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莎莎公佈 2020/21年度中期業績 

*  *  * 

疫情加快發展電子商貿業務 

加速擴展中國內地零售網絡 

 
（2020年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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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內」）之中期業績。 

 

在新冠肺炎嚴重打擊下，上半年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營業額下跌 62.1%至 1,286.1百萬港元。香港及

澳門特區的零售及批發銷售額下降 70.4%至 856.0 百萬港元。計及已終止經營業務，集團期內錄得

虧損 242.0百萬港元，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 36.5百萬港元。不計及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所確認

之零售店舖資產減值撥備（包括使用權資產及物業、機器及設備）46.1 百萬港元，集團持續經營業

務於期內的虧損為 201.8百萬港元。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的零售店舖總數

由去年的 244間減少至 231間。 

 

為保留足夠營運資金以及維持資金流動性，集團的首要任務是嚴格執行存貨和成本管理。期內，集

團透過清貨促銷活動減少高存貨水平、保質期較短或慢流的產品，故於 2020年 9月 30日，集團的

庫存較 2020年 3月底已減少 180.2百萬港元至 825.7百萬港元。於 2020年 9月 30日，集團的現

金及銀行結存為 593.6百萬港元，仍然足以應付當前的經營所需。 

 

每股基本虧損為 7.8 港仙（2019 年：1.2 港仙）。鑑於市場的經營環境嚴峻及前景未明，董事會不建

議派發中期股息（2019年：無）。 

 

業務回顧 

港澳特區市場方面，自 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發加上中美博弈升溫，使本來已十分疲弱的本地消費

雪上加霜。為遏止病毒傳播，港澳兩地於本期內實施入境管制措施，並暫停中國內地旅客赴港澳個

人遊計劃，幾乎令旅客停止到訪兩地，重挫整個倚重旅遊業的零售行業，集團香港及澳門特區業務

因而受到沉重的打擊。於 2020/21 財政年度上半年，香港及澳門特區的零售銷售額下跌 70.8%，而

同店銷售按年減少 66.9%，其中，內地旅客與本地顧客的銷售分別下降 98.2%及 11.9%。 

 

猶幸，澳門特區政府先後推出兩期消費補貼計劃，鼓勵本地消費，加上澳門特區於 8 月中局部開放

予中國內地多個城市，隨後於 9 月底進一步恢復全國自由行的旅遊簽注，故旅客人次按季略有增長，

集團第二季的整體銷售亦較第一季增長 95.6%。惟香港特區仍維持嚴謹的入境管制措施，第二季的

銷售表現未見有顯著起色。 

 

面對嚴峻的經營環境，自去年 9 月開始，集團積極理順店舖網絡，關閉香港特區的遊客區表現欠佳

或減租效果未如理想的店舖，減低實體店的成本。繼上個財政年度下半年關閉九間分店，隨著租約

陸續屆滿，集團今年上半年再關閉六間分店，大部分位於香港特區的遊客區如尖沙咀及銅鑼灣等。

上半年獲寬減租金金額按年多 57.4 百萬港元，加上關店及續租時獲減租等，上半年的實際租金開支

較去年同期節省 150.3 百萬港元。同時，集團亦繼續簡化營運流程，加強數碼化及自動化，減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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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提升營運效率。上半年，香港及澳門特區的員工成本減少 185.8百萬港元。 

 

為回應市場的需求及趨勢，集團於期內引入更多迎合本地顧客需要和喜好的產品，如防疫產品、個

人護理及保健產品等，調整店舖產品陳列以刺激銷售，增加不同類型的推廣活動，加強社交媒體的

宣傳等，刺激本地顧客消費，建立更穩定、忠誠的本地顧客群。因 9 月底的存貨量已按年大幅下降，

由第二季開始，集團積極引入新產品，以提升毛利率及銷售表現，10月份的毛利率已開始回升。 

 

中國內地業務方面，期內的總營業額按當地貨幣計算下跌 10.0%至 117.3 百萬港元，而同店銷售按

當地貨幣計算則輕微下降 1.0%。集團期內經營情況持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內地政府實施嚴格防

控措施，店舖人流有所減少。隨著疫情受控，集團的銷售表現亦隨之改善，同店銷售跌幅亦收窄，

故上半年同店銷售微跌 1.0%。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消費者的線上購物趨勢。電子商貿業務期內的營業額按年上升 9.5%至 186.1

百萬港元。其中，集團的社交商貿活動特別發展迅速，令線上線下業務（「O2O」）成為電子商貿的

增長動力，O2O 銷售由去年同期接近零的水平升至上半年約 37.5 百萬港元，佔電子商貿營業額的

20.2%。集團為電子商貿業務進行一連串包括針對銷售渠道、產品及電子商貿團隊的內部架構整合，

以提升其供應鏈、產品組合及競爭力。香港特區方面，集團自 5 月開始在香港網站推出防疫產品，

有助刺激自家網站的人流及銷售增長。於第二季，由於香港特區和中國內地的社交商貿及香港特區

的自家網站增長強勁，銷售按年上漲 36.0%，按季上漲 38.7%。 

 

在馬來西亞市場，期內的營業額為 126.7 百萬港元，按當地貨幣計算，按年下跌 35.4%。受新冠肺

炎疫情及行動管制令影響，集團旗下店舖需臨時強制性停止營業，期內，集團店舖超過一個月需要

全面關店，令第一季零售銷售下跌 42.4%。受惠於政府於 4 月推出為期六個月的自動暫緩還貸計劃，

集團於第二季的銷售表現錄得改善，加上店舖陸續恢復營業及新店開幕，零售銷售按年跌幅收窄至

28.9%。 

 

展望及應對策略 

管理層預料，香港特區即使在通關後，訪港旅客人數亦難以在短期內回復至以往的水平，旅遊業預

期需要較長時間復甦，未來數月的業務仍然會以本地顧客主導。澳門特區方面，繼本地電子消費券

及開通珠海關口後，當地政府已於 9 月下旬開始恢復內地各省市居民的旅遊簽注，且推出「擴客源．

興經濟．保就業」計劃，帶動經濟復甦及穩定就業，故內部復甦較香港特區快。同時，各大賭場更

乘勢大力宣傳以提升人流，集團會積極把握聖誕節及農曆新年黃金檔期的機會，期望令澳門特區的

銷售顯著回升。 

 

集團將利用 O2O業務推動整體業務發展，同時降低經營風險和增加業務靈活性。透過重整及理順店

舖網絡（特別是虧損嚴重的香港特區遊客區店舖）和尋求租金寬免等措施減少租金成本，集團可以

減低店舖網絡的整體經營成本以增加盈利能力。與此同時，為提升工作效率和嚴控成本，集團致力

在店舖及辦公室層面加快自動化的步伐，以改善及簡化工作流程。 

 

莎莎主動迎合零售新常態，並獲得傳統零售部門的前線及後勤員工大力支持，通力合作發展 O2O業

務，加強與實體店發揮互補優勢，集團已調派額外專才負責數碼轉型及電子商貿工作，未來將繼續

壯大相關團隊，為拓展電子商貿業務構建良好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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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現時網購及社交商貿的大趨勢，集團繼續善用微信小程序與內地顧客互動溝通，一方面增加顧

客忠誠度，另一方面利用微信龐大的公域及私域流量促進銷售。集團亦會加大力度發展第三方平台

業務，尋求與更多知名電商平台展開合作，擴展電子商貿的銷售渠道，期望擴大香港特區和東南亞

的目標顧客群。 

 

為迎合本地顧客主導的市場，集團因應產品組合轉變的必要性，改變過去偏重潮流產品的方針，透

過有效的產品類別管理以釐定更佳採購策略，並改善店舖陳列予以配合。集團將陸續加強數碼化市

場推廣，善用網上直播及其他宣傳渠道吸納更多顧客，再利用 VIP 系統及顧客關係管理系統鞏固顧

客忠誠度。 

 

中國具龐大的發展空間，且內地的疫情持續受控，市民生活陸續回復正常，帶動內需向好。莎莎於

中國內地的內部管理和產品採購團隊持續進步，使莎莎具備條件加快開店步伐，因此第二季及 10月

的同店銷售錄得正增長，期內新開店舖亦表現理想。鑑於目前較易與業主洽談租約條件，集團銳意

進一步擴大中國內地市場的覆蓋範圍，並集中投放資源發展重點區域和核心城市，以提高店舖管理

和營運效率，同時充分利用線上渠道，逐步實現線上線下業務網絡遍及中國的長遠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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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為整個零售行業及莎莎

帶來巨大的挑戰及變化。由於目前消費者消費模式已逐步由傳統零售渠道轉移至網上，因此集團銳

意邁進新零售時代，減少對實體店的依賴，加大資源發展社交商貿，加快融合 O2O業務，改善莎莎

線上與線下整體的業務效益，矢志為顧客締造無縫貼心的 O2O購物體驗。在調整業務模式的同時，

集團將不斷強化品牌、調整產品組合，並全面提升客戶購物體驗，從而增加集團於市場上的競爭力，

以靈活應變的方針渡過難關。」 

 

20/21財政年度第三季營運銷售數據（持續經營業務） 

由 2020年 10月 1日至 11月 15日的第三季，集團的零售和批發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 34.8%。零

售額和同店銷售額的按年變動顯示如下： 

 

以當地貨幣計算 按年變動（%） 

零售銷售 同店銷售 

香港及澳門特區 -48.7% -44.3% 

中國內地 23.9% 9.7% 

馬來西亞 -39.9% -36.4% 

電子商貿 143.2%  

集團營業額  -34.8%  

註：以上資料包括來自尊貴會員積分獎賞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