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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業 概 覽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
告」一節。

本節所載資料乃由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反映了根據公開可得資料及行業意見
調查的市況估計，並主要作為市場調查工具而編製。提及弗若斯特沙利文不應視為
弗若斯特沙利文對於任何證券價值或投資本公司是否明智而發表的意見。董事認為，
本節所載資料來源為該等資料的適當來源並已合理謹慎地摘錄及複製該等資料。董
事並無理由認為該等資料屬不實或誤導，或遺漏任何重大事實導致該等資料屬不實
或誤導。

本節所載由弗若斯特沙利文編製的資料，並未經我們、獨家保薦人、[編纂 ]、[編
纂 ]、包銷商或參與 [編纂 ]的任何其他方獨立核實，且彼等或弗若斯特沙利文概無就
該等資料的準繩或正確度作出聲明，因此投資者不應依賴它們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投
資決定。

資料來源

我們已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就香港食品及飲料分銷及零售行業和香港連鎖茶飲市
場提供行業資料。我們同意向弗若斯特沙利文支付報告費用420,000港元。董事認為，
該付款並不影響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所呈列的觀點及結論的公平性。

於編撰及編製研究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開展若干主要研究（包括電話及面對
面訪問行業從業者）。另外亦進行次要研究（涉及審閱行業刊物、年度報告及弗若斯特
沙利文本身數據庫內的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基於宏觀經濟數據作出之歷史數據分
析應用不同市場規模預測數據，以及有關市場驅動因素的數據，並計及專家意見。弗
若斯特沙利文假設：(i)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預期保持穩定；及 (ii)主要行業驅動因素
可能於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預測期間持續影響市場。

我們的董事經合理查詢後確認，自本研究報告日期起市場資料並無不利變更，而
可能局限、抵觸或影響本節所載資料。

關於弗若斯特沙利文

弗若斯特沙利文為創立於一九六一年的獨立全球顧問公司，提供行業研究、市場
策略，並提供增長顧問及公司培訓。其行業覆蓋範圍包括汽車及運輸、化學、材料及
食品、民用航空、消費品、能源及動力系統、環境及建築技術、保健、工業自動化及電
子、工業及機械、技術、媒體及電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包括有關香港食品及飲料
分銷及零售行業及香港連鎖茶飲市場數據的資料。

香港食品及飲料分銷及零售行業概覽

緒言及釋義

香港食品及飲料行業的特色為活躍的買賣活動，其主要與再出口活動（即出口非
本地生產的境外商品）相關。於二零一六年，再出口佔食品及飲料出口總額的90%以上。
就買賣業務，食品及飲料分銷在行業供應鏈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包括進口商、批發商
及零售商。許多食品及飲料貿易公司成功向本地消費者引進海外食品及飲料產品，亦
協助本地及中國的小型生產商向海外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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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
告」一節。

食品及飲料行業供應鏈

食品及飲料分銷行業具有上游、中游及下游子行業，上遊行業為食品及飲料製造
商及品牌擁有人，彼等為進口商、出口商及批發商供應產品。進口商及批發商亦向中
間方轉售或直接向零售商（如超市、百貨公司及零售店）銷售或向食品及飲料服務供應
商（如餐廳及酒店）銷售。許多分銷商亦提供各類增值服務，例如為客戶提供重新包裝、
貼標籤及設計銷售點 (POS)展示裝置，以與其他競爭對手相區分。同時，使用次分銷商
銷售產品亦可延伸至較小的本地及海外零售商，以增加收益。零售商以及食品及飲料
服務供應商其後會售予試用產品的終端用戶。

香港食品及飲料分銷行業市場規模

分銷業務在本地食品及飲料行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本地缺少農業生產及農場，
約95%的食品及飲料產品進口自海外。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期間，食品及飲料
分銷的銷售價值由408億港元增加至455億港元，按複合年增長率2.8%增長。據預測，
受到香港零售行業及餐飲行業復甦的驅動，銷售價值於二零二一年末將增加至498億
港元。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五年的銷售價值增長率下降乃主要由於期內香港零售銷
售市道整體低迷。

香港食品及飲料分銷銷售價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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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1. 此處食品及飲料分銷的銷售價值不包括零售銷售價值。
2. 煙草及煙草製造商並無計入食品及飲料分銷的銷售價值。

香港食品及飲料產品的零售銷售

由二零一二年起，香港食品及飲料零售行業的增長率放緩，由698億港元增加至二
零一六年的 831億港元，於期內按複合年增長率4.4%增加。趨緩乃主要由於二零一五年
四月實施「一週一行」簽證後中國遊客人數下滑導致過去五年的整體經濟放緩，亦令香
港零售業整體緊縮。未來數年，估計食品及飲料產品的零售銷售將緩慢復甦及於二零
二一年底達致約937億港元，反映了香港的來港遊客及消費力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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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食品及飲料產品的零售銷售，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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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食品及飲料不包括煙草及煙草製造商。

按零售店類型劃分，超市佔香港食品及飲料產品零售銷售總額的主要部分，於二
零一六年的市場份額約為46.8%，其後為其他的零售店，如雜貨店 (45.9%)及百貨公司內
的超市 (7.3%)。按產品類別劃分，二零一六年的麵包、點心、糕點及餅乾佔零售銷售總
額的最大部分，市場份額為約30.0%，其後為魚類、牲畜及禽類(28.6%)，及其他，如米飯、
麵條、奶製品、雞蛋及非酒精類飲品 (27.1%)。

香港按零售店劃分的零售銷售明細，
二零一六年

香港按產品劃分的零售銷售明細，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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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1. 其他零售店包括除超市以外的所有其他類型的食品及飲料零售商（無論該等零售商乃連鎖還是
非連鎖），例如亦銷售食品及飲料產品的雜貨店、蛋糕及糕點店及藥房等。

2. 獨立超市包括便利店及連鎖超市，但不包括百貨公司內的超市，而百貨公司內的超市僅指購物
商場內的超市。

3. 其他食品及飲料包括奶製品、雞蛋、米飯、麵條及米棒、無酒精飲料。

成本結構分析

分銷業務通常需要大存儲容量。於香港，私人分層工廠（一般用作倉庫）的平均租
金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間快速上漲。具體而言，新界的租金增速最快，複合年
增長率為9.2%，而九龍及港島則分別為7.6%及8.1%。香港的租賃成本增加為分銷業務
帶來壓力，限制了規模及利潤率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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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人分層工廠的平均租金，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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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弗若斯特沙利文

由於自二零一一年起實行法定最低工資政策及進行定期調整，香港工資水平於二
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攀升。於其他經選定的行業（如進╱出口貿易 (3.3%)、批發 (4.4%)
及零售貿易 (4.7%)等）中，餐飲服務行業在本地服務業面臨勞工供應短缺的助力下取得
最快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為5.8%。下圖列示經選定行業的每月工資中位數。

香港經選定行業的每月工資中位數，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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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進口及出口貿易的勞工成本主要指物流勞工成本，包括陸地運輸。

主要市場驅動因素及機遇

(a) 消費者購買力提高：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於二零一六年達
致25,125港元，且預期將由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按複合年增長率2.8%平穩增長。
此外，隨着家庭收入增加，食品及飲料（具體而言，麵包、蛋糕、餅乾及布丁、奶製
品、雞蛋、汽水、其他非酒精飲料及糕點類別）的消費開支亦相應有所增長。由二
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五年，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平均每月家庭的食品及飲料產品
開支（不包括外出用餐）由2,163.0港元穩定增長至2,605.0港元。

(b) 超市零售能力增強：超市及街市為雜貨於香港的主要分銷渠道。過去數十年來，
超市門店數量越來越多，街市的客流量逐漸下滑。兩大連鎖超市營運商以超逾600
間門店（即香港的超市店舖）主導市場。與主要超市合夥可讓食品及飲料分銷商接
觸強大而高效的分銷網絡，從而推動市場增長。

(c) 進口風險低及免關稅：香港是自由港口，對進口商品不徵收關稅。向香港進口低
風險食品相對簡單直接，因為若干食品並不需要事先允許或許可。根據香港政府
統計處，食品進口價格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間經歷下滑。隨著進口價格下
降及食品及飲料開支穩定攀升，食品及飲料分銷行業於過去數年錄得大幅增長及
預期將繼續於未來數年平穩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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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市場趨勢及發展

(a) 技術投資：眾多分銷商轉向採用一體化軟件以更好地控制業務，例如下單、倉庫
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以至於會計。舉例而言，食品及飲料分銷業務的常用ERP系
統預期仍將為行業營運標準，以方便存貨及物流管理。更好的存貨及倉庫管理預
期將減少經營成本，讓其可擴增倉庫容量以容納範圍更廣的產品組合。於接下來
數年，預計科技將於香港分銷業務擔當重要角色。

(b) 對高品質客戶服務的需求上升：於香港分銷業務，提供增值及量身定制服務的能
力越來越關鍵。增值及量身定制服務（如貼標籤、包裝、生產量身定制銷售點展示
架及處理售後查詢及投訴）受顧客的高度重視，因為許多一般分銷商並無提供此
等服務。

威脅及挑戰

(a) 經營成本上漲：分銷業務面臨倉庫的租賃成本上漲。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
新界的租金按複合年增長率9.2%上升，與九龍 (7.6%)及香港島 (8.1%)比較，其漲速
最快。因此限制了業務規模的擴張，並增加了分銷業務的營運成本。另一方面，由
於零售及分銷業務乃高度勞工密集式及以服務為本的工作，進╱出口貿易、批發
及零售行業的勞工成本上漲加重了分銷及零售業務的壓力。

(b) 網上零售簡易便捷：今時今日，消費者幾乎可透過互聯網獲得所有產品及服務，
有賴網上零售和各類支付平台的崛起。此外，很多食品及飲料品牌均設有網購並
提供快速送貨服務，給予客戶極大的便利。然而，這在某程度上卻對傳統實體店
零售商構成競爭，因為客戶可直接在網上購物，而毋須向該等品牌的特許經營人
購買。

競爭格局

香港是倚賴進口的市場，約95%的食品及飲料產品進口自世界各地。根據香港政
府統計處，本地食品及飲料分銷行業高度分散，於二零一五年有超過19,000名市場業
者從事進口╱出口貿易（5,164名）、批發（3,452名）及零售貿易（10,542名）。二零一二年至
二零一五年期間，食品及飲料零售商數目下降，及進口╱出口以及批發實體數目的按
年增長亦放緩。因此，由於市場整合，分銷行業內實體的數目估計將於二零一六年繼
續下降至約 18,400名業者，導致行內市場業者規模相對較大。食品及飲料分銷商（進╱
出口貿易及批發商）（不包括零售商）數目估計於二零一六年佔市場業者總數的約
47.1%，大約有超過8,000名市場業者（不論其產品類別）。

鑒於市場高度分散，且各市場業者分銷的食品及飲料產品範圍各異（部分供應新
鮮食品，其他則分銷脫水食品及零食），預期主要市場業者於業內所佔份額不相上下，
且預計五大市場業者的收益總額不大可能超過二零一六年市場總收益的15%，因此並
無單一市場先鋒主導整體市場。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佔食品及飲料分銷市場的約0.5%，
銷售收益為243.1百萬港元及約0.2%的食品及飲料零售市場，於香港的銷售收益為124.9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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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門檻

(a) 範圍廣泛的產品組合：新市場業者進軍食品及飲料分銷行業的其中一個入行門檻
涉及為顧客提供範圍廣泛的食品及飲料產品的能力。由於顧客口味及喜好不斷變
更，食品及飲料分銷商必須更新其產品組合以迎合顧客需求。範圍廣泛的產品組
合需要食品及飲料分銷商與本地及海外供應商建立成熟穩健的業務關係、對於市
場趨勢敏感及快速回應，而這些通常需要時間確立。

(b) 高資金要求：食品及飲料分銷業務要求大量空間以供存貨倉儲及物流營運，而其
將產生大量預支資本投資，用於倉庫資金、貨車及搬運機器以運輸存貨。此外，儘
管近期機械及資訊科技的使用越來越多，惟因為需要人力處理物流及存貨管理，
分銷業務的勞工密集程度非常高。考慮到香港的租金及工資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
一六年一直攀升，這一因素被視為香港新市場業者的主要入行門檻之一。

(c) 遍佈各地的銷售網絡：除了所需的初始資金及提供範圍廣泛的食品及飲料產品組
合的能力外，獲取及維持銷售渠道是新市場業者進軍食品及飲料分銷行業的挑戰
之一。市場業者須與下游客戶（如超市、便利店及其他類型的零售店）擁有良好業
務關係，方能促成銷售。下游客戶通常尋找具有良好公司聲譽、存貨管理效率及
優質服務的分銷商。

香港連鎖茶飲市場概覽

緒言及釋義

(a) 茶飲乃自茶樹的干碎茶葉泡製而成的飲品。

(b) 茶飲為混合茶與其他食材（如牛奶、水果、糖漿、珍珠丸子、蘆薈、仙草等）的飲品，
其中以珍珠丸子混合牛奶製成的泡沫珍珠奶茶是時下最暢銷的飲品之一。

(c) 茶飲店為主要供應茶飲及其他相關飲品的實體。茶飲店通常供應小食如茶葉蛋或
冰淇淋。茶飲店分類為一種飲料供應地點。

(d) 飲料供應地點為餐飲業的其中一個界別，指主要收益來源為銷售飲料的實體。

(e) 連鎖茶飲店指同一品牌名稱下的超過一間茶飲零售店，且擁有標準化的管理方法
及常規。店舖可為品牌擁有人自營或授權予其特許經營商經營。

香港茶飲每年消耗量

鑒於茶飲熱度越來越高及香港茶類產品供應的拓展，香港茶飲消耗於二零一二年
至二零一六年按複合年增長率3.8%增長，由每年38.7百萬杯增加至45.0百萬杯。茶飲消
耗量預期將按穩定的複合年增長率2.2%增長，於二零二一年達致49.7百萬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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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杯數計算的香港茶飲年度消耗量，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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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茶飲消耗包括購自連鎖茶飲及非連鎖店的茶飲。

香港連鎖茶飲市場的市場規模

連鎖茶飲市場規模由二零一二年的489.8百萬港元穩健增長至二零一六年的552.8
百萬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3.1%。增幅主要源於多個連鎖茶飲品牌的強勢擴張。於二
零一六年，產生自連鎖茶飲店的收益佔香港整體茶飲市場（包括連鎖及非連鎖）的約
53.6%，因為就單獨購買而言，顧客傾向於自專門的茶飲店購買茶飲。由於連鎖茶飲市
場接近行業週期的成熟階段，未來五年業者之間預期將進行進一步整合活動。因此，
連鎖茶飲的市場規模估計將按較慢的複合年增長率2.2%增長，由二零一七年561.3百萬
港元增加至二零二一年611.9百萬港元。

按零售銷售計算的香港連鎖茶飲市場的市場規模，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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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茶飲零售價格指數

香港茶飲的零售價格指數由二零一二年的100.0上升至二零一六年的128.6，複合年
增長率為6.5%。強勁增勢乃源於經營成本增加，包括零售物業租金、僱員工資及進口
茶葉成本上升。

香港茶飲零售價格指數，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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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結構分析

從事餐飲行業的僱員的平均月薪由二零一二年的11,100港元攀升至二零一六年的
14,000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6.0%。隨著餐飲業覓得嫻熟勞工越來越困難，僱員的平均
月薪預期將繼續按穩定複合年增長率5.8%上升，於二零二一年達致18,600港元。

香港餐飲行業僱員平均月薪，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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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弗若斯特沙利文

香港私人零售物業的租賃價格按複合年增長率0.4%由二零一二年的每月每平方米
1,356.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六年的每月每平方米1,379.0港元。二零一六年下降是主要由
於整體零售銷售衰退，影響租賃零售店的需求。由於土地供應有限，私人零售物業的
租賃價格預期將進一步按複合年增長率2.6%由二零一七年的每月每平方米1,389.0港元
增加至二零二一年每月每平方米1,540.4港元。

香港私人零售物業平均租賃價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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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弗若斯特沙利文

主要市場驅動因素及機遇

(a) 茶飲的上升趨勢：茶飲起源自台灣，於九十年代進入香港市場。自此，其成為各年
齡消費者的流行飲料。連鎖茶飲營運商趨向於不斷於其菜單加入新的飲品，藉此
推動潮流及留住顧客以進行重複消費。因此，連鎖茶飲營運商不斷拓展其產品組
合以迎合不同的需求的能力乃香港茶飲市場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

(b) 對於靈活及便利的需要：香港食客傾向於尋找輕型、新鮮及健康且具備極大靈活
度的餐飲。連鎖茶飲店採用隨手攜帶風格，允許顧客在獲取新鮮沖泡的茶品方面
擁有極大的靈活度及便利度，以應對節奏快速的生活風格，相較於非鮮製及包裝
的飲品，顧客認為其更富附加價值。

(c) 與不同食材的相容性較高：茶品與各種食材混合均十分便捷，例如水果、牛奶、奶
油，及配料如珍珠丸子、蘆薈及仙草。茶的高度適應性讓連鎖茶飲營運商可把握
範圍廣泛的目標客戶，提供多種多樣的選擇，方便顧客選擇符合其喜好的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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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市場趨勢及發展

(a) 健康生活：香港的消費者對於日常飲食攝入越來越關注。因此茶飲店尋求為顧客
提供更健康的飲品，在配料中加入新鮮食材，及使用有機佐料混製飲品。雖然更
健康飲品的成本可能反映於飲品價格增幅中，惟香港的消費者願意花費額外金額
以購買更健康的飲品，在止渴的同時亦能攝入新鮮而健康的食材。

(b) 市場集中：於過去五年，珍珠奶茶於香港的受歡迎程度及需求上升，吸引多間海
外茶飲品牌於香港設立更多門店。然而，消費者很快便發展起其對茶飲的偏好及
品牌方面的喜好。因此，擴張茶飲品牌的速度開始趨緩而部分品牌亦開始關閉盈
利較低的香港門店。隨著趨勢持續，茶飲市場在香港變得更加集中，多個品牌成
功於顧客中確立品牌認可度，搶佔了更多市場份額。

威脅及挑戰

(a) 來自租金及勞工成本的壓力：在香港經營飲品專賣店的成本持續攀升。於二零
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飲食業僱員的平均月薪及私人零售物業的平均租金價
格分別按複合年增長率6.0%及0.4%增加。經營成本上漲加重了營運商的財政負擔。

(b) 入行門檻偏低：茶飲售賣行業的競爭愈演愈烈，因為相較於其他行業，茶飲售賣
行業的入行門檻偏低。香港愈來愈多新興品牌崛起，惟產品差異化卻有限。因此
茶飲營運商需要在產品供應及營銷花耗更大努力，方能吸引消費者。

競爭格局

香港的連鎖茶飲市場高度集中。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香港有超過500間茶
飲零售店，包括連鎖店及非連鎖店，當中約有十個規模各異的主要連鎖品牌。三大連
鎖品牌佔香港連鎖茶飲市場產生的總收益的約62.4%。連鎖茶飲營運商主要在以下各
方面競爭 (i)品牌聲譽；(ii)飲品的品質及種類；(iii)價格；(iv)地點；(v)分店數量；及 (vi)
營運效率。由於連鎖茶飲市場已接近行業週期的成熟階段，即製作茶飲的技術較為成
熟及較廣泛的產品組合不斷出現，所引致的增長雖已趨緩但仍顯著，於未來五年內預
期將可見業者之間進行進一步整合活動，故集中的水平預計將繼續上升。於二零一六
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期間，本集團錄得茶飲銷售收益134.6百萬港
元，力壓同儕，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香港連鎖茶飲市場佔據約24.3%的市場
份額，其次是競爭對手A(22.2%)和競爭對手B(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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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大連鎖茶飲品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排名 公司 門店數量
銷售收益

（百萬港元） 市場份額

1 本集團 29 134.6 24.3%
2 競爭對手A 35 122.5 22.2%
3 競爭對手B 32 87.7 15.9%

  

三大總計 344.8 62.4%
  

附註： 銷售收益僅涉及銷售茶飲所得收益，不包括茶葉產品及配件。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入行門檻

(a) 牌照要求：由於食品安全問題，連鎖茶飲市場於香港受到嚴格規管。營運商將需
取得多項許可，方可合法經營實體，例如向食物環境衛生署取得小食食肆牌照及
食物製造廠牌照。因此新業者預期將耗費精力以遵守監管規定及進行牌照申請過程。

(b) 商業網絡：市場新業者將需與整個供應鏈的利益相關者確立強大的業務關係。舉
例而言，與原材料供應商的關係尤其關鍵，因為其直接影響利潤率及業務的可持
續發展。然而，市場新業者通常欠缺必要的商業網絡以於連鎖茶葉市場獲取成功，
而這被視為香港主要入行門檻之一。

香港引入拉麵行業

拉麵指由小麥麵條、鮮肉或鮮魚湯底及以肉片、烚蛋、海苔等配菜製成的日本料理。
拉麵店即主要透過以拉麵款待食客賺取收益的食肆，拉麵店往往亦售賣其他相關食品，
例如炸蝦、炸雞及甜品。香港餐飲服務市場的市場規模由二零一二年的937億港元溫和
增長至二零一六年的1,074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為3.5%。隨著旅遊業進一步發展、人
均全年收入不斷改善及更多人選擇外出用膳，香港餐飲市場的銷售收益估計於二零
二一年將高達1,350億港元，由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的複合年增長率達4.5%。

香港餐飲服務市場銷售收益，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二一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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