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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應將本節連同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所載的二零一五財年、二零
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的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包括有關附註）一併閱覽。綜合
財務資料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閣下應閱讀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
告全文，而不應僅依賴本節所載資料。

以下討論及分析載有若干前瞻性陳述，當中涉及風險及不明朗因素。該等陳述
是我們基於對過往趨勢、現況及預期日後發展的經驗及見解，以及我們認為合乎該
等情況的其他因素所作出的假設及分析。然而，實際結果可能與前瞻性陳述中所預
計者有重大差額。可能導致日後結果與前瞻性陳述中所預計者有重大差額的因素
包括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所討論者。

概覽

我們是以「怡園酒莊」為品牌，位於山西屢獲殊榮且歷史悠久的葡萄酒生產商，致
力於釀製優質葡萄酒以滿足客戶的廣泛口味及定價喜好。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近乎
全部葡萄酒產品均在中國銷售，且最大銷售地點為山西總部，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
告，按二零一六年的零售收益計，山西總部所產生收益平均佔我們的收益約61.8%，
為最大葡萄酒生產商，佔市場份額約14.9%。

我們的「怡園酒莊」葡萄酒產品組合主要包括紅酒，根據質量及價格可大致分為 (1)
高端葡萄酒組合，零售價介乎每750毫升瓶裝人民幣199元至人民幣598元的中高端葡
萄酒系列，以擁有較高消費能力且於甄選葡萄酒時注重質量的高管客戶及企業客戶為
目標客戶，及 (2)入門葡萄酒組合，零售價較為相宜，每750毫升瓶裝為人民幣125元或
以下，迎合較為注重價格的大眾市場。於往績記錄期間，高端 葡萄酒組合與入門 葡萄
酒組合之間的葡萄酒產品組合各有不同，而我們對其作出調整以應對客戶喜好、中國
政府有關酒精飲料消費及開支的政策以及中國葡萄酒市場的整體氛圍。為迎合客戶多
元化的口味及喜好，我們亦會不時(1)釀製白葡萄酒及起泡酒以及季節限定及特調紅酒，
及 (2)進口少量海外釀製的葡萄酒。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自銷售葡萄酒產生收益。收益由二零一五財年的人民幣
68.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15.0百萬元或21.9%至二零一六財年的人民幣53.4百萬元。年內
溢利由二零一五財年的人民幣18.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7.1百萬元或38.6%至二零一六財
年的人民幣11.3百萬元。其後，收益由二零一六財年的人民幣53.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17.0百萬元或31.8%至二零一七財年的人民幣70.4百萬元，而年內溢利則由二零一六
財年的人民幣11.3百萬元減少至二零一七財年的人民幣1.1百萬元，此乃主要由於產
生 [編纂 ]開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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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除二零一七財年產生的 [編纂 ]開支 [編纂 ]後，年內溢利為人民幣12.2百萬元，較
二零一六財年的人民幣11.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0.9百萬元，此乃主要由於銷售額增加。

編製基準

財務資料已由董事根據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會計政策，
按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第 II節附註2所載的編製基準編製，且在編製財務資料時
並無作出調整。

集團內公司間的交易、結餘及集團公司間交易的未變現收益╱虧損於綜合入賬時
對銷。

影響我們經營業績的主要因素

我們的經營業績已經及將會繼續受多項因素所影響，包括下文所載者：

中國葡萄酒業的增長

我們的財務業績已經及預期將繼續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國葡萄酒業的增長及發展所
影響。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偏好及葡萄酒產品的市場氛圍將影響中國葡萄酒業的增長及
發展，成為我們收益的主要驅動力之一。我們認為，隨著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消費者需求將繼續增長，葡萄酒產品將在中國越來越受歡迎，推動葡萄酒產品的銷量
及收益增加。

分銷渠道及其毛利率

我們透過三大渠道銷售產品：(i)分銷商；(ii)直銷；及（iii）透過廈門萄福進行的線上
銷售。於往績記錄期間，收入的71.9%、97.7%及89.7%來自分銷商，於各期間的毛利率
分別為58.5%、60.6%及54.6%。有關詳情請參閱「業務－銷售及分銷」。不同分銷渠道產
生的毛利率差異乃主要由於不同售價所致。我們透過以下方式銷售葡萄酒產品：(i)按
約定分銷價售予分銷商；(ii)按個別基准釐定的價格（受銷量影響）售予直銷客戶；及 (iii)
按零售價售予網上銷售客戶。由於來自不同分銷渠道的收益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毛利率，
故我們的盈利能力容易受到不同分銷渠道銷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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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組合及毛利率

我們向客戶銷售的葡萄酒產品組合變動將影響我們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我們
持續監控葡萄酒產品組合的變動及其各自對收益和毛利的貢獻。我們的葡萄酒大致分
為 (i)高端葡萄酒組合；及 (ii)入門葡萄酒組合。高端葡萄酒組合內葡萄酒的平均售價通
常高於入門葡萄酒組合內葡萄酒的售價，從而使高端葡萄酒組合的毛利率相對較高。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各類葡萄酒的毛利介乎23.6%至81.8%。因不同產品組合，我們
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整體毛利率分別為57.8%、51.8%及
48.4%。我們將持續監控並優化我們的產品組合以應付市場情況及消費者偏好的轉變，
實現我們經營業績最大化。

葡萄的質量、供應及成本

生產葡萄酒產品的主要原料為葡萄。我們確保持續充裕供應優質葡萄的能力對業
務成功而言至關重要，並將影響我們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由於我們於往績記錄期
間葡萄酒產品的銷售成本中平均87.8%的葡萄系我們自家種植，故我們未曾遇到且於
[編纂 ]後預期不會經歷任何葡萄供應短缺或延誤的情況，亦不會受葡萄的原材料價格
任何重大波動的影響。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於山西酒莊和寧夏酒莊栽種及採收大部
分釀酒葡萄，其中，部分葡萄園乃自山西的當地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的集體所有土
地租賃。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下文「業務－物業－租賃物業－租賃集體所有土地」。
於二零一五財年及二零一六財年，我們的自種葡萄平均佔釀酒所用葡萄的銷售成本
87.8%（分別為於往績記錄期間總銷售成本的100%及83.3%）。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
於山西酒莊及寧夏酒莊種植我們的自種葡萄。於我們不再營運寧夏酒莊及於二零一八
年 [編纂 ][出售 ]寧夏酒莊地塊後，山西酒莊將自二零一八年釀酒季節起成為自種葡萄
的唯一來源。寧夏有大量優質葡萄供應，故我們易於採購優質葡萄。葡萄質量或會影
響對我們葡萄酒產品的需求，進而影響我們的產品銷售及經營業績。

產量及銷售單位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 (i)原物料成本、種植成本及消費稅和附加稅等可變成本；
及 (ii)員工成本及生產費用等固定成本。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
年，我們主要固定銷售成本佔總銷售成本的46.4%、47.5%及46.3%。我們的固定成本
如折舊、員工成本及水電費於期內納入總產量計算，並資本化為綜合財務狀況表存貨
成本的「存貨」。資本化成本將撥入葡萄酒銷售期間綜合損益表的「銷售成本」。故此，
我們每單位銷售成本，以及毛利及毛利率可能因各期間產量不同而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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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材料成本及員工成本

所用材料成本及員工成本為成本的主要組成部分，並對我們的盈利能力產生直接
影響。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所用材料成本分別佔我們銷
售成本的27.2%、27.4%及25.0%。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所用材料成本隨栽培成本
及上述相關產量波動。此外，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及高級
管理層薪酬）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分別為人民幣7.2百萬元、
人民幣7.4百萬元及人民幣10.2百萬元。所用材料成本及員工成本波動將繼續對我們
的經營業績產生重大影響。

於二零一五財年及二零一六財年，陳女士（為唯一股東）並無收取任何酬金，原因
為我們是彼及彼家族成員全資擁有的商業私人集體。陳女士認為就彼自有的私人企業
收取董事袍金是不必要及繁瑣，彼有權從中獲取全部經濟利益。於二零一七財年，陳
女士收取薪酬總額人民幣0.4百萬元作為董事。於 [編纂 ]後，經考慮彼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公司條例及證券及期貨條例履行的額外職務及職責，並鑒於事實上本集團的營
運業績亦將向潛在投資者提供經濟利益，陳女士（及其他董事一致同意）按與於聯交所
創業板上市的其他公司相應的水平收取董事袍金屬恰當。

潛在投資者應注意，連同新委任的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本
集團預期每年產生約1.7百萬港元作為董事酬金，該金額將計入綜合損益表，而我們並
無於往績記錄期間產生任何有關金額。

高級管理層所收取的酬金經參考其學歷、工作經驗、於本集團的工齡、於中國葡
萄酒業的經驗及業內同行的薪酬政策。我們預期於 [編纂 ]後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策並
不會有任何重大變動。

以下闡述於往績記錄期間所用材料成本及員工成本的假設波動對除稅前溢利的影
響之敏感分析。

所用材料成本增加╱減少 (附註 )
 

+/-105% +/-70% +/-3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增加╱減少
二零一五財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8,241 -/+5,494 -/+2,747
二零一六財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7,388 -/+4,925 -/+2,463
二零一七財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9,528 -/+6,352 -/+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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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成本增加╱減少 (附註 )
 

+/-23% +/-15% +/-8%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增加╱減少
二零一五財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753 -/+519 -/+349
二零一六財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795 -/+519 -/+277
二零一七財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5 -/+655 -/+349

附註： 除所用材料成本及員工成本的假設波動已分別參考所用材料單位成本及單位員工成本
波動的過往波動而作出外，假設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變。

有意投資者應注意，上述對過往財務資料的分析是基於假設，僅供參考，而不應
被視為實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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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生物資產（即未成熟葡萄及已採收葡萄）初步按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計量。未成熟的
葡萄及已採收的葡萄根據各自性質分別按成本法及市場法計值。本集團生物資產初步
確認及本集團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收益或虧損總額扣除銷售成本後於綜合
損益表中確認為「銷售成本」，而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的生物資產僅有未變現收益
或虧損。銷售葡萄酒後，先前入賬的未變現公平值變動將於綜合損益表呈列為「銷售
成本」。任何有關損益不會產生實際現金流入或流出。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會受增長水平、產出、價格及成本變動的影响。於往績記錄期間，
於採收日期農產品公平值變動產生的虧損╱（收益）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
二零一七財年分別為收益人民幣3.0百萬元、虧損人民幣0.2百萬元及收益人民幣0.9百
萬元。我們的經營業績將繼續受於採收日期農產品的公平值變動所影響。

有關詳情請參閱「－綜合財務狀況表選定項目說明－生物資產」。

主要會計政策及估計

我們已識別對編製本集團財務報表而言屬重大的若干會計政策。我們的部分會計
政策涉及主觀假設及估計以及有關會計項目的複雜判斷。於各情況下，釐定該等項目
需要管理層根據未來期間可能出現變動的資料及財務數據作出判斷。於審閱我們的財
務報表時， 閣下應考慮：(i)我們選用的主要會計政策；(ii)影響該等政策應用的判斷及
其他不明朗因素；及 (iii)所呈報業績對狀況及假設變動的敏感度。就會計估計而言，我
們於往績記錄期間並無得悉該等估計與實際業績存在重大偏差。此外，我們於往績記
錄期間並無對有關該等估計的假設作出重大變動。我們並不預期有關該等估計的方法
及假設於可預見未來出現變動。對我們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而言屬重要的重大會計
政策、估計及判斷載列如下。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一所載的會計師報告附註4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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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收益確認

收益於經濟利益有可能流入本集團及收益能可靠計量時按下列基準確認：

(a) 倘本集團並無保留一般與所有權相關的管理權，或已售貨品的實際控制權，
則出售貨品所得收益於所有權的重大風險及回報已轉移至買方時確認；

(b) 提供服務所得收益，於已提供服務時確認；及

(c) 利息收入，按應計基準採用實際利率法予以確認，而有關利率為於金融工具
預期年期或更短期間（如適用）將估計未來現金收入準確貼現至金融資產賬面
淨值的利率。

生物資產

生物資產包括採收前租賃農地內的葡萄，其因採收前的發展期短而被分類至流動
資產。

生物資產按自初步計量直至採收的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列賬，惟公平值由於未獲得
市場報價及並無可靠的替代估計以釐定公平值而無法可靠計量除外。於此情況下，該
等資產按所產生的增加中的成本扣除減值虧損持有。

一旦公平值能可靠計量，該等生物資產按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計量，且公平值變動
於其產生期間在綜合損益表內確認。

符合生產性植物定義的生物資產（即葡萄樹）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
及設備的範疇。生產性植物在達致能以管理層擬採取的方式經營所需的地點及條件之
前，按與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自建項目相同的方式入賬。於初步確認後，生產性植物
在成熟前按累計成本減任何減值計量。生產性植物成熟後按成本減任何後續累計折舊
及減值計量，而變動於損益中確認。

葡萄樹以生產性植物呈列及入賬。然而，於葡萄樹上生長的新鮮果實以生物資產
入賬，直至採收為止。已採收的葡萄按公平值減採收時的銷售成本轉撥至存貨。採收
時的公平值按同類水果於採收日期或前後的市場現行售價為基準。

存貨

存貨按從生物資產採收農產品的成本或視作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兩者間的較低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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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成本按加權平均基準釐定，以及就在製品及製成品而言，成本包括直接物料、直
接勞工成本及按適當比例分攤的間接費用。可變現淨值按估計售價減完成及出售將產
生的任何估計成本計算。

所得稅

所得稅包括即期稅項及遞延稅項。所得稅與於損益外確認的項目有關，則於損益
外確認，可在其他全面收入或直接於權益確認。

即期稅項資產及負債是經考慮本集團經營所處國家的現行詮釋及慣例後，以報告
期末前已頒佈或實質頒佈的稅率（及稅法）為基準，根據預期可自稅務機關收回或向其
支付的數額計算。

遞延所得稅採用負債法就資產及負債的稅基與其用作財務報告用途的賬面值之間
於報告期末的所有暫時差額作出撥備。

主要會計判斷及估計概要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計量及估值程序

就財務報告而言，本集團生物資產按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計量。本公司董事會已委
聘合資格外部估值師，以就公平值計量釐定適當的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

估計生物資產公平值時，本集團採用其可獲得的市場可觀察數據。倘無法獲得第
一級輸入數據，本集團委聘第三方合資格估值師進行估值。管理層與合資格外部估值
師緊密合作，為模型確立適用的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並定期向本公司董事會報告外
部估值師的結果，以解釋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波動的原因。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可使用年期

於應用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的會計政策時，管理層根據使用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行業經驗及參考有關行業規範，估計各類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可使用年期。倘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實際可使用年期由於商業及技術環境變動而短於原本估計的可使
用年期，則該等差額將影響餘下可使用年期的折舊費用。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根據存貨的估計可變現淨值作出。管理層須就撇減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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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判斷及估計。倘日後的實際結果或預期有別於原有估計，有關差額將會對存貨的
賬面值造成影響，並影響估計變動期間的存貨撇減支出╱撥回。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

本集團就因其債權人無法作出所需付款而產生的估計虧損計提撥備。本集團根據
其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結餘的賬齡、債權人的信譽及過往撇銷經驗作出估計。倘其債
權人的財務狀況惡化致使實際減值虧損可能高於預期，則本集團須修訂作出撥備的基
準，且其未來業績將受影響。

經營業績

下表列示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所載的往績記錄期間綜合損益表。

二零一五

財年

二零一六

財年

二零一七

財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436 53,367 70,384
銷售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28,871) (25,703) (36,294)   

毛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565 27,664 34,090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 . . . . . . . . 2,708 957 2,038
銷售及分銷開支 . . . . . . . . . . . . . (1,348) (1,260) (3,456)
行政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10,049) (9,719) (23,227)
其他開支及虧損 . . . . . . . . . . . . . (3,040) (78) (214)
融資成本淨額 . . . . . . . . . . . . . . . (1,228) (623) (572)   

除稅前溢利 . . . . . . . . . . . . . . . . . 26,608 16,941 8,659
所得稅開支 . . . . . . . . . . . . . . . . . (8,250) (5,656) (7,545)   

年內溢利及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 . . . . . . . . . . . 18,358 11,285 1,114

   

綜合損益表選定項目說明

收益

我們的收益產生自生產及分銷葡萄酒產品。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於二零一五財
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68.4百萬元、人民幣53.4百萬
元及人民幣70.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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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我們於所示期間按產品劃分的收益及銷量明細：

二零一五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 二零一七財年   
收益 銷量 平均售價 收益 銷量 平均售價 收益 銷量 平均售價         

人民幣
千元 % 千瓶

人民幣╱
瓶

人民幣
千元 % 千瓶

人民幣╱
瓶

人民幣
千元 % 千瓶

人民幣╱
瓶

入門 葡萄酒組合 . . . . . . . . . . 22,098 32.3 827 26.7 23,074 43.2 852 27.1 24,687 35.1 863 28.6
高端 葡萄酒組合 . . . . . . . . . . 44,881 65.6 403 111.5 29,559 55.4 231 128.0 44,256 62.9 311 142.3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1,457 2.1 37 39.7 734 1.4 8 88.6 1,441 2.0 28 50.7         

68,436 100.0 1,267 54.0 53,367 100.0 1,091 48.9 70,384 100.0 1,202 58.5
         

於二零一五財年，我們的收益顯著高於往績記錄期間其他期間的收益，原因為我
們有若干非經常性銷售活動（主要有關高端葡萄酒組合）作直銷。有關詳情請參閱「業務—

銷售及分銷」。因此，二零一五財年高端葡萄酒組合的銷售額為人民幣44.9百萬元，而
於二零一六財年產生的收益較二零一五財年減少34.1%，原因是該等銷售活動因其性
質使然，並無於二零一六財年以相若規模重現。

我們的葡萄酒產品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的平均售價分
別為人民幣54.0元╱瓶、人民幣48.9元╱瓶及人民幣58.5元╱瓶。於往績記錄期間葡萄
酒產品的平均售價出現波動主要由於售出的葡萄酒產品組合變動。

我們透過三大主要渠道銷售產品：(i)分銷商；(ii)直銷；及（iii）主要透過廈門萄福進
行的線上銷售。

下表顯示於所示期間透過不同分銷渠道獲得的收益：

二零一五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 二零一七財年   
收益 銷量 平均售價 收益 銷量 平均售價 收益 銷量 平均售價         

人民幣
千元 % 千瓶

人民幣╱
瓶

人民幣
千元 % 千瓶

人民幣╱
瓶

人民幣
千元 % 千瓶

人民幣╱
瓶

分銷商  . . . . . . . . . . . . . . . . . 49,190 71.9 1,077 45.7 52,144 97.7 1,080 48.3 63,133 89.7 1,135 55.6
向終端用戶直銷 . . . . . . . . . . 19,246 28.1 190 101.5 1,223 2.3 11 109.5 4,082 5.8 52 78.7
線上客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69 4.5 15 210.0         

68,436 100.0 1,267 54.0 53,367 100.0 1,091 48.9 70,384 100.0 1,202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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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大部分銷售來自分佈於中國各地的分銷商。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山
西最大分銷商分別佔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總收益的48.6%、
70.6%及66.4%，而於各期間來自分銷商的總收益分別佔71.9%、97.7%及89.7%。於二
零一五財年來自分銷商的貢獻比例相對較低，主要由於上述若干非經常性銷售活動為
我們的直接銷售額。除二零一五財年外，於往績記錄期間，分銷商對總收益貢獻的收
益維持相對穩定。於二零一七財年，我們向線上客戶作出的銷售主要由於我們於二零
一七年二月收購了主要從事葡萄酒線上銷售業務的廈門萄福。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所產生的收益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客戶及業務。

銷售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主要指所用材料成本、折舊、有關生產葡萄酒產品的員工成本、
消費稅及附加、水電費、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以及其他。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
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銷售成本分別為人民幣28.9百萬元、人民幣25.7百萬元及人民
幣36.3百萬元。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按性質劃分的銷售成本明細：

二零一五
財年

二零一六
財年

二零一七
財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所用材料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49 7,036 9,074
種植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73 771 2,950
折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7 7,734 10,337
員工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76 3,457 4,368
水電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2 1,025 2,101
其他（附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99 734 1,613   

24,026 20,757 30,443   

消費稅及附加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98 5,117 6,497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
（收益）╱虧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53) 289 (835)
於銷售葡萄酒後撥回的
公平值（收益）╱虧損 . . . . . . . . . . . . . . . . . . . — (460) 189   

28,871 25,703 36,294
   

附註： 其他主要包括維修保養、運輸費用及質控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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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要銷售成本包括 (i)所用材料成本主要指葡萄及其他材料成本（包括採購
葡萄及基酒的成本）；(ii)種植成本指與種植葡萄有關的成本；及 (iii)納入所售葡萄酒生
產所直接產生的生產性植物及機器折舊，該等成本分別佔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
年及二零一七財年銷售成本總額的65.9%、60.5%及61.6%，大致符合銷售波動。

有關於往績記錄期間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的詳情，請參閱下文「－生物資產的公
平值變動」。

毛利及毛利率

我們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的毛利分別為人民幣39.6百
萬元、人民幣27.7百萬元及人民幣34.1百萬元，毛利率為57.8%、51.8%及48.4%。整體
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我們透過不同葡萄酒組合及不同分銷渠道產生的收益一般有不
同的毛利率所致。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明細：

二零一五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 二零一七財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入門葡萄酒組合 . . . . . . . . . . . . 6,897 31.2 8,314 36.0 6,185 25.1
高端葡萄酒組合 . . . . . . . . . . . . 36,713 81.8 23,762 80.4 33,089 74.8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800 54.8 534 72.6 667 46.3   

44,410 64.9 32,610 61.1 39,941 56.7   

消費稅及附加稅 . . . . . . . . . . . . (6,298) (5,117) (6,497)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收益╱
（虧損）. . . . . . . . . . . . . . . . . . 1,453 (289) 835
於銷售葡萄酒後撥回的
公平值收益╱（虧損）. . . . . . . — 460 (189)   

39,565 57.8 27,664 51.8 34,090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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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高端 葡萄酒組合由於平均售價較高，故毛利率一般較高。於二零一七財年，
葡萄酒組合所產生的毛利率普遍下跌，主要由於每瓶銷售成本上漲所致（由於在相關
年度的產量與二零一七財年已售紅酒的生產量比較相對為低，而令每瓶分配固定成本
較高）。

下表顯示所示期間按分銷渠道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明細：

二零一五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 二零一七財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分銷商  . . . . . . . . . . . . . . . . . . . 28,780 58.5 31,620 60.6 34,450 54.6
向終端用戶直銷 . . . . . . . . . . . . 15,630 81.2 990 80.9 2,820 69.1
線上銷售. . . . . . . . . . . . . . . . . . — — — — 2,671 84.3   

44,410 64.9 32,610 61.1 39,941 56.7   

消費稅及附加稅 . . . . . . . . . . . . (6,298) (5,117) (6,497)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收益╱
（虧損）. . . . . . . . . . . . . . . . . . 1,453 (289) 835
於銷售葡萄酒後撥回的
公平值收益╱（虧損）. . . . . . . — 460 (189)   

39,565 57.8 27,664 51.8 34,090 48.4
   

於往績記錄期間，各分銷渠道的毛利率維持相對穩定。向分銷商銷售所產生的毛
利率通常較低，乃主要由於其平均售價（即分銷價）低於其他分銷渠道的售價，而直銷
客戶所產生的毛利率浮動乃由於(i)產品組合差異；及(ii)我們向個別客戶提供不同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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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主要指政府補助、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利息收入。我們因我
們的附屬公司投資當地社區而收取各項政府補助。該等政府補助主要與農業、貸款及
稅項相關。計入損益表的是項補助並無尚未達成的條件或與之相關的或有事項。已收
取但相關支出尚未動用的政府補助計入財務狀況表中的遞延收入。於二零一五財年，
我們就向獨立第三方提供貸款獲取利息收入。有關詳情見「－綜合財務狀況表選定項
目說明－其他應收款項」。於往績記錄期間，其他包括銷售過剩自種葡萄所得收入淨額
及外匯收益。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其他收入分別為人民
幣2.7百萬元、人民幣1.0百萬元及人民幣2.0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我們的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包裝及運輸開支、員工成本以及推廣及展覽開支。

下表顯示我們於所示期間的銷售及分銷開支明細：

二零一五
財年

二零一六
財年

二零一七
財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包裝及運輸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8 360 659
員工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106 544
推廣及展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7 625 1,869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2 169 384   

1,348 1,260 3,456
   

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銷售及分銷開支分別為人民幣
1.3百萬元、人民幣1.3百萬元及人民幣3.5百萬元。由於 (i)宣傳及展覽開支主要因舉辦
與我們20週年有關的品牌建立活動而增加；及 (ii)增加員工成本，原因為我們通過於廈
門萄福（主要業務為在線上銷售本集團的葡萄酒產品）的直接控股公司瑋源的全部權益
收購我們的前關聯方，故於二零一七財年我們的銷售及分銷開支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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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主要包括 [編纂 ]開支、員工成本、折舊及攤銷、匯兌虧損淨額及其
他辦公室開支。

下表顯示我們於所示期間的行政開支明細：

二零一五
財年

二零一六
財年

二零一七
財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編纂 ]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纂 ]
專業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76 97
員工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44 3,791 5,308
折舊及攤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25 2,910 2,802
匯兌虧損淨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6 305 150
辦公室租金及辦公室相關開支  . . . . . . . . . . . . 810 707 2,082
招待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9 274 351
維修及保養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4 741 307
運輸及差旅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0 239 331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9 676 730   

10,049 9,719 23,227
   

我們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的行政開支分別為人民幣
10.0百萬元、人民幣9.7百萬元及人民幣23.2百萬元。於二零一七財年，主要由於 [編纂 ]
開支 [編纂 ]而導致行政開支增加。

其他開支及虧損

其他開支及虧損主要指支付予農民的補償款項、貿易應收款項減值及其他。於二
零一五財年前，我們已開始為山西酒莊向當地村委會及集體經濟組織租賃集體所有土
地。為方便過渡安排，我們向先前於該土地工作的農民支付一次性補償人民幣3.0百萬
元。我們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的其他開支及虧損分別為人
民幣3.0百萬元、人民幣78,000元及人民幣0.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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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淨額

我們的融資成本淨額指銀行貸款的利息開支，經扣除同期收到的相關政府補助。
於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我們就利息開支收取政府補助用於支援當地農業業
務。當政府補助條件獲達成時，已收取政府補助自利息開支中扣除。於二零一五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銀行貸款利息總額分別為人民幣1.2百萬元、人民幣1.2
百萬元及人民幣1.1百萬元，而我們於各期間的政府補助分別為零、人民幣0.5百萬元
及人民幣0.5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我們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於所在及營運的司法權區產生或源自該等司法權區的溢
利以實體基準繳納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稅率為
25%。

根據相關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本集團於中國從事農業業務的若干附屬公
司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就源自農業業務的溢利豁免繳納企
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惟須由本公司附屬公司當地的中國稅務機關進行年度審查
及受相關免稅政策或法規的任何未來變動所規限。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繳納香港利得稅。於往績
記錄期間，由於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概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我們在該等司法權區毋須繳納任何
所得稅。

於往績記錄期間，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的所得稅開支分
別為人民幣8.3百萬元、人民幣5.7百萬元及人民幣7.5百萬元，同期實際稅率分別為
31.0%、33.4%及87.1%。我們於二零一五財年及二零一六財年的實際稅率高於適用稅
率，主要是由於我們中國附屬公司的可分派溢利的預扣稅影響。於二零一七財年的實
際稅率高於其他期間及適用稅率，主要由於二零一七財年的不可扣稅 [編纂 ]開支所致。

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已履行所有所得稅責任且
與相關稅務機關並無任何未決所得稅問題或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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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們以代價100港元向陳女士收購廈門萄福（主要業
務為在線上銷售本集團的葡萄酒產品）的直接控股公司瑋源的全部權益。該收購事項
為本集團戰略的一部分，以廈門萄福的線上銷售能力垂直精簡我們的業務。有關收購
瑋源及廈門萄福對本集團的財務影響詳情，請參閱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33。

過往經營業績回顧

二零一七財年與二零一六財年比較

收益

我們的收益由二零一六財年人民幣53.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7.0百萬元或31.8%至
二零一七財年人民幣70.4百萬元，此乃由於 (i)總銷量增加；及 (ii)平均售價增加所致。

我們的銷量由二零一六財年的1,091,000瓶增長111,000瓶或10.2%至二零一七財年
的1,202,000瓶，乃主要由於 (i)葡萄酒在中國消費者間的普及；及 (ii)向一名於二零一六
年底與我們建立業務關係的新分銷商作出銷售。該增加亦基於高端葡萄酒組合的銷售
量增加約80,000瓶所致。

我們的平均售價由二零一六財年的每瓶人民幣48.9元增長每瓶人民幣9.6元或
19.6%至二零一七財年的每瓶人民幣58.5元，乃主要由於售出不同產品組合。於二零
一七財年，我們的高端葡萄酒組合（通常售價較高）的銷售額佔我們於二零一七財年的
總收益62.9%，而二零一六財年佔55.4%。此外，於高端葡萄酒組合中，售價較高的「莊
主珍藏」於二零一七財年的銷售額較二零一六財年有所增加。因此，我們於二零一七
財年的平均售價較二零一六財年有所增加。

銷售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由二零一六財年的人民幣25.7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0.6百萬元或
41.2%至二零一七財年的人民幣36.3百萬元，原因為我們的銷售額有所增長，加上過
往年度生產的葡萄酒成本增加以致二零一七財年售出葡萄酒的單位成本輕微上升。

毛利及毛利率

我們的總體毛利由二零一六財年人民幣27.7百萬元增加人民幣6.4百萬元或23.1%
至二零一七財年人民幣34.1百萬元，基本與同期收益增幅一致。我們的總體毛利率由
二零一六財年51.8%略微下降至二零一七財年48.4%，主要是由於上述售出葡萄酒的
單位成本增加。毛利率下降的影響部分被毛利率一般較高的高端葡萄酒組合的銷售額
增加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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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由二零一六財年人民幣1.0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0百萬元或
100.0%至二零一七財年人民幣2.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在二零一七財年訂立若干利率
較高的短期固定銀行存款致使已收政府補助增加人民幣0.7百萬元及銀行利息收入增
加人民幣0.2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二零一六財年人民幣1.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2.2百萬元或169.2%
至二零一七財年人民幣3.5百萬元，主要歸因於宣傳及展覽開支人民幣1.2百萬元主要
因舉辦與我們20週年有關的品牌建立活動所致；及 (ii)員工成本在我們於二零一七財
年收購前關聯方廈門萄福後有所增加。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六財年人民幣9.7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3.5百萬元或139.2%至二
零一七財年人民幣23.2百萬元，主要歸因於二零一七財年非經常性[編纂]開支增加[編纂]。

其他開支及虧損

其他開支及虧損由二零一六年財年人民幣78,000元增加人民幣0.1百萬元至二零
一七財年人民幣0.2百萬元。

融資成本淨額

我們於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的銀行貸款利息總額相對穩定，分別為人民
幣1.2百萬元及人民幣1.1百萬元，由各年政府補助人民幣0.5百萬元相抵銷，導致於二
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融資成本淨額均為人民幣0.6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由於不可扣稅的 [編纂 ]開支 [編纂 ]的影響導致年內除稅前溢利減少，我們的所得
稅開支由二零一六財年人民幣5.7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8百萬元或31.6%至二零一七財
年人民幣7.5百萬元。因此，我們的實際稅率由二零一六財年33.4%上升至二零一七財
年87.1%。

年內溢利

由於上述情況，我們的年內溢利由二零一六財年人民幣11.3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10.2百萬元或90.3%至二零一七財年人民幣1.1百萬元；而我們的純利率由二零一六財
年的21.1%下降至二零一七財年的1.6%，主要由於二零一七財年產生 [編纂 ]開支 [編纂 ]。
撇除二零一七財年 [編纂 ]開支，純利於二零一七財年增加至人民幣12.2百萬元，主要
是由於年內銷售額增加。撇除 [編纂 ]開支，純利率於二零一七財年跌至17.3%，而二零
一六財年為21.1%，乃由於二零一七財年的不可抵扣[編纂]開支的稅項導致實際稅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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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財年與二零一五財年比較

收益

我們的收益由二零一五財年人民幣68.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15.0百萬元或21.9%至
二零一六財年人民幣53.4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高端葡萄酒組合銷售額減少，導致二零
一六財年銷量及平均售價均有所下跌。

我們的銷量由二零一五財年的1,267,000瓶減少176,000瓶或13.9%至二零一六財年
的1,091,000瓶，主要由於高端葡萄酒組合銷售額減少人民幣15.3百萬元，此乃由於並
未發生類似高端 葡萄酒組合於二零一五財年透過直銷推動若干非經常性銷售活動人
民幣17.6百萬元的事件。該等銷售活動因其性質使然，並無於二零一六財年以相若規
模重現。有關詳情，請參閱「業務－銷售及分銷」。有關減少部分被來自入門 葡萄酒組
合的銷售額增加人民幣1.0百萬元所抵銷。

我們的平均售價由二零一五財年的每瓶人民幣54.0元減少每瓶人民幣5.1元或9.4%
至二零一六財年的每瓶人民幣48.9元，主要由於售出不同產品組合及上述若干銷售活
動以較高售價出售。於二零一六財年，我們的高端葡萄酒組合（通常售價較高）的銷售
額佔我們於二零一六財年的總收益55.4%，較二零一五財年的65.6%有所減少。因此，
我們於二零一六財年的平均售價較二零一五財年有所下降。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二零一五財年人民幣28.9百萬元減少人民幣3.2百萬元或11.1%至二零
一六財年人民幣25.7百萬元，此乃由於銷量下跌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整體毛利由二零一五財年人民幣39.6百萬元減少人民幣11.9百萬元或30.1%至二
零一六財年人民幣27.7百萬元，是由於同期收益減少所致。整體毛利率由二零一五財
年57.8%下降至二零一六財年51.8%，主要由於透過直銷進行若干高端 葡萄酒組合產
品的非經常性銷售活動，而於二零一五財年透過直銷的平均售價較高。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由二零一五財年人民幣2.7百萬元減少人民幣1.7百萬元或
63.0%至二零一六財年人民幣1.0百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我們所收取的非經常性政府
補助減少人民幣1.1百萬元，及一名第三方於二零一六財年償還計息貸款導致其他利
息收入減少人民幣0.6百萬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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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二零一五財年及二零一六財年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維持相對穩定，為人民幣1.3百
萬元。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於二零一五財年及二零一六財年分別為人民幣10.0百萬元及人民幣9.7
百萬元，維持相對穩定。

其他開支及虧損

其他開支及虧損由二零一五財年人民幣3.0百萬元減少人民幣3.0百萬元或97.4%
至二零一六財年人民幣78,000元，主要由於上文所述二零一五財年就採購葡萄所作過
渡性安排對農民支付一次性補償人民幣3.0百萬元所致。

融資成本淨額

二零一五財年及二零一六財年銀行貸款利息總額相對穩定，分別為人民幣1.2百
萬元及人民幣1.2百萬元，有關金額被同期政府補助所抵銷，導致二零一五財年及二零
一六財年的融資成本淨額分別為人民幣1.2百萬元及人民幣0.6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五財年人民幣8.3百萬元減少人民幣2.6百萬元或31.3%至二
零一六財年人民幣5.7百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除稅前溢利減少所致。二零一五財年及
二零一六財年實際稅率維持穩定，分別為31.0%及33.4%，其高於適用法定稅率，主要
由於就我們於中國的附屬公司可分配溢利計提預扣稅撥備所致。

年內溢利

綜上所述，年內溢利由二零一五財年人民幣18.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7.1百萬元或
38.6%至二零一六財年人民幣11.3百萬元。純利率由二零一五財年26.8%下降至二零
一六財年21.1%，主要由於上文所述毛利率下降所致。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我們的現金用途主要與經營活動及資本支出有關。我們過往主要透過經營所得現
金流量、銀行借款、關聯方墊款及股東貸款等多種方式為營運提供資金，而該等款項
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資本化。有關詳情，請參閱「－綜合財務狀況表選定項目說明一
關聯方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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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時，我們監察及維持管理層作出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水平，
以為營運提供資金及減輕短期現金流量波動所帶來的流動資金風險。本集團已為管理
其中短期及長期資金及流動資金管理要求制定合適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框架。我們定
期監察金融負債（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的償還日期以匹配我
們不時可利用的財務資源。本集團透過維持充裕的財務資源（包括現有現金及銀行結
餘以及經營現金流量）管理流動資金風險。

除我們將在財務方面獨立於我們的關聯方或股東及擁有來自 [編纂 ][編纂 ]的額外
資金用於實施未來計劃（誠如「未來計劃及 [編纂 ]」所詳述）外，目前預期本集團的現金
來源及用途將無任何重大變動。

現金流量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綜合現金流量的概要：

二零一五
財年

二零一六
財年

二零一七
財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 . . . . . . . . . . . . . . 26,162 16,775 45,473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
現金淨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3) 872 (14,264)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
現金淨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573) 11,092 (48,2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增加╱（減少）淨額 . . . . . . . . . . . . . . . . . . 1,396 28,739 (17,052)

年初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142 22,567 51,367

外匯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 . . . . . . . . . . . . . . 29 61 (2,163)   

年末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567 51,367 32,152

   

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二零一七財年我們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分別為人
民幣1.4百萬元及人民幣28.7百萬元以及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17.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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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包括就非現金項目（例如於採收日期農產品公平值變
動所引致的折舊、攤銷及虧損╱（收益））作出調整及就營運資金變動作出調整的除稅前
溢利。於往績記錄期間，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主要來源於收取產品所得款項。經營
活動所用現金主要為購買原材料的費用及生產所用的相關成本。

於二零一七財年，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人民幣45.5百萬元為營運資金變動前的
經營現金流入人民幣17.3百萬元、已繳所得稅人民幣6.2百萬元及營運資金變動人民
幣34.0百萬元綜合所致。營運資金變動主要反映貿易應收款項主要因福州驪園償還拖
欠的貿易應收款項而減少人民幣29.5百萬元、存貨減少人民幣7.5百萬元（主要由於銷
售額增加）所致，而有關增額部分被添置培植生物資產人民幣2.7百萬元、就主要有關
[編纂 ]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人民幣4.7百萬元以及貿易應付款項減少
人民幣2.2百萬元所抵銷。

於二零一六財年，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人民幣16.8百萬元，為營運資金變動前
的經營現金流入人民幣28.8百萬元、已繳所得稅人民幣5.7百萬元及營運資金變動人
民幣6.5百萬元綜合所致。營運資金變動主要反映添置培植生物資產人民幣2.4百萬元、
存貨增加人民幣1.7百萬元以應付我們的葡萄酒產品預期未來需求以及主要因應付增
值稅減少（主要由於接近二零一六財年終結時收益較二零一五財年有所減少）令其他應
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減少人民幣1.8百萬元所致，而有關金額部分被預付款項、按金及其
他應收款項減少人民幣1.4百萬元所抵銷。

於二零一五財年，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人民幣26.2百萬元，為營運資金變動
前經營現金流入人民幣34.7百萬元（與我們的營運相符）、營運資金變動人民幣3.6百萬
元以及已繳所得稅人民幣5.0百萬元綜合所致。營運資金變動主要反映貿易應收款項
增加人民幣6.3百萬元（由於若干非經常性銷售活動所致）、貿易應付款項減少人民幣5.6
百萬元以及添置培植生物資產人民幣2.4百萬元，而有關金額部分被由上述銷售活動
所推動的較高銷量令存貨減少人民幣9.8百萬元所抵銷。

投資活動

於二零一七財年，我們的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人民幣14.3百萬元主要反映主要
就建設寧廈釀酒廠的預付款項及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人民幣13.1百萬元以及收購廈
門萄福所得現金流入人民幣1.0百萬元，而有關金額部分被本公司收取山西怡園酒莊
的股息收入而支付的預扣稅人民幣2.5百萬元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人民
幣1.0百萬元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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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財年，我們的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人民幣0.9百萬元主要反映借予
第三方的貸款還款人民幣11.0百萬元、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人民幣0.8百萬
元以及就本公司收取山西怡園酒莊的股息收入而支付的稅項人民幣0.5 百萬元，有關
金額部分被購買廠房及機械以及傢私及裝置人民幣1.2百萬元、添置在建工程人民幣3.8
百萬元及墊款予關聯方人民幣5.4百萬元所抵銷。

於二零一五財年，我們的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人民幣0.2百萬元主要反映貸款
予第三方人民幣11.0百萬元、購買廠房及機械以及傢私及裝置人民幣1.4百萬元、添置
在建工程人民幣7.6百萬元及墊款予關聯方人民幣2.2百萬元，有關金額部分被收取第
三方償還貸款連利息人民幣21.6百萬元以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人民幣0.5
百萬元所抵銷。

融資活動

於二零一七財年，我們的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人民幣48.3百萬元主要反映股息
付款人民幣20.7百萬元、已付利息人民幣1.1百萬元及償還銀行借款人民幣26.0百萬元。

於二零一六財年，我們的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人民幣11.1百萬元主要反映新增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人民幣27.0百萬元，有關金額部分被償還關聯方墊款人民幣13.7百
萬元、已付利息人民幣1.2百萬元及償還銀行借款人民幣1.0百萬元所抵銷。

於二零一五財年，我們的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人民幣24.6百萬元主要反映償還
銀行借款人民幣22.0百萬元、償還關聯方墊款人民幣1.3百萬元及已付利息人民幣1.2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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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二零一八年二月
二十八日，我們錄得流動資產淨值分別為人民幣20.4百萬元、人民幣57.5百萬元、人
民幣114.6百萬元及人民幣112.1百萬元。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的流動資產及流動
負債：

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八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流動資產
存貨  . . . . . . . . . . . . . . . . . . . 75,455 79,788 77,525 72,041
生物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貿易應收款項 . . . . . . . . . . . . 39,539 41,969 12,797 23,227
預付款項、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 . . . . . . . . . . 14,610 2,251 7,150 8,490

應收關聯方款項 . . . . . . . . . . 21,086 28,475 — 25
現金及銀行結餘 . . . . . . . . . . 22,567 51,367 32,152 25,828    

流動資產總值 . . . . . . . . . . . . 173,257 203,850 129,624 129,61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 . . . . . . . . . . . 799 287 860 96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 5,324 3,558 12,403 15,234
應付關聯方款項 . . . . . . . . . . 119,058 112,924 401 488
計息銀行借款 . . . . . . . . . . . . — 1,000 — —
應付稅項. . . . . . . . . . . . . . . . 2,578 1,633 1,407 849
股東貸款. . . . . . . . . . . . . . . . 25,142 26,991 — —    

流動負債總額 . . . . . . . . . . . . 152,901 146,393 15,071 17,539    

流動資產淨值 . . . . . . . . . . . . 20,356 57,457 114,553 112,072
    

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20.4百萬元增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57.5百萬元。有關增長主要由於營運所得溢利及新增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而令現金及銀行結餘適度增長。

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進一步增加至人民幣114.6百
萬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該等貸款資本化導致應付關聯方款項及股東貸款減少。。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們當時的流動資產淨值維持相對穩定於人民幣
112.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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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

我們的董事確認，經計及我們現時可動用的財務資源（包括來自經營活動的預期
現金流量、可動用銀行借款、現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關聯方結餘資本化及來自 [編纂 ]
的估計 [編纂 ]淨額），我們有充裕營運資金以應付目前及自本文件日期起計至少未來
十二個月所需。

綜合財務狀況表選定項目說明

存貨

我們的存貨主要包括(i)原材料（主要為酒瓶、木塞、酶、添加劑、標籤、瓶蓋及紙箱）；
(ii)在製品（即罐裝基酒或桶裝葡萄酒或貼上標簽前的瓶裝葡萄酒）；及 (iii)製成品（即待
售葡萄酒產品）。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存
貨結餘分別為人民幣75.5百萬元、人民幣79.8百萬元及人民幣77.5百萬元。下表載列
我們於所示日期的存貨明細：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91 2,222 2,959
在製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193 72,971 67,073
製成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71 4,595 7,493   

75,455 79,788 77,525
   

我們就流動緩慢的存貨、陳舊產品或市值下降定期審閱我們的存貨水平。當存貨
的可變現淨值（主要根據管理層估計的最近期市價計算）低於成本或任何存貨被確定為
屬陳舊產品時，會作出撥備。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
及二零一七財年的經撇減輔助原料最低金額分別為人民幣58,000元、人民幣130,000
元及人民幣11,000元。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的存貨周轉天數。

二零一五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 二零一七財年   

存貨周轉天數（附註）. . . . . . . . . . . . . . . . . . . . 982 1,102 791
   

附註： 存貨周轉天數乃按有關期間的平均存貨結餘除以銷售成本再乘以有關年度的365天計算。
平均存貨結餘按有關期間的期初及期末結餘總和除以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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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我們的存貨周轉天數分別為
982天、1,102天及791天。我們的周轉天數一般較長，因為葡萄酒產品的生產過程一般
需要七至18個月，而由於葡萄酒產品被認為可更持久保存且不易過期，故我們維持足
夠的庫存水平，以滿足我們的未來預期銷售。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總存貨人民幣17.3百萬元或22.4%已於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使用或售出，其中人民幣3.9百萬元或52.1%製成品已於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售出。

生物資產

我們的生物資產包括於租賃農地採收前的未成熟葡萄，並於採收前因發展期短被
歸類為流動資產，及於轉撥至存貨前的已採收葡萄。所有葡萄均於每年八月下旬至十
月上旬採收，所有採收的葡萄均經除梗及壓碎，以供生產葡萄酒，並轉撥至存貨。葡
萄採收後，每年在休眠季節均會進行修枝以清除上一年的果枝或短枝，藉以保護生產
的葡萄質量。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修剪的葡萄樹會埋於泥土中，以渡過冬季休
眠期。由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開始，葡萄園進行耕作，栽種經過休眠階段的葡萄樹。
因此，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生物資產（即葡
萄）。生物資產（指在生產性植物上生長的葡萄）的變動概述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年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栽培所致增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00 2,720 3,075
於採收日期的農產品的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的收益╱（虧損）（附註）. . . . . . . . . . . 3,013 (249) 884

轉撥已採收葡萄至存貨 . . . . . . . . . . . . . . . (5,713) (2,471) (3,959)   

於年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註： 於收穫日期的農產品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收益╱（虧損）被資本化為存貨成本，並於銷售
葡萄酒或銷售葡萄時分別撥入銷售成本或其他收入。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
及二零一七財年，於銷售葡萄酒後撥入銷售成本的金額分別為零、收益人民幣0.5百萬
元及虧損人民幣189,000元，而同期為推廣進行贈送後撥入銷售及分銷開支的金額分別
為虧損人民幣15,000元、收益人民幣400元及收益人民幣2,000元。同期，於銷售葡萄後
撥入其他收入的金額分別為收益人民幣0.2百萬元、虧損人民幣53,000元及虧損人民幣
4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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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已分別
採收葡萄832噸、368噸及437噸。董事根據採收葡萄於或接近採收日期的市價按公平
值減銷售成本計量。我們於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採收的葡萄較二零一五財年
大幅減少，主要由於 (i)因寧夏酒莊理想質量提升而使目標產量下降；及 (ii)因氣候及其
他生長條件而使山西酒莊產量出現自然波動。

中國法律顧問確認，種植葡萄的農業活動毋須相關中國法例及法規項下的任何特
定牌照或許可。

生物資產估值

葡萄的公平值計量乃分類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所界定的三個
公平值等級的第三級公平值計量。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主要為替換葡萄的各項成本
及葡萄市價。

估值師資質、經驗及獨立性

本集團已委聘獨立估值師艾華迪釐定於各往績記錄期間末及葡萄採收日期的葡萄
樹的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艾華迪的團隊由中國的外聘生物專家Wu Liang-ru先生協助，
由彭頌邦先生領導。彭頌邦先生為艾華迪的董事總經理，是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的特
許資格持有人、澳洲執業會計師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執業會計師。彭先生於香港及中
國的有形及無形資產估值方面擁有逾15年經驗。彭先生掌管艾華迪的營運，就 [編纂 ]、
業務估值及可行性研究等項目擁有評估經驗。Wu Liang-ru先生於中國取得農業科學學
士學位，並在生物資產估值方面擁有十年經驗。Wu先生的專長包括為中國公司進行
林木估值。經艾華迪確認，於本文件日期，其獨立於本集團。

根據 (i) 艾華迪的市場聲譽；(ii) 艾華迪及其主要工作團隊成員（包括其中國的外聘
生物專家）的背景、資質及經驗；及 (iii)彼等的獨立性，董事及獨家保薦人信納艾華迪
獨立於本集團，且具備執行本集團生物資產估值的能力。

估值方法

據艾華迪告知，為資產估值時，不論其差異、地點或技術的複雜性，一般都以三種
基本估值方法進行，即成本法、市場法及收益法。

成本法透過以一項相等經濟設施置換一項資產釐定現時成本來估計價值。價值指
標是透過估計重建或重置資產的成本減去因折舊或陳舊引致價值流失計提的準備。此
方法最適合應用於特定資產（例如土地改善工程、樓宇、機械及設備以及若干無形資產）
上。基本上，成本法在市場法及收益法均不適用的情況下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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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法考慮近期就類似資產支付的價格，並就所指示的市價作出調整，以反映所
評估資產相對於市場上可資比較資產項目的狀況及用途。擁有具規模二手市場的資產
可用此方法進行估值。

就收益法而言，估值視乎節省成本、定期收入或銷售所得款項等未來經濟利益的
現值而定。價值指標為透過將可供分派的未來現金流動淨額，按反映目前市場回報要
求及特定投資的內在風險的比率貼現至現值釐定。

根據艾華迪的估值，採用成本法就往績記錄期間各年度末的生物資產（即生產性
植物上的未成熟葡萄）進行估值，並採用市場法就採收日期的農產品（即採收的葡萄）
進行估值。艾華迪於整個往績記錄期間就未成熟葡萄及已採收葡萄採用相同的估值法。

未成熟葡萄：

對往績記錄期間各年度末的未成熟葡萄作估值時，由於往績記錄期間各年度╱期
間末的未成熟葡萄的特性，艾華迪未能從公開資料中找到未成熟葡萄的可資比較市價。
艾華迪已與外聘生物專家確認，任何未成熟葡萄的交易並不常有。因此，就此估值工作，
市場法被視為不適合。此外，由於未成熟葡萄仍需經重大的生物轉化，故未成熟葡萄
的未來現金流量無法預計，據此，於往績記錄期間各年度╱期間末有關產量及採收葡
萄質量相對不確定。因此，艾華迪認為收益法不適用於此估值工作。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農業，成本有時可與其公平值相若，特別是當（其中包括）
從最初成本產生至今，幾乎沒有發生生物轉化。根據管理層提供的資料及於往績記錄
期間各年度末未成熟葡萄的特性，就此估值工作，艾華迪採用成本法，特別是重置成
本法。

已採收葡萄：

對往績記錄期間採收日期已採收葡萄作估值時，由於已採收葡萄於採收日期已準
備可出售，而購買類似資產必定有可觀察市價，藉所指示的市價作出調整， 以反映已
採收葡萄相對於市場上可資比較項目的狀況及用途，艾華迪認為市場法為此估值工作
最適合的估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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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已採收葡萄有即時市場，所以毋須貼現方得出已採收葡萄各自的現值，故收
益法被視為不適用。由於過往成本不計算向外部各方出售葡萄的經濟效益，故成本法
被視為不適用於已採收葡萄。

因此，釐定其對往績記錄期間採收日期已採收葡萄的公平值的意見時，艾華迪純
粹採納市場法。

獨家保薦人已就估值程序、估值方法及編製估值報告規定提供的資料與艾華迪進
行多次討論。獨家保薦人進一步將所採納的估值方法與類似公司及市場慣例作比較。

主要假設及輸入數據

未成熟葡萄：

釐定未成熟葡萄公平值所用的主要輸入數據包括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截至各年
度結算日止未成熟葡萄產生的成本。有關成本主要包括（其中包括）維護葡萄樹及葡萄
的員工成本、葡萄園的攤銷土地成本、葡萄園（例如修剪和施肥等）的設備運作成本、
灌溉成本及肥料成本。

已採收葡萄：

釐定已採收葡萄公平值所用的主要假設及輸入數據包括以下各項：

－ 已採收葡萄的市價，艾華迪經參考本集團的葡萄採購價、向農民及葡萄酒供
應商進行的研究、有信譽機構發佈的統計數字、每年均價數據的調整及中國
相關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等獲取；

－ 出售成本，主要包括運送葡萄的運輸及物流成本；及

－ 相關採收日期的已採收葡萄數量，有關數據根據過往採收記錄得出。

根據艾華迪進行的實地調查及據董事所深知，山西釀酒葡萄的市場有限，而寧夏
釀酒葡萄的市場活躍。因此，已採收葡萄估值的基準市價主要透過寧夏生產的釀酒葡
萄的市場數據取得。山西釀酒葡萄的公平值與適當的運輸成本作調整，以反映相關市
價減在可售市場的出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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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華迪亦就我們的生物資產估值進行下列工作：

－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九
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四日、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至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以
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期間對葡萄園進
行實地調查，且並未觀察到任何重大不利事宜顯示生物資產的實際存在、情
況及發展狀況將受到不利影響。特別是，艾華迪實際觀察了葡萄園現場及生
產性植物上的未成熟葡萄、檢查健康狀況及栽培狀況，並觀察未成熟葡萄的
實際外觀；

－ 與管理層作合理查詢，以確認本公司已進行定期盤點，並無任何重大偏差，
且生物資產管理政策及存貨系統的內部監控並無重大不足之處；

－ 獲取並審閱本公司對生產性植物適當存置的記錄及影響葡萄生長的關鍵因素，
例如溫度，證明生物資產的健康狀況及品質；及

－ 進行市場調查，以確保我們提供的過往葡萄採購價與市場交易一致。

艾華迪進行的估值另加顯示艾華迪於編製估值報告時相當依賴各項假設及我們所
提供的其他資料的準確性、完整性、可靠性及合理性。儘管於估值過程中採納的該等
假設與實際結果相符，惟概不保證未來不會出現重大偏差。有關詳情，請參閱「風險因
素 一 我們的生物資產公平值可能在不同期間出現大幅波動，導致我們的經營業績極
度不穩」。於達致對本集團的生物資產公平值的意見時，艾華迪亦假設（其中包括）本集
團經營所在國家的現行政治、法律、財政及經濟情況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對未成熟葡萄估值所用的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主要為重置的各項成本。產生的
成本愈高，釐定的公平值愈高。對已採收葡萄估值所用的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主要
為葡萄的市價。市價愈高，公平值愈高。有關計量未成熟葡萄及已採收葡萄所用的不
可觀察輸入數據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 一 會計師報告附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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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會計師已根據香港核數準則第620號利用審計專家的工作 進行相關程序。申
報會計師已就艾華迪於進行估值時所採用的來源資料及程序作出諮詢，並已瞭解所使
用的假設及方法。基於所採用的程序，申報會計師信納，於估值時所選擇的估值技術
及所採用的來源資料屬恰當合理。

獨家保薦人就估值程序、估值基準及假設與艾華迪討論，了解到艾華迪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農業，並參考國際估值準則委員會頒佈
的國際估值準則的規定，進行生物資產估值。上文詳述的主要假設及輸入數據包括我
們過往的實際營運數據。艾華迪已取得並與我們討論我們提供的過往實際營運數據，
並考慮及審核該等數據用於估值中是否適當及合理。董事確認採用的假設與行業慣例
一致，並與往績記錄期間的實際資料相符。

獨家保薦人已亦連同艾華迪就我們的葡萄園進行實地調查，並觀察葡萄園的實際
存在與情況以及生產性植物上的未成熟葡萄，並未觀察到任何重大不利事宜顯示，生
物資產的實際存在、情況及發展狀況將受到不利影響。儘管該等盡職調查受到採收葡
萄的產量及質量的不明朗因素的限制，惟生產性植物上的未成熟葡萄仍須生物轉化，
鑒於(i)採用成本法對未成熟葡萄於相關年度╱期間末的日期進行估值，(ii)於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生物資產，是因為葡萄的生長週期及(iii)
已採收葡萄的估價乃根據採收時的實際採收量及葡萄的市價進行，故認為我們財務報
表中的生物資產估值將不受該等不明朗因素影響。

獨家保薦人就艾華迪估值所採納的估值方法及所用的輸入數據與艾華迪及申報會
計師進行多次討論。獨家保薦人亦與艾華迪進行討論以了解其估值程序及審視艾華迪
及其主要工作團隊成員的資質及相關估值經驗。獨家保薦人進一步將所選的估值方法、
估值基準及假設與其他類似公司及市場慣例所用者作比較。此外，獨家保薦人了解艾
華迪進行的生物資產估值是按照相關準則的適當程序。基於上文所述，獨家保薦人信
納估值方法與本集團生物資產估值所用的主要輸入數據屬合適和合理。

敏感度分析

對已採收葡萄而言，市價或數量每增長10%將導致農產品價值增長10%，從而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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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收穫時的評估價值分別為人民幣6.3百萬元、
人民幣2.7百萬元及人民幣4.4百萬元。市價或數量每減少10%將導致已採收葡萄價值
減少10%，從而導致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收穫時的評估價值分別
為人民幣5.1百萬元、人民幣2.2百萬元及人民幣3.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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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生物資產未變現公平值收益╱虧損的業績

於往績記錄期間，生物資產未變現公平值收益╱虧損並無對本年度溢利構成重大
影響。下表載列本年度溢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不包括所示期間生物資產未變
現公平值變動）（下文所披露乃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二零一五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 二零一七財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年度╱期間溢利及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358 11,285 1,114

就以下各項調整：
於採收日期農產品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
未變現虧損╱（收益）. . . . . . . . . . . . . . . . (3,013) 249 (884)   

本年度溢利及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不包括於採收日期農產品
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
未變現虧損╱（收益））. . . . . . . . . . . . . . . 15,345 11,53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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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不包括於採收日期農產品公平值變動
所產生的未變現公平值收益╱虧損）」項目並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界定。使用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不包括於採收日期農產品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未變現公平值收益╱
虧損）作為分析及示範工具存在重大限制，原因是其並不包括於往績記錄期間可能影
響我們虧損或收益凈額的所有項目。

盤點及內部監控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農業，我們的已採收葡萄及在生產性植物上生長的未
成熟葡萄被分類為生物資產，而生產性植物則被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鑒於葡萄
性質為在生產性植物上生長，一年僅採收一次，於每年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進行，故
我們對生物資產進行的盤點及內部監控與於生產性植物一併進行。

盤點

我們一年於葡萄園內就生產性植物進行一次全面盤點（即於每年六月三十日或前
後），以確保生產性植物的實際存在，並不時定期檢查葡萄園的未成熟葡萄以監察生
物資產的實際狀況（即在生產性植物上的未成熟葡萄）。

生產性植物的全面盤點團隊包括生產及種植人員以及財務人員。每次全面盤點生
產性植物的結果會以生產性植物盤點表記錄。生產性植物盤點表將提交財務部門保存。
我們的種植人員亦會定期檢查未成熟葡萄的實際狀況、評估葡萄的生長進度及與我們
的種植計劃作比較。有關我們定期監察未成熟葡萄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業務－質控
及保證」。盤點結果及未成熟葡萄的定期監察報告與我們的生產性植物會計記錄及種
植計劃有任何重大差異均須向管理層匯報。經管理層批准後，盤點結果及未成熟葡萄
的定期監察報告將予記錄。

內部監控

我們已就生產性植物及生物資產管理設立全面政策。生產性植物及生物資產管理
政策涵蓋（其中包括）原材料採購及檢查、監察種植過程、會計記錄、記錄存備及盤點。

就自種葡萄而言，生物資產僅於葡萄生長季節（主要是每年四月至十月）實際存在。
於該期間，我們定期監察葡萄的生長情況，並預測本年度的葡萄生產量。根據年內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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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產量的估計，財務部將計算採收後預期存在的生物資產價值。

於葡萄大致成熟並接近採收時間的期間（一般在九月），我們安排生產員工及保安
員工每日監察及保護葡萄以確保其實際存在。

於採收後，葡萄會即時轉運至我們的釀酒廠儲藏，並於極短時間內在罐中加工，
以便減低變壞或被竊的風險。財務部會記錄大量已採收葡萄的總數。

就我們向其他供應商採購的外購葡萄而言，我們於接收葡萄並對其進行檢查後，
會實際計算葡萄的大致噸數。與自種葡萄一樣，我們會立即進行生產過程以避免葡萄
的儲貯風險。



財 務 資 料

– 21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當中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頁「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貿易應收款項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的組成部分：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獨立第三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15,875 37,073 12,752
來自關聯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664 4,896 45   

39,539 41,969 12,797
   

我們的貿易應收款項主要與來自向客戶（包括獨立第三方及關聯公司）出售產品的
應收款項有關。我們的貿易應收款項保持相對穩定，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分別為人民幣39.5百萬元及人民幣42.0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福
州驪園（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我們的關聯公司）於陳女士向獨立第三方作出
出售後成為獨立第三方，並不再視為關聯方。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福州驪
園的未償還結餘乃重新分類為應收第三方貿易款項。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貿易應收款項減至人民幣12.8百萬元，主要由於福州驪園於成為獨立第三方後償還長
期的貿易應收款項結餘。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主要透過信貸銷售進行銷售。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
團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並按客戶界定信貸限額。客戶的信貸限額將定期審閱。
我們通常授予主要客戶自發票日期月末起計最高為三個月的信貸期。我們力求嚴格控
制未償還應收款項，以將信貸風險降至最低。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我們
通常不要求提供任何抵押品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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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不被視為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並無逾期或減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18,892 15,815 12,720
逾期少於90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7 694 77
逾期超過90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0 25,460 －   

39,539 41,969 12,797
   

我們就應收第三方貿易款項減值的政策乃基於對應收款項可收回性及賬齡分析的
評估，該評估要求管理層使用判斷及估計。當有事件出現或情況變動顯示結餘可能無
法收回時，會就應收款項計提撥備。我們持續密切監察貿易應收款項結餘及任何逾期
結餘，並由管理層對逾期結餘的可收回性進行評估。於按個案基準充分考慮貿易應收
款項的性質及其可收回性後，我們將就若干逾期貿易應收款項減值作出撥備，以確保
我們資產的質素。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我們分別確認貿
易應收款項減值零、人民幣17,000元及零，該等應收一名債務人的貿易款項為已個別
減值。除上文披露者外，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並無遭遇客戶嚴重拖欠付款。已逾期
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多名與本集團有著良好關係的獨立客戶有關，包括福州驪園的
長期應收款項結餘。於二零一七財年，福州驪園所有逾期應收款項已償付。根據過往
經驗，董事認為，由於信貸質素並無發生重大變動，且該等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
因此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的周轉天數：

二零一五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 二零一七財年   

貿易應收款項周轉天數（附註）. . . . . . . . . . . . 194 279 142
   

附註： 貿易應收款項周轉天數乃按平均貿易應收款項結餘除以有關期間的銷售總額再乘以有關
期間的365天計算。平均貿易應收款項結餘乃按有關期間的期初及期末結餘總和除以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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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貿易應收款項周轉天數由二零一五財年的194天增至二
零一六財年的279天，而其後減至二零一七財年的142天，此乃由於我們因擔保動用陳
女士股權而於過往允許更長的支付緩衝期，該期限超過授予前關聯方福州驪園的信貸
期。由於福州驪園（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成為獨立第三方）償還長期的貿易應收款項結
餘，貿易應收款項周轉天數於二零一七財年減至142天。儘管福州驪園作出結算，但由
於自二零一六財年結轉產生期初結餘，故我們於二零一七財年的周轉天數仍然超過一
般信貸期。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4.2百萬港元或
33.0%未償還貿易應收款項已結清。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我們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主要包括貸款予一名第三方、預付土地租
賃款項、採購存貨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的其他應收款
項明細：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 . . . . . . . . . . . . . . . . 426 427 1,81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 . . . . . . . . . . . . . . . . . 883 898 900
預付款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51 926 4,440
貸款予一名第三方 . . . . . . . . . . . . . . . . . . . 11,550 — —   

14,610 2,251 7,150
   

我們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自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14.6百萬元減至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2.3百萬元，乃主要由於償還
貸款予一名第三方的人民幣11.6百萬元。於二零一五年前後，陳女士物色到與總部位
於上海並從事（其中包括）葡萄酒貿易業務的第三方債權人（「上海夥伴」）創立「中國製」
威士忌業務的投資機遇。上海夥伴的擁有人已與陳女士建立約10年的業務關係。陳女
士同意於福建省武夷山以投資者身份行事及提供資本投資，上海夥伴則同意專注於福
建省武夷山威士忌釀酒廠的日常營運。為向合營企業的初始成立提供資金並繼續收購
相關土地，陳女士透過本集團向上海夥伴提供年息5.0厘的無抵押貸款。

然而，地方政府因憂慮潛在威士忌釀酒廠將可能帶來污染並對武夷山地區的旅遊
業造成不利影響而提出反對。因此，陳女士及上海夥伴被要求將釀酒廠設置於工業區。
陳女士及上海夥伴均認為，設置在商業上不可行，並可能導致釀酒廠製造的威士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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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量顯著變差，故撤回彼等的投資。於撤資後，上海夥伴已於二零一六財年向本集
團償還貸款連同應計利息。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本集團將不會被視為違反
貸款通則，亦不會被中國人民銀行施加任何行政處罰，原因為 (1)墊付貸款以解決上海
夥伴的營運資金短缺問題，且並無構成中國合同法第52條或規定第14條（定義如下）所
載的任何情況。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規定」），中國人民法院須維護貸款；及 (2)貸款屬個別事件，不會構成日常業務活動。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其後增至
人民幣7.2百萬元，乃主要由於應退增值稅增加導致 [編纂 ]開支的預付款項增加 [編纂 ]
以及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商譽

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商譽分別為
零、零及人民幣1.4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商譽是基於收購廈門萄福。
透過該項業務合併收購的商譽已分配予銷售葡萄酒的現金產生單位作減值測試。相關
銷售葡萄酒的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已根據按高級管理層批准涵蓋五年期的現
金流量預測計算的使用價值釐定。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現金流量預測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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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稅前貼現率為23.9%，是經參考類似行業的平均利率及相關業務單位的業務風險
釐定。用於推算五年期以外的現金流量的增長率為3%。計算使用價值時，已應用預算
毛利率及貼現率等假設。有關詳情，請參閱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附註18。

貿易應付款項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天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95 76 575
31至90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211 285   

799 287 860
   

我們的貿易應付款項主要包括我們因購買原材料而與供應商產生的相關結餘。
我們的貿易應付款項由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0.8百萬元減至於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0.3百萬元，主要由於向供應商還款所致。其後結餘增
至人民幣0.9百萬元，主要由於生產所用原材料的購買量增加所致。通常我們購買原材
料部分為預付，而我們的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一般於30至90天內清償。下表載列我
們於所示期間的貿易應付款項周轉天數：

二零一五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 二零一七財年   

貿易應付款項周轉天數（附註）. . . . . . . . . . . . 45 8 6
   

附註： 貿易應付款項周轉天數乃按平均貿易應付款項結餘除以有關期間的銷售成本再乘以有關
期間的365天計算。平均貿易應付款項結餘按有關期間的期初及期末結餘之和再除以二計算。

於往績記錄期間，貿易應付款項周轉天數保持在相對低的水平，分別為45天、8天
及6天，原因為部分供應商要求預付購買款項。二零一五財年的周轉天數相對較多乃
主要因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貿易應付款項結餘較高，而貿易應付款項結餘
較高乃由於我們於同年年底左右採購葡萄所致。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償還貿易應付款項
的人民幣0.3百萬元或31.4%已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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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我們的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主要包括其他應付稅項、應付薪金、應計社會保
險、預收客戶款項及其他。以下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的其他應付款項的明細：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計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 2,729
其他應付款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92 3,444 9,546
客戶墊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46 106
遞延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22 22   

5,324 3,558 12,40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由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5.3百萬元減
至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3.6百萬元，主要由於應付增值稅減少人民幣1.3
百萬元所致，此乃由於相較二零一五財年而言，接近二零一六財年末時銷售有所減少。
其後，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至人民幣12.4百萬元，
主要由於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i)應計費用主要因 [編纂 ]開支而增加；及 (ii)其
他應付款項主要因與建設寧夏釀酒廠有關的保留款項而增加。

關聯方結餘

應收╱應付關聯方款項

我們的應收╱應付關聯方款項指與關聯方的資金轉撥。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
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關聯方款項分別為人民幣21.1百萬元、人民幣
28.5百萬元及零，而於同期應付關聯方款項分別為人民幣119.1百萬元、人民幣112.9
百萬元及人民幣0.4百萬元。該等款項為無抵押、免息並須按要求償還。

股東貸款

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應收陳女士的貸
款分別為人民幣25.1百萬元、人民幣27.0百萬元及零。該等款項為無抵押、免息並須
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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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還關聯方結餘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的確認契據，本公司結欠陳女士約124.6百萬港元，
即出讓予陳女士的應收╱應付關聯方款項淨額及應付陳女士的股東貸款，被視為於二
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以向Macmillan Equity配發及發行217股股份的方式悉數償還。有
關詳情，請參閱「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重組」。

資本開支及承擔

資本開支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資本開支分別為人民幣9.5百萬元、人民幣5.1百萬元及
人民幣17.0百萬元，主要與寧夏釀酒廠的在建工程及購置經營所用的傢私及裝置相關。
我們主要透過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撥付資本開支。我們預期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本開支為人民幣11.0百萬元，主要原因為建設寧夏釀酒廠及購置
廠房及設備。

經營租賃承擔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於各報告期末時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安排就若干物業承
擔的未來最低租賃款項的到期日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農地
一年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 . . . . . . . 15 3 7
五年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12 8   

33 15 15
   

辦公室
一年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5 260 384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 . . . . . . . — — 230   

225 260 614
   

我們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若干農地及一間辦公室。租賃期限協定為一至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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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除經營租賃承擔外，我們於所示日期時有以下資本承擔：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廠房及機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建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10 5,310 —   

9,610 5,310 —
   

債務

銀行貸款

下表載列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二零
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按還款計劃劃分的計息銀行借款總額：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應償還銀行貸款：
一年內或按要求 . . . . . . . . — 1,000 — —
第二年. . . . . . . . . . . . . . . . — 1,000 — —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
首尾兩年）. . . . . . . . . . . — 24,000 — —    

— 26,000 — —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屬有抵押貸款。利率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設定的一至五年利率每年進行調整。下表載列我們於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貸款總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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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銀行貸款由以下各項抵押：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 . . . . . . . — 34,566 —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 . . . . . . — 979 — —
    

此外，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由陳女士提供個人擔保。
有關貸款於二零一七財年獲償還。貸款協議包含財務契諾，要求我們的資產負債比率
須維持在一定水平之下。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直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概無違
反任何契諾。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即就債務聲明而言的最後可行日期，我們並無任何
可供動用銀行融資。

於往績記錄期間，董事確認我們就償還銀行借款方面並無任何拖欠或違約情況，
按我們商業上可接受的條款獲得銀行融資時亦無遭遇任何困難。於本文件日期，我們
並無任何重大的外部債務融資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即就債務聲明而言的最後可行日期，除上文所述及
集團內公司間負債外，本集團並無任何已發行及發行在外或同意發行的借貸資本、銀
行透支、貸款或其他類似債務、承兌負債（一般貿易票據除外）或承兌信貸、債券、按揭、
押記、融資租賃或租購承擔、擔保或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負債表外承擔及安排

於往績記錄期間直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資產負債表外重大承擔
及安排。

關聯方交易

就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所載的關聯方交易而言，董事確認該等交易乃按一般
商業條款或按對本集團而言不遜於獨立第三方可得者的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且符合
股東的整體利益。於 [編纂 ]後，我們預期將繼續與關聯方進行若干關連交易，即 (i)分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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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ii)共用行政服務；及 (iii)銷售葡萄酒產品。有關詳情，請參閱「關連交易—獲全面
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物業權益及物業估值

下表列示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我們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計綜合財務資
料所載經選定若干物業總值與本文件附錄三所載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該等物
業估值的對賬。

人民幣千元 

物業估值師所估值物業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面淨值
土地及樓宇以及租賃物業裝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290
減：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一八年
二月二十八日期間的折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8)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賬面淨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642
盈餘淨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549 

本文件附錄三物業估值報告所載於二零一八年
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所擁有物業的估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191

 

主要財務比率

下表載列我們於各所示日期的主要財務比率：

二零一五財年 二零一六財年 二零一七財年   

毛利率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8 51.8 48.4
純利率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8 21.1 1.6
股本回報率 (%) (3) . . . . . . . . . . . . . . . . . . . . 16.6 9.9 0.5
總資產回報率 (%) (4)  . . . . . . . . . . . . . . . . . . 6.7 3.8 0.5
流動比率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1.4 8.6
速動比率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 0.8 3.5
資產負債比率 (%) (7)  . . . . . . . . . . . . . . . . . . 不適用 22.7 不適用
淨債務與權益比率 (8)  . . . . . . . . . . . . . . . . . 不適用 現金淨額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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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各往績記錄期間的毛利率按毛利除以相關期間的收益計算。有關毛利率的更多詳情，請參
閱本節「過往經營業績回顧」各段。

2. 各往績記錄期間的純利率按年內純利除以相關期間的收益計算。有關純利率的更多詳情，
請參閱本節「過往經營業績回顧」各段。

3. 股本回報率按年度溢利除以相關年度的總權益再將所得數值乘以100%計算。

4. 資產回報率按年度溢利除以相關年度的總資產再將所得數值乘以100%計算。

5. 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6. 速動比率按流動資產總值減去存貨再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7. 資產負債比率按計息外部借款總額除以總權益再乘以100%計算。

8. 淨債務與權益比率按計息外部借款總額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總權益再乘以100%計算。

股本回報率

我們的股本回報率自二零一五財年的16.6%減少至二零一六財年的9.9%，主要由
於二零一五財年的非經常性銷售活動因其性質致使並無於二零一六財年以相若規模
重現，令年內溢利下降所致。我們的股本回報率於二零一七財年進一步下降至0.5%，
主要由於(i)[編纂]開支[編纂]；(ii)所產生的[編纂]開支乃為不可扣稅，致使稅項開支增加；
及 (iii)因二零一七財年的貸款資本化人民幣104.2百萬元而增加股本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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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資產回報率

我們的總資產回報率自二零一五財年的6.7%減少至二零一六財年的3.8%，主要由
於本年度溢利因上述討論的二零一五財年非經常性銷售活動並無重現而下降。我們的
總資產回報率其後於二零一七財年進一步下降至0.5%，主要由於 [編纂 ]開支 [編纂 ]，
且稅項開支因所產生的 [編纂 ]開支乃為不可扣稅而增加。

流動比率

我們的流動比率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1增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1.4，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因營運及
新銀行借款淨增加而有所增加。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流動比率其後
增至8.6，主要由於應付關聯方款項在二零一七財年進行資本化。

速動比率

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速動比率分別
為0.6、0.8及3.5。速動比率於二零一六年增加主要由於營運及新銀行借款淨增加致
使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有所增加。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我們的速動比率其後增至3.5，主要由於應付關聯方款項在二零一七財年進
行資本化。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並無任何計息銀行借款。於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資產負債比率為22.7%。

淨債務與權益比率

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並無任何計息外部銀行借款。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有淨現金狀況。

有關市場風險的定量及定性披露

我們面臨市場利率及價格變動所引起的市場風險，如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
資金風險等。

我們面臨的風險詳情載於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42。

股息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於二零一五財年、二零一六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向其當
時股東宣派及派付的股息分別為零、零及人民幣20.7百萬元。於最後可行日期，該股
息已以現金悉數結清。於二零一八年 [編纂 ]，我們已宣派股息總額人民幣 [10.0]百萬元，
將於 [編纂 ]前向當時股東派付。除上文披露者外，我們並無計劃於 [編纂 ]前派付或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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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股息。我們無意於 [編纂 ]後釐定任何預期派息比率，並於 [編纂 ]後按實際財務表現
派發股息。我們過往的股息分派記錄未必可用作釐定我們日後宣派或派付股息水平的
參考或基準。

派付股息的建議須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而 [編纂 ]後宣派的任何年度末期股息
則須經股東批准。本集團並無任何股息政策。經考慮本集團的營運、盈利、財務狀況、
現金需求及可用性、資本開支及未來發展所需，以及當時可能視作有關的其他因素後，
董事日後或會建議派付股息。任何股息的宣派及派付以及股息金額均須符合我們的組
織章程文件及公司法的規定，且須經股東批准。

於任何既定年度未作分派的任何可分派溢利將被保留，可供其後年度分派。倘將
溢利作為股息分派，則該部分溢利將不可用於再投資業務。

可分派儲備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四日註冊成立，屬投資控股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可分派儲備約為人民幣96.3百萬元。

[編纂 ]開支

[編纂]相關總開支為[編纂]。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於二零一七財年產生[編纂]開支[編
纂 ]，已於綜合損益表確認為行政開支。預期約 [編纂 ]將確認為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
日至 [編纂 ]日期止期間的行政開支，而約 [編纂 ]預期將確認為權益減額。

未經審核 [編纂 ]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

有關我們的未經審核 [編纂 ]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二－未經審
核 [編纂 ]財務資料」一節。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進行披露

董事確認，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概無任何情況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5至
17.21條的披露規定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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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不利變動

自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編製最近期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日期）以來，
[編纂 ]開支對我們的綜合損益表的影響已對本集團的財務或貿易狀況或前景產生重大
不利影響。有意投資者須知悉 [編纂 ]開支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財務表現的影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於進行其認為適當的一切盡職審查工作後確認，除本文
件「概要－近期發展、展望及前景」一節所披露者外，自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來，並無發生任何事件可能對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內載列的綜合財務資料所
示資料造成重大影響，且截至本文件日期，本集團的財務或貿易狀況或前景並無重大
不利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