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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籲商場以營業分成代底租 締造雙羸
新冠肺炎肆虐，本港吉舖湧

現，據美聯工商舖資料研究部數
據，今年7月份至8月份四大核心
區（尖沙咀、旺角、銅鑼灣、中
環）空置舖位增至945間，較去

年首季升37%，空置率達12.6%。情況如此惡劣，
仍有業主企硬不減租。美聯工商舖行政總裁黃漢成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業主規模愈大，企得
愈硬，他分析有三大原因，包括業主議價能力高，
舖位靚，不愁無客租；租約辣，不怕租客走；業主
舖位多，恐減租會引連鎖反應。
黃漢成引用最新統計顯示，尖沙咀、旺角、銅鑼

灣、中環及元朗5個地區共有1,151間吉舖，由於上

述地區街舖佔全港兩成，推算全港最少有4,000間丟
空街舖。以行業計，四大核心區商舖數目減少得最多
是飲食，佔23.1%，其次是衣服/鞋履/皮具，佔
10.3%；反而化妝品/個人護理商舖僅佔2.5%。至於
在民生區，民生必需品商舖則「疫」市上升。

大把租客等緊 唔租無所謂
黃漢成表示，街舖結構已有極大變化，例如有

舖位會因為鄰近吉舖湧現，遂調低租金三成至四
成，但集中於小業主方面。他坦言，業主規模愈
大，特別是商場業主，企得愈硬。黃漢成分析，商
場舖位靚，不愁無客租：「啲舖一般都有waiting
list（等候冊），大把租客等緊，所以你唔租，佢

（業主）會覺得無所謂。」而且大業主，尤其是大
發展商的租約都相當「辣」：「佢哋啲合約一般都
會寫明，你就算用公司名義租，違約、賠款都要你
個人上身，所以不怕你走得甩或欠租。」黃漢成續
說，很多大業主都是上市公司，舖位多，怕一旦減
租會引連鎖反應：「佢好難同啲股東交代。」
不過，黃漢成還是呼籲商場業主以營業分成代替

底租，為期半年締造雙贏局面，並增加商場推廣及刺
激消費方案共同在疫市裏尋找出路；街舖業主則可下
調租金三成至五成，為期半年；若果現時是吉舖，應
參考市場成交價以市價放盤，並加長免租期、提供裝
修期補貼予租客，同時接受租客以銀行擔保代替交付
按金的做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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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接連受黑暴

及新冠肺炎疫情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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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名店林立、遊客如鯽的沙田新城市、APM、海港城
等各大商場，在國慶黃金周結束後，回復門可羅雀慘況，不
少名店職員「拍烏蠅」，互相打牙骹消磨時間，過往招待客
人忙得不可開交的盛況已不復見，部分舖位更已丟空。
其中，時裝連鎖集團G2000位於海港城港威商場的分

店，今年8月因為拖欠部分租金被業主入稟追租，在限期
前仍未清還租金下，執達吏之後曾一度接管舖位。
身兼G2000主席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疫情下零售業根本無生意，該店於今年2月
開始只能每月交一半租金，執達吏接管後遂拍賣店舖貨品
清還部分欠款，之後業主再追討其餘欠款，拉拉鋸鋸至今
該分店仍營業中。

名店「拍烏蠅」減租「唔夠救命」
他指出，G2000全港有逾30間分店，涉及約20個業
主，絕大部分都有減租，但幅度遠遠「唔夠救命」，「最
慘是疫情初期完全無生意，人人都覺得業主應減租，佢咪
減你一半租金；到八九月份多了港人外出消費，業主減租
幅度便普遍回復至約兩成至三成，但社會上已經無幾多人
會同情租客，其實未有遊客，多了港人那一點點本地消費
都幫補唔多，尤其當業主的減租幅度收窄，慘況根本無異
於疫症初期！」
田北辰續說，不同類別的零售商，生意狀況可以相差很

遠，「例如8月份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年跌13%，但服

裝跌幅高達29.6%，超級市場卻不跌反升10.8%。」
然而，他指業主往往於減租問題上「一視同仁」，但作

為一個負責任的業主其實應對症下藥，按不同零售類別與
公司的銷售數據決定是否減租，以及幅度多少，而不是
「鐵板一塊」不理租戶情況入稟追租。

海港城先後入稟追租近50次
香港文匯報統計發現，截至9月底，海港城先後入稟

追租近 50 次，涉款 2,300 萬元。最近，服裝品牌
Superdry於海港城海運大廈3樓的分店被入稟追租。
入稟狀透露，雙方於今年簽訂為期一年租約，被告5
月起以月租逾12.4萬元承租涉事舖位，並負責支付冷氣
費、宣傳費及地租等雜費；但自租約生效以來，被告從
未支付租金及雜費。
論涉及金額之高，則是沙田新城市廣場稱冠，入稟43

次，共追款近2,360萬元，被追租的商戶包括喜茶、鐘錶
行「TIE TAC TIME」、PIZZA EXPRESS等，欠租同
樣數十萬元至百多萬元不等。
持有新城市廣場和APM的新鴻基地產，發言人表示早

前已為大部分租戶提供數個月的租金寬減，更投放超過
6,000萬元作商場推廣，本月將額外投放1,000萬元作消費
獎賞回贈，以刺激消費，協助商戶提升生意額，應付疫情
帶來的挑戰。
至於海港城，截稿前未有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去年的暴力衝擊已傷及香港經濟的元
氣，今年初再爆發新冠肺炎，小商戶的營商環境雪上加霜，人工、雜費都
可以調控，但偏偏每月最大的租金開支慳無可慳。尖沙咀加連威老道的樓

上舖因生意一落千丈，無力交租，更有被業主追租追到破產收
場，也有到處籌錢只交到七成半租金，竟被業主追交

欠款利息，而且業主一句「合約精神」，不肯
減租之餘，商戶明年更要按合約規定逆

市加租15%，被迫到死角的小商戶
說：「毫無人情可以講，最衰
係佢（業主）自己要求人
哋合約精神；當要佢履
行業主責任維修單位時，就左推右搪。」

業主和租客是唇亡齒寒的互相依存關係，但逆市下總有一
些業主較短視，只着重眼前的利益。Don去年2月以4.5萬
元承租加連威老道樓上舖位，開設香水店。開業4個月
就撞上6月的修例風波，生意額大跌一半：「尖沙咀
係衝突嘅重災區，加連威老道成日封晒路，都無人
行點會有客？」Don當時已向業主提出減租的請
求，惟對方以一句「合約精神」拒絕。

唔係要減租 想要時間喘息
至去年底，Don的生意稍有起色，減租一
事不了了之；惟今年初，疫情爆發，Don
再向業主懇求減租，並提出雙贏方案：
「我同業主代理講，4.5萬元租，你每個
月收少一兩萬元，明年或下一份租約，
我每月多交一兩萬元。其實我唔係要減
租，而係想要時間去喘息。」
不過，Don收到的回覆又是「要跟
返合約」，最終租金仍是「一蚊都唔
減」。
疫情反反覆覆，Don的生意大跌七

成至八成，現時每月蝕近4萬元，積蓄
也用作補貼租金，但實在難頂，只能交
約七成五租金，業主馬上出律師信追租
兼罰息，Don只好向親友借貸交租，還
要繳交3,000多元的利息。Don直言：
「隔籬幢大廈全部單位都減晒租，我哋
呢一幢，全部單位係咩都無減。」
Don原本以為捱到明年租約完結，噩耗

就結束，誰不知原來他簽的是3年死約，
合約規定明年2月起，租金由4.5萬元加至
5.2萬元，逆市加租15%：「當初我同地產
代理講明係簽兩年死約加一年生約，代理畀
一份40幾頁英文合約我，話啱㗎啦，照我哋意
思去訂合約，我信佢就簽咗，點知原來係3年死
約。」Don也曾跟業主談判，希望可讓他中途退
租，但回覆又是一句「合約精神」。

指叫業主依約維修 突無「合約精神」
Don指控，業主

一 直 講 「 合 約 精
神」，但其店有僭建、

漏水、石屎剝落等問題，
Don多番要求業主修繕，對方

卻不斷拖延：「叫佢做維修就突然
無晒『合約精神』，喺度左推右推。」

Don樓上的拳館因欠租近17萬元而被業主入
稟，據悉租客選擇破產了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除了大型商場，屋邨
商場也掀入稟追租潮，領展旗下的樂富廣場，最少入
稟20多宗，追租150萬元。領展發言人表示，旗下商
戶按租約向領展自行申報其每月營業額，領展一直密
切觀察租金成本佔商戶營業額的百分比，在今年6月
底，有關數值是15.9%。有關數值反映商戶的租金負
擔加重，領展發言人亦承認有關數值較之前輕微上
升，但強調屬合理水平。
為了紓緩商戶的經營壓力及維持穩定的出租率，針

對租金成本佔營業額比例較高的商戶，以及受疫情打
擊較大的商戶，領展早於今年2月已推出商戶「同舟
計劃」，其後兩次加碼至6億元。
於本年6月30日，領展的香港零售設施出租率為
96%，與之前大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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