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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开关后带动港澳特区销售    积极拓展电子商贸 

 

（2020年6月18日 – 香港）莎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莎莎」 或 「集团」；股份代号：0178）公布截

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财政年度」或「年内」）之全年业绩。 

 

自2019年中起，在持续的中美贸易战及社会事件影响下，香港特区零售业的销售额大幅下滑。2019

年下半年的社会事件导致中国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急跌 41%。至 2020 年初，为遏止新型冠状病毒传

播，中国内地旅客赴港澳个人游计划暂停，导致香港及澳门特区的零售业雪上加霜。 

 

受以上因素拖累，于回顾年内，集团持续经营业务的营业额下跌 29.9%至 5,717.3百万港元，年内亏

损为 515.9 百万港元，去年同期则录得溢利 470.8 百万港元。撇除采纳香港会计准则第 36 号所确认

之零售店铺资产减值拨备（包括使用权资产及物业、机器及设备）270.5 百万港元及终止新加坡零售

业务的亏损 40.8 百万港元，集团年内亏损为 204.6 百万港元。 

 

每股基本亏损为 16.7 港仙。鉴于市场的经营环境严峻及前景未明，董事会不建议派发末期股息

（2019 年：每股 9.0 港仙）。 

 

业务回顾 

港澳特区市场方面，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的零售销售额下跌34.6%，同店销售减少33.8%。

整体交易宗数下降 26.3%，其中内地旅客及本地客分别下跌 45.3%和 2.2%。本地客的销售跌幅相对

较小，主要由于集团迅速地转移产品采购重心至个人防疫产品。此外，集团又积极加强线上渠道，

以弥补部份销售损失。 

 

面对严峻的经营环境，集团关闭旅游区表现欠佳的店铺，以降低成本，实现更精简的成本结构。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14 日，集团已关闭了 12 间店铺，当中大部份位处尖沙咀、铜

锣湾和旺角等旅游区。集团又透过无薪假安排、临时减薪计划和调整员工架构，并鼓励员工清理假

期，以降低员工成本。另外，集团透过清货促销和批发活动，已减少库存 407.8 百万港元至 1,005.9

百万港元。 

 

中国内地业务方面，年内总营业额按当地货币计算下跌 12.1%至 243.0 百万港元，同店销售按当地

货币计算则增加 5.2%。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集团在中国内地大部份的零售店铺在 1 月底至

2 月中暂停营业，自 2020 年 3 月中旬起，90%店铺已经重新营业，销售表现亦逐渐改善，5 月的同

店销售已回升至去年同期相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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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电子商贸业务的营业额为 344.7 百万港元，中国内地顾客占约 90%。第三方平台的销售按年

上升4.6%，其占比于年内上升至约70%，主要由于天猫和京东的销售录得增长抵消了考拉比较大的

降幅。由于顾客流量持续转移至第三方平台，集团已关闭中国内地市场的自家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

并把其顾客引流至微信小程序。于去年 10 月试行的微信小程序将美容顾问于传统实体店提供的个人

服务延伸至线上，优点是不被顾客地理位置所限，以多重接触点提供咨询与销售服务，亦可以弥补

前线员工因实体店铺人流减少所损失的收入。由于拥有个人服务元素，微信小程序在产品销售重心、

毛利率和交易金额方面较单靠网上进行销售更为理想。 

 

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消费者更快速地趋向线上购物，集团加快协调线上和线下营运以服务顾客，

尤其以香港特区顾客为目标服务对象。集团于 2020 年 3月上旬开始与一家服务供货商合作，提供线

上轮侯系统支持，用以销售外科口罩。顾客对该服务反应正面，并成功吸纳新会员。 

 

在马来西亚市场，于截至 2020 年 1月的十个月期间，集团销售额录得双位数增长，溢利亦按年录得

高单位数增长，唯 3 月中旬因新冠疫情爆发， 而实施的行动管制令更导致店铺被强制性临时关闭，

集团第四季度的销售表现遭受严重打击，按当地货币计算，全年的销售增长收窄至 3.6%。全年营业

额为 390.2 百万港元，溢利为 16.2 百万港元。随着店铺于 5 月陆续重开，当地的销售表现已开始回

升。 

 

新加坡市场连年亏损，集团已于年内关闭全线 22 间店铺，集中资源发展香港及澳门特区、中国内地

和马来西亚市场，以及电子商贸业务。 

 

展望及策略 

经济逆风来袭，莎莎目前的重点任务是严格控制成本和资金流动性，并调整业务和策略，以迎接经

济逐步复苏。除密切监察库存和现金状况外，集团亦积极进行促销活动，严格监控产品订单的情况，

确保资金可策略性地投放在重点产品上。集团将迅速缩减香港特区的租金开支，加快数码化及流程

自动化的步伐，在尽可能保留店铺及员工的情况下，实现更精简的成本结构，提高营运效率，长远

有利集团健康发展。 

 

在香港特区，调整店铺网络的步伐视乎租约期满时的实际市场情况、各地区的业务机遇及业主提出

的租赁条件等方面。针对现时未能获利的个别店铺，集团将于续约时争取大幅减租，最低限度以达

致店铺层面收支平衡为原则，并尽可能保留店铺及员工，同时继续向尚未约满的业主争取临时租金

减免，及寻求新租约形式转换为按营业额抽成的可能性，务求大幅度降低收支平衡点，在销售回升

时，加快转亏为盈的步伐。 

 

预期香港及澳门特区取消入境检疫限制后销售陆续有所回升，集团将适时调整产品策略，以迎合不

同顾客层的需求，从而增强集团的产品竞争力。通过推出更多样化的产品，集团希望能够提高现有

顾客的忠诚度、吸引新客户以建立稳定的顾客群。 

 

集团旨在提升来自澳门特区、中国内地和马来西亚的营业额，该等市场对集团而言具有理想的增长

潜力，可进一步扩阔集团的收入来源和盈利基础，同时分散市场集中的风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前，澳门特区于 2019 年 8 月至 12 月的同店销售持续改善，相信疫情过后旅游业会较快复苏，并可

率先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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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推动了集团加快拓展电子商贸，并通过信息科技和数码化为顾客提供线上线

下无缝的贴心购物服务，全面提升顾客体验和互动，包括推出更多线上元素，以满足持续增长的线

上消费群。 

 

在香港特区，集团自今年 3 月开始积极开拓多个新的社交或其他线上销售渠道，并已与多家供货商

展开合作，计划于上半年利用不同供货商的科技或销售特色，可加入个人化的服务元素，让莎莎的

美容顾问与顾客在不同的渠道进行互动，并有效扩阔莎莎的顾客群至不同的目标消费层，与现有的

莎莎自家购物网站发挥互补作用。此外，新收银系统预期在 2020/21 财政年度第二季推出，将会提

升结账自动化的程度，减省营运成本，并提高顾客购物体验。 

 

为顺应新消费模式潮流，集团加强社交商贸的投入。微信小程序成功将集团的前线美容顾问与顾客

连结起来，其毛利率与独家品牌的销售占比较其他线上渠道高，在访港人数大幅下滑时，成效更为

显著，集团将进一步探索当中的发展空间。直播是新的网购宣传策略，集团在 5 月联同内地的微信

进行直播，并与香港特区的购物平台及供货商合作，利用直播吸纳本地消费群。此外，集团将继续

与现有和潜在的第三方平台寻求更多机遇，并计划透过虾皮购物进军更多的东南亚国家。 

 

集团主席及行政总裁郭少明博士，银紫荆星章，太平绅士总结：「新冠肺炎全球大爆发，莎莎的所有

市场亦受到影响。集团之首要任务是保留实力，持续严谨监控成本，严格管理库存和现金，简化工

作流程，以提高营运和成本效益，改善盈利能力，尽可能保留店铺及员工就业，并做好准备在消费

市场好转的时候尽快得益。未来，集团将在信息科技、数码转型和电子商贸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

以便在高速发展的电子商贸领域中分一杯羹，并积极加快零售网络的自动化进程，朝着线上线下营

运模式迈进，融入新零售时代。」 

 

20/21 财政年度第一季营运销售数据 (持续经营业务) 

由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14 日的第一季，集团的零售和批发营业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69.5%。零售

额和同店销售额的按年变动显示如下： 

 

以当地货币计算 按年变动 (%) 

零售销售 同店销售 

香港及澳门特区 -75.9% -72.6% 

中国内地 -15.3% -1.2% 

马来西亚 -48.9% -5.6% 

电子商贸 -22.7%  

集团营业额  -69.5%  

注：以上数据报括来自尊贵会员积分奖赏计划之递延收入调整的影响。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