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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參展商不足10家 台企近百家4年增6倍

記者耗時半餘日跑遍文博會9大場館，
僅找到包括亞洲電視、中華商務印

刷、深圳市潮流行貿易等5家港資企業參
展。今屆文博會上，港企身影極難被觀眾
發現，有觀眾甚至直言稱，這與港府和企
業對內地龐大市場的不重視不無關係。

在此前的第4、5屆文博會上，香港曾由
藝術發展局牽頭組建過1,000平方米的「創
意香港館」。而第6屆文博會，港館參展面
積大幅縮至100平方米，在港澳台三展館中
面積最「寒磣」。隨後，香港館更連續缺席
了去年和今年兩屆文博會。

民族特色加創意 台企望明年拓展場
據了解，本屆文博會「台灣文化創意館」

共設176個攤位，特別設立的「博物館數位
加值體驗區」首次將文化與科技相結合，
通過3D影片的方式將整個台北故宮博物館
幾十萬件瑰寶數位化，展示在觀眾面前。
而富有民族特色的苗栗縣也首度參展，將
透過文博會全面展示台灣精神的內涵與創
新價值。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總經理兼台灣文化創
意精品館館長趙永全表示，連續第4次參展
的台灣已成為海外最大的參展單位。今年
共99家台灣文化創意業者參與，比首年的
14家增長6倍；參展面積亦從498平方米增
加到2,700平方米，增長近5倍，今年文博會
期間成交額預期可突破2千萬美元。「如果
文博會不限制，希望明年還能繼續擴大展

覽面積。」

遍尋代理商 大陸市場作跳板
趙永全表示，創意文化產品作為台灣與

大陸服務業結合重要的一環，增加文博會
規模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對大陸市場有信
心，希望通過這裡找到代理商。他舉例
稱，台灣本土企業已把大陸市場看成產品
的「試金石」，最先研發或精心製造的產品
都會優先銷往大陸，待需求量變大後再銷
往世界各地。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積極研發針對大陸的
最新產品，大手筆投入以求快速開拓大陸
市場。來自台灣的當當貝兒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總經理李嘉玲介紹，公司在文博會上
推出一款以觸屏方式和動漫內容為主的平
板學習電腦，已經超越了在台灣銷售的版
本。她表示，公司前期投入超過2千萬元，
在台灣、香港以及大陸各自聘用超過100人
的團隊，開發自己的動漫形象，並將其運
用到幼兒教育的學習電腦，希望快速在大
陸引起關注。

李嘉玲認為，目前台灣創意產品的多元
化和推廣模式相對大陸更加成熟，公司專
門有台灣的營銷人員在大陸進行推廣。目
前公司已在上海、廣東、成都等地設立分
公司，動漫形象的衍生產品也已經陸續在
研發中。未來，公司還計劃借助目前在大
陸十分熱門的電子商務平台如京東商城等
進行銷售。

昨日開幕的第8屆深圳文博會上，曾推出過千餘平方米展館面積的香港館

第二次缺席，今年參展的創意、動漫和設計等企業甚至不足10家。反觀台

灣，不但台灣館面積增加至2,700平方米，更有99家企業參與。縱觀歷屆文

博會，香港館與台灣館在展館面積、參展企業類型及簽約金額等方面均呈現

出此消彼長的態勢。曾多次參展的港企認為，文博會「港味」漸淡與港文化

企業早已度過了在內地尋找代理商階段有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李望賢、李昌鴻 報道

港商各自出擊
拓海內外市場

台商「養魚理論」：
文化融合錢袋漸豐

劉雲山強調：提升文化科技含量

當前兩岸政策的
開放及頻繁的交
流，為兩岸文化創
意產業營造出更寬
廣的合作空間。台
北世界貿易中心總
經理兼台灣文化創
意精品館館長趙永
全表示，台灣一直
很希望能將產業版
圖擴大到大陸，

「這是一種『養魚
理論』，台灣市場
很小，只能養育出

『小魚』(小企業)，
如果把『小魚』拋到世界市場就會死掉，
因為完全沒有競爭力。但大陸市場龐大，
也與台灣有很多共同性，『小魚』到大陸
後可不斷成長，增加抵抗力。待進軍全球
市場的時候就可自由遨遊。」

跨域整合 活化文創
根據大陸《「十二五」時期文化產業倍

增計劃》，到2015年文化部門管理的文化
產業增加值將超過8,000億元。對此，趙
永全表示，只有跨域整合才可創造出更多

產業附加值。其中包括原創產出後的跨
界，如九把刀的小說《那些年，我們一起
追的女孩》改編成電影；原創開發時的跨
界，如故宮與意大利家居品牌共同開發

「清宮娃娃系列」；也包括文創次產業間
及資金跨界整合等跨域合作。

趙永全說，大陸的文化產品還應轉變觀
念，將產品活化，即只需要在產品中加入
一定的東方元素即可，是否保留原始風味
並不重要。此外，文化產業還應走出去，
走向世界。

為期4天的第8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
博覽會昨日在深圳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雲
山出席會議並講話。他強調，加快高新技
術的研發應用，提升中國文化發展的科技
含量，更好地用先進技術建設和傳播先進
文化，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舉辦7屆文博會 交易額超五千億
開幕之前，劉雲山等人視察了各個展

館，其中重點關注了新聞出版館。據悉，

今年數字出版館規模較往年增加了一倍，
新增加了版權交易展區、新聞出版改革發
展成就展區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
傑，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萬季
飛，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朱小丹等出席
了開幕儀式。

從2004年開始，文博會迄今已成功舉辦
了7屆文博會。如今，文博會已成為聞名
遐邇的「中國文化第一展」，在這裡交易
的文化項目累計已超過5,000億元。

香港館連續兩年缺席文

博會，且港企數量日漸減

少，引起廣泛關注，有的

甚至揣測是否香港文化企

業不重視內地市場。但有

業界人士認為，港企北拓

神州多年，對內地市場亦

十分熟悉，過了尋找代理

商的階段，因此對參加展會的

需求逐漸減弱。

有港企負責人表示，數年

前，港企剛剛開始北拓，往往

以深圳為跳板，通過參展各類

展會，了解內地情況，並尋找

內地的代理商。但經過一段時

間的發展，如今許多港企對於

內地的情況已經十分了解，不

少港企已經北上北京、上海以

及西南等諸多城市開展業務，

因此在深圳參展的需求並不迫

切。

曾連續8年參加文博會的中華

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有

關人士也表示，今年再次參加

文博會是主要為展示創新作

品。記者發現，其展位主要是

切合環保這一經濟發展的主

題，展示綠色環保印刷產品和

工藝，以及創新性設計的產品

如文具包等。

港創意偏西化 台陸文化相近
不過亦有業界人士表示，香

港文化創意風格更偏西化，而

相比之下，台灣產品具有更強

的東方民族性質，在大陸也往

往較容易引起共鳴。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總經理兼

台灣文化創意精品館館長趙永

全認為，大陸對台灣品牌的接

受程度很高，兩岸亦有相同的

文化底蘊，大陸完全是台灣文

化產業發展自有品牌的一個最

佳市場。台灣的創意文化產品

商業化較為成熟，但台灣多以

中小企業居多，市場較小且一

直以出口為主；大陸則起步較

晚，但擁有龐大的市場和人

才，兩岸可在此領域互補學

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李望賢、李昌鴻

港企北拓經年 已過尋代理商階段

今 屆 文 博 會 上 ， 環 球 數
碼、亞洲電視、中華商務等
港企積極展示各自頗具特色
的產品和服務，以提升在內
地的影響力和品牌，並與內
地公司和機構合作，共同拓
展內地巨大的市場，甚至瞄
準海外市場。

香港亞洲電視高級副總裁葉
家寶告訴記者，今年是亞洲電
視55周年台慶，其動員應屆及
歷屆亞洲小姐、亞洲先生及星
光家族成員前來展示，推動藝
人北上，與內地合作。該公司
還欲與內地製作、演藝界等合

作，並在互聯網等新媒體與內
地公司合作。

港企環球數碼昨日推出3D
電影《潛艇總動員2》，將於6
月1日在全國2,000多家影院上
映。環球數碼與國際發行代理
許可的法國公司Cyber Group
Studios(CGS)簽訂3D電視動畫

《奇幻樂園》，雙方簽約額達
270萬歐元，創造了國內原創
動畫海外發行的新高。

此前，在2011法國秋季戛納
電視節Kids Jury兒童評選當
中，該片獲得了最受學齡前兒
童歡迎動畫片的殊榮。

■台灣參展商展示手工藝特色布包。 中新社

■中宣部部長劉雲山昨日參觀第8屆文博會展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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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屆參展資料
年份 台灣館面積 攤位數 參展廠 廠商滿意 成交金額 洽談買主 後續商機

(平方米) (個) 商(家) 度(%) (萬美元) (人次) (萬美元)

2009年 498 N/A 14 100 4.3 2,065 1,000

2010年 2,700 157 62 100 147 18,000 3,330

2011年 2,700 167 81 98.62 164.77 10,557 1,866.85

2012年 2,700 176 99 N/A N/A N/A N/A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文博會歷屆數據
年份 主會場面積 分會場 參展國家 參展單位 參觀人數 成交金額

(屆) (平方米) (個) 及地區(個) (個) (人次) (人民幣/億元)

2009年(第5屆) 10.5萬 30 84 1,708 351.75萬 877.62

2010年(第6屆) 10.5萬 35 65 1,797 364.57萬 1,088.56

2011年(第7屆) 10.8萬 40 89 1,896 354.05萬 1,245.49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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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企環球

數碼與歐洲

公司簽約在

海外發行其

《 奇 幻 樂

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昌鴻攝

■台灣當當貝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研發的學習型平板電腦，希望在大

陸進行多元推廣。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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