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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提供有關我們所在行業的若干資料及統計數據，乃摘錄自政府官方來源。
此外，本節及 [編纂 ]其他部分所載的若干資料乃摘錄自我們委託 Frost & Sullivan就
本 [編纂 ]而編製的 Frost & Sullivan報告。見「— 關於本節」。我們相信本「行業概覽」
一節的資料來源乃有關資料的合適來源，並在摘錄及轉載有關資料時力求審慎。我
們並無理由相信該等資料存在嚴重錯誤或誤導，或當中遺漏任何事實致使該等資料
存在嚴重錯誤或誤導。然而，除 Frost & Sullivan報告所載資料經 Frost & Sullivan獨立
核證外，該等資料未經我們、[編纂 ]、[編纂 ]、[編纂 ]獨家保薦人、[編纂 ]或參與 [編纂 ]

的任何其他人士獨立核證。

A. 香港

香港餐飲業分析

概覽

香港身為亞洲最著名的旅遊城市之一，不僅有購物天堂的美譽，更以各類美食聞
名於世。2008年至2013年，香港餐飲市場的總收益由794億港元增至970億港元，複合
年增長率為4.1%。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預期香港2017年餐飲市場的總收益可達
1,163億港元，2014年至2017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達4.3%。

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香港及中國的餐飲業可按食肆經營模式及菜式進一步
分類如下：

市場分部 定義
  

全服務式餐廳 . . . . . . . . . . 全服務式餐廳指傳統的正規餐廳，由侍應提供全面的餐桌
服務。全服務式餐廳一般於早膳、午膳及晚膳時間營業而
非全日營業。

休閒餐廳. . . . . . . . . . . . . . 休閒餐廳指環境輕鬆且食物價格適中的食肆，通常提供少
量餐桌服務。該等餐廳的營業時間較長，供膳時間亦較全
服務式餐廳更為靈活。

快餐 . . . . . . . . . . . . . . . . . 快餐店供應中、西式快餐，特點是服務快捷及提供標準化
的菜式。快餐店通常設有點菜及烹調櫃台，專為高速及高
效處理點菜、烹調及上菜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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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分部 定義
  

大部分快餐店供應劃一規格菜式。顧客通常在櫃台點菜，
然後自行領取所點食物及帶到堂食區或店外食用，不設餐
桌服務。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其他食肆包括外賣店、攤檔、路邊小販及並無列入上表的
餐飲場所。此分部亦包括活動餐飲服務。

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全服務式餐廳市場於過往六年一直擁有香港餐飲業第
二大市場份額。2013年，全服務式餐廳市場為香港餐飲市場貢獻382億港元，佔39.4%

的市場份額。

下圖顯示各市場分部於2008年至2013年的市值及2014年至2017年的預期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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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菜式劃分全服務式餐廳分部

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香港及中國的全服務式餐廳市場可按菜式進一步分類
如下：

菜式 定義
  

中菜 . . . . . . . . . . . . . . . . . 中菜包括粵菜、京菜、川菜、滬菜、魯菜、閩菜、蘇菜、浙
菜、湘菜及徽菜十種中式菜餚。粵菜由廣州菜、潮州菜及客
家菜組成，口味上以脆嫩鮮滑為主，用料豐富，善於創新。

亞洲菜 . . . . . . . . . . . . . . . 亞洲菜包括（但不限於）日本菜、韓國菜、泰國菜及越南菜等
各類亞洲菜餚（中菜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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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式 定義
  

西餐 . . . . . . . . . . . . . . . . . 西餐包括（但不限於）法國菜、意大利菜、美國菜及墨西哥菜
等各類西方菜餚。

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香港全服務式餐廳市場的總收益由2008年的310億港元
增至2013年的382億港元，2008年至201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4.3%。預期2014年至
2017年期間全服務式餐廳市場的總收益以4.4%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至2017年達459

億港元。

按過往六年的收益計算，中菜是香港全服務式餐廳分部的主流菜式，期內市場份
額超逾50%。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分部的收益由2008年的177億港元增至2013年的222

億港元，2008年至201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4.6%。Frost & Sullivan預期全服務式中菜
餐廳分部的收益於2017年可達271億港元，2014年至2017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達4.7%。

與針對中高檔市場的全服務式中菜餐廳業相比，經濟波動對服務大眾市場為主的
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市場的影響較少。一般而言，服務大眾市場為主的全服務式中菜餐
廳市場增長在經濟不景的期間仍然維持穩定。然而，在此情況下，由於針對中高檔市
場的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市場通常提供較昂貴的菜式，因此增長較易受局限。

下圖顯示2008年至2013年中菜、亞洲菜及西餐對香港全服務式餐廳市場總市值的
貢獻以及2014年至2017年的預期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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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市場

香港的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市場包括粵菜等各類中式菜餚。粵菜由廣州菜、潮州菜
及客家菜組成，口味上以脆嫩鮮滑為主，用料豐富，善於創新。

粵菜為香港主流菜式，大受本地居民以及亞洲及西方國家遊客歡迎。2013年，粵
菜的收益佔香港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市場的78.4%。香港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分部的收益
由2008年的140億港元增至2013年的174億港元，期內的複合年增長率為4.4%。Frost 

& Sullivan預期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分部的收益於2017年達209億港元，2014年至2017年
的複合年增長率達4.5%。

下圖顯示2008年至2013年粵菜對香港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市場的貢獻，以及2014年
至2017年的預期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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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服務式粵菜連鎖餐廳的競爭格局

在香港設立全服務式粵菜餐館有多項門檻，包括：

• 大額初始資本投資。於香港開設餐館須投入大額資本。

• 難以找到合適的餐館位置。由於香港的核心地區已被大型業主及現有連鎖餐
廳佔據，因此新餐廳以可承受價格租用合適位置物業的機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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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餐廳業務關係耗費時日。經營餐廳須與餐飲業供應商及業主等各方建立
廣泛的關係。新餐廳由頭建立相關網絡耗時較長且極為不易。

• 營運成本增加。由於租金、人力資源開支及食材成本不斷上漲，因此較難在
香港管理全服務式餐廳及維持盈利。

連鎖餐廳可受益於資源分配、規模經濟效益及標準化管理優勢。於2013年，香港
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市場分部的收益中53.0%由全服務式粵菜連鎖餐廳貢獻，其餘
47.0%由全服務式粵菜非連鎖餐廳貢獻。在 Frost & Sullivan報告中，連鎖餐廳指通過分
佔公司所有權或根據特許專營協議經營兩間或以上分店的餐廳。

下圖顯示2008年至2013年期間香港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市場的不同經營模式對收
益貢獻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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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香港十大全服務式中菜餐廳營運商的銷售收益總額為10,233.2百萬港元，
佔2013年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分部所產生銷售收益總額的46.1%。Frost & Sullivan已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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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香港十大全服務式中菜餐廳營運商列表如下，乃按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收益排名：

排名 公司

截至
2013年

12月31日
止年度收益

全服務式
中菜餐廳
市場份額

    

（百萬港元）
1 稻香 2,655.4 11.9%
2 美心集團 2,215.1 10.0%
3 富臨集團 2,088.1(1) 9.4%
4 鴻星集團 780.6 3.5%
5 聯邦集團 659.7 3.0%
6 明星海鮮酒家 488.3 2.2%
7 利苑酒家 424.0 1.9%
8 百樂門宴會廳 323.2 1.5%
9 譽宴集團 311.9 1.4%
10 茗園酒家 286.9 1.3%

  

總計 10,233.2 46.1%
  

2013年香港十大全服務式粵菜餐廳營運商的銷售收益總額為9,578百萬港元，佔
2013年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分部所產生銷售收益總額的55.3%。Frost & Sullivan已編製
香港十大全服務式粵菜餐廳營運商列表如下，乃按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收
益排名：

排名 公司

截至2013年
12月31日
止年度收益

全服務式
粵菜餐廳
市場份額

    

（百萬港元）
1 稻香 2,579.1 14.9%

2 富臨集團 2,075.6(1) 12.0%

3 美心集團 1788.1 10.3%
4 聯邦集團 659.7 3.8%
5 鴻星集團 641.3 3.7%
6 明星海鮮酒家 488.3 2.8%
7 利苑酒家 424.0 2.4%
8 百樂門宴會廳 323.2 1.9%
9 譽宴集團 311.9 1.8%
10 茗園酒家 286.9 1.7%

  

總計 9,578.1 55.3%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附註：
(1) 不包括本集團於2014年3月1日所收購六家餐廳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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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市場前兩家餐飲連鎖企業之一，我們透過多元化品牌
策略，成功吸引香港大眾市場至中高檔粵菜市場的顧客，讓我們的競爭優勢更勝行業
同儕。

過往原材料價格及每位顧客平均消費趨勢

我們的原材料及食材主要包括海鮮、海味、肉類及新鮮農產品。有關該等主要食
材的過往價格波動，請參閱「業務 — 供應商及物料來源」一節。我們相信，營業紀錄期
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主要食材的價格波動屬合理，對我們的菜單價格及每位
顧客的平均消費並無重大影響。營業紀錄期間，可比餐廳每位顧客的平均消費較為穩
定。有關營業紀錄期間可比餐廳估計每位顧客的平均消費概覽，請參閱「財務資料 — 

影響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因素 — 客戶流量以及每名客戶平均消費」一節。

香港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市場動力及發展趨勢分析

市場動力

外出用膳支出增加

香港現時是富裕及穩定增長的經濟體，其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由2008年約17,075億
港元增至2013年約21,225億港元，食品方面的人均可支配支出亦相應增加。由於長久
以來聚餐一直是各類社交及商業聚會的首選模式，因此外出用饍為香港人生活的重要
部分。

香港消費者生活節奏急速，在家用膳的時間及意欲較少。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
香港居民每月外出用膳支出由2008年的每家3,392.0港元增至2013年的每家4,304.7港元，
2008年至201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4.9%。

來自中國的遊客數目增加

香港餐飲業的表現與香港旅遊業息息相關。根據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旅遊
事務署的資料，於2013年，香港所接待來自全球各地的遊客數目創下5,400萬人次的
記錄新高。

於2013年，中國仍是香港最大的單一遊客來源，到港人數達4,070萬人次，佔抵港
遊客總人數約75.0%。中國內地遊客對香港餐飲市場的貢獻較大，由2008年的7.3%增
至2013年的15.7%。中國內地訪港遊客數目增加，帶動餐飲業的需求上升。其中，以粵
菜風味見長獨具中國飲食特色的本地傳統粵菜餐廳（如供應點心的餐廳）極受中國內地
遊客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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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新社區

香港政府正於香港積極開發新社區及區域中心，以解決住房緊缺難題及支持進一
步發展。由於未來六年會相繼落成五條新鐵路線，預計會沿該等交通樞紐開發商場、
交通樞紐、多功能綜合體及大型辦公樓等。新社區及區域中心居民消費需求會為香港
餐飲業創造更大商機。

發展趨勢

標準化程度提高

「標準化」是中高端全服務式粵菜連鎖餐廳取得市場成功的主要因素。由於設立中
央廚房有助確保食品質素始終如一，故領先連鎖品牌紛紛採納。因此，消費者可在同
一品牌旗下不同餐館享受一貫的美味及獲得舒適用餐體驗。由於標準化是進一步擴充
的基礎，預計會有更多全服務式粵菜餐廳營運商在香港採用連鎖經營模式。

連鎖營運商亦會從加大品牌聲譽及形象的市場推廣力度中得益。

開發多元化品牌擴大市場份額

香港餐飲集團傾向於開發及樹立更加多元化的品牌，以擴充業務及把握更多市場
份額。品牌多元化建設從多方面展開。目標客戶方面，餐飲集團推出不同水平的產品
吸引中高端市場的顧客群。菜式方面，除粵菜外，餐飲集團還會根據市場動態推出其
他中菜、亞洲菜或西餐。餐飲服務方面，餐飲集團會針對特定目的樹立餐飲服務品牌，
如婚宴服務。

重視創新及市場推廣

粵菜多年來一直受其他菜式及其他烹飪方法影響。預計全服務式粵菜餐廳營運商
會一直重視產品創新。為吸引顧客，全服務式粵菜餐廳營運商會充分利用先進通訊媒
體及技術，如網絡廣告及手機應用平台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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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宴會行業分析

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宴會指不少於三桌（每桌12位客人）或超過30人的大型
飲宴或聚餐。香港的宴會市場包括（但不限於）婚宴、滿月酒席、生日飲宴、公司週年聚
餐及商務酬酢。

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由於香港深厚的傳統中國文化底蘊，以過去六年的宴
會數目計算，全服務式中菜餐廳是香港宴會市場的主要部分，市場佔有率超過73%。

下圖顯示2008年至2013年香港以宴會數目計算全服務式中菜餐廳、酒店、會所及
其他場所的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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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香港可以提供大型場地進行宴會的全服務式中菜餐廳為數不多。Frost & Sullivan

列出香港五大全服務式中菜餐廳，以2013年12月31日的座位數目排名：

排名 酒樓品牌 分店 座位數目
    

1 富臨皇宮 北角 2,400

2 倫敦酒樓 旺角 2,000

3 煌府婚宴 九展中心 1,300

4 明星海鮮酒家 葵盛東 1,300

5 煌府婚宴 荃灣南豐 1,300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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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調查

以下為香港2014年4月進行的消費者調查結果，主要調查品牌認知程度。對於品
牌認知調查，我們分析「自覺品牌認知」和「提示品牌認知」。品牌認知是衡量大眾對某
一品牌的熟悉程度。「自覺品牌認知」是計算有多少人無須提示而說出對品牌的認知，
而「提示品牌認知」是計算有多少人在出現品牌之時表示認知。

問題1：請列出三間你所認識的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品牌？

2014年香港全服務式中菜餐廳自覺品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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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香 富臨漁港 翠園 客家好棧 名星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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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酒家 富臨酒家 陶源酒家 美心皇宮 鴻星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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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調查數目=500

在香港全服務式中菜餐廳自覺品牌認知調查中，35%的受訪者最先提及稻香，
18%的受訪者最先提及富臨漁港，而9%的受訪者最先提及翠園。當被要求提供更多
的認知品牌時，26%的受訪者認為富臨漁港為其第二或第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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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除剛提出的品牌之外，你有否見過或聽過我們名單上的全服務式中菜餐
廳品牌？（可多選）

2014年香港全服務式中菜餐廳提示品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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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調查數目=500

在香港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品牌的提示品牌認知調查中，我們列出香港92間知名度
最高的全服務式中菜餐廳。稻香以98%的提及率名列第一，其次為提及率88%的富臨
漁港。

問題三：列表中您於最近一到兩年可能最常光顧的香港餐廳是哪間？（可多選）

預期2014年經提示於最近1–2年最有可能光顧的香港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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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調查數目=500

在有關光顧香港全服務式中菜餐廳頻密程度的第二次提示品牌認知調查中，我們
的名單亦包括92家香港最知名的全服務式中菜餐廳。稻香以80%領先，其次的翠園及
富臨漁港分別為48%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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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Frost & Sullivan對消費者調查結果的分析，Frost & Sullivan的結論是本集團所
經營的全服務式中菜餐廳之中，富臨漁港是最為知名的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品牌，有
88%受訪者提及。

B. 中國

中國餐飲業分析

概覽

2008年至2013年，中國餐飲市場的總收益由人民幣1.3萬億元增至人民幣2.6萬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為15.1%。中國政府於2012年底實施旨在打擊貪腐的「八項規定」及「六
項禁令」。該等規定禁止公務人員鋪張浪費，包括高檔餐飲及公費旅遊等奢侈消費。該
等措施對中國餐飲業（尤其是中高檔餐飲分部）有負面影響（但對大眾市場影響有限），
以致於中國餐飲市場2012年至2013年收益年增長率僅為9.0%，而2011年至2012年則
為13.6%。預測近期內該影響仍會持續，Frost & Sullivan預期，2014年至2017年中國餐
飲市場之市值的複合年增長率將為10.5%。

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中國餐飲業按食肆經營模式及菜式分類，具體方式與
上文「— 香港餐飲業分析 — 概覽」所述者相同。如前文所述，該等分部為：(i)全服務式
餐廳、(ii)休閒餐廳、(iii)快餐及 (iv)其他。定義見本節上文「— 香港餐飲業分析 — 概覽」
表格。

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全服務式餐廳市場於過去六年一直擁有中國餐飲業最
大市場份額，由2008年的人民幣7,732億元增至2013年的人民幣1.5萬億元，複合年增
長率為14.3%。2013年，中國餐飲市場收益的59.0%來自於全服務式餐廳分部，其餘
21.4%、10.5%及9.1%分別來自於快餐分部、休閒餐廳分部及其他分部。此外，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預期全服務式餐廳市場於未來三年將按複合年增長率8.8%增長，
至2017年達人民幣2.1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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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顯示各分部於2008年至2013年對中國餐飲市場總收益的貢獻，以及2014年至
2017年的預期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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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菜式劃分全服務式餐廳分部

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中國的全服務式餐廳市場可按菜式分類，具體方式與
上文「— 香港餐飲業分析 — 按菜式劃分全服務式餐廳分部」一節概述者相同。如前文
所述，該等分類為：(i)中菜、(ii)亞洲菜及 (iii)西餐。定義見本節上文「— 香港餐飲業分
析 — 按菜式劃分全服務式餐廳分部」一節表格。

按過往六年的收益計，中菜是中國全服務式餐廳分部的主流菜式，期內市場份額
超逾90%。中國全服務式餐廳分部的收益由2008年的人民幣7,500億元增至2013年的
人民幣13,954億元，期內複合年增長率為13.2%。Frost & Sullivan預期，2017年中國全
服務式餐廳分部收益將達人民幣19,129億元，2014年至2017年複合年增長率為7.9%。

下圖顯示中菜、亞洲菜及西餐於2008年至2013年對中國全服務式餐廳市場總市值
的貢獻以及2014年至2017年的預計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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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市場

中國的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市場包括粵菜等多類菜系。粵菜由廣州菜、潮州菜及客
家菜組成，口味上以脆嫩鮮滑為主，用料豐富，善於創新。粵菜盛行於中國廣東、廣西
及海南各省，以及港澳地區。

2013年，粵菜貢獻中國全服務式餐廳行業收益的7.5%。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分部的
收益由2008年的人民幣594億元增至2013年的人民幣1,047億元，期內複合年增長率為
12.0%。2008年至2013年，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分部的增速略微落後於全服務式中菜餐
廳分部整體增速的主要原因在於：粵菜的烹製工藝十分複雜且強調廚師的個人技藝，
因此難於實現標準化粵菜連鎖餐廳經營。儘管如此，根據 Frost & Sullivan報告，中國全
服務式粵菜餐廳行業已明瞭標準化連鎖經營的重要性，故預期該增速落差於可見未來
將會縮窄。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預期中國全服務式粵菜餐廳行業的市值將按7.5%

的複合年增長率由2014年增至2017年的人民幣1,409億元。

下圖顯示粵菜於2008年至2013年對中國全服務式中菜餐廳市場的貢獻以及2014

年至2017年的預計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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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服務式粵菜連鎖餐廳的競爭格局

由於粵菜難於實現標準化經營，故中國全服務式粵菜餐廳行業的經營形式以非連
鎖餐廳為主。2013年，中國69,600家全服務式粵菜餐廳中，96.3%為非連鎖餐廳，但數
目佔比僅為3.7%的連鎖餐廳對該分部總收益的貢獻為22.1%。在Frost & Sullivan報告中，
連鎖餐廳指通過分佔公司所有權或根據特許專營協議經營兩間或以上分店的餐廳。

下圖顯示2013年按經營模式劃分的全服務式粵菜餐廳數目以及不同經營模式的
收益貢獻。

2013年中國內地按經營模式
劃分的全服務式粵菜餐廳數目

2013年中國內地按經營模式
劃分的全服務式粵菜餐廳收益明細

總數＝69,600家 總收益＝人民幣1,047億元
3.7%

96.3%

連鎖 非連鎖

22.1%

77.9%

連鎖 非連鎖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粵菜發源於中國廣東省，常見於廣東人的日常三餐。2013年，廣東省的全服務式
粵菜餐廳達40,400家，佔全國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半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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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st & Sullivan就截至2013年12月中國廣東省若干主要全服務式粵菜餐飲業經營
者編製下表：

2013年廣東省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市場主要經營者所佔市場份額

排名 公司
銷售收益

（人民幣百萬元）
佔連鎖餐廳
市場份額

佔整體
市場份額

     

1 廣州鴻星海鮮酒家（東江集團） 1,327.9 16.0% 2.4%

2 稻香集團 954.8 11.5% 1.7%

3 廣州酒家 783.8 9.4% 1.4%

4 麥廣帆餐飲策劃管理集團 670.9 8.1% 1.2%

5 耀華飲食集團 355.0 4.3% 0.6%

附註：已包含2013年新開業的餐廳收益。所有數據均已約整。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報告

廣東省全服務式粵菜餐廳行業高度分散。如上表所示，Frost & Sullivan確認之五
大經營者所得收益僅佔廣東全服務式粵菜餐廳行業總收益的7.3%。

中國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市場動力及發展趨勢分析

市場動力

經濟增長及人均食品支出上升

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穩定而強勁。經濟強勁增長帶動人均可支配收入、消
費支出及食品消費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及 Frost & Sullivan報告，中國城鎮居
民人均食品支出由2008年的人民幣4,259.8元增至2013年的人民幣6,533.1元。Frost & 

Sullivan預期2014年至2017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食品支出的複合年增長率將為7.3%。
人均食品支出顯著增長預期會直接帶動中國餐飲業（包括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分部）收益
增長。

城鎮化水平提高

根 據 Frost & Sullivan報 告，中 國 城 鎮 人 口 比 例 由2008年 的47.0%增 至2013年 的
53.7%。城鎮化水平提高，國民在生活品味方面愈加注重產品及服務的細節與品質，
這對中國全服務式粵菜餐廳行業有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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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用膳及商務酬酢增多

親友聚會時外出用膳的情況日趨普遍，已不僅限於重要節日或週年紀念日，亦包
括週末消遣或即興聚會，主要是由於國民日益富裕以及中國文化重視家庭觀念所致。
此外，隨著生活節奏加快，年輕專業人士越來越多地選擇在外用膳。

中國的商業活動日益頻繁且營商環境不斷演變，十分有利於中國餐飲業發展。全
服務式粵菜餐廳為商務酬酢提供適宜環境，有利於公司或個人聯誼，而此乃中國商界
重要環節。中國政府於2012年底頒佈旨在打擊貪腐的法規，預期會促進高檔餐廳消費
人群轉向價格合理的全服務式餐廳。因此，商務酬酢分部將繼續為中國全服務式粵菜
餐廳行業增長作出貢獻，特別是在國內一線城市及新興商業重鎮以合理價格提供優良
產品與周到服務的經營者。

消費者愈加精明老練

中國消費者日益重視食品安全及質素、衛生健康、菜式食味、就餐環境及服務。隨
著消費力提高，中國消費者更加注重食品安全及健康，對餐廳品牌及知名度亦更精挑
細選。因此，品牌意識將會提高，而消費者將偏好購買名牌產品，這會為樹立品牌及
聲譽的餐廳營運商創造競爭優勢。

此外，由於消費者更加注重菜式食味，因此粵菜餐廳營運商預計會進一步受益。
粵菜以清淡美味著稱。消費者對菜式食味的要求多變，因此粵菜餐廳營運商預計會較
其他菜式餐廳營運商更具競爭優勢。

發展趨勢

保留粵菜傳統同時注重創新

粵菜多年來一直受西餐及其他烹飪方法影響。預計全服務式粵菜餐廳營運商會在
保留粵菜傳統風味同時繼續注重產品創新。

提高標準化程度及加大市場推廣力度

粵菜烹飪手法複雜精細導致中國全服務式粵菜連鎖餐廳營運商寥寥無幾。由於標
準化是進一步擴充的基礎，預計會有更多全服務式粵菜餐廳營運商在中國採用連鎖經
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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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節

一般事項

本「行業概覽」章節載有摘錄自我們就編製本 [編纂 ]而委託編製的日期為2014年5

月的「大中華地區全服務式粵菜餐廳市場研究報告」的資料。我們已就編製及使用
Frost & Sullivan報告向 Frost & Sullivan支付合共人民幣1.05百萬元。董事經合理審慎考
慮後確認，自 Frost & Sullivan報告日期以來市場資料並無出現可能使本節資料存在保
留意見、相抵觸或影響本節資料的不利變化。

研究方法

Frost & Sullivan根據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方刊物及國際組織和行業
提供的一手和二手資料進行獨立調查。二手資料調查包括審閱公司報告、獨立調查報
告和 Frost & Sullivan資料庫的資料，而一手資料調查包括與飲食業資深人士的和相關
行業專家會談。Frost & Sullivan假設來自獨立第三方和公開的資料與數據完整準確。
Frost & Sullivan認為本招股書所載資料的來源可信，但不保證該等資料準確或完整，
且或會受上述假設和所選參數的準確性影響。

Frost & Sullivan報告的預測準則和假設如下：

(i) 假設預測期間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經濟穩定增長；

(ii) 基於中國消費者購買力不斷增加，假設中國消費品的零售總額穩定上升；

(iii) 預測期間全球經濟應會逐漸復甦；

(iv) 假設預測期間並無自然災害或疫症爆發等外圍突發事件影響飲食業。

關於 Frost & Sullivan

Frost & Sullivan是成立於1961年的獨立全球顧問公司，在全球各地設有超過40間
辦事處，聘有超過2000名行業顧問、市場調查分析員、技術分析員和經濟專家，提供
行業調查、市場策略、增長諮詢和企業培訓。現時調查的中國行業涵蓋農業、林業、養
殖業、漁業、汽車和運輸業、化工、材料、飲食、航空、金融服務、零售及消費品、能源
和電力系統、環境及建築科技、醫療、工業自動化、機械、電子、金屬及採礦、科技、
媒體及電訊等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