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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打殘崇光百貨生意
銅鑼灣店失60營業日 去年下半年銷售跌33.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去年修例風波引發連場暴力
示威，遊客減少來港，本地客也
避開示威減少外出，重挫零
售業。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指，大部分會員公司反映生
意額由去年6月開始急轉直
下，銷售額跌幅已由單位數
擴大至雙位數，大部分零售
商於去年8月銷售額更大跌逾五
成。其後10月零售額更錄得有
記錄以來最大的單月按年跌幅，
按年大跌24.3%，12月踏入零售
旺季仍未止跌，零售額按年下跌
19.4%，連跌11個月，全年零售
額亦下跌11.1%。在營運成本高
昂及收入銳減的情況下，零售商
承受龐大的現金流壓力，紛紛公
佈關店及員工減薪等計劃。

旺季也冷清 銷售破底
零售管理協會去年7月曾表
示，大型遊行活動導致個別店舖
暫停營業，除了令公司受壓，店
舖員工的收入亦受影響。7月及
8月是零售業傳統的暑假銷售旺
季，但大型遊行活動在各區蔓
延，會員預計生意將大受影響，
業界亦擔心事件會打擊本港作為
安全城市、美食之都及購物天堂
的國際形象。而政府亦表示，零
售業銷售在去年12月繼續大幅
下跌，反映本地社會事件對與消
費及旅遊相關活動的衝擊仍然嚴
重。去年第四季合計，零售銷貨
量按年下跌24.1%，是有記錄以
來最大的季度跌幅。
示威活動往往令商場要暫停營
業，亦影響到零售商戶。以去年
10月1日為例，本港至少7個大
型商場罕有地在發生示威活動前
已宣告暫停營業。包括：港鐵旗
下的4個港鐵站上蓋商場德福廣
場、沙田Citylink、青衣城及圓
方（Elements）、尖沙咀美麗華
廣場、K11 MUSEA和荃灣愉景
新城等。

遊客卻步 藥妝首當其衝
莎莎國際（0178）於去年11
月公佈，截至去年9月底止中期
業績盈轉虧，錄得虧損3,653萬
元，主要因香港發生社會事件，
以致內地訪港旅客數目減少。莎
莎亦將在未來一年結束30間分
店，主要集中在尖沙咀、旺角及
銅鑼灣等核心區。上月亦宣佈再
進一步節省開支，3至5月將短
期減薪，基層員工減薪10%至
15%，高級管理層減薪40%。另
外，周大福（1929）預料2021
財年港澳有40多個店舖租約約
滿，計劃2021年財年完結前關
閉不多於15間店，主要位於銅
鑼灣、旺角及尖沙咀等旅遊區。
上月已宣佈港澳現有40多間分
店暫停營業，亦要求所有前線員
工本月放至少6天年假，以及1
日額外有薪假期，但暫未有裁員
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去
年下半年起的修例風波纏擾香港長達半
年，訪港旅客大減，本地人減少到核心
購物區消費，零售業首當其衝。銅鑼灣
更是「重災區」，銅鑼灣大地主希慎
(0014)上月公佈上年度業績亦指出，去
年本港飽受「社會事件」衝擊，令該公
司去年度純利大跌兩成。踏入今年又遇
上新冠肺炎疫情，旗下租戶經營持續困
難。希慎預料，有關租戶1月生意額會
再跌兩成，因而決定將在2月至3月提
供可觀的租金減免，以協助渡過難關。

希慎去年少賺兩成
希慎去年盈利跌近兩成，扣除物業重

估後，基本盈利微升至25.8億元。但單
計下半年，就較上半年倒退14%，主要
受本港社會示威活動所打擊。
希慎主席利蘊蓮當時表示，經歷去年

「社會事件」後，現時又遇上新冠肺炎
疫情擴散，形容集團正面對近數十年來
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這些因素對業務
有很大影響，甚至比2003年沙士時更
大，因而決定將在2月至3月提供可觀
的租金減免。希慎首席財務總監賀樹人
表示，從陸續收集1月商戶營業額結
果，初步估計該月營業額跌20%。利蘊
蓮又認為，宏觀來說，香港零售、奢侈
品等業務過去數年「開得太快」，業務
規模出現整合是應該發生的，只是去年
的「社會事件」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
情，都加速了整合過程。

九倉租金分成大瀉
尖沙咀海港城商場及銅鑼灣時代廣場

亦不例外。九倉置業(1997)日前公佈去
年度業績指出，旗下尖沙咀海港城商場
去年第三季及第四季營業額分成租金分
別大跌49%及78%，海港城商場第四季
租金收入下跌12%，全年海港城商戶零
售銷售額下滑23%。海港城商場及銅鑼
灣時代廣場租戶銷售額全年均錄得下
跌，而且下半年跌幅尤甚。單計去年下
半年受到社會事件影響，海港城商場租
戶銷售額由2018同期的187億元，減少
至約102.2億元，跌幅達45%；時代廣
場下半年租戶銷售額亦跌34%。兩個商
場年杪的出租率穩企於97%。
九倉置業主席吳天海當日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爆發將是今季及下季全球焦
點，零售和酒店業預計難以倖免，旗下
商場及酒店於1月的生意進一步惡化。

太地商場銷售全線跌
此外，金鐘、太古城亦一度成為暴力

衝突災區，太古地產(1972)公佈數據顯
示，去年上半年旗下香港三個零售物業
的零售銷售額，原本只有金鐘太古廣場
購物商場因租戶裝修影響出現4.2%跌
幅，太古城中心及東薈城名店倉仍有
0.1%升幅。惟踏入去年下半年香港三
個零售物業的零售銷售額全數出現倒
退，第四季跌幅比第三季進一步擴大，
單計下半年太古廣場購物商場、太古城
中心及東薈城名店倉分別比上半年跌
12.6個百分點、3個百分點及4.6個百分
點，全年零售銷售額分別按年跌
11.8%、0.8%及3.1%。
太古地產指去年各商場零售額下跌，

主要受訪港旅客減少及整體消費意慾疲
弱影響，會有優化租戶組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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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倫樂）本港零售
業於過去大半年遭受前所未見的挑戰，修例
風波引發的暴力衝突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打
擊，多區商場變得水淨鵝飛，非日用品商舖
的生意尤其慘淡。港鐵物業總監鄧智輝昨日
亦坦言，旗下位於日出康城的新商場THE
LOHAS正面臨招租進度不達標問題，尤其
1月底疫情越發嚴重之後，不少原本感興趣
預租的商戶亦「睇定先」，至今預租率低至
50%，然而考慮到當區居民對商場配套期待
已久，公司決定將商場分階段開放，下半年
會盡快先開部分。
去年下半年社會連環爆發暴力衝突，令零
售市道暗淡，今年1月再有新冠肺炎疫情打
擊，鄧智輝表示，訪港旅客大減，尤其港人
消費意慾大幅下降，全港多間商場的商戶都
面對生意額大跌的情況，而今年將開幕的康
城商場亦受到影響，至今預租率只得一半，

主要為餐飲、娛樂、超級市場等，一些
非日用品的部分如服裝、化妝、首飾等
店舖，均已暫緩預租計劃。

居民期待已久 商場如期開幕
雖然面對招租不足的窘局，但港鐵未

有延遲開幕時間，鄧氏指，康城商場暫
訂於下半年分階段開放，現時已租出的
部分會先營業，餘下未租出的店舖則撥
入再下一階段出租。鄧解釋，這主要考
慮到日出康城現時已有約1萬戶居民，對
商場需求殷切，所以決定繼續開幕步
伐，甚至會較原來的年底開幕時間有所
提早，具體時間仍有待敲定。
據了解，商場樓面約48萬方呎，意味當

中24萬方呎會先開放。商場內的大型溜冰
場及戲院亦會開放，但因為涉及複雜裝修技
術，開放時間會延遲幾個月。

事實上，去年修例風波對港鐵業務已帶來
不少影響，除多個車站嚴重受損外，當時多
項列車服務提早結束，甚至局部鐵路暫停服
務。港鐵早前公佈全年業績，2019年港鐵

基本業務利潤下跌6.2%至105.6億元，本地
客運業務在去年全年的周日載客量下跌
4.5%，估計因為公眾活動引致車站設施損
壞而需復修和更換的費用更超過6億元。

市道續弱「一定會」考慮減租
為了紓緩黑暴及疫情對商戶的影響，港

鐵日前宣佈，減免對全線車站及13個商場
的中小型租戶今年2月及3月各一半租金，
鄧智輝昨日指出，如市道持續疲弱「一定
會」考慮減租，會留意4月市況發展，希望
與商戶共度時艱。對於有業界建議大業主
在疫情之下免收基本租金，僅收取營業額
分成，他認為，合適的分成水平難以界
定，操作上存在困難。
港鐵現時商場樓面約245萬方呎，鄧智輝

說，每年當中有三分一需要續租，問到會否
推出優惠吸引商戶續租，他指目前疫情反

覆，現階段評估言之尚早。港鐵早前向新世
界發展以30億元購入德福廣場2期及將軍澳
PopCorn2期商場，鄧認為價格合理，已反
映疫情問題。

3項目逾四千伙年內招標
港鐵項目方面，新財年將有三個項目招

標，合共提供約4,050個單位，當中將軍澳
日出康城第13期佔約2,500伙，黃竹坑站第
5、6期分別有700至800伙。鄧智輝指，港
鐵系內有新盤項目正在出售樓花，會視乎情
況再決定招標時間，但認為香港房屋需求龐
大，因此招標步伐不會放緩。
上述日出康城及黃竹坑站項目均屬最後期

數，問到之後新供應，他表示，港鐵已有多
年未有興建新的鐵路線，目前主要就鐵路沿
線設施進行研究工作，審視土地發展潛力，
包括小蠔灣港鐵車廠上蓋發展項目。

租客睇定先 康城商場預租率僅50%

利福國際去年上下半年業績對比

分項

百貨店營業額

股東應佔溢利

銅鑼灣崇光銷售額

銅鑼灣崇光客流量

尖沙咀崇光銷售額

■註：*撇除公平值變動的股東應佔溢利 ■製表：記者周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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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3.7%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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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鐵物業總監鄧智輝指，受市況不明朗影
響，不少THE LOHAS潛在租戶打退堂鼓。

利福國際
的業績

報告顯示，
集團百貨店業務
的營業額按年下
跌18.7%至35.42
億元，撇除公平
值變動股東應佔溢
利下跌 18.2%至 16.3
億元，每股盈利 1.26
元。

首次不派末期息
利福不派末期息，屬

2004年上市以來首次。管
理層於年報中解釋，鑑於
經營環境轉差，前景仍然不
明朗，不派發末期股息以保
留現金維持集團的長遠財務實
力。利福股價昨日隨大市下挫
5.52%或0.4元，收報6.85元。
集團旗下銅鑼灣及尖沙咀崇光

百貨剛好位於去年的示威重災
區，去年上下半年的數據正好分
析其所受的影響。報告指，去年

下半年，銅鑼灣崇光百貨附近的
示威活動及其他社會事件迫使業
務經常中斷，店舖營業時間縮短
或完全關閉，尤其是在第四季度
的假日購物旺季中出現，令生意
大受影響，在去年下半年共影響
了大約60個營業日。在此情況之
下，銅鑼灣崇光店銷售額於下半
年按年下跌33.8%，全年則減少
19.4%，而上半年的銷售額僅微
跌約4.8%。

尖沙咀店下半年挫46%
銅鑼灣崇光店的客流量變化更

誇張，上半年客流量跌約3.7%，
利福沒有給予下半年客流量數
據，但可從全年計客流量驟減
15.5%及逗留購買比率下跌0.3個
百分點至33.8%可以判斷，下半
年的跌幅可觀。好在平均每宗交
易額保持穩定，上半年該數字為
910 元，全年平均每宗交易額
（不包括崇光超市）為1,489元。
尖沙咀崇光店的的營業情況與

銅鑼灣店類似，更是自2015年以

來首次逆轉，上半年銷售額同比
有9.5%的增長，下半年則下挫約
46%，而全年則下跌18.8%。去
年6月起持續數月的騷亂及社
會動盪令本地旅遊業大受打
擊，嚴重影響尖沙咀崇光的
營運，因此縮短營業時間或
完全關閉，導致全年客流量
及逗留購買比率雙雙下
降。
集團管理層還在業績中

首次對來年香港零售市場
的前景感到悲觀。執行
董事劉今蟾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令中國內地已
放緩的經濟進一步受壓，或在中
短期扼殺尚未穩固的全球經濟增
長。疫情也導致訪港旅客人次及
本地消費嚴重受挫，進一步打擊
了香港經濟。鑑於前景仍不明
朗，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及潛在的
社會風波可能延續，或將進一
步損害本地的營商環境及消費
意慾，失業率預期在未來幾
個月內上升。

去年下半年起長達數月的修例風波令本港零售業大傷元

氣，訪港旅客人數大減的同時也削弱本地市民消費意慾。利福國際（1212）旗

下銅鑼灣及尖沙咀崇光百貨，去年上半年銷售額分別錄得4.8%的下跌及9.5%

的增長，下半年受示威活動影響，有60個營業日受到影響，銷售額分別大跌

33.8%及大挫46%，兩店銷售額全年計分別下跌19.4%及下跌18.8%。集團撇

除公平值變動去年股東應佔溢利下跌18.2%至16.3億元。管理層業績中首次對

來年香港零售市場的前景感到悲觀，並首度不派末期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 示威必經之銅鑼灣慘成
「戰場」，無分晝夜，令該
區零售商重創。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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