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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創立於1959年的裕華國貨，在過去逾一個甲子年

裏，以同舟共濟的精神與港人經歷起伏跌宕，即使當

前的世紀疫症使零售業陷入冰河時期，該公司連續多

個月蝕本經營，但裕華國貨董事總經理余鵬春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仍深信香港和零售業一樣打不死，

「我們已從各方面想辦法控制成本，相信生意不是死

到無得做。」左慳右慳，但始終不會吝嗇員工，一直

以來無裁員、無減薪，甚至連無薪假也沒有推行過，

反而增聘兼職以填補自然流失的空缺，他說：「僱主

僱員就像一家人，大家同坐一條船，好景時一起分

享；艱難時一齊捱，我們會作為一個『夢幻組合』團

隊戰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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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大半年，裕華國貨經歷不一樣的市道低谷。今
年1月底至2月初、正值農曆新年前後，雖然是

傳統零售業旺季，但余鵬春說：「2月時就算香港無全
面『控關』，但基本上內地旅客要來港也不容易，內
地客激減對我們的生意有很大打擊，平日旅客生意約
佔我們30%至50%收入，當中又以內地客佔絕大多
數。」
3月至4 月踏入第二波疫情，許多港人從海外回流，
並出現零星社區傳播，市民漸減少出街消費，裕華國
貨也將營業時間由朝十晚十改為朝十一晚八。其後本
港疫情雖曾得以紓緩，市民開始外出消費，但7月份
卻爆發第三波疫情，余鵬春指影響較之前兩波更大。
他坦言，今次疫情已比最初預期漫長，猶幸特區政

府的「保就業」計劃及「零售業資助計劃」令經營壓
力略為減輕，加上裕華國貨開源節流的營商手法，總
算未至於蝕到入肉，他希望保留實力撐過零售業「嚴
冬」，「相信困境並非無止境，我們已從各方面去想
辦法控制成本，但其實生意不是死到無得做。」

網店生意額有明顯增長
回顧過去大半年疫情對生意的影響，余鵬春指實體

店方面，住宅區的生意尚可以，因就算是在家工作，
市民都要買物資，只有商業區分店的生意打擊較大。
而且網上商店生意額有明顯增長，且是以倍數計，
「以前香港人不太流行網上購物，我們的網購網站每
天只有約100次瀏覽率，但爆『口罩荒』一段日子，
最高峰單日有50萬次瀏覽率，現時也有數百至一千
次。」
逆市下，裕華國貨除了抗疫用品、健康產品與中成藥

等貨品外，其餘商品均要減價吸客，以確保有一定水平
的現金流。不過，最棘手還是租金開支，他表示租金向
來是零售業經營成本所面對的最大壓力，該集團只有部
分實體店獲業主減租，「例如前一兩個月才簽訂的一份
續租合約，只有第一年不加租，第二三年均按比例加
租；加上我們本身也有租務生意，部分租戶也因為結業
而沒有續租，我們的租金收入也減少了。」

反增聘兼職補空缺
雖然疫情期間仍是每月蝕錢，但余鵬春指公司一直

無裁員、無減薪，甚至無薪假也沒有推出過，反而增
聘一些兼職以填補自然流失的空缺，「當然，今年加
薪及發花紅就不用想了，這是同事都明白及支持的；

但因生意額下降，部分底薪加佣金制同事的收入確受
影響。」
老闆關顧員工或視他們為資產一部分而不輕言裁員

可以理解，但蝕本逾半年下連無薪假都不推行卻屬異
數。余鵬春解釋，裕華國貨多年來也抱持一個大家庭
的理念，「僱主僱員就像一家人，大家同坐一條船，
好景時水漲船高，一起分享；艱難時一齊捱。」

「同事關係像兄弟姊妹」
他並透露，未有疫情前基本上很難請人，長期逾

10%空缺率，且員工中亦有逾10%是已屆退休年齡後
重新受聘者，因此實際上約有20%職位空缺率，「因
為疫情，近30名重新受聘的員工理解大家面對的難
處，自動不續約，讓工作留給那些有家庭負擔的同
事，正好反映同事們的關係就像兄弟姊妹一樣，互相
關懷。」
他續說，疫情至今尚幸並無一名同事，也未曾有到

過裕華國貨的客人確診，「公司同事能安全過一天，
已是難忘的一天，只希望明天會更好，我們必定會上
下齊心，作為一個『夢幻組合』團隊戰勝疫情衝
擊！」

新冠病毒兇猛，裕華國貨的防疫工作亦
一絲不苟。余鵬春指出，口罩是疫戰下市民
的必需品，故公司從各地搜購大批口罩，部
分捐予醫管局後，便將其餘口罩優先留給公
司商場同事使用，令他們安心，並將部分以
成本價賣給員工自用，其餘則以合理價格公
開發售予市民，「一盒50個口罩，我們從
無賣超過100元。」另外，搓手液、消毒噴
劑也放置於商場四周供顧客與員工使用，後
來疫情升級更安裝探熱鏡頭，讓顧員與顧客
出入商場時更加安心。
現時裕華國貨商場內，除了特別設抗疫

區售賣相關產品外，防疫措施更是做足，包
括設有消毒地毯及大部分收銀櫃台前均加裝
膠板等。余鵬春指出，每天也提醒同事注意
衞生，公司亦加強清潔工作，並因應最近的
疫情準備了手套及護面罩，同事可按需要佩
戴。他續說，初期未有「口罩令」時，商場

職員也鼓勵顧客戴口罩；偶有看到戴有電子
手帶的隔離人士，也鼓勵他們返回隔離地
點。
余鵬春明白進食的「播疫」風險高，故
關注同事的用膳問題，特地在商場內劃出部
分位置作為用膳區，「許多同事都帶飯回公
司，他們可在那處進食，我們安裝了隔板，
每名同事也是獨立用膳，別那麼親近，理論
上安全一點。」
另外，公司亦安排部分員工選擇在家工

作；如有員工居住的大廈有確診個案，則會
要求他們自我隔離14天。余鵬春說：「同
事們均十分負責任，當知道其大廈有確診個
案，會自動致電通知，至今有數名同事所住
大廈有確診個案，有人的大廈前後兩次有住
戶確診。」
他補充，公司已作好應變方案，萬一有
員工或顧客確診，會為商場進行深度清潔。

一場世紀疫症改變了全球人類的生活，相信他日疫情過後，不論是
人們的生活習慣，抑或企業的經營模式，也會作出轉變，進一步網絡
化也成為商界必然的趨勢。余鵬春指出，疫情令香港市民對網上購物
有更深認識，「甚至有上了年紀的人打來我們熱線，說已下載了我們
的App，問我們一些操作上的問題。」另一方面，他指保健及防疫產
品於可見將來的需求亦會大
大增加。
余鵬春指出，疫情令大眾

對網上活動更認識，例如透
過互聯網或App外賣食物的
需求直線上升，將來的銷售
模式必然有所變動；而市民
對衞生與抗疫的意識增強，
銷售產品的策略必然會作出
調整，包括更加注重提升免
疫力等保健產品。
他續說，疫情下公司也多

了網上會議，「雖然同事主
要也是回公司上班，但有些
分店同事都不用特地回來公
司開會，只需進行視像會
議。另外，我們於新加坡有
分公司，從前我差不多每個
月也飛一次（去新加坡）巡
視業務，如今則靠網上資料
了解情況，這些都是疫情帶
來的改變。」

今次疫情對整體經濟與勞動市場帶來巨大衝擊，不少人也會將之與2003年的
「沙士」比較。余鵬春認為，今次疫情帶來的影響比「沙士」時更深、更慘，
且香港在疫情前更先後經歷中美貿易戰與去年的修例風波，實在需要港人重新
團結起來、重新出發，因此裕華早前與逾1,500名社會人士發起成立「香港再
出發大聯盟」，除發起不裁員承諾行動外，聯盟成員彼此共同捍衛「一國兩

制」，推動香港戰勝艱難，重新出發，
再創輝煌。
余鵬春憶述，「沙士」時他正擔任香
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完全理解當時的
苦況，「那時零售業確實很慘，沒有什
麼人出街，不過出得街還會消費，且當
時仍有啲遊客，相比之下今次疫情的影
響更大。」他續說，「沙士」的影響期
較短，約為當年的3月至5月份，到6
月份經濟已開始復甦，其後又有CEPA
及個人遊刺激，可於短時間內出現V形
反彈。
不過，他指今次疫情卻是由1月份至

今從來無停過，且屬全球性爆發，雖然
死亡率較低，但傳染性高，加上有隱形
帶病毒者，令市民恐慌，「只要看看防
疫商品比『沙士』時多許多就知道了
（疫症嚴重性），只希望大家的衞生與
防疫意識可維持更久，戰勝這個將來勢
變成風土病的病毒。」他又希望香港各
界可團結起來、重新出發，同時令海外
旅客知道香港仍安全，仍是旅遊勝地。

銷售更趨網絡化
保健防疫需求增

疫情連綿超沙士
港需團結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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