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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 了解大眾市民在聖誕節日期間的消費意欲的改變
• 了解大眾市民在網上消費的趨勢
• 了解大眾市民的購物消費付款的模式

調查日期： 2020/10/23 - 2020/11/15

調查形式： 網上調查

完成問卷： 4,135份

主辦機構： 新城財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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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個人聖誕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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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聖誕消費的改變
今年聖誕個人預計消費與去年相比不太理想

 接近一半消費會少於去年
 市民預期經濟環境會轉差, 疫情亦影響消費意欲

相較去年, 今年會有更多市民使用網購 (41%) 去購買聖誕相關禮品
或用品。 趨勢逐漸趕上實體店舖。

聖誕節日與親友聚餐或開派對的方式與去年相似, 但市民會減少出
外用餐 (47%), 會選擇外賣自取 (32%) , 或留在家做飯 (38%) 。

相約親友出外用餐時, 市民較喜歡選擇自助餐 (47%),日式餐
(37%),更勝西餐 (34%) 。

購物商場如何吸引消費者 : 更多 折扣優惠,更大 抽獎, 更早更長 的
促銷活動。



第二部分：網上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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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消費的趨勢
網上購物已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在過去的6個月中
 19%平均每星期至少網上購物一次
 只有12％沒有在網上購物
 23%市民的個人網上消費金額佔全年購物總消費的四成或以上

但仍然有大約七成市民會去實體店 選購食品 /飲品,電子產品 /手提
電話或傢具/家居用品。

至於選購機票/酒店住宿, 近八成市民會在商店的專屬網店, 

綜合電商平台 或 團購/代購網站或平台 選購。

選擇網上購物的主要原因是: 
快捷、方便 (70%) , 價格較實體店便宜 (57%)。



第三部分：購物消費付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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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消費付款模式

本地購物常用的付款方式主要是 : 信用卡 (77%) 現金 (41%)

但相信由於疫情關係,電子錢包 (49%) 和八達通 (45%) 的使
用率相比去年大幅上升, 相信已逐漸替代現金。

各種電子錢包的使用率 (2019至2020) 亦有大幅增加 : 
 支付寶HK(Alipay)  20%      55%
 PayMe 17%      36%
 Apple Pay  14%      31%

34%市民很安心使用電子錢包的同時, 每次付款限額更可
超過HK$1,000。



總結



 聖誕消費意欲轉趨保守，實體消費減少，轉向網購

 疫情加快電子錢包普及度

 商場不侷限實體模式，開拓網購營銷成大勢所趨

疫情催化購物消費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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