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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呈列的資料來自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的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及根據公
開資料來源及調研以及詳細的一手及二手研究反映估計市況。董事信納，本節披露
的日後預測及行業數據並無偏頗或存在誤導成份。本集團認為，該等資料的來源恰
當，而本集團在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時已採取合理審慎的態度。本集團並無理由認
為該等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屬虛假或存在誤導成份或已遺漏任何事實致使該等資料
在任何重大方面屬虛假或存在誤導成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及本節所載的資料未
經本集團、獨家保薦人、 [編纂]或參與 [編纂]的任何其他人士獨立核實。概無就該
等資料的準確性或完整性發表聲明，因此，於作出 [編纂]時不得過份依賴該等資料。

資料來源

本集團已委託獨立市場研究及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對香港食品及飲料雜貨行
業進行全面的研究分析並編製報告，費用總額為400,000港元，及本集團認為該價格可
反映市場價格。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完成編製，及其中所述的所有
統計數據均基於報告時可得的資料。

弗若斯特沙利文於一九六一年創建，為一間獨立的全球諮詢公司，專注於進行行
業研究及提供諮詢服務（包括市場策略及企業培訓）並在此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於達
致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載的定性及定量分析時，弗若斯特沙利文已就香港的食品及
飲料雜貨行業進行一手及二手研究。一手研究包括與領先的業內翹楚及行業專家進行
面談並收集彼等有關行業格局、市場趨勢及預測的觀點。二手研究透過根據弗若斯特
沙利文的自有研究數據庫對公司報告、獨立研究報告及數據進行復核進行。市場預測
數據透過按宏觀經濟數據審核及分析歷史數據並經計及特定的行業因素後獲取。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內有關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零年預測期間的市場預測乃基於
以下兩個主要假設及參數，包括(i)香港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保持穩定；及(ii)主要
驅動因素有可能促進香港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的發展。

董事確認，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刊發日期起，市場資料並無可能會對本節資料
附有保留意見、使之遭否定、令其有虛假陳述或以其他方式對其準確性及完整性產生
重大不利影響的任何重大不利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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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宏觀經濟概覽

名義GDP

香港經濟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五年呈現穩定增長態勢，並預期將於二零一六
年至二零二零年的預測期間保持適度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及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資
料，香港名義GDP將由二零一零年的17,763億港元增長至二零一五年的24,025億港元，
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約為6.2%，及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達到30,190億港元，二零一六年
至二零二零年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4.7%。人均名義GDP亦將相應地由二零一零年的約
251,887港元增長至二零一五年的約328,594港元，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5.5%，及預期
將於二零二零年達400,368港元，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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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

二零一七年
（估計）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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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消費者價格指數及食品價格指數

香港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五年平均按年增長3.9%，並預
期將於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零年的預測期間穩定上漲。於同一回顧期間，食品價格指
數(FRI)指一籃子食品商品的價格水平的變動，亦反映由二零一零年的2.4%至二零一五
年的4.0%的類似增長率。

消費者價格指數及食品價格指數（香港），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二零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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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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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概覽

香港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

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向餐飲場所，如餐廳、酒店及私人會所、食品加工商及非商
業化餐飲埸所供應產品，供彼等為最終消費者製備菜肴。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部於香港
龐大的食品及飲料行業中發揮主導作用，按銷售收益計，佔市場份額約55.2%。

銷售收益總額=約802億港元

55.2%
30.4%

7.7%

6.7%

食品及
飲料雜貨

蔬菜

水果

肉類

香港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按銷售收益劃分的市場份額（二零一五年）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醬料及調料

37.5%

18.8%

5.4%

24.7%

13.6%
(4)

非酒精飲料

日用品及穀物產品

乳製品及蛋

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部按收益劃分的市場份額（二零一五年）

包裝食品

(3)

(5)

(1)

(2)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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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日用品及穀物產品包括大米、麵粉、麵條產品（如拉麵及意大利麵）、食用油以及糖及鹽。
2. 乳製品及蛋包括牛奶、奶粉、人造黃油、新鮮及加工奶酪以及鮮蛋及皮蛋。
3. 由於於往績記錄期間酒精飲料分部僅佔本公司收益總額的一小部分，該雜貨分部已於市場

份額分析中剔除。此外，鑒於於二零一五年酒精飲料分部市場規模較大（約為200億港元），
將此分部計入市場份額分析將不會公平呈現其他雜貨分部於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的市場份
額分佈。

4. 包裝食品包括加工產品，如醃制、灌裝、冷藏及其他形式的肉及蔬菜以及小吃及預包裝食
品。

5. 醬料及調料包括乾粉、醬料及香料。

香港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的市場規模及增長

於過去數年，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實現穩健增長。該行業的總銷售收益由二零一
零年的322億港元增長至二零一五年的443億港元，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6.6%。該行業
的總銷售收益預期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二零年將分別達到475億港元及637億港元，五
年複合年增長率為7.6%。

銷售收益不包括零售商收益。附註：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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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對餐飲服務的持續需求及不斷上漲的消費，按產品類別劃分的六大雜貨分部
的銷售收益穩步增長。下表概述各雜貨分部（廚房用品除外（因其廣泛的多樣化））於
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五年的過往銷售收益及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二零年的預測期以及相
關的五年複合年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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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分部 過往銷售收益
五年的複合
年增長率 預測銷售收益

五年的複合
年增長率

（十億港元） (%) （十億港元）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二零年

日用品及穀物產品 12.9 16.6 5.2 17.6 22.3 6.1
乳製品及蛋 7.6 10.9 7.6 11.9 16.6 8.8
飲料
－不含酒精 5.7 8.3 8.1 9.1 12.8 8.9
－葡萄酒及啤酒 9.6 17.7 13.1 20.2 34.3 14.1
包裝食品 4.1 6.0 7.9 6.5 9.0 8.4
醬料及調料 2.0 2.4 3.6 2.5 3.0 4.8

餐飲市場為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的主要需求推動因素

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高度依賴香港餐飲市場對食品及飲料的需求並與其正相關。
食品及飲料雜貨供應價值鏈始於生產食品及飲料產品的製造商及品牌擁有人，之後該
等食品及飲料產品透過食品及飲料批發商、分銷商或代理分銷至最終消費者的餐飲場
所。除銷售產品外，眾多批發商提供其他增值服務，如重新包裝產品。自香港餐飲市
場沿著有關價值鏈定位為消費場所以來，其將大幅影響食品及飲料雜貨的需求及食品
及飲料雜貨行業的發展。食品服務運營商數量的持續增長可能導致食品及飲料雜貨消
費不斷增長，為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提供堅實的發展動力。

餐廳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餐廳總數由二零一零年的13,350間增至二零一五年的
24,100間，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12.5%。香港當地需求的持續增長、旅遊業的進一步發
展及近期租金逐漸下跌為香港新增餐廳數量不斷增加的主要驅動因素。預期餐廳數量
將維持快速增長，於二零二零年達44,220間，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12.9%。於所有食品
服務運營商中，餐廳為餐飲市場的主要部分且分為不同類別。

中式及非中式餐廳分部呈現適度增長。中餐廳的銷售收益從二零一零年的570億
港元增長至二零一五年的662億港元，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3.0%。預期於二零二零年將
達795億港元，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3.9%。隨著類似的上漲趨勢，非中式餐廳的銷售
收益亦從二零一零年的233億港元增至二零一五年的299億港元，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
5.1%。預測二零二零年將達395億港元，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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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非商業餐飲場所

非商業餐飲場所指為盈利或按慈善基準提供或需要餐飲服務的場所，及包括(a)學
校，(b)醫療機構及(c)非盈利組織的食堂或其他餐飲場所。

香港非商業餐飲場所的該等分類數目呈現整體上漲趨勢，增長幅度不盡相同。
學校總數已由二零一零年的[2,177]所穩定增至二零一五年的[2,307]所，五年複合年增
長率為[1.2]%。預期將維持增長及於二零二零年達到2,587所。由於香港日益成為宣
傳團體、慈善組織、專業機構及宗教組織的地區基地，非盈利組織的總數呈現快速增
長，由二零一零年的[23,300]間增至二零一五年的[31,180]間，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
[6.0]%。預測於二零二零年將達41,884間。此外，由於香港老齡化因而對醫療保健的需
求增加，醫療機構（包括公立、私立醫院及老年醫療保健中心）的總數呈現穩定增長，
由二零一零年的116所增至二零一五年的135所，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3.1]%。預期於
二零二零年將增至164所，五年的復合年增長率為4.0%。

酒店及私人會所

截至二零一五年，香港擁有逾1,500家酒店及私人會所。酒店及私人會所分部
穩定發展，銷售收益從二零一零年的58億港元增至二零一五年的81億港元，五年複
合年增長率為[7.0]%。隨著進一步擴張酒店及私人會所，以及地方消費者需求的持
續增長，預期於二零二零年此分部的銷售收益將達109億港元，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
[6.5]%。受不斷發展的旅遊業帶動，香港酒店數量呈現穩定增長，從二零一零年的175

家增至二零一五年的253家，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7.7]%。預期於二零二零年將達372

家，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零年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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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商

於過去數年，香港食品加工商的數量由二零一零年的873間增長至二零一五年的
1,107間，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為4.9%。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達到1,297間，實現3.3%的
五年複合年增長率。

香港餐飲市場的近期趨勢

餐飲場所多樣化

香港餐飲市場於餐飲場所數量以及向客戶提供菜系的多樣化方面進行大幅擴張。
門類齊全的香港食品服務營運商滿足了不同客戶（包括高端酒店、提供全面服務的餐
廳及美食街及休閒食品門店）的用餐需求，提供各式各樣的跨國菜肴以吸引及滿足不
同客戶的口味。

經濟增長及日益增加的外出用餐開支

預期香港食品服務營運商將受益於香港經濟的穩定增長，名義GDP從二零一零年
的約17,763億港元增至二零一五年的24,025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6.2]%。由於香港
經濟不斷發展及整體快節奏的生活方式，選擇外出用餐的客戶數量呈增長趨勢，繼而
增加了餐飲服務開支及為食品服務營運商帶來收益。

開發菜單及市場推廣方面的創新

香港食品服務營運商日益專注於在設計特色菜及開發菜單時不斷創新以吸引客
戶。擴大市場推廣渠道時的創意（如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及手機應用）亦有助吸引及獲得
更多的客戶。

市場挑戰

香港食品及飲料雜貨公司可能將於尋求擴大客戶基礎及拓寬收益來源時面臨挑
戰，乃由於香港大規模的餐飲場所通常開辦已久且有相對穩定的供應網絡，及倘彼等
現有供應商維持滿意的服務水平，其可能不會委聘新供應商供應相同產品。此外，鑒
於地方資源及供應有限，香港食品及飲料雜貨公司依賴進口彼等產品。採購該等進口
產品的成本可能因物流及運輸費用高昂及香港主要食品及飲料雜貨的批發價的整體上
漲趨勢而有所增加。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商亦將於業務營運中面臨香港勞工成本日益
攀升及倉庫租金上漲，繼而可能降低彼等的預期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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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的競爭格局

香港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呈現高度分散的特徵，市場份額由眾多類別各異的市場
參與者佔據，包括來自香港及海外的食品及飲料進口商、批發商、製造商、代理、零
售商及分銷商。截至二零一五年年底，市場上約有850間食品及飲料雜貨公司，包括食
品供應商、批發商、進口商及出口商，市場銷售收益總額約為443億港元。競爭激烈形
成食品及飲料雜貨供應商發展競爭優勢及提高業務目標的活躍營商環境。競爭亦為市
場參與者豐富產品組合及提高相關服務以提升消費者為其餐飲業務採購食品及飲料雜
貨的體驗提供動力。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於二零一五年，十大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商的收益約
為29億港元，佔香港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市場合共6.5%的市場份額。十大食品及飲料
雜貨分銷商的供應商數量介乎50至400個，提供約[1,500]至[5,000]種產品及約[2,500]至
[8,000]個最小存貨單位，覆蓋900個至[3,000]個的廣泛客戶基礎。於二零一五年，本集
團以收益156.2百萬港元佔約0.35%的市場份額，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供應逾2,100

種食品及飲料雜貨及向逾1,100名客戶供應逾3,800個最小存貨單位的品牌及非品牌產
品。

此外，鑒於與餐飲場所相對穩定的供應關係，預期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的競爭格
局於預測期間並無就市場整合物色重大併購活動。

准入壁壘

開發多元化的產品組合

向客戶提供門類齊全產品的能力對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商的成功至關重要。客戶
視乎最終消費者的需求普遍對不同食品產品及飲料有不同的偏好。多元化的產品組合
令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商可滿足客戶的不同需求。開發有關產品組合需食品及飲料雜
貨分銷商與不同供應商建立穩定的業務關係及網絡，以及於加入產品組合時在了解市
場趨勢及客戶偏好方面擁有行業經驗。

營運管理及建立分銷網絡

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業務有賴於在管理及協調營運各個方面的專業知識及行業經
驗，包括與供應商建立及維持採購各類產品的廣泛網絡；在評估及監控存貨水平以及
優化存儲狀況的倉庫管理；整合ERP系統（全公司的綜合資訊系統）等系統，實現自動
化及標準化以提高營運效率；及物流管理（如與運輸營運商聯絡及安排計劃以確保及
時向不同地區的客戶交付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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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資源需求

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商需大量營運資金撥付日常開銷支出以支持整個供應鏈的業
務營運，包括向上一級供應商採購產品、租用及運營倉庫的成本以及產品交付的相關
物流成本。大量的資金需求及行業經驗極可能為並無足夠財務資源為成立該業務撥付
該等初步開支的新入行者設置了障礙。

未來機遇及前景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下文為市場參與者把握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銷售收益
上漲趨勢所產生的日後增長機遇的關鍵成功因素。

產品組合隨着健康概念增強而多樣化

隨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及生活標準的提高，消費者對食品及飲料產品的健康
值、安全及營養價值的意識逐漸增強，且消費者於選擇該等產品時更注重質量而非價
格。因此，預期營養價值高的產品（如有機食品及飲料或強調健康概念的其他產品）將
應需求有所增加及促進食品及飲料雜貨行業的發展。此外，香港的營商環境對將推出
新產品的供應商或品牌擁有人的監管措施較少。預期食品及飲料雜貨供應商將持續推
出新產品及豐富彼等產品組合以抓住及迎合顧客戶不斷改變的偏好及口味。

倉庫設施及管理

強調有效的庫存控制及倉庫管理有助於降低整體運營成本。建立新倉庫令食品及
飲料分銷商為更廣範圍的產品擴大彼等倉庫及儲存容量，以擴大彼等產品組合及選擇
範圍，藉此於不同區域抓住增長潛力及利潤率較高的特定市場分部。有效的倉庫管理
亦有助更加有效協調向客戶運輸產品以確保及時交付。預期擁有廣泛分銷網絡及在不
同地區擁有管理得當的倉庫設施的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商將可把握住食品及飲料雜貨
行業的預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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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自動化營運及業務營運的標準化水平

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業務的正常運作需密切關注管理供應鏈。將整合技術（如使
用ERP系統）投入業務營運，ERP系統獲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商廣泛應用以更有效協調
及管理營運。使用ERP系統有助更好控制各項業務營運（包括存貨管理及物流安排以
向下遊客戶交付產品。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商亦從ERP系統中受益，利用其提升倉庫
效率及順暢完成訂單，以及協調其他內部行政事宜（如會計、財務資料及人力資源管
理））。

對優質客戶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

除及時交付產品外，提供定制及增值服務的能力於挽留及獲得客戶方面起著重要
作用。維持各種客戶服務（如指派盡忠職守的銷售代表進行直接訂單追蹤及查詢、向
目標客戶推廣食品及飲料產品，及提供處理產品退貨及有效跟進投訴等優質售後服務）
亦將強化食品及飲料雜貨分銷商作為可靠及竭誠向客戶交付有效食品及飲料雜貨供應
解決方案的形象，從而提高其市場份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