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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1 

香港零售業近期的銷售表現  

本專 題檢視 零 售 業 近 年 的 銷 售表現 ，並就 《二零一 五年第 三季經濟 報告 》
專題 1 .2 提供最新資料。  

零售業銷售在二零一五年和二零一六年表現呆滯，部分是反映「一周一行」個

人遊簽注實施的影響。其後，隨着經濟上揚，零售業銷售在二零一七年逐步復

蘇，全年銷貨量回復 1.9%的溫和增長。訪港旅遊業蓬勃，亦帶動零售業銷貨

量增長在二零一八年大幅加快至 7.6%。然而，在二零一八年後期，經濟狀況

轉差削弱消費氣氛，加上旅客消費升幅放緩，零售業銷貨量的增長動力開始減

弱 (圖 1)。  

零售業在二零一九年經歷了困難的一年。面對外圍不利因素增加以及經濟狀況

欠佳，消費氣氛愈趨審慎，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零售業銷貨量按年下跌 3.1%。

下半年的情況急劇惡化，主要反映本地社會事件帶來的嚴重打擊。第三季零售

業銷貨量的按年跌幅顯著擴大至 19.5%，第四季更進一步擴大至 24.1%( 1 )，是

一九八一年有數據以來錄得的最大季度跌幅。二零一九年全年合計，零售業銷

貨量下跌 12.3%，是一九九八年以來的最大年度跌幅。  

 

 

從分析角度看，本地社會事件透過三個渠道重創零售業，即拖累訪港旅遊業、

削弱本地消費氣氛，以及破壞安全的社交接觸環境。自二零一九年七月以來，

涉及暴力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已損害香港的安全城市形象，令旅客卻步。訪港旅

客人次由上半年按年顯著上升 13.9%，轉為在第三季銳減 26.0%，第四季更按

年大跌 50.5%，是二零零三年沙士爆發以來的最大季度跌幅。二零一九年全年

合計，訪港旅客人次下跌 14.2%，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年度跌幅。與入境旅遊

相關的總消費開支在二零一九年上半年輕微下跌 0.5%，而從訪港旅客人次劇

減的情況來看，下半年的總消費開支應會錄得巨大跌幅。  

 
(1 )  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及全年的零售業銷售統計數字為臨時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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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1: Retail trade deteriorated abruptly in 2019 and saw the sharpest decline on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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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1: Retail sales deteriorated abrupt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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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Retail sales statistics compiled before 2005 Q4 followed the Hong Kong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fication (HSIC) Version 1.1, while the statistics 
compiled on or after 2005 Q4 followed the HSIC Version 2.0.
註：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四 季 之 前 的 零 售 業 銷 售 統 計 數 字 按 照 《 香 港 標 準 行 業 分 類 1 . 1 版 》 編 製 ，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四 季 或 之 後 的 統 計 數 字 則 按 照 《 香 港 標 準 行 業 分 類 2 . 0 版 》 編 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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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零售業銷售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急劇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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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1 (續 ) 

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編製的統計數字，二零一八年 3,282 億元旅客總開支中，

購物消費佔 1,671 億元，相當於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三分之一左右 ( 2 )。因此，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訪港旅客人次急跌，對零售業造成沉重打擊。「皮製用品╱

人造製品」、「衣服╱布料」、「珠寶首飾及手錶」、「化妝品及護膚品╱香

水」和「個人護理用品」在旅客購物消費中佔比龐大，而售賣這些貨品的零售

商的銷貨量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錄得尤其明顯的跌幅 (圖 2)。  

圖 2：售賣在旅客購物消費中佔比龐大貨品的零售商，其銷貨量  
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錄得尤其明顯的跌幅  

二零一八年旅客購物消費  二零一九年主要零售商的表現  

 

 

 

 
此 外 ， 本 地 社 會 事 件 亦 嚴 重 打 擊 消 費 氣 氛 。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編 製 的 香 港 消

費 者 整 體 信 心 指 數 由 二 零 一 九 年 第 二 季 的 7 7 . 7 急 跌 至 第 三 季 的 5 2 . 8， 是

二 零 零 八 年 有 這 項 指 數 以 來 的 最 低 水 平 。 二 零 一 九 年 第 四 季 ， 這 項 指 數

仍 處 於 6 8 . 7 的 低 位 。 私 人 消 費 開 支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上 半 年 溫 和 增 長 後 ， 在

第 三 季 和 第 四 季 轉 跌 ， 分 別 較 去 年 同 期 實 質 下 跌 3 . 3 %和 2 . 9 %。  

再者，在本地社會事件極為嚴峻時，激進示威者堵塞道路和破壞公共交通設

施，這些行為不但嚴重干擾主要運輸網絡，還令市民擔心自身安全。多個地區

的零售店舖和商場不時被迫提早關門，許多巿民因害怕受傷或歸家受阻而避免

外出。  

最新的調查顯示，零售業內的大型和中小型企業都對短期業務狀況維持悲觀

(有關營商氣氛的分析，請參閱專題 1.2)。近日，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威脅，

零售業的經營環境已變得更為艱難。二零二零年零售業的前景充滿不確定因

素，很視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能否受控，以及本地社會事件如何發展。  

 

(2 )  旅客購物總 開支的資 料 來自香港旅 遊發展局 編 製的離港旅 客問卷調 查 ，零售業銷 貨價

值的資料則來自政府統計處編製的零售業銷貨額按月統計調查。  

"Cosmetics & Skin Care/ 
Perfume" and "Personal Care 
(Shampoo, diapers etc.)": 
$45.2 billion

"Electrical/ 
Photographic Goods": 
$14.4 billion

"Foodstuff, Alcohol 
and Tobacco": 
$21.7 billion

"Jewellery and Watch": 
$27.0 billion

"Leather/ Synthetic Goods" 
and "Garment/ Fabric": 
$46.3 billion

"Other Items":
$12.5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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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器╱攝影用品」 ： 
144 億元 

「 其他貨品」 ： 
125 億元 

「 化妝品及護膚品╱香水」 和

「 個人護理用品 (如洗髮水、尿

布等) 」 ： 
452 億元 

「 皮製用品╱人造製品」 和

「 衣服╱布料」 ： 
463 億元 

「 食品、酒類及 
香煙」 ： 
217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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