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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指明外，本節所列資料源自Converging Knowledge所編製的CK報告，
該報告乃受吾等之託，主要是作為市場調查工具而編製，旨在反映根據公開可得資
源及商會調查對市況作出的估計。對Converging Knowledge的提述不應視為其就任
何證券的價值或投資本集團是否明智的意見。董事認為，資料及統計數據的來源為
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的恰當來源。董事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及統計數據失實或
有誤導成份，或當中遺漏任何事實致使其可能在任何重大方面失實或有誤導成份。
本集團、[編纂 ]、董事、獨家保薦人、[編纂 ]、[編纂 ]、[編纂 ]或任何參與 [編纂 ]的任
何其他各方或彼等各自的董事、高級職員、顧問及代理並無就本節行業概覽所載由
Converging Knowledge編製的資料進行獨立核實，且不會就其準確性及完整性發表
意見。因此，不應過分倚賴有關資料。

資料來源

本集團已委託獨立市場研究及諮詢公司Converging Knowledge對新加坡提供供應
分銷行業進行全面的研究及分析並編製報告，費用總額為約43,000新加坡元，及本集
團認為該價格可反映市場價格。

Converging Knowledge於二零零二年成立，為一間獨立定制研究（包括研究及戰
略情報）供應商。於達致Converging Knowledge報告所載的定性及定量分析時，已分析
二手戰略、進行初步研究並計及新加坡提供供應分銷行業的不斷行業變動。

Converging Knowledge報告內有關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一九年預測期間的市場預測
乃基於以下主要假設及參數：

• 新加坡及香港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保持穩定；

• 可能影響╱驅動提供供應分銷行業的全球及地區趨勢；及

• 概無影響糧食需求及供應的外部衝擊，例如，原材料短缺或行業規管變動。

董事確認，自Converging Knowled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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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供應分銷（「提供供應分銷」）行業概覽

提供供應分銷指透過多種渠道供應食品產品。本節專注提供供應分銷行業中在
供應鏈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服務不同類別的客戶群體的加工食品、乾糧及飲料供應商（統
稱為「提供供應商」）。若干提供供應商專注於供應船具，而其將於新加坡港口向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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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進行出售。許多作為本地分銷商進行運營，向不同渠道直接供應，例如，批發商、
零售商、酒店、餐館及餐廳。其他則參與像航空運營商、大型活動廚師或主辦方之類的
企業招標。大多數提供供應商支持廣泛的食品需求，而其他則從事某種形式的食品專業。

新加坡－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中的重要提供供應分銷供應商

新加坡作為貿易港口有著長期歷史根基，世界各地的商品彙集於此，隨後再次
出口至該地區。作為該地區國外商品的主要來源，新加坡因而自早期一直在東盟提供
供應分銷行業中扮演重要角色。該國家至今仍高度依賴貿易，其缺乏自然資源及農田，
意味著幾乎一切（包括食品供應）需要進口。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新加坡食品商品貿易總額按複合年增長率（「複合年
增長率」）2.8%增長，於二零一六年達至159億新加坡元。東盟成員國為新加坡的重要
貿易夥伴，其中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及越南為其重要東盟貿易夥伴。下表載列
新加坡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前十名的食品進口來源及食品出口目的地：

新加坡前十名食品進口來源

排名 總額 國家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複合年
增長率

（十億美元） 美元（十億） (%)

1 6.24 法國 1.11 1.20 1.37 1.41 1.17 1.3
2 4.55 馬來西亞 0.89 0.87 0.95 0.97 0.87 –0.7
3 3.41 英國 0.71 0.72 0.79 0.62 0.58 –4.9
4 2.28 澳洲 0.51 0.48 0.44 0.48 0.35 –8.9
5 2.25 印度尼西亞 0.50 0.46 0.42 0.46 0.42 –4.1
6 2.14 美國 0.34 0.41 0.47 0.48 0.44 6.8
7 1.81 新西蘭 0.34 0.31 0.40 0.44 0.32 –1.7
8 1.80 泰國 0.43 0.35 0.36 0.36 0.32 –7.2
9 1.10 中國 0.19 0.21 0.23 0.25 0.22 3.8
10 0.96 越南 0.12 0.15 0.21 0.25 0.23 17.7

總計 26.58 5.14 5.16 5.64 5.72 4.92 –1.1

新加坡前十名食品出口目的地

排名 總額 國家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複合年
增長率

（十億美元） 美元（十億） (%)

1 4.05 馬來西亞 0.71 0.81 0.91 0.83 0.79 2.7
2 3.87 日本 0.73 0.78 0.77 0.87 0.71 –0.7
3 3.61 中國 0.74 0.79 0.81 0.73 0.54 –7.6
4 3.21 澳洲 0.40 0.41 0.74 0.89 0.77 17.9
5 3.18 越南 0.46 0.47 0.63 0.78 0.85 16.9
6 2.77 印度尼西亞 0.75 0.58 0.50 0.49 0.46 –11.4
7 2.40 泰國 0.40 0.44 0.48 0.54 0.53 7.3
8 1.66 香港 0.23 0.30 0.31 0.39 0.42 16.1
9 1.61 菲律賓 0.22 0.25 0.31 0.44 0.39 15.1
10 1.56 台灣 0.25 0.29 0.32 0.36 0.34 7.8

總計 27.92 4.89 5.12 5.78 6.32 5.8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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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排名乃根據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的貿易總量得出。最新數據為二零一五年。

• 標有灰色及粗體的國家屬於東盟。

• 東盟國家包括文萊、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及越南。

資料來源： Converging Knowledge報告

新加坡向東盟出口乾製食品、乾貨及飲料有所增加，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
年錄得4.5%的複合年增長率（二零一五年：33億美元）。新加坡提供供應分銷供應商
一直尋求國內市場以外的機會。於東盟內部，新加坡向越南的食品出口錄得最高複合
年增長率16.9%，其後為柬埔寨 (16.1%)、菲律賓 (15.1%)及泰國 (7.3%)。於二零一一年
至二零一五年，東盟以外的前十個食品出口目的地中錄得最高複合年增長率的為澳洲
(17.9%)、香港 (16.1%)及台灣 (7.8%)。

競爭格局

新加坡提供供應分銷行業競爭十分激烈，原因為類似供應商數目龐大。多數供
應商提供輕微不同或並無差異的產品及服務。提供供應分銷行業有超過500家服務停
靠於新加坡港口船隻的有關供應商。提供供應商透過四種差異化戰略形成其競爭優勢：

• 價格－提供供應商的關鍵差異化因素。客戶傾向於向其提供最佳服務的提
供供應商。

• 廣泛及具有差異的產品及服務範圍－擴大產品及服務供應以符合客戶的
需求。客戶偏好與少數能最大限度滿足其終端客戶需求的提供供應商。

• 聲譽－透過強化對客戶需求作出回應的能力、尋求獨特要求時資源的豐富
程度或提供增值食品加工服務及╱或進軍利基領域建立品牌聲譽。

• 多元化客戶基礎－客戶組合多元化令大型提供供應商可將較低供應商價
格的壓力分散至多個分部。

提供供應分銷進入門檻

以下為進入提供供應分銷行業的若干主要進入門檻：

• 穩固供應商網絡－提供供應商須具備穩固的供應商網絡以確保穩定的食
品庫存來源、磋商有利價格及迎合客戶不斷變化的食品偏好及需求。

• 與客戶建立穩固往績記錄－客戶偏好與於服務彼等方面具有穩固往績記
錄的客戶進行合作。穩固提供供應商已充分瞭解其客戶，因而可及時作出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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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加坡停靠船隻的提供供應分銷市場規模

下圖呈列自二零一五年起至二零一九年服務停靠於新加坡港口船隻的提供供應
分銷分部的市場規模。

於新加坡停靠船隻的提供供應分銷市場規模（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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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E」指估計值。

資料來源：Converging Knowledge報告

自二零一五年起至二零一六年，新加坡提供供應分銷行業的市場規模估計下降
2.0%至6.3%，達至240百萬新加坡元至300百萬新加坡元之間。儘管自二零一二年起至
二零一六年停靠於新加坡港口的船隻數目按2.5%的複合年增長率增加，提供供應分
銷市場受每艘船隻的受控支出、買家間較高的價格敏感度以及其他供應商試圖保留其
市場份額令競爭加劇另加石油及燃氣下滑所影響。新加坡提供供應分銷市場預期於二
零一七年維持穩定，原因為供應商改善其營運需要時間。然而，隨著（其中包括）預期
經濟復甦及新加坡港口吞吐量的進一步發展，預期市況將自二零一八年起有所改善。

本公司的市場份額

於二零一六年，估計本公司於新加坡停靠船隻的提供供應分銷分部擁有9.4%至
11.7%的市場份額。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估計市場份額

其他參與者

本公司

9.4%-
11.7% 

資料來源：Converging Knowledge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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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及區域趨勢

可能影響新加坡供貨分銷行業之若干主要趨勢為：

• 停靠新加坡船舶－船具商為提供供應商服務的重要客戶分部。作為區域性
最繁忙港口之一，眾多船舶停靠新加坡以交付貨物、維護、補給或進行以

上所有活動。於二零一二年停靠新加坡之船舶數目由189,352艘增至二零

一六年209,058艘，同期年複合增長率2.5%。供貨船舶由二零一二年24,166

艘增至二零一六年31,265艘，分別佔停靠港口船舶總數12.8%及15.0%。

自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停靠新加坡船舶數目

225,000

停靠船舶數目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零年年複合增長率 合計百分比

150,000

75,000

189,352

24,166 26,334 27,340 29,756 31,265

12.8%

13.1%

13.7% 14.8%
15.0%

201,021 199,321 201,198
209,058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0

16.0%

12.0%

8.0%

供應 其他目的 供應百份比

附註：

－ 供貨指食品及非食品。新加坡海事及港口管理局並無追蹤停靠新加坡港口船隻，尤其是食
品供應，及該等統計數據無法查閱。

－ 其他目的包括貨物、維護及補給。

－ 統計數據僅涵蓋大於75總噸位船舶。該範圍涵蓋絕大多數停靠新加坡的船舶。

資料來源：Converging Knowledge報告

• 港口發展及新海上貿易線－區域港口發展項目乃供應商大客戶提供服務
的機遇。發達港口具有處理更多更大船舶的更大能力及更佳設施，以及鼓

勵船舶停靠其港口，因此可令供貨商獲得更大航運客戶基地。就更大區域

覆蓋而言，當採購海外產品時，新海上貿易線為供應商提供機遇。

• 食品喜好變化對供貨分銷開闢新需求分部－消費者健康意識不斷增加已
促進對健康食品的需求。為應對需求轉變，供應商已開始考慮健康食品分

類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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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商務－刺激改變消費者購買模式及促進商業－電子商務出現已為供應
商創造新機遇，迫使彼等重新審視其可接觸目標買方之方式。供應商及零
售商多管齊下銷售其商品，從因有助於彼等涉足全球新潛在市場。

• 旅行、旅遊及酒店行業的增長促進了對食品項目的需求－該地區對航空旅
行的更高需求及新加坡境外航空運輸的增加為提供供應商提供了更多機
會向航班食品負責人供應，以於即將起飛的飛機內提供多種航空餐選擇。
國際到訪遊客人數增加將推動購物及餐飲（「餐飲」）服務方面的旅遊支出
水平。鑑於客戶之更高開銷偏好及傾向外出就餐，新加坡餐飲服務公司數
目預期仍然呈上升趨勢。

原材料的歷史價格趨勢

牛奶

本公司的主要食品供應為乳製品，其中牛奶為基本原材料。由於本公司自歐洲
進口乳製品，故成品價格受該地區的牛奶價格影響。下圖闡述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
年歐洲原料乳的平均價格。

歐洲原料乳平均價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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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Converging Knowledge報告

整體而言，歐洲原料乳價格於過往五個年度呈下降趨勢，錄得複合年增長率
約 -3.4%。雖然原料乳價格於二零一三年上升11.7%（36.5歐元╱100千克）及其後於二
零一四年上升2.1%（37.3歐元╱100千克），而取消牛奶限額、俄羅斯對歐盟乳製品的禁
令及牛奶過度生產等事件對該商品於其後兩個年度的平均價格有所抑制。原料乳價
格於二零一五年下降17.3%至30.8歐元╱100千克，並於二零一六年進一步下降7.7%至
28.5歐元╱100千克。

糖

除乳製品外，本公司亦提供加工食品以及乾貨及飲料。糖乃日用品及加工食品
的必需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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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及美國平均糖價（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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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Converging Knowledge報告

自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六年，美國及歐洲的糖價呈上升趨勢，分別錄得複合年

增長率2.97%及0.22%。美國平均糖價相對高於歐洲，此差額於近兩年加大，由相對於

二零一五年0.37美元╱千克之0.56美元╱千克至相對於二零一六年0.38歐元╱千克之0.65

美元╱千克。美國糖價較高，原因是美國政府實施貿易保護措施－對糖的進口限制確

保糖類作物種植者維持較高收入水平。相反，歐洲糖供應一直增加，自二零一零年至

二零一五年期間累計儲存86百萬噸，導致糖供應過剩，因此，令糖價降低。

小麥

小麥可碾磨成麵粉，後者可用於製作糖果、點心及意大利麵等以麵粉為原料的

產品。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小麥的平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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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onverging Knowledge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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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五年，小麥的價格逐步下降，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錄得復合年增
長率為 -11.12%。於二零一六年，小麥價格錄得自二零一二年的每公噸284.3美元下降
至每公噸177.4美元。小麥平均價格下降乃由此商品全球供應，尤其是俄羅斯及美國因
大豐收增加而引致。因此，更低的小麥價格將導致主食成本下降。

勞工成本

新加坡勞工成本一直在增加，及上漲的薪資一直為國家勞工成本增加的主要推
動力。緊缺的勞工市場已並將繼續推高工資。

月收入總額中位數由二零一二年的3,480新加坡元增至二零一六年的4,056新加坡
元，復合年增長率為3.9%。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五年，月收入總額已發佈的第二十
個百分位按復合年增長率計約為5.0%。下圖顯示新加坡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
的月收入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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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新加坡元 變動%

3,480
3,705 3,770

3,949

4,056

2,0121,972
1,885

1,740

0.4

7.1
6.5

1.8
2.0

4.7

2.7

4.6

8.3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0

中位數（第五十個百分位） 第二十個百分位 變動% 變動%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資料來源：Converging Knowledge報告

行業前景

新加坡及東盟

儘管面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及海運業結構變動及其他方面帶來的挑戰，提供
供應分銷行業的前景預計將為樂觀。提供供應分銷行業的增長勢頭主要由潛在東盟內
部貿易、新加坡港在區內的重要性、區內港口的發展以及日益增長的食品開支╱消耗
支撐。

• 東盟內部貿易拓展刺激提供供應分銷活動－東盟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貿易
聯盟。東盟內部貿易拓展現正改變全球採購及生產版圖。於二零一五年，
東盟內部貿易佔區內貿易總額的23.9% （22,699億美元）這意味著隨著區域
一體化發展仍有進一步發展空間及機會可供開拓。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文件時，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
一節一併閱覽。

行業概覽

– 67 –

• 提供供應分銷活動因新加坡港競爭優勢而增加－新加坡港於加劇的區內
競爭中，正增強其作為區內樞紐的立足點。其將繼續具備吸引力主要由於： 
(1)其適應季節需求及處理大型船舶方面的技能及彈性，(2)其於提供穩定
及可靠港口處理服務方面的長期及強大往績記錄，及 (3)其被選為聯盟內
成立的主要航運公司的航運中心。

• 地區港口發展之溢出效應帶來的物資供應配送活動－地區（尤其是馬來西
亞）港口已公佈其擴張計劃。由於鄰近馬來西亞，新加坡之物資供應商於
擴大對外服務以服務停靠在鄰近港口的船舶方面擁有優勢。

• 不斷增長的消費能力推動食品需求－食品為必需品，故將一直存在需求。
隨著經濟繁榮，預期食品需求將進一步增長，並將繼續為物資供應商帶來
機會。

香港及中國

香港及中國之物資供應配送市場增長強勁，吸引眾多物資供應商前往參與。香
港一直為活躍的貿易樞紐，長久以來一直為中國與國際經濟進行商品及服務貿易的重
要中轉站。另一方面，由於人口龐大，中國存在巨大的消費市場。香港及中國為新加坡
的十大食品出口目的地。

• 國內生產總值不斷上升推動食品支出及物資供應配送機會－香港的實際
國內生產總值按複合年增長率2.5%從二零一二年之2.1萬億港元增長至二
零一六年之2.4萬億港元。較高的經濟增長轉化為居民家庭收入及家庭平均
支出增長。香港於加工食品、幹活及飲料方面的家庭平均月支出從二零零
四年╱二零零五年的499港元上升至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期間的575港
元，其後於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達到618港元。

• 香港－已成為強大的物資供應配送中心－香港為全球第八大貿易經濟。其
加工食品、乾貨及飲料的進口量由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保持增長，並
於二零一六年達到732億港元。

香港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之加工食品、乾貨及飲料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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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onverging Knowledge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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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值整體增加利好於香港出口商，因為其於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並預期將

持續輸送商品至內地。香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其商品出口來推動經濟發展，於二零

一二年及二零一六年，再出口佔出口總值的百份比分別為81.6%及86.1%。此反映香港

作為加工食品、乾貨及飲料的強大再出口商地位。

• 香港為進入更大市場的跳板－(1)憑藉其強大的運輸及物流基礎設施以及

毗鄰中國內地，進入香港的物資供應商處於有利地位可挖掘香港本地及中

國的物資供應配送機會。在陸地交通方面，即將建成之港珠澳大橋將為物

資供應商的運輸提供更大便利及更短的交貨時間。中國為香港加工食品、

乾貨及飲料的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於二零一六年一月至七月，佔出口額

330億港元之38.0%。出口至香港將令物資供應商可進入中國的巨大消費市

場；(2)香港為主要海上貿易樞紐，香港港口被視為世界十大港口之一。從

中國駛往香港的船舶數目最大，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期間維持於約

54.0%至55.0%。從中國到香港的高船舶流量加強兩地的貿易往來。停靠在

香港港口進行補給的船舶亦由二零一一年之1,124艘增加至二零一五年之

1,792艘，反映出船具商的正面發展趨勢，從而反映出物資供應商的正面發

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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