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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香港特區

政府統計處最

新數據顯示，

在特區政府派

發電子消費券刺激下，流

動 電 子 支 付 的 使 用 率 由

2020 年僅 49.4%明顯上升至

去年的60.2%。

為實現無現金化，政府亦積極

推動轄下公眾街市使用電子支付工

具，於早年透過「防疫抗疫基金」向商

戶提供一筆過 5,000 元資助，可惜反應不

似預期。根據食環署統計數字，截至 2021

年底，全港 11,878 個街市攤檔中，僅 3,180

個攤檔安裝非接觸式支付工具，比率只有

26%。時隔一年多，安裝情況只有輕微進

展。截至今年 8 月 15 日為止，全港 11,472

個街市攤檔，只有 4,333 個攤檔安裝非接觸

式支付工具，比率僅提升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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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券的帶動下，香港
的電子支付踏進零售界領域
尚算容易，但在交通運輸方
面，僅較多使用實體八達通
卡，其他電子錢包一直難以
打入市場，尤其是的士行業
仍停留在現金支付的階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的士業
界，十之八九的司機聽見電
子支付均耍手擰頭，最令他
們卻步的原因，離不開擔心
賬目一目了然，必須如實報
稅，無法瞞稅，以及怕煩不
願花時間申請安裝流動收款
機。
全港目前約有4萬名的士
司機，八達通曾表示約有
2.1萬名的士司機已安裝商
用版八達通 App 或八達通流動收款機，覆蓋率約
半，但安裝是一回事，真正使用又是另一回事。

血汗錢先落他人袋討回煩
駕駛的士逾十年的陳先生直言不介意安裝流動收款機（終端
機），但不鼓勵乘客使用，原因是他是自僱人士，難以提供公司
註冊證明，八達通公司提供的流動收款機，以車主或車行名義申
請，每當乘客使用電子支付，車費先落入車主或車行口袋裏，司
機要向車主及車行討回血汗錢嫌麻煩，「要對數，需時往往數天
至一周，但收現金馬上有錢袋，明顯更吸引。」
陳先生直言，轉用電子收款還有另一憂慮，就是害怕收入全曝
光，難瞞稅，「好多司機是公屋戶，一旦被政府知道收入可觀，
可能連公屋單位也被沒收，更惹來稅局追收重稅。你叫我哋使用
電子支付，豈不是無得再呃？」事實上，早前兩大內地電子支付
平台欲將服務引進本港的士，最終都失敗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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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衝擊下，市民的消費模式驟變，零
售業也加快推出網店及電子支付平台，拓展
生意版圖。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執委會副主

席、裕華國貨董事總監余偉傑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疫情帶動消費者在網店搶購產品，訂單以倍數

激增，雖然生意額仍只佔實體店的一小部分，卻令管
理層意識到網店的增長潛力巨大。
但一味攻網店亦並非上策，余偉傑表示，疫情過後，

部分消費者又回流實體店，因此他們會採用「全渠道銷
售」，同時兼顧線上及線下銷售。若客人到網店購物

時，店方鼓勵客人到實體店提貨，會有折扣優惠；同
時，到實體店購物的客人下次補貨時若登入其網店購
物，亦會有折扣。為令線上線下引流的銷售方式在收款
時更有效率，店內會加強推動電子支付平台。
他承認，香港部分中小企因為資金及人手緊絀，加上
不太認識第三方支付平台，推展起來往往難以入手。故
此，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一直努力推動業界數碼轉型。舉
辦一系列的工作坊，提升零售商對電子支付及全渠道營
銷的知識，更特別組織了「數碼商貿顧問團」（Digital
Advisory Panel），為遇到難題的會員提供協助。

1. 儲值支付工具
消費者預先把現金存入賬戶，儲值由營
運商保管，根據《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
條例》，這類工具必須領牌，至今持牌人共
17個（包括銀行），例如支付寶HK、微
信支付、好易畀（O! ePay）、拍住

賞（Tap & Go）等

2. 非儲值支付工具
透過手機把信用卡或扣賬卡
資料加密後傳送給商戶以付
款，無須申領牌照，例子包

括Apple Pay、Android Pay、
Samsung Pay等工具。

3.傳統支付工具
信用卡、八達通實體卡

電子支付路難行電子支付路難行
街市現金仍稱王街市現金仍稱王

在特區政府派發電子消費券刺激下，過往甚少
使用電子錢包的市民也開始「無現金化」的

消費新常態。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2020年至去
年期間電子流動支付的使用率明顯上升，惟大部
分合資格市民於7月收到今年第二期2,000元消費
券後，當中不少人已用光光，無現金化生活是否
仍持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到多區的超市、地舖及街
市了解，發現連鎖集團幾乎全都安裝電子支付系
統，惟聚集大量個體戶的地舖、街市，電子支付
仍不是主流。

北河街電付工具 僅十佔其三
記者分別走訪了深水埗北河街戶外及公眾街
市，以及入伙數個月的香港仔街市。其中，北河
街戶外街市，不屬於政府公眾街市，該區又住有
不少年邁長者，現金仍是最常用的交易工具。香
港文匯報抽查該個戶外街市，十檔商戶當中僅兩
個肉檔及一菜檔有安裝電子支付系統，商戶分別
採用「八達通」及「微信」支付系統；但有安裝
不等於客人也選用，記者現場統計，平均十名客
人當中，只有一兩人使用電子支付。

現金族六佔其四 賣方稱更好
以已安裝八達通支付系統的一個豬肉檔為例，
記者駐足半小時，共6名客人惠顧該肉檔，當中兩
人使用八達通卡付款，其餘則是現金族。負責人

吳先生承認，約兩成客人使用電子支付，身為商
戶，他坦言更喜歡客人用現金，理由是「現金找
贖更快速」。
他解釋，電子支付系統與肉秤是兩套獨立運作

的系統，每次秤肉及打出價錢後，要人手在電子
支付系統輸入銀碼，「入得（交易）銀碼來，我
都找完錢。」而且，客人用電子支付，商戶要向
平台申請才能把電子貨幣變成現金，再採購新
貨，拖慢資金回籠。

北河街市一行十菜販全未裝
在屬於政府公眾街市的北河街室內公眾街市，據

食環署的資料顯示，該街市安裝電子支付系統的
檔戶，由 2021 年底的約一成增至今年 8 月的
47%。記者在該街市售賣蔬菜的一樓樓層發現，
家庭主婦緊緊抓在手中的通通是現金，其中一行
10檔菜販全部沒有安裝電子支付系統，商戶解釋：
「這區居民以老人家居多，不太懂得用手機，所以
費事裝（電子支付），反正裝了也無人用！」
記者隨後轉到雞檔察看， 4檔中有2檔使用各種

電子支付工具。有雞販指出，安裝的原因是買雞
金額動輒二三百元，擔心街坊沒帶大額現金，使
用電子支付較方便，但不少街坊買雞時
仍是掏出現金支付，細問理由，客人
原來離不開「習慣了」。
在新落成的公眾街市，食環

署強制商戶最少採用一種

電子支付工具，香港文匯報記者巡查時卻發現電
子支付工具淪為擺設。入伙幾個月的香港仔街
市，每檔均提供電子支付工具，但實際使用的市
民不多。菜檔老闆葉小姐挑了一款首年可免收手
續費的電子支付平台，「電子支付平台一般按整
體交易額或每宗交易，抽取幾個百分比作為手續
費。」她首年免手續費，但「蜜月期」過後也擔
心小數怕長計，而且八成客人使用現金，質疑安
裝電子支付的經濟效益。
上環一間粥麵店更只收現金，負責人陳小姐表

示安裝電子支付需要向平台預繳按金，「與其將

錢放在人家口袋做訂金，不如擺在自己荷包。」
她又認為，無必要使用電子支付，「客人不會因
為你沒有電子支付就不來幫襯。」
年約40歲的街坊梁小姐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充值

很麻煩，故自八達通內的電子消費券用光後，已沒
有再大額充值，「平日只有搭車時才用到，夠搭車
就算，不會用來買嘢，寧願用現金買嘢。」

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李家超在新一份

施政報告推出百項

方案打造智慧城市，俗稱電子錢包的「電子流動支付」在

特區政府多次派發電子消費券加持下，使用率由2020年

不足五成升至去年逾六成，惟仍有上升空間。香港文匯

報將一連三輯探討香港「無現金化」的實況。記者近日

走訪香港涵蓋衣、食、行等商戶，發現不少商戶仍未安

裝電子支付系統，一些食肆更表明只收現金，以市民糧

倉的街市為例，個別街市不足三成檔戶有安裝相關系

統，即使有安裝亦只有少數顧客採用。不少受訪市民反映

使用電子錢包要充值嫌煩、不太懂得用手機、怕遺失八達

通卡等而棄用電子支付。有商戶也反映，「有得揀都唔

用」，原因是平台收取的手續費過高，資金回籠慢，「鼓

勵」客人付現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廣濟

兼顧線上線下 零售業有效引流

香港無現金支付概況（2021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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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二季
儲值支付工具概況

客嫌充值煩 店怨皮費貴

◆這店舖只收現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香港電子錢包或電子支付類別

◆過半的士已
裝電子支付工
具，司機為瞞
稅鼓勵乘客現
金支付。

香港文匯報
記者廣濟攝

◆香港零售
管理協會執
委會副主席
余偉傑。

◆生果檔已裝電子支付工具，但光顧的市民仍傾向使用現金交易。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攝

使用中的賬戶：6,582萬個

交易量：20億宗，按季上升6.2%

交易額：1,683億元，按季上升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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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6884 今日出紙2疊7張半 港售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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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 大致多雲 一兩陣雨

氣溫25-28℃ 濕度70-85%

癸卯年九月廿六 初十小雪

系列系列

無現金化無現金化
之熱不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