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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銷情佳 港出口走勢樂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貿
發局於上周發表的全球2017年末零
售報告指出，香港主要出口市場包
括傳統及新興市場，於剛過去的聖
誕銷情均有良好增長趨勢，最受消
費者歡迎的是電子產品，網上零售
增長非常迅速，甚至高於總體零售
增長。貿發局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
黃醒彪指出，全球零售市場在濃厚
的節日氣氛中健康增長，走勢可望
延續到今年，建議香港的出口商必
須適時檢討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以
增強競爭力。

內地零售市道續暢旺
報告指出，中國內地的聖誕節日
氣氛或較淡，但去年底的零售市道
卻維持暢旺。2017年全年的零售總
值可望保持雙位數增長，首11個月
的增長達10.3%。「雙11」銷售額
創新紀錄達 1,680 億元人民幣，
2017年首11個月網上銷售額佔整
體零售額14.8%，增幅較2016年的
12.6%明顯。同時在網上跨境選購

黑色星期五減價貨品亦愈來愈流
行。智能手機是假期最暢銷的產
品，其次是家用電器，同時服飾亦
有穩健增長。
貿發局續指，料美國經濟2018年
仍保持增長動力。報告引述美國全
國零售業聯會指出，2017年11月的
網購及非實體店銷售總值較2016年
同期上升10.5%。聯會預期，2017
年假期全國零售總值較2016年同期
上升3.6%至4%，萬事達卡則預計
增長達4.9%，是6年來最強勁的年
度增幅。最受美國消費者歡迎的產
品是服飾，同時，愈來愈多家庭選
用智能家居裝置，因此電子產品亦
愈來愈受歡迎。

歐人購物意慾仍高漲
另外，2017年歐洲經濟大致上溫

和復甦，大部分歐洲消費者的購物
意慾仍然高漲，但英國的經濟增長
將低於歐盟的平均增幅。同時，英
國零售商亦要面對通脹和進口價格
上升、消費者信心下滑等問題。歐

洲最主要的不明朗因素依然是英國
脫離歐盟達成最終協定的脫歐談
判，預計其他歐洲國家前景正面，
復甦趨勢持續。新興歐洲國家的經
濟，如匈牙利、波蘭和捷克等去年
皆受惠歐洲經濟復甦。拉丁美洲的
聖誕銷情好壞參半，其中巴西的零
售總值預期上升5.2%。智利和墨西
哥的經濟不景，故消費者表現較為
保守。
貿發局指出，整體而言，預期亞

洲依然是環球經濟的增長動力。中
國內地購買力快速增長，標誌着經
濟再平衡策略的成功，經濟將持續
增長。相比之下，雖然東京成功申
辦2020年奧運為經濟發展注入動
力，但日本經濟只會溫和增長。零
售領域方面，2019年上調消費稅率
的建議或許會刺激2018年的奢侈品
銷量急增，原因是消費者想在新稅
項實施前購買奢侈品。貿發局又
指，全渠道零售蔚然成風，不斷改
變環球零售業，為香港出口商帶來
機會與挑戰。

從聖誕銷情看港出口表現
美國
■美國2018年可望保持經濟增長升勢。
■ 最受美國消費者歡迎的產品是服飾，同時愈來愈多家庭選用智能家居裝置，因

此電子產品亦愈來愈受歡迎。

歐洲
■歐洲各國的經濟前景普遍樂觀。
■ 歐洲最受歡迎的產品，包括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如智能電視、電腦、智能手

機和平板電腦，其次電子遊戲及其他電子消閒產品亦相當受歡迎。

日本
■ 儘管東京成功申辦2020年奧運會，料僅為經濟帶來溫和增長。零售業方面，

日本將於2019年增加消費稅，或促使消費者提早於2018年購買奢侈品。
■日本去年聖誕最受歡迎產品是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其次是電子消閒產品。

中國內地
■內地聖誕節日氣氛或較淡，然而年末的零售市道卻維持暢旺。
■智能手機是假期最暢銷的產品，其次是家用電器，同時服飾亦有穩健增長。

其他新興市場
■ 已發展的歐洲國家普遍出現經濟復甦跡象，帶動了新興歐洲國家的經濟，如匈

牙利、波蘭和捷克。
■ 拉丁美洲的聖誕銷情好壞參半，其中巴西的零售總值預期上升了5.2%，智

利、墨西哥的經濟不景，故消費者表現較為保守。

資料來源：貿發局2017年末零售報告

兩年前，黃彧從英國回到故鄉福州市組建
創業團隊，開始深耕大數據挖掘。在黃

彧看來，福州在技術、人才和資金等要素上或
許沒有北京、上海、廣州或深圳等一線城市般
便利，但在家鄉創業給他心理上的作用巨大：
「此心安處是吾鄉，讓我能全心全意去創
業。」

客戶需求清晰 工作較易起步
創業團隊從最初的4人發展到如今的30多

人，他們從電商、教育、文創以及企業安全管
理等領域入手。兩年來，用數據挖掘技術已孵
化出8個不同類型的業務。
問及做大數據最難的是什麼？黃彧舉例：
「最難的是客戶知道數據是有價值的，但往往
不清楚要達到什麼目的。」通常電商行業比較
清楚用數據挖掘技術做關聯規則挖掘等分析，
得出的分析結果能否為客戶帶來利潤的提升，
就是驗證其方法是否有效的主要手段。
客戶能有清晰的需求，工作起來會比較容易
起步。不過如文化、教育產業，甚至是傳統的製
造業等，他們就往往只能提供數據，這時技術團
隊的首要任務不是分析數據，是要去熟悉客戶業
務的每一個環節。「學習他們的業務才能梳理出
利用這些數據能幫助企業做些什麼，這個過程要
一直磨合。我們的數據挖掘模型亦要根據市場不
停修改和迭代，這是任何一個IT產品皆要經歷
的過程。」

常見網購系統 涉AI計算分析
黃彧解釋，一般需要根據客戶的目標和對應
的數據類型來選擇挖掘方法，最常應用的是關
聯規則分析、分類和聚類等。「現在最常見網
購和新聞App等的用戶推薦系統，就是通過大
數據進行用戶行為分析和關聯分析等形成的。
利用地圖導航推薦避免擁堵的智能化線路，亦
是利用算法的人工智能應用。」
如今，人工智能知識已經開始幫助內地企業
邁向人工智能時代。去年7月，政府頒佈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中提出，到
2020年，人工智能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同
步；到2030年，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
中心。黃彧認為，中美互聯網公司市值接近1:
1，中國在這場AI技術的角逐中一定會領先世
界。

在英國留學生活7年，黃彧利
用節假日走了40多個國家，但
內心「此國非我國，此家非我
家」的呼喚愈來愈強烈。「華人
在海外他國發展，那塊無形的天
花板始終無法突破。」他說留在
英國可以繼續做研究，日子也會
過得很安逸，但那不是自己想要

走的路。
說到路，黃彧指自己在國外最大的

收穫，就是獨自享受凌晨時分從實驗
室回家的那條林間小路。「面對課題
壓力大時，經常凌晨兩三點才回家，
林間小道上經常伸手不見五指。剛開
始走的時候要用手電筒，後來
走久了，有星星、月亮相伴
時，只要默數多少步就正好到
家了。」他說，這就是自己現
在回國創業的心境：心裡清晰
明瞭要走的是一條什麼路。

籲港青到內地創業
對比留在英國的同學和朋

友，黃彧指自己當下的生活更
有激情。他認為無論是中國內
地、香港抑或是台灣的留學
生，在外國人眼中就是中國
人。香港或台灣學生被英國公
司錄用，最大的優勢是其中國
人的背景，並非其他原因。他
又相信具國際視野、有留洋背
景的香港年輕一代，若到內地
發展是有優勢的；內地市場足
夠大、創業環境愈來愈好，香
港年輕人多到內地調研實習並

熟悉市場，一定能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空。

計劃出版自己詩集
忙得沒空談戀愛的黃彧，在別人眼

中是「理工男」，可他內心卻住着一
名「詩人」。對話中他常常蹦出「青
春作伴好還鄉」、「楊柳岸，曉風殘
月」這樣的詩詞句意。雖然從小就在
計算機方面顯示特殊才能，但受文科
出身的父母影響，黃彧的文科根基相
當扎實。「在英國留學，我閒着無
聊，寫了一百多首格律詩。」他說正
計劃出版自己的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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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黃彧的團隊正在孵
化一項「企業業務安全」的
項目。「這是幫助企業做內
控管理的分析，國外的企業
很重視。」通過企業提供的
採購業務數據、供應商數據
和經辦人數據等分析，幫助
企業得出供應鏈系統是否安

全的報告。
他解釋，一家企業的某些業務

是否存在異常，以前要靠個人判
斷，但現在通過人工智能和大數
據分析，可提供更加客觀的分
析。團隊做的這些分析報告，本

質上不是替客戶做決定，是要提
供分析讓企業自己做決定。
「孵化項目就是在不斷試錯和

迭代的過程，有時候迭代到最後
已經面目全非了。」黃彧坦言，
正因為內地市場龐大，IT產品在
市場中不斷迅速迭代，讓中國的
人工智能技術正在超越歐美發達
國家。
同樣，由於內地各行各業的數

據規模非常龐大，對於人工智能
算法來說，數據愈多，通過人工
智能升級的產品就愈能幫助賺取
更多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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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理工男 大數據孵金蛋
活用數據挖掘 兩年孵化8業務

在2017年上半年那場世界矚目的圍棋人機大戰中，AlphaGo戰勝中國棋王柯潔的時候，

人工智能（AI）技術再次讓地球人震撼。事實上，「人工智能」已經走進了我們的日常生

活之中。在網購或瀏覽新聞應用程式（App）的時候，其實你內心的「小秘密」全被屏幕

後的機器「窺探」了。「『人工智能』在未來應用領域非常廣泛。」回國創業的人工智能

博士黃彧表示，所有的新技術和新應用，終將得到市場的驗證。

僅分析數據 客戶做決定

■黃彧演示公司的大數據技術，廣場上每個人均可被讀取保留各種數
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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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彧不僅寫了一百多首的格律詩，還常常用宣
紙為友人寫毛筆古體書信。 受訪者供圖

■■黃彧回鄉創業黃彧回鄉創業，，公司從最初的公司從最初的44人發展到現人發展到現
在的在的3030多人多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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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彧經常參加各類人工智能方面的分享
會。 受訪者供圖

�&����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