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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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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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86）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約1,631.0百萬港元

• 毛利約310.8百萬港元

•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約173.2百萬港元

• 每股虧損（約）
基本7.66港仙
攤薄7.66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業績
銀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業績，
連同上年度二零一九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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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表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 1,630,977 1,704,885

銷售成本 (1,320,192) (1,471,624)

毛利 310,785 233,261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1,572 72,485

銷售及經銷費用 (192,262) (263,247)

行政費用 (96,003) (90,414)

（減值虧損）╱撥回減值（淨額） 7  (104,161) 5,271

融資成本 6 (109,991) (108,197)

除稅前虧損 7 (170,060) (150,841)

所得稅抵免 8 – 4,186

年度虧損 (170,060) (146,655)

應佔：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173,172)  (145,782)

非控制性權益 3,112 (873)

(170,060) (146,655)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10 (7.66) (6.43)

攤薄（港仙） 10 (7.66)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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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 (170,060) (146,655)

其他全面費用
於往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78,067) (92,610)

年度其他全面費用，扣除稅項 (78,067) (92,610)

年度全面費用總額 (248,127) (239,265)

應佔：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251,239) (238,392)

非控制性權益 3,112 (873)

(248,127) (23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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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571 29,517
使用權資產 53,429 –
無形資產 8,300 8,300
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12,012 94,820
按金 153,125 8,290
遞延稅項資產 4,000 4,000

345,437 144,927

流動資產
存貨 355,605 1,028,129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11 93,387 137,48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50,814 981,827
已抵押存款 – 58,466
銀行結餘及現金 698,525 598,087

1,498,331 2,803,99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2 3,783 518,9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82,890 126,534
合同負債 312,704 236,822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84,277 646,962
租賃負債 25,392 –
應付債券 518,128 266,972
應付董事款項 91,840 1
應付稅項 55,644 61,472

1,274,658 1,857,757

流動資產淨值 223,673 946,24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69,110 1,091,168

非流動負債  
應付債券 209,948 542,417
租賃負債 56,252 –
遞延稅項負債 5,000 5,0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271,200 547,417

資產淨值 297,910 543,751

權益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 226,010 226,010
儲備 70,777 319,730

296,787 545,740
非控制性權益 1,123 (1,989)

權益總額 297,910 54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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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 公司資料

銀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
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的辦公室，地址
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
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軒尼詩道1號One Hennessy 25樓。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經銷五糧液酒系列、國窖1573系列43度酒、
貴州茅台酒產品、汾酒55度系列、紅汾世家系列、鴨溪典藏系列、老酒系列、葡萄酒、洋酒
系列、糖、中國香煙及日用品。

本集團內各實體之財務報表所載項目使用該實體經營所在的主要經濟環境的貨幣（「功能貨幣」）
計量。合併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除非另有說明，所有金額均湊整至最接近的
千位數。港元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及本集團之呈列貨幣。

2.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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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此外，合併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
港公司條例要求之適用披露。

持續經營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合併除稅前虧損為約170,060,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付債券以及銀行及其他借貸合共為約812,353,000

港元，當中約602,405,000港元乃分類為流動負債。此等流動負債包括將於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後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之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貸約84,277,000港元及應付債券約
518,128,000港元。

鑑於上述情況，本公司董事在評估本集團是否有足夠財務資源以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經營時
已考慮到本集團的未來流動性及表現及其可用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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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善本集團的流動性及現金流量，以維持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本集團已實施或正在實
施以下措施：

(1) 融資及集資活動

本集團將積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進行磋商，以取得新
融資安排從而應付本集團於短期內的營運資金及財務需求。本集團亦將積極尋求進行
集資活動的機會，包括但不限於發行債券作為替代的資金渠道。於報告期末後，本集
團已重續本金總額約為43,100,000港元的非上市債券以作本集團的營運資金。

(2) 達到獲利及正現金流營運

本集團正採取措施以對不同的成本和費用實行嚴控成本，以推動本集團銷售渠道和產
品結構的多元化發展，從而達致獲利及正現金流營運。

(3) 本公司董事已同意概不會要求本集團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償還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應向其支付的約91,840,000港元直至本集團處於能償還有關款項之財務狀況為止。

經考慮上述措施，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應付到期的營運及財務責任，
因此信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制財務報表屬恰當。

3.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具有負補償的預付款項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的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 

週期的年度改進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發生變動及對於合併財務報表中確認的
金額作出調整，概要如下。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對
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本合併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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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引入有關租賃會計處理的新訂或經修訂規定。有關規定透過消除
營運租賃及融資租賃之間的區別，要求確認所有租賃（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的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對承租人會計處理作出重大變更。與承租人會計處理相比，出租
人會計處理之規定大致維持不變。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初始
應用的累計影響列作對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權益期初結餘作出的調整（如適當），且在該
準則的特定過渡條文允許下並無重列二零一九年報告期間的比較資料。因此，若干比較資
料可能無法比較，原因在於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而編製。

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選擇採用可行權宜處理方法，繼續沿用對有關
安排是否為租賃或包含租賃所作的評估。本集團僅對先前識別為租賃的合同應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
未有識別為租賃的合同並未予以重新評估。因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的租賃定
義僅應用於在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變更的合同。

本集團為承租人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原則分
類為「營運租賃」的租賃（低價值資產租賃及剩餘租期為十二個月或以下的租賃除外）確認租
賃負債。該等負債按餘下租賃付款的現值計量，並使用承租人截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
增量借款利率進行貼現。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就租賃負債採用的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為
2.14%至8.53%。

本集團按等同於租賃負債的金額確認及計量使用權資產，並就緊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
金額作出調整。

下表概述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未受調整影響的
項目不包括在內。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過往報告的

賬面值

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重列

的賬面值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使用權資產 (a) – 121,126 121,126

租賃負債 (a) – (121,126) (121,126)

附註：

(a)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使用權資產按等同於租賃負債的金額計量約121,12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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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基於其產品組成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兩個可報告經營分部：

(i) 經銷五糧液酒系列、國窖1573系列43度酒、貴州茅台酒產品、汾酒55度系列、紅汾世
家系列、鴨溪典藏系列、老酒系列、葡萄酒及洋酒系列（「酒」）；及

(ii) 經銷糖、中國香煙及其他（「糖、香煙及其他」）。

管理層監察本集團各個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和評估分部表現的決定。分部
表現是根據可報告分部業績（即計量經調整的除稅前虧損而評估。經調整的除稅前虧損的計
算方式與本集團除稅前虧損的計算方式貫徹一致，惟利息收入、其他收益及融資成本不包
括在計算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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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酒
糖、香煙
及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至外部客戶 1,627,366 3,611 1,630,977
外幣滙兌差額（淨額） (671) – (671)
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允價值變動 17,192 – 17,192
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股息收入 2,130 – 2,130

總計 1,646,017 3,611 1,649,628

分部業績 (63,527) 705 (62,822)

對賬：
利息收入 1,773
其他收益 980
融資成本 (109,991)

除稅前虧損 (170,060)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810 6 6,816
使用權資產折舊 25,142 – 25,142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之減值撥備虧損 51,043 – 51,04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 
減值撥備虧損 22,515 – 22,51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6,558 – 6,558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虧損 24,045 – 24,045
有關撇減至可變現淨值之存貨撥備 18,204 – 18,20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8) – (18)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932 – 5,932
資本支出* 6,068 – 6,068

* 資本支出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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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酒
糖、香煙
及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至外部客戶 1,554,865 150,020 1,704,885
外幣滙兌收益（淨額） 298 – 298
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允價值變動 68,512 – 68,512
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股息收入 2,387 – 2,387

總計 1,626,062 150,020 1,776,082

分部業績 (23,575) (20,357) (43,932)

對賬：
利息收入 524

其他收益 764

融資成本 (108,197)

除稅前虧損 (150,841)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075 2 8,077
應收貿易款項之減值虧損 2,908 – 2,908
撥回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 (8,179) – (8,179)
有關撇減至可變現淨值之存貨撥備 16,442 – 16,442
資本支出* 17,894 – 17,894

* 資本支出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添置。



11

地區資料

中國大陸 香港及其他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287,256 343,721 1,630,977

非流動資產** 49,153 27,147 76,300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220,017 484,868 1,704,885

非流動資產** 29,097 8,720 37,817

* 收益的資料是根據客戶所在地而得出。

** 非流動資產的資料是根據資產所在地而得出，當中並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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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

收益指已減去退貨備抵及貿易折扣後的已售貨物發票淨值。

客戶合約收益是按時間點確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貨品類別
銷售酒產品 1,627,366 1,554,865

銷售糖、香煙及日用品 3,611 150,020

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630,977 1,704,885

客戶地理位置
中國大陸 1,287,256 1,220,017

香港及其他 343,721 484,868

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630,977 1,704,885

6. 融資成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11,115 8,353

應付債券之利息 93,295 99,844

租賃負債之利息 5,581 –

109,991 10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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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之減值虧損* 51,043 2,908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之 

減值虧損╱（撥回減值撥備）* 22,515 (8,17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6,558 –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虧損* 24,045 –

104,161 (5,271)

已售存貨成本** 1,301,988 1,455,18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816 8,077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25,142 –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項下的 

營運租賃的最低租賃付款*** 不適用 59,1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8)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932 –

有關撇減至可變現淨值之存貨撥備** 18,204 16,442

核數師酬金 2,080 2,400

僱員福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97,906 100,91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9,521 8,769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費用 2,286 5,208

109,713 114,896

外幣滙兌差額（淨額） 671 (298)

* 計入「（減值虧損）╱撥回減值（淨額）」。

** 計入「銷售成本」。

*** 僱員福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包括總租金約為11,37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10,077,000港元）的房屋福利，當中約10,537,000港元為短期租賃之租賃開支及約
838,000港元為使用權資產之折舊（已於上文披露）。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已沒收供款可用於扣減未來年度之退休福利計劃
供款（二零一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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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於上年度，由於本集團有承前自以往年度的可動用稅務虧損以抵銷本年度產生的應課稅利潤，
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於本年度，由於本集團概無應課稅利潤，因此並無作出香
港利得稅撥備。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應課稅利潤已按本集團營運所在的國家或司法權區的
現行稅率計算稅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香港 – (30)

其他司法權區 – (4,156)

年內稅項抵免總額 – (4,186)

9.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10.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按年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173,17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145,782,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目2,260,097,946股（二零一九年：
2,266,476,332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
股基本虧損，原因為未行使之購股權有反攤薄影響。

11.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320,271 326,359

減：減值撥備 (229,237) (188,870)

應收貿易款項淨額 91,034 137,489

應收票據 2,353 –

93,387 13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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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兩個月內 12,667 44,548

二至六個月 5,423 28,726

六個月至一年 9,703 64,215

超過一年 65,594 –

93,387 137,489

12.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的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147 2,779

一至三個月 575 –

三個月以上 3,061 516,215

3,783 518,994

13. 股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00股（二零一九年： 

10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  
的普通股 10,000,000 1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2,260,097,946股（二零一九年：  

2,260,097,946股）每股面值0.1港元  
的普通股 226,010 22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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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概覽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1,631.0

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704.9百萬港元），較去年減少約4.3%。撇除存貨撥備的
因素，於財政年度內，本集團的毛利約329.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249.7百萬港
元），存貨撥備前的毛利率約20.2%（二零一九年：14.6%）。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
人應佔虧損約173.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45.8百萬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約7.66

港仙（二零一九年：6.43港仙）。

財政年度內，來自中國市場及國際市場的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分別為約78.9%（二
零一九年：71.6%）及約21.1%（二零一九年：28.4%）。

白酒業務

一場突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令中國GDP於2020年首季度同比下滑6.8%，
是近40年以來中國經濟首度出現單季負增長。與此同時，中國首季代表消費的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同比大幅下滑了19.0%。2020年1至2月全國釀酒行業規模以
上企業完成銷售收入人民幣1,207億元，同比下降15.6%。其中，白酒銷售收入人
民幣887億元，同比下降11.7%；利潤亦同比下降8.8%。

另外，疫情嚴重打擊了中國白酒行業今年的春節旺銷。由於國家全力防控疫情，
阻止人口大規模流動和聚集，實行居家隔離，餐飲和旅遊等相關消費受到衝擊最
大，市場消費需求大幅降低。與此同時，企業延遲復工等措施，將對製造類產業
形成減產或發展停滯。這樣的「黑天鵝」事件令剛復蘇白酒行業再次面臨重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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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白酒行業的發展趨勢，與國內宏觀經濟的步調較為一致。疫情打擊了
中國經濟，總體發展面對強大的下行壓力，白酒作為傳統行業自然不能幸免。然
而，近年新的消費理念與線上消費習慣快速崛起，酒企酒商早已「觸網」，疫情效
應下「宅經濟」成為新戰線，各大酒企更進一步加強電商渠道佈局，同時在電商平
台運營、供應鏈管理、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方面投入更多資源，為行業發展的帶
來新拐點。

電商業務

本集團的品匯壹號B2B平台自成立以來，一直以滿足市場和會員需要為核心，通
過多次B2B平台的系統升級實現更優化服務，與此同時，本集團亦開始增加針對
年輕消費者的各種推廣，利用社交媒體讓新時代消費群體對不同酒類產品有更多
認識，從而推動線上消費。

如今營銷渠道多變，消費場景不斷更新，很多酒業要瞄准社交新零售市場，均會
向微商進軍。有見微商的短、平、快模式相比傳統渠道有獨特的優勢，本集團於
財政年度內開通了微信小程序「WE酒」。「WE酒」是基於本集團智慧零售戰略而打
造，融合了社交電商新零售的服務理念，整合了商品採購、定價、銷售、物流等
一體化流程。本集致力把「WE酒」發展為線上賦能運營商、經銷商，為廣大消費
者提供優質的服務體驗，構建社交電商新生態。自「WE酒」推出以來，本集團舉
行了多個推廣活動，包括招商會、酒廠參觀活動及產品推廣活動等，期間成功帶
動線上的洋酒、葡萄酒、清酒銷售，加強產品的滲透率。

葡萄酒及香煙業務

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五大葡萄酒消費國，隨著葡萄酒在中國普及，葡萄酒的需求亦
持續上升。本集團預期中國葡萄酒市場將繼續穩健發展，管理層會密切關注市場
發展和變化而作出適當的計劃和調整。另一方面，香煙業務在財政年度內的收益
較去年同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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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類業務

本集團自二零一八年第四季起，在平衡成本、毛利率以及對整體銷售總額之貢獻
後，已作出相應調整，本集團仍然把主要資源投放在核心酒類業務，非酒類業務
會在審慎衡量後擇優進行。

展望及未來發展

本集團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白酒行業的影響只屬短暫性，白酒作為中
國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特殊消費品，行業一直有清晰的發展規律，疫情只是為行
業帶來了一些干擾因素，對白酒中長期影響相對較輕。我們仍然相信，白酒行業
將長遠受惠於「消費升級」和「集中度提升」兩大核心邏輯。疫情最終受到有效控制
後，白酒消費恢復將重拾樂觀。同時疫情加速了酒業流通渠道的整合，社區化營
銷及線上營銷，使酒業電商發展邁向新篇章。

本集團作為中國全國性白酒經銷商，亦將繼續通過大數據賦能，利用日趨成熟的
電商業務，提高總體收益。另外，海外市場作為中國白酒的新競技場，本集團未
來亦將致力新增東歐國家佈點，包括捷克、匈牙利及斯洛伐克等。在管理方面，
本集團將持續優化組織配置，增加人均效能，以更靈活適應多變的市場環境。

本集團有信心，憑藉業務組合的優化及多年建立的業界口碑及影響，繼續在逆境
自強，保持白酒運營之領先地位。

財務回顧
收益及毛利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銷售高端酒類。於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1,631.0

百萬港元，對比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總收益1,704.9百萬港元，
減少約4.3%。於財政年度，約78.9%的收益來自中國市場（二零一九年：71.6%）。

本集團來自經銷酒類產品的收益佔財政年度的總收益約99.8%（二零一九年：
91.2%），而來自經銷糖、香煙及日用品的收益佔財政年度的總收益約0.2%（二零
一九年：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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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財政年度的毛利約310.8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233.3百萬港元）。毛利
增加主要是由於財政年度內平均售價及銷售數量增加所致。撇除存貨撥備的因素，
本集團於財政年度的毛利約329.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249.7百萬港元），存貨
撥備前的毛利率約20.2%（二零一九年：14.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財政年度的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約為21.6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72.5百萬港元）。
該減少主要是由於經損益按公允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

銷售及經銷費用

銷售及經銷費用主要包括與銷售及市場推廣人員有關的薪金和福利、廣告及宣傳
費用、運輸成本、租賃費用，以及與銷售有關的雜項費用。

財政年度的銷售及經銷費用約192.3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263.2百萬港元），佔
本集團收益約11.8%（二零一九年：15.4%）。該減少主要是由於合理規劃對市場費
用的投入及倉儲運輸費用降低所致。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主要包括薪金和福利、辦公室租賃費用、專業費用及其他行政費用。

財政年度的行政費用約96.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90.4百萬港元），佔本集團收
益約5.9%（二零一九年：5.3%）。該增加主要是由於行政人員之薪金及工資以及辦
公室租金增加所致。

（減值虧損）╱撥回減值（淨額）

財政年度內此賬目錄得的虧損約為104.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收益5.3百萬港元）。
該變動主要由於使用權資產減值以及應收貿易款項減值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財政年度的融資成本約110.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08.2百萬港元），佔本集團
收益約6.7%（二零一九年：6.3%）。融資成本包括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利息、應付債
券之利息以及租賃負債之利息。本財政年度內融資成本與上年相比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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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抵免

於上年度，由於本集團有承前自以往年度的可動用稅務虧損以抵銷本年度產生的
應課稅利潤，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於本年度，由於本集團概無應課稅
利潤，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應課稅利潤已按本集
團營運所在的國家或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稅項。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經計及上述各項，於財政年度，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173.2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則錄得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145.8百萬港元。

股息

本公司於財政年度內並無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存貨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存貨約355.6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028.1

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財政年度內的銷量增加及採購量較上年有所減少
所致。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採納一貫嚴格的信貸政策。一般而言，本集團客戶須在貨物付運前以現金
或信譽良好的銀行所簽發的銀行承兌匯票付款。於以前年度，本集團亦向若干長
期客戶或可信賴客戶授出不多於一年的信貸期。

應收貿易款項減少，主要是由於應收貿易款項之減值虧損增加。

本集團所有經銷商，均是經過認真勘選而定，普遍具有銷售網路廣泛、資金實力
相當和具競爭力的市場地位的優勢。本財政年度，集團在考慮了新冠病毒疫情之
影響、消費市場暫處於艱難經營環境、各經銷商財務狀況以及應收貿易款項賬齡
等因素而對應收貿易款項之回收性做出謹慎之評估後，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已作出合共約229.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188.9百萬港元）的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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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值撥備後）約93.4百萬
港元（二零一九年：137.5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3.6%的應
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之賬齡均在兩個月內（二零一九年：32.4%）。所有應
收票據皆由銀行簽發及承兌。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嚴謹的信貸控制政策，並將採取下列措施來管理及提升本集團
收回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能力：

(i) 經銷商與銷售經理繼續緊密溝通及合作，加強本集團的銷售渠道及市場推廣
策略，以使經銷商能清除積累的存貨及清償應向本集團支付的款項；及

(ii) 大力發展電商平台、微信小程式及B2B業務等現款交易業務。

直至本公告日期為止，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的期後收款約20.6百萬元。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款項約3.8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519.0百
萬港元）。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減少主要是因為未償還應付票據已於財政年
度內結清所致。

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698.5百萬港元（二零
一九年：591.8百萬港元），約96.2%（二零一九年：78.8%）以人民幣計值，約1.4%（二
零一九年：17.1%）以港元計值及約2.4%（二零一九年：4.1%）以其他貨幣計值。銀
行結餘及現金增加主要是由於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增加所致。於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223.7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946.2百萬港元）。

本集團的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約84.3百萬港元（二零一九
年：647.0百萬港元）為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全部（二零一九年：100.0%）以人民
幣計值。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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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其他貸款以人民幣計值。 該金額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

於財政年度，本集團向若干獨立實體及人士發行總本金額為53.7百萬港元（未扣除
相關費用15.2百萬港元）之債券。此等債券按介乎6.0%至8.0%之年利率計息並將於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至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之期間內到期。本集團將於相關債券發行
日期起每半年或每年償付利息，直至到期日為止。

於回顧年度內，並無觀察到本集團之借貸需求有特定的季度變化趨勢。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
公司所取得的收益及所產生的經營費用主要以人民幣計值。董事認為港元與人民
幣匯率的合理可能變化為每年5%，而此並無對本集團的業績有顯著影響，故認為
並無必要採用衍生工具對沖。

本集團的融資及財政政策主要由香港的高級管理層集中管理及控制。本集團集中
管理融資活動及透過保持足夠水平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從而為本集團的營運提供
資金。本集團亦確保銀行信貸工具的供應足以應付任何短期資金需求。本集團的
銀行結餘及現金均存放於信譽良好的金融機構。

本集團使用槓桿比率監控資本，即債務淨額除以總資本加債務淨額。債務淨額包
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租賃負債、應付董事款項以及應付債券的總和，減現金及現金等值物計算。總資
本指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權益。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槓桿比率
為約61.5%（二零一九年：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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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波蘭共有222名僱員（二零
一九年：293名僱員）。財政年度的總薪金及相關成本（包括董事袍金）約109.7百萬
港元（二零一九年：114.9百萬港元）。本集團根據僱員的成就及表現實施薪酬政策、
花紅及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亦參加香港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在中國參加國家管
理的退休福利計劃。本集團繼續向員工提供培訓課程以讓彼等可不斷自我提升以
及提高彼等的專業技能和知識。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日，股東批准及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九年購股權
計劃」），以獎勵及獎賞對本集團發展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購股權計劃的合
資格參與者包括但不限於僱員、董事及任何其他合資格人士。

二零零九年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九日屆滿。於二零一九年八月
二十三日，本公司股東批准一項新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九年購股權計劃」）。二零
一九年購股權計劃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九日的授權通函。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於根據二零零九年購股權計劃及二零一九年購股權
計劃授出之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予以行使時可發行的最高股份數目為194,600,000股。

訴訟
(a)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本集團一名經銷商（「原告人」）就本集團向原告人回購

若干存貨的責任在中國地區人民法院（「中國地區人民法院」）對本集團於中
國的其中一間附屬公司提出申索（「該申索」）。原告人要求本集團支付合共人
民幣20.1百萬元（相當於22.0百萬港元）的購貨代價及相關賠償。

根據中國地區人民法院所頒佈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判決，本集
團須向原告人回購若干存貨，總代價為人民幣18.9百萬元（相當於20.7百萬港
元）。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就該判決向中國地區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根據中國地區人民法院所頒佈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一月七日的判決，本集團提
出的上訴被駁回並維持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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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本集團尚未向原告人購回任何存貨而本集團已進
一步向地區法院提出反對強制執行的申請以結束此案，原因是原告人被發現
其賬目中已無任何資產，因此本集團無法向原告人購回任何存貨。本公司董
事認為已於財務報表中就該申索可能產生的任何潛在負債作出足夠撥備。

(b)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一日，本集團原來之業務合作人（一名自然人、兩間公
司，統稱為該等「原告人」）就本公司及本公司一間香港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香
港附屬公司」）向其賠償因雙方以往業務開展之盈利，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訴法
庭提出申索。原告人要求本公司及香港附屬公司支付人民幣25.3百萬元的賠
償。截至本公告發出日，該索償仍處於初期的法律程序，經向本公司外部法
律顧問諮詢及考慮現有情況，暫時仍無足夠資料證明該索賠會導致經濟利益
流出。

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有關持續經營之重大不確定性
吾等謹請　閣下垂注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1，其中指出　貴集團就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合併除稅前虧損170,060,000港元，而於該日，　貴集團
的應付債券以及銀行及其他借貸的總額約為812,353,000港元，當中602,405,000港
元為將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後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　貴集團持續經
營之能力取決於　貴集團持續獲得外部融資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1所披露之其
他措施之成果。上述情況顯示存在可對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的
重大不明朗因素。吾等就此事而言並無作出保留意見。」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採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
遵守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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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梁國興先生（「梁先生」）目前出任本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此
安排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因為梁先生擁有在中國市場銷售中國酒
之豐富經驗，並能增強本集團之銷售及市場推廣能力。即使有上述情況，董事會
定期舉行會議商討有關本集團業務營運之事宜。董事會認為此安排將不會損害董
事會與本公司執行管理層之間之權責平衡。公司規劃、公司策略執行及決策之效
率將不會受到影響。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
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財政年度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準則。

本公司已確立「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的書面指引，此守則之條款與標準
守則就有機會掌握本公司內幕消息之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條款同樣嚴謹。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洪瑞坤先生（彼為
合資格會計師，在財務申報及監控方面具廣泛經驗）、馬立山先生及李國強博士
組成。洪瑞坤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採納符合聯交所所頒佈企業
管治守則的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須就聘任、續聘及罷免外部核數師向董事會提
供建議，並有權就核數師辭任或被辭退提出質疑，審閱本集團財務資料及監察本
集團的財務申報制度、風險管理架構及內部監控制度等事宜。審核委員會亦負責
事先審閱本集團中期及末期業績，然後建議董事會批准。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並已聯同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討論本公司於財政年
度的合併財務報表，當中包括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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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信永中和」）有關初步公告之工作
範疇
有關初步公告所載財政年度之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損益表、合併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入表以及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由本公司核數師信永中和與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
所載金額核對一致。信永中和就此所履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項目準則或香港核證項目準則所進行之核證工作，
信永中和亦無對本初步業績公告提供任何保證。

合規委員會
本公司合規委員會（「合規委員會」）目前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洪瑞坤先生、馬立
山先生及李國強博士以及一名執行董事陳曉旭女士共四名董事組成。洪瑞坤先生
為合規委員會主席。

合規委員會已審閱梁先生及Yinji Investments Limited就履行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
九年三月三十日的招股章程所披露的不競爭承諾契據而發出之確認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之公告。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陳小龍先生（「陳先生」，為一名獨立第三方）
訂立一項協議（「收購協議」），據此，陳先生有條件同意出售而本集團有條件同意
收購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51%，總代價最高為人民幣18,000,000元
並將以發行最多12,000,000股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

然而，由於本公司與陳先生未能就業績期I之代價股份之調整達成共識，訂約雙方
同意相互終止收購協議。因此，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陳先生與本集團訂立終
止協議以終止收購協議。因此，訂約方所承擔的所有先前義務及責任已絕對地予
以解除。本公司認為，終止收購協議並無對本公司之財務狀況及業務營運產生重
大不利影響。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概無於財政年度內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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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在香港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稍後發出並寄發予股東。

結算日後事項
本集團於結算日後並無發生重大其後事項。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一）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首
尾兩日包括在內）止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有權出席股東週年
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名單。為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
所有股份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三十分（香港時間）之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鋪）辦理登記
手續。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佈已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www.silverbasegroup.com)。財政年度的年報，當中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一切資料，
將於稍後可在上述網站閱覽並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

承董事會命
銀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梁國興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梁國興先生（主席及行政總裁）及陳曉旭女士；
非執行董事武捷思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洪瑞坤先生、馬立山先生及李國強先生。

本公告備有中英文版本。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