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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壹傳媒在香港及台灣之業務整
體表現理想。儘管巿場競爭激烈，本集團仍能在香港傳媒行業保持領先

地位，而在台灣則致力鞏固根基。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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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深知各項成本對盈虧之影響重大，故採納政策慎重監控成本，並把
握每個機會予以控制及節約。此策略配合積極增加銷量及銷售收益政策，
使本集團本年度總盈利增加至521,300,000港元，較去年之342,400,000港元
上升52.2%，創下本集團自二零零一年十月收購Database Gateway Limited

以來最佳業績紀錄。

營運回顧

主要市場概覽
香港

香港經濟於回顧年度持續表現強勁，為本集團在當地經營業務提供有利支
持。具體而言，經濟增長刺激消費及零售營業額上升。

為把握此勢頭帶來之機遇，各行各業無不增加廣告開支，尤其於本年度下
半年更甚。當然，各出版商競爭激烈，務求在這擴大經費中能夠分一杯羹。
然而，壹傳媒作為全港最大中文傳媒集團之一，亦擁有許多被廣泛閱讀的
刊物，正好憑此優勢，促使其香港出版業務的廣告銷售收益較去年上升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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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都巿風格
香港雖然是華人城巿，亦為東西文化交匯的大都會，不但

具備獨有的衝勁，也有適應急劇轉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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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巿風格
台灣社會有着現代化科技的優勢，但亦擁有強烈的華人色彩，

與島內原居民的悠久傳統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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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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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多人閱讀的五份

中文週刊讀者人數
二零零七年一月至十二月

同時，本港兩大日報，包括《蘋果日報》，已在報章巿場擴大其主導地位。於
二零零七年，兩份報章合計每日平均讀者人數為3,185,000人，佔全港12歲

及以上報章讀者人數60.3%，較二零零六年上升9.1%1。

於二零零七年度，儘管免費報章增多以致巿場競爭加劇，《蘋果日報》讀者
人數仍然上升13.4%，其報章巿場佔有率亦上升3.6%。此外，該報仍深受到

各大廣告商戶愛戴，尤其在良好營商環境中，其廣告收益穩步上升。

本集團旗下其他香港刊物  －《壹週刊》、《忽然1周合併本》（包括《忽然1

周》、《飲食男女》及《ME!》）及《FACE合併本》（包括《FACE》（前稱《壹本便
利》），連同《搵車快線》、《交易通》及《Ketchup》）－在對手環伺以及日趨
普及的網上傳媒之競爭中突圍而出，保持它們在各自巿場中深受讀者愛戴
的地位。這些刊物佔本港五大暢銷週刊其中三位，而合計平均每週讀者人

數為2,035,000人，相等於全港12歲以上雜誌讀者人數38.5%1。

台灣

台灣社會一直以活力開明見稱，人民可自由表達見解，並可熱烈進行討論。
此情況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及三月先後舉行激烈的立法院及總統選戰中，可

見一斑。

寶島社會活力充沛，全賴言論及新聞自由提供基礎。然而，當地傳媒之報導
及表達方式多年來受制於根深蒂固之保守傳統，而其客觀性亦受到傳媒經

營者強大政治及商業利益制肘。

資料來源：二零零七年尼爾森媒體指標：香港報告

(’000)

0

500

1,000

1,500

2,000

1,446

1,739

685

457 402

東方日報 蘋果日報 太陽報 明報 星島日報

香港最多人閱讀的五份

報章讀者人數
二零零七年一月至十二月

(’000)



23壹傳媒有限公司
年報  07/08

《台灣壹週刊》及《台灣蘋果日報》分別於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三年創刊
後，已在台灣印刷傳媒行業引起廣泛迴響。這兩份刊物深入淺出的報導、平
實準確的描述，加上鮮艷奪目的版面印刷，向為香港傳媒熟悉的標誌。一俟
進入台灣社會後，隨即廣受歡迎，皆因社會長期渴求傳媒不偏不倚直接報
道資訊。當地不少出版商迅即作出反應，革新其刊物外觀，以便與這些生氣
勃勃之新對手爭一日長短。

二零零七年，島內四大日報（《台灣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
及《聯合報》）合計每日平均讀者人數共達8,671,000人，相等於12歲以上總
人數49.9%3。於過去四年內，《台灣蘋果日報》聲名大噪，已成功成為台灣其
中一份最暢銷日報。

與此同時，《台灣壹週刊》一枝獨秀，遠遠拋離尾隨其後之對手，成為島上最
暢銷週刊。於二零零七年內，每週平均12歲以上讀者人數為1,414,000人，領
先最接近競爭對手45.2%3。

《爽報》受讀者及廣告客戶歡迎程度有增無減。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創
辦這份免費報紙，逢星期一至五每天上午在台北捷運車站向乘客派發，於
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平均每天派出176,659份 4。

資料來源：媒體大調查，台灣尼爾森媒體研究

0

1,000

500

1,500

2,000

3,000

2,500

2,7312,789

1,709

1,442

201

自由時報 台灣
蘋果日報

聯合報 中國時報 經濟日報

台灣最多人閱讀的五份

報章讀者人數
二零零七年一月至十二月

(’000)

0

600

300

900

1,200

1,500

974

1,414

610

281 231

台灣
壹週刊

商業周刊 時報周刊 TVBS
週刊

今周刊

台灣最多人閱讀的五份

中文週刊讀者人數
二零零七年一月至十二月

(’000)



24 壹傳媒有限公司
年報  07/08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地道美食
香港是世界最為知名的美食中心之一，提供傳統中國菜式、

現代西方餐飲及來自亞洲各地的可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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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美食
台灣集各地烹飪的大成，於當地菜式加入中國風味，當地名廚亦發揮創意，

精心調製多種口味，融入菜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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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蘋果日報》
讀者分佈

資料來源：二零零七年尼爾森媒體指標：香港報告

22%

27%

13%
3%

23%

12%
15歲以下

15 – 24歲

25 – 34歲

35 – 44歲

45 – 54歲

55歲或以上

年齡

50%50%

男性

女性

性別

37%

18%
36%

9%
小學程度或以下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五

大專／大學

或以上
教育

20%

30%

7%

18%

11%

14%

15,000元以下

15,000元 – 19,999元

20,000元 – 29,999元

30,000元 – 39,999元

40,000元 – 49,999元

50,000元或以上

家庭每月
收入

（港元）

另一方面，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台灣經濟繼
續表現失色。政府於選舉前為營造繁榮氣氛而推出之措施未能如願見效。
島內廣告客戶之開支反映出營商環境缺乏生氣，而且一直未有改變。即使
如此，壹傳媒在台灣出版之刊物對讀者有不容置疑的吸引力。因此，它們於
年內錄得合併廣告收益增長9.7%。此外，本集團採取全面而有效的措施，節

省在台灣之成本，遂令台灣出版業務之盈利能力大幅提高128.6%。

業務表現
本集團之收益共達3,483,800,000港元，較一年前3,245,200,000港元增加

7.4%，主要由於《台灣蘋果日報》及印刷業務表現出色所致。

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

本集團之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於二零零七╱零八財政年度仍然佔整體收
益最大比例。於本年度內，該業務之收益共2,449,500,000港元，較去年

2,277,700,000港元增加7.5%。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以讀者人數計算繼續名列香港所有日報第二位。截至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平均每日12歲及以上讀者人數為
1,446,000人，較去年1,275,000人增加13.4%1。因此，《蘋果日報》於日報市場
之總佔有率由23.0%增加至27.0%，其發行銷量亦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增至

每日平均305,896份，較二零零六年同期298,777份增加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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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根據尼爾森媒體的調查透露，《蘋果日報》之讀者組合就教育及職業
狀況以及個人與家庭入息而言，較之最暢銷日報者更勝一籌。另外，儘管免
費日報、其他報紙減價及日漸流行之網上新聞資訊帶來了激烈競爭，但《蘋
果日報》內容質素優良，加上政治立場中立，因而備受讀者愛戴，尤以受過
高等教育之讀者為然。

於回顧年度內，《蘋果日報》之收益共達1,079,400,000港元，較去年
1,047,300,000港元增加3.1%。銷售收入達410,900,000港元，較去年
395,800,000港元增加3.8%。香港經濟繁榮促使廣告收入穩定增長至
668,500,000港元，較去年651,500,000港元上升2.6%。

本集團仍然深信《蘋果日報》將會繼續成為未來幾年最重要收益來源之一，
特別是由於得到讀者的忠誠支持以及其讀者組合對香港主要廣告客戶之
吸引力，而這些廣告客戶亦會繼續視《蘋果日報》為香港及外地推銷優質產
品及服務之必選市場銷售工具。

《台灣蘋果日報》
《台灣蘋果日報》以其不偏不倚及敢言之編輯風格，加上色彩繽紛之版面，
自二零零三年五月創刊以來，一直在台灣傳媒業界引人注目。自創刊以來，
《台灣蘋果日報》打破陳規框架，展示其努力回應台灣社會對新聞及自由表
達不同觀點之需求，融合當地開放民主社會之最大特色。

《台灣蘋果日報》
讀者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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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媒體大調查，台灣尼爾森媒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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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生活方式
大部分港人散居於高尚住宅區及至資助公共屋擥。地方雖然狹小，

一切皆伸手可及－由動感娛樂場地、商店及餐館，
以至可供休憩的郊野公園及海灘，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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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
台灣的不同地貌，為其居民提供寬闊的生活空間－從現代化都巿，

到細小的農莊民宿，以至山地名勝景點，應有盡有。
島內各社區均獨一無二，並具有本身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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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壹週刊》
讀者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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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支生力軍初抵台灣，立即令島上公眾著迷。他們一向習慣從政治及商業
之既得利益集團之喉舌報章取得資料，而這些報章處理新聞消息手法卻一
成不變，遠比其他亞洲巿場之傳媒發展步伐落後多年。台灣報章缺乏創意，
從發行報紙方式亦可見一斑。一般讀者採用訂閱方式購買報紙並一直如此

購買，而且僅會閱讀訂閱之報紙，忽略了其他可行選擇。

《台灣蘋果日報》亦挑戰島上傳統報章派發方式，尤其深信鮮明版面設計容
易惹人注目，其大部份印行數量均透過廿四小時便利店和類似零售網點進
行銷售，故其不分晝夜均能得到路人的注意，從而養成個人每日購買的習

慣，而非只等待家人傳閱已被翻閱多遍的訂閱刊物。

《台灣蘋果日報》以內容豐富、風格吸引及方便購買而大受歡迎。在短短四
年間，它已在銷量及讀者人數統計榜上名列前矛。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
《台灣蘋果日報》每日平均銷量達515,618份，僅以一線之差次於長期暢銷
的《自由時報》。然而，《台灣蘋果日報》憑着創新版面外觀，深得咖啡店及
其他場所的顧客追捧，更有不少人養成向他人傳閱報章的習慣。這些因素

使《台灣蘋果日報》於二零零七年度12歲以上平均每日讀者人數增
至2,731,000人，較上年度2,574,000人上升6.1%，並遙遙領先其最接近競爭對

手《聯合報》的每日讀者人數1,022,000人 3。

資料來源：二零零七年尼爾森媒體指標：香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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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1周合併本》
讀者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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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須指出一點，台灣的營商環境於二零零七／零八年度乏善足陳。期
待已久的政府振興經濟方案未能落實，廣告商亦不願增加預算。儘管如此，
《台灣蘋果日報》的廣告收入卻不斷增加，達822,000,000港元，較去年
738,300,000港元大幅上升11.3 %。

銷售及廣告收入合計之升幅，促使《台灣蘋果日報》總收益上升7.8%。然而，
管理層仍謹慎致力維持及減少成本，促使該報章盈利大幅改善，於本年度
內由69,400,000港元大幅上升169.2%至186,8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本集團推出免費報章《爽報》，該報逢星期一至五每天
早上在台北的捷運站外向乘客派發，進一步加強其在台灣的主導地位。該
報章在該巿大受歡迎，致使派發數量穩步上揚，由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度
156,872份上升至下半年度176,659份 4。除長期讀者外，《爽報》亦獲得廣告
客戶大力支持，當中不少是無法負擔覆蓋全島廣告媒體之高昂費用的小型
本地公司，它們更視之為在大城巿吸引廣大觀眾的一種不可或缺工具。這
些趨勢促使《爽報》踏上盈利坦途，而且展望會一帆風順邁向成功。

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
本年度內，本集團的報章印刷業務於激烈競爭下取得良好業績。來自香港
各項印刷業務的收益增至  445,500,000港元，較上年度394,400,000港元上升
13.0 %。

資料來源：二零零七年尼爾森媒體指標：香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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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動感之都
香港以永不休息的城巿見稱，步伐一貫快速，

並力求迅速走在全球潮流尖端。香港居民亦透過參與本港主辦的
傳統節日、國際賽事及盛會而獲得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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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感之都
除繁忙的商業活動外，台北等台灣大城巿的娛樂生活亦多姿多采。

島內的民眾投入當地及全球文化，熱烈地緊貼時事走向，
亦有強烈的政治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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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合併本》
讀者分佈

資料來源：二零零七年尼爾森媒體指標：香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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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撇除與壹傳媒之刊物進行的交易，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於
二零零七╱零八財政年度的收益為164,100,000港元，對比上一財政年度的
收益111,200,000港元，增幅為47.6%。這方面業務持續增長，主要是由於成
功取得多份於本港流通之免費日報的印刷合約，以及其他外部客戶業務增

加所致。

書籍及雜誌出版業務

本集團的書籍及雜誌出版業務繼續為本集團帶來可觀的收益。於回顧年度
內，該業務總收益為872,700,000港元，較上年度833,000,000港元上升4.8%。

《壹週刊》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壹週刊》的讀者人數及盈利
能力均顯著上升。《壹週刊》穩踞週刊市場第二位，而讀者群質量高超，致使

《壹週刊》繼續獲得廣告客戶垂青。

二零零七年，該週刊平均每週12歲或以上讀者人數增至800,000人，較上年
度544,000人激增256,000人或47.1%，因而享有週刊市場佔有率達15.0%1。儘

管如此，該週刊的銷量一直保持穩定，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平均銷量為
120,628份，而二零零六年同期則為121,924份 2。

《壹週刊》的男女讀者質素一直高於平均水平。年齡介乎35-64歲的讀者，擁
有專上學歷，每月家庭收入超過30,000港元及每月個人收入超過20,000港

元，於五本最暢銷週刊中佔最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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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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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媒體大調查，台灣尼爾森媒體研究

《台灣壹週刊》
讀者分佈

33%

27%

3%

26%

8%
3%

12 – 14歲

15 – 24歲

25 – 34歲

35 – 44歲

45 – 54歲

55 – 65歲

年齡

41%

9%
3%

44%

3%
小學程度或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專／大學

碩士／博士
教育

19%

31%

17%

4%

13%

16% 40,000元以下

40,000元 – 69,999元

70,000元 – 99,999元

100,000元 – 149,999元

150,000元或以上

拒絕透露／不知道

家庭每月
收入

（新台幣）

廣告客戶繼續視《壹週刊》為向高教育水平、經濟富裕、專業人士及管理人
員推銷產品及服務的主要渠道，從其廣告收益穩步增長即可見一斑。於
二零零七／零八財政年度，該週刊的廣告收入共達178,600,000港元，較上
年度175,600,000港元上升1.7%。

最後，《壹週刊》管理層於年內就營運成本進行了完全徹底檢討，從而大幅
削減開支，為週刊帶來可觀的純利增長，較上個財政年度29,300,000港元上
升112.6%，增至62,300,000港元。

《忽然1周合併本》
資訊與娛樂並重的內容及高瞻遠矚的市場策略，使《忽然1周合併本》在女
性為主的目標讀者群中延展領先優勢，奠定了成為二零零七年度全港最受
歡迎週刊的地位。《忽然1周》、《飲食男女》及《ME!》合併成為《忽然1周合
併本》，致使其平均每週12歲以上讀者人數躍升至832,000人，較上年度
661,000人上升25.9%1。同時，該雜誌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平均每週銷量為
200,168份，較二零零六年同期187,947份上升6.5%2。

《ME!》 ─  一份針對高收入女姓及白領上班族的高檔次雜誌，自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包含在《忽然1周合併本》內，提升了其吸引力及讀者質量。因此，該
雜誌現時較其餘四本最暢銷週刊（《壹週刊》除外）擁有更多年齡介乎35-44

歲、持有專上學歷的讀者。此外，24.9%的讀者每月個人收入超過15,000港
元，而每月家庭收入超過25,000港元的讀者則佔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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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這些因素大大加強《忽然1周合併本》在廣告客戶心目中
的形象，從該雜誌於二零零七／零八財政年度錄得廣告
收入達172,700,000港元，較上年度139,300,000港元上升
24.0%即可見一斑。此外，銷售收入上升14.8%，主要是由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起每冊雜誌售價由10.0港元調整至
12.0港元所致。因此，該雜誌本年度收益增至254,100,000

港元，較二零零六／零七財政年度210,100,000港元上升
20.9%。

《FACE合併本》
香港最受年輕人歡迎的雜誌《壹本便利》於二零零七年
五月進行全面革新，易名為《FACE》，從此揭開其歷史新
一頁。進行革新目的在於建立煥然一新、內容豐富及更
惹人注目的形象，從而提高其對經濟富裕年輕讀者及廣
告客戶的吸引力。

該雜誌重新定位後，保持香港五大暢銷週刊其中一席。
於二零零七年，平均每週讀者人數403,000人，較二零零
六年度《壹本便利合併本》的366,000人上升10.1%1。同
時，該雜誌於下半年度平均每週銷量一直保持穩定，達
95,699份，而二零零六年同期則為98,317份 2。

二零零七年的讀者中，年齡介乎15-24歲者佔24.3%，年齡
介乎25-34歲者佔32.3%。此外，其中22.1%讀者每月個人
收入超過20,000港元，而35.8%讀者每月家庭收入超過
30,000港元。這些數據反映該雜誌成功打入新的、較蓬勃
的目標市場。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FACE合併本》的售價減少5.0港元，
由10.0港元下調至5.0港元，至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則加價
3.0港元，每本售價8.0港元。由於書價調整及銷量微跌，
該雜誌的銷售收入較上年度下跌26.4%。  然而，《FACE合

併本》的廣告收益則微升2.8%，加上節省生產成本及其
他開支等因素，足以局部抵銷其銷售收入減幅。計入上
述各項因素後，《FACE合併本》本年度的總收益共達
114,900,000港元，較上年度120,200,000港元下跌4.4 %。

《台灣壹週刊》
自二零零一年於島上各地報攤發售創刊號後，《台灣壹
週刊》以其充滿生氣的內容以及惹人注目的外觀深受讀
者歡迎。該週刊報道每一個影響台灣民生的重要話題，
以大膽敢言、突破傳統及具爭議性的風格，令它成為任
何渴望得到更多資訊、加深了解島上事實真相人士的必
然讀物。該週刊成為台灣最多讀者的週刊，聲勢無可比
擬。

二零零七年，平均每周有1,414,000名年齡12歲以上讀者
依賴《台灣壹週刊》取得最新的資訊和深入探討的分析。
這代表讀者人數較上年度1,413,000人輕微上升0.1%3。同
年下半年度，該週刊每周平均銷量114,683 冊，而二零零
六年度同期銷量則為129,107冊 4。

雖然《台灣壹週刊》銷售收入下跌7.9 %，但該週刊深受
大眾歡迎，繼續吸引島上不少廣告客戶，從廣告銷售增
長即可見一斑。儘管島上營商環境平平無奇，該週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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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  零八財政年度錄得廣告銷售共達
161,700,000港元，較上年度158,500,000港元上升2.0%，佔
總收益70.2 %。

除此之外，該週刊於年內實施節省成本計劃，已對其盈
利產生重大作用。盈利激增至32,800,000港元，較上個財
政年度25,800,000港元增加27.1%。

本集團深信《台灣壹週刊》將會繼續保持一群忠實讀者，
而且無論讀者以及島上主要廣告客戶均會不斷增長。該
週刊主導市場的地位，料於未來幾年間會繼續為本集團
的盈利作出穩定貢獻。

書籍及雜誌印刷業務

壹傳媒的商業印刷業務繼續為本集團收益帶來穩定貢
獻。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該業務
收益共達299,600,000港元，較上年度272,300,000港元上
升10.0%。其中，內部銷售額為177,400,000港元（約佔該
業務59.2%），而外部客戶銷售額則為122,200,000港元，
較上年度103,100,000港元上升18.5%。

來自中國內地印刷商的激烈競爭，繼續對該業務的分部
銷售額及利潤比率構成壓力。為此，該業務堅持重點提
供高質量產品。這個方針有助該業務拓展香港、北美洲、
歐洲及大洋洲各地知名客戶穩定的生意來源。本集團保
持樂觀，認為其書籍及雜誌印刷業務將會為集團帶來穩
定的收益。

互聯網業務

本集團的互聯網業務續為本地及海外讀者提供方便而
收費便宜的途徑，來閱讀壹傳媒旗下的刊物。

於回顧年度內，其外部收益增至39,400,000港元，較上年
度31,300,000港元，有25.9%的健康增幅。該業務盈利來
自訂閱費、廣告收入及內容特許使用權。

本集團相信，互聯網業務將於未來數年間可帶來持續增
長之收益，因此已在該業務中增設一個研究及發展部
門，進一步拓展互聯網的應用範圍及質量，以滿足互聯
網使用者及廣告客戶不斷增加的各種需求。

雖然受到與這個項目相關的人力資源成本及其他因素
影響，導致該業務轉盈為虧，由往年錄得分部盈利
12,000,000港元轉為今年度錄得分部虧損21,300,000港
元，惟本集團仍視之為一項極有價值的投資項目，而且
長遠而言可確保互聯網業務成功。

資料來源：

1. 二零零七年尼爾森媒體指標：香港報告（二零零七年一月至十

二月）

2. 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有限公司

3. 媒體大調查（二零零七年一月至十二月），台灣尼爾森媒體研

究

4. 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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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

綜合財務業績
收益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總收
益為3,483,80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錄得
3,245,200,000港元，增加7.4%或238,600,000港元。該增長
很大程度歸功於本集團出版刊物之廣告銷售總額上
升7.3% ，平均各佔其總收入約三分之二，餘下增長則來
自銷售收入。

香港依然是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地區。於二零零七╱零八
財政年度，本集團於香港業務佔其總收益1,968,400,000

港元或56.5%。台灣則是第二大收入來源，佔本集團總收
益41.3%。同時，本財政年度台灣業務之收入較去年
1,353,300,000港元輕微上升6.4% 至1,440,100,000港元。

在營運方面，報章出版及印刷仍是本集團主要收入來
源。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貢獻2,449,500,000港元或佔其
總收益70.3%，與上一個財政年度2,277,700,000港元相
比，增加171,800,000港元或7.5%。

25%

70%

1%4%

報章出版及印刷

書籍及雜誌出版

書籍及雜誌印刷

互聯網業務

收益

收益－按業務分部

41%

57%

1%1%

香港

台灣

北美

其他地區

收益

收益－按地區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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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及雜誌出版業務表現理想，為本集團帶來
872,700,000港元或佔本集團總收益25.1%。同時，書籍及
雜誌印刷業務貢獻122,100,000港元或佔3.5%。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及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未計利
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772,600,000港元，與上個
財政年度583,400,000港元比較，增加189,200,000港元或
32.4%。該增長很大程度歸功於本集團在大部分業務中
實施全面而有效降低成本之措施，以及廣告銷售額上
升。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分部盈利達635,500,000港元，與
上一個財政年度429,600,000港元比較，大幅上升47.9%。

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分部盈利達到462,700,000港元，與
上年度316,600,000港元比較，上升46.1%。

書籍及雜誌出版業務分部盈利達到127,600,000港元，與
上年度45,800,000港元比較，大幅上升178.6%。

書籍及雜誌印刷業務錄得分部盈利達66,500,000港元，
與上年度55,200,000港元比較，上升20.5%。

經營開支

於回顧財政年度內，本集團之經營開支總額為
2,864,900,000港元，較上年度2,831,600,000港元增加
33,300,000港元或1.2%。該款項中，1,267,000,000港元或
44.2%為原材料成本及必要生產成本。員工成本總額為
1,110,600,000港元或佔本集團總經營開支38.8%，與上年
度1,058,100,000港元比較，增加52,500,000港元或5.0%。

稅項

於二零零七╱零八財政年度，本集團之稅項為
97,600,000港元，與上年度71,200,000港元比較，增加
37.1%。該差額主要由於台灣之本年度經營稅項及遞延
稅項分別增加5,700,000港元及22,000,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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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狀況
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
1,650,500,000港元，與上年度1,648,900,000港元比較，增
加0.1%。本集團於該日之總負債為1,188,800,000港元，較
上一個年度1,244,600,000港元減少4.5%。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包括受限制
銀行結存）合共為877,4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290.6%，較二零零七年
同日259.5%上升12.0%。

應收賬款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收賬款合共為
522,50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510,400,000港元增
加2.4%。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收賬款
之平均週轉日數為54.3天，而上年度同日則為56.9天。

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付賬款為
130,50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日150,100,000港元
下跌13.1%。本集團應付賬款之平均週轉日數為40.5天，
而上年度同日則為45.5天。

長期及短期貸款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長期貸款（包括
流動部分）合共為364,80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
日412,500,000港元減少11.6%。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長期貸款之流動部分為76,800,000港元，較
上個年度127,200,000港元減少39.6%。

貸款及資產負債

於二零零七╱零八財政年度，本集團之業務經費主要來
自其經營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流量，以及小部分來自主要
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

於本年度，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總數為805,800,000

港元，其中369,400,000港元已被動用。本集團之銀行貸
款需求並無季節性之分，所有借款均按浮動利率計息。

於本年度，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以新台幣為計算單位。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總額
（包括受限制銀行結存）及手頭現金合共為877,400,000

港元。本集團於同日之資產與負債比率為7.9%，而上個
年度則為9.0%。本集團之資產與負債比率按長期貸款
（包括流動部分）除以資產總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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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架構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總額
為2,411,800,000港元，此數字由2,411,828,881股每股面值
1.00港元的股份（「股份」）組成。

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經營活動
產生的淨現金流入為657,000,000港元，去年經營活動產
生的現金流入則為544,2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七╱零八財政年度，投資相關的現金流出合共
為46,20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合共100,700,000港元
減少54.1%。

於本年度，本集團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為
622,100,000港元，而上年度現金流出淨額則為
251,500,000港元。二零零七╱零八年度的數字主要為已
付股息合共542,700,000港元、償還銀行貸款446,300,000

港元及新借貸款384,000,000港元。

匯率風險及資本性開支

本集團的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港元或新台幣為計算單位。
由於本集團於台灣經營雜誌及報章出版業務，因此持續
承擔匯率風險。本集團擬盡量安排新台幣銀行貸款
以減低該項風險。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的淨貨幣匯兌風險為新台幣3,225,700,000元（等值
825,800,000港元），較上個年度新台幣4,737,000,000元
（等值1,118,500,000港元）減少31.9%。本集團將繼續監
察其整體貨幣風險，並在必要時採取措施對沖上述風
險。

於二零零七╱零八財政年度，本集團的資本性開支總額
為75,900,000港元，其中27,5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台灣
業務的資金。於結算日，本集團就業務進一步作出
19,000,000港元資本承擔，其中5,5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
台灣業務的資金。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壹傳媒將本集團位於台灣
的部分物業組合及印刷設備抵押予一家台灣銀行，作為
取得授予本集團台灣分公司的銀行貸款的抵押。該等資
產的賬面值總額為743,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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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擔保

於回顧年度，壹傳媒因香港及台灣的多宗訴訟而產生或
然負債。該等訴訟為從事出版行業的一項職業性傷害。

此外，本集團與太元承建有限公司（「太元」） ─  一間為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蘋果日報
印刷」）興建印刷設施的承辦商  ─就興建該設施的應付
款項發生糾紛。由於此項糾紛現時在仲裁階段，最後結
果仍未能確定。

於年度內，就上述申索，太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八日採
取另一項法律行動，向高等法院提交對蘋果日報印刷及
黎智英先生（「黎先生」）的令狀連同申索註明。蘋果日
報印刷因欠缺擬抗辯通知書而被判敗訴的判決於二零
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登錄（「缺席判決」），而太元則於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向蘋果日報印刷送達有關支
付總數約162,000,000港元連同利息之法定要求。蘋果日
報印刷的擱置執行申請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日發出及
聆訊。在太元的律師承諾在蘋果日報印刷尋求宣佈缺席
判決無效的申請得到最終裁決前不會強制執行缺席判
決後，擱置申請已無限期押後，惟可隨意恢復。有關申請
駁回缺席判決及暫緩法律程序並以仲裁方式處理的高

等法院聆訊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日進行，判決書已於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由高等法院頒下（「判決書」）。
根據判決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向蘋果日報印
刷發出的缺席判決已被駁回及向蘋果日報印刷展開的
法律程序已轉由仲裁方式處理。太元被頒令支付蘋果日
報印刷就申請駁回缺席判決的費用的百分之二十。蘋果
日報印刷亦獲得頒令由太元支付彼就申請暫緩法律程
序並以仲裁方式處理的所有費用。

因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收購Database Gateway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所收購集團」）的事項關係，本
公司主席兼主要股東黎先生已向所收購集團承諾於二
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後產生、作出或引致的所有付
款、索償、訟案、賠償及和解付款及任何有關費用及開支
（源於或關於 (1)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及之前任何
第三者向所收購集團提出的索償、(2)於二零零一年十月
二十六日及之前的任何時間所收購集團出版的報章及
雜誌的內容於日後可能引起的誹謗索償、侵犯知識產權
索償以及其他訴訟索償；及 (3)與承辦商太元發生的爭
議），作出無限額個人彌償保證（「彌償保證」）。黎先生
已安排銀行就其於彌償保證中的責任向本公司及所收
購集團提供為數60,000,000港元的銀行擔保，自二零零
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起計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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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認為，鑑於倘太元就最終結果尋求多項索
償，而黎先生已提供個人彌償擔保，故本集團不太可能
須負上任何責任。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太元提出的未
償還索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不利
影響。

壹傳媒亦就多項公司擔保承擔或然負債，該等公司擔保
乃本公司就其若干附屬公司所動用的信貸而向財務機
構提供。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或然負債合
共2,600,000港元。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就目前的會計準則而言，特別是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有
關無形資產估值的準則，董事委任獨立專業估值師按使
用價值計算方法對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刊頭及出版權進行估值。

根據估值報告，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刊
頭及出版權的估值為2,565,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2,119,9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對應的賬面值為1,300,900,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1,300,900,000港元）。因此，於二零零
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產生按組合基準計算的重估盈餘淨
額1,264,1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819,000,000港元），其中包括按各個別刊頭基準計算於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一項重估盈利1,266,200,000

港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832,700,000港元）及一
項重估虧損2,1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3,700,000港元）。

關於刊頭及出版權的重估虧損，董事認為由於賬面值超
過估計可收回金額且該減值2,100,000港元為暫時性質，
因此在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收
益表中未有確認減值虧損（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無）。

由於本集團記錄無形資產的會計政策是按成本減累計
攤銷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因此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
就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估值盈餘為1,266,200,000港
元的刊頭及出版權（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832,700,000港元）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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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及展望
本集團是香港最大的中文印刷傳媒出版商，擁有無可比
擬的地位，加上於台灣的業務不斷擴展，均為其持續發
展及成功奠定穩健基礎。

《蘋果日報》在香港報章市場享有鞏固的地位及忠誠的
讀者群。而本集團的雜誌《壹週刊》、《忽然1周合併本》
及  《FACE合併本》在各自的組別均達致最佳銷量，並成
為最被廣泛閱讀之週刊，且讀者人數更於二零零七／零八
財政年度錄得可觀增長。彼等的讀者人口結構概況亦較
其他競爭對手更吸引廣告商。

可預見《台灣壹週刊》將能保持並擴展其於行內的超然
地位，與此同時，《台灣蘋果日報》短時間內已幾乎超越
了所有當地其他報章，與全台灣最暢銷的報章並駕齊
驅。

儘管如此，本集團並未因此而自滿，並且相信該等優勢
將為本集團於來年繼續帶來豐厚的廣告及銷售收入。

普遍預期，香港的營商環境會保持繁榮穩定，持續向好。
預期此正面因素亦將惠及本集團的廣告收益，當中以奢
侈消費產品、旅遊、電子及教育界的廣告收益增長尤為
顯著。

台灣總統選舉剛告結束，正如很多分析員預測，倘新一
屆總統能成功改善台灣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台灣的經濟
前景於未來歲月將會一片光明，經濟發展將更樂觀。本
集團一直視台灣為未來建立業務的理想地點。本集團會
繼續邁向兩地市場收益可平分春色的目標，而現時已逐
步達致此目標。

壹傳媒於未來數月首要面對的最大挑戰，乃香港及台灣
兩地不斷上升的成本，尤其人力資源及原材料的價格升
幅愈見凌厲。誠如前文所述，本集團會謹慎處理此等因
素帶來的負面影響，並會盡力化解難題。本財政年度的
業績正好反映本集團的努力頗具成效，我們於未來亦會
繼續密切監察該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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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建議向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名列
股東名冊上的股東支付末期股息每股9.0港仙（二零零六
／零七年度：8.5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10.0港仙（二零零六
／零七年度：9.0港仙），連同中期股息每股5.0港仙
（二零零六／零七年度：4.0港仙），二零零七／零八年度
的每股股息將合共為24.0港仙（二零零六／零七年度中
期、末期及特別股息：21.5港仙）。如在即將於二零零八
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一）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
東批准，則擬派之末期及特別股息將於二零零八年七月
三十一日（星期四）派付。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星期四）至二零零八
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得進行股份轉讓。如欲符合領
取末期及特別股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四時
正或以前，送交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合和
中心十七樓一七一二至一七一六室。股息單將於二零零
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四）或前後寄發。

展望性陳述

本文件載有若干屬「展望」性質或使用各種「展望性」詞
語的陳述。該等陳述乃按董事現時對本集團所經營的行
業及市場的信念、假設、期望及預測撰寫。敬請讀者注
意，該等陳述將受本集團控制能力範圍以外的風險、不
明朗因素及其他因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