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莎莎公布 2020/21 年度全年业绩 
*  *  * 

透过理顺店铺网络    发挥 O2O 协同效益   

冀尽快收支平衡 

 

（2021年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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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财政年度」或「年内」）之全年业绩。在新冠病毒疫情下，2020/21年度

集团持续经营业务的营业额为3,043.0百万港元，下跌46.8%。香港及澳门特区市场的零售及批发销

售额为1,999.8百万港元，下降57.8%。 

 

集团年内录得亏损351.4百万港元，2020年3月31日止的上一财政年度( 「上一财政年度」或「去

年」)则为亏损515.9百万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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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已终止经营业务的业绩，集团于本财政年度的亏损为301.6百

万港元，去年则为亏损204.6百万港元。由于集团严格管理存货及控制成本，于2021年3月31日，集

团整体的现金及银行结存为526.4百万港元，足以应付当前的经营所需。 

 

每股基本亏损为11.3港仙（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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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无）。 

 

业务回顾 

港澳特区市场方面，在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下，旅游业曾一度处于冰封状态，冲击集团

年内的销售表现。在香港特区，由2020年2月开始至今，中国内地访港的累计旅客人数按年锐减至

接近零，同时政府推出社交距离措施，本地消费气氛未如理想。 

 

在澳门特区，随着疫情逐渐受控，去年8月中当地开始恢复内地旅客的个人游签注，并于9月底全面

恢复至全国，内地旅客人次持续增长，集团对来自中国内地旅客的销售随之开始复苏，下半年按年

跌幅收窄。集团亦充分把握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两期消费补贴计划的机会，推动本地顾客的销售。 

 

总体而言，于本财政年度，港澳特区市场零售销售额按年下跌58.1%，而同店销售按年减少54.4%。

由于澳门特区通关后销售跌幅明显收窄，加上去年第四季的基数低，令港澳特区的按年销售降幅由

上半年的70.8%收窄至下半年的38.0%。澳门特区的零售店自下半年起已录得利润，并足以使当地全

年录得盈利，不过香港特区仍然录得亏损。 

 

在艰难的经营环境下，管理层迅速推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包括短期减省成本的方案，以及优化成本

架构的长远举措，其中一个重心是理顺店铺网络，以加快集团转亏为盈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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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港旅客人次锐减令位处游客区的店铺受到严重打击，故集团关闭旅客区严重交迭的店铺，在保留

客源的大前提下减低实体店的租务及其他成本。于2021年3月31日，集团于港澳特区市场的店铺总

数已由两年前高峰期的118间减至100间，若与去年比较则净减少12间，关闭的店铺全部位于香港特

区，当中超过八成位于游客区。至于其余继续营运的店铺，集团争取临时租金减免及于续租时减租。

全年的实际租金开支较去年节省238.4百万港元。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之财政年度，集团于香港特区租约期满的店铺共38间，预计全年将会关闭约

15至20间店铺。 

 

在线业务方面，集团年内在线业务的营业额为501.3百万港元，按年升幅为45.4%，占集团持续经营

业务的总营业额由去年的6.0%增至16.5%。第三方平台及O2O业务均录得按年销售增幅，带动整体

在线业务于下半年录得利润，并足以弥补上半年的亏损，令全年能够扭亏为盈。 

 

中国内地业务方面，年内的总营业额按当地货币计算上升15.9%至289.9百万港元，而同店销售则上

升5.4%。新冠疫情在中国内地控制得宜，虽然偶有个别城市的小区爆发导致部分店铺需要暂停营业

或受到影响，但疫情过后的消费带动集团销售在踏入第三季时回复正增长，支持集团加快开设新店

的进度，店铺总数按年净增长13间至57间。 

 

在马来西亚市场，年内的营业额为252.0百万港元，按当地货币计算，按年下跌34.9%。受新冠疫情

及行动管制令影响，集团店铺累计接近100天须暂时停业。集团继续采取一系列减省成本措施，包括

争取租金减免、调整人手等，致使店铺及办公室开支得以较去年减少约30%，降低亏损。 

 

展望及应对策略 

于2021/22财政年度，香港特区市场前景视乎疫情的防控进度及与中国内地通关的时间表，故此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因为游客区实体店的租金成本高，集团难以在年内达致收支平衡。犹幸，澳

门特区业务已于下半年开始录得盈利，集团预料该业务将持续改善，并有望继续录得盈利增长。另

一方面，集团的线上业务进步明显，预料其盈利贡献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内地市场仍处于积极开发

阶段，集团估计盈利能力也会逐步提升。而马来西亚市场在当地疫情消退后，业务预计可快速反弹

并恢复收支平衡。 

 

为达致业务更多元化及可持续发展，以及把握市场机遇，集团将会加快发展港澳特区以外的市场，

尤其是具增长潜力的线上业务和中国内地市场，长远目标是把其港澳特区市场实体业务以外占集团

整体营业额的比例由本财政年度约35%加大至50%以上。 

 

集团会进一步发挥线上业务与实体店互补优势，务求提升顾客体验和集团的盈利能力，同时加强线

上及线下业务在营运层面的融合，并改善物流及存货安排，以提供无缝的O2O顾客体验。对莎莎而

言，O2O业务拥有个人服务元素，在毛利率和交易金额方面较单靠顾客在线上独自浏览更具优势，

而且可免除店铺租金和线上平台费开支，因此O2O业务的利润率相对吸引，而集团亦希望发挥该业

务的最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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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线上平台的销售比重逐渐增长，集团得以减低对实体店的依赖，并将会继续重整及理顺店铺网

络，以改善整体成本架构，降低传统零售业务的收支平衡点，长远有助提升集团整体的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 

 

在迈向新零售的进程中，线下零售店成为提升顾客体验的重要一环。在港澳特区，目前租金水平回

落，集团可以在租金和地方容许的情况下，在个别店铺中加设顾客体验区，让客户可即场试用美妆

及保健产品，感受更个人化的顾客服务。集团已着手部署在香港及澳门特区设置试验店，预料于

2021/22财政年度内推出。 

 

中国是多元且发展迅速的庞大市场，莎莎将把握中国市场的机遇，不断提升内部管理和产品采购质

素，同时抓紧疫情后租赁市场较弱的机会以洽谈较合理的租约条件，推进集团于中国内地的覆盖率，

并集中投放资源发展核心城市（尤其是大湾区城市）和重点区域。集团同时会加快发展中国内地的

O2O融合，以双轨并行完善线上及线下业务布局，扩大中国内地市场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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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线上业务已成为零售市场的新

焦点，集团锐意迈进新零售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发展线上业务，不断强化品牌、调整产品组合，积

极推动港澳特区核心市场以外和线上的业务，多元化扩大集团的收益组合及顾客基础，继续为持份

者创造长远价值。」 

 

「为支持香港特区各界齐心抗疫，莎莎将捐出总值100万港元的莎莎现金券作为奖品，举办幸运大抽

奖，以鼓励香港特区居民接种新冠疫苗，帮助社区建立有效的群体免疫力。相信随着疫苗接种率提

升，将有助香港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并加快通关，促进经济尽快复苏。」 

 

21/22 财政年度第一季营运销售数据（持续经营业务） 

由2021年4月1日至6月9日的第一季，集团的零售和批发营业额较去年同期上升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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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 56.3% 

中国内地 

 撇除会员积分奖赏计划之影响 

30.7% 

40.1% 

6.7% 

13.9% 

马来西亚 3.5% 不适用 

线上业务 131.2% 
 

集团营业额  55.1%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