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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歷大半年修例風波，再遭新冠

肺炎疫情打擊，包括酒吧在內的一些娛

樂場所，生意可謂一落千丈。資深投資

者許畯森持有一間位於西營盤的酒吧，

由去年中修例風波後，生意已大跌三分

一，最近受疫情影響再跌八成，雖然業

主願意減租三分二，但面對艱難經營環

境，酒吧亦被迫改變營運模式維持生

計，由以往每天營業9小時，縮減至營

業3小時。他苦笑：「現階段都無咩可

以做，只有繼續撐落去，撐唔到落去就

只能結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在旺角賣小食的肥姐小食店東主余
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下個個都戴口罩，任何飲
食行業生意都差」。

「成條街都無人」生意跌七成
余生賣小食已有50至60年，儲了超過50年熟客，連著名導演徐克

等名人也有來光顧，目前已有3至4代人幫襯，去年即使有社會運
動，也有不少內地觀光客來光顧，保持一定生意額。不過現在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自農曆新年後生意明顯轉差，生意額大跌七成，目
前舖頭僅靠熟客生意苦苦支撐，熟客佔了九成，直言「少啲號召力都
死」。
被問及員工情況，余生表示，「佢哋幫我賺咗好多年錢，都要分啲

畀佢哋使」，表示不會減薪，最多都是要求他們現在多放假，待將來
市況回復時再多上班。余生指，現在個個都怕中肺炎，「唔好話有無
人排隊，係成條街都無人！」他又稱，大多數顧客都只會外賣拿走，
不會逗留在店外，令人流更冷清。余生無奈指，本來預計疫情6月底
會完結，但現在外國亦爆發疫情，零售飲食很受這些「大圍」因素影
響，無法估計會何時完結。
雖然政府推出抗疫基金，但由於未有查閱詳細內容，他稱「唔知有

冇得申請」。余生大呻，「我哋有十幾個員工要支人工，再加十幾萬
舖租，皮費（開支）好重， 家生意額得返平時三成，預咗要蝕」。
他早前表示，正計劃租約期滿後就搬去面積更大的舖位，已有幾個業
主跟他接洽。

旺角肥姐小食
「全靠熟客幫襯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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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
玲）經營連鎖粉麵店約20年的
成先生指出，未爆發疫情前在九
龍區有7間分店，惟1月底爆發
疫情後生意額只剩約兩成，惟有
讓兩間分店結業，另外1間暫停
營業，餘下4間分店則縮短營業
時間以減輕成本。成先生慨嘆
指，去年中社會運動開始，生意
就一路下跌，生意大約跌了一
半，但經營仍勉強捱得住，現時
又遇上肺炎疫情，經營環境真的
很差，尤其是尖沙咀區是近乎零遊客生意，「即使不用我交租，單是
人工和燈油火蠟，每間舖一個月都要蝕廿萬！」
成先生指過往主要做遊客生意，如內地、東南亞和歐美客，受疫情
拖累目前是近乎零遊客，即使有小部分本地客和附近寫字樓熟客的生
意，也不能彌補沒有遊客的損失。
被問及餘下4間分店能否捱過今次難關，成先生表示很視乎疫情變
化，為了減輕成本部分員工已放無薪假，食肆人手減少約三成，營業
時間則縮短四小時，「以目前自身的儲備基金加上申請政府的抗疫基
金，我估計最多可支撐到6月，如果到6月疫情仍未有好轉，恐怕要
面臨結業的命運。」

領抗疫基金 最多捱到六月
政府早前推出「防疫抗疫基金」，設立食物業界別資助計劃及持牌
小販資助計劃，向受疫情影響的食物業界別及持牌小販提供財政資
助。資助於本月5日開始接受申請，截止日期為5月4日下午5時。成
先生在接受申請首天，已到達由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為業界提供
即場辦理申請的簡介會，希望盡早申請抗疫基會以獲得資助。申請政
府的抗疫基金對營運有否幫助，成先生認為「可以頂到一時，但救唔
得耐」。
政府早前提出成立3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並已獲立法會通

過，當中約37億元用以資助食物業界。食物業界別資助計劃分為兩
個資助類別，合資格並營運中的普通食肆、水上食肆及工廠食堂的持
牌人可獲一次性20萬元資助；而合資格並營運中的小食食肆、新鮮
糧食店、食物製造廠、烘製麵包餅食店及燒味及滷味店的持牌人則可
獲一次性8萬元資助，預期可分別惠及約12,000個及約16,000個相關
的合資格持牌人。

尖沙咀粉麵店
「未計租金 月蝕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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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營業縮至3小時 生意跌八成放無薪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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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名叫「Bar Tomoko」，已
經開業幾年。由去年中修例風

波開始，酒吧生意就大受影響，他
估計當時生意少了大概三分一，
「個陣開始啲人少咗出嚟娛樂。」
直至今年1月開始，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市面彌漫恐慌情緒，酒吧
更接近「零生意」，相比正常時
候，生意額至少大跌八成，生計雪
上加霜，酒吧員工 2月份放無薪
假，既是出於實際疫情考慮，亦因
為酒吧實在無生意。
最近幾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都

因人群聚集而集體感染，連港府亦
呼籲市民減少聚會，直接令酒吧及
其他娛樂場所生意大受打擊，成為
今次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之一。由
於生意不景，他的酒吧亦因應狀況
已縮減營業時間，由以往下午5點
至凌晨2點，營業9小時，縮至現在
只做3小時，縮減營業時間足足6小
時。

餐廳瀕結業 旅巴無人租
「酒吧多數請part time(兼職)，

家做3個鐘，部分員工連車錢都蝕

埋，最後可能自行離職。」他認為
政府應實際了解市民需要，例如為
長距離上班人士進一步提高交通津
貼等，實質幫助打工仔。而由於社
會仍有零星暴力示威活動，加上疫
情仍未受控，他亦只能望天打卦：
「3月份疫情感覺好似緩和咗，希望
生意會有好轉。」
除持有酒吧外，許畯森還有其他

一些生意，如餐飲業、旅遊巴/校巴
出租、財務公司、物業收租等，其
中一間餐廳「太爺雞」在修例風波
後，生意大跌三至四成，最近生意
更差，已瀕臨結業邊緣。而旅遊巴
則因為旅客大跌，導致不少旅巴面
臨無人租用的窘局，因此公司將每
架旅巴的租金已下調三分一，希望
吸引客戶租用。

持逾20間街舖 收租大減
而表現較好的業務為財務公司，

只因市況轉差下，多了人向公司借
錢。另外，他私人持有的廿多間街
舖，因大部分位於核心區，受頻繁
的示威活動影響，舖租亦因應情況
作出調整。其中10間受到較大影響

的街舖已經因應個別月份表現而減
租，少量店舖則作減差餉及管理費
的安排。至於1間經營娛樂場所的
街舖，2月份直接免租。
「如果唔減租根本做唔住，吉咗

間舖又可能要等半年先有租客，因
為好多人都怕家租太貴，寧願等
市況再差啲先租嚟做生意。」問到
今後有何對策，他說：「今年應該
唔會加人工，其實疫情都會有過去
的一日，最擔心係修例風波仍然未
完結，而中美貿易紛爭仍在，內地
經濟亦轉差，家各行各業萎縮，
造成個影響可能更長遠。」
據政府統計處數字，對比去年第

4季與2018年第4季數據，酒吧的
總收益以價值計及數量計分別下跌
14.5%及17.4%。
而翻查資料，酒吧業的總收益其

實自去年下半年開始下跌，最差的9
月份，價值及數量指數分別跌至
88.6點及86.7點，與去年高位4月
相比、亦即修例風波前，當時兩者
分別報121點及118.9點。換言之，
酒吧業去年生意高低月份差幅高達
27%。

被裁水吧師傅
「一個月未搵到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原任職茶餐廳
水吧師傅的王先生，今年
春節過後不久就失業，現
在只能靠食「老本」，幸
好住公屋沒有太大租金壓
力，只能「慳住使」直至
找到工作為止。
王先生原本在馬鞍山的米線店返夜更工作，疫

情爆發後，人流就更少，很多同業都結業裁員。
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自年初四開工
以來，餐廳生意都很靜，至2月頭公司向我表示
因生意不好打算炒我，7日通知便離職了，至今
都未搵到工。」
因年紀大、與餐廳東主亦未必合得來，王先生

表示，自己近年多數做短期工，做了很多不同餐
廳，「去年6月出現社會運動後，交通不便，少
咗人出街，寧願在家附近吃飯，屋邨的餐廳生意
好少少，但旅遊旺區的影響就較深。」他認為，
作為局外人很難評論政治，但希望大家都能一人
讓一步，盡快結束紛爭。
他指出，都有留意到去年以來內地客有一定程

度減少了，「其實2003年沙士後推出自由行不
只令餐飲零售受惠，對全香港都有幫助，不過反
而可能是將物價推高了。」他憶述，本港餐飲好
景時，找工作很容易，而且多數做長工，不會像
現時動輒就裁員。

看淡餐飲業前景 考慮轉行
王先生預計，未來香港餐飲業都很難做，一來

疫情可能再由外面傳入香港，社會事件他更看不
到何時會解決，「始終本土消費力有限，加上現
時這麼多人失業，哪有這麼多人出外食飯？」
雖然面對失業的困難，家中仍有一女在學要供

養，王先生仍不失樂觀，「慳啲使暫時一兩個月
都不會有太大經濟壓力，即使找不到餐飲業，自
己亦可做其他行業，人工低都至少有收入，不會
擔心得太長遠。」

■王先生上月被裁。

資深投資者許畯森
經營酒吧、餐廳、出租旅遊
巴、出租街舖等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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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撐唔到落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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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肆虐新冠肺炎肆虐
下下，，朋友聚會朋友聚會，，
可免則免可免則免，，娛樂娛樂
場所內再沒場所內再沒歡樂歡樂
聲聲 ，， 酒 吧 無 生酒 吧 無 生
意意，，食肆亦瀕臨食肆亦瀕臨
結業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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