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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七月份的香港没想到遭遇了新一波的新冠病毒

疫情冲击，个案数字高企，形势严峻，影响社会民生也

困扰着经济。原本略见复苏苗头的商业往来及经济活动，

也因疫情再次爆发而受到打击。与此同时，疫情却为香

港跨境电商带来机遇，香港卓悦、莎莎等传统零售企业

纷纷转型谋突围。

供职于香港某保险公司的张女士已经有半年多没有

出单了。像她这样就职于外资保险公司的自雇人士，大

多是来自于内地的新移民，过去几年，她的主要目标客

户都是一些内地的民营企业家。但这场不期而至的疫情，

让她蒸蒸日上的保险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香

港保险监管局的规定，香港的保险从业员不能到内地推

销保单并与客户签约，内地居民购买香港保险必须亲自

来香港签单。而今年 2 月 8 日凌晨起，香港特区政府规

定，所有从内地入境香港的人士均需要强制检疫 14 日，

这项规定一直持续实施到现在，瞬间切断了她所有的内

地客户生意。

香港电商经济或迎来新机遇
本刊记者 钱林霞

政府推810亿力保就业

不仅是保险从业人员感到了就业艰难，受新冠疫情、

中美摩擦等因素的迭加影响，因应疫情、限制社交距离

和跨境人流等措施，香港的旅游、零售、酒店、以至餐

饮等行业受到极大冲击，一些相关行业也受到负面影响。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日前公布的数据，3 月至 5 月

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5.9%，创逾 15 年新高；就业

不足率 3.5%，为接近 17 年来的高位。3 月至 5 月期间，

总就业人数减少约 37,900 人至 3,619,500 人，总劳动

人口减少约 9,900 人至 3,849,900 人。劳工及福利局局

长罗致光表示，广泛经济活动仍然低迷，劳工市场在 3

月至 5 月进一步恶化。总就业人数和劳动人口按年跌幅

分别进一步扩大至6.5%和 3.3%，

皆为有纪录以来的最大跌幅。与

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的失业率升

至 10.6%，为自 2003 年 8 月至

10 月受沙士沉重打击后的高位，

就业不足率升至 6.3%，为有纪

录以来最高位。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

寰分析称，就行业而言，建造、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以及制造

业的失业率升幅最大。经济表现

与失业率有明显的相关性，经济

增长放慢或陷入负增长，失业率

会出现较快上升。

湾区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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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的经济和就业形势，香港政府提出了“保

就业”计划，透过向雇主提供有时限的财政支援，协助

他们保留员工，为香港保留实力。林郑月娥表示，经过

密集式研究和与持份者讨论，并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大致已经敲定了保就业计划的细节，涵盖今年六、七和

八月共三个月的工资补贴。第一期工资补贴五月二十五

日已开始接受申请。该项计划下，合资格的雇主可获为

期 6 个月的工资补贴，合资格的自雇人士可申领一笔过

7500 港元资助。合资格雇主若在领取补贴期间违反不裁

员等两个承诺，须向特区政府缴付罚款。

香港各界也纷纷出力保就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

建华、梁振英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在

中环举办“同心抗疫不裁员”发布会，总共有 4000 多

家在港中资企业（包括中银香港、华润集团、招商局集

团、中旅集团、中国太平保险等）响应，涉及至少约 10

万名员工，另有近 200 间港资发起人企业支持。6 月 11

日，大联盟再发起“促消费，撑经济”行动，向全港商

户收集折扣和优惠信息，并通过大联盟的网页发送。大

联盟希望借助此次行动促进更多市民消费，同时助力“保

就业”。 

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表示，为保持经

济活力，政府已推出历来最大规模的纾困措施，包括一

系列保就业及创职位的措施。同时，劳工处会继续接收

及发布来自不同行业的职位空缺资料，这些空缺适合不

同学历及工作经验的求职人士，求职人士可使用劳工处

的网上平台获取就业资讯。

香港电子商务市场急流暗涌

疫情在全球蔓延，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

然而此时的电商却异军突起，表现出强盛的发展势头，

不少传统商家转型电商行列后，在此次疫情下销售情况

反而好于去年。以内地为例，数据显示，今年 1至 2月，

广东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33.4％，继续保持全国

首位；海南跨境电商业务量增长也达到了 5.5 倍。今年

2 月，天猫国际进口商品消费额同比增长超 52％，京东

国际、考拉海购等进口跨境电商平台的订单也都大幅增

长。此次疫情防控期间，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

进口消费更加常态化，消费者与平台间的黏性增强，为

跨境电商带来了新机会。

据 Adobe 发布的《亚太区消费者前景调查》(Consumer 

Outlook Survey for the APAC Region) 发现，消费者

的购物习惯产生变化，五分之三（60%）的消费者倾向光

香港本土前十大电商 平台2018年第四季度平均总访问量（资料来源：iPrice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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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小型企业及网店多于大型连锁店。

但是身居国际前沿城市的香港却在电商领域远远落

后于内地。在香港，电子商务是香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Statista 去年有份报告指出，香港地区 2019 电商

领域产生价值 48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22 亿元）的

收入。2019 至 2023 年，这一数字将以 7.4% 的年复

合增长率增长，2023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64 亿美元（约

合人民币 430 亿元）。该行业在未来四年发展潜力巨大。

数据显示，香港消费者也热衷于在国际电商平台上购物。

中国大陆的淘宝（Taobao）和京东（JD）是他们最常光

顾的两个平台，而淘宝是香港访问量最大的电商平台。

2019 年 1 月，淘宝全球访问量超过 6.01 亿次，其中 

3.98% 来自香港，大约有 2395 万次的访问量，而香港

只有 750 万人口。

虽然报告显示香港电子商务市场发展前景乐观，潜

力巨大，但香港电商发展的脚步却没有那么快速。2019

年上半年电子商务 100 强企业总值达 5.82 万亿元，占上

半年内地GDP 12.92%。内地电商业态整体规模不断攀升，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香港有两家上榜，分别是万

达电商（总值 206.01 亿元）和客路旅行（总值 92.70 亿

元），其中万达电商位居电商百强榜零售电商领域总值

TOP10。

有分析人士认为，香港“购物天堂”的属性严重

阻碍了本土电商的发展。香港零售业高度发达，在千

余平方公里土地上，除了“五步一莎莎，十步一卓悦”

外，屈臣氏、万宁等零售店星罗棋布，还有 900 多家

711 便利店，密度极高，不少港人也习惯于在实体零

售店消费，再加上移动支付没有普及，电商规模小议

价能力低，租金人力物流成本高等，都制约了本土电

商的发展。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愈来愈多人需要居家隔离，

使更多用户使用网购满足日常生活所需。香港市民们为

采购防疫和生活物资而涌向网络商城下单，更因为与内

地的跨境物流受阻而转向光顾本地的网络销售平台。之

前资料库 Crunchbase 的数据显示，2018 年香港消费

者主要是透过淘宝、亚马逊、Carousel 及 Zalora 等

外地平台来进行网购，本土龙头电商 HKTVmall 屈居

其后。据报道，HKTVmall 在今年 1 月份平均每日订单

数量按年上升 64.7% 至 2.24 万宗，2 月份按年上升 

1.65 倍至 3.26 万宗，首两月平均订单总商品交易额

(GMV) 倍增至 8.2 亿元 ；同时客户群亦急速扩大，今

年头两月曾于 HKTVmall 及其属下 HoKobuy 购物的独

立客户数量比去年同期上升 64.2% 至 66.5 万人次。

外卖速递平台“户户送 Deliveroo”亦表示，香港首

个季度的订单和顾客数目均达到 50% 至 60% 增长。  

同时，也有不少大型活动纷纷转以线上形式进行，

最近更出现不少虚拟展览会、直播音乐会等活动，掀起

一股线上活动潮流。种种迹象都在显示，香港的电子商

务时代已经开启并将迅速崛起，毕竟目前香港网购只占

香港零售业的 4.7%，市场前景令人遐想。

为了配合电子商务，近年来香港政府也大力发展电

子支付，微信支付宝纷纷进场，香港政府金融管理局也

推出“转数快”快速支付系统，而遭遇了疫情的本土零

售业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线下转线上的趋势。

今年来，香港受“修例风波”和疫情的双重打击，

旅游业遭受重创。许多依靠游客生存的餐厅、酒店、商

场也都难以为继。如今香港全面通关尚未确定时间表，

游客来港数量几乎为零。与去年五一黄金周的热闹大不

相同的是，2020 年 5 月 1 日，内地访港旅客量仅为 119

人次。这是自 2003 年内地赴港“个人游”推出以来，香

港首次出现“零团来港”的“五一”假期。

旅游业的停滞也影响了零售业，根据数据显示，严

重依赖内地游客的珠宝，手表，钟表和贵重礼物行业的

零售商抢先突围谋转型

销售额在三月份同比下降了 75.2％，而二月份下降了

78.5％。药品和化妆品行业销售额下降了 63.8％，成衣

下降 67.2%，百货商店销售额下降了 42.7％。

疫情使得香港电子商务得以蓬勃发展，成为引领消

费的新势力。药妆品零售商莎莎国际自去年起销售额就

急转直下，于去年 10 月起积极推动电商发展，开通微信

小程序试行，以曾到访香港及澳门特区零售店的内地客

为目标客群。此外，集团还于今年 5 月下旬起试行利用

社交媒体进行互动及线上产品销售。

湾区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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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悦集团也与全球跨境直播购物平台“SHOPSHOPS

哪逛”合作，借着透过体验式购物平台，与消费者建立

更紧密的联系。目前集团已经进行网上主播计划，各前

线员工积极支持及参与，首批主播已经诞生，集团仍积

极培训各前线销售同事，目标成为具公众认受的网上主

播。顾客可透过直播与主播实时双向对话，实时查询产

品的详情，享受全新的购物体验。同时，为了解决香港

今年因为疫情而出现的失业问题，卓悦还推出了“大学

生 0元创业计划”。香港卓悦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健文鼓励

年轻人勇于尝试，把握机会参加这次电商创业计划，藉

由平台提供各种资源及训练，帮助年轻人轻松踏出创业

第一步，希望可以培育本港新一代的电商企业家，并推

动未来香港电商发展。

本地品牌连锁店包括 CATALO、Baleno、鸿福堂也携

手电商 HKTVmall 以扩大销售渠道。HKTVmall 还计划邀

请 12 个本地商场的实体店商户到其平台开设网店；希

望促进网销平台的货品和品牌种类更趋多元化，亦推动

零售业界加快拓展全渠道营销的步伐。

新冠疫情不仅为香港的电子商务带来了业务增长机

会，更对本地的电商发展生态带来深远的影响。香港是

高度紧密型城市，商业、民生设施高度发达，不论是超市、

便利店、诊所还是补习社，就近总有一间，不少市民惯

享极大的便利，加上网络安全的意识高而态度较为保守。

本次因抗疫使香港涌起生活数码化风潮，用户和商户经

历了互联网商业和消费的崭新体验。

遥想 2003 年，阿里巴巴跟所有大中华企业一样，面

临着非典的挑战，而每一位亲历疫情的阿里人，都感受

到飞快发展的电子商务行业带着阿里腾飞。17 年后的今

天，香港在遭遇经济寒冬的同时，或许也开启了香港电

子商务发展的崭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