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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一節的資料部分取自多個公開的政府來源、市場數據提供商及其他獨立第
三方來源。此外，本節及本文件其他章節載有摘錄自一份供載入本文件的Ipsos報告
的資料。我們認為該資料的來源是有關資料的適當來源，且我們已合理審慎地摘錄
及複製有關資料。我們並無理由相信，有關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屬虛假或具誤導性，
或遺漏任何事實而致使有關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屬虛假或具誤導性。我們、獨家保
薦人、[編纂]、[編纂]、[編纂]、我們或彼等各自的聯屬人士、董事或顧問或參與[編纂]

的任何其他人士或各方（Ipsos除外）並無對有關資料進行獨立核實，且並無對其公平性、
正確性及準確性發表聲明。因此， 閣下不應過度依賴有關資料或統計數據。

資料來源及可靠性

Ipsos的背景

本集團已委託獨立市場研究機構Ipsos就澳門茶餐廳行業於2014年至2023年期間的市
場概覽作出詳細分析及競爭性分析，費用為448,000港元，而Ipsos主要從事提供市場研
究諮詢服務。

為提供上述分析，Ipsos結合了以下數據及情報搜集方法：(i)透過與關鍵知識領域領
軍人物的深入電話訪問及面談訪問進行的一手研究；(ii)透過從公開可得資料來源採集
背景資料進行的二手研究，藉以析明行業實際情況及辨識行業趨勢；及(iii)向客戶詢索
資料以收集客戶資料（如本集團的業務）。本節所載資料及統計數據均摘錄自Ipsos報告。

Ipsos報告中的分析乃基於以下假設：(i)假設全球經濟於2019年至2023年期間維持穩
定增長；(ii)假設外部環境並無受到任何衝擊，如金融危機或自然災害，而將影響對澳
門茶餐廳所提供食品於2019年至2023年的供需情況；及(iii)假設自2019年12月起冠狀病
毒(COVID-19)爆發的影響對澳門茶餐廳行業有短期影響並將限於2020年。

董事確認，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彼等經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
自Ipsos報告日期起市場資料概無限制、否定或對本節的資料造成影響的不利變動。除
另有所指者外，本節所載的所有數據及預測均摘錄自Ipsos報告。

澳門宏觀環境概覽

澳門的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由2014年的約4,421億澳門元負增長至2018年的約4,403億
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0.1%，乃由於中國推出反貪腐計劃導致澳門旅遊業放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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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至2023年期間，澳門經濟預期將受惠於其與大灣區的緊密聯繫。名義本地生產總
值估計將於2023年前達到約5,854億澳門元，2019年至202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5.9%。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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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人口於2014年至2018年經歷溫和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2%，於2019年至2023年期
間預期將溫和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5%。

澳門整體經濟正在趨向多元化，逐漸減少對博彩業的依賴。澳門往後數年的經濟
規劃預期將推出更多娛樂及表演服務。港珠澳大橋及連接中港兩地的高鐵將增加中國
前往澳門的旅客流量。旅客總人數於2018年達至約35.8百萬人，並預期於截至2023年增
加至約40.6百萬人，2019年至202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3.0%。澳門食品及飲料的旅客
總消費於截至2023年預期將達至16,670.1百萬澳門元，2019年至202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
3.7%。隨著澳門經濟分部預期更加多元，加上旅客到訪人數較高及旅客對食品及飲料
的消費龐大，澳門餐廳行業預期經歷穩定增長。

澳門餐廳行業概覽

餐廳行業為酒店業的主要組成部分，主要從事預備及提供食品及飲料作即時消耗。
其包括所有種類的場所，例如餐廳、咖啡廳及設有座位的快餐店。根據澳門統計暨普
查局，餐廳行業可分類為八個分部，包括(i)中式酒樓、(ii)地道咖啡室、粥麵店、(iii)西
式餐廳、(iv)日式及韓式餐廳、(v)快餐店、(vi)酒吧、(vii)其他亞洲餐廳及(viii)其他飲食
場所。

下表載列澳門餐廳行業於2014年至2023年（預測）的總收入：

2014年至2023年澳門餐廳總收入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3年
 (預測)

澳
門
元
（
百
萬
）

中式酒樓 地道咖啡室、粥麵店
西式餐廳 日式及韓式餐廳
其他亞洲餐廳 快餐店
咖啡室 酒吧

總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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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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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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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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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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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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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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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6

12,238
12,560

13,565
1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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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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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7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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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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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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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32
447

80336
426

79300
361

114276
391

5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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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81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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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Ipsos研究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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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餐廳行業總收入由2014年的約9,591百萬澳門元增加至2018年的約11,846百萬澳
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5.4%。於2019年至2023年期間，澳門餐廳行業總收益預期由2019

年的12,238百萬澳門元增長至截至2023年的14,818百萬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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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茶餐廳行業概覽

茶餐廳，亦稱為地道咖啡室，是澳門及香港的一種常見餐廳，供應賦有地道風味的
各類亞洲及西式食品，例如西多士、蛋撻、三文治、菠蘿包、奶茶及紅豆冰。澳門茶餐
廳獨立或連鎖經營，全日提供套餐及單買食品。這種餐廳旨在向尋求快餐的消費者提
供休閒餐飲格局。消費者通常自由入座，但可能須於高峰時段與其他消費者共用餐桌。
付款於用餐後向收銀員支付，一般毋須小費。

根據統計暨普查局，地道咖啡室、粥麵店為八個餐廳類別當中第二大分部，於2018

年按總收益佔澳門餐廳行業約21.3%。於2018年，茶餐廳按總收益佔地道咖啡室、粥麵
店市場份額約41.1%。

澳門茶餐廳行業的收益

下表載列於2014年至2018年以及於2019年（預測）至2023年（預測）澳門茶餐廳行業的
總收益及收益預測：

澳
門
元
（
百
萬
）

估計茶餐廳線上收益 收益增長率估計茶餐廳線下收益

2023年
（預測）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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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1 1,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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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0%
4.3% 3.7%

1.2%

9.0%
4.7% 5.0%

926.1

資料來源：Ipsos研究與分析

澳門茶餐廳行業由2014年約825.2百萬澳門元增長至2018年的約1,039.4百萬澳門元，
複合年增長率為5.9%。該行業維持穩定增長主要歸因於整個城市的高滲透率及迎合公
眾口味轉變的靈活性。澳門茶餐廳遍佈各區加強了對本地食品的認可並提高光顧率。
茶餐廳行業的收益預期將由2019年的約1,078.2百萬澳門元持續增長至截至2023年的約
1,306.7百萬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9%。預期增長將受旅客經港珠澳大橋到訪增加、
實施澳門五年發展計劃及茶餐廳持續滲透至澳門其他現有及即將來臨的發展區域所大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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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下營運佔澳門茶餐廳行業營運的大多數。茶餐廳行業的線下收益由2014年的約
774.8百萬澳門元增加至2018年的約949.9 百萬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5.2%。相反，茶
餐廳行業的線上收益由2014年的約50.4 百萬澳門元增加至2018年的約89.5百萬澳門元，
複合年增長率為15.5%。於2018年，線上收益佔澳門整體茶餐廳市場約8.6%。

預期線上營運將會增加，原因是消費者及茶餐廳經營者均增加採用線上營運。具
體而言，茶餐廳行業的線上收益預料將由2019年的約100.1百萬澳門元增加至2023年的約
137.1百萬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8.2%。於同期，預期茶餐廳行業的線下收益將配合
大市持續穩定增長。茶餐廳行業的線下營運收益預料將由約978.1百萬澳門元增加至約
1,169.6百萬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6%。

路氹茶餐廳行業的收益

下表載列於2014年至2018年以及於2019年（預測）至2023年（預測）路氹茶餐廳行業的
總收益及收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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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15.3%

-2.4% 1.6%

10.8% 12.1%

4.1%
8.0%

5.3% 4.8%

228.7 223.3 226.9
251.4

281.7
293.2

316.6
333.3

349.1

2023年
（預測）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路氹的茶餐廳行業大致由前往賭場的旅客以及區內已完工的賭場及商場數量所驅動。
基於於路氹重大的投資以及於賭場及商場的高行人流通量，路氹的茶餐廳行業為澳門
的茶餐廳行業增長的主要部分。由2014年至2018年期間，路氹的茶餐廳行業收益由約
198.3百萬澳門元增加至約251.4百萬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6.1%。於未來數年將完
工的多項娛樂項目及受到旅遊業的持續增長所支持，預期路氹的茶餐廳行業將由2019

年約281.7百萬澳門元繼續增長至2023年約349.1百萬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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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粥麵行業概覽

澳門粥麵店行業有2014年的約1,183.1百萬澳門元增加至2018年的1,490.3百萬澳門元，
複合年增長率為5.9%。該增長乃主要由於公眾對簡餐及輕食的日益偏愛，以及遊客及
本地居民對本地食品的持續需求。在預測期間內，澳門粥麵店行業預測將由2019年的
約1,556.2百萬澳門元增加至2023年的1,865.0百萬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6%。該增長
預期將受目前對快捷健康的膳食的需求不斷增長所支持。此外，粥麵店行業較低的平
均食品價格亦使其更實惠。

澳門粥麵行業的收益

下表載列於2014年至2018年以及於2019年（預測）至2023年（預測）澳門粥麵行業的總
收益及收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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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4.3% 4.4% 1.2%

7.8%
4.8% 4.8%

1,423.9 1,429.2 1,428.7
1,490.3 1,556.2 1,574.8

1,698.2
1,779.6

1,865.0

2023年
（預測）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附註：粥麵行業的收益乃按年計算。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Ipsos研究與分析

主要成本部分的價格走勢

澳門茶餐廳及粥麵行業所用主要食材的消費價格指數

下表載列2014年至2018年澳門茶餐廳及粥麵行業的四種主要食材的價格指數：

指數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4年

至2018年

的複合年

增長率       

肉類及肉類製品 . . . . . 101.3 107.1 111.2 111.8 113.2 2.8%
蔬菜 . . . . . . . . . . . . . . . . 100.4 102.7 112.7 104.3 107.7 1.8%
非酒精飲料  . . . . . . . . . 100.8 103.6 105.7 106.1 108.3 1.8%
主食 . . . . . . . . . . . . . . . . 100.3 102.8 102.2 102.3 107.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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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澳門的消費物價指數計算（2013年10月至2014年9月為100）；

2.) 「肉類」包括所有活生、新鮮、冷凍及冷藏豬肉、牛肉及家禽；

3.) 「主食」包括所有種類的稻米、麵食、麵包、餅乾及穀物。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Ipsos研究與分析

茶餐廳及粥麵店所用主要食材包括肉類及肉類製品、蔬菜、非酒精飲料及主食。
所有四種主要食品類別的價格指數於2014年至2018年有所增長，其中肉類及肉類製品的
增速最高，複合年增長率為2.8%，而主食則溫和增長，複合年增長率為1.7%。肉類及肉
類製品的消費物價指數已由2014年的約101.3增加至2018年的約113.2，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2.8%。蔬菜的消費物價指數已由2014年的約100.4增加至2018年的約107.7，2014年至2018

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8%。主食的消費物價指數已由2014年的約100.3增加至2018年的
約107.4，複合年增長率為1.7%。為穩定澳門茶餐廳及粥麵店的食材供應，經濟局致力
擴大供應來源及增加供應商的市場競爭，以確保原材料進口價。於可見將來，主要原
材料的進口價預期維持溫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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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的勞工成本

下表載列於2014年至2023年（預測）澳門餐飲業僱員的月薪：
澳
門
元

本地僱員 非澳門居民工人

2023年
（預測）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預測）

2020年
（預測）

2022年
（預測）

2021年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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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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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9,990.0 10,520.0 10,700.0 10,940.0 11,520.0 11,986.0
12,460.0 12,934.0 13,408.0 13,882.0

7,980.0 8,310.0 8,360.0 8,270.0 8,692.0 8,935.0 9,191.0 9,447.0 9,703.0 9,959.0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Ipsos研究與分析

澳門餐廳行業的本地僱員及非澳門居民工人月薪於2014年至2018年穩定增長，工資
每年增加為挽留僱員的常見慣例。

當地僱員的月薪由2014年的約9,990澳門元增加至2018年的約11,520澳門元，複合年
增長率為3.6%；非澳門居民工人的月薪由2014年的約7,980澳門元增加至2018年的約8,692

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2.2%。

於2018年，澳門有合共約385,400名勞工，當中24,214名工人為非澳門居民工人，
佔整體勞動力約6.3%。該等24,214名非澳門居民工人佔同期餐廳行業的整體勞動力約
94.6%。非澳門居民工人的月薪較當地僱員低約20%，乃取決於教育及語言能力。然而，
僱主通常向非澳門居民工人提供住屋津貼，以幫助彼等在市內定居。於計入津貼後，
當地僱員與非居民工人的薪金相若。

預期勞工市場收窄將於2019年至2023年期間持續，本地僱員的月薪預期將由2019年
的約11,986澳門元增加至2023年的約13,882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3.7%；而非居民工人
的每月工資預期將由2019年的約8,935澳門元增加至2023年的約9,959澳門元，複合年增
長率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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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私人零售物業的每平方呎平均租金

下表載列於2014年至2023年（預測）澳門私人零售物業的每平方呎平均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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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Ipsos研究與分析

私人零售物業的每平方呎平均租金由2014年的約76.5澳門元減少至2018年的約55.9
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7.5%。

整體平均租金價格下跌部分由於零售業表現疲弱，受2014年中國反貪腐活動導致中
國旅客消費下跌影響。於2017年底，立法會通過新的業主租戶法案，旨在（其中包括）將
租賃協議的標準期限由2年延長至3年。此意味著商業及住宅物業的業主在租賃期內不
可單方面終止與其租戶訂立的租賃協議，該安排使業主增加租金的彈力降低。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私人建築及不動產交易》報告，商店買賣量於2013至2016
年期間連續4年暴跌，但於2017年及2018年分別反彈上升約6.1%及7.1%。於2019年至2023
年期間，私人零售物業的每平方呎平均租金預期將由2019年的約57.3澳門元增加至2023
年的約64.9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3.2%。私人零售物業的租用率預期增加可歸因於旅
客到訪總人數增加推動零售表現的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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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茶餐廳及粥麵行業的競爭性分析

澳門茶餐廳行業的競爭格局

澳門茶餐廳行業相對分散，大部分營運商為經營單一店鋪的個別參與者。截至2018
年，約有845間茶餐廳及粥麵店，其中約347間（約41.4%）為茶餐廳及約498間（約58.9%）為
粥麵店。在茶餐廳營運商當中，約4%市場參與者擁有超過4間門店的連鎖店，而五大市
場參與者於2018年按收益佔市場約26.3%。

由於茶餐廳在澳門分佈廣泛及於普羅大眾滲透率高，茶餐廳行業增長預期於往後
數年維持穩定及溫和增長。

澳門茶餐廳及粥麵店主要在以下方面競爭：(i)品牌聲譽；(ii)食品及服務質素；(iii)
價格；(iv)地點；及(v)對口味轉變的敏感度。

根據Ipsos報告，於2018年，本集團於澳門茶餐廳行業按門店數目排名第一，設有13
間餐廳，並按總收益排名第二，市場份額約為8.2%。以下載列於2018年澳門茶餐廳行業
的五大餐廳組別。

排名 公司名稱 上市狀況 估計收益 市場份額 門市數目      
（百萬澳門元） （%）
（附註1及2）

1 公司A（附註3） 上市 100.0 9.6 8
2 本集團 85.7 8.2 13
3 公司B（附註4） 一間上市公司的主要合

營企業 60.2 5.8 3
4 公司C（附註5） 非上市 15.8 1.5 6
5 公司D（附註6） 非上市 11.4 1.1 3

其他 766.3 73.8 不適用  
總計 1,039.4 100.0 不適用  

附註：

1. 所有財務數字均按截至2018年12月31日作為完整財政年度得出或估算。

2. 收益乃源自公司財務報告並根據公開數據及與行業參與者的訪談而估算。

3. 此處列入公司A僅包括符合茶餐廳類別的餐廳。A公司是一間於香港上市的上市公司，根據其網
站的最新中期報告，於2019年6月30日，其於澳門、香港、中國及台灣經營51間餐廳（不包括合營
餐廳）。根據網站的最新年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該間上市公司錄得收益約1,142百萬
港元。

4. 一間澳門公司，其為一間香港上市公司的主要合營企業，根據其網站的最新年報，於2020年3月
31日，該主要合營公司合夥人於澳門、香港、中國及新加坡經營共83間餐廳。根據網站的最新
年報，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該間上市公司錄得收益約1,381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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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間私人公司在澳門有逾50年的經營歷史，經營六間餐廳，主要集中經營麵食及提供與茶餐廳
相似的菜式。

6. 一間私人公司在澳門有逾50年的經營歷史，經營三間餐廳，主要集中經營茶餐廳。

資料來源：Ipsos研究與分析

澳門茶餐廳行業的主要驅動因素及機遇

開發食品推介手機應用程式

澳門食品推介手機應用程式數量日益增加使餐廳更易提升公眾知名度推動了茶餐
廳行業的增長。隨着技術發展，澳覓及食在澳門等食品推介應用程式獲餐廳擁有人及
食客廣泛使用。該等應用程式有助消費者根據餐廳的價格、地點以及顧客評價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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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選擇該餐廳。此外，其中部分應用程式亦為消費者提供送貨服務，這對茶餐廳業
務增長帶來直接貢獻，因其消除顧客對地理位置的顧慮。該等應用程式亦增加餐廳承
接訂單的能力，而不受餐廳座位數目限制。參與手機應用程式的茶餐廳有更多機會擴
大客戶群，因而可維持市場競爭力。

填海計劃可推動餐廳行業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五年發展規劃」），於2006年澳門
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的「澳門新城區」填海計劃旨在於開發合共730公頃的土地以支持未
來20年發展。該項目預期於2023年前將可為110,000至120,000人提供居所，而填海分佈規
劃為位於澳門半島的南面及東北面。為舒緩澳門樓市的壓力，根據2018財政年度施政
報告，A區預期將建造28,000個公營住宅單位並將分四期進行。第四條澳氹跨海大橋已
規劃用以連接A區至澳門半島東北岸及氹仔北安區的E1區，鄰近國際機場及氹仔客運碼
頭。新土地包括商業及住宅用途，預期將為該區帶來額外的人流量，並間接增加餐廳
光顧率。填海計劃預期增加澳門的住宅及零售空間以應對日益增加的人口及招待更多
旅客。新發展將最終為茶餐廳行業提供擴展機會，以向新區內居民及旅客提供服務。

澳門五年發展規劃（2016年至2020年）

澳門特區政府在五年發展規劃中公佈的措施預計將進一步推動澳門茶餐廳行業。
該計劃的其中一項主要措施是透過爭取非博彩行業（如餐飲業）收益的比重以發揮博彩
業與非博彩行業的協同效應。為透過提升客戶信心而增強整體餐飲業，該計劃亦涉及
通過嚴格監控及完善食品安全標準對食品安全採取預防措施及管制。另一方面，政府
已建立一個食品價格調整工作組別，以加強與當地供應商及食品供應商溝通的方式提
高價格透明度。該等發展預計將加強整體餐飲業，並進一步推動茶餐廳行業。

外出用餐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由於工時長且不規律，生活節奏急速令澳門居民更多外出用餐及從餐廳訂購送貨
服務。食品及飲料的私人消費開支由2014年的約7,581百萬澳門元穩步上升至2018年的約
9,123百萬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4.7%。由於急速的生活節奏，澳門居民通常選擇
享用茶餐廳等菜餚的快餐。尤其是，澳門大部分茶餐廳備受當地居民歡迎，彼等追求
靈活的用餐時間及方便的地點。生活節奏急速的居民在住所或辦公室附近的餐廳用餐
較為方便及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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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茶餐廳行業的威脅及挑戰

經營成本上漲

經營成本直接影響餐廳的盈利能力。於競爭激烈的市場內，茶餐廳營運商可能面
對較高勞工及原材料成本以追上食品及服務質素的挑戰。此外，人流高的良好地段之
租金開支可能較高。營運商需要考慮影響餐廳營運及財務表現的所有主要因素。

於競爭對手中別樹一幟

澳門茶餐廳行業有若干代表著本地口味的著名招牌菜式，如葡撻及豬扒包。該等
食品在澳門也隨處可見，且於澳門茶餐廳常見，使茶餐廳難以僅基於該等招牌菜式彼
此競爭及脫穎而出。茶餐廳必須亦有其自家招牌菜式及持續創作新招牌項目以成功於
行業內競爭。對粥麵業務而言，形式及菜式可根據業務的方向而有所不同。儘管麵食
為一道菜餚的主要材料，其他材料如湯底及配餸可以截然不同。不同種類的麵食業務
之間可能有所競爭惟並非直接競爭。

入行門檻

澳門茶餐廳行業優質地點的競爭

戰略地點對決定一間餐廳能否吸引足夠客流量為之重要。中央商業區（「中央商業
區」）、旅遊區及購物商場等黃金地段一般被視為開設餐廳的較佳地點，乃由於該等地
點通常一整天均經常有人到訪，而位於該等地區的餐廳一般可取得較佳能見度及曝光
率。由於空間有限，通常僅有少數租戶單位可享受高人流量。隨著該等超值單位被出租，
選擇一個具有高人流量及優質租金價格的黃金地段變得越來越困難。

茶餐廳行業的勞工短缺

整體餐飲業工人短缺乃因當地勞工供應下降所致。與當地工人相比，非澳門居民
工人的委聘期通常較短，且對當地語言不太熟悉。餐廳擁有人需花費更多金錢以資助
其工作簽證及提供額外培訓。此外，可能出現的語言障礙或會阻礙僱主、僱員及顧客
之間的溝通。鑑於當地工人短缺及非居民勞工處境艱難，整體餐飲業預計將在招聘合
資格工人方面遇到困難。由於工時長及行業內薪酬待遇的競爭，僱員離職率可能較其
他行業高。餐廳行業非常注重服務，而此非常依賴吸引、鼓勵及挽留合資格的餐廳員工。
因此，無法招聘足夠勞工的茶餐廳擁有人可能難以維持行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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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粥麵行業的的競爭格局

澳門粥麵行業相對競爭激烈及分散，由2014年480間粥麵店增加至2018年498間粥麵
店，複合年增長率為0.9%。

行業主要由澳門的小型至中型粥麵店所組成，為客戶提供多種粥麵。大部分粥麵
店所提供的食品均相近。此外，粥麵餐廳的滲透率與茶餐廳在澳門的分佈相似，因為
這兩種菜都被認為是當地的休閒食品，價格實惠且方便經常食用。儘管並無領導行業
的大型參與者，行內強健的參與者一般為具有長久歷史的粥麵店，不但為本地人服務
亦以其招牌菜吸引旅客。

粥麵行業與澳門的茶餐廳行業一樣，有著許多主要驅動因素及機遇、威脅及挑戰。

澳門粥麵行業的主要驅動因素及機遇

採購及準備簡單

於粥麵業務，大多數提供的食品均可用少量的食材配以粥或麵製作，使與其他一
道菜中含有多種食材的菜餚相比，其準備菜餚花費的時間較少。除準備時間短外，菜
式的簡易性亦簡化採購過程及所需的供應鏈管理，因食材種類有限，餐廳經營者可將
主要供應商提供的菜品分組。由於並無冗長的購物清單，雙方均較容易跟進交付日程
及下單數量。此外，粥麵店的大部份食材一般容易尋獲，例如，米、麵粉、海鮮及家禽。
盛行的食材亦使餐廳可更靈活轉換供應商，而無須受依賴一間指定供應商的問題所局限。

保健趨勢帶動健康食品

粥麵被視為健康食品。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局，由五穀所製造的食物，例
如麵、粥及粟米片，均為健康餐單的基本。作為部分健康食品的主要選項，對健康餐
飲日益增長的需求因此增加對澳門粥麵的需求，特別是中國大陸旅客的持續湧入。

澳門粥麵行業的威脅及挑戰

基於業務性質而食物種類有限

粥麵餐廳一般提供的食物僅限於粥、麵及部分小菜，例如腸粉及煮沸的蔬菜。彼等
並不大可能提供其他種類的菜餚，例如飯菜及肉類菜餚。具體而言，早餐、午餐、茶餐
及晚餐的菜單一般並無變化。與其他餐廳相比，粥麵店僅提供相對有限的食品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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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食物種類為粥麵店吸引回頭客而增添額外的障礙。粥麵店可能需要執行其他業
務策略，例如推出季節性菜單，並於菜餚採用特別的食材以定期吸引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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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行業概覽

澳門首個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於2015年推出，當時客戶開始體驗到使用該等平台
與餐廳本身提供的傳統食品送遞服務相比的便利性。平台容使客戶能夠瀏覽不同餐廳（即
使其位於邊遠地區）的菜單及評價。應用程式在餐廳選擇方面提供更多靈活性，並通過
將部分需求轉移至線上，從而提升餐廳的銷售額。目前，澳門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
行業有四名主要參與者，各自均有獨特功能，如雙幣種支付選項、團購、限時搶購及
餐廳獨有的會員折扣。

澳門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行業的收益

下表載列於2014年至2018年以及於2019年（預測）至2023年（預測）網上食品送遞應用
程式的總收益及收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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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psos研究與分析

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的收益由2014年的約240.4百萬澳門元增加至2018年的約453.8
百萬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7.2%。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能進入市場的首要條件為
於智能移動電話的先進科技及於智能移動電話及互聯網的滲透率。於2014年至2018年期
間，移動電話使用者的數目大致維持穩定，惟透過移動電話上網的比率於同期（就複合
年增長率而言）已增加4.1%。再者，於2014年至2018年期間，三歲以上的互聯網滲透率
已增加達複合年增長率5.8%。該智能移動電話使用率及客戶外賣偏好使該網上食品送
遞應用程式更容易進入市場。

讓客戶可以不受地域限制，於虛擬平台查看菜單、項目價格及訂單，乃受澳門普羅
大眾的歡迎，特別是，當對比餐廳的傳統送遞服務。連同相對集中的競爭格局，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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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各自經常備有彼等的獨家服務以提升競爭力。例如，公司E接受雙貨幣付款及提供
逢每星期五早上的快閃優惠，以及公司F為對成本敏感的客戶於微信（一間領先的社交
媒體應用程式）設有內置的小型應用程式及團購。

於未來2019年至2023年期間，澳門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行業的收益預期由2019

年的約509.4百萬澳門元增加至2023年的約733.2百萬澳門元，複合年增長率為9.5%。尤
其是，由於2019年冠狀病毒（COVID-19)的爆發，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的收益預計將
於2020年增加。隨著冠狀病毒於全球擴散，澳門政府已建議居民留在家中避免外遊。
為盡量減少戶外活動，於COVID-19爆發期間，當地居民已由外出就餐轉變為家中用餐
或訂購送餐服務。因此，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的收益預計於2020年將大幅增長。於
COVID-19疫情減退後，由於客戶基礎的擴展放緩，於2021年2023年預測期內的複合年
增長率預計將逐年略有下降。隨著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的普及，各平台均有望隨著
忠誠度的提高而發展其穩定的客戶群（即客戶不太可能經常在不同平台之間切換）。此外，
該行業於歷史期內的快速發展一直在推動其走向行業生命週期的成熟階段。儘管如此，
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行業仍有望於未來一段時間內實現兩位數的增長。應用程序內
功能的轉變，例如與電子錢包的鏈接、送遞半徑的擴展、快閃優惠的可用性以及餐廳
合作夥伴數目的增長將繼續驅使行業向前發展。

澳門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行業的競爭性分析

隨智能移動電話的滲透增加及共享經濟的上升，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行業的經
營由單一餐廳基本擴充至多間餐廳，以及為其掌上便利，系統經營開始由網站轉移至
應用程式。餐廳無須為網上訂單而發展其自身頁面，應用程式平台已成為協調網上銷
售點（銷售點）系統、應用程式內支付費用、廣告及交付服務的管理員；而餐廳將與該
等平台成為合作夥伴以爭取最大可接觸客戶群或以提供獨家折扣或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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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澳門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行業的四大參與者

排名 應用程式名稱 估計收益 市場份額    

（百萬澳門元） （%）

1 公司E 344.9 76.0%

2 公司F 45.4 10.0%

3 公司G 40.8 9.0%

4 公司H 22.7 5.0%

總計 453.8 100%

主要驅動因素及機遇

互聯網及移動電話用戶的滲透度上升

互聯網及移動電話的便利度為採納網上食品送遞背後的增長驅動因素，鑒於應用
程式原本乃是為移動電話而設，互聯網有助聯繫網上的一切事項及以實時運行。澳門
互聯網滲透度由2014年約69.8%增加至2018年約83.8%，複合年增長率為5.8%。移動寬帶
網絡的普及性及光纖寬帶網絡使造訪互聯網更容易及更迅速。再者，最普遍用於造訪
互聯網的用具當中，於2014年使用已登記之移動電話佔所有互聯網使用者約79.5%及增
加至2018年約93.2%，複合年增長率為4.1%。鑒於下訂單不受地域限制的便利，移動電
話及平板電腦的滲透度上升大有可能支持澳門食品送遞應用程式行業的增長。

其他相聯折扣及優惠的一站式應用

該等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不單經常提供食品下單及送遞服務，亦會提供部分其
他相關折扣。例如，澳覓，一間領先的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附有逢每星期五早上
的快閃優惠部分。此外，速食，另一間業內參與者，應用程式上附有團購活動。當有意
購買的客戶達致最低限額，客戶便可以大幅減少的價格購買產品╱服務。應用程式使
用者除了可以滿足足不出戶的用餐需求外，亦可以取得該等額外折扣及優惠。相聯功
能加強客戶對應用程式的參與，每次使用均能產生積極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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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及挑戰

難於確保送遞時間較長之食品的新鮮程度

每項訂單於送遞至客戶前須經過若干程度的人手處理，以及漫長的送遞時間使暴
露於細菌中的風險增加。目前，送遞時將放置所訂購食品於隔熱袋，確保食品保存於
其完成時相若的溫度。然而，此等送遞服務並未獲澳門食物安全法（第5╱ 2013條）所涵
蓋。市政署（市政署）的食物安全廳正審閱上述食物安全法之修訂本，以及應用程式平
台須遵守法律。資料的追溯性，如食品生產商、供應商、運送時間及目的地應可供審閱。

就食品送遞業務與網下餐廳對拆的可能性

儘管網下餐廳及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均向客戶提供送遞服務，目標客戶則略帶
不同。對網下餐廳而言，送遞服務一般適用於最多若干半徑範圍內，以作為使社區內
客戶優先的普遍做法。相反，若購買價值合符免費送遞資格，客戶於應用程式下單則
不受任何地域限制。網下餐廳的外賣服務可能已透過網上訂購應用程式而轉移；然而，
客戶仍直接向餐廳或透過網上食品送遞應用程式為訂單或服務支付費用。

來自2019冠狀病毒疫症(COVID-19)爆發對市場的潛在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世衛）於2020年1月30日宣佈冠狀病毒（COVID-19）為「國際關注的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根據世衛的資料，截至2020年8月12日，共有20,162,474宗報告COVID-19

感染病例，包括於中國的89,444宗報告病例（包括於香港、澳門及台灣確診的病例）。

COVID-19爆發已於各個方面影響澳門。就旅遊業方面，根據澳門政府旅遊局，於
2020年農曆新年期間的遊客人數較2019年減少83.3%。為防止病毒傳播，澳門行政長官
已宣佈關閉市內所有賭場半個月，以限制該病毒於社區內傳播。隨著冠狀病毒於全球
持續擴散，政府亦建議居民留在家中避免外遊。為盡量減少戶外活動，於COVID-19爆
發期間，當地居民已由外出就餐轉變為家中用餐或訂購送餐服務。



– 93 –

行業概覽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儘管COVID-19對市場情緒造成不利影響，惟於COVID-19爆發減退後，預期澳門經
濟將會復甦。此外，於2月13日，澳門政府宣佈，將於COVID-19疫症結束後發放約22億
澳門元的消費券，以振興澳門當地的消費。隨著向每位澳門市民預期發放約3,000澳門元，
預計澳門居民的消費將有所增加，尤其是於餐飲、零售及食品雜貨行業。隨後於4月宣
佈將向每張卡再增加5,000澳門元，以於8月至12月期間在市內使用。再者，旅遊業有望
反彈。於2003年2月至6月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爆發期間，年內2月至5月的遊
客到訪人數錄得減少約43.0%。然而，旅遊業於6月開始反彈，遊客到訪人數錄得增長約
36.7%。經參考過往疫症爆發，於COVID-19疫情減退後，預計旅遊業將再次活躍，成為
澳門的經濟支柱之一。總括而言，隨著預期對澳門居民採取的措施以及估計遊客到訪
人數反彈，於COVID-19疫情減輕後，預期澳門經濟將會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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