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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8）  

 

2017 年度業績公告 

 
摘要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7 年  2016 年  變化 

牛面革銷量(千平方呎)  16,684  23,122  -27.8% 

收入(千港元)  322,146  456,722  -29.5% 

本年度虧損(千港元)  (99,623) (39,994) -149.1% 

每股基本虧損 (港仙)  (18.52) (7.43) -149.3% 

 

關鍵比率 (於 12 月 31 日) 2017 年  2016 年  變化 

流動比率   2.75 倍  2.43 倍  +13.2% 

速動比率  0.99 倍  1.05 倍  -5.7% 

資產負債率  64.1%  59.4%  +7.9% 

總資產值(千港元)  420,915  555,623  -24.2% 

每股淨資產值(港元)  0.28  0.4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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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粤海制革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及比較數字。  

 

綜合損益表 
 附註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322,146 456,722 

 

銷售成本   (369,583) (456,11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毛利/(毛虧)   (  47,437) 608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5,894 2,709 

銷售及分銷開支   (    2,131) (    2,256) 

行政開支   (  28,015) (  30,534)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減值   (  21,794) (    5,262)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1,409                               - 

財務費用  5 (    6,808) (    5,238)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除稅前虧損  5 (  98,882) (  39,973) 

 

所得稅開支  6 (        741) (         21)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本年度虧損   (  99,623) (  39,99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每股虧損  7 
  
 - 基本   (18.52)港仙 (7.43)港仙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 攤薄後   (18.52)港仙 (7.43)港仙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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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虧損   (99,623) (39,994)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在其後的期間不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樓宇重估盈餘   4,185 913 

所得稅影響   (   1,046) (     228)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3,139    685 
 
在其後的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2,364 (25,91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經扣除稅項後之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25,503 (25,22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74,120) (65,223)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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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附註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887 87,308 
預付土地租金   12,313 11,789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值   78,200 99,097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  
存貨   218,900 258,591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金  9 93,641 138,030 
可收回稅項   - 4 
已抵押銀行結存   1,066 11,610 
現金及銀行結存   29,108 48,291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總值   342,715 456,526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  10 49,551 61,27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 28,902 36,149 
應付稅項                                                                                                                             33                              -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提供之貸款                                                                              41,177                              - 
計息銀行貸款   - 85,966 
應付一間中國合營夥伴款項   1,131 1,131 
準備   3,816 3,565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負債總值   124,610 188,086    ________ 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   218,105 268,440    ________ ________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6,305 367,537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負債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141,138 139,925 
遞延稅項負債   3,895 2,220    ________ 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值   145,033 142,145    ________ ________ 
 
淨資產   151,272 225,392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權益  
股本   75,032 75,032 
其他儲備   76,240 150,360    ________ ________ 
 
權益總額   151,272 225,392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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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編製而成。除分類為物業、廠

房及設備之樓宇以公允值計算外，財務報表乃依照原始成本會計慣例編製。除另有註明

者外，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列，所有金額均調整至最接近的千元（千港

元）。  

 

此份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初步年度業績公告所包括的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

度及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有關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等年度之法定年度綜

合財務報表，但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而言，乃取材自該等財務報表。根據公司

條例第436條須予披露與此等法定財務報表有關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公司條例第 6 6 2 ( 3 ) 條及附表 6第 3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提交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將於適當時候提交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財務報表。  

 

有關本集團於兩個年度之此等財務報表之核數師報告已經編製。核數師報告中並無發表

保留意見；並無提述核數師在不就報告作保留之情況下以強調之方式促請有關人士注意

之任何事宜；亦不載有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3)條所指之陳述。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附屬公司指本公司直

接或間接控制之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本集團就參與被投資方而產生之可變回報

承擔風險或享有權利，並有能力行使對被投資方之權力（即本集團獲賦予現有能力以主

導被投資方相關活動之現有權利）以影響回報時，即取得控制權。  

 

倘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少於被投資方大多數之表決權或類似權利，則本集團於評估其

是否擁有對被投資方之權力時會考慮一切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被投資方之其他投票人之間的合約安排；  

(b)  其他合約安排所產生之權利；及  

(c)  本集團之表決權及潛在表決權。  

 

附屬公司與本公司之財務報表的報告期間相同，並採用一致的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

之業績由本集團取得控制權當天，直至該等控制權終止為止綜合列賬。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之各項組成部份乃歸屬於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

此歸屬導致非控股權益錄得負數結餘亦然。集團內公司間之所有資產與負債、權益、收

入、開支及與本集團成員之間進行交易有關之現金流，均於綜合時全數抵銷。   

 

倘事實及情況顯示上述三項控制因素之一項或多項出現變動，本集團會重新評估其是否

控制被投資方。一間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發生變動（並未喪失控制權），則按權益交

易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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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集團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其撤銷確認 ( 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

及負債； ( i i)任何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及 ( i i i)於權益內記錄之累計匯兌差額；及確認 ( i)所

收代價之公允值； ( i i)所保留任何投資之公允值及 ( i i i)損益賬中任何因此產生之盈餘或虧

絀。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之本集團應佔部份按照本集團直接出售相關資產或負債

時所須依據之相同基準重新分類為損益或保留溢利（視何者屬適當）。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改變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列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經修訂）                        披露議案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經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經修訂）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4 年至 2016 年週期之                              第 12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上述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

7 號（經修訂）時已作出披露，該等修訂規定實體提供可讓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融資活

動所產生之負債變動（包括因現金流量及非現金變動而產生之變動）之披露。  

 

該等修訂之性質及影響載述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7號（經修訂）規定實體提供可讓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融資活動所產生

之負債變動（包括因現金流量及非現金變動而產生之變動）之披露。  

 

(b)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經修訂）澄清實體於評估是否將有應稅溢利可用作抵扣可扣減

暫時差額時，需要考慮稅務法例是否對於可扣減暫時差額轉回時可用作抵扣之應稅溢

利之來源有所限制。此外，該等修訂就實體應如何釐定未來應稅溢利提供指引，並解

釋應稅溢利可包括收回超過賬面金額之部分資產的情況。由於本集團並無可扣減暫時

差額或資產符合該等修訂之範圍，故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影響。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經修訂）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披露規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第B10至B16段之披露規定除外）適用於實體在附屬公司、合營

公司或聯營公司之權益，或其於分類為持作出售或列於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的

合營公司或聯營公司的部分權益。由於本集團於2017年12月31日並無分類為持作出售

的出售組別的附屬公司，因此，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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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於該等財務報表中應用下列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  

（經修訂）     

以股份支付之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  

（經修訂）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金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 4 號保險合同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經修訂）     

具有負補償之預付款功能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  

（2011 年）（經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  

（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之澄清 1 
 
於聯營公司和合資企業的長期利益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  

（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投資物業之轉讓 1 
 
金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1 
租約 2 

保險合同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 22 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 23 號  

2014 年至 2016 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28 號（經修訂）1
 

2015 年至 2017 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 

(經修訂）2
 

 
1
 於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 2019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予以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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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  

 

 鑒於本集團年內超過  90%之收入、業績及資產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或「中國

內地」）皮革半製成品及製成品加工及銷售業務有關，故本集團無呈列獨立的經營分類

資料分析。  

 

 有關一名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來自一名單一客戶的銷售收入約  34,726,000 港元

（2016 年：56,450,000  港元），其對總收入作出  10.8%（2016 年：12.4%）的貢獻。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代表年內銷售貨品之發票淨值（扣除退貨、貿易折扣及增

值稅）。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皮革加工及銷售   322,146 456,722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68 58 

 銷售廢料   1,240 1,461 

 二層灰皮革加工   849 - 

 政府補貼*  15 1,08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                    3 

 外滙滙兌收益，淨額   3,648 - 

 其他   74 98    ________ ________ 
  
    5,894 2,709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集團從中國地方政府取得 15,000 港元

（2016 年：1,089,000 港元），以作為支持本集團於中國内地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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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成本   345,579 459,030 

 核數師酬金   1,375 1,350 

 折舊   11,024 11,138 

 

 下列各項利息：  

  銀行貸款及向銀行貼現應收票據   2,556 1,761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   3,847 3,477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提供之貸款   405 -    _______ _______ 
    

  6,808 5,238    _______ _______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金）：  

  工資及薪金   29,032 29,584 

  退休金計劃供款（定額供款計劃）*  3,347 3,724    _______ _______ 

 

     32,379 33,308    _______ _______ 

  

 外滙滙兌差異，淨額   (  3,648) 3,660 

 存貨準備／（準備撥回）**  24,004 (  2,916) 

有關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約最低租金   900 911 

 預付土地租金的攤銷   291 295 

 應收貨款的準備#  1,616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1,56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136 - 

 其他應收款項的準備#  76 - 
 應計費用撥回#   (  4,804) -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 於 2016 年及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並無可作扣減未來年度退休金計劃供款額

之沒收供款。  

 

 ** 該項計入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内。  

 

          #    該等項目計入綜合損益表之「其他經營收入，淨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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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本 集 團 在 年 內 並 無 任 何 源 自 香 港 的 應 課 稅 溢 利 ， 故 並 無 就 香 港 利 得 稅 作 出 準 備      

（2016 年：無）。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經營產生的應課稅溢利，已按中國內地的現行稅率
計算税項。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中國內地 
   年度支出  74 4 
   以前年度少計提  17 17 
   遞延稅項  650 -   _______ _______ 
 
 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741 21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年度虧損以及年內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 538,019,000 股

（2016 年：538,019,000 股）計算。  
 

每股基本及攤薄後虧損乃按以下數據計算：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年度虧損   (       99,623) (      39,994)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股份數目 

  2017 年 2016 年 

股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年內已發行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數   538,019,000 538,019,00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8)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末期股息（2016 年：無）。  

 

(9) 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金  

 

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金包括應收本集團客戶之應收貨

款及票據結餘淨額90,536,000港元（2016年：130,143,000港元）。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先繳付貨款外，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付款期通常以記賬形式進行。發

票一般須於發出日期60日內支付，惟若干具規模之客戶之付款期延長至150日。每位客

戶有其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嚴格控制其未償還應收款項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逾期未付

之結欠由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討。鑒於上述情況以及事實上本集團之應收貨款與大量分

散的客戶有關，因此不存在信貸風險過份集中的情況。本集團未就應收貨款結餘持有任

何抵押品或實施其他加強信貸的措施。應收貨款為不計息。應收貨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允

值相若。  
 

 



 11 

 於期末結算日，應收貨款及票據按付款期限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89,618 129,976 

 少於 3 個月  2,085 167 

 3 至 6 個月  510 -    ________ ________ 

   92,213 130,143 

 

              減值                                                                                                                 ( 1,677)  -    ________ ________ 

 

   92,536 130,143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應收貨款及票據之減值準備變動如下：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 1 月 1 日  - - 

 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1,616 - 

 匯兌調整  61 -    ________ ________ 

 

 於 12 月 31 日  1,677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以上應收貨款減值準備包括個別應收貨款及票據的減值準備 1,677,000港元（ 2016年：

無），該等應收貨款及票據於計提減值準備前之賬面值為1,826,000港元（2016年：無）。

個別應收貨款及票據的減值與未按期付款或拖欠付款之債務人有關，預期只可收回應收

貨款的其中一部份。  

 

 不考慮作個別或共同減值的應收貨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到期且未發生減值  89,478 130,143 

             逾期少於 3 個月                                                                                                    839                       - 

 逾期 3-6 個月  70 -    ________ ________ 

 

   90,387 130,143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未到期且未發生減值的應收款項乃與大量分散的客戶有關，彼等在近期並無拖欠記錄。  

 

 到期但未作出減值之應收款項與本集團若干擁有良好往來紀錄之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

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對該等結餘毋須作出減值準備，原因為信貸質量並無重大變

動，且有關結餘仍被認為可全數收回。  

 

於2017年12月31日，賬面原值為385,000港元（2016年：288,000港元）之其他應收款項

已確認準備385,000港元（2016年：28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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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準備變動如下：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 1 月 1 日  288 307 

 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76 - 

 匯兌調整   21 (   19)    _____ ______ 

 

 於 12 月 31 日  385 288    _____ ______    _____ ______ 

  

以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準備包括個別應收應收款項的減值準備 385,000 港元（2016 年：

288,000 港元），該等應收款項之總賬面值為 385,000 港元（2016 年：288,000 港元）。

個別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與預期不可收回的應收款項有關。  

 

 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10)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期末結算日，應付貨款按收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 年 2016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 個月內  32,104 43,179 

 3 至 6 個月  14,266 15,243 

 超過 6 個月  3,181 2,853    _______ _______ 

 

   49,551 61,275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本集團的應付貨款均為免息及一般須在90天內付款。本集團的其他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享

有平均3個月的付款期。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的應計利息 7 , 4 4 1 , 0 0 0 港元（ 2 0 1 6 年：

4 , 8 0 6 , 0 0 0 港 元 ） ， 該 款 項 來 自 直 接 控 股 公 司 提 供 之 貸 款 且 須 按 要 求 償 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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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 

 

業績  

 
本 人向 股 東 呈 報本 集 團 2017 年 之 股東 應 占綜 合 虧 損 為 99,623,000 港 元 （ 2016 年：

39,994,000港元），較上年增虧 149.1%。每股基本虧損為 18.52港仙（ 2016年： 7.43港

仙）。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2016年：無）。  

 
回顧  

 
2017年，鞋面革市場產能過剩，新材料替代品不斷湧現，皮革需求嚴重萎縮，加上國家

對環保執法力度日趨嚴格，皮革行業管制標準提升，行業的人工、環保和能耗等營運成

本大幅增加，對皮革加工企業的生產經營構成沉重的壓力。同時，網銷方式突起，價格

戰成為惡性競爭的加速器，導致同業低價位成品皮需求上升，綜合售價下降，進一步削

弱了皮革加工行業的盈利空間。受上述經營環境的衝擊，本集團年內的經營業績進一步

下滑。本集團堅持以“穩健經營、確保資產安全”為總體策略，年內通過産能整合，合

理調整生產規模，一定程度地緩解了成本上漲的壓力和控制了環保風險。同時，本集團

加強產品研發、推進清潔生產技術的應用，努力維持生產經營穩定，降低弱勢經濟環境

下的經營風險。  

 

面對鞋面革市場的困境，本集團年初以預算指標為指引，確定各項生產經營目標，在行

業動盪、環保政策收緊的情況下，年內及時調整生產計劃，同時加強生產現場管理和產

品品質檢測與控制，積極推進鍋爐技改工作，減低經營環境變化造成的負面影響。銷售

方面，本集團年內總結營銷定位，強化對庫存皮源的研發、推廣和銷售，實現新產品與

市場的對接。此外，本集團積極發掘新的經營模式，以自身平台為基礎，開拓有現金流

保障的業務，提升邊際效益。採購方面，年內本集團以降庫存為目標，積極消化現有庫

存，同時密切觀察匯率及原皮的價格變化，在開拓新產品的需要下，開展採購業務，並

加強倉庫動態管理，避免產生新的滯留庫存，以降低庫存積壓的風險。  

 

 

 

 

 

 

 

 

 

 

 

 



 14 

展望  
 

預計2018年行業經濟持續下行，外部市場環境急劇變化，去產能持續加劇，需求銳減，

加上不斷提高的環保政策執行力度，制革行業已步入寒冬期，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本

集團將全面貫徹各項戰略部署，堅持“平穩經營、確保資產安全”的總體策略，努力克

服當前面對的各種不利局面。集團將一方面繼續堅持以銷定產的策略，努力降低生產成

本，一方面積極推進研發、產品營銷和精細化管理工作。集團並將繼續推進以下工作：

加強安全生產工作；推動全面風險控制體系建設；研發並應用生態皮革，打造綠色生態

體系；積極消化庫存，把存貨轉化為現金流，努力降低各項風險，爭取實現減虧。  

 

 

 

 

 

 

             孫軍  

                                                                             董事長  
 

 

香港，2018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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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股東應佔綜合虧損為99,623,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的39,994,000港元，增加虧損59,629,000港元，增虧149.1%。  

 

本集團於2017年12月31日的資產淨值為151,272,000港元，較2016年12月31日及2017年  

6月30日的資產淨值分別減少74,120,000港元和53,261,000港元。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業務回顧  

 

2017年，國家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國家去產能及環保要求加大了皮革行業的治理，大小

鞋廠紛紛關閉或只維持基本生產，使鞋面革市場持續萎缩，外銷不暢，內銷疲軟，對皮

革加工企業的生產經營構成沉重的壓力。年內本集團堅持穩健的經營策略，以“平穩經

營、確保資產安全”為主要經營思路，但在生産成本上升、銷售量價同步下跌，毛利空

間進一步被削弱的情況下，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出現大幅下滑。年內，為了降低環保風險

及提高管理效率，本集團合理調整生產計劃，努力降低生產成本。此外，本集團結合自

身產能，優化商業模式設計，開拓新的經營模式，努力提高生產平台的利用率，以提高

產量及降低固定成本，同時繼續推進清潔生產技術的應用，確保在滿足環保指標下穩定

經營。以上措施一定程度地減低弱勢經濟環境下的經營風險。  

 

環保方面，為了減少污染物源頭排放量，改善環境品質，儘早實現綠色發展，近年國家

政府不斷提升環保依法運營的底線，環保執法力度日趨嚴格。年內，本集團強化清潔生

產技術和廢棄物處理技術水平，嚴格控制污水運營系統的健康運營，堅持依規處理，達

標排放，同時積極跟進污泥清運的對接工作，加快污泥轉運，確保不出現責任性環保事

故。2017年11月底，根據江蘇省政府蘇睢寧經濟開發區“兩減六治三提升”專項行動領

導小組辦公室發出有關燃煤鍋爐的通知，作為中國政府有關燃煤鍋爐整治要求政策的一

部份，本集團唯一進行牛面革加工的燃煤鍋爐於2017年12月1日被拆除，造成本集團暫

時性停產，本集團籍著鍋爐“煤改燃”的剛性調整為契機，立即啟動採購燃氣鍋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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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開展緊急應對措施，大力挖掘節能降耗手段，努力降低資源消耗，並巳在12月中旬恢

復生產，盡量減低停產帶來的損失。  

 

年內牛面革總產量為16,380,000平方呎，較去年的22,188,000平方呎減少5,808,000平方

呎，下跌26.2%；灰皮產量為7,708噸，較去年的7,125噸增加583噸，上升8.2%。年內牛

面革總銷量為16,684,000平方呎，較去年的23,122,000平方呎減少6,438,000平方呎，下

跌27.8%；灰皮銷量為7,722噸，較去年的7,149噸增加573噸，上升8.0%。  

 

2017 年，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為 322,146,000 港元，較去年的 456,722,000 港元減少

134,576,000港元，下跌 29.5%。其中：牛面革的銷售額為 296,705,000港元（2016年：

431,019,000 港元），下跌 31.2% ；灰皮及其他產品則為 25,441,000 港元（ 2016 年：

25,703,000港元），下跌1.0%。年內，受內銷鞋廠去庫存和部分中小鞋廠資金鏈緊張的

影響，鞋面革市場整體需求萎縮，導致鞋面革產品銷售量及銷售單價下滑。  

 

銷售方面，目前市場鞋面材料使用多元化，消費者偏好轉向超纖革或其它新興材料，消

費需求的變化使得整個下游制鞋業銷量下滑，品牌鞋廠倒閉的情況屢見不鮮，造成制革

市場需求逐年萎縮，進一步加劇供求失衡的步伐，市場比拼更為激烈。面對上述困難，

年內本集團積極加強市場營銷拓展工作，結合市場流行趨勢和皮革銷售淡旺季的變化，

加強産品研發，完善客戶結構，在力保資產安全的情況下努力擴大銷售量。此外，本集

團積極強化生產現場管控工作，提高產品品質和附加值。  

 

採購方面，近年由於食品安全要求提高，國外農場逐漸不採用藥用製劑殺蟲，優質牛皮

貨源的比例越來越少。本集團密切監察進口毛皮市場價格和質量的動態變化，分步合理

採購毛皮。年內根據以銷定購、以銷定產的策略，按需開展原材料採購工作，以減低資

金壓力。此外，本集團積極與化料供應商進行降價商談，同時加強倉庫動態管理，降低

化料變質及化料庫存積壓的風險。年內採購總額為 291,90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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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集團的綜合庫存為 218,900,000 港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258,591,000 港元），較 2016 年 12 月 31 日減少 39,691,000 港元，下跌 15.3%。年

內本集團繼續積極強化去庫存力度，不斷優化現有存貨總量設計，對於結構性短缺皮源

採取以小批量、快周轉的間歇性補貨策略，以降低存貨風險。此外，根據庫存結構，結

合市場需求，加快工藝的研發工作，合理組批，努力將滯留存貨轉化為現金流，保證集

團正常運營資金需求。 

 

財務回顧  

 

於 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金及等同現金餘額為 29,108,000港元（ 2016年 12月31

日：48,291,000港元），較2016年12月31日減少19,183,000港元，減幅為39.7%，其中：

港元存款佔2.3%、人民幣佔96.1%及美元佔1.6%。年內來自經營業務的現金流出淨額為

67,744,000港元，主要是償還信托提貨貸款使淨現金流出增加；投資活動的現金流入淨

額為6,457,000港元，主要是巳抵押存款減少；融資活動的現金流入淨額為39,707,000港

元，主要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的短期貸款。  

 

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的計息貸款合共 128,956,000 港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73,745,000 港 元 ） ， 其 中 ： 港 元 計 息 貸 款 為 65,000,000 港 元 、 人 民 幣 計 息 貸 款 為

41,177,000港元及美元計息貸款為22,779,000港元。本集團的貸款主要來自： (1)同系附

屬公司的短期無抵押貸款結餘 41,177,000港元及 (2)直接控股公司長期無抵押貸款結餘

87,779,000港元，上述內部長期無抵押貸款以浮動利率計息。  

 

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計息貸款負債對股東權益加計息貸款負債之比率為46.0%

（2016年12月31日之比率：43.5%）。年內貸款之年息率約為2.0%至4.4%。就本集團總

貸款當中，除由直接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為87,779,000港元外，其餘均為於1年內償還之

款項。年內本集團利息支出為6,80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30.0%，主要是年內貸款

金額及貸款利率增加所致。  

 

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的銀行信貸總額為 119,630,000 港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157,594,000 港元），其中：已使用的銀行信貸額為 0 港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

85,966,000 港元），尚未動用的銀行信貸額為 119,630,000 港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

71,628,000 港元）。考慮現有之現金資源及可動用的信貸額，本集團有足夠財務資源以

應付日常經營所需。 

 

資本性開支  

 

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預付土地租金、物業、廠房及設備等非流動資產之賬面淨值為

78,200,000 港元，較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淨值 99,097,000 港元減少 20,897,000 港元，

年內資本開支合共為 4,661,000 港元（2016 年：5,116,000 港元），主要為支付購置機器

和設備費用，以配合本集團的生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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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之銀行存款共 1,066,000 港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

11,610,000 港元）已抵押予銀行，以取得一般銀行授信額度。  

 
匯率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交易基本以港幣、美元、歐元或人民幣計值。本集團承擔之主要

外幣風險來自向海外供應商進口之採購，採用與營運有關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計值。

產生此風險之貨幣主要為美元兌人民幣。本集團於年內並無對沖因匯率波動產生之風

險。倘本集團認為其外幣風險情況適宜進行對沖，本集團可能使用遠期或對沖合同降低

該等風險。  

 

僱員薪酬政策  
 

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461名員工（2016年12月31日：570名）。本集團之薪酬政

策乃按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僱員之表現而定。本集團實施員工績效量化考核，建立以

「權責結合、績效掛鈎」為核心內容的經營考核機制，獎勵方案以本集團經營性淨現金

流及稅後利潤為依據，按不同利潤檔次計提獎金，並根據個人業績獎勵給管理層、業務

骨幹及優秀員工，有效地調動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此外，本集團不同地區之僱員均參

與社會及醫療保險以及退休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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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明白達致配合其業務所需且符合其所有權益持有人最佳利益之最高標準企業管治

的重要性，且已致力進行有關工作。為達致以上目標，本集團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錄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列載之原

則。  

 

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的守則條文，及在適當時，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適用的建議最佳常規，惟以下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A.2.1 條規定主席與行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

同時兼任（本公司視「行政總裁」一詞之涵義等同於本公司董事總經理）。  

 

於 2016 年 2 月 26 日起，孫軍先生同時兼任本公司董事長和董事總經理職務。董事會相

信由同一人兼任董事長及董事總經理能為本集團提供卓越一致之領導，使能有效地規劃

及實施業務策略及決策。董事會認為現時由同一人兼負董事長及董事總經理兩個角色之

架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之權力平衡。董事會將不時檢討現有架構，以

確保採取適當和及時的行動，配合轉變的環境。 

 

年度業績審閲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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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 2018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至 2018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止（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上述期間不會辦理股份轉讓手續，以確定股東

出席本公司將於 2018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舉行之股東周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資

格。  

 

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於 2018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舉行之應屆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

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30 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樓。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  
                   孫軍  

 

香港，2018 年 3 月 23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一名執行董事孫軍先生；三名非執行董事肖昭義先生、曠虎先生及冉波先生；以
及三名獨立非執行董事馮力先生、蔡錦輝先生及陳昌達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