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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香港為國際大都會，「美食之都」多年來享譽世界。本港的美食文

化，既傳承了中國傳統，亦深受世界各地文化影響，形成薈萃中西的特

色，與四大產業之一的旅遊業相輔相成，展現出香港的魅力所在，支撐

著重要的經濟及社會發展。 

 

然而，要保持美食之都的地位並不容易。環觀周邊地區，餐飲美食

迅速發展，不少亞洲城市近年積極發展美食，提升城市吸引力，如南韓

成功以「韓食」風靡各地。另方面，自 2004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

市網絡創立起，至今合共有 57 個城市成為「美食之都」，內地有多個城

市相繼成為美食之都；鄰近的澳門亦自 2017 年賦予美食之都之銜，推動

「旅遊＋美食」的發展。即使毗鄰的深圳，美食亦不斷推陳出新，吸引不

少港人北上消費。如何鞏固香港美食之都的優勢，豐富美食之都的內涵

和魅力亟待對策。 

 

至於本地餐飲業，一直面臨不少挑戰，如租金壓力，食材成本上漲，

人手緊缺，行業青黃不接等因素影響。本地美食的保育亦令人關注，一

些傳統食物日漸失傳，美食之都的形象漸失品牌效應，進一步打擊本港

美食之都的競爭力。 

 

近來，有關推動香港經濟復蘇，恢復城市魅力的討論不絕。政府、業

界與民間積極尋找新轉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提出「香

港無處不旅遊」，特區政府亦銳意重振旅遊業，積極推動各式深度遊、特

色旅遊及城市旅遊，其中本港源遠流長的飲食文化甚具再發展潛力。 

 

隨著旅遊業的重新定位，為重塑美食之都的美譽帶來新契機。香港

的美食發展該何去何從？面對的外憂內患有何出路？基於上述背景，本

研究希望就如何鞏固「美食之都」作出探討，了解本港作為「美食之都」

的優勢、以及當中的挑戰與新機遇，冀就提升「美食之都」的實力，提供

可行建議。 

 

是項研究於 2024 年 2 月至 5 月期間，透過幾方面蒐集資料，包括

文獻參考、實地意見調查，共訪問了 520 名 18 至 34 歲香港青年、13 名

從事食物工作的青年個案，以及 6 名熟悉有關議題的專家和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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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結果 

 

1. 香港作為美食之都具優勢。香港薈萃中西飲食文化，配上食材多元

化，豐富了飲食內涵和選擇，形成獨特的飲食生態。 

 

2. 周邊地區近年急起直追，發展美食的進展迅速，加上本地餐飲業受

原材料和租金漲價、人力緊缺等多重因素影響下，本地餐飲業面臨

不少挑戰。 

 

3. 近年飲食行業重視個性化餐飲體驗，當中包括餐廳種類、服務質素、

食物創新等，並配合不同顧客群的需要，為顧客打造不一樣的餐飲

體驗。 

 

4. 美食旅遊為具經濟發展潛力的領域，香港要鞏固美食之都的實力，

須把握機遇加速拓展相關領域；另迎合新興的飲食文化，朝可持續

發展及健康飲食等市場方向。 

 

5. 宣傳推廣及打造特色文化，對鞏固本港美食之都起重要影響。 

 

6. 食物行業向來有青黃不接問題，然而隨科技的引入及食品行業的多

元發展，配合職專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有助擴闊新一代對行業的想

像，建立形象。 

 

建 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及討論要點，循鞏固本港作為美食之都的發展，

進一步發展香港美食的實力，我們認為值得考慮下列建議： 

 

1. 建議當局設立「香港美食發展專組」，統籌香港美食及食品發展策

略、聯繫業界及人才推動「旅遊+美食」融合，並專責督導各項特色

美食的宣傳推廣計劃。 

 

目前本港食品及美食的推廣發展涉及多個部門及組織，如文化體育

及旅遊局負責香港的旅遊發展，並透過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展開一系

列推廣香港及美食的活動，每年的美食博覽則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下的

香港貿易發展局負責，政策措施較零散並缺協同效益。隨周邊地區美食

之都冒起，要鞏固香港美食之都的美譽，須有更進取的策略及規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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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多個範疇，由旅遊推廣、餐飲業發展、科技的結合與研發、人才的

培育、以至特色美食產品的營銷等，須有較高層次的督導協調。 

 

參考韓國政府成立的「韓國食品振興機構」（Korean Food Promotion 

Institute），專責發展及推廣當地傳統美食。建議本港成立「香港美食發

展專組」，其主要職能包括：（一）規劃香港美食及食品發展的整體策略

及定位，如深化由來已久的多元飲食文化、香港獨有港式風味、中國八

大菜系的文化底蘊等。（二）推動「旅遊+美食」的創意發展，如文化旅

遊與美食的融合。（三）協助業界美食水平朝高質量發展，如向符合正宗

烹調的餐廳食肆取得菜系發源地權威機構的認證、促進餐飲業引入科技

元素改善人才不足，以及優化顧客體驗等。（四）策劃本地特色餐飲及創

新食品的宣傳推廣，如國際廚神比賽、本地美食地圖製作、促進深度遊

與本港傳統菜式的結合，如盆菜宴等。 

 

2. 開展「香港美食傳承運動」，製作本地美食旅遊地圖，配合餐飲消費

券，推動具本地特色的美食體驗。 

 

現時，香港每年舉辦「美食商貿博覽」及「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等知

名盛事，藉此吸引海外及本地顧客。除中西薈萃的多元飲食文化外，具

香港特色的街頭小食、大排檔及茶餐廳文化亦深受市民及遊客歡迎，因

此建議旅發局可開展「香港美食傳承運動」，配合現時政府所推廣的「無

處不旅遊」，由市民及青年推舉區內特色小店、最能代表香港特色的蛋

撻、菠蘿油及奶茶，以及發掘相關美食背後的歷史，從而整合成十八區

的美食旅遊地圖，翻譯多國語言；並配合餐飲消費券，一方面推動遊客

品嚐具香港情懷的美食體驗，另方面傳承本地特色食品背後的人情味及

故事，連繫青年及小商店展現香港好客之道。 

 

3. 推動「多元飲食友善標籤計劃」，包括加入低碳、素食、清真及特殊

飲食需要等標籤，照顧不同客群的膳食需要。 

 

從研究結果可見，顧客更著重個人化體驗，餐廳亦務求提升服務質

素。現時本港已推動「有營食肆」運動，鼓勵餐飲業參與推廣健康菜式。

當局可參考相關經驗，制定符合不同客群友善的標籤，照顧多元飲食需

要，包括低碳、素食、清真及特殊飲食需求(如過敏)等標籤。計劃亦宜為

餐飲業界提供誘因，如參與計劃的食肆可提升知名度與增加客戶群，藉

此鼓勵餐飲業界，提升顧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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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若餐廳有菜式能符合低碳、素食顧客的飲食需求，即可

以獲得多元友善食肆標籤，餐牌上亦可標示合符規格的菜式。長遠而言

為配合飲食文化的發展趨勢，進一步優化「多元飲食友善標籤計劃」，如

進一步於餐牌上標示含食物過敏、宗教禁食的食材，以展現國際大都會

形象，建立多元飲食友善的文化，讓海內外旅客「感到貼心，吃得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