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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www.newoceanhk.com

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

新海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2006 2005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業務

收入 2 2,384,835 1,610,785

銷售成本 (2,261,555) (1,530,602)

毛利 123,280 80,183

其他收入 4 35,310 8,140

銷售及分銷支出 (28,431) (19,846)

行政支出 (44,188) (30,989)

應收賬款減值 (2,658) (4,056)

商譽調整 (1,123) —

出售及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404) (10)

確認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2,776)

出售一附屬公司之溢利 — 2,710

融資成本 (37,280) (9,488)

分佔一家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418) (402)

確認以股份為基礎之支出 5 (5,855) —

除稅前溢利 38,233 23,466

稅項 6 179 3,667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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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業務帶來之年內溢利 38,412 27,133

非持續業務

非持續業務帶來之年內溢利 5,718 6,777

年內溢利 7 44,130 33,910

應佔溢利：

母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44,130 35,702

少數股東權益 — (1,792)

44,130 33,910

每股盈利 8

持續及非持續業務

基本 9.16港仙 7.41港仙

攤薄 9.16港仙 不適用

持續業務

基本 7.97港仙 6.01港仙

攤薄 7.97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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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2006 2005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38,592 170,094
土地預付租賃款項 51,823 46,899
海岸預付租賃款項 12,137 12,366
投資物業 — 46,000
商譽 84,428 61,893
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11,932 12,350
其他資產 65,694 18,754
遞延稅項資產 2,636 2,326

667,242 370,682

流動資產
存貨 57,970 40,197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9 139,338 50,340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29,558 100,928
土地預付租賃款項 2,061 1,868
海岸預付租賃款項 683 653
應收一共同控制實體之款項 270 153
應收一附屬公司前股東之款項 — 2,435
已抵押銀行存款 313,657 207,90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1,034 57,479

794,571 461,96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0 284,714 63,24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87,409 26,046
稅務負擔 9,286 8,971
借款，部份有抵押  －  須於一年內償還 401,444 334,407

782,853 432,670

流動資產淨值 11,718 29,29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78,960 399,9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8,168 48,168
股份溢價及其他儲備 397,782 340,764

母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445,950 388,932
少數股東權益 1,531 1,531

總權益 447,481 390,46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246 9,511
借款，部份有抵押  －  於一年後償還 222,233 —

231,479 9,511

678,960 39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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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內，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2005年12月1日或2006年1月1日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對現時或過往會計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及呈列方式概無構成重大影響。因此，概無作出任何前期調

整。

本公司並無提前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此等準則、

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7號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膨賬經濟下之財務報告採

用重列法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範圍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9號 重估嵌入衍生工具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2號 財務經營權安排 8

1 於2007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09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06年3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06年5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2006年6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2006年11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2007年3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8 於2008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收入

收入乃指年內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收取及應收取之金額減折扣、有關稅項、退貨及津貼及，租金及

租賃收入之公平值，其分析如下：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業務

銷售及分銷液化石油氣（「液化氣」） 2,287,545 1,372,849

銷售電子產品 97,290 237,936

2,384,835 1,610,785

非持續業務

租賃投資物業、物業、機器及設備 2,696 4,694

2,387,531 1,61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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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液化氣的銷售與分銷及電子產品之銷售。本集團呈報第一分類資料時，以該等業務為呈報

基礎。

本集團亦從事投資物業、物業、機器及設備之租賃業務。該等業務於年內停止營運。

該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業務分類

收益表

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

持續業務 非持續業務

投資物業、

 物業、機器

銷售及分銷 銷售 及設備

液化氣 電子產品 未分配 合共 之租賃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2,287,545 97,290 — 2,384,835 2,696 2,387,531

分類業績 68,209 13,650 — 81,859 2,401 84,260

利息收入 — — 13,394 13,394 2 13,396

出售及撇銷物業、機器及

設備之淨溢利（虧損） (404) — — (404) 86 (318)

出售投資物業之溢利 — — — — 3,229 3,229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18,918) (18,918) — (18,918)

融資成本 — — (37,280) (37,280) — (37,280)

分佔一家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418) — — (418) — (418)

除稅前溢利（虧損） 67,387 13,650 (42,804) 38,233 5,718 43,951

稅項支出 179

年內溢利 4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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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

持續業務 非持續業務

投資物業、

物業、機器

銷售及分銷 銷售 及設備

液化氣 電子產品 未分配 合共 之租賃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1,372,849 237,936 — 1,610,785 4,694 1,615,479

分類業績 25,542 15,323 — 40,865 (538) 40,327

利息收入 — — 1,862 1,862 3 1,865

出售及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淨溢利（虧損） — — (10) (10) 6,171 6,161

出售一附屬公司之溢利 — — 2,710 2,710 — 2,710

投資物業公平值改變之溢利 — — — — 1,141 1,141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12,071) (12,071) — (12,071)

融資成本 — — (9,488) (9,488) — (9,488)

分佔一家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402) — — (402) — (402)

除稅前溢利（虧損） 25,140 15,323 (16,997) 23,466 6,777 30,243

稅項收入 3,667

年內溢利 3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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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位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東南亞、韓國及歐洲。本

集團銷售及分銷液化氣之業務於中國進行。本集團銷售電子產品之業務則於香港進行。

下表所列為本集團按市場所在地區作收益分析，不分貨物來源地：

持續業務按市場地區

之銷售收入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2,207,287 1,513,931

東南亞 62,528 89,094

香港 42,667 7,760

韓國 37,108 —

歐洲 35,245 —

2,384,835 1,610,785

本集團非持續業務（租賃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入主要由中國衍生。

4. 其他收入

持續業務 非持續業務 綜合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利息 13,394 1,862 2 3 13,396 1,865

匯兌收益淨額 16,638 4,770 80 — 16,718 4,770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改變之溢利 1,481 — — — 1,481 —

其他 3,797 1,508 1,309 56 5,106 1,564

35,310 8,140 1,391 59 36,701 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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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出

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於2006年5月15日及2006年6月16日授出購股權。該等日期所授出的購股權

估計公平值為5,855,000港元。於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授出購股權。

公平值乃按照畢蘇股權定價模式計算。下表列出輸入該模式之資料：

加權平均股份價格 0.73港元

行使價 0.69港元

預期波幅 59.36%

預期年期 1

無風險利率 4.57%

預期股息回報率 1.50%

預期波幅乃以本公司股價於去年的歷史波幅計算而釐定。模式所運用的預期年期已按管理層的最佳估計，

並計入不可轉讓及其他表現考慮因素。無風險利率乃參考於授出日期之一年期外匯票據基金孳息計算。預

期股息率乃按本公司股份於過往股息率計算。

有關本公司授出之股份購股權，本集團在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中確認合共約5,855,000

港元之總支出  (2005: 無 )。

6. 稅項

於綜合收益表內計入（扣除）之稅項包括：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470) (164 )

中國其他地區 (313) (1,283 )

(783) (1,447 )

遞延稅項 962 5,114

179 3,667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2005：17.5%）稅率計算。

中國其他地區的即期稅項乃指有關本公司於中國營運之附屬公司按適用稅率計算之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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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內溢利

持續業務 非持續業務 綜合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土地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991 1,834 — — 1,991 1,834

海岸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670 653 — — 670 653

核數師酬金 1,347 1,144 — — 1,347 1,144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4,620 12,710 — 3,235 14,620 15,945

經營租約最低租金：

—  液化氣管道 3,808 2,696 — — 3,808 2,696

—  樓宇 1,322 1,117 14 9 1,336 1,126

僱員成本

董事袍金 378 330 — — 378 330

董事其他酬金 8,293 2,518 — — 8,293 2,518

除60,000港元已計入董事酬金

（2005：59,000港元）

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4 270 14 14 188 284

其他 12,250 8,391 409 371 12,659 8,762

21,095 11,509 423 385 21,518 11,894

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 — — (2,696) (4,164) (2,696) (4,164)

減：支出 — — 551 1,017 551 1,017

— — (2,145) (3,147) (2,145) (3,147)

8. 每股盈利

持續及非持續業務

本公司之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溢利 44,130 35,702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股數 481,676,687 481,676,687

潛在股份攤薄影響：

購股權 170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股數 481,67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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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業務

母公司之普通權益持有人於持續業務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之溢利 44,130 35,702

減：非持續業務年內溢利 (5,718) (6,777)

38,412 28,925

所使用之分母與以上所述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分母相同。

非持續業務

按非持續業務年內溢利約5,718,000港元（2005：6,777,000港元），及以上所述之分母，非持續業務每股基本

盈利為1.19港仙（2005：每股1.40港仙）。

非持續業務每股攤薄盈利為1.19港仙（2005：無），因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行使價高於平均市場價，故

於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並無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9.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之信貸期介乎0至180天。應收貿易賬款按賬齡分析如下：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77,277 21,624

31至60天 2,213 16,230

61至90天 217 2,003

91至120天 11 3,716

超過120天 108 6,767

79,826 50,340

應付票據 59,512 —

139,338 50,340

應收票據之到期日介乎30至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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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按賬齡分析如下：

2006 2005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158,094 18,340

31至60天 — 3,154

61至90天 — 35

超過120天 — 394

158,094 21,923

應付票據 126,620 41,323

284,714 63,246

應付票據之到期日介乎0至60天 (2005: 30至90天 )。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2007年6月11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2005年：每股1.2

港仙）。待股東於本公司謹訂於2007年6月15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後，本公司

將於2007年6月25日或前後派付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自2007年6月11日至2007年6月15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止，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於該段期間內概不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收取擬派末期股息，股東務須

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惟最遲須於2007年6月8日（星期五）下午4時

正前交回，以進行登記。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概覽

本集團於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中再一次實現了業務高增長的佳績。其間持續業務

之營業總額約為2,384,835,000港元，比對截至2005年12月31日同期持續業務之營業總額約

1,610,785,000港元，上升48.05%。2006年度內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44,130,000港

元，比對2005年度之溢利35,702,000元，上升23.61%。截至2006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發行

並已繳足股份數目為481,676,687股，每股基本盈利為9.16港仙，與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之

年度內每股基本盈利7.41港仙比較，上升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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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全年液化氣銷售量約為520,000噸，比對2005年同期350,000噸的銷售量上升48.57%。

液化氣市場情況

市場變化

雖然中國對進口液化氣繼續有強大的需求，華南地區的液化氣市場在2006年中產生了結構

性的變化。一般市民使用國產氣、工業與汽車使用進口氣的分化局面逐漸形成。促成這個

變化的主要因素有：

1. 自2005年開始，國際氣價一直攀升。在2006年，進口氣到達中國口岸的成本價（稅前），

大部分時間在每噸500美元至600美元之間波動，相比2005年的平均價上升20%左右。在

這段頗長的時段內，本來就沒有明顯價格優勢的進口氣，因為價差進一步的擴大而喪失

更多的競爭力，銷售日益困難。如果在此期間人民幣不是一直在升值（國內進口商支付

貨款的換匯成本下降了大約6%左右），進口氣在價格上更難與國產氣抗衡；

2. 華南地區內的國產氣供應量在2006年突然大大提升。除了原主要供應來源（茂名石化及

廣州石化）已經增產外，在2006年海南煉廠及珠海橫琴煉氣廠相繼投產，地區內2006年的

供應量從原來大概50萬噸增加到1,000,000噸左右（佔廣東市場需求量的20%），比原來的

供應量大了一倍多。估計2007年的供應量更會因為海南煉廠與珠海橫琴煉氣廠的全面性

生產而進一步提升到1,400,000噸至1,600,000噸，佔廣東市場需求量的27%-30%；

3. 北方的煉廠亦有增產，加上道路系統的改善，方便運輸，因此北氣南調的頻繁度比過往

為高，每天到達廣東的車運氣量平均有400噸至500噸，全年估計有150,000至180,000噸左

右，佔廣東市場需求量的3%至3.5%左右。另外通過船運從北方到達華南地區的氣量亦有

所增加，估計全年數量達到200,000噸，佔市場4%左右。每年從北南調的車貨與船貨總量

達到350,000至400,000噸、大約佔市場8%。

進口氣佔廣東市場的供應量比例由原來90%下降到73%左右，儘管廣州市大力發展車用液化

氣（估計2006年底車用液化氣的用量已達到每天700噸左右，即年用量250,000噸，全部需要

進口氣），廣東省的液化氣進口量在2006年明顯下降了14.7%（2005年廣東液化氣進口量為

4,474,000噸、2006年為3,816,000噸）。2007年估計進口氣的供應量比例將進一步下降至60%

左右。

假設在2007年之內，國際液化氣價格仍然維持在每噸500美元以上，國產氣充積廣東市場的

問題不但不會舒緩，而且會變本加厲。不過市場一般預期液化氣的國際供應量會在2-3年之

間，由目前一年大約25,000,000噸上升至40,000,000噸，而需求方面，大部份比較發達的地區

（例如：歐洲、日本、韓國等）已經到了飽和的水平，剩下有可能增加需求的地方僅包括中

國、印度及東南亞其他地區，因此，國際氣價極有可能回落。另外，2007年及2008年將有



— 13 —

多艘大型冷凍液化氣船下水，運力會有明顯提高，船運費用估計亦會下跌，中國採購國際

液化氣的到岸價調整至每噸400美元左右是指日可待的。當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國產氣儘

管還可能比進口氣便宜，但差距不會很大，而且質量上遠遠有所不及，進口氣有機會重掌

華南市場的主導地位。

批發市場情況

2006年內，華南地區的液化氣批發商（主要是沿海的碼頭）都在艱苦經營。面對國產氣供應

量激增的壓力，為了降低經營虧損的風險，減少進口量是他們的即時反應，另外，車用液

化氣的運營商及工業客戶（必須使用進口液化氣）亦馬上成為批發商爭相競逐的對象。批發

價格方面，大部分時間在每噸人民幣4,800元至5,700元之間波動。在11月及12月期間，因為

有多家國內的煉廠檢修停產，國產氣的供應量下降，批發價格趁勢拉高至每噸人民幣6,000

元左右，這段時間成為很多批發商賺取2006年整年利潤的寶貴機會。

零售市場情況

2005年的大幅價格波動 , 對液化氣行業起了提示的作用。當年年末發生瓶裝液化氣（15公斤）

價格暴漲至每瓶人民幣110元的歷史高位，政府提出對批發及零售價格封頂的要求，市場供

應量隨即驟降，價格不跌反升，一片混亂。幸而事件在短短的兩個星期內就得以平息，市

場供應量增加，價格回落到低於每瓶人民幣100元的水平。在2006年整年之內，廣東省大部

分地區的零售業務相當暢順，價格維持在每瓶人民幣85元至95元之間（即等於每噸人民幣

5,950元至人民幣6,650元），因為這個價位比歷史最高價低了差不多15%至23%，所以市民接

受了、也習慣了 ,政府亦再無進行任何干預。在採購方面，因為國產氣供應量增加，零售商

的採購渠道擴大，只要質量不是太差，零售商都會多用國產氣，或分別採購國產氣與進口

氣、進行混合後充瓶出售，因此採購的成本比2005年有明顯的下降，毛利得以擴大，2006

年是零售商獲利的一年。

業務情況

液化氣批發業務

自2005年年中開始，本集團的珠海碼頭已經率先採用「聯合採購」及「保稅出口」這兩種銷售

模式推動業務增長，並且在2006年間使我們成功地、有效地規避了上述的市場風險。「聯合

採購」實際上是以珠海碼頭的名義進口貨物，以成本（包括所有稅項）加利潤的計價方式大部

份銷售予國內「聯合採購」的合作夥伴，雖然此銷售模式僅可帶來微薄的利潤，但價格風險

則完全得以對沖。「保稅出口」則是利用從國際市場採購的冷凍貨，以船隻過駁方法轉為壓

力貨，在相約的時段內，銷售回去國際市場（主要為香港、越南、菲律賓）。由於沒有與國

產氣市場正面衝突，而且銷售與採購的時間相約，所以無論在價格上或需求上都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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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本集團的採購量

進口 國內採購

冷凍船貨 24船 443,000噸 － －

壓力船貨 7船 13,000噸 14船 16,000噸

壓力車貨 － － 約2000車次 48,000噸

合共 456,000噸 64,000噸

總採購量 約520,000噸

採購總量中，按照「聯合採購」模式售予國內合作夥伴的貨量約為210,000噸（40%）；以「保稅

出口」模式售予國際貿易商的貨量約為35,000噸（6.7%）；配送給本集團下屬零售運營公司的

貨量約為120,000噸（23%）；餘下貨量155,000噸以即期銷售方式供給國內其他的零售運營商。

這個運作模式在2006年為本集團帶來了400,000噸的對外批發量，儘管毛利較薄，但其中的

運營風險（尤其在國產氣嚴重打擊市場批發價格的時候）卻能有效地大大降低。

本集團預測，在2007年的銷售方面，以「聯合採購」方式進行的銷售量將維持在200,000 —

250,000萬噸的水平；以「保稅出口」方式進行的銷售量將可達到130,000噸以上（在2006年年

底已經成功地與數家國際貿易商簽訂了以液化氣指數為計價基礎的長期銷售合同）；另外更

新簽了數個以液化氣指數計價的國內長期銷售合同，可完成的銷售量將達100,000噸以上；

加上每日進行的即期批發，全年有機會實現600,000噸的總批發量。採購方面，在2007年的

第一季度，本集團已經與兩家蜚聲國際的貿易商簽訂了以液化氣指數計價的長期採購合同，

已落實了不少於250,000噸的採購量。這250,000噸的採購量與同樣以液化氣指數計價的銷售

量相約，因此不存在價格波動的風險。

總體而言，2007本集團仍然會沿用保守態度來進行批發業務的經營，以有效的風險管理手

段追求不少於40%的業務量增長率。

液化氣零售業務

本集團在2006年繼續採取收購廣東省內現有的運營商來促進我們零售業務的發展。2006年

年初收購了位於深圳與東莞交界的深圳寶潤氣站。該氣站在本集團正式接管後，業務蒸蒸

日上，平均日銷量達到100噸，最高日銷售量達到170噸，成為本集團內零售業務量最大的

氣站。此外在2006年年底及2007年年初相繼購入了德慶南雄氣站（目標客戶為打火機製造商）

100%的股權及廣州夢華燃氣集團51%的股權，為2007年進一步擴大零售業務奠定了鞏固的

基礎。

2006年全年，本集團通過位於7個城市的9個下屬氣站，共實現了約170,000噸的瓶裝液化氣

銷售量，銷售毛利比2005年略有提升，不過與行內其他運營商比較則有所不及。其中的主

要原因是本集團的下屬氣站在2006年的液化氣供應來源仍然以珠海碼頭為主（珠海碼頭因為

倉容小，又要盡量縮短大船停靠的時間，所以在大船靠港期間，需要利用本集團下屬氣站

進行貨物的分流），這等於下屬氣站的買賣很多時候是進口氣，故此，其運營成本與以採購

國產氣為主的其他零售商比較明顯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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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2007年，在增添了德慶南雄氣站及廣州夢華燃氣集團後，本集團將在廣東廣西兩省內

9個城市，控制及經營14個充瓶氣站，零售業務總量將可攀升到230,000噸左右。另外，由於

珠海碼頭的倉儲擴建工程在2007年內將會完成，下屬氣站將不需要分擔碼頭貨物分流的責

任，從而可以大幅度提高國產氣的採購量，有效的降低採購成本、進一步提高零售業務的

盈利能力。

電子業務

2006年，本集團除了繼續保持一般電子配件的貿易業務，增加了從中國購入手提電話輸往

印支半島湄公河流域一帶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量。這項業務目前所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比例

不大，卻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

業務前瞻

本集團主要通過珠海碼頭經營液化氣的批發業務。我們深信一個碼頭的競爭力主要取決於

碼頭所處地理位置及碼頭的貨物吞吐效率，因此在2004年收購珠海碼頭後，就馬上開展各

種提高碼頭運作效率的優化計劃，其中包括航道的疏浚（2004年及2006年各完成一次疏浚工

作）；倉儲容量的擴大（2007年下半年可將倉容從2,100噸擴大到15,600噸）；炭三、炭四兩種

氣體分別存儲及可按客戶需要進行特定比例混合充裝的裝置（2007年下半年可全部完成）與

及目前正研究在碼頭有權使用的海岸㵟上增添兩個泊位的可行性。若這些工程在2008年可

以按計劃全部完成的話，珠海碼頭液化氣的年吞吐能力將可由原設計的800,000噸增加至

1,500,000噸。

與華南加德士合資在珠海碼頭空置地塊上興建8萬噸成品油庫的協議在2006年6月成功協定，

目前正在進行項目的籌劃階段，興建工程估計在2007年下半年可以動工，2008年年底之前

完工。上述碼頭優化計劃完成後，珠海碼頭不但可以承擔150噸液化氣的年吞吐量，更可同

時兼顧200萬噸成品油的年吞吐量，使其成為華南地區內效率最高的碼頭。

液化氣零售業務方面，本集團將繼續一年收購兩至三個運營商的策略，在兩年內提高零售

業務量至350,000噸的水平，並會把握氣價逐步下跌的機會，為集團提供更高的盈利貢獻。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2006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合共為約11,718,000港元；銀行結餘及現金為

151,034,000港元；於結算日，流動比率為1.01:1港元；速動比率為0.94:1港元。資產負債比率

為0.69:1，此乃根據負債總額1,014,332,000港元和資產總額1,461,813,000港元計算。

或然負債

截至資產負債表日期止，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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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06年12月31日，本集團為獲得一般銀行信貸而將313,657,000港元（2005：207,909,000港

元）之銀行存款抵押。於2006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包含一項約163,380,000港元

（2005：無）以本公司之資產作浮動按揭之定期借款信貸。此借款亦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新

海香港有限公司、新海環保能源有限公司、新海深圳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之資產作浮動按揭，

及以該等公司之已發行之股本之股票作抵押。另於2005年12月31日本集團為獲得一般銀行

信貸而將賬面總淨值2,045,000港元的氣庫及設施抵押予銀行。

僱員及酬金政策

截至2006年12月31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僱用約310名全職僱員。本集團按各員工之工作

表現、經驗及當時市場情況酬報各員工。本集團之員工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供款、醫療

保險及僱員購股權計劃。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12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上市證券。

公司監管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整個年度內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

事之委任並非按照固定時限而指定其任期，惟彼等之任期乃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條文規

定，並須依照有關細則告退。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作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

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年內均有遵守當中所要求之買賣標準。

審閱年度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準則，以及財務申報事宜，其中

包括審閱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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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頁登載之業績公佈

據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所規定的詳細資料，將於適當時間盡快於聯交所網頁登

載。

承董事會命

新海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岑少雄

香港，2007年4月18日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岑少雄先生、趙承忠先生、岑濬先生及岑子牛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胡匡佐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鈞鴻先生、馬文海先生、陳旭煒先生及徐
名社博士。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