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本港發展逾30年歷史的英資馬莎
百貨（Marks & Spencer），最近決定向
阿聯酋投資者出售港澳零售業務，日資
百貨UNY母企FamilyMart亦傳出擬出售
旗下香港零售業務，令人憂慮香港百貨
公司行業的前景。

裕華：傳統工藝添西式元素
屹立本港近60年歷史的裕華國貨，

其佐敦總店為自置物業，雖然免卻租金
成本的一大挑戰，但面對市場競爭，該
公司近年積極重塑品牌形象，例如推出
「旗袍DIY」工作坊，還夥拍本地時裝

設計師，為傳統旗袍引入創新元素，打
造中西合璧的產品，冀擺脫昔日 「百貨
公司等於老土」的形象。

「李小龍當年也會逛百貨公司，時
下消費者流行逛shopping mall（購物商場
），逛百貨公司？太老土了吧！不過，
國貨也有新式國貨的。」裕華國貨第三

代傳人、董事總監余偉傑指出，過去10
年零售市道好景，是自由行造就的特殊
因素所致，百貨業要不革新，要不遭淘
汰。

余偉傑續說，引入工藝品、藥材等
國貨亦有很多學問，裕華國貨正要突出
具文化底蘊的獨特定位，做到薪火相傳。

事實上，全球百貨公司面對同樣的
困局，是來自大型商場充斥的挑戰。昔

日百貨公司標榜售賣 「百貨」，什麼貨
品也一應俱全，如今的商場等同放大版
的百貨公司，要品牌有品牌，要多種類
有多種類。

一田百貨行政總裁黃思麗形容，以
往百貨公司儼如 「收租佬」， 「給你位
置擺放貨品銷售，但不會幫你管理貨物
」。她指出，由於每個品牌也有其定位
，因此經營百貨也要懂得管理客人的貨

品內容，要多與供應商溝通，隨時因應
市場而對貨品作出調整。

一田：更新貨品免淪補貨場
「以前五櫃貨賣兩季，現在消費模

式改變了，顧客要求高，銷售周期縮短
了。」黃思麗直言，銷售獨家貨品已不
足以致勝，貨品多元亦是重要的一環。
以零食類為例，市面上有不少售賣零售

的店舖，759阿信屋、零食物語、優品
360等，專攻零食愛好者。

「大家也售賣薯片，但我店今天賣
梅味薯片，兩天後有新貨柚子味的。」
黃思麗表示，百貨公司要不時推出新貨
吸引消費者，否則只會變成消費者心目
中的 「補貨」場地。

她提到，未必所有貨品適合在百貨
公司銷售，例如衣服類別，畢竟消費者
對服裝品牌的認知度高，要選擇個別品
牌可直接到相關專門店選購。不過，內
衣褲、小童服飾、泳裝及小型家電等類
別，由於種類較廣泛，較適合安排在百
貨公司場景銷售。

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來自百貨公
司的零售業銷貨價值約佔整體10%水平，
單計2017年12月份，百貨公司的臨時銷
貨值按年增長4.3%至50.68億港元。

老百貨店求變 去舊迎潮
消費周期縮短 貨品流轉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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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數香港百貨公司最風
光時期，莫過於上世紀80年
代至90年代，當時的百貨公
司是市民購物的重要場所，

由衣服、食品、生活用品等一應俱全。
資料顯示，香港出現第一間本地百貨

公司可追遡至1900年1月，由馬應彪與另
外11位合夥人創立的先施公司，首間店舖
設在中環皇后大道中。

到1907年8月，由郭樂及郭泉於皇后
大道中167號開設永安公司。先施、永安
，加上1911年成立的大新公司，還有後期
成立的中華百貨，被喻為當時的 「四大百
貨公司」。

不過，面對上世紀30年代美國出現經
濟大蕭條，席捲全球，本港的百貨業難逃
一劫。直至本港 「三年零八個月」的戰後
百業待舉，市民對日常用品的需求甚殷，
整個百貨市場重新活躍起來。

80年代百花齊放
翻查記錄，本港第一間開業的國貨公

司，是1933年開業的中國國貨公司。國貨
公司的黃金時間要算是60年代，港人最為
熟悉、至今仍然營運的裕華國貨便是在
1959年開業。

到80年代開始，日資百貨迅速崛起，
三越、東急、八佰伴等日資百貨進駐本港
，掀起日資百貨熱潮，令國貨公司的生意
此起彼落。不過，面對日本經濟泡沫爆破
，日資百貨陸續撤資。其中，日本東急百
貨早於1982年落戶本港，經營16個年頭，
最終以租金上升為理由而決定撤出香港，
並由新世界集團接管。

香港崇光百貨母企日本崇光在2000年
因背負巨債而破產，華人置業的劉鑾雄及
周大福的鄭裕彤以合共35億港元，收購香
港崇光百貨。

另外，日本西友株式會社在2005年，
把開業15年的西田百貨出售予新鴻基地產
，後者將西田改名為一田百貨，繼續走日
式生活百貨的路線。

物換星移
百貨業歷經百年滄桑

馬莎百貨決定把港澳零售業務，
轉售予長期合作的中東夥伴，自家集
中資源發展英國大本營，此消息一出
，資本市場視之為一宗再正常不過的
交易，消費者的反應亦似乎不大，反
正百貨店購物不見得是潮流。

昔日英資百貨頗受消費者歡迎，
馬莎作為自主品牌，更是中產人士的
購物之選，只可惜一直以來，馬莎並
沒有多搞宣傳推廣，加上自主品牌從

來較少以打折扣吸引顧客，隨着其他
後來的新式百貨公司陸續加入競爭，
馬莎只呆呆坐落於中環鬧市的一角，
知名度下跌造成乏人問津的尷尬場面
，正好反映自主品牌不進則退。

馬莎撤出本港市場，不單因為多
年來經營過於保守，更多的是反映百
貨公司在港的發展空間遇到瓶頸。現
今的香港社會，貧富懸殊造成消費者
兩極化，要不像富裕人士閒逛名店，
要不像一般市民以划算為消費尺度，
走向大眾品牌以及網購，反正就是遠
離百貨公司門口。

經濟環境不是好景一大片，普羅

大眾的消費與生活習慣亦逐漸改變，
百貨公司真正受歡迎的日子，只餘下
優惠日、減價周。這些日子大家才會
瘋搶半價行李箱，將化妝品部門擠得
水泄不通。以往銅鑼灣某大型百貨店
發起為期十多天的減價周，顧客反應
熱烈，近年延長至20天，便是看準 「
減價能吸引消費」的心態。

大江東去，不進則退。百貨公司
難以單靠減價留住消費者，品牌推廣
、新零售模式、科技元素等策略，在
零售界更不可缺。長江後浪推前浪，
發展過於保守，最終只會從拓荒者淪
為拾荒者，被迫退出歷史舞台。

定位趨模糊 百貨店只剩減價周
新 聞 分 析
大公報記者 李潔儀

百貨公司以貨品林立見稱，但並
非每類貨品都受歡迎。藥物、化妝品
及梳洗用品在百貨店所佔份額較高，
其中，同一百貨公司通常齊集各大型
品牌化妝品，在促銷期內的銷售額往
往很標青。

崇光減價十天佔半年銷售30%
撇除超級市場部門，在百貨公司

銷售的貨品種類中，每100港元銷售額
，便有約28元來自藥物、化妝品及梳洗
用品。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17年全
年來自有關種類的貨品銷售額達136.12

億元，較2016年增長12%，是非超市部
門貨品中，銷售升幅最大的種類。

以銅鑼灣及尖沙咀崇光百貨為例
，根據其母公司利福國際的年報資料
，兩間崇光店去年五月舉行感謝周活
動，埋單計數，為期十多天的活動銷
售收入錄得近14億港元，佔利福國際
半年銷售額三成比重，化妝品類別大
賣一個滿堂紅。

除了衣履、電器用品、旅行及體
育用品，超級市場部門亦是百貨公司
的重要元素，例如專門銷售日式食品
的，最為 「吃香」。前身為西田百貨

的一田百貨，早於2011年開設純超級
市場店舖。

一田研開嬰兒用品店
一田百貨行政總裁黃思麗表示，

畢竟百貨公司所需的樓面面積較大，
在本港難以找到合適且面積足夠大的
舖店，因此需要研究不同的發展模式
，除了單獨的超級市場店舖，一田百
貨亦研究開設售賣嬰兒用品的店舖，
惟目前首要任務是改進現有的業務，
下一步才考慮是否引入 「小百貨店」
的經營概念。

藥物化妝品最吃香 銷售額標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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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10月 11月 12月9月

（
億
港
元
）

零售貨值(億港元)

44.20

34.28 34.25 34.94
33.29

36.59 37.02 37.76

40.14

4545..5252

50.68 (預測)
49.53

-10.1%

◀百貨公司的超市部門
甚受消費者歡迎

◀國貨公司部
分藥品仍然受
消費者歡迎

▶裕華推工作坊，
打造中西合璧旗袍
產品

▲裕華國貨第三代傳
人、董事總監余偉傑

▲一田百貨行政
總裁黃思麗

大公報記者 李潔儀（文）麥潤田（部分攝影）

隨着消費模式的改變，面對傳統模式發展的局限性，加上大型商場搶客
、網購成風等衝擊， 「百貨公司」 的生存越見艱難，百貨應百客的年代已告

終。要打破行業寒冬，有老牌百貨公司引入中西合璧
概念，力求趕走 「老土」 ，迎進 「潮物」 ，亦有

百貨商透過加快貨品流轉，以迎合消費周期
縮短的挑戰。

香港主要百貨公司發展歷程
時間
1900年
1月8日

1907年
6月28日

1912年

1932年

1933年

1959年

1960年
11月

1974年

1981年
8月

1982年
6月

1984年

1985年
5月31日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89年
12月

備註
華僑馬應彪創辦先施公司，首間先施百貨開
設於中環皇后大道中172號

華僑郭標、郭樂及郭泉創辦永安公司，並在
港開設第一間店舖

蔡昌兄弟開設大新百貨，1972年5月由均隆
收購，1973年3月結業

中華百貨公司開張，1970年結業

中國國貨公司於香港開業，1958年被華潤集
團收購，1993年與大華國貨合併成為華潤百
貨，1996年再分拆中成藥部門，成為華潤堂

裕華國貨成立

香港大丸百貨公司開業，1998年6月香港分
店結業

大大百貨開業，惟在1986年3月結業

香港三越百貨銅鑼灣開業，2006年撤出香港

香港東急百貨於尖沙咀開業，1998年由新世
界地產接手經營，改名為新世界百貨

日資八佰伴在港開設首家百貨店，1997年11
月香港9間分店全線結業

崇光百貨於銅鑼灣開業，2000年由華置及周
大福將之收購

日資UNY和吉之島分別開業

馬莎百貨在港開設首間店舖，2017年12月底
止 出 售 港 澳 零 售 業 務 予 特 許 經 營 商
Al-Futtaim

日本西友株式會社旗下西田百貨開業，2005
年出售予新鴻基地產，2008年將之改名為一
田百貨

恆基兆業旗下千色Citistore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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