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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 林麗青報
道：深圳，改革開放先鋒，夢開始的地
方。華強北，蜚聲國際的 「中國電子第一
街」 ，追夢人的熱土。5月25日， 「2024
世界華文媒體社長總編輯深圳行」 一行走
進華強北，探秘華強北造夢圓夢密碼。與
AI寵物機器貓互動，體驗街頭鋼琴表演，
電子市場淘得心頭好，華強北博物館追尋
歷史，甘泉園 「碳」 知人文深圳……來自
五大洲的華文媒體社長總編輯盛讚華強北
市場活力強，科創人文並駕齊驅，新質生
產力造就無限的遐想。他們紛紛表示不僅
要向海外觀眾傳播華強北，還要通過跨境
電商方式將 「深圳造」 帶向全球。

「2024世界華文媒體社長總編輯深圳行」 一行在華強北留影

大象機器人公司研發的電子寵物貓與人互動

大象機器人公司創始人向華文媒體社長總編輯介紹公司科技新品

華文媒體社長總編輯們參觀華強北博物館

世界華文媒體社長總編輯訪華強北 助深圳造走向全球

市場活力強 人文圓夢地

市場是華強北的法則
華強北，世界看中國的一張名片。四十多年改革

開放波瀾壯闊，華強北發展經歷了從工業區到以電
子交易市場為主的綜合性商圈的轉變。這個全球規
模最大的電子產品交易集散地，2008年被授予 「中
國電子第一街」榮譽稱號。

為什麼是華強北？ 「市場，是我們的法則。」在
華強北博物館裏的這句話，或許可以給予解答。在
華強北的創業企業裏，在人潮擁擠的電子市場裏，
都可以看到，華強北市場的強大活力。

「非常嚮往 『中國電子第一街』，早就聽朋友
說，在華強北，你想要的這裏幾乎都有，而且價格
和性價比各方面都非常有吸引力，前沿性的產品也
能在這裏找到。」國際日報集團社長兼總裁張萍告
訴記者，這也是她決定要放棄其他行程來深圳的原
因。參觀期間，傳媒高層走進華強北市場，購買自
己的心頭好。 「果然名不虛傳。」張萍很快找到了
想要買的門鎖芯型號，已加了商家聯繫方式，等回
家量好尺寸即可線上購買。美國商業新聞網 CEO
繆國濟花了150元（人民幣，下同）就買了一個電
子手表，中美郵報副社長魏炯才不久前已在華強北
購入新相機，比市場價優惠500元。

市場，是華強北發展起來的活力源泉。數據顯
示，華強北有22家專業電子市場，總經營面積40萬
平方米，銷售元器件種類超100萬種，是全球最大
的電子元器件集散地，創下了電子商戶數量、營業
面積、產品種類、年銷售額等4個 「全國第一」。
華強北商圈日均人流約70萬-110萬人次，今年第一
季度華強北商圈地鐵客流增長18%， 「五一」假期
商圈日均人流約60 萬，同比增長100%，去年以來
商圈消費熱鬧場景5次登上央視新聞……

點讚年輕人創造力強
市場，是華強北的法則，也是企業創新發展的動

力。無數追夢人從這裏起步，創新者從這裏啟航。
騰訊、大族鐳射、海能達等50多家知名企業起步於
此，中航國際、中電資訊、賽格集團、華強集團等
知名企業聚集於此。

位於中電創新科技集聚示範區的深圳市大象機器
人科技有限公司，是海歸青年於2016年創立。自主
研發的機器人產品主要應用於智慧製造生產、商業
場景、科研教育、家居生活等多個領域，產品品質

及智慧方案頗受市場青睞，以中、英、美、德、
法、日等地為核心市場。因具有國際化視野與自主
研發創新基礎，大象機器人吸引了一線基金注資，
推動全球業務的快速增長。

參觀期間，光華日報署理總經理林星發了解到，
這個公司年輕人平均年齡27歲，不由得感慨 「現在
都是年輕人的天下了，創造力真強」。張萍注意到
辦公室裏這群年輕人創業的點點印記， 「一群年輕
人有這樣大的熱情來關注老年的社會或是幼兒的陪
伴，真的很不錯，他們找到了未來的方向，這是一
個比較大的市場。」埃及《中國周報》社副社長朱
新娥說，多元產品研發和多層次的市場拓展彰顯了
大國智造的精神，將產品賣向全球，向世界證明了
中國企業在高新技術領域的實力和潛力。

創新永不止步，新征程催人奮進。華強北創新創
業氛圍濃厚。經營主體約11萬家，創業密度深圳第
一 ； 2023 年 新 增 經 營 主 體 9850 家 ， 同 比 增 長
11.3%；企業活躍度 75.45%，位居福田區各街道第
一。

華文媒體希望助推深圳產品走向海外
當天上午，大象機器人創始人陳昊天向到訪的華

文媒體高層介紹了公司的發展情況和產品特色。陳
昊天說，公司早年從協作機器人起家，疫情期間適
應市場需求向教育科研機器人轉型，後又根據市場
需求，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推出了全球首款仿生機器
貓。

現場展出的仿生機器貓升級版成為大家的關注焦
點，傳媒高層紛紛與其互動拍照。撫摸機器貓，它
會發出咕嘟咕嚕的呼嚕聲，跟她說I love you，貓
眼睛會冒愛心……陳昊天介紹稱，升級版機器貓根
據市場需求進行升級，主打老年人市場，以互動陪
伴治療老年人的孤獨感，在美國也有銷售。

「這個真的太好了。」美華商報社長周緒庚抱着
機器貓說，自己養的兩隻狗狗都不在了，如果能養
電子寵物，就不用經受和寵物離別的痛苦。周緒庚
告訴記者，這些民用的小商品在美國會有很大的市
場，他希望能跟大象機器人合作，通過跨境電商擴
大寵物機器貓在美國市場的份額。與周緒庚不謀而
合，美國中華商報首席運營官、首席編輯文捷也主
動和大象機器人對接，準備洽談跨境電商合作。周
緒庚說，浙江有義烏，深圳有華強北，深圳也是沿
海城市，海運發達，這對中國產品銷往世界提供了

非常好的方式和渠道。

音樂傳遞溫暖街頭即興彈奏鋼琴
走出大象機器人公司，傳媒高層穿過華強北步行

街主街，前往華強北博物館參觀。雨後早晨，空氣
中還有些許悶熱。忽聞琴聲悠揚，華文媒體社長總
編輯們不由地放慢腳步。尋聲而至，原來是有人在
街道中間地鐵口前面彈鋼琴。駐足聆聽，沁人心
脾。美華商報社長助理祁紅忍不住即興彈奏《致愛
麗絲》等名曲片段，指尖跳躍，現場音樂盛宴開
啟。

去年底，一位 「鋼琴爺爺」在這裏的激情演奏，
點燃了路人的音樂火花，引發全場大合唱的視頻，
火速傳遍全網。這個公益鋼琴項目還被央視新聞點
評為 「有溫度的中國式現代化」。祁紅說，音樂是
城市發展方向中不可或缺的藝術角色，讓鋼琴這種
高雅藝術在街頭落地生根，點燃了人們的藝術熱
情，也能傳遞溫暖、引發共鳴，讓民眾的幸福感滿
滿。

華強北街道時尚文化特色鮮明，是福田區首個國
家級旅遊景區（AAA）、深圳首批國際化特色示範
街區，有華強北博物館、 「華強北八景」、深圳首
個近零碳公園等旅遊資源，以及眾多高端商場。每
年舉辦各類演出、展覽、賽事等文體活動超 100
場，街區文化符號鮮明，公益鋼琴等項目多次登上
央視等主流媒體。

博物館沉浸式感受華強北發展史
了解一個城市最直接的途徑，是參觀其博物館。

了解華強北，華強北博物館是必參觀點。位於華強
北廣博現代之窗大廈五樓的華強北博物館，以人
文、科技、時尚、互動等多元呈現方式，講述華強
北創業、深圳改革開放和中國電子行業發展相關的
故事。

走進博物館，傳媒高層的眼光便被天花板上的創
意裝置牢牢吸引住。 「這個裝置名叫 『創夢空
間』，中間最高的圓形建築就是華強北的地標賽格
廣場。」解說員邊走邊介紹道， 「這是博物館的主
形象牆，名為 『華強北』，永恆律動是由許多電路
板拚接而成，這一條條移動的光線象徵着屬於華強
北的獨特智慧基因所構建的世界正在孕育形成。」

跟隨解說員的腳步，大家穿越時光長廊。時光網
絡的屏幕上不斷閃現出的不同年代的電子產品，訴說
着華強北的故事。 「太漂亮了，科技感非常強。」林
星發忍不住在時光長廊裏合影。參觀下來，傳媒高層
們了解了華強北的發展夢、創業夢、創新夢、未來
夢，感受深圳改革開放脈搏，聆聽華強北創業故事。
館內的每個環節都設置了體驗互動項目，讓參觀者在
身臨其境中與歷史、現在和未來交流互動。

「相信深圳，相信中國。」張萍說， 「我感覺這
裏是可以造就無限的遐想，可以自由放飛的地方。
所謂的自由放飛，是讓你對這些產品的設計沒有這
種框架，可以讓你自由地去想象。」

「碳」知·被科技點亮的人文社區
讓華文媒體高層感受到深圳人文氣質的，還有甘

泉路近零碳示範社區。甘泉路是深圳一條南北走向、
全長僅約200米的小路，隱藏在繁華喧鬧的市中心。
這個被聯合國副秘書長、人居署執行主任麥慕娜·謝里
夫女士稱為 「聯合國人居署公園」的近零碳示範社
區，獲評2023年中國人居環境獎（範例獎）。

據現場工作人員介紹，這裏原先是個舊停車場，
在接受當地居民優化建議後，華強北街道立項通過
政企合作共贏共建的模式，建設了智慧立體停車庫
和甘泉園。園區內，納米灌溉技術、太陽能智慧燈
杆、石籠坐凳、太陽能充電長椅、環保椅子、低碳
科普標識牌、互動設施隨處可見。社長總編輯們詳
細了解示範社區的建設、使用情況，饒有興致地體
驗了太陽能充電長椅，紛紛手機放上去充電，讚嘆
「太方便了，低碳又環保。」
據介紹，甘泉路近零碳示範社區是深圳全面落

實 「雙碳」戰略，積極探索推動城市發展綠色低
碳轉型所打造的全市首個近零碳排放示範社區共
建示範試點專案。社區由開放式公園、近零碳便
民設施、智慧化立體停車庫、文體活動中心等區
域組成。

當前，華強北街道 「綠美街道」成效初顯，轄區
現有17個社區公園、1個市政公園、1條商業步行
街，綠化管養面積超過30%，實現 「推窗見綠，出
門入園」的15分鐘公園社區全覆蓋目標。

華強北步行街琴聲悠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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