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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香港特區同店銷售升 26.6% 

通關前已轉虧為盈 集團溢利達 5,820 萬港元 

 

（2023年6月15日 – 香港）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莎莎」 或 「集團」；股份代號：0178）公佈截

至2023年3月31日止年度（「本財政年度」或「本財年」）之全年業績。本財政年度，集團營業額上

升2.6%至3,500.5百萬港元。 

 

本財政年度的上半年，新冠病毒疫情肆虐，衝擊作為莎莎主要市場的港澳特區，中國內地市場表現

也受壓，集團保留財務實力應對挑戰。至第三季度，集團的成本管理及擴大利潤率政策收效，錄得

5.5百萬港元溢利，是疫情爆發後首個季度錄得盈利。隨著第四季度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寬，港澳特

區與中國內地重新通關，旅客重返此兩個核心市場，銷售大幅上升。本財年集團溢利為58.2百萬港

元，較去年上半年虧損133.2百萬港元，及去年全年虧損343.7百萬港元相比，已大幅轉虧為盈。於

2023 年 3 月 31 日，集團經營共186間零售店舖。港澳特區業務的增長勢頭持續，新財政年度首季截

至2023年6月11日，銷售按年升51.2%。 

 

集團嚴格採取零基預算機制、成本中心集中化以加強成本效益和推動成本優化，以及在商討續租時

爭取合理租金，令本財政年度的運營成本效率顯著改善。集團還採用了嚴格的品類管理機制，增加

獨家品牌組合，淘汰較不受歡迎及沒有利潤的產品線，促使整個財政年度的毛利率持續改善，由本

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的35.5%，持續提高至第四季度的43.5%。 

 

集團的每股基本盈利為 1.9 港仙（2022 年：每股基本虧損 11.1 港仙）。有鑑於集團經營的核心市場

剛從疫情困境走出來，根據集團按溢利派發股息的政策，以及實施負責任的風險管理，董事會不決

議派發本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2022年：無）。 

 

業務回顧 

港澳特區市場為集團收入最大貢獻地區。在香港特區，本財政年度期間，本地消費情緒逐步改善，

集團把握消費券的契機更新品牌和產品組合，並推出有效的主題促銷活動，使香港特區同店銷售額

於首三季度成功增長 15.7%。於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第四季度，受惠於中國內地遊客回流，集

團於香港特區的線下銷售按年增長 55.6%，與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上一季度相比則增長

25.1%。與疫情前同期相比，營業額已恢復至 40%。 

 
集團鎖定潮流產品類別，進一步加強整個財政年度的銷售增長。首三季度，口罩、快速抗原測試包

等防疫用品是核心產品類別，隨著社交距離措施放寬，此類產品的需求急劇下降，而化粧品、彩粧

和香水則需求若渴。 

 

至於澳門特區，在本財政年度集團的線下銷售為636.4百萬港元，按年下跌13.2%，同店銷售下跌 

12.8%。自2022年12月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後，集團看到中國內地旅客迅速重返澳門特區，回流速度

與香港特區相比快得多。第四季度營業額按年增加70.5%，而與上一季度相比則增加93.8%，恢復至



莎莎公佈 2022/23年度全年業績 

2023年 6月 15日 / 第2頁  

 

疫情前水平的約77%。 

 

中國內地旅客在香港及澳門特區的銷售佔比於第四季度為 41.1%，而疫情前則約為 70%。 

 

因應市場復甦 理順店舖網絡 

按照莎莎的零售網絡策略，集團於本財政年度為 11 間位於香港特區人流暢旺的黃金旅遊區店舖續租，

另有兩間店舖結業。這些店舖續租將降低未來開設新店相關的初始資本支出和相關折舊支出。此外，

集團正在本地尋找合適規模的住宅區店舖，以及在香港特區核心旅遊區物色客流量大的店舖，完善

集團現有的店舖網絡，使其更具經濟效益。本財政年度後，集團簽署了三份新租約，其中兩份位於

香港特區核心旅遊區，新店鋪將於新財政年度第一季度開業。 

 

莎莎於港澳特區的線上滲透率由疫情前的0.1%上升至本財政年度的8.9% 

透過自家渠道及第三方平台，集團於港澳特區的線上總銷售按年上升 26.4%至 230.5 百萬港元，佔

集團線上總銷售的 38.3%。集團的線上滲透率已迅速改善，由疫情前的 0.1%上升至本財政年度的

8.9%。消費者接納新零售模式，帶動集團於香港及澳門特區的線上銷售繼續快速增長。除了經營自

家渠道，集團亦有借助第三方平台，例如 HKTV Mall，以繼續探索新零售模式。 

 

中國內地疫情陰霾消除 

中國內地方面，集團的店舖網絡因首三個季度的檢疫隔離措施總共損失了758個營業日。鑑於當時的

不明朗因素和客流量顯著下滑，集團決定減少損失、保存現金流，為未來的復甦保留實力。按照此

策略，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集團於中國內地的店舖總數已被理順並減少 40 家至 37 家。受惠於

中國內地疫情陰霾消除，於第四季度，線下銷售恢復至 61.5百萬港元，較上一季度增長32.7%（按

當地貨幣計算），增長勢頭稍見復甦。總括而言，集團於本財政年度在中國內地的虧損減少 69.2% 

至 44.5百萬港元。值得留意的是，集團下半年錄得虧損僅0.9百萬港元。 

 

東南亞的業務繼續強勁反彈 

馬來西亞方面，隨著當地政府改變抗疫策略，並自2022年4月1日起放寬防疫措施，利好集團年內業

務表現。集團的業務繼續強勁反彈，於本財政年度的營業額增長 64.9%，同時恢復至疫情前水平的 

85%。雖然集團現時經營70間店舖，較疫情前的81間店舖少，但於本財政年度的同店銷售增長仍維

持在34.3%，表現不錯。集團繼續在東南亞投資和發展線上業務，該業務在本財政年度錄得9.0%的

增長，佔集團在東南亞總銷售額的19.4%。 

 

展望及策略 

展望未來，隨著區內的旅遊業回復正常，集團核心市場的零售業預計會逐步復甦。然而，業界復甦

的速度、疫情期間消費者口味的轉變，以及各個旅遊目的地之間的競爭，將影響區內每個市場的復

甦進度。 

 

隨著旅遊業復甦，以及在核心市場港澳特區的業務有所增長，集團將致力於擴大店舖組合中遊客區

店舖的佔比、聘請前線員工以及產品類別的供應與管理，以滿足需求。本財政年度後，集團簽署了

共三份新租約，當中兩份的舖位在遊客區，令店舖組合增加至 82 間。此外，消費模式及行為於疫情

爆發後發生不少變化，集團將於下一個財政年度之下半年審視於亞洲市場的佈局，尤其是在中國內

地的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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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 OMO 發展 

集團的線上線下融合（OMO）策略雖然處於萌芽階段，但已在推動集團的線上銷售增長，集團期望

下一個財政年度能加快 OMO 發展。集團的專業美容顧問與客戶之間的接觸面已擴展至線上渠道，

集團正尋求加強顧客關係管理（CRM）方案和 CRM 基礎設施，以便提供更個人化的全渠道購物體

驗。為迎合區內直播發展趨勢，以吸引年輕一代顧客，集團會繼續尋求更多合作機會，以提高銷售

盈利。 

 

中國內地市場仍然是集團長遠策略的核心重點。疫情下的社交距離措施為市場帶來的不明朗因素已

經消除，集團目前能夠在正常情況下按照既定計劃營運業務。為提升集團於中國內地的競爭力，集

團將專注於獨家品牌，並通過投資豐富集團的產品種類。集團其中一個獨特優勢是其訓練有素的專

業美容顧問團隊，提供行業領先的服務。集團將利用該團隊進一步加強其 CRM 計劃並把握 OMO的

機會。 

 

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郭少明博士，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總結：「集團一直在為內地與香港恢復通關

作準備，採取靈活的管理常規原則，包括延長店舖營業時間、更新產品組合、靈活調配前線人手及

存貨，以滿足旅客回歸帶來的上升需求。核心遊客區客流量回升，令集團對日後的增長充滿信心。

香港特區一直是中國內地遊客的熱門假日出遊地點，而美容產品也是他們在港旅遊購物的熱門之選，

我們預計中國內地旅客的陸續回訪，將對我們在香港特區的業績產生正面影響。再者，内地遊客回

歸澳門特區的趨勢更為明顯，我們預計澳門特區市場最終能夠全面復常。集團將繼續改善內部架構

和風險管理機制，從而提升克服困難的能力，令集團更能掌控外部風險、把握機遇。」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