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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剛從台北出差回港，跟同行友人談起了鴨。事源在台北西門有一家知名滷

味店，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大排長龍，產品主要是滷鴨，部位有脖子、鴨翅膀、

鴨舌，也兼賣一些滷雞和其他傳統手信。但人流主要還是衝滷鴨而去的。 

 

 

(圖片來源：筆者於 2018 年 7 月 22 日現場拍攝) 

 

在人龍之中筆者一直不解，到底這種吃滷鴨的文化從何而來。在香港也有很多

出的滷味店，由潮州或福建人家庭式經營，代代相傳秘方滷水。要說華人都有

種吃滷鴨的文化，又說不過去，至少在香港和內地不算流行(至少不是多年來廣

泛而持續的行為，所以算不上文化)。倒是在台灣，滷味文化盛行，凡人流聚集

的地方，街頭巷尾總有大小門店甚至小販在賣滷味，而且包括滷豬肉、豆腐和

蛋。 

 

話題回到這家店，筆者上網一查，原來曾經獲一些知名影視巨星加持，自此爆

紅。筆者受委託所買的鴨舌，更是劉德華指名讚好的。這種誇張程度都可以在

會計帳簿直接列為額外收入，然後將商譽翻好幾倍。當然這也意味著水份：筆

者特地買了鴨翅和雞翅，與友人品嚐，結果是平平無奇。 

 

鴨舌每盒 300 克賣 500 元台幣(130 元港幣)，當中有百分之三分之二以上是骨

頭組織，如此推算真正可品嚐價格在每 100 克 120 港元以上。這個價錢可以吃

到日本 A3 級數的和牛，但仍無阻人們烈日下排隊購買。筆者到現在仍然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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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什麼合理的原因，去解釋這家店持續的高人氣。尤其是追求視覺衝擊和社交

認同的八九十後，普遍嚮往高大上的生活享受。滷鴨本身沒有它的問題，但總

也不能叫樣貌娟好的年輕女子們，拿起一隻鴨翅，啃著一邊骨，啜著另一邊的

皮肉，然後放上社交媒體。 

 

同樣地，友人說他的同事北上工作，也會帶些周黑鴨回港分享。據說周黑鴨味

道雖好，但也過份調味和油膩。似乎邊際滿足感暴跌，大大降低重覆購買的慾

望，令消費者的非理性購買行為轉到理性制約，無法形成長遠持續的消費習

慣。 

 

消費性產品的確很難用第三方的數據，量化監察和預測銷售和利潤。但消費品

更應從微觀消費行為和體驗，做感性分析。如果消費產品沒有其內在價值精

神，例如蘋果智能手機的「簡約生活」風格、NIKE 的「凡事都可能」正面能

量、海底撈的「服務至上」體驗，只是為賣產品而賣產品，沒有改變人類對該

消費的認知，總有一天會在歷史長河中沒落。 

 

正如筆者上月在廣州南站看見滿佈賣鴨的店舖，都是冷清一片，包括周黑鴨、

絕味、煌上煌。 

 

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人士，發表的任何資料或意見，概不構成購買、出售或銷售

任何投資，參與任何其他交易或提供任何投資建議或服務的招攬、要約或建

議。本專欄所載的資料並不構成投資意見或建議，擬備時並無考慮可能取得本

專欄的任何特定人士的個別目標、財務狀況或需要。本人並無持有以上論述的

投資產品。本專欄並不存有招攬任何證券或期貨買賣的企圖。 

 

文章來源：昊天國際證券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