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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已久，期間本港曾實施史
上最嚴格限聚令，尤以婚禮及婚宴等高風
險人群聚集的活動受到嚴格規限，回憶今年
3月底時，婚禮限制不能多於20人參
與，雖5月曾逐步放寬限制，但亦只
短短維持約2個多月，7月中第
三波疫情下，婚禮人數更重調
至上限20人，婚宴限制亦
明顯加強，令不少新人只
能選擇延期或改以其他
簡單儀式結婚，本港
的婚嫁產業受到猛烈
重擊。

荔枝角青山道
一帶曾有多間婚
紗店聚集，但疫
情下行業生態急
轉直下。婚紗店
Classy bridal老
闆Candy慨嘆，
青山道年初還約
有15 間婚紗舖，
但從疫情初期到
現在，前後已有
超過10間結業。她
說公司今年本有計
劃到台灣開設婚紗
店，但疫情下資金大
減，拓展大計無奈要暫
時擱置。她認為，即使有

疫苗，疫情受控，經濟環境
亦要到明年中才會

有起色。而為了「撐」到明年中，Candy說自己
不斷思考如何增加收入，甚至開辦化妝或護膚課
程等。所幸這類課程可以單對單，且能線上授
課，疫情下仍有一定生意，令她仍能保持收入。
她表示，最近接觸的婚嫁同行亦各自尋找新

財源，甚至轉行，個別化妝師轉做直銷，亦有人
轉行賣保險。Candy苦笑說，「限聚令下，市民
消費意慾真係好低，我最近都要減價去吸引
人。」在成本一樣的情況下，個別婚紗組合套餐
甚至要由5,000元起，減至3,000元出售。她坦
言，經營成本最貴在於舖租，政府資助雖有一定紓
緩，但生意淡靜下幫助亦有限，期望政府能控制
好疫情，業界才能有真正起色。
至於前景，Candy難掩心灰意冷，指因現時

香港政經環境複雜，加上全球經濟衰退，相信經
濟難復昔日光景，有想過是否繼續在港營業，亦
有打算直接走到外國發展。

長輩堅持擺酒愁煞新人

而接連關閉的婚紗舖更連累新人的婚嫁準
備。Candy透露，目前她接觸的客戶大部分延
期，取消的客戶只佔一成。因為結婚涉及兩邊家
長，即使年輕夫婦想取消或改成旅行結婚，家中
長輩也未必同意，反而會堅持擺酒，「新人
其實都好頭痕，疫情下有寧願加錢直接轉出
年。但亦未必樣樣順利，就好似其他婚紗公司
無奈要倒閉時，對新人臨時臨急婚紗、攝
影、MC（司儀）去邊度搵呢？因為間公司執
唔會幫新人善後，所以有新人到講番佢
情況，但我的攝影師或化妝師因為多人延
期，又畀人一早hold期時，我都好難幫到
佢。」

當局昨日公布新一輪的社交距離措施（本周五生效），其中婚禮
（非婚宴，不許飲食）出席人數上限由20人增至50人，為本港早前幾
近停擺的婚嫁行業注入一絲生機。惟不少新人此前已將婚期押後，大
批婚紗店還未等到相關措施放寬就不得不黯然結業，無薪假更成業內
常態。為求生存，有婚紗攝影師轉做送外賣、揸的士，化妝師
也轉行賣保險，留下來的人更只能盡力轉型，如運用

即時通訊軟件提供戀愛諮詢服務等方式，維
持收入。

9 月至 12
月為婚嫁行業傳統
旺季，但今年疫情之下恐
旺市不再。開設攝影工作室的
Dennis Mok接受訪問時大吐苦水，「今年我當SKIP
（跳過），在婚攝方面全年預計零收入。」他指，
因全年婚禮幾乎都改期，許多是直接延期到明年或取
消，連客人本身都未知有何打算，行家都無所適從。
他語氣無奈說，「 家連戶外影婚紗相都要戴口
罩，咁點影呢？影一兩張就話，成輯都係戴口
罩，無新人會接受。」

盼明年行業復甦

Dennis續說，有不少同行如化妝師、燈光、音
響及攝影師等已索性轉工，「家有去做外賣，
有開的士，都無辦法。」而他公司一向主力拍攝大
型婚禮，團隊成員大約十多人，現時大部分放無薪
假，包括他自己。至於政府資助方面，他認為
作用有限，因政府未有針對行業提供資
助，而且行業不少工作人員屬自僱性質，
最多只能有7,500元資助，但有些
人沒有強積金戶口，就未能受惠
政府保就業計劃等措施。而因應
疫情嚴峻及行業生態轉變，公司
原本有3間攝影工作室，現時亦已
集中到一間，以控制成本支出。
不過Dennis認為，若疫情

明年能穩定下來，行業或會出
現另一個「爭資源」景象，因
屆時兩年的婚禮逼在一年內舉
行，資源不足下，或會出現新
人爭場地、爭婚攝等情況，
「成個行業等緊放寬限聚令」。

婚
攝
收
入
近
零

婚
攝
收
入
近
零

放
無
薪
假
轉
業

放
無
薪
假
轉
業

現時經營One And Only Wedding的資深婚
禮統籌師及婚禮司儀譚海祥（Billy Tam）
接受訪問時坦言，公司雖同時有極速
約會等業務，但自去年修例風波後，
「生意已無兩三成，現在（疫情）
更嚴重，只餘下兩至三成生意。」
Billy透露，自疫情爆發後，所接觸

的婚禮幾乎全部延期，有一宗更是直接
取消婚宴。他憶述5至6月時，公司
極速約會的業務生意曾回復到正
常以上，尤其一對一配對服務的
生意突然大幅上升，估計「可
能有報復性消費」，但無奈
7月又回復原狀。他苦笑說，

「大家（準新人）其實把心一橫，多數直接延到
下年」，導致他在 2月後再沒接過婚禮司儀工
作，情況前所未見。

Billy更直言，今次疫情的連鎖影響會較長期，
「因為過呢段時間後會多班人失業，經濟差新
人會變得不捨得花錢，而婚禮司儀工作本身在婚宴
中並非必須外聘，許多人為省錢會直接找朋友頂
上，因此相比婚紗或化妝等情況更不樂觀。」
面對近乎零婚宴的惡劣環境，Billy 索性轉

型，4 月開設YouTube 頻道教人「追女仔」，現
時已有十多條片，既可開拓知名度，亦能有收
入，且因他運用即時通訊軟件提供一對一戀愛諮
詢服務，收費教網友如何追女仔或改善形象，近
期已經收到幾個諮詢。

統籌師轉型拍YouTube教追女

青山道婚紗舖
15間關了10間

■■婚紗店老闆婚紗店老闆CandyC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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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嫁業運滯婚嫁業運滯
婚期疫阻滯婚期疫阻滯

■■從事攝影的從事攝影的
Dennis MokDennis Mok。。

■■資深婚禮統籌師及資深婚禮統籌師及
婚禮司儀譚海祥婚禮司儀譚海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