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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臺北產經編輯部／馮凌慧

在地文化體驗趣

｜國際城市快遞｜城  市  萬  花  筒

▲  香港旅遊發展局官網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tc/index.jsp，提供形形色色的旅遊規劃建議

主題購物
遊

做
為全球經濟、文化、航空及貨運的樞紐城市之一，香港旅遊發展局（以下簡稱為旅發局）

近年將市場品牌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突顯出促進香港成為亞洲首要國際大城市及世

界級度假和商務旅遊目的地的決心。具有多元化的消費文化與旅遊經驗，讓這座購物天堂每年

吸引約5,000萬人次到訪，旅遊業更成為香港經濟四大支柱產業之一，

達國民生產總值約15.2%；於香港從事旅遊業

或者相關工作的人口也超過46.3萬人，占了

香港勞動人口的12.8%。

進入香港旅發局網站，各式各樣觀光、購

物、吃喝玩樂行程規劃的琳瑯滿目，讓人目不

暇給，但不論是透過何種形式旅遊香港，全球

遊客必定會親訪的旅遊經驗，絕對包含在地特有

的露天市集與主題購物街區，這裡讓購物不只是

消費，也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體驗。



城
市
萬
花
筒

▲ 隨時充滿了逛街人潮的廟街

大時代的集體回憶　共創另類文化遺產

或許是多年來港劇以及香港電影深植人心，

很多人就算沒有去過香港，也對廟街、金魚

街、歌賦街耳熟能詳，喝杯茶聽聽粵劇折子

戲，或逛逛南北乾貨吃碗雜碎麵，這些對香港

人來說極為稀鬆平常的生活習慣，卻是遊客最

想要追求的在地體驗。另一方面，主題街式的

分類購物，對於遊客來說也是另一種貼心便利

的行程規劃方式，不管是男女老少都能輕鬆在

一條街滿足購物需求。

早在1920年，在地基層市民的生活就開始

沿著附近的小街展開，為了謀生各式各樣的攤

販也就跟著形成，如今露天市集的歷史已逾80

年，並發展出一條一條具有特色的街弄，置身

其中到處充滿傳統街檔的舊日風情，街道兩旁

並列著形形色色的露天排檔，不管是用鐵管、

木板、彩色大洋傘或是紅白藍塑膠布搭出來，

都充分發揮了基層街坊的民間智慧。市集街道

對於香港人來說，不但是賴以維生的經濟來

源，也是充滿了大時代集體回憶的地方，許多

超過60年歷史的老店，靠著小小的攤位養活了

一家上下好幾代人，時至今日傳承下來多樣化

的消費文化，包容著不同階層族群的共同回

憶，露天市集堪稱香港重要的另類文化遺產。

事實上，從香港市集的歷史來看，其實也

經歷過許多次的遷移或重新規劃，以最具盛名

的廟街為例，廟街早於1887年的九龍地圖上已

有紀錄，當時廟街分為兩段，以油麻地天后廟

為界，以北稱為「廟北街」，以南則為「廟南

街」。1920年代開始，天后廟對面的廣場（俗

稱「榕樹頭」），開始發展成類似夜市的大笪

地（在粵語中有「一大塊空地」的意思），包

含了各式各樣的路邊表演節目、跳蚤市場、熟

食攤販開始聚集，因此帶動了廟街附近不少販

賣雜物及小食攤檔的興起。隨著生活水平的提

升，1968年香港政府規劃於榕樹頭廣場附近興

建社區服務中心，但此舉必需遷移原本在該處

經營數十年的小販，因此引起200多個流動攤

販對搬遷安排的不滿，經過油麻地街坊會及香

港警方協調後，香港政府決定在廟街另劃出一

塊空地做安置之用；到了1975年3月，香港市

政局以系統性的管理方式在廟街重新規劃出

「小販認可區」，也終於平息了攤販的攤位爭

奪戰。現今廟街的小販認可區包括文明里至眾

坊街一段，以及甘肅街至南京街一段，共有近

600多個劃定位置供小販擺賣。

企業化專業分工　人為創造市集人氣

香港旅遊發展局在進行主題購物街的推薦基

準條件是，該街道商店必須高度集中售賣某一

類型產品；而露天市集則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商

舖或攤檔在露天的環境下陳列販賣。且不管是

主街題購物街或是露天市集，前提都必須是便

於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抵達。也由於高度聚集遊

客的吸引力，讓香港立法會也不時在會議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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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發展多元化販商和市集經濟活動的議案，督

促設立開拓不同特色的新市集，負責的主管機

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選擇合適地點設立露天

市集時，先由辦理巿集的地區凝聚共識，從下

而上，充分考慮附近居民的意見，並經區議會

討論和確認後方可推行。當地區達成共識，相

關的政府部門就會依據職責範疇進行積極的

配合和跟進。因此由地區組織籌劃及管理露

天市集，會有更多空間及彈性，也更切合在地

需要。

香港針對市集的管理與活化，是由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與市區重建局共同負責，不過關於

市集行銷與包裝，則由旅發局全力主導，在官

網上除了每個市集與主題購物街的詳細介紹之

外，值得臺北市觀摩學習的是人為創造特色產

品的能力，採用多元化的包裝手法，從各種行

銷角度宣傳市集與主題街：

（一）必遊景點

女人街與廟街係為造訪香港必去的「香港十

大景點」之一。被俗稱為女人街的旺角通菜街

後段，街長約一公里，早期以販售女性服飾與

精品聞名，現在則包含各式各樣的男女裝、飾

品、化妝品、居家用品等。廟街曾經是《新不

了情》、《食神》等多部電影的拍攝場地，由

於大部分攤販所售的商品都以男性用品為主，

因此相對於女人街，廟街又被稱為男人街，此

外廟街最著名的當然還是一排又一排的地道美

食大排檔。

（二）古今文化

強調融合古今、薈萃中西的特殊歷史背景，

包裝出八種主題，其中的「道地生活」介紹參

茸燕窩街（永樂街）、海味街（德輔道西），

以及中藥街（高陞街）。這三條街是香港最

大的海味乾貨集散地，約有超過200家商店聚

集，過去這裡是經營中國大陸土產及雜貨買賣

的集散地，如今仍有很多近百年歷史的老字

號，讓熟客們趨之若鶩。

（三）主題遊

八條路線之一的細味道地油麻地及旺角，

串連了包含雀仔街、花街、金魚街、女人街、

上海街、玉器街、廟街等主題市集與購物街。

聚集在通菜街、園圃街一帶的雀仔街、花街、

金魚街，都是從50~60年代就開始形成的主題

街，反映了老香港人的平日生活喜好；強調提

供婚前婚後一條龍服務的上海街，則有不少中

式結婚禮服老店，提供遊客選購手工精細、款

式傳統的結婚裙褂、床單、棉被及其他結婚儀

（右）販售各式各樣的民眾生活所需用品的女人街

（左）販售各種男性用品的男人街（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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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傳統物品；玉器街起源於1950年代初期，

一批因國共內戰從廣州移居到香港的玉器商

人，開始在油麻地的廣東道開設玉器店鋪，令

這裡逐漸發展成一個玉器的集散市場。

重要的是，在規劃各色套裝行程之前，旅發

局進行了詳盡廣泛的旅客訪問及研究，甚至直

接在香港機場入關處進行一對一問卷調查，收

集訪港旅客特質、喜好等各方面的資料，一年

至少進行一百萬人次的資料收集，並依據調查

結果持續改善重新包裝。旅發局會參考這些研

究數據，參酌旅遊業的最新趨勢和發展模式、

國際機構所做的分析及預測，進而為不同客源

市場及客群，制訂合適的推廣策略。

開拓特色新市集　同步保存傳統文化

除了以上具有歷史淵源與時代背景的主題

街與市集之外，香港政府持續發揮人為創造

力，從2002年以來，民政事務總署與各個區議

會攜手合作，挖掘各區特色設立開拓不同的

新市集，例如上環假日行人坊、深水土步香

港電腦節、灣仔書節、荃灣珠寶金飾坊，以

及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FARM青年文化及創

業廣場等，都廣受市民及遊客歡迎。此外，近

年來全球興起文化創意產業風潮，香港同樣不

落人後，早在五年前就發起「藝墟計畫」，由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以下簡稱康文署）於香港

文化中心規劃一個專屬藝術工作者的展示創意

空間，提供造訪遊客及其他藝術愛好者交流的

平臺，更促進香港文化中心成為文化藝術薈

萃、孕育未來文藝之星的重地；周末及假日則

規劃於香港公園、維多利亞公園、九龍公園及

荔枝角公園舉辦「藝趣坊」，設置手工藝品及

藝術服務攤位，展售陶瓷、紙藝、飾物等手工

藝品，提供繪畫、書法及人像素描等服務，主

要目的在於增加市民遊覽公園的樂趣，讓他們

（左上）以批發花卉為主的花街，吸引不少外國遊客前往

（左下）金魚街的店鋪會把一條條金魚放在充了氧氣的小塑膠袋裡，並在袋上寫上價錢，然後再一排排的掛在店前鐵架上讓顧客選購

（右）雀仔街（雀鳥花園）是雀鳥販商與愛鳥人士交流心得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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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中國戲曲、中國民族歌舞、中國傳統劇

技、中國傳統木偶等，提供多元化的藝術表演

推廣傳統文化。

在悠閒的氣氛下欣賞藝術活動。在保存和推廣

傳統中國藝術方面，康文署規劃每個月在全香

港18區舉行免費文娛節目，包含粵劇、粵曲演

（左）通過「優質旅遊服務」計畫認證的店家，可得到這張專

屬識別貼紙，貼於店門口幫助遊客輕易辨識值得信賴的代表；

（右）連續十年或以上獲得「優質旅遊服務」計畫認證的資深店

家，可獲得十年優質識別貼紙，張貼於店門口

「優質旅遊服務計畫」讓遊客買的安心

不管是傳統市集或是新型態的藝文墟市，

很多遊客在市集購物最擔心的就是花大錢卻

買到不實商品，甚至是假貨，尤其是高貴的玉

器、參茸燕窩這類商品，更是讓一般民眾難以

辨識真偽。有鑑於此，旅發局從1999年就開始

推動「優質旅遊服務計畫」，目前全港已約

有8,000多個店家加入。每一個申請認證的店

家，要先經過店鋪環境、產品、銷售過程、員

工、運作系統共五大項的審核過程，滿分是

1,000分，至少需拿到600分以上才算合格，而

且獲得認證的商家還必須每年換證一次，以確

保符合明碼實價、資料清晰、優質服務三大標

準。得到認證的店家，可以在門口掛上「優」

的專屬識別標誌；連續十年或以上獲得「優質

旅遊服務」計畫認證的資深商戶，將獲頒發特

別設計的「優質旅遊服務」標貼，供其張貼於

店鋪內，旅發局還會把得到認證的店家，製作

成旅遊指南，提供旅客免費索取。

此外，每年更進行「傑出優質商戶」表揚，

依據過去五年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旅發局委

託的專業顧問）針對15個主要類別所進行的評

估得分做為評選標準，每個類別平均分數最高

的三名商戶，分別獲頒發金獎、銀獎和銅獎。

除了優質商戶獎項得主，在零售業及餐飲業兩

大類別中，過去五年得分平均值在前10%的商

戶，則獲頒優異獎。

國際旅遊網站TripAdvisor根據數以百萬計用

戶的投票，2011年香港獲選為亞洲第1位及全

球第10位好去處。2012年由萬事達卡公布的全

球最佳旅遊城市報告中，香港在全球132座城

市中排名第6。有人說香港沒有特別高的山，

也沒有特別美的海，但偏偏香港連年打造出觀

光奇蹟，繳出一張張耀眼的成績單，靠的是後

天努力創造自我特色，針對市集與主題購物街

的管理方式，歸納以下兩點可供觀摩學習：

（一）行銷宣傳策略

包裝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利用香港既有的優

勢擴張發揮，適度導入在地歷史與文化特色，

輔以戲劇、名人代言發揮綜效。來香港沒逛過

市集，不能說你了解香港的庶民文化！

（二）優質旅遊服務計畫

其實臺北市的建國花市、玉市相當於香港

的花街、玉器街，迪化街相當於參茸燕窩街，

還有和平西路的鳥街、中山北路的婚紗街、民

權東路的水族街，都跟香港的主題街有異曲同

工之妙，若能觀摩香港做法提供保障購

買品質的優質店家計畫，對於遊

客、店家、城市來說，無

疑是三贏的最佳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