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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載若干資料乃摘錄自委託獨立第三方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的弗若斯特沙利文
報告。我們認為該等資料來源恰當，且已合理審慎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我們並無理由認
為該等資料虛假或存在誤導成份，或遺漏任何事實導致該等資料虛假或存在誤導成份。
摘錄自上述來源的資料未經我們、保薦人、獨家賬簿管理人、聯席牽頭經辦人、包銷商
或我們或彼等各自任何董事、顧問、高級職員、僱員、代理、聯繫人及╱或代表或參與
股份發售的任何其他人士或各方獨立核實，亦無就其準確性發表任何聲明。詳情請參閱

「風險因素 ─ 與本招股章程內作出及其他來源的陳述有關的風險 ─ 本招股章程所載統計
數據及事實並未經獨立核實。」。我們於採取合理審慎措施後確認，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
告日期起，市場資料並無任何重大不利變動導致本節所載資料有所保留、矛盾或受到影
響。

資料來源

我們委託獨立市場研究顧問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有關香港晚上娛樂及餐廳市場的
報告，費用為400,000港元。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由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不受我們的影響。

弗若斯特沙利文乃於1961年在紐約成立的全球顧問公司，全球有逾40間辦事處，逾2,000

名行業顧問、市場研究分析師、技術分析師及經濟師。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服務包括技術研
究、獨立市場研究、經濟研究、企業最佳常規諮詢、培訓、客戶研究、競爭情報及企業策
略，涵蓋食品、飲品及娛樂等各行各業。弗若斯特沙利文在向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涵蓋
區域的政府部門╱機構及私人客戶提供市場研究方面具備豐富往績紀錄。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收錄有關香港晚上娛樂及餐廳市場的資料。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
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展開詳細的一手研究，包括與行業協會、行業專家及領先的行業
參與者深入討論。弗若斯特沙利文亦展開二手研究，包括審查公司年報、獨立研究報告和
自有研究數據庫的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根據宏觀經濟數據之歷史數據分析得出估計總市
場規模的數據，並已考慮行業的驅動因素。弗若斯特沙利文認為資料來源可靠，原因為(i)

採用香港各政府部門的官方數據及公佈乃一般市場慣例；及(ii)取自訪談的資料僅供參考且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結果並不基於該等訪談的結果作出。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基於以下假設編製：(i)預測期內全球經濟維持穩定增長；及(ii)預測
期內並無外部衝擊，如影響香港會所及餐廳市場服務供需的金融危機或大範圍爆發疾病。
弗若斯特沙利文及我們認為，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用的基本假設（包括用於作出未來
推測的假設）實事求是、正確且無誤導。弗若斯特沙利文已對有關資料展開獨立分析。

弗若斯特沙利文按年度進行整體行業研究，而12月31日通常為歷史數據分析的時間節
點，因此無法取得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過往市場資料。

除另有註明外，本節內的所有數據及預測均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政府各類官
方刊物及其他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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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宏觀經濟

2010年至2015年香港人均私人消費支出穩定增長，由2010年約174,700港元增至2015年的
215,200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3%。預期香港人均私人消費支出將以4.6%的複合年增長率
自2016年增至2020年約269,200港元，主要受香港人均可支配收入及購買力增加所推動。

2010年至2015年，香港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0年約241,300港元增至2015年的300,300港
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5%。受未來數年通脹不變及預期人均收入上升推動，預期2016年至
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以2.4%的複合年增長率持續增長，截至2020年底將達約335,700港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國內消費水平上升，因此晚上娛樂及餐廳休閒用餐需求可能會增加。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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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零售平均租金

預計2016年至2020年私人零售平均租金整體略有下降。香港私人零售物業平均月租由
2010年的每平方米1,118港元升至2015年的每平方米1,472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5.7%。預期
私人零售物業平均月租將由2016年的每平方米1,386港元降至2020年的每平方米1,279港元，
複合年增長率為負2.8%，主要是由於中國內地遊客數目減少，受旅遊業及零售額表現影響
所致。

香港私人零售平均租金（2010年至2020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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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合年增長率
 2010年至2015年 2016年預測至2020年預測
 5.7% -2.8%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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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娛樂行業概覽

根據下文所述經營模式及提供的服務類型，香港晚上娛樂行業可分類為以下場所：

市場分部 具體特徵
  

會所 會所通常指於晚上至深夜期間營業的收費場所，設有DJ播放節奏強
勁的音樂及舞池。香港設有舞池的會所須獲授附加跳舞批註的酒
牌。香港一些多功能會所白天作為餐廳，晚上則作為夜店營業。該
等優質會所主要位於香港黃金區域，如中環蘭桂坊等。

酒吧及酒館 酒吧及酒館指主要供應酒精飲料和少數小吃及熱食的場所。「吧」原
指提供飲料的場所的專門櫃台。部分酒吧及酒館亦提供桌球檯、飛
鏢、啤酒乒乓球等娛樂設施。

餐廳 獲授酒牌的香港餐廳可提供酒精飲料。香港一些多功能餐廳於晚間
亦會作為夜店或設有吧台作為酒吧╱酒館營業。

卡拉OK廳 卡拉OK廳指提供卡拉OK娛樂設施及酒精飲品的場所。

其他 任何其他提供消費類酒精飲料的營業場所。

截至2016年7月28日，香港已有7,285間場所獲授酒牌，其中108間獲授跳舞批註。入場費
是會所與酒吧╱酒廊的主要區別之一。有別於銷售食物及飲品以取得收益且不收取客戶入
場費的酒吧╱酒館，會所通常收取入場費以確保特定客戶群（相對於食物及飲品，更願為消
遣娛樂買單的客戶）享有高檔、安全及私人的環境。例如，部分會所已有受邀嘉賓名單，而
其他客戶則需付入場費。因此，雖然入場費並非會所營運商的主要收入來源，但其為會所
向客戶確保優質社交環境的工具。

會所市場概覽

歷史及發展

會所市場起源於1978年，當時Gordon Huthart於中環德己立街38–44號（即我們的會所Volar
現址）開設蘭桂坊第一間會所，名為「Disco Disco」。自20世紀80年代起，盛智文（「蘭桂坊」之
父）著手將該區域轉型為經營餐廳及會所。

在20世紀80年代，夜店文化廣受外籍人士及當地人士青睞。多間小酒吧及會所於尖沙
咀地區的棉登徑及諾士佛臺相繼開業。在20世紀90年代，盛智文將蘭桂坊發展為世界知名
的晚上娛樂區域。該十年間會所行業迅速發展。蘭桂坊區域目前有逾100間酒吧、會所及餐
廳。會所市場現已發展成熱，市場參與者急於維持、鞏固及增加本身的市場份額，淘汰較
弱及表現不佳的參與者。目前香港會所市場具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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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規模

以總收益計算，香港會所市場的市場規模增長平穩，由2010年的約571.5百萬港元略增至
2015年的約667.0百萬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3.1%，主要受晚上娛樂活動日益普及所推動，
尤其是香港越來越多的僑民青睞會所活動。

預期2020年會所市場規模將達至804.7百萬港元，2016年至2020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穩定
在3.9%，主要是由於僑民及當前或過往於海外受教育並習得外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學生增
多，加上社交網絡平台的普及便於更好地推廣及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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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合年增長率
 2010年至2015年 2016年預測至2020年預測
 3.1% 3.9%

酒精飲料成本

全球酒精價格指數由2010年的100.0增加至2015年的111.3，複合年增長率為2.2%，當中
以烈酒錄得最高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為4.2%。全球價格指數乃參考香港自不同國家進口的
飲品價格計算得出。法國有汽葡萄酒（包括香檳）的價格指數由2010年的210.0減至2015年的
194.1，複合年增長率為負1.6%。

全球酒精價格指數（2010年至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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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整體酒精進口量由2010年的388.2百萬升增至2015年的493.3百萬升，複合年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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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9%。香港的酒精飲品逾90%來自進口，因此進口量正好代表酒精銷量。會所行業於近年
蓬勃發展，推動香檳等有汽葡萄酒的進口量，升幅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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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香港酒精進口量（2010年至2015年）

酒精消費

香港純酒精消費總量由2010年的16.2百萬升略微增至2015年的18.3百萬升，複合年增長
率為2.5%。人均酒精消費量由2010年的2.6升增至2015年的2.8升，複合年增長率為1.6%。酒
精消費增加顯示主要受飲酒場所蓬勃發展及酒吧與會所晚上娛樂日漸流行所推動，香港酒
精飲品需求上漲。

香港人均酒精消費量（2010年至2015年）香港純酒精消費總量（2010年至2015年）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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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年增長率：2.5%

勞工成本

總體而言，會所市場酒保、男侍應和女侍應及保安等特定職位的平均月薪自2010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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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平穩增長，主要是由於通貨膨脹及實行法定最低工資。由於勞工需求大及香港會所
市場發展，預期勞工成本於2016年至2020年會繼續增長。

香港會所市場特定職位平均月薪（2010年至2020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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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勞工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會所市場的市場動力

香港晚上娛樂國際聞名

香港活力四射的夜生活聞名國際，而蘭桂坊是全球少數匯集酒吧及會所的地點之一，
儘管面積較全球其他主要城市小。中環若干優質會所因有國際知名DJ駐場加上名流頻繁到
訪更加吸引僑民、海外回流的華人、大學生及畢業生和遊客而享譽全球。Volar聘請的部分
DJ更是國際知名，於網上及印刷媒體（例如外國音樂雜誌）名列「百大DJ」，在製作與剪輯音
樂方面表現超卓，獲廣泛認同。例如，部分DJ製作的音軌獲收錄於受歡迎的電腦及電視遊
戲及於私人場合中播放，亦有一名DJ曾於一家國際電台廣播頻道任職。

香港會所日益普及

香港會所日益普及主要歸因於消費者生活水平提高、社交活動頻繁及消費模式改變。
近年來香港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增加，人們（特別是長時間工作的職業白領）更加注重娛樂
方式及社交活動。因此，會所（尤其是位於黃金地段如蘭桂坊區域的會所）已成為與朋友及
業務夥伴進行社交活動及交流的大眾化娛樂場所。根據香港政府衛生防護中心公佈的行為
風險因素監測數字，2014年喝酒精飲品的成年人佔比達62.4%。同時，根據香港政府統計
處，純酒精消耗總量由2010年的16.2百萬升整體增至2015年的18.3百萬升，複合年增長率為
2.5%，代表酒精飲品消費水平不斷上升。此外，僑民、海外回流的華人、大學生及畢業生
數目增多，而彼等通常更富裕且樂意於會所消費，使香港晚上娛樂的需求不斷增長，從而
推動市場發展。根據香港政府入境事務處的資料，按「一般就業政策」發出的工作簽證數目
由2010年的26,881個大幅增至2015年的34,403個，複合年增長率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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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社交平台為絕佳的營銷工具

聲譽及客戶忠誠度是會所成功經營的關鍵因素，營銷則是提高品牌意識最有效的方法
之一。應用程式及社交媒體平台等在線營銷手段日趨重要，是會所與客戶建立關係的重要
途徑。

會所市場的機遇與挑戰

機遇

擴展至多個新地段

中環等黃金區域的會所市場已發展成熟，較強的參與者鞏固其領先地位並增加市場份
額，較弱的參與者則漸被淘汰。香港政府大力開發新界區域，以應對人口激增問題，刺激
香港發展中地區晚上娛樂業務的未來發展。

出國留學的學生數量增加

由於愈來愈多在香港成長的學生在全球各大院校留學並體驗外國文化與生活方式，而
且全球各大院校會有更多學生會為會員舉辦會所式娛樂活動，帶動會所需求增加。

挑戰

晚上娛樂選擇增加

香港大眾的娛樂活動選擇豐富，如酒吧、酒館、咖啡廳、卡拉OK廳等，而許多晚上娛 
樂場所更營業至深夜，使選擇尤為豐富。晚上娛樂選擇日趨多樣，帶來激烈競爭與多重挑
戰。

非高峰晚上的可持續利潤

香港會所行業受區內人群、氣氛及氛圍以及其他季節性因素（例如假期及節日）極大影
響。會所通常於星期五及星期六或節日晚上達至高峰上限。於高峰晚上獲得最大利潤並於
非高峰晚上獲得可持續利潤為會所面對的挑戰。

激烈的市場競爭

鎖定相同或類似顧客群的晚上娛樂場存在激烈競爭。香港有大量在夜晚開放的晚上娛
樂場提供酒精飲品，香港餐廳則提供日式菜餚，在口感、品質、價格、客戶服務、用餐環境
及整體娛樂及用餐體驗等方面展開競爭。

業績與香港的宏觀經濟狀況密切相關

香港會所市場的業績與香港經濟狀況息息相關。倘出現經濟下滑及通脹增加，消費者
將更關心預算及對在娛樂及外出就餐上的花費更敏感。

運動主題酒吧的概覽及發展

運動主題酒吧指配備多台大螢幕電視並播放不同運動節目的酒吧。



– 59 –

行 業 概 覽

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足球成為香港最廣泛轉播的運動之一，運動主題酒吧逐漸普及。
運動主題酒吧經常轉播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及歐洲冠軍聯賽等主要足球聯賽，晚上可吸引
相當可觀的客人流量。自21世紀起，越來越多運動節目於香港逐漸普及，現今的運動主題
酒吧亦轉播冰上曲棍球和一級方程式賽車等更多的運動節目。部分新運動主題酒吧亦提供
廣泛的娛樂節目，例如桌球、飛鏢及啤酒乒乓球，令客戶於酒吧可享受更多樂趣。高檔運
動主題酒吧的平均消費估計約為200港元至400港元，取決於其價格、規模及提供的娛樂項
目。一般而言，運動主題酒吧的平均投資回本期為12至24個月。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運動主題酒吧工作日的日均翻台率（按客流量除容量計算）約為
101%，而週末的日均翻台率約為131%。

此外，運動酒吧的常客首選大螢幕電視、啤酒乒乓球及桌球檯等娛樂設施鄰近的座位。
因此，運動酒吧娛樂設施鄰近座位的翻台率較高，這表明娛樂項目與翻台率呈正相關。

香港運動主題酒吧市場的機遇和挑戰

市場增長動力

香港人熱愛大型國際體育項目

由於香港人熱愛大型國際體育項目，因此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奧林匹克運動會及美
國職業籃球聯賽等眾多全球知名的體育項目經常於收費電視台播放。與朋友於酒吧或酒館
透過大螢幕電視收看直播體育賽事是香港其中一項最為普遍的朋友聚會活動，更為香港運
動酒吧市場提供增長動力。

白領人士對輕鬆喝酒的需求

受西方喝酒文化影響，香港的白領人士喜歡於平日歡樂時段或週末晚飯後把酒言歡。
運動酒吧為顧客提供一個絕佳的平台，使他們可一邊享用酒精類飲品及小食，一邊享受社
交生活。飛鏢、桌球及啤酒乒乓球等的娛樂項目使顧客在酒吧逗留更長時間，促使運動酒
吧收入增加。

運動酒吧增添娛樂項目

過往，運動酒吧設有大螢幕電視讓顧客一邊喝酒，一邊收看體育賽事。近年來，愈來
愈多運動酒吧添置電子飛鏢機、桌球檯、啤酒乒乓球台、足球機及乒乓球檯等各種娛樂設
備作為營銷策略，以吸引和留住忠實客戶。此舉亦促使運動酒吧在酒精消費和娛樂消費方
面的收入增加。

市場限制

旅遊業增長疲弱

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統計數字，近年訪港遊客人數在2014年至2015年期間下跌2.5%，
主要是由於中國內地遊客轉到日本、韓國、台灣等的其他熱門度假地點旅遊。近年香港旅
遊業情況轉差，削弱香港運動酒吧的增長，尤其是位處中環和尖沙咀的熱門夜生活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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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成本上漲

香港法定最低工資由每小時30.0港元增至2015年的每小時32.5港元。調整最低工資對運
動酒吧業的薪酬等級影響甚大，運動酒吧員工的工資水平上升，餐飲服務員和清潔工人的
工資升幅尤其顯著。因此，營運成本上漲可能對運動酒吧利潤率有負面影響。

飲品成本上漲

酒精類飲品成本上漲增加運動主題酒吧經營成本的壓力。啤酒成本價由2010年的每公
升5.5港元增至2015年的每公升6.2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4%，而威士忌的成本價則由2010
年每公升80.0港元增至2015年的每公升137.5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1.4%。

2010年至2015年酒精類飲品入口價格（每公升港元價格）

港元╱公升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0年至
2015年
複合年
增長率

        

啤酒 5.5 5.6 5.9 6.1 6.3 6.2 2.4%
有汽葡萄酒 172.0 211.9 190.5 201.2 207.2 193.8 2.4%
威士忌 80.0 91.3 105.8 104.2 126.1 137.5 11.4%
朗姆酒 34.2 36.2 36.6 47.4 38.6 38.5 2.4%
金酒 30.1 30.1 29.8 40.9 36.5 41.5 6.6%
其他烈酒 166.4 184.5 217.6 187.3 195.8 191.6 2.9%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2016年至2020年酒精類飲品預測入口價格（每公升港元價格）

港元╱公升
2016年
預測

2017年
預測

2018年
預測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16年至
2020年
複合年
增長率

       

啤酒 6.4 6.6 6.7 7.0 7.1 2.8%
有汽葡萄酒 200.5 207.0 220.4 227.0 230.3 3.5%
威士忌 145.4 156.2 166.1 188.7 202.3 8.6%
朗姆酒 39.8 41.5 41.8 42.9 44.3 2.7%
金酒 43.9 45.8 49.1 51.8 55.3 5.9%
其他烈酒 196.9 205.5 207.9 209.1 214.3 2.1%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未來趨勢及前景

結合科技改善顧客體驗

除了提供各種一般娛樂設施外，香港運動酒吧的營運商亦致力豐富娛樂項目，提升顧
客體驗。例如，部分運動酒吧引入可接駁網絡的電子飛鏢機，讓顧客與同輩甚至其他酒吧
的玩家進行飛鏢比賽，比賽結果會實時更新。因此，娛樂科技應用普及化是運動酒吧市場
的主要趨勢。

匯合社交及餐飲的地點

由於運動酒吧提供一系列娛樂項目，包括播放體育賽事，尤其在特別時期如周末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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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等熱門體育賽事，故運動酒吧經常被視為社交聚會的地方。部分運動
酒吧可供預約舉辦觀看足球賽事等私人活動。另一方面，為進一步擴展業務，部分運動酒
吧或會延長日間營業時間作餐廳用途，提供早午餐及午餐。

透過社交媒體及手機程式推廣

智能手機及手機程式廣泛普及，是良好的推廣渠道。同時，部分運動酒吧營運商在社
交平台設立網站及網頁，公佈最新消息、活動、折扣、特別優惠及即將舉辦的活動。此外，
餐廳及酒吧的手機程式越趨普及，為運動酒吧製造良好商機。

香港運動主題酒吧的競爭格局

基於(i)運動主題酒吧與一般酒吧並無嚴格區分；(ii)運動主題酒吧行業的准入壁壘較低
（特別是娛樂選擇較少的低端運動主題酒吧）；(iii)現時並無運動主題酒吧佔有相當市場份
額；及(iv)儘管香港的運動主題酒吧眾多，現時並無運動主題酒吧連鎖，因此運動主題酒吧
市場高度分散。若干位於黃金地段（例如中環、尖沙咀及銅鑼灣等）的大型運動主題酒吧的
歡樂時光通常自下午六時正開始，高峰時段大約為下午十時正至凌晨一時正。此外，該等
酒吧通常以預付飲品套餐形式提供預訂服務。

經營會所、酒吧及酒廊的經驗等相關往績紀錄以及營銷創新被視為運動主題酒吧市場
的主要成功因素。儘管運動主題酒吧通常提供多種娛樂項目（如轉播運動節目），惟運動主
題酒吧的整體營運與香港一般酒吧相似。部分大型運動主題酒吧於既有會所、酒吧及酒廊
集團旗下經營。因此，該等運動主題酒吧可利用運動主題酒吧市場的現有品牌及聲譽。此
外，運動主題酒吧市場競爭激烈，採用創新營銷策略是塑造品牌形象及引起公眾關注的關
鍵。例如，部分運動主題酒吧組織啤酒乒乓球及飛鏢比賽等特色活動以及贈飲等促銷活動。
此外，能夠善用社交媒體（例如Facebook）等多種促銷渠道和採取創新營銷手段的營運商（特
別是對客戶而言屬市場新進者）更有可能獲得更大市場份額。

餐廳市場概覽

餐廳指設有消費場地及設施，為客戶提供各類餐飲的商業場所。下表載列餐廳分類情
況。

餐廳類別 具體特徵
  

全服務餐廳 全服務餐廳指提供全面服務的傳統堂食餐廳，通常於早上、中午及
晚上等常規用餐時段（而非全天）提供膳食。

休閒餐廳 休閒餐廳的膳食價格適中，用餐環境較為休閒。休閒餐廳通常提供
部分餐桌服務，營業時間較全服務餐廳長。

速食餐廳 速食餐廳提供標準化食品，注重快速且高效供應，不提供餐桌服
務。速食餐廳通常營業時間較長，甚至24小時營業。速食餐廳包括
所有美食廣場餐廳。

其他 其他餐飲服務供應商包括小販攤檔及路邊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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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5年12月，香港約有14,000間餐廳。

餐廳的平均投資回本期一般為12至48個月。計算投資回本期時，部分同業會計入折舊
費用，而其他同業則不會採取同樣方法。

休閒餐廳市場概覽

市場規模

2015年，休閒餐廳收益佔所有類型餐廳總收益的41.3%，為最大餐廳分部。全服務餐廳、
速食餐廳及其他則分別為39.4%、16.5%及2.8%。

休閒餐廳的收益於2010年至2015年間錄得較高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為4.9%，預期2016年
至2020年將以4.8%的複合年增長率繼續增長。同時，速食餐廳於2010年至2015年亦維持增長
趨勢，預期2016年至2020年將進一步增長，是由於香港工作及生活節奏急促，加上速食餐廳
的餐飲價格較其他類型餐廳優惠，導致速食需求增加。

複合年增長率

香港各類餐廳總收益明細（2010年至2020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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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主要原材料成本

餐廳所選原材料的物價指數於2010年至2015年間錄得增長，主要是由於該等材料需求
增加。

所選食材的香港綜合消費物價指數（2010年至2015年）

物價指數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複合年增長率
（2010年至2015年）

鹹水魚 103.2 124.3 146.0 147.5 156.0 168.0 10.2%

淡水魚 101.1 115.4 128.6 130.7 134.6 139.3 6.6%

其他海鮮產品 103.3 127.1 148.3 170.0 186.8 200.8 14.2%

豬肉 100.4 119.0 123.4 125.0 123.1 127.5 4.9%

牛肉 100.8 112.4 133.8 161.3 163.3 165.2 10.4%

家禽 101.0 109.8 116.2 122.5 133.0 151.2 8.4%

凍肉 101.2 108.8 114.8 117.2 119.0 120.3 3.5%

新鮮蔬菜 102.5 104.2 109.8 121.8 123.5 123.4 3.8%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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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成本

受2011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及通貨膨脹推動，香港餐飲業時薪中位數由2010年的33.7
港元增至2015年的42.3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7%。自2013年起該增長率大幅上升，是由於
2013年及2015年先後兩次檢討法定最低工資。預期2016年至2020年餐飲業時薪中位數將以
6.0%的複合年增長率持續增長，於2020年將達56.4港元，是由於經濟增長及通貨膨脹所致。

香港餐飲業時薪中位數（2010年至2020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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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複合年增長率
 2010年至2015年 2016年預測至2020年預測
 4.7% 6.0%

速食餐廳市場概覽

香港速食餐廳市場分散，約有4,000個營運商。大部分速食餐廳由個體營運商設立，部
分速食餐廳品牌則由若干大型餐飲服務集團經營。

由於大部分速食餐廳市場參與者以大眾市場客戶為目標，故面臨激烈競爭，因此須迎
合客戶偏好（包括餐廳位置、菜餚種類、用餐環境及氛圍、服務等）。

若干連鎖速食餐廳營運商（尤其是部分餐飲服務集團旗下的營運商）積極採取折扣、營
銷活動及促銷、菜餚創新等各類市場推廣活動，以從競爭對手中突圍而出。

香港餐廳市場的市場動力

食品開支上漲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資料，家庭外出用餐月均開支由2009/10年的3,695港元增至2014/15
年的4,948港元。同期，家庭外出用餐開支比例亦由63.1%增至65.5%。外出用餐開支上漲是
餐廳市場的主要推動力。隨著經濟增長及對食品必需品的強勁需求，預期該趨勢將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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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改變

過去數年，香港的文化變遷、快速發展及動態環境影響著居民的生活方式。例如，輪班
或長時間工作的僱員用餐時間不定，餐廳則成為不錯的用餐選擇。此外，大眾已逐漸轉變
把餐廳僅作為用餐地點的傳統觀念，更多人將餐廳視為社交、聯絡甚至發展業務的場所。
因此，預期餐廳市場具有增長潛力。

推廣及菜式創新

香港餐廳市場的菜式、價格、客戶群及餐廳位置多元且分散。部分餐廳採用折扣及免費
優惠券等不同的營銷策略進行推廣，手機的高度普及和線上平台的發展促使餐廳專用應用
程式成為餐廳虛擬推廣的重要渠道。食品方面，部分餐廳提供定製食品菜單及融合菜式。
預期創新對滿足客戶需求進而促進餐廳市場整體增長至關重要。

餐廳市場的機遇和挑戰

機遇

業務營運技術改進

不少新建餐廳已將銷售點終端系統納入業務營運，未來將有趨勢加入管理存貨、連接
社交媒體、分析客戶消費及食品偏好等有助提高經營效率及為業務發展提供見解的各種功
能。電子及線上預訂服務因其便利性而深受客戶歡迎。因此，技術可提高餐廳服務水平，
從而促進餐廳市場增長。

香港新發展區

按2016年施政報告所述，香港政府將著手發展新區及觀塘北、粉嶺北、東涌等新市鎮
的擴展，並評估將軍澳第137區作住宅、商業及其他用途的潛在發展。此外，施政報告中特
別提到將九龍東發展為優質商業區。該發展計劃如成功實施將可能促進該等區域對餐廳的
需求。

挑戰

勞工及原材料成本上漲

餐廳市場的營運開支一路攀高，尤其是勞工及原材料開支。法定最低工資於2011年實
施，其後於2013年及2015年每年檢討兩次，令餐廳營運商的勞工成本上漲。預期營運成本上
漲將是餐廳營運商的主要制約因素。此外，肉類及蔬菜等主要原材料於香港的綜合物價指
數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因此，預期不斷上漲的勞工及原材料成本為餐廳營運商的主要制約
因素，部分餐廳於近年被迫倒閉。

客戶生活方式及需求不斷改變

隨著生活方式及工作時間（例如加班、輪班及彈性上班時間）不斷改變，餐廳或須定期
檢討所供應菜式以迎合客戶需求。此外，部分餐廳延長營業時間以服務更多客戶，雖可促
進業務增長，但同時亦導致營運開支增加及加重員工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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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及餐廳市場的競爭格局

於2015年，香港合共有47間會所，其中21間位於中環。位於蘭桂坊及中環的會所通常較
其他地方的會所優質。儘管大部分的酒吧集中於中環，但香港的會所市場較分散，有眾多
小規模的會所。按截至2016年5月31日止年度的收益計，本集團是香港會所市場的領先營運
商之一，市場份額約為10.6%。

下表載列按知名度、入場費及等候時間比較香港會所行業主要參與者業務及經營規模。

會所 可容納人數 營業時間 客戶基礎（附註）
    

Volar 293 下午六時正至凌晨一時正（星期二）
下午六時正至凌晨五時三十分

（星期三至星期四）
下午十時正至早上六時三十分

（星期五至星期六）

優質客戶

會所A 441 下午十一時正至凌晨五時正
（星期日及星期一休息）

優質客戶

會所B 357 下午十二時十五分至凌晨四時正
（星期日休息）

優質客戶

會所C 401 下午六時正至凌晨五時正
（星期日休息）

高級客戶

Fly 200 下午五時正至下午十一時正（星期二）
下午五時正至凌晨四時三十分

（星期三至星期四）
下午八時正至凌晨四時三十分

（星期五至星期六）

高級客戶

附註 ：客戶基礎取決於每位客戶的估計平均支出。優質客戶指估計平均支出約500港元的客戶，而高級客戶指估
計平均支出約300港元的客戶。

香港餐廳市場高度分散，營運商眾多。於2015年12月，香港約有14,000間餐廳。於2015
年12月31日，香港約有5,500間及4,000間休閒及速食餐廳。大部分餐廳由個體營運商設立，
部分餐飲服務集團則經營連鎖及不同品牌的餐廳，尤其是速食及休閒餐廳部分。

Volar是本地及國外媒體廣為報導的國際知名會所，有知名DJ駐場及國際名流頻繁到訪。
2016年，Volar獲亞洲俱樂部和酒吧業協會（根據其網站，亞洲俱樂部和酒吧業協會為國際行
業協會，成員包括Altitude、Magnum及Bungalow等諸多知名會所，亞洲俱樂部和酒吧獎項的
評委由市場營銷、活動策劃、餐飲服務、設計、展覽及夜生活方面的先驅及行家組成）頒授

「Asia’s Best Club」及「The Country’s Best Club」獎項，並獲Hotels.com認可為「10 Best Nightclubs 
in Hong Kong 2016」中的首位。

會所、餐廳及運動主題酒吧市場的進入壁壘

初始資本要求及營運成本高昂

會所、休閒餐廳及運動主題酒吧均需要較高昂的初始資本投資。初始成本包括但不限
於租金、設備、餐具及內部裝修或翻新（在租期開始及結束時，租戶通常須恢復租賃物業的
原狀）。初始投資後，會所、餐廳及酒吧營運商應會提供持續財務支援，以維持業務營運。
一般而言，會所的平均投資回本期為12至36個月，餐廳的平均投資回本期為12至48個月，運
動主題酒吧的平均投資回本期為12至24個月。



– 66 –

行 業 概 覽

牌照制度嚴格

開設會所須取得附帶跳舞批註的酒牌，開設餐廳須取得普通食肆牌照及水污染管制牌
照、酒牌或食物製造廠牌照等其他適用牌照，而開設運動主題酒吧須取得酒牌及其他遊戲
機中心條例規定的牌照。該等牌照的申請及審批流程十分複雜，涉及不同政府部門的調查
和審批。就酒牌而言，告示及徵詢期是申請流程的必要組成部分。牌照發放流程一般較耗
時，並被視為在香港開展餐廳業務的另一障礙。此外，獲授牌照為可續期，至於能否成功
續期則取決於相關會所、餐廳或運動主題酒吧業務的過往合規紀錄。

聘請及挽留僱員

聘請及挽留合適僱員已成為加入會所、餐廳或運動主題酒吧業務的壁壘。由於工時長
而工資低，愈來愈多僱員轉投能給予更高工資的會所、餐廳或運動主題酒吧行業競爭者或
物業管理及保安等其他行業。因此，會所、餐廳或運動主題酒吧業務難以挽留及聘請具備
豐富行業知識的穩定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