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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人口結構性轉變 開闢內銷新思路 

中國高歌猛進的內需市場「引無數英雄競折腰」，隨著來自國內和

世界各地的各路企業紛紛加入「逐鹿中原」的行列，市場競爭已現白

熱化。所幸的是內地市場廣袤，消費者數量眾多兼且消費需求千差萬

別，加上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市場的急速轉變，新的商機正層出不

窮。對於北望神州的港商而言，如果專注於局部市場或者及時把握特

定市場稍縱即逝的發展機會，有針對性地推出產品及服務以滿足細分

目標的獨特需求，亦不失為一計突圍之策。 

目前內地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轉變，人口形勢所呈現的新特

點正好可成為企業細分市場的新角度。例如，單身族的數量與日俱增，

人口老齡化加劇，而「單獨二胎」政策的落實料將推動新一輪的生育

高峰；相應地，以這些族群為客戶的市場「蛋糕」正在變大，消費者

群體的結構變遷更有可能觸發市場格局的重塑。香港的中小企業若能

悉心洞察這些新生的市場空隙，並善用自己機動靈活的優勢，便不難

在內銷業務上另闢蹊徑，於主流大眾市場之外，找到一處處「別有洞

天」。 

單身族重品質 消費能量充足 

  近年單身人口上升已成為全球趨勢。日本「一人戶」的數量在 2010

年突破 1,500 萬，佔總戶數達三成以上；2011 年德國柏林的單身人口

比例高達54%；而台灣地區的結婚率由2002年的每千人7.7對減至2012

年的每千人 6.1 對，十年間下跌兩成有餘。香港亦不例外，根據特區

政府統計處發表的《香港人口趨勢 1981-2011》，未婚男性的標準化百

分比從 1981 年的 26.5%攀升至 2011 年的 33.5%，未婚女性則從 1981

年的 17.4%攀升至 2011年的 29.9%。 

    與許多海外地區一樣，中國內地亦迎來了單身潮。根據原國家人

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參與發佈的《2012-2013年中國男女婚戀觀調研報

告》，2012年內地 18歲以上非婚人口達 2.49億。晚婚已成為社會潮流，

亦意味著時下的青年男女維持更長時間的單身狀態；2012年內地 20-29

歲男性的平均結婚年齡為 26.7歲，比 10年前推遲了 1.4歲，女性則推

遲 1.5歲至 24.9歲。 

    有研究發現，比起傳統的家庭式消費，單身族更講究個人的生活

品質。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 Eric Klinenberg 的分析亦指出，未婚和獨

居人士比已婚者更常出街用膳、參加藝術或音樂課程、更常參加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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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以及和朋友一起購物；而他們到酒吧和舞廳的可能性是已婚者

的兩倍。 

    當代內地的單身族普遍自信而獨立，思想和行為較為「西化」，並

且具備一定的消費能力，亦樂意嘗試新事物。如果參照海外的經驗，

以單身人士為主的個人消費趨勢將會在內地日漸凸顯。單身族在消費

選擇時更傾向於將自己的享受擺在首位，較不願意為省錢而屈就廉價

的商品；對於高增值的產品及服務行業而言，單身族群無疑是一個有

待開採的「金礦」。 

  港商可考慮為單身群體提供小量、小型化等有針對性的產品，為

他們在日常生活之中提供便捷時尚的選擇，例如「一人份量」的食品、

小尺寸的家具和餐具、迷你家電，乃至小戶型住宅等。另一方面，配

合單身族對文化及休閒消費的熱忱，一些以滿足單身男女精神需求為

賣點的商品和服務亦會有不俗的市場潛力，例如單身抱枕、品味雜誌、

社交甚至婚戀中介服務等。 

長者消費崛起 銀髮市場可觀 

  除了單身族以外，銀髮族是另一個值得重視的潛在消費群體。隨

著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和生活素質的提升，內地居民的壽命不斷延

長，平均預期壽命從 1990年的 68.6歲持續攀升至 2000年的 71.4歲，

2010年再升至 74.8歲。內地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老年人口超過 1億

的國家；截至 2012 年底，60 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 1.94 億，佔總人

口的 14.3%；預計到 2025年更將突破 3億人（見附圖 1）。 

  隨著銀髮族隊伍的壯大及其消費觀念的轉變，內地老年人日益追

求「夕陽無限好」晚年生活，帶動養老產品和服務晉身為前景廣闊「朝

陽」產業。從香港經驗來看，有閒又有錢的「富老族」會越來越多；

根據美林證券 2006 亞太區財富報告，香港長者中將近八成是百萬富

翁。現在內地擁有資產的老人同樣數不在少，他們在退休後仍保有較

高的經濟實力，而且傳統的節儉型消費觀念亦在悄悄轉變。根據全國

老齡委的資料，2010 年內地老年人市場的年需求達到 1 萬億元人民

幣，預計 2050年更將激增數倍至到 5萬億元。另一方面，當代老年人

的青年子女群體不但具有較高的消費潛力，而且在父母的購買決策中

經常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正成為發展養老市場的另一群目標對象。 

  目前國內專為銀髮族身訂造的產品相對貧乏，並且主要以保健復

康產品為主，而衣飾、家居和娛樂等產品較少。可見，港商若能以「長

者友好型」作為方向進行產品研發和改良，即便從事的只是衣、食、

住、行等基本消費品行業，亦有「發圍」的空間。例如，有日本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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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亮燈拖鞋，在鞋內裝置小型照明設備，可幫助長者防止在夜間摔

倒。再如，香港食品商在中秋節日推出低糖或者以果仁為材料的月餅，

成為向老年人送禮的熱門之選；亦有廠商設計簡單實用的智能手機，

具備大按鍵和衛星定位，方便長者和家人保持聯絡。 

  在目前市面上，長者產品大都用色單調、外觀沉悶，不少產品的

標籤更令長者難以解讀。因此，在產品的設計和包裝上注重細節，實

不失為另一個出奇致勝的賣點；例如，加大產品標籤、廣告的字體清

楚易讀、採用易開啟的商品包裝等貼心舉措，均有助於贏得長者顧客

的好感。 

  中國社科院在去年發佈的《社會藍皮書：2014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

析與預測》中指出，隨著內地老年人口總量上升，生活不能自理的「失

能老人」數量亦迅速增加；現在「失能老人」的總數超過 3,700 萬人，

估計到 2015 年將接近 4,000 萬人。內地目前與老年護理相關的專業培

訓嚴重不足，從業人員的服務質量良莠不齊，因護工素質差而引發護

理事故或虐待老人的事件屢見於報端。長期以來，香港的民間機構承

擔了本港九成的養老服務，透過開設療養院、護養院及安老院等多種

院舍，為不同情況的長者提供照護服務。香港的民間福利機構可以善

用「CEPA10」的政策優惠，憑藉其專業化優勢進軍內地的養老服務市

場。 

  除了醫療康復以外，養老服務業更涵蓋美容保健、休閒娛樂及金

融保險等。當代長者的教育水平已有所提高，他們對於腦力訓練遊戲、

旅遊等文化消費的興趣日益濃厚；特別是較年輕的老人，更會主動尋

找和嘗試各種充實退休生活的方式。香港各行各業的服務業者，均可

考慮能否針對內地老年人的興趣愛好、生活及消費習慣等特點提供適

切的服務，以此作為北上發展的切入點。 

「單獨二胎」落地 「嬰兒經濟」升溫 

    為了緩解人口老齡化及其可能導致的勞動力供需失衡（見附圖
2），中央政府在去年決定放開「單獨二胎」，即夫婦中只要有一方為獨
生子女即可生育兩個孩子。據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推斷，新

政策在 2014 年全面落實後，全國範圍內合資格的夫婦可達 1,500 萬至

2,000萬對，其中約有 50%至 60%願意生育第二個孩子；估計內地每年

大約會增加一兩百萬個新生兒，特別是在新政推出後的 2 至 4 年，或

會帶來一個小的生育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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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二胎」政策「呱呱落地」將為香港多個行業提供可觀的發展

機遇。首先最為受惠的會是生產和經營食品、尿片等嬰幼用品的商家。

以嬰兒奶粉為例，根據瑞銀證券的預測，到 2017 年底，內地 0-3 歲嬰

兒數目將比政策放開前多 13%，帶動奶粉需求增加約 160億元人民幣。

近年，食品安全成為內地民眾的「心頭大患」，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更

將民眾對於內地奶粉的信任毀於一旦。香港憑著完善的食品監管和法

治體系，整體食品安全合格率長年保持在 99%之上；香港食品安全可

靠、品質卓越的形象深入人心，相信這一金漆招牌對內地父母極具號

召力。 

  其次，香港是全球第二大玩具出口地，而中國內地則是香港玩具

最大的出口市場，2013 年佔香港玩具出口總額的 28.1%。雖然傳統玩

具市場的競爭已趨白熱化，但香港的產品質量優良、安全性高，兼且

種類多，仍具備一定的競爭力。香港廠商更可透過創新，例如研發學

前玩具、電子和視像遊戲等非傳統玩具，或者將傳統玩具與智能設備

結合起來，再憑藉深厚的市場根基和豐富的營銷經驗，有望在內地市

場擴容的過程中獲得可觀的「增長紅利」。 

  此外，醫療、教育等行業的前景亦可看高一線。香港醫療服務業

素以醫生的專業精神、優質的服務和完善的監管制度而著稱，對於較

有實力的內地消費者別具吸引力，可以為這些家庭在孕產二胎期間提

供個性化的高端醫療服務。而隨著二胎嬰兒們成長為學齡兒童，早期

教育、課程補習乃至學術資格考試輔導等培訓教育的市場需求都將日

趨旺盛，香港的各種教育培訓機構包括補習社，亦可考慮北上發展，

從中分一杯羹。 

  概言之，港商們在開拓內銷時，與其隨波逐流在主流市場的「紅

海」中爭得頭破血流，倒不妨考慮發掘細分市場的巨大商機，特別是

抓住內地人口機構轉變的趨勢，重視單身族、銀髮族及嬰童等未來消

費市場的「生力軍」，細心研究其獨特的需求和消費特徵，並在產品設

計等方面做出配合，在營銷宣傳時做到有的放矢，相信有望開闢出一

片業務的「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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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中國 60歲以上老年人口 

 

數據來源：中國民政部《2012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 

附圖 2：中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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