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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的最新就業情況 (更新 ) 

涉及暴力的本地社會事件令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 (例如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

業 ) ( 1 )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受到重創。由於本地居民消費減少、訪港旅遊業  ( 2 )不

振，這些行業的生意大幅下滑。訪港旅客人次在第三季按年急挫 26%，第四季

的跌幅更擴大至 50%，旅客人均消費亦繼續走弱。在嚴峻的營商情況下，零

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 ( 3 )由第二季的 3.9%上升至第四季的 5.2%，

是三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本專題探討上述三個行業 ( 4 )的最新就業情況，並就

《二零一九年第三季經濟報告》專題 5.1 提供更新。  

零售業  

零售銷售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大幅下跌。零售業銷貨量在第三季已大幅下跌

20%，第四季的跌幅更擴大至 24%，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單季跌幅 (圖  1a)(有
關零售業近期銷售表現的詳情，見專題  1.1)。零售業的勞工市場情況同時亦見

惡化。根據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行業的就業人數在九月的按年跌幅

擴大至 2.2%(圖  1b)，職位空缺數目顯著下跌 25.5%。零售業的失業率由第二季

的 3.9%上升至第四季的 4.8%，創兩年多以來新高。假若嚴峻的業務狀況持

續，零售業未來一段時間會有更多職位流失。  

圖 1a：零售銷售在二零一九年  
下半年錄得破紀錄的跌幅  

圖 1b：零售業的失業率  
創兩年多以來新高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的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和零售業銷貨額按月統計調查。  
 

                                                 
(1 )  其他行業如 運輸、旅 行 代理、進出 口貿易及 批 發業亦因本 地社會事 件 而直接或間 接受

到不同程度的打擊。  
(2 )  訪港旅遊業 在二零一 八 年對零售業 、餐飲服 務 業及住宿服 務業增加 價 值的直接貢 獻分

別為 31 %、 21 %和 83%，合計則為 37%。  
(3 )  專題中所有 按行業劃 分 的失業率均未 經季節 性 調整。因此 ，在詮釋 專 題中就不同 時期

作出的比較時，應注意當中包括了季節性因素的影響。  
(4 )  這三個行業合計的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約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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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續 ) 

餐飲服務業 ( 5 )  

餐飲服務業的業務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同樣大幅下跌，業務收益 ( 6 )在第三季

和第四季分別按年實質急挫 14%和 16%(圖  2a)。行業的業務收益只曾在二零

零三年第二季沙士爆發期間出現過更大的 18%單季跌幅。由於生意銳減，根

據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的數據，行業的就業人數在九月轉升為跌，

錄得 4.9%的按年跌幅 (圖  2b)，職位空缺數目劇減 57.3%。行業的失業率由第二

季的 4.3%急升至九月至十一月的 6.2%，是逾八年來的最高水平。雖然失業率

其後在第四季略為回落至 6.1%，但行業的就業不足率上升至 2.3%，較九月至

十一月高 0.6 個百分點，並較第二季高 1.2 個百分點。業界消息顯示，由於經

營環境持續困難，短期內可能有更多食肆結業和裁員。  

圖 2a：餐飲服務業的業務收益  
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急挫  

圖 2b：餐飲服務業的失業率  
在二零一九年後期升至  
逾八年來的最高水平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的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和食肆的收入及購貨額按季統計

調查。  

 

                                                 
(5 )  「餐飲服務業」為「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內的一部分。  
(6 )  以食肆的收入及購貨額按季統計調查的數據為依據 (該統計調查所涵蓋的行業與綜合住

戶統計調查中「餐飲服務業」所涵蓋的行業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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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 6.1 (續 ) 

住宿服務業  

隨着過夜旅客人次下滑，住宿服務業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亦受重創，其名義業務

收益在第三季明顯減少 19%，第四季的跌幅應會更大 (圖  3a)。酒店房間平均入住

率在第三季跌至 72%，在第四季進一步跌至 65%，遠低於二零一八年下半年平均

92%的水平。酒店平均房租在第三季亦按年顯著下跌 16%，第四季的跌幅更加劇

至 30%。反映勞工需求偏軟，根據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的數據，住宿服

務業的就業人數由在二零一九年年初錄得可觀的按年增幅後，在九月轉為幾無變

動 (圖  3b)，職位空缺數目急跌 50.4%。行業的失業率由第二季的 2.4%顯著上升至

第四季的 3.4%。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展嚴重影響訪港旅遊業，住宿服務業

的就業情況短期內會面對很大壓力。  

圖 3a：酒店的業務收益  
在二零一九年第三季明顯減少，  

在第四季應會進一步惡化  

圖 3b：住宿服務業的失業率  
在第四季顯著上升至 3.4% 

 
 

註：  (*) 業務收益為季度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的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和服務行業按季統計調查；香港

旅遊發展局。  

 
結語  

涉及暴力的本地社會動盪持續，令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

受到重創，對勞工市場的影響亦日漸明顯。近期，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威脅

下，這些行業面對更嚴峻的經營環境。行業的就業情況會因而在短期內面對更

大壓力 。 這 將 影 響 業 內 從 業 員的 就業 及收入 前景， 他們 大多是 較低技 術人

員  ( 7 )。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7 )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約八成的從業員屬較低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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