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茅台國酒文化城佔地3,000餘平方
米，建築面積達8,000餘平方

米，規模宏大。漢、唐、宋、元、
明、清六個歷史展館和現代館錯落排
列，清晰記錄了國酒茅台自東漢以來
的發展歷程。每個館均體現出各個時
代建築的典型風格：漢館古樸巍峨，
唐館富麗堂皇，宋館古典玲瓏，元館
粗獷明快，明館精巧別致，清館華麗
凝重，現代館明晰流暢。國酒文化城
就像一部縱貫千年的歷史，充分展現
了幾千年的中國酒文化歷史。

遵義釀酒歷史悠久
據介紹，遵義（播州）釀酒歷史悠

久。遠古時期，該地區就產生了含糖

野果自然發酵成的原始的自然酒，到
了戰國後期，當地人以蕎麥為原料釀
製甜米酒。到了唐朝時期逐步掌握了
蒸餾取酒技術，製造出了蒸餾白酒，
因其酒精含量較高，見火能燃，亦名
燒酒。宋、元、明時期，遵義飲酒習
慣逐漸由低度酒轉向高度酒。而至萬
曆年間起，遵義一帶釀酒人逐漸掌握
了「回沙」工藝。到清代中後期，釀
製出冠蓋「黔人國」的大麴酒——即
後來的茅台酒。

1951年，「成義」、「榮和」和後
來的賴永初先生的「恆興」三家私人
燒房經過贖買、沒收與接管併為地方
國營茅台酒廠，於8月1日正式成立

「貴州省茅台酒廠」。在舊中國的廢墟

上誕生的茅台酒廠與共和國同命運開
始了他的新紀元。茅台酒廠建立之
初，恢復生產任務艱巨，政府先後撥
款擴建廠房、增加設備，使茅台酒的
出口量由最初的幾噸，逐漸增加到
1957 年的50噸。1954年遠銷歐洲、
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深受外國朋

友的好評。
茅台酒被譽為「國酒」，為國務院

接待外國貴賓的專用酒。1954年的日
內瓦會議、萬隆會議， 1956年的中
緬芒市聯歡會上，周恩來總理都用茅
台酒招待國際友人，茅台酒自此聲譽
鵲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除參加大型展覽會，
亦有日商積極投入商場舉辦的活動，同樣冀打響名堂。
日式福岡大排檔早前便來港亮相，冀以日本當地特色風
味吸引顧客。當中專營九州拉麵的「博多新風」社長娓
娓道出在港營商心得。

「博多新風」社長高田直樹坦言：「日本經濟狀況不

好，地震後市民比較少上街，心理作祟大大影響消費
力。即使3家分店都在遠離震源的福岡，亦無一倖免！
分店地震後營業額下降約20%，現在還未有回復跡象。
不過，即使是東京街頭也會受影響，有可能海外拓展業
務的步伐會更快。」

日生意未回復 加快海外拓展
然而，香港市場於高田直樹來說，亦不太易開拓。他

希望尋找面積介乎400至500呎的店舖，將日本的經營理
念整套搬過來香港。最理想的投資額是200萬元左右，
像福岡分店那樣，店面不用太大。現還在尋覓合理租金
的店舖中。「博多新風」把拉麵定價在中檔位置，700
至800日圓（約65至75港元）一碗，以應付各種成本問

題。高田直樹說：「成本高，唯有薄利多銷啦。不過，
香港人工成本比日本低，食材也比較便宜。廚師方面，
只要聘一位日本廚師就可以，其餘的選擇香港員工。」
他計劃開設連鎖店舖，目前首先發展好新開的一家店，
目標顧客為對食品有要求的年輕一族。

港人工食材平 租貴東京1倍
高田直樹最擔心的是租金問題，更怕2年後續約金額

會一舉跳升。他更指，香港租金是東京的1倍。此外，
新風拉麵亦打算進攻韓國市場，上海、泰國、馬來西亞
也有考慮。高田直樹相信，雖然東南亞地區成本便宜，
但貨品賣出價不高，最主要是打品牌戰，又表明上海消
費力強，適合進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上周剛結束的「活力
日本展」藉不同表演節目吸引香港消費者及本港潛在合
作對象的注意，同時展出日本文化及產業，對日企來
說，這是增加品牌知名度的機會。JETRO經濟調查、
企業支援部部長白井宏幸表示，參加展覽，可以讓中小
型日企直接接觸消費者，市民的親身參與，有助加深對
企業品牌的認識。另外，該等企業還可以透過媒體而增
加曝光機會。

展時裝尖端科技商業
「活力日本展」約有30個日本參展商參加，分別來自十

多個日本地震災區。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總領事隈丸優
次表示，上海、北京、香港均有展覽，惟不同之處在於
參展商各異。選擇的原則是要體現每區特色，例如在香
港會引入一些品牌比較新鮮的參展商，主要目的是展現

港人平時接觸機會比較少的時裝、尖端科技、商業等。
白井宏幸表示，目前出口至香港的貨品中，農產品、

水果較受歡迎。JETRO亦加強促進雙方貿易關係，今
年5月，將會與貿發局合作舉辦活動。8月，會在灣仔會
展參加香港美食博覽。然而，過去4年中，JETRO的開
支有所回落，2009年，開支達402.2億日圓，2010年下降
至377.96億日圓，至去年，開支為3年最低，僅有298.04
億日圓。

運輸企加力推廣吸客
即使經濟環境嚴峻，有參展商表示，今年將加大開

支，實行市場推廣。日本「雅瑪多運輸」去年在港開始
營運，以特色宅急便業務，開拓新海外市場。該集團標
榜365日年中無休，並有低溫宅急便，配送冷藏、急凍
食品。該公司營業部營業經理關佩詩表示，今年冀大力

推廣，提升品牌知名度。相信無論服務、制服、包裹造
型都有公司的特色，能夠吸引顧客目光。目前，該公司
有40%為商務客戶，60%屬於「B to C」的模式，以4間
中心來營運，未來會集中發展亞洲地區。

食品商「濱食」則指，開拓香港市場不全由於地震的
關係，而是與業務代理有共識，共同展開海外市場。目
標市場亦有鎖定台灣等地。該店售賣沖繩當地特產水
雲，即海藻，標榜可以有效瘦身，提高免疫力，更謂有
抗癌作用。配合自家調味產品來進食，別有一番風味。

日本貿易振興
機 構

(JETRO)專責促進
日本及其他地區
貿易關係。該組
織在全球過去5年
處理貿易及投資
諮詢的數據逐年
提升，每年平均

約增1萬宗。根據過去5年的數字，上升
幅度達到93%，由2006年的49,770宗，升
至2010年的96,009宗。

在港日商首務尋合作夥伴
該組織經濟調查、企業支援部部長白

井宏幸(見圖)表示，有意來港營商的中小
企業數目與日俱增。例如他觀察到，311
地震後參加2011年香港美食博覽的日企
數目並沒有大幅減少，情況比預期中理
想。今年更會擴大日企所在的會場面
積。而JETRO作為日本政府的一個組

織，亦會對中小企提供支助。去年，
JETRO資助26家日本企業參展商前往美
食博覽，對中小企的資助額度大約達到
展覽費用的一半。

不過，幫助日企進行買家配對，資助
似乎仍未足夠，白井宏幸透露，日商普
遍認為香港營商環境優越，若日商要進
駐香港，首要任務是尋找專業的合作夥
伴。他笑說：「兩地的消費習慣有所不
同，香港人喜歡親口試食，不給他試，
可能就不買了！」所以要尋找懂得抓住
市場的專家幫手。

有技術或能力，但不懂開拓香港市場
營商習慣，又不懂得同香港人同聲同
氣，人力資源缺乏，都是日企遇到的艱
巨問題。

工總：港商熟內地具優勢
對於港企來說，有日資企業找合作，

自然多條財路，對本港中小企來說也認
為是合資方式最好。工業總會副主席劉

展灝亦認同，在港日企多以合資形式進
攻市場，尋找合適的夥伴相當重要。即
使要進軍內地市場，很多企業也會選擇
與港商合作，因為內地涉及較多法律稅
制等問題，他相信港商會比較熟悉內地
的規章制度。

劉展灝表示，工總有組織代表團，前
往與議員、產業代表一同商議合作細
節。另一方面，香港政府亦有合作，舉
辦大型交流會，今年5月中，將會有一次

高規格代表團出發，當中有官員代表帶
領去考察。而以工總為例，往後亦定時
去做交流會，每年舉辦一至兩次，將考
慮更多另類考察團。

「不過，就出口數字來看，日本現在
還遠未能達到正常水平。」劉展灝相信
災後重建業務需要更長時間。

日本百貨公司減少，日企品牌便不容
易打響名堂。劉展灝認為，現在的日本
品牌沒有20年前那麼多及集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中銀香
港亦發表財經述評，詳析日本震災後經
濟。指從進出口的變化幅度來看，日本進
口一值保持增長，但出口在今年首2個月
則分別下跌9.3%和2.7%。往美國的出口
尚能保持增長，但往歐盟甚至亞洲的出口
則下跌。尤其是後者，足見311大地震以
及去年下半年的泰國大水災對日本企業生
產和出口的影響仍未減退。

地震及泰水災打擊日企生產
根據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經濟研究處的

評述，日本產品的全球競爭力尚未有大問
題，但311大地震以及泰國大水災令許多
日本國內外的生產遭受打擊，就算日本企
業在亞洲要重新佈局，也需要時間，因此
出口所受到的影響相信在今年還會不時顯
現。

此外，日圓匯率也是影響因素之一。雖
然2011年發生了311大地震，但日本企業
調回海外資金，連同歐債危機惡化，令日
圓成為避險貨幣之一，帶動日圓兌全球16
隻主要貨幣全線告升，其中兌歐元升

8.7%，兌美元則升值5.9%，兌亞洲主要貨幣升幅介
乎6%至10%不等。

下半年方擺脫日圓升值影響
雖然今年首季，日圓兌16隻主要貨幣開始全線回

跌，但匯率變化對貿易的影響相對滯後，日本商品
貿易要擺脫去年升值的影響相信要留待今年下半
年。此外，圓匯如果持續轉弱，對海外投資收益是
有匯兌上的額外支持。據此，只要日圓的強勢得到
控制，今年日本的經常賬盈餘是應該可以得到改
善。

而311大地震令日本在2011年錄得自1985年有可比
數據以來，首次全年的貿易赤字，為2.5萬億日圓，
把日本經常賬盈餘推低至9.6萬億日圓，是自1996年
以來的最低水平。2011年日本經常賬四大項目當中商
品貿易、服務貿易及經常轉移均呈赤字，盈餘單靠收
益項目獨力支撐，如果情況持續會令其經常賬盈餘變
得越來越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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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詩韻）日本311地震後，經過一年多時間，當

地經濟仍未復元，不少日企為生存，業務重心轉向海外。港、日兩地政

府大力鼓勵兩地貿易發展。日本企業認為在港營商有難度，尤其是語言

溝通，讓兩地企業未能搭通天地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及香港

工業總會都建議，若要抓住本港及內地商機，找個本土專家團隊合作才

最明智，兩地企業組合資財團，能發揮事半功倍效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虎靜 仁懷報道）多彩貴州踏春行媒體記

者日前走訪了有「國酒之鄉」之稱的仁懷市茅台鎮，走進了茅台

國酒文化城，接觸延續了幾千年的國酒文化，感受國酒茅台的魅

力所在。

秦皇島月中赴港招商
主推14重點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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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後復興 日企「走出去」
攻港最怕「雞同鴨講」港日合資更有效

國酒之鄉感受茅台文化
經貿訊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鑫、

張帆 秦皇島報道）秦皇島市市
委書記王三堂將率團於4月16日
至19日赴港4天，期間將組織開
展投資環境推介、小團組對接、
高層拜訪等招商引資活動。據介
紹，該市在港活動期間將面向港
澳地區推介14個重點產業園區和
140多項招商項目，計劃總投資
300億美元。其中重點項目40
項，總投資147億美元。截至目
前，已確定6個項目正式簽約，
總投資24.39億美元。該市除參

加河北省4月17日上午的投資環
境暨項目簽約儀式外，在港澳將
自辦3個招商推介活動。

秦皇島市北戴河新區管委會主
任李學民向記者介紹說，秦皇島
北戴河新區有內地北方最優質的
沙灘海水浴場、世界罕見的海洋
大漠、22萬畝連綿 鬱的林帶、
內地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的黃金
海岸，是不可多得的「鑽石級」
開發寶地。據記者了解，該區
2011年以來，重點推進項目30
個，總投資2,500億元。

河南辦糖酒商品交易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實習生 王園方 鄭州報道）日前
河南省酒業協會會長熊玉亮向
媒體透露，2012（第11屆）中部
糖酒商品交易會將於4月27日至
29日在鄭州舉辦。據悉，這次
交易會由中國酒類流通協會、

河南省商務廳主辦，河南省酒
業協會、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
協會、鄭州國際會展有限責任
公司聯合承辦，展覽面積1.2萬
平方米，以白酒、啤酒、葡萄
酒、果露酒、進口酒等酒類產
品為主。

香港文匯報訊 代工生意方面，工業總會副主席劉
展灝認為，該行業靈活性強，會看市場形勢發展。
不過，有香港企業與日本鐘錶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
係，銷售額減少的幅度相信由個位數到10%不等。
但只要定期配合整個環境升級，便能夠突破重圍。
現在韓國企業急起直追，改變日企壟斷的現象。對
日企來說，近幾年的挑戰仍然不斷，相信日企若想
繼續處於領導位置，必須要跳出框框，繼續創新。

■311震後一年，日本經濟未恢復元氣，不少企業紛紛大力拓展海外。圖為日前在港

舉行的「活力日本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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