇澤光
表示，由於兩地成本結構不同，因此香港國際
機場與深圳機場不應以「鬥便宜」作比較，而
是要「鬥好」、「鬥叻」，務求做到最好。他
表示，香港國際機場多年來積聚很多無形資產
與優勢，包括航班密度高，以及高達200多個
國際航點等，加80元稅對香港國際機場的競爭
力沒有太大負面影響。

建議加強與歐日韓等國家聯繫
他續指，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包括內地與香
港在內的全球不同經濟體發動新一輪貿易戰的
背景下，美國將會更為孤立，香港可趁勢加強
與可能受美國關稅制裁影響的國家及地區之間

的聯繫，包括美國的傳統盟友歐洲、日本與韓
國等，為香港未來的發展作出策劃，鞏固香港
作為國際貿易與航運中心的地位。
至於在推動香港影視及文化產業發展方面，

曾任電訊盈科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以及香港
電影發展委員會主席的蘇澤光笑言目前「無橋
可渡」，不過他表示注意到近年韓國政府持續
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發展。因此，他認為香港特
區政府可繼續從中參考，包括大力支持電影發
展基金，推動香港相關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由廣州街童到企業高管
見證香港經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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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投資推廣署昨宣布，為慶祝其兩大旗艦盛
事——香港金融科技周和StartmeupHK創業節踏入十周年慶
典，兩項活動將於11月3日至7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其
他地點聯合舉行。

去年香港初創企業增10%
兩項活動的結合將打造一個更具規模、全方位聚焦創科領
域及商業效益的業界平台。作為頂尖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蓬勃
的初創企業中心，香港致力加快數字經濟發展進程。去年，
香港的初創企業數量增長達10%，當中金融科技界別佔比例
最高，共有逾600家相關初創企業。此次兩大盛事聯乘合作
有望加快創新步伐，推動區內發展。
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表示，這場盛會不僅標誌着香港十
年來的創新歷程，還充分融合科技並提升經濟影響力，是展
現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象徵。香港擁有天時、地利、人和，
站在領先採用和發展前沿科技的尖端。
據悉，隨着金融服務及不同行業更廣泛應用科技，今年活
動將打破科技領域界限，揭示如人工智能、區塊鏈、綠色科
技和健康科技等尖端技術如何與香港享譽全球的金融服務及
更多行業深度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泛遠國際（2516）昨宣布，近
日已與順昌快達簽訂一份諒解備忘錄，擬收購其旗下全資子公
司快順投資不少於60%的股權，定金為150萬元。是次收購有
助於集團將物流及配送業務網絡延伸至香港市場，並為構建全
球化跨境物流服務體系提供堅實支撐。
公司指，本次收購香港物流公司，旨在戰略性布局香港跨境

物流市場，以把握香港跨境物流行業之潛在商機與廣闊發展空
間，並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布局，有助於為客戶提供更高
效、多元的供應鏈解決方案，助力集團達成以業務發展驅動集
團收益持續增長的最終目標，以及鞏固行業領先地位。
泛遠國際主席兼執行董事王泉表示，此舉不僅為集團在香港
物流市場打響品牌知名度，也進一步完善粵港澳大灣區業務布
局，助力服務質量提升，並有望推動集團業績持續向好。集團
將與目標公司秉持互惠共贏的原則，共同為在香港的業務發展
努力，為股東及投資者創造更大價值。去年10月，泛遠國際曾
披露與阿里巴巴國際站合作建立華東倉。

●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范婉兒。 記者莊程敏 攝

拓東盟遇三大挑戰 合適拍檔最難找

電商易資助100萬拓東盟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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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遠國際收購快順投資
布局大灣區物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