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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辦館 
 

  1850 年代，已有若干間銷售「來路」西式食物、飲品的雜貨店或

辦館，在中上環和灣仔區開設，最集中的是中環街市一帶。 

 

  早於 1860 年代，已有一間由華人經營，規模龐大的南興隆辦館，

在中環街市西鄰的皇后大道中開業，一直營業至 1930 年代後期。附

近還有均泰及泰盛若干間。 

 

  所謂辦館，亦有稱為洋貨店、食物店或士多者，是經營及銷售洋

酒、罐頭、飲品、奶類、糖果與及肉類等，予居港的外籍人士，亦供

應伙食和飲品予遠洋輪船。同時亦會向遠洋輪船的船員購買各地的食

物和飲品，因此，不少辦館亦備有船艇，往來泊於海港浮泡，即「抛

海」的輪船。 

 

  1886 年，牛奶公司成立，在薄扶林區（現中華廚藝學院一帶）開

設龐大的牧牛場，1892 年，在中環雲咸街連一市區牛奶分發處，亦出

售肉類和雪糕。所在現為藝穗會。其九龍分處則設於尖沙咀彌敦道，

於 1950 年代後期，改建為文遜大廈。 

 

  二十世紀初，辦館已有出售鷹嘜、勒吐（力多）精、三花牌的奶

品，以及金鷹穀糕（可可）粉，和葵家（桂格）麥粉等洋貨，亦有由

內地運來的冰鮮魚。稍後，還有阿華田、能得利及雅培等洋貨。而連

卡佛公司的伙食部，亦出售肥雞、豬牛肉和雞蛋。當時的著名辦館有

宏記、英利行及亞洲等。 

 

  和平後的著名辦館有大利連及惠康，皆用超級市場形式經營，其

它辦館還有位於域多利皇后街的捷榮、榮陽、均泰隆及榮生祥，以及

德輔道中的通泰、新中國及永行等。1950 年代，另一大超級市場百佳

開業。 

1970 年代，有包括建煌、國際、兩益及三昌等多間新超級市場開幕，

而均泰隆及榮生祥等辦館亦轉變為超級市場。 

 

  1990 年代中，所有大利連超級市場易名為惠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