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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攜手做大文化產業蛋糕
林文漢

熱點熱話

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開放兩岸雙向旅遊 台勿逆流而動

第 二 十 屆 中 國
（深圳）國際文
化產業博覽交易

會，將於5月23日至27日在深圳國際會展
中心舉行。這是我國唯一一個國家級、國
際化、綜合性的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也
是獲得全球展覽業協會（UFI）認證的綜
合性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連日來，不只
是內地業界，香港業界也非常雀躍，畢竟
深圳文博會不僅是香港業界深度參與內地
文化產業市場的重大機遇，亦有潛力與香
港 「盛事經濟」相對接，其帶來的經濟、
文化效益絕對是無可估量的。

在 「一國兩制」最佳制度安排下，香港
保持中西文化薈萃的特色，特別是中英雙
語環境，以及國家 「十四五」規劃明確支
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更有利於內地和海外創意人才匯聚香江。
今年以來，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香港
國際電影節、香港流行文化節等國際級盛
事先後舉行，吸引大批觀眾 「朝聖」。近

日，第二屆香港文博會在亞博館舉行，逾
600間參展商，展出多件國家一級藝術家
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文博會亦組織
前來參加香港文博會，全面展示文化產業
的創新成果，為香港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貢獻深圳文博力量。

港深文化交流大有可為
事實上，港深在文化產業領域早有合

作。例如在2008年，香港曾於第四屆深圳
文博會設立 「創意香港」館，除了展示香
港創意和文化產業的最新成果，亦展現與
內地加強在文化產業領域合作的決心。這
些年來，隨國家在各領域均取得重大發
展成就，內地民眾越來越富庶，對文化創
意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大，我國文化旅遊創
意等業務隨之迎來重大發展機遇。有見及
此，香港該如何用好自身優勢，深度發掘
文博會商機，已成為一個迫切的課題。

在粵港澳大灣區提速融合發展的大背景
下，內地和香港的文化交流無疑越來越密

切，這是文化上的 「雙向奔赴」。對於深
圳文博會，香港不應局限於城市形象的展
示，更重要的是深度參與，因為在這個中
國唯一一個國家級、國際化、綜合性的文
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中，必然有許多與內地
和海外文化企業的合作機會尚待發掘。只
要把握得好，香港必可拓展國內國際大空
間，借力發展自身文化產業，更好地將自
己建設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深圳文博會已進入第二十屆，它將展現
中國多姿多彩的文化資源，涵蓋文化旅
遊、影視動漫遊戲、新聞出版、數字文
化、創意設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類別。
這些類別範圍之廣泛，內容之豐富，足證
文化產業是大有可為的。展望未來，港深
作為大灣區兩大核心城市，應該積極做好
政策配合，大力整合文化產業資源，推動
人才交流，提升文化內容，既要做到香港
為深圳貢獻文博力量，亦要做到深圳為香
港貢獻文博力量，合力做好灣區文化產業
蛋糕。

針對台灣地區
新任領導人賴清

德發表涉兩岸關係言
論，國台辦發言人昨
表示，不管島內局勢
如何變化，不管誰當
權，都改變不了兩岸
同屬一個中國的事
實，改變不了兩岸關
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

方向，阻擋不了祖國終將統一的歷史大
勢。早前，兩岸旅遊在大陸文旅部宣布開
放福建民眾赴馬祖旅遊後出現轉機。儘管
這扇門是藍委去打開的，但兩岸能否融
冰，關鍵仍在民進黨當局的一念之間，只
有相互釋放出善意，才有望逆轉雙方的敵
意螺旋。

對於陸方宣布開放福建民眾赴馬祖旅
遊，台方陸委會第一時間的說法是 「不符
合對等開放原則」。此為陸委會一向的制
式反應，然而歷來兩岸交流的進程中，兩

岸旅遊雙向開放並非一蹴可幾，也從未是
以對等的方式推展。大陸文旅部提到 「平
潭與台灣海上客運」航線的恢復，作為下
一步推動閩省民眾組團來台的條件。可
見，大陸對恢復兩岸旅遊有其步驟，將視
台方反應循序漸進。

大陸此一安排，既落實了習近平總書記
「樂見大陸民眾多去祖國寶島看一看」的

承諾，以及國台辦主任宋濤對此 「真情實
意」的註解，同時也因採分階段施行的策
略，預防承受若民進黨當局拒絕其善意而
「踩空」的政治風險，可謂步步為營、小

心謹慎。儘管這些步驟看似進展微小，但
在兩岸旅遊交流因新冠疫情中斷四年之
後，卻是打開彼此政治藩籬的重要一步。

民進黨當局應主動釋出善意
島內業界對兩岸旅遊正常化一直樂觀期

待。曾建議賴清德當局應從以下幾方面開
始力：首先，以積極方式建立兩岸溝通
渠道。在兩岸都希望恢復正常交流的此

刻，民進黨當局應先採納台灣旅遊業者的建
議，立刻透過解除不合情理法、且有損台灣
利益的赴陸禁團令以表達善意；接再透過
「台旅會」、大陸 「海旅會」的所謂 「小兩

會」平台，或其他民間渠道，主動赴金門或
廈門與陸方互動，尋求有效的溝通模式。其
次，以永續思考提升台灣旅遊的品質。民進
黨當局應透過公私協力，建立重質而非只重
量、可讓陸客願意一來再來的旅遊品質。

第三，建議民進黨當局可以主動率先對
陸方釋出善意。為了表示誠摯歡迎陸客來
台，先鬆綁大陸人士考察、參展、學術、
藝文交流等專案申請的要件，讓兩岸專業
交流回復至新冠疫情前的常態化。相信兩
岸一來一往之間展現的善意，當可創造有
利於恢復全面交流的條件。不過，賴清德
昨天講話釋放謀 「獨」挑釁的危險信號，
台觀光股一度明顯下殺，未來觀光業前景
難料。對此，大陸表示會以交流促進兩岸
民間融合，民進黨逆流而動必遭台灣民眾
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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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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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 「打風不停市」的計劃，據報可
能較原定今年7月實施推遲，原因是需要充
足時間讓業界準備，以免風季期間實施會
造成混亂。報道又指，當局傾向考慮在今

年底或明年初才正式實施，意味今年風季未
必會落實 「打風開市」。在惡劣天氣下維持開

市，早已是市場和股民的共識，技術上又不存特別困難，
如今傳出橫生枝節，實在不理想。僅就這項改革而言，當
局若要增強港股競爭力，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
應當下定決心，排除阻力，早日落實 「打風開市」。

儘管香港是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但在惡劣天氣下股市
是否如常交易這一方面，可以說完全與國際標準脫軌，因
為紐約、東京、法蘭克福，甚至內地，均沒有 「打風停
市」的做法。

據統計，自 2018 年以來，本港股市因惡劣天氣停市 11
次，單在去年便有4次，每次停市歷時數小時至整個交易日
不等，對境內外投資者造成了很大不便。而且無可否認，
「打風停市」代價不菲——假如以港股每日成交額約1000

億元計算，每停市一日，庫房便少收約兩億元股票印花
稅。此外，投資者亦容易因此而蒙受不必要的損失，包括
難以在外圍市況波動的情況下及時平倉等。大量數據和證
據證明， 「打風停市」不合時宜，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完全不相稱。對此，特區政府也察覺到有問題，所以才
於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爭取今年中落實惡劣天氣下維持
市場運作的安排。

港交所就 「打風不停市」進行諮詢期間，收集到的意見
是支持多於反對，反對者主要是中小型券商，原因不外乎
升級電腦系統成本不菲。以中小型券商言，這些顧慮當然
可以理解，但歷史潮流浩浩蕩蕩，越來越多投資者習慣用
手機進行網上交易，不必券商代勞。當局沒有理由違背主
流趨勢，過度遷就那些不懂應變、拒絕求變的券商機構，
置大部分投資者的關切利益於不顧。其實，從長遠計，券
商不單不應 「阻住地球轉」，反而應該與時並進，藉此倒
逼自己加速改革，主動跟上自動化的時代潮流，如此方可
大幅降低經營成本和提升效率，避免遭市場淘汰。

早日實施 「打風不停市」，對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之前
港股沉寂了三年，最近才於中央出台一系列挺港惠港措施
下，從谷底反彈。現在，市場需要更多有助刺激投資活動
的措施，需要拆牆鬆綁，方便投資者進行操作。假如香港
證券市場遲遲不摒棄 「打風停市」這一過時做法，實際上
就是為本港、內地和國際投資者製造不必要的障礙，某程
度上會直接影響港股吸引力，妨礙港股進一步健康發展。

一如其他有助帶來長遠效益的改革， 「打風開市」必然
會遇到一時的種種阻力。倘若因小小的阻力而卻步，拖慢
甚至放棄與國際標準對接，必然不利於鞏固、提升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啻因小失大。對於 「打風開市」，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天表明，時間表一直清晰和
不變，不存在延遲實施的問題。希望當局盡快公布 「打風
不停市」安排的諮詢總結，早日公布實施詳情，不要讓市
場失望。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荔枝之鄉」 繪就發展新篇章
灣區媒體品鑒茂名產業振興活力

五月茂名，荔枝飄香。由香港商報、茂名市委宣傳部聯合深圳特區報、深圳晚報、香港經濟導報、澳門日報共同舉辦的
「荔紅時節——2024灣區媒體看茂名：荔枝主題及產業振興採訪報道」 活動於5月17日至21日在廣東茂名隆重舉行。
本次採訪之行由香港商報董事總經理戴傑領隊，正值2024年第八屆中國荔枝龍眼產業大會召開之際，採訪團通過幾
天的實地參訪，深切體會到茂名 「荔枝之鄉」 「世界名荔」 的獨特魅力，也親眼目睹了茂名產業振興的巨大成
就。採訪團參觀了中國荔枝博覽館、電白區沉香博物館，感受茂名獨特的荔枝與沉香文化；到訪電白六韜珠
寶產業園、茂名市電白億順食品有限公司，聆聽港商台商扎根茂名的創業故事；參觀了廣東鷹金錢海寶
食品有限公司、廣東深融生態（橘紅）產業基地，深刻體會到茂名企業聯農帶農的產業效益。今日茂名
展現了在鄉村振興和產業創新中的無限潛力。

賀安安 蔡易成 吳泓豫 孫磊 寧傑文 申衛峰 何嘉敏 許傳軍/文圖

荔紅時節荔紅時節————20242024灣區媒體採訪團走進電白區沉香博物館灣區媒體採訪團走進電白區沉香博物館。。

採訪團走進電白六韜珠寶產業園採訪團走進電白六韜珠寶產業園。。

繪就荔枝龍眼產業新畫卷
電白沉香傳承千年香文化

2024年第八屆中國荔枝龍眼產業大會於5月20日
在茂名市舉辦。此次大會匯聚了全國範圍內的科研
機構、企業和行業代表，共同探討荔枝龍眼產業前
沿趨勢，分享技術創新成果，推動產業升級和市場
拓展，促進產業高質量發展。茂名是全球最大的荔
枝生產基地，佔全球市場的20%。全市85%的農戶從
事荔枝種植業，種植面積近140萬畝，年產量近60
萬噸。2023 年，茂名市荔枝全產業鏈產值達 120 億
元（人民幣，下同），增長8.3%。近年來，茂名加
快推進全產業鏈發展，優化品種結構、提高管理水
平，致力於打造全國荔枝核心產區。

茂名不僅以荔枝聞名，更有沉香產業熠熠生輝。
在此次採訪之行中，記者們還參觀了電白區沉香博
物館，深入了解這一名貴香料的悠久歷史。該博物
館位於電白區沉香省級現代農業產業園內，佔地
3000 平方米，收藏展示了從漢代到清代的各類香
具，展現了中國香文化發展的不同階段。採風團還
了解到，近年來電白區立足本地資源，積極打造
「到電白來品香看海」特色旅遊品牌，推動旅遊業

轉型升級。全區沉香種植面積達12萬多畝，現有沉
香加工、銷售企業2800多家，從業人員4萬多人，
年產值40多億元，成為電白鄉村振興的支柱產業。
電白區探索出 「黨建引領、鏈條服務、產業興旺、
共同富裕」的鄉村振興之路，沉香產業正加速邁向
年產值100億元的目標。

香港珠寶璀璨茂名
台商食品香飄南粵

採訪團還採訪了兩位扎根茂名、壯大企業的港商和

台商，傾聽他們的創業故事。在電白六韜珠寶產業
園，採訪團了解了茂名在珠寶產業上的創新與發展。
六韜集團由香港四家著名珠寶製造商企業聯盟創立，
自2012年落戶茂名以來，已發展為集產業、科技、商
貿、孵化為一體的輕工文化產業園區。六韜集團董事
長劉家健博士介紹了六韜在茂名的發展歷程，他表示
公司茂名扎根並實現了快速發展。目前，產業園內企
業超過300家，提供了3000多個就業崗位，產值超過
41億元，成為茂名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茂名市電白億順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台商獨資企
業，其將台灣海味產品系列小吃帶到廣東，開發出冷
凍魚漿、魚漿製品等預製菜食品，成為廣東茂名地區
冷凍魚漿製品行業的龍頭企業。公司董事長黃俊溢自
1992年創業以來，不僅為地方民眾帶來了200多個就
業崗位，還從台灣招攬了十幾名青年人才扎根電白。
黃俊溢表示，茂名豐富的農業資源和他在此扎根創業
的經歷，讓他早已將茂名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漁業經濟繁榮動力十足
化橘紅打造產業新標杆

博賀漁港是全國十大漁港之一，每年海洋捕撈量

逾180萬噸，為茂名現代漁港產業提供了強大動能。
採訪團還到訪了廣東鷹金錢海寶食品有限公司（海
寶食品），該公司是茂名電白沿海加工企業的領跑
者，其生產的 「魚家香」豆豉鯪魚罐頭遠銷世界五
大洲50多個國家和地區。海寶食品每年採購逾3萬
噸海洋魚和淡水魚，帶動了200多戶養殖戶和200多
艘漁船的收入增長。公司還通過開闢羅非魚生產
線，解決了小規格羅非魚的市場問題，幫助養殖戶
增加收益。以海寶為龍頭的深加工企業，為當地漁
業經濟開闢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形成了強大的水產
品加工產業集群。

以海寶為龍頭，電白大力打造水產品加工產業集
群，包括新洲海產、海藍水產、海籃漁業等企業在
內，形成了年加工水產品約9萬噸、產值約14.3億元
的龐大產業鏈，為當地經濟注入了強勁的動力。

「千年化橘紅，一部南藥史」。採訪團還走進化
州化橘紅博物（展覽）館位了解化橘紅的文化歷史
以及產業發展。走進館內，記者們了解到了化橘紅
的歷史淵源、文化傳承以及藝術價值。此外，採風
團還走進了位於化州市的廣東深融生態產業有限公
司，了解化橘紅的產品研發、生產、加工和銷售情

況。該公司擁有1.6萬畝的化橘紅高標準種植基地，
以 「公司+農戶」的經營模式，致力於打造集 「育
苗、生產、加工、研發、銷售」為一體的一二三產
業融合發展的現代農業產業園。

化橘紅作為一種中藥材，藥用價值極高，被譽
為 「南方人參」。化州市作為中國化橘紅之鄉，
積極推動化橘紅產業的發展，使昔日的 「小橘
紅」發展成富農興農的大產業。近年來，化橘紅
種植規模迅速擴大，從 2012 年的 3 萬多畝發展到
2023 年的 13.2 萬畝，全產業鏈產值突破百億元。
全市建成千畝以上的高標準種植示範基地 10 個，
年產鮮果 5 萬噸，產業鏈上的加工企業達到 165
家。化橘紅的高品質和廣泛應用，使其逐漸成為
茂名的一張亮麗名片。

五月的茂名，採訪團看到了不僅是荔枝飄香，更
是產業振興的生動畫卷。從中國荔枝博覽館到電白
區沉香博物館，再到六韜珠寶產業園和廣東深融生
態產業有限公司，每一站都是茂名產業發展的縮
影，都彰顯了這座城市的活力與希望。採風團深切
感受到，在鄉村振興的道路上，茂名將繼續書寫屬
於自己的輝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