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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機」 不再是 「廢青」 標籤，靠打機闖出事業不是夢。90後中醫碩士生
「棄醫打機」 ，月賺四萬多元，他坦言 「把握人生黃金時間做不後悔的事」 ；

平凡文員仔變身電競選手，收入大升近40%。打機 「有錢途」 ，愈來愈多港
青加入 「戰團」 ，興趣變成新專業、新生意。研究數據預測，全球電競產業市
場總收入將連續以四、五成幅度高速增長。 「機」 不可失，政府的財政預算
案已點名推動發展電競產業，數碼港正在研究，今年中提交研究結果。

把握人生黃金時間做不後悔的事

碩士棄醫打機碩士棄醫打機
年賺年賺5050萬有錢途萬有錢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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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何浩楠是中醫碩士生，自小熱愛
打機，近年愛上電競手機遊戲《皇室戰爭
》，更因表現出色成為全職電競選手，年
收入約50萬元，平均月薪近4.2萬元。將應
考中醫註冊試的浩楠說， 「不會後悔成為
電競選手」，更指出電競選手的黃金時期
很短， 「若錯過了便真的後悔」，盡全力
打出好成績是他目前最關心的事。

文員變電競選手 月薪增40%
另一位90後的陳子俊，2014年於專業

教育學院（IVE）畢業，因對電競有濃厚
興趣，加入電競公司由文員做起，一次在
午膳期間打機，被老闆撞見，發現他 「打

得不錯」，提議他改變工作。子俊從此 「
靠打機搵食」，由 「文員仔」搖身變為電
競選手，不斷打機以提升水準，並參與開
台直播。

子俊本身也愛彈結他， 「節奏感打機
」成為他的 「獨門秘笈」，運用音樂節奏
快慢起伏的特性，一邊享受遊戲樂趣，一
邊打出好成績。

子俊說，轉業為電競選手後，工作不
再沉悶，但為了勝出電競比賽，要不斷提
升實力，伴隨而來的便是壓力， 「成為電
競選手壓力大咗，但仍十分享受」。現時
他的月薪較擔任文員時大增40%，若其實
力與知名度不斷提升，計及賽事獎金及直

播收益，收入可望更多。

全球電競去年收入近40億
全職電競選手為在國際賽事打響名堂

兼贏取豐厚獎金，日練夜練，無可置疑，
電競比賽已成為國際注目盛事，大型賽事
獎金高達千萬美元。根據國際市場研究公
司Newzoo早前公布研究報告，全球電競產
業市場的總收入，2016年全年達4.93億美
元，相當於38.5億港元，按年增長51.7%，
預測今年全年達6.96億美元，較去年增長
41.3%，而預計2020年更將達15億美元，相
當於117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35.6%，屆
時電競觀眾人數料增至5.89億。

要成為電競選手，首先要打機叻。三
名90後侯澤勤、司徒軒明、王浚楠大學畢
業後，用一年時間組隊打機，可惜無功而
還，自認 「打機廢」，卻不甘心離開電競
界，憤而轉戰電競業，延續電競夢。

三人看準電競業發展迅速，各類的電

競配件眾多，例如電競滑鼠、電競鍵盤等
已在市面出現，他們研究翻查資料發現，
電競椅在本港的市場競爭較少，外國生產
的電椅售價較高，於是用了近三個月摸索
，成功設計價廉物美的電競椅，推出市場
。他們研發的電競椅，外形設計新穎，椅
身可以放平，用戶可全身平躺在椅上，在
電競過程短暫休息，以藍、紅色較受年輕
人歡迎。

公司開業至今約一年，電競椅每月賣
出60張，生意額按季增加逾一倍，年營業
額逾百萬元。他們未來會推出電競組合枱
，具有升降功能，打機、工作 「一椅通」
。他們的目標是把品牌打造成電競界標誌
， 「令人一看該品牌，便聯想起我們」。

三人自中學時期認識至今近10年，打
機可謂是他們的共同興趣。大學時期，三
人各奔東西，分別在香港、加拿大、英國
讀書，雖然分隔異地，但以電競作為平台
，聚集一起，以電競繼續維繫逾10年的友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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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業迅速發展，不少好手成為全職
電競選手，亦有不少人認為電競選手的生
命周期短暫，擔心退役後的生計。現年35
歲的鄭禮，目前是 「全職打機」維生，賺
取約50萬元的年收入。90後盧本偉於20歲
退役，轉型做主播，以年薪八位數字與內
地電競直播平台 「鬥魚」簽約。

電競業界指出，職業選手大多往內地
或台灣發展。90後港人盧本偉於2013年與
隊友贏得 「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亞軍，
隨即急流勇退，在內地轉型為做電競主播
，據悉年薪可達八位數字。

台灣的電競氣氛亦相當熾熱，知名台

灣藝人周杰倫熱愛電競運動，他並投資在
電競界，更擔任旗下電競隊 「J Team」隊
長。 「J Team」回覆本報記者查詢時稱，
台灣目前頂尖的電競選手，未計賽事獎金
，年收入已可達250萬台幣，折合約近港
幣63萬元。

電競業在香港愈來愈受關注，曾經留
學澳洲的鄭禮數年前回港，2013年成為全
職電競選手，現時每年參加格鬥遊戲 「街
霸」電競比賽，平日則直播打機。他坦言
自小熱愛打機，其中 「街霸」更是 「由細
打到大」，對於現時可把興趣變為職業，
形容是一件美好的事。

「環球電競」行政總裁文健鋒表示
，新一代在電子遊戲陪伴下成長，對電
競的投入程度只會愈來愈多。他更指出
： 「電子遊戲是全球文化，足球、籃球
、棒球等都受地區文化限制，不是全球
都受歡迎，電子競技則可謂是全球都可
接觸領域。」

旅遊發展局計劃今年八月在中環新
海濱舉行的嘉年華活動，引入大型電競
賽事，吸引旅客來港，但香港目前未有
自行舉辦的電競賽，旅發局需向海外招
標。

「電競選手納入運動員體制，報道
體育新聞時一併報道電競新聞」，香港
電子競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鍾培生建議

，推廣電競應從日常生活入手，教育公
眾認識何謂電競。

鍾培生的公司每年投資100萬美元培
訓電競選手，其團隊設有醫生、營養師
、教練等支援，規劃與其他職業運動員
幾乎一樣。

數碼港料年中交研究報告
電競受新一代歡迎，但本港缺乏具

規模的電競場地。他稱近年的電競比賽
，報名人數、玩家、觀眾人數不斷攀升
，其公司今年的營業額已超過千萬元，
預計每年有20%增長率。

政府今年《財政預算案》已宣布，
落實推廣電競，邀請數碼港探討有關的

最新科技和產品發展。政府消息人士當
時透露，數碼港如需要額外撥款，可考
慮從預留支援創科發展的100億元撥出。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回覆本報
查詢時稱，電子競技是具經濟發展潛力
的新領域，有助推動本地遊戲市場和創
新科技，如應用虛擬實景技術的發展，
數碼港已展開相關工作，預期在今年中
向政府提交研究結果。

本港的電競業界人士指出，台灣、
韓國、中國內地的電競產業發展都較香
港成熟，政府目前首要做好教育公眾 「
電競不等同打機」，將電競 「正名化」
為正規的體育競技項目，亦是推廣發展
本港電競業的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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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選手倡納運動員體制

打機學院兼教人生道理
政府決定推廣電競產業，但香港家長

普遍仍認為 「打機無前途」。香港學生電
子競技總會主席梁雅姿坦言，曾舉辦電競
聯校比賽，多達30間中學的學生報名參加
，但大部分不獲學校批准，最終只有10間
中學代表隊出賽。有學校不理解電競是什
麼，而本港半年前出現首間 「教人打機」

的學校，課程每堂三小時，以五堂為一單
元，每單元學費1000元，至今已有100名學
員。

嬌嬌女成立總會推廣
年僅19歲的梁雅姿正讀大學，嬌嬌女

中學時代已迷上電競遊戲 「英雄聯盟」，
其後更成立總會推廣電競， 「希望有天分
嘅人有發揮機會」。

她說，曾舉辦電競聯校比賽，收到一
間中學校方反映稱，即使願意讓學生參
賽，但若得不到家長支持，校方亦無能為
力。

梁雅姿明白上一代對打機的顧慮，她
強調學生電子競技總會目的，正是 「不希
望有人用電競名義去沉迷打機」。電競選
手需要一定天分，她以自己為例，即使 「
日打夜打」但 「打極都唔叻」，而電競業
不只需要選手，活動籌備、評述、教練等
都可以是電競產業需要的人才。

電子競技學院課程總監方俊謙（別名

「底線」）指出： 「打機絕對不等同電競
。」他以現時熱門的電競遊戲 「英雄聯盟
」為例， 「團隊配合、隊友溝通」便是職
業與普通玩家之分，同時積極、正面的心
態更是遊戲的致勝之道。學院不只教人打
機，更教導學生人生道理，凡事要積極、
正面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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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競技學院課程總監方俊謙（後）教
導學生電競技巧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年僅19歲的梁雅姿成立香港學生電子
競技總會推廣電競

▲陳子俊（左）、何浩楠（右）投身全職電競選手
，靠打機闖出事業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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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大公報記者 葉漢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