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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載資料乃取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我們相信資料來源乃有關資料的適當來
源，且我們已合理謹慎地摘錄並重現有關資料。我們並無理由相信有關資料在要項上屬
虛假或具誤導性，且並未遺漏任何事實而可能使有關資料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
然而，該資料未經我們、獨家保薦人、[編纂 ]、[編纂 ]、[編纂 ]、各自的任何董事、高
級人員、僱員、顧問、代理或代表或者參與 [編纂 ]的任何其他方獨立核實，且概不就其
準確性作出任何聲明。除另有列明外，本節中所有數據及預測均取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
告。

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乃反映基於取樣的市況估計，並主要作為市場研
究工具而予以編製。對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提述，不應被視為是弗若斯特沙利文關於對股
份或本集團的潛在投資的意見。我們的董事相信，摘錄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的
來源乃有關資料的適當來源。我們並無理由相信有關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或者已遺
漏任何重大事實而可能使有關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我們的董事確認在採取合理謹慎
措施後，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日期至今，有關市場資料並無發生不利變動。

資料來源

我們已以 400,000港元的費用，聘用並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一間在 1961年創立於紐約

的獨立環球顧問公司）編製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當中包括關於宏觀經濟、香港日式拉麵

市場以及其他經濟數據的資料。弗若斯特沙利文給予行業研究與市場策略，並提供增長諮

詢及企業培訓，其行業涵蓋面包括汽車與交通運輸、化工、物料與食品、商用航空、消費

品、能源與電力系統、環境與建築技術、健康護理、工業自動化與電子、工業與機械，以

及科技、媒體及電訊。

弗若斯特沙利文已進行詳盡的初級研究，涉及與若干領先的行業參與者討論行業狀

況。弗若斯特沙利文亦已進行次級研究，涉及基於其自身的研究數據庫而審閱公司報告、

獨立研究報告及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已從歷史數據分析（與宏觀經濟數據對照繪製）獲得

市場總規模的估計數字，並已考慮上述各關鍵的市場驅動因素。

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匯編過程是以下列假設為基礎：

(a) 在預測期內，香港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很可能會保持穩定；及

(b) 在預測期內，相關關鍵的行業驅動因素很可能會驅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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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宏觀環境概覽

香港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從 2013年的 21,567億港元增加至 2017年的 26,137億港元，複

合年增長率為 4.9%。受「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帶來的機遇所帶動，名義本地生產

總值增長預期會於 2018年至 2022年間上升，至 2022年底時達 31,359億港元，複合年增長

率為 3.8%。

出外用膳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香港出外用膳食品價格指數於 2013年增加 4.4%。增長從 2014年起一直下跌，至 2017

年底時，食品價格指數與上一年相比增加 2.7%，為五年間的最低增長率。雖然香港的食品

價格指數增長率已告下跌，但香港的進一步經濟發展與通脹率上升將帶動食品價格指數於

2018年至 2022年間增長。食品成本上漲將使餐館承受財政負擔，並會透過菜單上菜餚的價

格調整而將食品成本升幅轉嫁至消費者。

香港餐飲服務市場概覽

香港餐飲服務營銷市場規模錄得從 2013年的 970億港元升至 2017年的 1,127億港元的

溫和增長，2013年至 2017年間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3.8%。經濟復甦已鼓勵消費者於 2017年

增加出外用膳的頻率。旅遊業持續發展以及香港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長，將持續支持香港

餐飲服務營銷業於未年數年間的增長，估計到 2022年底時將達 1,419億港元，2018年至

2022年間的估計複合年增長率為 4.6%。

2013年至 2022年（估計）香港餐飲服務市場總市場規模（按收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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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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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日式拉麵餐館行業

概覽

由於日本美食美味可口、製作精美以及採用新鮮食材，故在香港消費者中越來越受歡

迎。其中，拉麵分部的增長最為強勁，其市場規模從 2013年的 811.7百萬港元升至 2017年

的 1,051.2百萬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6.7%。於 2017年，日式拉麵餐館的市場規模約佔香

港整體餐飲服務總市場規模的 0.9%。隨著產品持續創新以及香港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日式

拉麵餐館行業預期將以複合年增長率 6.5%的幅度增長，到 2022年達到 1,429.4百萬港元。

下圖載列由 2013年至 2022年香港日式拉麵餐館業產生的收益：

2013年至 2022年（估計）日式拉麵餐館（香港）市場規模（按收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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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市場驅動因素

家庭收入及出外用膳開支不斷增長

過去多年間，家庭收入的穩定增長已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亦鼓勵增加對食品與飲

品的開支。鑑於多元化的餐飲選擇，香港人出外用膳的意願更大，並正追求升級的用膳體

驗。因此，不斷增長的出外用膳開支正驅動香港的整個餐館市場，而由於日式菜一直是最

廣受現今用餐者歡迎的菜式之一，其預期會錄得高於其他菜式的市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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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飲食文化在香港日益流行

日本向來是最廣受香港人歡迎的旅遊目的地之一，可印證於日本國家旅遊局發表的訪

日香港旅客數字，從 2013年的 745,881人增加至 2017年的 2,231,568人，複合年增長率為

31.5%。故此，過去十年間，日式菜餚一直是深受香港消費者喜愛的菜餚之一。日本文化在

香港日益流行，充當香港日式餐館市場的強大增長動力。

消費者生活模式改變，帶動對便利食品選擇的需求

由於香港的生活模式節奏急促、工作時間較長，香港人在家中自製餐膳的時間及機會

均較少，出外用膳因而成為了生活模式及文化的重要一環。出外用膳有助於省卻購買及準

備食材，以至烹調、清洗所需的時間，為人們帶來莫大便利。尤其是，炮製日式拉麵的過

程快捷簡易，僅需要較短的準備時間，令用餐者即使在日程緊湊的情況下亦能享用美味餐

膳。

主要成本組成部分

• 食材

豬肉、大豆、麵粉、雞蛋及食用油是日式拉麵餐館的主要食材成本項目。豬肉價格一

直相對穩定，介乎於 2013年的每公斤 22.3港元至 2017年的每公斤 24.7港元之間，複合年

增長率為 2.6%。2017年，蔬菜價格達到每公斤 8.4港元，2013年至 2017年間的複合年增長

率為 1.9%。2017年，牛肉及海鮮價格分別達每公斤 72.1港元及每公斤 83.5港元，其中海鮮

價格幾乎為 2013年平均價格的兩倍。由於香港市場豬肉供應有限，豬肉價格預計會穩定增

加，並於 2022年達每公斤 28.0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2.6%。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特別是

在美國的商品供給強勁，大豆、麵粉、雞蛋及食用油價格於 2013年至 2017年間錄得下滑趨

勢，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 -6.8%、-5.1%、-8.6%及 -1.7%。部分主要原材料價格預期下滑預

計將提高香港餐館營運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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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 2022年（估計）主要原料價格分析（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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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rade map、弗若斯特沙利文

• 員工成本

較年輕的勞動力對晉身香港餐館行業缺乏興趣。餐飲服務業僱員平均月薪錄得從 2013

年的 11,700港元升至 2017年的 14,500港元的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為 5.5%。平均每月工資

增長主要乃受通脹、生活費用增加及勞動力短缺所帶動，該等因素將持續帶動平均月薪於

未來上升，且預期該數字到 2022年底時將達 18,100港元，2018年至 2022年間的估計複合

年增長率為 4.6%。

2013年至 2022年（估計）餐飲服務業僱員平均月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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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 租金成本

由於中國旅客在近年經元朗、屯門及上水等邊境地區涌入，新界私人零售物業的每月

每平方米平均租金躍升最大。同時，香港及九龍私人零售物業的每月每平方米平均租金均

錄得下跌，主要由於零售市場於 2015年至 2016年間受挫，致使品牌提前終止其租賃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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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少損失或再作磋商以降低租金成本。香港整體私人零售物業已從 2013年每月每平方

米 1,402.3港元輕微上升至 2017年每月每平方米 1,406.7港元，複合增長率為 0.1%。隨後幾

年，香港私人零售物業租金預期會有所增加，乃由於零售商及業主均認為零售銷售有所改

善，從而吸引零售商物色額外的零售地點。

2013年至 2022年（估計）私人零售物業平均租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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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主要挑戰

食品安全、牌照及衛生問題

食品安全、牌照及衛生對餐館而言至關重要。餐館營運商均須監察食品供應與物流事

宜，以確保食品原料安全，並且符合餐館營運的所有發牌規定。此外，環境衛生及員工健

康狀況對餐館營運而言亦屬關鍵。任何食品安全或衛生醜聞均會對其業務造成重大打擊。

員工流失率及營運成本不斷增加

熟練員工乃全服務式餐館的關鍵競爭優勢。員工辭任或會對餐館營運造成負面影響，

如辭任者在餐館中身居要職則尤甚。餐飲服務業的員工流失率一般被視為較高，餐館營運

商可能須加薪以挽留現有僱員，而此舉會提高營運成本。另一方面，豬肉及蔬菜等食材價

格上漲亦已對日式拉麵餐館構成壓力。

香港日式拉麵餐館市場的競爭格局

日式拉麵餐館行業相對分散。截至 2017年，香港約有 400間拉麵餐館，包括連鎖店及

非連鎖店，其中有超過十個規模各異的主要連鎖品牌在香港經營。由於日式拉麵市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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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生命週期的成熟階段，拉麵製作技巧已相當成熟，且更趨廣泛的產品組合及特別的拉

麵種類持續湧現刺激其呈現溫和但放緩的增長。從業者之間的市場整固活動將於未來五年

內有所增加，因此，預期集中程度會持續上升。

日式拉麵餐館主要在 (i)品牌聲譽；(ii)食品質素及服務；(iii)價格；(iv)地點；及 (v)口

味轉變敏感性方面競爭。

本集團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於香港錄得銷售收益約 74.0百萬港元，佔 2017年日

式拉麵餐館行業市場佔有率約 7.0%。弗若斯特沙利文已編製以下 2017年香港三大日式拉麵

餐館業務圖表：

香港日式拉麵餐館排名

1 3 102.4 9.7%

2 7 92.0 8.8%

3 7 74.0 7.0%

268.4 25.5%

9.7%

8.8%

7.0%

74.5%

排名 品牌名稱
香港分店
數目

估計收益
（百萬港元）

估計市場
佔有率(%)

品牌A

品牌B

本集團

首三位

首三位香港日式拉麵餐館

品牌A 品牌B 本集團 其他

（附註）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該數字指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我們香港餐館營運產生的收益。

開業門檻

• 複雜的發牌規定

欲於香港開展餐館業務的營運商均須領取數個牌照，包括但不限於向食物環境衞生署

領取普通食肆牌照、小食食肆牌照、烘製麵包餅食店牌照及食物製造廠牌照，甚或須向酒

牌局領取酒牌。因此，市場上的新晉業者將需要付出額外努力，以符合監管規定並辦妥牌

照申請程序，可能需花費數個月時間才能開設一間新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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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品牌化及客戶偏好

食品與服務品質被視為是客戶挑選餐館的準則之一。一般而言，經營已久的餐館都能

以一致品質提供多款食品並滿足不同客戶的需要，亦能提供優質服務，如迅速有禮地回答

查詢。故此，客戶或會因有所保證的食品品質、過往用餐體驗、品牌效應以及來自社交媒

體及其他客戶的推薦而偏好該等經營已久的餐館。市場上的新晉業者都難以在短時間內爭

取到客戶的此種偏好。

• 熟練勞工數目有限

富有經驗及熟練的勞工（尤其是廚師）短缺，被公認為新餐館營運商面對的主要問題

之一。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截至 2017年第四季，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的職位空缺達到

13,911個，同比增長 4.1%。故此，新晉業者可能需要與現有餐館爭奪富有經驗及熟練的員

工。

中國選定城市及澳門之日式拉麵餐館市場概覽

隨著經濟及城市化持續迅速發展，中國的可支配收入於 2013年至 2017年期間穩定增

長，由 2013年人民幣 18,310.8元增至 2017年人民幣 25,974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9.1%。中

產階級增長及購買力提升推動餐館業發展，中國消費者更願意並能夠在外用餐，從而刺激

中國餐館業發展。隨著專門日式餐館，如壽司、拉麵、鐵板燒等數目增加以滿足消費者日

益增長的預期，日式餐館市場近年來增長勢頭強勁。尤其是日式拉麵餐館在中國，特別是

發展成熟的城市如廣州、深圳、上海等，正逐漸受到青睞。

近年來網絡的普及對中國餐飲業產生重大影響。隨著生活方式平台的普及及大量網上

資訊的傳播，消費者能夠於前往餐館之前獲得餐館的基本資料、菜單、推廣活動、顧客評

論等。因此，移動網絡的高滲透率為餐館經營者提供了在線推廣餐館的潛在機會，以接觸

到更多的潛在消費者。此外，具有良好信譽及強勢品牌的餐館更容易在競爭激烈的餐館市

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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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上海、廣州、深圳及澳門日式拉麵餐館行業產生的收益：

中國選定城巿及澳門之日式拉麵餐館巿場競爭格局

145.2

5,756.0

4,032.0

121.1

1,423.4

1,771.2

2,491.2

2,062.4
+42%

2017 2022E

人民幣百萬元

深圳

廣州

上海

澳門

年 年（估計）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員工及租金成本

中國一線城市的餐飲服務業僱員平均年薪錄得快速增長，2013年至 2017年的複合年增

長率為 21.6%，且中國發展成熟城市餐飲業發展蓬勃，預計自 2018年至 2022年將按 12.5%

的複合年增長率繼續增長。另一方面，受強勁經濟發展及物業開發所帶動，中國一線城市

零售物業的平均租金快速上升，2013年至 2017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20.6%，預計自 2018年

至 2022年將按 15.5%的複合年增長率繼續增長。

2013年至 2022年
中國一線城市餐飲業
僱員平均年薪

2013年至 2022年
中國一線城市零售物業

平均每月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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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09.7
129.0

151.3
178.4

200.4
225.4

254.1

285.8

321.6

100.0
133.4

151.0

195.4
211.7

244.9
282.9

327.3

378.1

435.9

複合年增長率：15.6%

複合年增長率：12.5% 複合年增長率：15.5%

複合年增長率：20.6%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估計）

2019年
（估計）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估計）

2019年
（估計）

2020年
（估計）

2021年
（估計）

2022年
（估計）

平均年薪

2013年=100 2013年=100

平均每月租金

平
均
年
薪（
人
民
幣
元
）

平
均
每
月
租
金（
每
月
每
平
方
米
人
民
幣
元
）

平
均
每
月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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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每
平
方
米
人
民
幣
元
）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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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

豬肉、大豆、麵粉、雞蛋及食用油為中國日式拉麵餐館的主要原料食材。中國市場

的豬肉價格相對穩定，由 2013年的 106.9元輕微上升至 2017年的 107.5元。大豆、麵粉、

雞蛋及食用油的價格於過去數年一直下跌，2013年至 2017年的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

8.8%、－5.8%、－3.0%及－9.0%。食材價格大幅下滑主要由於進口價格疲弱及原材料供應

充足所致。中國食材成本下降預期將為中國日式拉麵餐館帶來正面財務影響。

中國選定城市及澳門日式拉麵餐館市場競爭格局

隨著日本美食漸受歡迎以及中國主要城市的生活水平提升，市場上出現越來越多日式

拉麵餐館以滿足國內對日式拉麵的消費增長。中國的日式拉麵餐館主要在 (i)價格 (ii)品牌

聲譽及 (iii)地理位置方面競爭。

中國日式拉麵餐館行業高度分散，中國各地有超過 10,000家拉麵餐館。截至 2017年，

深圳、廣州、上海及澳門共有約 3,640家日式拉麵餐館。中國（尤其是一線城市）日式拉麵市

場目前正處於發展階段，且市場增長強勁。

弗若斯特沙利文已編製下列表格，內容有關中國選定城市及澳門日式拉麵餐館估計數

目以及 2017年市場收益：

中國城巿及澳門
日式拉麵餐館

估計數目

2017年巿場
估計收益

（人民幣百萬元）

深圳 700 1,423.4

廣州 900 1,771.2

上海 2,000 4,032.0

澳門 40 121.1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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