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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載有摘自政府官方刊物及業界提供資料以及Frost & Sullivan之委託報告。我
們相信資料來源恰當，並在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時已採取合理審慎態度。我們並無
理由認為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失實或存在誤導成分，或當中遺漏任何事實致使其在
任何重大方面失實或存在誤導成分。Frost & Sullivan所編製及載於本節的資料未經我
們、獨家保薦人、[編纂 ]、[編纂 ]、[編纂 ]、其任何聯屬人士或顧問或參與 [編纂 ]的任
何其他方面獨立核實，亦不保證資料準確。

資料來源

我們已委託獨立市場研究及諮詢公司以及獨立第三方Frost & Sullivan就二零一四年
至二零二三年期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汶萊快餐行業進行分析及編製報告。我
們已就編製Frost & Sullivan報告向Frost & Sullivan支付770,000港元的費用，董事相信該費
用可反映同類報告的市場價格。

本節所載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快餐行業的資料及數據乃摘錄自Frost & 

Sullivan報告。Frost & Sullivan編製Frost & Sullivan報告時搜集相關市場數據所採用方式
包括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汶萊快餐行業的各種資料所進行一級及二級研究。
一級研究包括與領先從業者及行業專家深入面談。二級研究包括在官方數字及Frost & 

Sullivan的研究數據庫中檢閱公司報告、相關政府部門公告、獨立研究報告及數據。

Frost & Sullivan為於一九六一年創立的全球顧問公司，全球設有超過49間辦事處並
有超過2,000名行業顧問、市場研究分析員、技術分析員及經濟學家。Frost & Sullivan的
服務包括技術研究、獨立市場研究、經濟研究、企業最佳常規諮詢、培訓、顧客研究、
競爭情報及企業策略。自一九九零年代起，Frost & Sullivan已投身中國市場。Frost & 

Sullivan在中國設有四間辦事處，與快餐市場資深專家及市場從業者保持直接聯繫，而
其行業顧問平均具備三年以上經驗。

假設

在編彙及編製研究時，Frost & Sullivan假設相關市場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於二
零一四年至二零二三年的預測期內很大機會維持穩定。此外，Frost & Sullivan根據以下
基礎及假設編製預測：(i)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經濟未來十年很可能維持穩定增長；
(ii)於預測期間該等國家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很可能維持穩定；及 (iii)新加坡、馬來
西亞、印尼及汶萊快餐業預期將會受主要行業推動因素而增長，包括良好業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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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日漸上升及旅遊業蓬勃。除另有註明者外，本節所載所有數據及預測乃源自
Frost & Sullivan報告、多份政府官方刊物及其他公開資料。若干摘錄自Frost & Sullivan報
告的資料亦於本文件「概要」、「風險因素」及「業務」各章節載述。

董事確認，在合理審慎的情況下，自Frost & Sullivan報告發行日期以來，市場資料
並無不利變動，而可能使本節的資料不符、互相矛盾或造成影響。

快餐業簡介

快餐為餐飲服務業的重要部分。快餐店及快餐館亦稱為速食店，意指提供快速及
貫徹一致餐飲服務的餐廳，不會或提供少量餐桌服務及簡單用餐環境。快餐店一般設
有專為快速及高效點餐、製作及提供菜單項目而設計的點餐及煮食平台。消費者一般
會於服務櫃檯點餐、付款及取餐。

快餐業的行業價值鏈分析

快餐業的價值鏈主要包括原材料供應商及分銷商、食品加工服務供應商、餐廳及
消費者。原材料供應商向餐廳提供肉類、蔬菜、海鮮等食材，由主廚負責預備菜式。若
干連鎖餐廳或會設立食品加工場或中央廚房，向其餐廳提供經加工及預先包裝的食品。
完成製作的食品將於餐廳內供消費者享用或外帶。

業務模式分析

快餐業經常使用兩種基本業務模式：(i)自營連鎖；及 (ii)特許經營連鎖。自營快餐
連鎖店由連鎖店擁有人直接經營。自營快餐連鎖店擁有人依賴其自有資本及資源擴展
網絡，對快餐連鎖店有最高程度的營運控制權。特許經營可為兩種模式：(i)單一單位
特許經營權；及 (ii)多元單位特許經營權。透過受控制供應渠道於標準化的組合內向各
參與餐廳提供標準材料、部分完成製作的食品及供應品。

相比特許經營，品牌擁有人可通過自營業務模式，透過直接管理原材料採購及市
場推廣，確保連鎖網絡之間更良好及有效溝通。然而，建立龐大分行網絡需經過多年
營運，且於擴張期間所享有規模經濟的好處受到限制。

特許經營使品牌擁有人可於短時間內迅速擴展分店數目。此方法適合尋求建立品
牌知名度的新從業者。然而，鑑於不同特許經營協議的情況，品牌擁有人可能難以控
制產品品質，倘特許經營商無法達至特許經營授出者所訂品質水平，品牌形象可能受
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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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快餐業概覽

市場規模

由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快餐業所產生交易額按高於整個餐飲業的速度增長，
由二零一四年約833,400,000美元增至二零一八年約1,004,900,000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
為4.8%，乃受到多項因素影響，包括但不限於生活繁忙、炸雞等快餐食品在新加坡日
益受歡迎及快餐從業者推出餐券及優惠券等有效宣傳。

估計新加坡快餐業交易額將於二零二三年達約1,264,400,000美元，自二零一八年起
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4.7%，主要由於年齡介乎20至34歲的年輕人口增加所致。

按交易額計算的新加坡快餐業市場規模（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二三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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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所用坡元兌美元的匯率乃二零一八年的平均年率0.74，有關匯率乃取自OANDA。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Frost & Sullivan

亞洲快餐的市場規模

新加坡的亞洲快餐業市場規模出現波動，由二零一四年約148,300,000美元增至二
零一八年約 158,700,000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約為1.7%。

於二零一八年，按新加坡的交易額計算，亞洲快餐業佔整體快餐市場約15.8%。由
於人民對亞洲快餐的多樣化需求，預計亞洲快餐業未來將錄得較新加坡整體餐飲業更
高的增長率，於二零二三年約達184,8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複合年
增長率約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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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交易額計算的新加坡亞洲快餐業市場規模（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二三年估計）

148.3 149.8 144.4
154.2 158.7 167.5 171.4 176.7 181.0 184.8

1.7% 3.1%

0.0

50.0

100.0

150.0

200.0

百萬美元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估計

二零二零年
估計

二零二一年
估計

二零二二年
估計

二零二三年
估計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四年
至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三年估計

附註： 所用坡元兌美元的匯率乃二零一八年的平均年率0.74，有關匯率乃取自OANDA。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新加坡食肆數目由二零一四年6,871間增至二零一八年8,547間，複合年增長率為
5.6%。跟隨食肆數目的整體增長，新加坡快餐店數目由二零一四年1,147間增加至二零
一八年1,271間，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6%。新加坡政府於二零一六年發佈食品製造業轉
型藍圖，旨在將新加坡發展為亞洲領先美食中心。受此帶動，估計新加坡的快餐店數
目將於二零二三年增至1,399間，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0%。

市場動力來源

價格相宜與便利：大部分消費者受到快餐店相比服務全面的餐廳的價格較低及便
利所吸引。新加坡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的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的四年人均複合年增
長率為2.8%，呈現停滯跡象，故新加坡消費者對價格更為敏感，為新加坡快餐業提供
良機。相宜價格、快捷服務及更多樣化選擇吸引消費者更頻繁惠顧快餐店。此外，快
餐店營運商正提升其店舖以改善用餐環境及將繼續提供創新菜色╱產品以吸引更多顧
客。

開發更先進餐飲服務科技及數碼付款：隨著科技發展及新加坡勞動成本上升，快
餐店營運商正投資於自助點餐及數碼付款等系統，使點餐及付款過程更加順暢，減少
對員工數目的需求。與此同時，Foodpanda及Deliveroo等第三方外送程式提供快速外送
服務，故此在新加坡消費者之中日漸普及，進一步帶動包括快餐業在內的整個新加坡
餐飲服務業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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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外出用餐次數增加：現今新加坡人民生活日益繁忙，較少自行煮食。根據新加坡
統計局所進行新加坡家庭開支統計調查，自二零一三年起熟食的人均每月平均消費超
過非熟食開支。此外，社會需求上升推動市民，特別是青年人更常外出用餐，為餐飲
業（包括快餐業）創造更大機會。

客戶對便利性的需求增加：由於生活模式轉變及生活繁忙且樂於付款獲取便利的
消費者數目增加，故食品外送服務的需求一直上升。飲食業務正把握此機會提升收益。
例如，不少業務正測試可讓客戶點餐的流動應用程式。同時，向消費者外送食品亦可
減低用餐空間的經常性開支及租金成本。

威脅

人手短缺：新加坡快餐業長期受到人手短缺及員工流失率偏高問題影響。多間快
餐營運商聘用兼職僱員（如學生），彼等一般工作8至15個月。優質消費者服務員短缺，
對新加坡快餐營運商造成挑戰，特別是該等一般被視作不太理想的全職職位。

租金高企：新加坡可用面積有限，導致租金高企。租金懸殊，並視乎快餐店所在地
而定。住宅區的租金為快餐店的主要負擔。此外，新加坡租賃年期一般較短，業主通
常於租賃屆滿後加租。

依賴進口原材料：由於農作物資源有限，本地食品製造商無法應付本地市場（包括
快餐業）的需求，故此新加坡食品業的大部分原材料均為進口貨品。一般而言，新加坡
快餐從業者很大程度上依賴來自馬來西亞、巴西及澳洲的進口原材料（如雞蛋、雞及水
果），使其面對原材料成本的波動。

未來趨勢

數碼化程度日增：科技大幅改變世界。例如，訂購食品及自助付款站的流動應用
程式及網上平台已經推出。消費者可使用平板電腦上的餐牌取代紙餐牌，此舉可節省
餐廳人手。此外，各種各樣的數碼營銷工具已可供新加坡快餐營運商使用，以設計、
調配及監察市場推廣策略。受先進科技所帶動，數目日增的快餐營運商可善用新科技。
例如，搜尋引擎有助提升網站或應用程式流量，而消費者關係管理分析則可追蹤消費
者資料，讓快餐營運商為消費者訂製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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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菜式的出現：目前，新加坡快餐業由國際快餐連鎖店主導，該等連鎖店一般提
供西式快餐。作為一個文化匯粹的國家，新加坡的飲食文化多姿多采。新加坡有眾多
華人居住，對當地快餐文化影響深遠，彼等較容易接受其他亞洲菜式。台灣快餐及韓
國炸雞等亞洲風味快餐很可能於日後出現並吸納較多消費者。

成本結構分析

勞動成本

新加坡快餐業的僱員平均月薪由二零一四年約196.0美元升至二零一八年約224.4

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3.4%。勞動成本佔二零一八年餐飲服務業整體營運成本結構
約30.0%。

由於政府收緊對海外勞工的限制並增加聘請多名外勞的稅項，預期快餐業人手短
缺情況將於未來繼續，使快餐業僱員平均月薪推升至二零二三年約262.0美元，二零
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3.1%。

零售物業租金

新加坡中央及邊緣地區商業物業租金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過去五年一直呈
下跌趨勢，由二零一四年每月每平方呎約8.6美元及5.9美元減至二零一八年每月每平
方呎約8.0美元及5.7美元，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約為–1.8%及–0.9%，主要受消費行為及習
慣的結構性變動所影響，即由傳統實體店購物改為網上購物。

預期新加坡中央及邊緣地區的商業物業租金將於未來增加，於二零二三年達至每
月每平方呎約8.4美元及5.9美元，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五年的複合年增長率分別
約為1.0%及0.7%，此乃由於網上店舖實體化的全方位渠道「零售體驗」趨勢，令商業物
業需求得到改善所致。

主要原材料的平均價格指數

肉類、海鮮、穀物、蔬菜及水果為餐飲服務業最常用原材料。根據二零一二年的價
格（二零一二年=100），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穀物價格指數相對穩定。新加坡肉類
及蔬果價格指數波動，由二零一四年108.6微增至二零一八年109.0。同時，海鮮價格指
數由二零一四年100.6增至二零一八年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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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形勢

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二零一八年新加坡快餐業有1,270間食肆。快餐業競爭激
烈，而快餐營運商正爭取提供更優質服務吸引更多消費者。競爭對手可為本地、地區
或國際連鎖的堂食、外帶及外送服務，提供各式各樣菜式，包括亞洲快餐、漢堡包快餐、
麵包產品及其他快餐。

新加坡快餐業由國際連鎖營運商主導。本地快餐服務並不活躍，乃因本地從業者
業務規模普遍較小，經營獨立專賣店。相比跨國企業，本地業者較少資源擴充業務。
而國際業者則可利用彼等的品牌並可透過特許經營迅速擴展。

與此同時，迎合本地口味的潮流，本公司提供的雞類快餐於新加坡大受歡迎。快
餐業者所推出新雞類快餐產品受到新加坡不同文化及宗教的消費者喜愛，此乃由於雞
類食品相比牛肉或豬肉等其他肉類較受接納。於二零一八年，品牌士林台灣小吃 ®在
交易額方面佔新加坡快餐市場總額約0.6%。下表載列按專賣店數目計算的新加坡五大
快餐品牌：

排名 食肆品牌 主要營業地點 菜式╱產品種類 專賣店數目     

1 品牌A 全球 漢堡包、雞、炸薯條、汽水 135

2 品牌B 全球 三文治、沙律 131

3 品牌D 新加坡 飯、點心、粥 101

4 品牌C 全球 炸雞、三文治、卷餅、炸薯條、汽水 84

5 品牌E 亞洲 咖喱、雞、咖啡 78 

五大品牌小計 527 

士林台灣小吃 全球 雞、肉鬆蛋餅、蚵仔麵線
及甜不辣

18

 

附註： 上述專賣店指各品牌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在新加坡的專賣店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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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二零一九財政年度按估計收入及市場份額計算的新加坡五大快餐品牌：

排名 食肆營運商 交易所 主要營業地點 業務模式 菜式╱產品種類

二零一九
財政年度估計
快餐分部收入

二零一九
財政年度估計

市場份額        

（百萬美元） (%)

1 品牌A 紐約證券交易所 全球 特許經營 漢堡包、雞、炸薯條、汽水 345.8 29.3

2 品牌C 紐約證券交易所 全球 特許經營 炸雞、三文治、卷餅、炸薯
 條、汽水

153.4 13.0

3 品牌D 新交所 新加坡 自營 飯、點心、粥 83.6 7.1

4 品牌B 私人 全球 特許經營 三文治、沙律 79.1 6.7

5 品牌E 新交所 亞洲 特許經營 咖喱、雞、咖啡 63.2 5.4  

五大品牌總計 725.1 61.4  

本集團 私人 全球 自營及
 特許經營

雞、肉鬆蛋餅、蚵仔麵線
 及甜不辣

5.5 0.5

  

總收入 1,180.1 100.0  

附註： 根據Frost and Sullivan表示，基於所得資料，上表所載主要快餐品牌的收入組合各有不同，未必
一定包括從市場產生有關特許經營費收入、版權、向特許經營商及╱或附屬特許經營商及╱或
零售營運商銷售貨物的資料。因此，收入金額並不代表有關新加坡快餐品牌的零售價值，故不
一定客觀說明快餐業各品牌的市場份額及業務規模。因此，上表僅供說明用途。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入行門檻

品牌聲譽：新加坡快餐業競爭激烈，現有快餐品牌已累積一群忠實消費者。新從
業者可能難以吸引該批消費者，特別是當新從業者提供與知名快餐品牌類似的新菜式。

經濟規模：規模經濟指快餐營運商擴展其業務時平均成本有所減少的情況。例如，
某大型快餐營運商與供應商有較大議價能力，故或可得到較低批發價。新從業者無法
要求獲得有關價格，意味彼等的平均成本較高，並進一步反映新業者須收取較大型營
運商更高的用餐費用，以達至相近的利潤率，惟此舉將不利於留住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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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位置及穩定顧客流量：地理位置為新加坡快餐業的關鍵因素。優越位置為可
見且容易通往人流暢旺的地點，毗鄰娛樂及泊車服務等業務可與快餐店相輔相成。新
從業者或會難以取得此等位置。即使彼等覓得理想位置，亦很可能面對高昂租金或按
揭成本，難以彌補開業數月的開支。

馬來西亞快餐業概覽

市場規模

受到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支持，馬來西亞整體餐飲服務業的交易額持續增長。馬
來西亞快餐業交易額由二零一四年約1,080,800,000美元增至二零一八年約1,406,900,000

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6.8%。

由於政府正倡議工業升級，例如於二零一七年五月發起第四次工業革命，鼓勵進
行工業改革，涵蓋工業及經濟活動的每一環節，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宏觀經濟狀
況預期將呈現升勢，支撐馬來西亞整個餐飲服務業（包括快餐業）的可持續發展。

按交易額計算的馬來西亞快餐業市場規模（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二三年估計）

6.8% 4.9%

1,080.8 1,153.3 1,228.6 1,317.4 1,406.9 1,494.2
1,580.8 1,653.5 1,719.7 1,788.5

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估計

二零二零年
估計

二零二一年
估計

二零二二年
估計

二零二三年
估計

百萬美元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四年
至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三年估計

附註： 所用馬幣兌美元的匯率乃二零一八年的平均年率0.2，有關匯率乃取自OANDA。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統計局，Frost & Sullivan

亞洲快餐的市場規模

琳琅滿目的異國美食令馬來西亞的亞洲快餐業倍添姿。隨著如壽司、韓國石鍋拌
飯等各種亞洲風味逐漸受到馬來西亞人歡迎，按交易額計算，當地的亞洲快餐業市場
規模由二零一四年的168,900,000美元增至二零一八年的215,900,000美元，複合年增長率
約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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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馬來西亞的亞洲快餐業市場規模日後將保持穩定發展趨勢，於二零二三年的
交易額約達 275,400,000美元。

按交易額計算的馬來西亞快餐業市場規模（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二三年估計）

6.3% 5.0%

168.9 178.2 190.7 204.1 215.9 229.3 243.0 254.2 261.9 275.4

0.0

100.0

50.0

200.0

150.0

300.0

250.0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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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估計

二零二一年
估計

二零二二年
估計

二零二三年
估計

百萬美元
複合年增長率

二零一四年
至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三年估計

附註： 所用馬幣兌美元的匯率乃二零一八年的平均年率0.25，有關匯率乃取自OANDA。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於馬來西亞的餐飲食肆數目由二零一四年158,397間增至二零一八年202,680間，四
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6.4%，同時，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馬來西亞快餐業的食肆
數目呈上升趨勢，由二零一四年4,811間增至二零一八年6,005間。受到本地需求及旅遊
市場蓬勃所帶動，預期快餐食肆數目將保持增長，由二零一八年6,005間增至二零二三
年7,584間，複合年增長率約4.8%。

市場動力來源

旅遊市場蓬勃：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旅遊業所產生收益由二零一四年約
18,000,000,000美元升至二零一八年約21,000,000,000美元，四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3.9%。
快餐的好處如方便取走、製作時間較短及美味等，令快餐成為旅客喜好。為開拓此商機，
多間快餐營運商開始於景點附近開設新專賣店以滿足旅客需要，加速馬來西亞快餐業
的擴展。

青少年及年輕一輩需求增加：由於快餐價格相對低廉，故廣受青少年及年輕一輩
歡迎，彼等並無穩定收入來源，經濟能力較低。根據Frost & Sullivan報告，25歲以下的
年輕一代佔二零一八年總人口約44.2%，反映快餐業潛在消費者數目龐大。此外，年輕
一輩生活繁忙，故快餐無疑成為彼等的速食解決方案。與此同時，馬來西亞青少年及
年輕一輩受到多元文化以及社交媒體及西方電視劇的市場潮流所影響並紛紛跟隨，對
快餐興趣日增，帶動馬來西亞快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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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採用低成本科技：消費者對高服務效率及多元化食品的需求對快餐營運商構成壓
力。日益先進的科技及數碼系統及設備包括自助點餐處、材料管理系統等，該等科技
可改善店舖營運效率並降低營運成本。

多元化發展清真食物種類：穆斯林約佔整體人口超過60.0%，顯然馬來西亞為清真
食品的重要消費國家。此外，馬來西亞政府正努力建立穆斯林生態系統，務求使馬來
西亞發展為全球穆斯林中心。為把握此良機，快餐營運商將致力開發更多種類的清真
食品，透過擴大穆斯林消費群進一步提高盈利水平。

威脅

依賴進口食物原材料：馬來西亞為食物原材料的大型進口商。舉例而言，於二零
一八年馬來西亞進口急凍斬件家禽總值約152,403,000,000美元。出口食物原材料的地區
的社會及經濟環境會對馬來西亞相關食物原材料的進口價構成影響。因此，馬來西亞
快餐營運商於採構食物原材料時或會遇上波幅。

勞動供應不足：為確保當地就業率穩定，馬來西亞政府正頒布政策限制不同行業
招聘海外僱員，當中包括快餐業。在此情況下，快餐市場或會遇上勞動力不足問題，
乃因快餐營運商需要提高薪金以吸引及挽留僱員，進一步導致勞動成本上升。因此，
勞動成本因勞動力短缺而上升或會成為馬來西亞快餐市場的另一難關。

未來趨勢

針對清真食品的嚴格規定：二零一八年穆斯林佔馬來西亞整體人口超過60.0%。為
爭取穆斯林的需求，快餐店須向政府取得清真證書。由於馬來西亞政府現正將馬來西
亞發展成全球穆斯林教中心，快餐營運商將尋求更多機會透過各種營銷渠道開拓清真
食品市場。故此，將會頒佈有關推廣或宣傳清真食品內容、以及製作及儲存清真快餐
的經改善及更具體規例或牌照，協助規管快餐營運商的市場推廣計劃。

與網上第三方平台更緊密合作：流動網絡近年大大改變人們生活。餐飲服務業方面，
已發展出不少配有流動應用程式的第三方網上平台以迎合不同需要。愈來愈多快餐營
運商透過與第三方網上供應商（如Foodpanda）合作擴展業務，以進一步接觸更大消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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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結構分析

勞動成本

馬來西亞快餐業僱員的平均月薪由二零一四年約210.2美元增至二零一八年約
287.9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2.3%。

於二零一六年，馬來西亞政府頒布政策，對僱用海外勞工的公司徵收額外稅項，
以保障本地勞工。此舉將於快餐業的勞動成本中反映，進一步帶動勞動成本增加。預
期馬來西亞快餐業僱員的平均月薪將由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間按約8.0%的複合年
增長率增加。

商用物業租金價格指數

馬來西亞商用物業租金價格指數由二零一四年約106.1升至二零一八年約122.5，四
年間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4.4%。

由於土地面積，特別是市區的土地面積正在縮小，故馬來西亞商用物業租金價格
指數可能由二零一八年的122.5升至二零二三年的148.2。

主要原材料價格指數

根據二零一二年的價格（二零一二年=100），魚類及海鮮價格指數由二零一四年的
110.4增至二零一八年的141.0，複合年增長率為6.3%，而麵包及穀類以及蔬菜價格指數
由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的複合年增長率則分別為2.0%及5.1%。該三類原材料於過
去五年的穩定增長主要源自持續的市場需求。

預期魚類及海鮮、麵包及穀類以及蔬菜價格指數將於不久將來持續上升，二零
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5.7%、1.5%及2.5%。

競爭形勢

馬來西亞快餐業主要包括售賣雞類食品為主的連鎖店，此乃源於穆斯林的生活模
式及習慣，彼等於二零一八年佔馬來西亞人口超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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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士林台灣小吃 ®在交易額方面於二零一八年馬來西亞快餐業估計市場佔有率
為0.9%。下表載列按專賣店數目計算的馬來西亞五大快餐品牌：

排名 食肆品牌 主要營業地點 菜式╱產品種類
在馬來西亞的
專賣店數目     

1 品牌C 全球 炸雞、三文治、卷餅、炸薯條、汽水 711

2 品牌A 全球 漢堡包、雞、炸薯條、汽水 279

3 品牌B 全球 三文治、沙律 234

4 品牌F 全球 炸雞、卷餅、炸薯條、汽水 160

5 品牌H 馬來西亞 薄餅、沙律、卷餅 91 

五大品牌小計 1,475 

士林台灣小吃 全球 雞、肉鬆蛋餅、蚵仔麵線及甜不辣 76
 

附註： 上述專賣店指各品牌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在馬來西亞的專賣店總數。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下表載列二零一九財政年度按估計收入及市場份額計算的馬來西亞五大快餐品牌：

排名 食肆營運商 交易所
主要
營業地點 業務模式 菜式╱產品種類

二零一九
財政年度

馬來西亞估計
快餐分部收入

二零一九
財政年度

估計
市場份額        

（百萬美元） (%)

1 品牌C 紐約證券交易所 全球 特許經營 炸雞、三文治、卷餅、
 炸薯條、汽水

645.4 35.7

2 品牌A 紐約證券交易所 全球 特許經營 漢堡包、雞、炸薯條、汽水 435.2 24.0
3 品牌F 私人 全球 特許經營 炸雞、卷餅、炸薯條、汽水 38.5 2.1
4 品牌G 紐約證券交易所 全球 特許經營 漢堡包、雞、三文治、甜品 28.6 1.6
5 品牌B 私人 全球 特許經營 三文治、沙律 21.5 1.2  

五大品牌總計 1,169.2 64.6  

本集團 私人 全球 自營及
 特許經營

雞、肉鬆蛋餅、蚵仔麵線
 及甜不辣

7.4 0.4

  

總收入 1,81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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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根據Frost and Sullivan表示，基於所得資料，上表所載主要快餐品牌的收入組合各有不同，未必
一定包括從市場產生有關特許經營費收入、版權、向特許經營商及╱或附屬特許經營商及╱或
零售營運商銷售貨物的資料。因此，收入金額並不代表有關馬來西亞快餐品牌的零售價值，故
不一定客觀說明快餐業各品牌的市場份額及業務規模。因此，上表僅供說明用途。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入行門檻

對清真食品規則嚴格：二零一八年，超過60%的馬來西亞人口為穆斯林，有意打入
馬來西亞市場的快餐店事前需要向政府取得清真證書，以獲取向當地穆斯林銷售食品
的資格。具體而言，負責馬來西亞清真證書的機構馬來西亞伊斯蘭宗教發展部 (JAKIM)

對食品製作及儲存以至食物場所的規管均採取嚴格規定，此舉對經驗或能力不足以遵
守一連串規定的新從業者構成障礙。

連鎖營運商市場地位鞏固：連鎖營運商形成馬來西亞快餐市場的主要部分。現有
連鎖營運商已取得地理優勢並構成規模經濟。與此同時，由於彼等行業經驗豐富，該
等連鎖營運商已與供應商建立良好關係以及消費者支持，此等因素對快餐營運商而言
至關重要。然而，新從業者於此激烈競爭中立足則需時較長。

收購理想位置：理想專賣店位置為快餐店接觸更多消費者的首要條件，原因為快
餐店的單位利潤相對較低，每日惠顧的顧客貢獻餐廳營業額的重大部分。由於現有從
業者已佔據商場、高速公路旁或其他人流暢旺的地點，故可供新從業者選擇作為專賣
店地點有限，進一步限制其盈利能力。

印尼快餐業概覽

市場規模

快餐業增長迅速，升勢強勁，由二零一四年約1,300,200,000美元增至二零一八年約
1,658,300,000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6.3%。

由於家庭可支配收入進一步增長，估計快餐業所產生交易額將於二零二三年達約
2,055,500,000美元，由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4.4%。快餐業的增
長主要歸功於快餐業落戶印尼多個較落後地區的情況日趨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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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交易額計算的印尼快餐業市場規模（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二三年估計）

6.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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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計算二零一八年印尼盾兌美元的匯率所用平均年率為0.00007，有關匯率乃取自OANDA。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亞洲快餐的市場規模

印尼的亞洲快餐業市場規模穩步增長，由二零一四年約171,300,000美元增至二零
一八年約231,100,000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7.8%。

預計印尼的亞洲快餐業將在不久將來更快速發展，按交易額計算，其市場規模於
二零二三年約達295,700,000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5.1%。

按交易額計算的印尼快餐業市場規模（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二三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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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計算二零一八年印尼盾兌美元的匯率所用平均年率為0.00007，有關匯率乃取自OANDA。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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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的餐飲食肆數目為149,689間，二零一八年的餐飲食肆數目則為164,170

間，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3%。然而，快餐食肆數目由二零
一四年的5,841間急升至二零一八年約7,210間，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的複合年增
長率約為5.4%。預期餐飲食肆數目將於二零二三年達至176,856間，而快餐食肆數目將
於二零二三年達至8,358間，由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五年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1.5%

及3.0%。快餐食肆數目增長較快，與快餐業所預期強勁增長一致。

市場動力來源

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印尼經濟增長速度自二零一五年起加快。印尼家庭可支配
年度收入由二零一五年約6,186.9美元增加至二零一八年約7,413.8美元。快餐業於當中
直接受惠，原因為家庭可支配年度收入的整體增長大大推動消費需求，故此印尼人民
較喜好外出用饍。人民外出用饍的次數越趨頻密，餐飲服務的需求，特別是快餐需求
將持續增加。

創新菜式及多元化市場推廣方式：印尼快餐營運商不斷嘗試發掘新菜式。此外，
互聯網正改變整個餐飲服務業，鼓勵快餐營運商全面應用先進通訊媒體及科技如網上
廣告及流動廣告。創新菜式及多元化市場推廣方式已全面推動印尼快餐業。

機會

網上市場推廣渠道的發展：二零一八年印尼流動互聯網用戶超過70,000,000人，預
期將於二零二三年增至超過100,000,000人。流動互聯網的高滲透率可在傳統市場推廣
工具以外為快餐營運商提供一條新的市場推廣途徑以進一步發展業務。

清真食品需求殷切：印尼為世界上其中一個穆斯林為主的國家。由於印尼的穆斯
林人口龐大（於二零一八年超過200,000,000人），故清真食品為主要食物。倘快餐營運商
可取得清真證書，將有較大機會吸引穆斯林消費者，擴大消費者群。

威脅

來自便利店的競爭：愈來愈多便利店開始提供快餐。相比快餐店，便利店可能無
法提供味道更佳的快餐，惟便利店開業時間一般較長。故便利店難免會吸引若干原於
快餐店購買快餐的顧客。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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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行門檻相對較低：快餐業的競爭日漸激烈，此乃由於其入行門檻較其他餐飲服
務業為低。印尼新快餐店數目有所上升，快餐食肆數目由二零一四年5,841間增至二零
一八年7,210間。現有快餐營運商如未有改良菜式或服務，彼等或會面臨強大競爭。

未來趨勢

增加自動化水平：快餐業正逐漸利用科技舒緩人手短缺問題並提升服務質素，例
如使用自動洗碗碟機、點餐系統、流動付款應用程式、遙距留座及消費者數據分析軟件。

科技升級：於快餐業，能夠讓顧客迅速光顧對增加營業額而言尤關重要。快餐營
運商於不久將來將紛紛採用近場通訊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技術，讓消費者更有效
點餐。具體而言，快餐營運商可提供流動應用程式以支付賬單。

成本結構分析

勞動成本

印尼快餐業僱員平均月薪由二零一四年約146.5美元上升至二零一八年約216.3美元，
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0.2%。預期快餐業僱員平均月薪將維持類似增長並於二零二三年
達約338.3美元，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五年複合年增長率約9.4%。

主要原材料的平均價格指數

雞肉、海鮮及蔬菜為餐飲服務業最常用原材料。根據二零一二年的價格（二零一二
年=100），印尼蔬菜價格指數波動，於二零一八年微升至約106.1。與此同時，海鮮價格
指數於二零一八年穩定增加至約127.8。

競爭形勢

印尼快餐業較為分散，快餐營運商數目龐大。二零一八年印尼快餐業約有7,210間
食肆，當中超過90%為中小型公司，每家公司僱員均少於50人。於二零一八年，士林台
灣小吃 ®品牌在交易額方面佔印尼快餐市場總額約1.2%。

印尼快餐業的主要成功因素包括穩定供應鏈及豐富營運經驗。穩定供應鏈乃重要
因素，原因為穩定供應鏈可保證優質及合理價格的原材料。豐富營運經驗有助提高服
務效率及消費者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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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門檻

消費者喜好：相對新品牌而言，消費者傾向選擇信譽良好的品牌，此乃由於食物
質素得到保證，過往用餐經驗及其他消費者的推薦。然而，新市場從業者不大可能於
短期內滿足有關喜好。

營運經驗：大型餐廳經常可滿足新顧客需要並迅速回應緊急情況。然而，缺乏足
夠營運經驗的新市場從業者不一定能夠立刻洞悉消費者需要，且較容易受到若干緊急
情況的不利影響。

汶萊快餐業概覽

亞洲快餐的市場規模

汶萊的亞洲快餐業市場規模由二零一四年約6,700,000美元平穩增加至二零一八年
約7,700,000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3.5%。

預計汶萊的亞洲快餐業將在不久將來迅速發展，按交易額計算，其市場規模將於
二零二三年達約9,100,000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3.4%。

按交易額計算的汶萊快餐業市場規模（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二三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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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汶萊的餐飲食肆數目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呈上升趨勢，由二零一四年的1,038

間增至二零一八年的1,230間。預期餐飲食肆數目於二零二三年前將增至1,484間，二零
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3.8%。

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八年期間，汶萊的快餐食肆數目增長率高於其他餐飲食肆
業。汶萊的快餐食肆數目由二零一四年的68間增至二零一八年的82間，預期於二零
二三年前將達至101間，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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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形勢

汶萊的快餐業分散，汶萊於二零一八年約有82間快餐食肆，當中超過90%食肆為
中小型食肆，每家食肆的僱員不足50人。大型環球快餐品牌通常於汶萊設有連鎖店，
惟該等品牌規模亦非常小，於汶萊僅有有限數目的全職僱員。

作為一個穆斯林國家，雞肉在汶萊很受歡迎，很多當地夜市小吃均用雞肉製成。
由於華人佔汶萊人口約9.0%，故中式快餐在汶萊亦很受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