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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2022 年初爆發第
5 輪疫情，由於適逢關
鍵的農曆新年旺季，對
零售及餐飲業生意帶來
衝擊。 

 
貨運航班減少將加劇通
脹壓力，而變種病毒擴
散，勢必阻礙勞動市場
的復甦。 

 
面對上行及下行壓力交
雜，住宅價格將靠穩。 

 
  
 
 

 
 
疫情爆發對服務業產生負面影響 
 
自 2021年下半年起，香港疫情穩定，為消費氣氛及整體經濟帶來穩固的復
甦基礎。然而，踏入 2022年初爆發第 5輪疫情。由於適逢關鍵的農曆新年
旺季，對零售及餐飲業生意帶來衝擊。 
 
本地爆發傳播力強的變種病毒，香港政府採取嚴格的「清零」措施，包括對
海外入境航班實施熔斷機制、取消所有大型活動，包括年宵花市、暫停幼稚
園至中學的面授課堂、餐廳禁止在晚上 6 時後提供堂食、以及酒吧需要關
閉。不幸的是，因為疫情在同區的屋邨內擴散，確診數字急速上升。 
 
 
餐飲業所受的影響將較過往收緊措施更大 
 
消費市場及餐飲業，以致整個經濟，無可避免受到打擊。參考前幾次餐廳「限
堂食」的經驗，估計餐廳收入平均每一個月損失約 16億港元，其中以中式
食肆及酒吧的損失幅度尤為顯著，在相關時期裏，生意收入的平均按年跌幅
分別為 43%和 87%，相比之下，快餐店的收入跌幅則為 19.2%。這一次的
影響將會更大，因為農曆新年傳統上是公司春茗和家庭團年飯的黃金時間，
而為這些宴會預早買入的大量食材亦會造成損失。 
 
零售額方面，在消費券效應減退的情況下，12月零售額按年增長 6.2%，較 
11 月的 7.1%升幅減慢。其中，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的按年升幅達
24%；燃料則上升 18.4%。而超級市場及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銷售額則分

 

       疫情影響復甦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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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下跌 6.8%及 3%。新一輪疫情將不利消費者情緒，而與內地通關的事上
一再推遲，亦進一步影響零售業的復甦。 
 
為減輕影響，政府宣布向受影響的行業提供 35.7 億港元的補貼，而即將於 
2月下旬宣布的《財政預算案》可能會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然而，市場普
遍預期刺激規模將較去年小。與此同時，香港計劃將疫苗接種範圍擴大到 5 
歲或以上的兒童。自 1月 21日起，5至 11歲的兒童可以接種科興疫苗，而 
復必泰疫苗將從 2月中旬開始為兒童提供接種服務。然而，不少家長感到猶
豫，擔心接種後出現未知的長期副作用。 
 
 
貨運航班減少將加劇通脹壓力 
 
而相對於發達經濟體面對通脹壓力上升，香港的消費物價升幅較為溫和。香
港 12 月份通脹率升至 2.4%，較 11 月份錄得的 1.8%加快。其中，外賣食
品價格和能源費用的升幅加快，是由於第 4 輪疫情在 2020 年 12 月爆發，
形成低基數效應。隨着經濟復甦穩固，加上進口價格飆升，香港的通脹壓力
預計會上升。此外，香港貨運航班減少，將造成部分商品短缺，進一步加大
物價上升的壓力。 
 
 
勞動市場的改善可能會因疫情爆發而停滯 
 
香港失業率持續向下。10 月至 12 月份的失業率為 3.9%，較 9 月至 11 月
份下跌 0.2 個百分點。過去一年，大部分就業增長出現在建築業，淨增加 
20,000 個就業崗位，其次是餐飲服務活動業。而製造業、專業及商用服務
業則在同一時期分別淨減少 11,000 個和 5,700 個工作崗位。而最近爆發的
疫情可能會阻礙勞動市場改善。與此同時，勞動人口下跌令人憂慮。從 2019
年底至2021年底期間，香港勞動人口減少12.47萬人，佔整體勞動力3.2%。 
 
出口仍是經濟復甦主要原動力。在海外需求強勁的情況下，出口在 12月份
按年上升 24.8%，2021年全年則上升 26.3%。雖然供應鏈瓶頸、運輸成本
上升、以及環球經濟減慢的壓力仍然存在，然而預期出口在踏入 2022年上
半年仍保持強勁。 
 
總括而言，經濟增長動力將保持平穩。然而鑑於新冠疫情高度不確定的特徵，
疫情可能會反覆爆發，並損害市場情緒，以及阻礙香港與內地重新開關，進
而影響整體經濟復甦。此外，美國收緊貨幣政策的速度若較市場預期急，可
能會使香港的資產市場出現波動，對香港的私人消費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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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寬鬆政策推動股市反彈 
 
恆生指數於 1 月底收報 23,802.26 點，較 12 月底上升 1.7%。人民銀行在
該月第 2次下調 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至 3.7%。市場預期當局將推出
更多寬鬆政策，帶動股市。此外，澳門建議最多發放 6個賭牌，而新牌照的
經營權將縮短至 10年。市場普遍認為新修訂草案對現有的博企有利，其股
價明顯上升。 
 
然而，科技股表現仍然疫軟。2021 年 12 月底至 2022 年 1 月底之間下跌
4.5%。在美國聯儲局即將在 3 月份加息、以及中國對科技行業監管的背景
下，香港科技股與納斯達克科技股一同下挫，其股價步入調整期。 
 
相比之下，同期上海 A 股指數較 12月底下跌 7.7%，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
數則下跌 3.3%。根據彭博數據，恆生指數股票的預期市盈率為 11.8倍，是
繼巴西之後的各主要市場中最低。 
 
 
住宅樓價今年將靠穩 
 
受股市影響，香港住宅樓價連續 3個月向下。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顯
示，截至 12 月底，私人住宅樓價指數按月下跌 0.3%，按年則上升 3.3%。
另一方面，租金亦按月下跌 0.1%，從 2020年底則上升 3.3%。 
  
市場猜測美國聯儲局最早將於 2022年 3月啟動加息週期，這可能會對香港
房地產市場產生負面影響。然而，房屋供應長期短缺、市場流動性充裕和市
場需求強韌，抵銷了負面因素。 
 
連同工廈和商舖，根據世邦魏理仕的一份報告顯示，香港被評為今年亞太地
區房地產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排名第 6。相比之下，香港在 2021 
年跌出前 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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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可取得並有理由相信為可靠資料製作而成，惟該等資料來源未經獨立核證。有關資料所表達的預測及意見只作為一
般的市場評論，並不構成証券的要約或有關要約的招攬、建議、投資意見或保證回報。本刊物所表達的資訊、預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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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述的投資可能並不適合所有投資者，且並未考慮各收件人的特定投資目標或經驗、財政狀況或其他需要。投資者
不應根據本文件而作出任何投資決定。故此，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須審視自身的投資目標、投資經驗、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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