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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及公用事業

北京首都機場高速路（「機場高速路」）二零零六年的車流量達到5,096

萬輛次，創了歷年新高點，全年日平均車流量已達到140,000輛次，超

出原設計負荷的135,000輛次。倘若機場高速路不再推行擴建及增加

使用速通卡之車道，車流量增長將受到限制。機場北線已經開始試行

營運，目前經營條款還在落實過程中。本集團在二零零六年應佔機場

高速路淨利潤為2.08億港元，比二零零五年基本持平，主要是消化了

大維修費用及相關固定資產報廢合共約5,680萬港元所致。

深圳石觀公路二零零六年的車流量比二零零五年下降2.6 %，達到980

萬輛次，主要是深圳市寶安區的路網不斷的擴展及完成，造成車輛分

流所影響。本集團在二零零六

年於該公路應佔淨利潤比二零

零五年下降8.44%到1,909萬港

元。

本集團在二零零六年於自來水

特許經營權應佔淨利潤約1.32

億港元，比二零零五年增長

2.85%。自來水特許經營權所帶來的現金回報仍為本集團的主要現金

收入來源。

消費品

燕京啤酒有限公司（「燕京啤酒」）的銷售量自二零零五年的313萬噸，增長至二零零六年的357萬噸，營業收

入也從二零零五年的45.56億港元升至二零零六年的54.77億港元。燕京啤酒現時在北京市的市場佔有率約

為85%，在全國的市場佔有率約為12%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

年應佔啤酒業務淨利潤比二零零五年下降22.89%至1.03億港

元，主要由於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燕京股份」）股權分置

改革攤薄了本集團於燕京股份的股權比例，影響本集團應佔

淨利潤約2,700萬港元。燕京啤酒成功拓展了高檔啤酒市場，

毛利率保持穩定，主要由於實行了有效的成本控制及調整產

品結構提高銷售收入措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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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燕京股份及其附屬公司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燕京惠泉」）之股權分置改革的成本抵

銷了因燕京股份之可換股債獲得投資者全數行使的溢利後總共帶來一次性的本集團應佔淨特殊虧損約2.58

億港元。

零售及旅遊服務

王府井百貨（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王府井百貨」）二

零零六年之營業收入繼續大幅增長至63.23億港元，比

二零零五年同比增長約33.5%，本集團應佔出售前之經

營溢利為9,700萬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訂立一項有條件買

賣協議，藉此出售持有王府井百貨全數共50.13%之控股

權益。交易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完成，同時本集團將完全退出零售業。

在旅遊服務方面，本集團隨著經營策略的改變，正全面退出旅遊業。本集團在旅遊業

務方面僅剩下龍慶峽景點，其二零零六年利潤微不足道，對本集團沒有實質影響。

科技業務

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是本集團資訊科技業務之旗艦，該公司於二零零六年的營業收

入為5.85億港元，較二零零五年上升10.08%，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度攤佔經營利潤淨額約

674萬港元，業務扭虧為盈。

囱有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囱有源」）從事

淺層地能（熱）的開發與利用。經過近五年的

時間，淺層地能（熱）已應用於不同的地質條

件、不同地區、不同功能的建築物。目前，淺層

地能（熱）之產品受到知識產權保障，並已標

準化和規模化生產。二零零五年囱有源開始

實施組建區域能源服務公司，並對其實行特

許經營，推廣淺層地能（熱）作為首選替代能源之戰略。至今已從過往的工程承包商轉型

為集成技術平台支援下的產品供應商和技術服務商。在經營模式的調整初期，囱有源營業收入出現下滑。

於二零零五年，本集團應佔囱有源營業虧損淨額約3,000萬港元。鑒於隨著利用淺層地能（熱）作為替代能源

戰略實施日見成效，預計其業務在不久之將來會有好轉。為了在業務調整期間減低對本公司的影響，於二

零零六年囱有源之業務轉為承包經營，本集團不再合併其經營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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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收入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之持續經營業務營業收入約為72.5億港元，比二

零零五年的62.6億港元增長了15.7%。其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燕京

啤酒之外埠啤酒廠錄得強勁之銷售增長以及在河北及瀋陽新開業之

啤酒廠所致。

營業成本

本集團二零零六年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成本約為48.15億港元，比二

零零五年的41.72億港元增加了15.4%。本集團持續業務的營業成本與

營業額基本同步增長。

毛利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持續經營業務之毛利為24.31億港元，比二零零五年的20.91億港元增加3.4億港元。毛

利率整體為33.6%，較二零零五年的毛利率33.4%有所改善 。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的二零零六年持續經營業務之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8.35億港元，比二零零五年的6.53億港元增加了

1.82億港元。其中主要原因是由於在河北及瀋陽新開業之啤酒廠及若干外埠啤酒廠大規模擴充產能所致。

管理費用

本集團二零零六年持續經營業務之管理費用為8.58億港元，比二零零五年的7.12億港元增加了1.46億港元，

其增加的主要原因為燕京啤酒若干外埠啤酒廠大規模擴充產能及在河北及瀋陽新增加了兩家啤酒廠。

財務費用

本集團二零零六年持續經營業務之全年財務費用為1.04億港元，比二零零五年的1.31億港元下降20.9%，主

要原因為二零零六年初已償還全數銀團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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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共同控制及聯營公司盈虧

本集團二零零六年應佔聯營公司利潤大幅增加4,055萬港元，主要是北京機電院高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出售

土地取得特殊收益所致。此外，二零零六年應佔共同控制公司利潤為69萬港元，比去年扭虧為盈。

稅項

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業務之稅項開支由二零零五年的1.37億港元升至二零零六年的1.70億港元，上升幅度為

24.1%。扣除不計稅之特殊收益及虧損項目，本集團的實際所得稅稅率從二零零五年度的22.4% 略為下降

至二零零六年度的21.5%。

特殊淨虧損

年內，本集團之附屬公司燕京股份及燕京惠泉完成了股權分置改革。本集團直接及間接對上述兩家附屬公

司之A股股東作出股份補償，引致一次性之虧損4.86億港元。同一時間，燕京股份之可換股債獲得投資者全

數行使，本集團取得一次性收益1.41億港元。上述兩因素相抵後本集團應攤佔淨虧損共2.58億港元。此外，

本集團於年底已完成出售王府井百貨控股權之交易並取得特殊收益1.42億港元。本集團也對西門子網路，

若干商譽及一些應收款做了一次性撥備共1.73億港元。綜上所述，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攤佔了特殊淨虧損

2.89億港元。

本年度利潤

鑒於前述因素，本年度本集團的淨利潤由二零零五年7.15億港元大幅下降1.06億港元至二零零六年度6.08

億港元，降幅為14.9%。

流動資金和資金來源

截至目前為止，本公司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本集團之啤酒、收費公路及水務運營產生的現金和銀行借款。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淨流動資產為29.09億港元。流動資金主要由現金、應收賬款及應收

票據、存貨及其它應收款構成。本集團過去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壞賬比例及存貨撥備率極低，資產變現

能力強。流動負債主要由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款及短期貸款構成。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

據，其他應收款，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及其它應付款大部份以人民幣結算。由於人民幣對港元持續穩定升

值，本集團在兌換下屬子公司之淨資產時將錄得匯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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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現金流量

本集團現時之啤酒業務，收費公路及水務業務每年均產生大量現金流。本集團在二零零六年從出售非核心

資產也取得超過10億港元之現金流。

本集團主要使用現金採購啤酒業務額外生產裝置和設備、償還負債、和撥充營運資金及一般經常開支。就

綜合現金流量表而言，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為27.7億港元。

本集團業務背景雄厚，業務穩健，往來銀行給予的流動資金貸款額度超過5億港元，隨時支持營運上的突發

需要。

於二零零六年度，本集團共動用15.2億港元作為投資額外生產裝置和設備。在二零零六年，本集團總共償還

銀行及其他借款淨額約6.4億港元。

債務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銀行及其他貸款餘額為19.01億港元，比二零零五年底大幅下降9.77

億港元。一年內需償還之餘額為13億港元。人民幣貸款佔了等值16.6億港元餘額，其餘是港元貸款。由於本

集團收入超過90%是人民幣結算，因此，人民幣貸款並不會構成現金流匯率風險。

資本開支及或有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承諾資本開支為2.22 億港元，或有負債為4.18 億港元。

前景及策略

本集團已完成出售王府井百貨之控股權，現時之業務及資產結構比以前變得更精簡。本集團未來發展重點

在於基建及公用設施的投資及營運，輔以啤酒為主的消費品業務，逐步轉化成為一家以城市公用設施及基

建業務為主的有限多元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