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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消费券，加快发展

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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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零售市道略有好转，早前公布的 4 月份零售销售按年弹升 11.7%，

结束了持续两个月的跌势，单月总销售货值亦重上 300 亿港元的水平，当

中电器及其他耐用品销售急升超过四成。  

虽然第五波疫情引致首季市道偏弱，令今年头四个月零售总销售货值

总计跌约 3%，不过，网上销售的表现仍见亮丽，期内网上销售货值逆市升

36%，涉及金额逾 110 亿港元，在总零售销售额中占比近一成，高于去年

同期的约 7%。  

再细看网上销售数字，有实体店的零售商今年首四个月的网上销售额

逾 67 亿港元，增长 48%；虚拟商店同期销售额为 43 亿港元，增长 20%。

这些数字反映出，即使整体零售市道仍受疫情困扰，但网上销售仍能持续

呈现增长，而且占比一直在提升。而当中更为受益的是已有实体零售店的

零售商，意味着在传统的零售商户中，网上销售及数字化交易的比率正稳

定地提升。  

其实，只要细看过去这两年的统计数字，不难看到在电子消费券推出

后，市民以至商户对电子支付及电子交易的接受及应用程度的确有所提升。

自去年推出消费券计划以来，主要储值支付平台合共增加了约 660 万个消

费者账户及约 13 万个商户用家。从交易的起始已涉及数据化的操作，为零

售和物流企业的数据化营运及管理甚至升级转型提供了非常必要且有利的

条件。只要把握好这数据化应用带来的机遇，就算在经营环境出现逆风时

仍有机会闯出新天地、找到新业务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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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今年初的《财政预算案》公布了向每名合资格市民派发合共一万

港元的消费券计划，第一阶段的 5000 港元消费券已在 4 月份发放，不过

受制于当时疫情，不少零售商户未能大力宣传。第二阶段的 5000 港元消

费券将在暑假发放，可望为这个传统黄金消费档期带来更大的助力。 

本周我们将公布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的发放详情。早前我们已公布了

新增两家储值支付工具营办商，包括 BoC Pay 及 PayMe from HSBC，连

同原来的四家，包括支付宝香港、八达通、Tap & Go“拍住赏”及 WeChat 

Pay HK，令可选择的营办商总数增至六家，相信他们将有新一轮的宣传攻

势及优惠吸引客户。我也十分希望透过“可以转会”的市场力量，让消费

者能享受最多的消费优惠，让消费券能发挥更大的杠杆效应，也让电子支

付的发展能更广、更阔、更深。  

与此同时，如果大家选择“不转会”，即沿用上次收消费券的储值支

付工具，便毋须做任何登记手续。我们会自动核对之前已登记的数据，让

合资格的市民能在指定时间顺利收到消费券。  

消费券令电子支付在消费者及商户间日趋普及，为我们加快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家都认同数字经济的发展已是刻不容缓，

但是如何才能针对最关键的环节下功夫，打造最重要的基建系统或平台，

这些都是既迫切又重要的课题，更是成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答题。这

是为什么我在今年初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成立“数字化经济发展委员

会”，透过业界精英和专家学者，汇集各方智慧，为这个重要的发展定出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