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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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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二號報告書第 4 章 

“香港郵政：業務發展” 

提問及要求資料 

 

香港郵政的回覆 

 

第 3 部分：郵票及集郵 

 

1) 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二號報告書(“審計報告”)第 3.7 段表八列出由

2018 年至 2023 年香港郵政已發行的 80 種特別／紀念郵票主題，

請告知： 

 

(a)  每年相關郵票銷售總額、扣除成本後的淨收入分別為何；  

(b) 銷量最高及最低的主題為何；   

(c) 會否記錄銷量欠佳、不受大眾歡迎的郵票主題，並在下年

度篩選郵票主題建議程序中主動排除在外，以及優先考慮

銷量佳、受大眾歡迎的郵票主題； 

(d) 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進行主題遴選工作時，香港郵政未有

提供過往相類近主題郵票銷售數據供委員會參考的原因為

何；及 

(e) 有否評估造成 1.37 億元未售出的郵票產品積存於倉庫，是

否與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進行主題遴選工作時，未獲相關

郵票銷售數據作參考有關；如有評估，結果為何？ 

 

答覆：  

(a) 香港郵政發行的特別／紀念郵票目的是以郵票展現香港的

特色及發展，和紀念一些盛事等等。除集郵外，這些郵票

亦可用於日常支付郵資以投寄各類郵件。然而，香港郵政

未有備存每套特別／紀念郵票實際用作支付郵資的數量資

料，故下表所列的數字並沒有反映市民其後以特別／紀念

郵票投寄郵件時所支付的郵費及香港郵政處理有關郵件的

運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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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至 2022-23 年度，香港郵政銷售特別／紀念郵票及

集郵產品的收入、成本和淨收入如下： 

 

 

(b) 每套郵票的銷售數量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所發行的郵票

產品種類、郵票面額、發行數量等，故以銷售數量比較郵

票主題並不適合。例如賀歲生肖的郵票產品種類較豐富，

一般超過 13 款，相對個別主題只發行一張郵票小型張。一

般而言，在眾多郵票主題當中，賀歲生肖、國家相關系列

（例如 2021 年發行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及與

特別人物或小說有關的主題（例如 2018 年發行的「金庸小

說人物」及 2021 年發行的「李小龍  — 武藝傳承」）較受

歡迎；相對而言，某些特定主題，例如 2018 年發行的「為

紀念香港郵政參與澳門 2018 第 35 屆亞洲國際集郵展覽而

發行的郵票小型張」銷售數量較低。  

 

(c) 在特別／紀念郵票的選題方面，香港郵政一直鼓勵各界人

士及公眾參與，歡迎他們就郵票的題材提交建議。香港郵

政亦會邀請各政府部門、區議會及相關機構（如法定組織

及院校等），提供發行郵票主題的意見和建議。 

 

 香港郵政在推薦每年度的郵票主題時，會考慮多方面的因

素，包括過往發行的不同主題的郵票的銷量記錄及保持郵

票主題多元化的需要，例如以香港的經濟、文化藝術發展

和成就爲主題的郵票、宣揚保育意識的郵票和兒童郵票等。

而在郵票的銷量方面，正如上文(b)部分所述，每套郵票的

銷售數量受多種因素影響，故此不宜直接把過往銷售量低

的郵票主題在篩選過程中主動排除。香港郵政會綜合考慮

各種因素，並在參考收到有關郵票主題的建議後，再進行

資料搜集及整理，以供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考慮及遴選。 

 

 

 2018-19 

(百萬元) 

2019-20 

(百萬元) 

2020-21 

(百萬元) 

2021-22 

(百萬元) 

2022-23 

(百萬元) 
收入  149.7 111.8 133.0 104.5 107.0 

成本  83.9 88.5 97.9 66.5 69.9 

淨收入 65.8 23.3 35.1 38.0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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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正如上文(c)部分所述，在推薦每年度的郵票主題予郵票設

計諮詢委員會進行遴選前，香港郵政一直有考慮過往相類

近主題的郵票的銷量記錄，但這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因

應審計報告的建議，香港郵政會檢討及優化郵票選題的機

制，包括列出過往相關郵票主題的銷售額供郵票設計諮詢

委員會參考。  

 

(e) 有關積存於倉庫的未售出郵票產品，主要分為三類：  

 

第一類：仍可發售之庫存。在 1.37 億元未售出的郵票產品

中，有 280 萬元是於 2007 年發行的「心思心意郵票」，該

批郵票產品仍可繼續發售，故無須銷毁。  

 

第二類：具有潛在市場價值的郵票產品。香港郵政在處理

停止發售的特別／紀念郵票時，會保留一些具有潛在市場

價值的郵票產品，以備將來作集郵推廣或其他用途，例如

每年農曆新年前推出以生肖為主題的特別郵票。這批郵票

產品佔庫存價值約 35.8%，面值約為 4,900 萬元。  

 

第三類：待銷毁之郵票產品。由 2007 年至 2023 年的未售

出郵票產品中，共有 75 套郵票產品屬於此類，合共面值約

8,520 萬元，佔庫存約 62%。 

 

正如上文(b)及(d)部分所述，每套郵票的銷售數量受多種因

素影響，而過往相類近主題郵票的銷量記錄亦不是考慮郵

票主題的唯一因素，故香港郵政在推薦每年度的郵票主題

給郵票設計諮詢委員會考慮時，會提供一籃子的考慮因素。

有鑑於此，上述第三類郵票產品的庫存，與香港郵政未有

提供過往相類似主題郵票的銷量記錄給郵票設計諮詢委員

會參考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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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未售出特別或紀念郵票庫存，審計報告第 3.21 段提及截至

今年初，有關庫存價值已達 1.37 億元。按香港郵政銷毀過期郵

票及集郵產品指引，所有過期的產品應在發行起計 2 年後銷毀。

請告知： 

 

(a) 上述過期郵票所涉生產、設計、行政、運輸等成本為何；  

(b) 香港郵政按指引銷毀上述過期郵票涉及多少人手及費用；  

(c) 上述大量郵票產品銷量欠佳，香港郵政有否評估是否基於

錯誤估算坊間集郵人士對新郵票產品的需求；及  

(d) 鑒於郵票產品設計、印刷及發行過程恐涉大量費用，即使

有關產品“過期”，若能恰當發揮其剩餘價值，亦可為香港

郵政帶來收入，省卻不必要開支。除銷毀產品以外，香港

郵政有否考慮以其他方式處理有關郵票產品，例如慈善義

賣、當成一般通用郵票出售，甚或參考超市限時”打折”重
售等措施，以盡最大努力收回成本，減低財政損失？ 

 

答覆：  

(a) 有關積存於倉庫的未售出郵票產品（即(1)(e)部分所述的第

一至第三類的郵票產品）涉及由 2007 年至 2023 年發行的

郵票，當中，2007 年至 2010 年相關未售出郵票產品的生

產、設計、行政、運輸等成本的檔案已被銷毀，故香港郵

政未能提供相關資料。而在 2011 年至 2023 年期間發行的

未售出郵票產品共涉及 91 套郵票，所涉生產、設計、行政、

運輸等成本共約為 1,240 萬元。  

 

(b) 香港郵政會按現行機制，將有關未售出而又不可繼續發售

和沒有潛在市場價值的郵票產品（即(1)(e)部分所述的第三

類待銷毁的郵票產品）分批進行銷毀。有關工作為香港郵

政恆常工作的一部分，並由現有人員負責執行，估計需約

250 工時；相關人員開支連同預計支付予外判商銷毁郵票

產品所需的費用，合共約 8 萬元。  

 

(c) 香港郵政備有既定機制，每次發行特別／紀念郵票前，均

會參考過往類似郵票主題的銷售數據和市民在發行前的預

訂情況，再加上當時的市場評估，以決定郵票產品的印製

數量。審計報告提及的庫存郵票，當中待銷毁的郵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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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1)(e)部分所述的第三類郵票產品）涉及過去 16 年（即

由 2007 年至 2023 年）發行共 75 套的郵票，涵蓋多個不同

範疇的題材，以及不同面值和種類的郵票產品。因此，香

港郵政現時難以對相關郵票產品銷售量與當時的估算有落

差的原因作有效分析。  

 

 實際上，香港郵政於過去兩年所發行的郵票產品銷售量佔

整體印製量達約 84%，而受歡迎的郵票主題銷售量更達印

製量九成以上。這些數據顯示，香港郵政近年的整體評估

貼近集郵人士和市民的需求，沒有出現大量郵票產品滯銷

的情況。在評估印製量時，香港郵政須平衡市場需求和運

作安排。在每次發行特別／紀念郵票時，除網上訂購外，

為方便市民選購，香港郵政會同時安排在全線過百間郵政

局公開售賣，並需確保每間郵政局在開售時皆有足夠數量

的郵票產品供市民選購。儘管香港郵政一直盡可能預算每

次發行特別／紀念郵票時每間郵政局的個別銷售量，但實

際上無可避免會剩餘小部分未能出售的郵票產品。同時，

在郵票產品製作過程中，亦會有小量損耗。香港郵政會繼

續嚴謹檢視各類特別／紀念郵票的評估及銷售情況，並會

按需要作出相應調整，務求令郵票產品的印製數量更接近

銷售量。  

 

(d) 香港郵政自 1997 年 7 月發行的郵票（無論是特別／紀念郵

票，或通用郵票）均為永久通用，除作集郵用途外，亦可

用於日常支付與其面值相同的郵資以投寄各類郵件。由於

郵票的面值是固定的，若以低於面值的價格發售，當市民

以原本面值支付郵費時，會令香港郵政無法收取足夠的郵

資，對整體營運及財政會造成負面影響。因此，香港郵政

不會考慮以折購價出售郵票。 

 

 現時，香港郵政會保留小部分銷售期過後的特別／紀念郵

票，在註銷後製作成集郵紀念品，作推廣集郵用途；而餘

下的郵票則會被銷毀。香港郵政會積極考慮擴大上述安排，

善用此類郵票以加強集郵推廣。此外，香港郵政亦會探討

更多元化的安排處理有關郵票產品，例如保留部分受歡迎

主題的郵票產品和以系列形式發售的郵票產品，在將來以

珍藏紀念集郵產品的形式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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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審計報告第 3.36 段提及即使本港取消疫情防控措施，香港郵政

仍未恢復與教育局合辦校際郵集設計比賽，原因為何；除舉辦

設計比賽以外，現時香港郵政以哪些方式向年輕一代推廣集郵

活動？ 

 

答覆：  

香港郵政在計劃舉辦校際郵集設計比賽時，需考慮學校的行政安

排、活動的受歡迎程度、人手安排和成本效益等不同因素。經審

視後，香港郵政認為現階段將資源投放於其他推廣方式更為合

適。然而，香港郵政會繼續檢視日後舉辦校際郵集設計比賽的可

行性及成本效益。  

 

為了向年輕一代推廣集郵活動，香港郵政自 2020 年起積極透過

線上平台及社交媒體宣傳香港郵政的郵票產品。此外，香港郵政

的「郵品訂購服務」獎賞計劃設有專為青少年集郵人士而設的「青

少年集郵獎勵計劃」，提供額外為青少年而設的禮品，以吸引他

們訂購郵票產品。為鼓勵年青人士繼續保持對集郵的興趣，香港

郵政亦設有「青少年集郵戶口轉成人會籍獎勵計劃」，便利他們

晉身為成人會員。此外，為進一步推廣集郵，香港郵政亦主動邀

請不同學校參觀設置於新落成的香港郵政大樓內的郵展廊。香港

郵政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舉辦各類型的活動，開拓年輕一代對

集郵的興趣。  

 

 

4) 關於加強推廣集郵工作，香港郵政一直透過哪些措施、策略推廣

集郵；有否評估現行策略及方針的成效為何；如有，詳情為何；

如否，會否立即評估有關推廣策略是否過時或成效不彰，以致出

現審計報告第 3.37 段所述，本地集郵圈子有高齡化現象？  

 

答覆：  

香港郵政會透過線上及線下的宣傳渠道推廣集郵。除了在郵政局

和郵政設施作推廣外，香港郵政會舉辦簽名會，亦會在與郵票主

題相關的大型紀念活動或展覽，於相關場館設立臨時銷售攤位或

自動售賣機等作實體宣傳及銷售安排。同時，香港郵政亦不時與

各集郵學會聯絡，加強溝通並推廣集郵。香港郵政亦設有「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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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服務」獎賞計劃，包括專為青少年而設的「青少年集郵獎勵

計劃」，以獨有的精美禮品吸引青少年及大眾預訂郵票產品；近

年亦積極進行線上及社交媒體營銷，並於其他媒體投放廣告作宣

傳，以期向各年齡層的市民推廣集郵。 

 

對於現行宣傳推廣策略和方針的成效，香港郵政採取不同方法和

指標進行評估和分析，包括社交媒體互動和指標、網站和網絡分

析、媒體報導和曝光度、追蹤人數和活動參與者人數，及獎賞禮

品的受歡迎程度等，以適當地調整策略和方針。 

 

 

5) 香港郵政會否考慮參考中國郵政率先在港發行全球首枚“數字郵

票”加實物郵票套裝先例，推動市民(特別年青一代)養成集郵興

趣，藉以開托新銷路？ 

 

答覆：  

香港郵政對於發行數字郵票持開放態度，當中考慮因素包括市場

的接受程度、支持數字交易的基礎設施是否成熟、相關技術的安

全性，以及數字郵票的發行和管理措施等。香港郵政會留意不同

國家及地區對數字郵票的反應，並根據實際情況作考慮。 

 

 

6) 政府一些部門，例如警務處，近年推出“吉祥物” 廣受市民歡迎，

亦有旅客主動購買周邊產品收藏紀念。在推廣集郵方面，  香港

郵政會否考慮設計吉祥物、推出限定Ｑ版周邊產品，一方面累積

年輕一代支持者，另一方面增加大眾對郵政的認識，提高他們對

集郵的興趣，甚或為香港郵政開拓新收入來源；如會，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香港郵政早前推出了郵政吉祥物，以宣傳不同的郵政服務和產

品，當中包括郵票產品及集郵推廣，以增加吸引力和加強大眾對

郵政服務的認識。香港郵政會探討如何更善用吉祥物（尤其是向

年青一代）推廣宣傳，以及推出限定周邊產品的可行性和成本效

益，以訂定更多元化的宣傳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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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審計報告第 4.9 段提及“郵購網”營運不足之處，當中出售精品項

目吸引力似乎不足，銷量不佳。請告知： 

 

(a) “郵購網”出售的精品所涉及的製作、設計、生產的成本為

何； 

(b) 有否檢討上述精品銷量長期偏低的原因;如有，結果為何；

如否，會否立即評估； 

(c) 現時按何等程序、準則決定推出甚麼精品產品；  

(d) 製作、審批上述精品設計時，有何客觀評審標準； 

(e) 有何機制確保上述精品的設計及款式合符市場需求及大眾

審美準則，以吸引公眾購買；  

(f) 鑒於精品銷售長年不理想，香港郵政有否檢討是否有需要

保留精品銷售部門；及 

(g) 有何新措施提升精品的銷售情況；會否考慮與大型網購平

台(不論內地或本港)合作，以期增加銷量？   

 

答覆：  

香港郵政於 2004 年設立「郵購網」，當時主要銷售的產品為郵票

產品、香港郵政和其他郵政機關的精品、郵用文具及其他商戶寄

售的產品，旨在讓顧客體驗方便的網上購物服務，輕易地訂購上

述的產品。及後，隨著本地、內地及海外類似「郵購網」的各類

網上購物平台發展迅速，日益普及，各企業的電子營銷技術亦發

展成熟，令商戶及大眾對「郵購網」的服務需求持續下降。香港

郵政於 2019 年作出檢討，決定於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在「郵購

網」只售賣郵票產品、香港郵政和其他郵政機關的精品及郵用文

具，商戶寄售產品的部分於同日起停止運作。  

 

(a) 審計報告中提及現於「郵購網」網站銷售的 14 款精品包括

兩類產品，分別為與其他郵政機關合作的寄賣精品及香港

郵政自行製作的精品。其中 7 款為其他郵政機關寄賣的精

品，按實際銷售額支付費用予合作的其他郵政機關，故不

涉及成本問題。至於餘下 7 款由香港郵政自行製作的精品，

相關製作、設計和生產的總成本約為 3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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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因應網上購物平台的發展迅速及激烈競爭，香港郵政於

2019 年全面檢討「郵購網」的營運方向。考慮到「郵購網」

長遠的營運成本及整體業務發展前景後，當時決定縮減「郵

購網」的業務範圍，停止發售商戶寄售的產品，只集中出

售郵票產品、精品和郵用文具。至於當時已在「郵購網」

出售的香港郵政和其他郵政機關的精品，則不會作特別宣

傳和推廣，待其售罄。香港郵政在當年完成檢討後，根據

新的策略進行了內部架構重組，把原有負責營運及推廣「郵

購網」的人力資源調配至其他更具發展潛力和更高盈利能

力的業務，例如發展非本地電子商貿服務等。  

 

(c)-(e) 現時「郵購網」售賣的精品於 2019 年的檢討（見上文(b)部
分所述）前經已開售，主要以郵政為主題，並以集郵人士

為目標顧客。因此，香港郵政當初在自行製作精品時，主

要以集郵人士的喜好為考慮，推出與郵政相關而又具有紀

念價值的精品，例如郵政特別紀念日子（立體賀卡紀念國

際郵件中心關閉）及郵票系列（如以生肖郵票設計的帆布

袋）等。正如上文(b)部分所述，根據 2019 年的檢討結果及

營運方向，香港郵政現已停止研製新的精品，而相關人力

資源亦已調配至其他業務上。 

  

(f) 正如上文(b)部分所述，香港郵政以往曾設立一專責組別負

責「郵購網」的營運、推廣及產品銷售等事宜。及後，因

應網上購物市場的發展，香港郵政於 2019 年的檢討後已轉

移發展策略，並已相應作出內部架構重整，將該專責組的

人力資源調往其他業務範疇，以善用資源。  

 

(g) 正如上文(c)-(e)部分所述，香港郵政於 2019 年檢討後，已

停止研製新的精品，亦已於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停止在「郵

購網」出售商戶寄售的產品。審計報告中提及的 14 款精品

由於已銷售了一段時間，吸引力漸減。香港郵政在近日檢

視情況後已將其中 7 款與海外郵政機關合作的寄賣精品下

架，並將其退回。而餘下的 7 款香港郵政的精品，由於產

品是多年前生產，而餘下數量亦不多，加上吸引力不大，

故不適合與大型網購平台合作銷售。就審計處提出的建議，

香港郵政會推出優惠速銷方案，以期盡早把餘下的精品出

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