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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h Yuen Holdings Limited
華 園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49）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華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210,454 198,934
銷售成本 (139,040) (117,065)

毛利 71,414 81,869
其他經營收入 2 1,472 584
銷售及分銷費用 (21,678) (20,225)
行政費用 (24,721) (26,969)

經營溢利 3 26,487 35,259
財務費用 4 (9,803) (8,401)

稅前溢利 16,684 26,858
所得稅開支 5 (3,598) (5,516)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3,086 21,342
少數股東權益 – (1,199)

本年度溢利淨額 13,086 20,143

股息 6 4,000 3,000

每股盈利 7
－基本 6.54仙 11.76仙

－攤薄 6.52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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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集團重組及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九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二十二章（經合併和修訂之一九
六一第三條法例）註冊成立為豁免有限公司。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而實行精簡本集團之重組
計劃，本公司由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起成為現組成本集團各公司之控股公司。

本集團之重組計劃主要涉及本公司之發行股份和華園國際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的交換。重組之其他
詳情載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二日刊發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

本公司之股份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正式在聯交所上市。

重組後成立的本集團為續營企業。所以，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二十七號「集團重組之會計處理」，以合併法編製。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生產及分銷零食及便利冷藏食品。

2. 營業額和其他經營收入
營業額是指扣除退貨和撥備後銷售予顧客貨品的銷售金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予對外顧客銷售額 210,454 198,934

其他經營收入：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513 258
其他收入 959 326

1,472 584

總收入 211,926 199,518

3. 經營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2,204 21,21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包括向董事之供款） 1,326 853

僱員總支出 23,530 22,065
呆壞賬準備 – 2,952
核數師酬金 636 580
折舊
－擁有資產 8,270 7,180
－融資租賃租入資產 538 61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8 2
有關租賃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 1,916 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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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須於五年內償還的其他貸款的利息 9,229 7,792
融資租約承擔的利息 574 609

9,803 8,401

5. 所得稅開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表所列示的稅項為：

香港利得稅
－本年 561 –
－往年度多提 – (57)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 2,501 5,066
－往年度少提 270 376

3,332 5,385

本年度遞延稅項 266 131

3,598 5,516

香港利得稅乃按有關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之有關的法規及規則，本集團某些中國附屬公司由抵銷承前稅項虧損起之首個獲利年度
起計，首兩年免繳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則享有50%寬免。

本年度在綜合收益表所列示的稅項按稅前盈利調節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前溢利 16,684 26,858

以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33%計算的稅額（二零零三年：33%） 5,506 8,863
不可扣稅的費用之稅項影響 1,981 1,929
毋須課稅的收入之稅項影響 (200) –
以前年度少提 270 319
未確認稅項損失的稅項影響 151 635
動用先前未確認虧損 (288) –
中國附屬公司稅務豁免的影響 (3,530) (6,114)
於其他司法權區經營業務的附屬公司之不同稅率的影響 (292) (116)

本年度稅項開支 3,598 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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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三年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 – 3,000
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每股2港仙 4,000 –

4,000 3,000

本公司董事已向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宣派及派付每股2港仙之二零
零三年末期股息，合計4,000,000港元。

董事建議本年度不派付任何股息。

7. 每股盈利
本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盈利：

本年度溢利淨額及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13,086,000 20,143,000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0,000,000 171,232,877

有關購股權的具潛在攤薄影響普通股的影響 590,164 不適用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0,590,164 不適用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加權平均股數是按載於附註1所說明的集團重組已於二零
零三年一月一日完成的假設計算。

管理層分析及討論
行業概況
隨著經濟迅速發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市場對配合都市生活方式、優質、多元化及
物超所值的便利食品之需求不斷增加。二零零四年，通脹持續令原材料價格攀升。生產成
本上升導致經營環境越趨困難，產品價格受壓，影響了整體行業發展。

業務回顧
華園是香港及中國市場之著名食品生產商、分銷商及零售商，生產及分銷逾200款種類包
羅萬有，並具備獨特亞洲風味的優質零食產品。本集團的產品分別以「華園」、「樂高」及「采
楓」三大品牌推出市場，以及以原設備製造方式生產。此外，本集團亦以「華園」及原設備
製造方式生產和分銷便利冷藏食品。

香港市場
二零零四年，香港的經濟環境好轉，加上國內旅客人數增加，以及本集團加強市場推廣力
度，因此儘管市場競爭激烈，本集團於香港市場的業務發展仍然維持穩健增長。

憑藉覆蓋全港2,300個零售點的廣泛銷售及分銷網絡、加上歷史悠久、深入民心的品牌知名
度，以及多元化的優質產品，華園繼續成為香港最受歡迎的包裝食品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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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年度內，香港市場之銷售額約為115,785,000港元，較去年增加20%，佔本集團整體營
業額約55%。銷售額錄得可觀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年內成功推出多款全新產品，並順
利開拓新的銷售渠道。

二零零四年，本集團進一步開拓完善的包裝零食和便利冷藏食品領域，推出多款嶄新產品，
如曲奇餅、臘腸、全新設計之月餅及一系列創新的中式點心，獲得市場的熱烈支持。本年
度，華園積極參與第三十九屆工展會，並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

此外，為了加強其市場佔有率及提升銷售表現，華園在年內積極拓展現有網絡的同時，更
開拓潛力優厚的銷售渠道，進展非常可觀。本集團成功擴展了便利冷藏食品的銷售網絡，
為未來業務增長奠下了理想的平台。

中國市場
華園的產品主要以「華園」、「樂高」及「采楓」 三個品牌，透過其完善的分銷網絡，銷售至
全國30個省及逾250個城市。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華園的分公司分別位於北京、
瀋陽、長春、武漢、長沙及南寧，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策略性的地區優勢。

二零零四年，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內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由於國內生產成本
較低及勞動力充裕，因而吸引大量生產商進入市場，令市場競爭更趨白熱化，並引發激烈
的減價戰；加上原材料價格上漲，本集團於回顧年內經歷了重重挑戰。

由於營運環境嚴峻，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中國市場之銷售約
為94,669,000港元，佔整體營業額約45%。旗下三個品牌的零食產品，因市場競爭激烈而導
致銷售額較去年下跌約8%。

儘管零食產品的銷售下降，然而本集團上半年引入中國市場之便利冷藏食品業務，則於年
內取得穩定的進展。本集團致力鞏固其與本地超級市場及便利店之合作關係，同時加強銷
售推廣，藉以建立一個廣泛的分銷網絡，推動未來業務增長。

憑藉本集團的雄厚實力、優秀的產品質素及備受認同的品牌知名度，華園獲選為「二零零
四年廣州民營企業百強」之一，肯定了本集團把業務拓展至中國市場的斐然成就。

海外市場
在鞏固其業務基礎及推動產品發展的同時，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第四季度成功進軍日本市
場，並取得顯著的業務增長。

回顧年內，華園於日本市場推出數款便利冷藏食品，包括港式炒飯、咖哩炒飯及一系列中
式點心。於十月至十二月期間，本集團旗下便利冷藏食品產品之銷售表現令人滿意。預期
日本市場將成為業務的新增長點，有效增強本集團未來的盈利能力。

生產設施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三個生產基地，分別位於香港及廣東省廣州市
花都區。本集團充分利用旗下10條生產線生產肉乾食品、便利冷藏食品、麵粉製產品、涼
果及果仁產品、調味產品及其他產品。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生產設施運作暢順。

本集團經已取得危害分析重點控制系統證書  (HACCP) 以及 ISO 9001及 ISO 9002認證，並
將繼續致力維持優良的產品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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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矢志鞏固其領導市場地位，同時透過制定並實施一系列業務策略，增加
其市場份額。

有見市場反應良好，本集團預期曲奇餅及不同口味的齋燒鵝等全新零食產品之銷售將不斷
增加，並為本集團帶來可觀的收入貢獻。與此同時，華園計劃於二零零五年推出兩款全新
的涼果及果仁產品系列，分別為「健康系列」及「甜酸系列」。

除了零食產品，本集團亦將推出多款全新的便利冷凍食品，如炒飯、點心及𣆥菜包。隨著
本集團成功打入日本市場，華園充滿信心，並將繼續開發創新的產品，以迎合客戶不斷轉
變的口味及需要，抓緊市場湧現的業務商機。

本集團將積極拓展及提升其產品組合，同時進一步加強市場推廣及銷售力度，並與各主要
的分銷商及零售商維持緊密良好的合作關係，致力深化及擴展其於香港、中國和日本市場
的業務網絡。

憑藉其廣泛的銷售及分銷網絡、穩健的業務基礎、全面的產品組合、有效的市場推廣策略
及嚴謹的品質監控，華園銳意成為一家具特色的一站式食品企業，繼續致力為全球的美食
愛好者帶來更多優質創新的產品。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錄得之營業額為210,454,000港元，較上
年度之198,934,000港元輕微上升6%。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毛利
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達71,414,000港元及13,086,000港元。

肉乾產品之銷量佔本集團總營業額之51%，為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便利冷藏食品、麵粉
製產品及，涼果及果仁產品之銷量則分別佔總營業額之19%、8%及約4%，其餘之營業額
則來自其他產品之銷量。以上數字與上年度數字相約。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值為348,430,000港元，而其流動資產總值
則為239,767,000港元。於該日，本集團之流動及非流動負債總值分別為170,382,000港元及
46,007,000港元。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總額為164,44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54,386,000港
元）。大部份以上借貸乃以港元及人民幣計算，並附以浮動息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37%（二零零三年：34%），以該日之總借貸減現金除以
總資產模式計算。

面對外匯變動
年內，本集團之現金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及人民幣計算。本集團概無面對任何其他重大外
匯風險。

資本支出
年內，本集團於固定資產項目投資約11,751,000港元，其中23%用作購置廠房及機器、44%
用作翻新生產設施，其餘則被用於其他資產之上。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承諾約為6,627,000港元，主要用以購買新機
器及翻新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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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總賬面淨值145,204,000港元之部份資產抵押予銀
行，以換取銀行向本集團授予銀行融資。

僱員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分別有約72名（二零零三年：85名）及
約865名（二零零三年：821名）員工。本集團向僱員提供全面薪酬及僱員福利計劃。此外，
本集團亦按個別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本集團的業績表現而向合資格職員授予購股權及提供酌
情花紅。

購買、出售及贖回證券
於本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有關預備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之財
務匯報事宜，包括經審核之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分別為本公司之獨立
非執行董事葉成棠先生及古兆豐先生，以及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倪振剛先生。

最佳應用守則
除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並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於股東週年大會輪值告退
外，概無董事知悉有任何能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任
何時間沒有或曾經沒有遵守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14。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之詳細資料，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 (6)段之規定，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生效，
並且按照過渡性安排仍繼續適用於涉及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前開始的會計期間所規定資料
之詳盡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com.hk）刊
載。

代表董事會
華園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畢家偉
謹啟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畢清培先生（榮譽主席），畢家偉先生（主席），畢濟棠先生（副主席）、黎永權先生（執行董
事），朱建華先生（執行董事），梁惠玲女士（非執行董事），倪振剛先生（非執行董事），張宇
人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成棠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古兆豐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