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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282)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壹傳媒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壹傳媒」）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上年度之比較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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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3,291,501 3,483,794
生產成本

原材料成本 (1,346,719) (1,267,005）
其他費用 (163,095) (157,100）
員工成本 (695,770) (663,739）

員工成本不包括直接生產員工成本 (454,511) (446,812）
其他收入 2 60,381 77,815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33,194) (135,304）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綜合收益表 (1,797) (1,797）
其他支出 (233,897) (254,404）
融資費用 4 (10,417) (16,524）

除稅前盈利 312,482 618,924
所得稅開支 5 (54,998) (97,601）

年內盈利 257,484 521,323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257,484 521,323
少數股東權益 — —

257,484 521,323

股息 6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 無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年度為

5.0港仙） — 120,591
已付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9.0港仙（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六╱
二零零七年度為8.5港仙） 217,125 205,005

已付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年度特別股息每股

普通股10.0港仙（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六╱
二零零七年度為9.0港仙） 241,250 217,065

458,375 542,661

每股盈利 7
— 基本 11港仙 22港仙

— 攤薄 11港仙 2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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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8 1,300,881 1,300,881
物業、機器及設備 1,404,015 1,576,617
預付租賃款項 66,947 68,744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按金 3,554 1,594

2,775,397 2,947,836

流動資產
存貨 9 188,872 189,09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456,319 581,204
預付租賃款項 1,797 1,797
衍生金融工具 27 972
可收回稅項 10,102 —
受限制銀行結存 5,411 5,411
銀行結存及現金 895,372 872,003

1,557,900 1,650,47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85,118 462,966
貸款 12 142,724 76,805
融資租賃債務 242 914
稅務負債 8,922 27,253

537,006 567,938

流動資產淨額 1,020,894 1,082,5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796,291 4,030,376

非流動負債
貸款 12 364,822 288,018
融資租賃債務 — 54
界定福利計劃債務 19,441 20,207
遞延稅項負債 294,610 312,558

678,873 620,837

資產淨額 3,117,418 3,409,53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412,497 2,411,829
儲備 704,878 997,667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3,117,375 3,409,496
少數股東權益 43 43

權益總額 3,117,418 3,40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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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修訂本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

準則現正或經已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修訂本）

金融資產之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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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 服務專營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利益資產的限額、

最低資本規定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如何編製及呈報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

影響，因此，毋須作出過往期間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零九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3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3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本） 可沽出金融工具及於清盤時產生之責任3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

投資成本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改善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內含衍生工具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從客戶轉讓資產8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外，

其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倘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

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後止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之轉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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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本集團對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當天或以後之

業務合併之入賬方式可能受影響。本集團董事預期，採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

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2. 收益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經營出版報章、書籍及雜誌，銷售於報章、書籍及雜誌上之廣告版位，並提供印刷及分色製

版服務，銷售網站之廣告版位，互聯網訂閱及供應互聯網內容。收益 — 表示本集團之營業額於年

內入賬，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報章銷售 798,951 793,283

書籍及雜誌銷售 276,792 266,582

報章廣告收入 1,308,141 1,490,512

書籍及雜誌廣告收入 606,382 606,123

印刷及分色製版服務收入 256,636 287,856

互聯網廣告收入、互聯網訂閱及內容供應（「互聯網業務」） 44,599 39,438

3,291,501 3,483,794

其他收入

廢料銷售 23,605 24,748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7,096 24,575

租金收入 1,686 1,529

匯兌收益淨額 16,685 20,309

其他 11,309 6,654

60,381 77,815

3. 業務及地區分部

本集團以業務分部為呈報分部資料之首要形式。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分部及相關經營地區概述如下：

業務分部 主要業務

報章出版及印刷 於香港及台灣從事報章銷售，有關之印刷及廣告業務

書籍及雜誌出版 於香港及台灣從事書籍及雜誌銷售及廣告業務

書籍及雜誌印刷 於香港、北美洲、歐洲及大洋洲提供印刷及分色製版服務

互聯網業務 於香港及台灣從事廣告銷售收入、互聯網訂閱及互聯網內容

供應業務

不同業務分部間之所有交易均按當時適用之市價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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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務分部之業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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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收益表

收益

對外銷售 2,227,226 883,175 136,501 44,599 — 3,291,501

分部間銷售 1,985 401 172,664 107 (175,157) —

2,229,211 883,576 309,165 44,706 (175,157) 3,291,501

分部業績 226,913 131,576 48,832 (62,241) — 345,080

未分類支出 (42,272)

未分類收入 20,091

融資費用 (10,417)

除稅前盈利 312,482

所得稅開支 (54,998)

年內盈利 257,484

綜合資產負債表

分部資產 2,598,209 513,190 262,604 45,040 — 3,419,043

未分類資產 914,254

總資產 4,333,297

分部負債 (244,319) (99,918) (36,481) (13,338) — (394,056)

未分類負債 (821,823)

總負債 (1,21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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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務分部之業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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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收益表

收益

對外銷售 2,449,506 872,705 122,145 39,438 — 3,483,794

分部間銷售 1,742 396 177,408 253 (179,799) —

2,451,248 873,101 299,553 39,691 (179,799) 3,483,794

分部業績 462,658 127,621 66,512 (21,251) — 635,540

未分類支出 (32,850)

未分類收入 32,758

融資費用 (16,524)

除稅前盈利 618,924

所得稅開支 (97,601)

年內盈利 521,323

綜合資產負債表

分部資產 2,857,924 552,814 269,219 40,180 — 3,720,137

未分類資產 878,177

總資產 4,598,314

分部負債 (277,100) (140,237) (41,240) (13,651) — (472,228)

未分類負債 (716,547)

總負債 (1,18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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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收益基於客戶之所在地按地區市場之分析（不論貨品╱服務的原產地）：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885,194 1,968,373

台灣 1,319,934 1,440,064

北美洲 41,844 39,453

歐洲 30,043 22,142

大洋洲 13,035 10,890

其他 1,451 2,872

3,291,501 3,483,794

下表乃按資產所在之地區劃分分部資產及資本性開支的賬面值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分部資產 資本性開支 分部資產 資本性開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359,202 28,472 2,455,784 48,388

台灣 1,056,133 21,826 1,260,455 27,452

北美洲 3,708 34 3,898 19

3,419,043 50,332 3,720,137 75,859

4. 融資費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銀行貸款之利息開支 10,330 16,472

融資租賃之利息開支 87 52

10,417 1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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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稅項：

香港 54,392 72,967

台灣 10,884 8,775

其他司法管轄區 (530) 38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8,200 4,136

72,946 85,916

遞延稅項：

本年度 (87) 11,685

由稅率變動引致 (17,861) —

(17,948) 11,685

54,998 97,601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草案，將公司利得稅稅率由

17.5%調低至16.5%，自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課稅年度生效。因此，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估計應

課稅溢利16.5%（二零零八年：17.5%）計算。

台灣所得稅乃依據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盈利按稅率25%（二零零八年：25%）計算。

其他司法管轄區之稅項乃按其所在之司法管轄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6. 股息

本年度確認作分派之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普通股：

已付中期股息 — 無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年度為每股5.0港仙） — 120,591

已付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年度末期股息 — 每股9.0港仙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六╱二零零七年度為每股8.5港仙） 217,125 205,005

已付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年度特別股息 — 每股10.0港仙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六╱二零零七年度為每股9.0港仙） 241,250 217,065

458,375 542,661

董事已決議不會建議派付本年度之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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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盈利 257,484 521,323

股份數目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2,412,357,791 2,411,828,881

潛在普通股之攤薄影響：

股份期權及股份認購計劃 292,982 4,817,985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2,412,650,773 2,416,646,866

8. 無形資產

刊頭及出版權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1,482,799

累計減值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181,918

賬面值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300,881

因刊頭及出版權預期可無限期為本集團帶來淨現金流入，所以本集團管理層把刊頭及出版權視為具

無定限可使用年期。而刊頭及出版權每年均進行減值測試及倘有減值跡象，將會作出減值。

9. 存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185,352 185,911

半成品 2,216 2,445

製成品 1,304 735

188,872 189,091

— 10 —



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482,316 621,517

減：呆賬撥備 (79,753) (98,972)

402,563 522,545

預付款項 13,981 15,058

租務及其他按金 9,930 18,317

其他 29,845 25,28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456,319 581,204

本集團為其銷售客戶提供的信貸期為七至一百二十日。以下為於結算日之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之

賬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一個月 178,475 267,343

一至三個月 186,631 239,853

三至四個月 26,854 12,233

四個月以上 10,603 3,116

402,563 522,545

在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管理層會估計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並界定客戶之信貸額度。客戶之信

貸額度每年檢討兩次。無逾期或減值之應收賬款並無拖欠還款之記錄。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結餘包括賬面總額為10,603,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116,000港元）之應收款項，
該筆款項於報告日期已逾期未還，但本集團並無就此計提減值虧損，蓋因董事根據該等欠款之償還

記錄認為有關餘額將可收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餘額持有任何抵押品。

以下為逾期未償還但並無減值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四個月以上 10,603 3,116

本集團並無就其他應收款項持有任何抵押品。董事根據該等欠款之償還記錄認為有關餘額將可收

回，故本集團並無計提減值虧損。

呆賬撥備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之結餘 98,972 52,207

呆壞賬（撥回）撥備 (12,481) 48,388

匯兌差額 (4,873) 3,876

撇銷不可收回之金額 (1,865) (5,499)

於年末之結餘 79,753 9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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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賬撥備中包括還款記錄欠佳的延期付款的個別已減值應收賬款，結餘總額為79,753,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98,972,000港元）。本集團並無就該等餘額持有任何抵押品。

本集團各集團公司功能貨幣以外之列值貨幣之應收賬款列載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列值貨幣 相等於 列值貨幣 相等於

千元 千港元 千元 千港元

美元 1,501 11,657 1,353 10,538

英鎊 20 223 54 834

澳元 199 1,027 268 1,907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162,992 130,468

預提費用（附註） 222,126 332,498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385,118 462,966

附註： 預提費用包括35,98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47,239,000港元）之款項，主要作為多項法律訴

訟之法律及專業費用之撥備。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撥備已動用之金額

為25,09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9,833,000港元）。

本集團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一個月 96,887 92,484

一至三個月 56,439 24,441

三個月以上 9,666 13,543

162,992 130,468

本集團各集團公司功能貨幣以外之列值貨幣之應付賬款列載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列值貨幣 列值貨幣

千元 千元

美元 11,853 6,687

相等於 91,977港元 52,05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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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貸款

本集團有抵押銀行貸款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下列期間償還之賬面金額

— 一年內 142,724 76,805

— 第二年 142,724 76,805

— 第三年 140,055 76,805

— 第四年 82,043 76,805

— 第五年 — 57,603

507,546 364,823

減：一年內到期並列作流動負債之金額 (142,724) (76,805)

非流動部分 364,822 288,018

所有銀行貸款均為浮息借款，年利率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另加3%，惟從台灣若干銀行借出的貸款

410,000,000港元除外，該等貸款年利率按51328號商業票據基準利率另加0.5%（二零零八年：年利

率按51328號商業票據基準利率另加0.65%）。

加權平均貸款實際年利率（相等於合約利率）為2.37%（二零零八年：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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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共達3,291,500,000港元，較對上十二

個月之3,483,800,000港元下跌5.5%，此改變主要由於下半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於香

港及台灣其後出現經濟衰退影響所致。

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

本集團之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仍然佔整體收益最大百分比。於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度

內，該業務之外部收益共達2,227,200,000港元，較去年2,449,500,000港元減少9.1%。

《蘋果日報》

於回顧年度內，《蘋果日報》的收益共達1,030,300,000港元，較去年1,079,400,000港元下

跌4.5%。發行銷售收入達411,200,000港元，較去年410,900,000港元上升0.1%。然而，

隨著環球金融危機蔓延，香港經濟急劇下滑重創報紙廣告銷售收入，下跌至619,100,000

港元，較去年668,500,000港元減少7.4%。

儘管香港報業現時充斥種種不利因素，但本集團仍然抱有信心，在未來幾年，《蘋果日

報》將依然為最主要收益來源之一，特別是經濟復甦起步之時。再者，《蘋果日報》備受讀

者忠實支持，而讀者組合仍對香港主要廣告客戶極具吸引力。雖然這些廣告客戶比以往

花費更少且要求更高，但《蘋果日報》依然為彼等於香港推銷產品及服務之優先渠道。

《台灣蘋果日報》

台灣於年度下半年蒙受全球經濟動盪帶來之嚴重負面影響。股市、出口及樓價全部下

滑，消費者減少開支，而廣告商亦減省預算。《台灣蘋果日報》面對種種困難，依然在廣

告收入方面頗有成績，更勝許多對手，與上一個財政年度的822,000,000港元比較，減少

16.2%至689,000,000港元。

同時，同樣之負面因素對報章之總收益構成影響，減少126,600,000港元，而其盈利亦較

上一個財政年度之盈利186,800,000港元減少92.0%至15,000,000港元。一如本集團其他

部門，《台灣蘋果日報》的管理層已加倍努力控制及減省各方面之成本，應對當前的經濟

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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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

本集團的報章印刷業務於全球金融危機下仍能保持穩定收入。香港各項印刷業務的總收

益達377,600,000港元，較上年度445,500,000港元減少15.2%。

如撇除與壹傳媒旗下刊物進行的交易，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

度的收益為117,600,000港元，對比上一財政年度的收益164,100,000港元減少28.3%。儘

管城中其中一份免費日報的印刷合約已到期並不獲續約（因出版商已自建印刷廠房自行

印刷），但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仍然贏得在港發行的《亞洲華爾街日報》及兩份日文報

章的印刷合約，並於二零零八年九月開始為有關新客戶進行印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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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業務外

部收益為883,200,000港元，較上年度872,700,000港元增加1.2%。

《壹週刊》

即使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出現經濟衰退，廣告客戶仍然視《壹週

刊》為不可或缺的宣傳渠道，可藉此向高學歷且富裕的專業人士及管理階層推銷旗下產

品及服務，《壹週刊》廣告收益的抗跌力足證其深受重視。於本年度，《壹週刊》的廣告收

入達172,600,000港元，較上年度178,600,000港元輕微減少3.4%。

《忽然1周合併本》

《ME!》─ 一份針對高收入女性及白領上班族的高檔次雜誌，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合併

在《忽然1周合併本》內，提升了其吸引力及讀者質量。這些因素幫助《忽然1周合併本》留

住一眾廣告客戶。該雜誌於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度錄得廣告銷售收入達187,900,000港

元，較上年度172,700,000港元增加8.8%。與此同時，銷售收入上升8.8%。因此，該雜

誌於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度的總收益達276,500,000港元，而上年度則為254,100,000

港元。

《FACE合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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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從而提高其對富

裕年輕讀者及廣告客戶的吸引力。

《FACE合併本》之總收益於回顧年度內減少10.5％至102,800,000港元，而之前12個月則

為114,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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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壹週刊》

《台灣壹週刊》銷售收入增長2.3%，深受大眾歡迎，繼續吸引島上不少廣告客戶，而二零

零八╱零九財政年度的廣告銷售收入達164,300,000港元，較之前十二個月之數字

161,700,000港元增長1.6%。

本集團深信《台灣壹週刊》將會繼續吸收更多忠實讀者，以及寶島的大型廣告客戶。該週

刊憑藉於市場的主導地位，可倍加受惠於經濟復甦，料於未來幾年間會繼續為本集團的

盈利作出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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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收益帶來穩定貢獻。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該業務收益共達309,200,000港元，較上年度299,600,000港元增長3.2%。其

中，內部銷售額為172 , 700 , 000港元（佔該業務55 . 9%），而外部客戶銷售額則為

136,500,000港元，較上年度122,200,000港元增長11.7%。

來自中國內地印刷商的激烈競爭，繼續對該業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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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帶來穩定可靠的收益。

互聯網業務

互聯網業務的外部收益達44,600,000港元，而上年度則為39,400,000港元，此包括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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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建網站內容，

並成立網上節目及動畫部門。雖然與這個項目相關的人力資源成本及其他因素導致該業

務於本年度錄得分部虧損62,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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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



財務回顧

綜合財務業績

收益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為3,291,500,000港元，較對上

十二個月錄得3,483,800,000港元，減少5.5%或192,30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本集

團出版刊物之廣告銷售總額下跌8.7%，佔其總收益58.2%，其餘則主要來自發行銷量收

入減少。

香港依然是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地區。於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度，本集團於香港之業

務佔其總收益1,885,200,000港元或57.3%。台灣則是第二大收入來源，佔本集團總收益

40.1%。於本財政年度，台灣業務之收益較上一年1,440,100,000港元下跌8.3%至

1,319,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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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7,200,000港元或佔其總收益67.7%，與上一個財政年度2,449,500,000港元相比，減

少222,300,000港元或9.1%。

書籍及雜誌出版業務表現理想，為本集團帶來883,200,000港元或佔本集團總收益

26.8%。同時，書籍及雜誌印刷業務貢獻136,500,000港元或佔4.1%。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及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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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90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錄得772,600,000港元，減少314,700,000港元或

40.7%。該減少主要由於廣告銷售額於回顧財政年度下半年有所下跌。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分部盈利達345,100,000港元，與上一個財政年度635,500,000港元

比較，下跌45.7%。

報章出版及印刷業務分部盈利達到226,900,000港元，與上年度462,700,000港元比較，下

跌51.0%。

書籍及雜誌出版業務分部盈利達到131,600,000港元，與上年度127,600,000港元比較，上

升3.1%。

書籍及雜誌印刷業務錄得分部盈利達48,800,000港元，與上年度66,500,000港元比較，下

跌26.6%。

— 17 —



經營開支

於回顧財政年度內，本集團之經營開支總額為 2 , 9 7 9 , 0 0 0 , 0 0 0港元，較上年度

2,864,900,000港元增加114,100,000港元或4.0%。該款項中，1,346,700,000港元或45.2%

為必要生產成本（如紙張）。儘管紙張成本於二零零八年年底大致穩定，惟於本年度，紙

張成本亦曾大幅上揚。員工成本為1,150,300,000港元或佔本集團總經營開支38.6%，與

上年度1,110,600,000港元比較，增加39,700,000港元或3.6%。

稅項

於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度，本集團之稅項為55,000,000港元，與上年度97,600,000港元

比較，減少43.6%。該差額主要由於本集團之應課稅盈利有所減少，以及利得稅稅率自

17.5%減少1.0%至16.5%所致。

財務狀況

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1 ,557 ,900 ,000港元，與上年度

1,650,500,000港元比較，減少5.6%。本集團於同日之總負債為1,215,900,000港元，較對

上十二個月1,188,800,000港元增加2.3%。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

存及現金（包括受限制銀行結存）合共為900,800,000港元。本集團於同日之流動比率為

290.1%，較去年290.6%下跌0.2%。

應收賬款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收賬款合共為402,60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

度522,500,000港元減少22.9%。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收賬款之平均收

益日數為51.3天，而上年度同日則為54.3天。

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付賬款為163,00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日

130,500,000港元上升24.9%。本集團應付賬款之平均收益日數為39.8天，而上一個財政

年度同日則為40.5天。

長期及短期貸款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長期貸款（包括流動部分）合共為507,500,000港

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日364,800,000港元增加39.1%。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長期貸款之流動部分為142,700,000港元，較對上十二個月76,800,000港元增加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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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及資產負債

於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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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400,000港元，其中51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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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以港元及新台幣為計算單位。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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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800,000港元。

本集團於同日之資產與負債比率為11.7%，而上個年度則為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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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架構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為2,412,500,000港元，包含

2,412,496,881股每股面值1.00港元之股份。

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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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200,000

港元，去年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入則為657,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度，投資相關的現金流出合共為44,50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

政年度合共46,200,000港元減少3.7%。

於本年度，本集團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為294,700,000港元，而上年度現金流出

淨額則為 6 2 2 , 1 0 0 , 0 0 0港元。二零零八╱零九年度之數字主要為已付股息合共

458,400,000港元、償還銀行貸款206,300,000港元及新增貸款379,900,000港元。

匯率風險及資本性開支

本集團之資產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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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擬於適當時安排新台幣銀行貸款以減低該

項風險。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淨貨幣匯兌風險為新台幣4,574,100,000

元（等值1,045,300,000港元），較上個年度新台幣3,225,700,000元（等值828,500,000港元）

增加41.8%。本集團將繼續監察其整體貨幣風險，並在必要時採取措施加強對沖上述風

險。

於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度，本集團之資本性開支總額為50 ,300 ,000港元，其中

21,8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台灣業務之資金。於年結日，本集團就其業務進一步投入

9,300,000港元資本性開支，其中4,3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台灣業務之資金。

— 19 —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壹傳媒將本集團位於香港及台灣之部分物業組合及印刷設

備抵押予香港及台灣銀行，作為取得授予本集團香港附屬公司及台灣分公司之銀行貸款

的抵押。該等資產之賬面值總額為666,900,000港元。

或然負債及擔保

於回顧年度，壹傳媒因香港及台灣之多宗訴訟而產生或然負債。該等訴訟為出版行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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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興建印刷設施之承辦商─就興建該設施之應付款項發生糾紛。此項糾紛現時處於

仲裁階段，最後結果仍未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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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項關係，本公司主席兼主要股東黎智英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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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所收購集團提出之索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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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之報章及雜誌之內容於日後可能引起之誹謗索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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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責任向本公司及所收購集團提供為數60,000,000港元

之銀行擔保，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起計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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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償還索償

不會對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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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之信貸而向財務機構提供。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或然負債合共5,500,000

港元。

無形資產

就目前之會計準則而言，特別是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有關無形資產之估值，董事會委任

獨立專業估值師按使用價值計算方法對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刊頭及出版

權進行估值。

根據估值報告，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刊頭及出版權之估值為

1,981,6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2,565,0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對應之賬面值為 1 , 3 0 0 , 9 0 0 , 0 0 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300,900,000港元）。因此，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產生按組合基準計算之重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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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金額為680,7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1,264,100,000港元）。本集團記錄

該等無形資產的會計政策乃按成本減累計攤銷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故並無就此重估盈

餘於本集團財務報表作出調整。

前景及展望

由於下半年度的全球經濟動盪，本集團年內的業績令人略微失望。然而，本集團身為香

港及台灣最大中文印刷傳媒出版商，深信憑著其無可爭議的地位，定可繼續成功抵禦金

融風暴，較許多同業做得更出色。經濟終會好轉，屆時本集團亦會作好迅速反彈的準

備，並繼續朝向成長及成功之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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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及《忽然1周合

併本》在各自的組別均取得最佳銷量，並成為最被廣泛閱讀之週刊，而《FACE合併本》仍

為年輕市場中最受歡迎週刊之一。各份報刊的讀者人口結構概況亦較其他競爭對手更吸

引廣告商。

《台灣壹週刊》致力保持並擴展其於行內的超然地位，與此同時，《台灣蘋果日報》的讀者

群已超越了寶島的所有其他報章。

儘管近期經濟似乎露出一些曙光，如全球股市過去幾個月輕微反彈，權威國際經濟學家

仍無法確定，這些跡象究竟是持續復甦的先兆，還是純屬短暫現象。

現時的不明朗狀況當中，有些事仍是人人可確定的。首先，環球經濟將須一段時間方可

收復年內的失地，其次是環球經濟始終都會復甦。

更重要的是，香港及台灣人民在最艱難的時候總展示出驚人的毅力及適應力，在一九九

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及二零零三年的沙士事件中，港台兩地的恢復速度已可見一斑。因

此，香港及台灣最有機會率先從二零零八年年中起始的世界經濟衰退復甦過來。

壹傳媒一直視台灣為未來建立業務的理想地點，而其將繼續邁向港台兩地收益平分秋色

的目標。本集團過去八年一直朝著這個目標穩步邁進，未來亦將繼續向著這個目標努

力。

未來數月，本集團將擴展其於台灣媒體業務的範疇及規模，在台灣設立壹傳媒的首項電

視業務，現正處於設置錄影廠及聘任頂尖專業人才的籌備階段，初步預計於二零一零年

上半年啟播。這是本集團一次振奮人心的新嘗試，因為將可透過創造協同效應，接觸到

台灣另一層面的觀眾及廣告商，從而令本集團的品牌更全面、更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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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本集團的印刷傳媒業務將繼續為其核心業務。本集團將持續節流，並監察及

控制未來數月其於港台兩地的成本。然而，本集團對其使命將永不動搖，確保為讀者及

廣告商出版最具質素及專業水準的刊物。

僱員關係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壹傳媒在香港、台灣及加拿大共聘用3,677名員工。僱員均

按表現獲得獎勵。對本集團作出傑出貢獻的員工均獲授與表現有關的薪金獎賞，如特別

年終花紅及盈利共享計劃。為鼓勵員工為集團股東增加額外價值，壹傳媒及其附屬公司

亦設有酌情股份期權計劃及股份認購和融資計劃。

於回顧年度，壹傳媒的員工成本總額（包括退休福利）為1,150,300,000港元，較上年度的

1,110,600,000港元增加了3.6%。

股息

董事已決議不會建議派付本年度之末期股息（於二零零七╱零八年度：已支付每股末期

股息9.0港仙及特別股息10.0港仙）。

買賣或贖回上市股份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股份，而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

概無購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審核委員會

因應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上市規則修訂，董事會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七日舉行

之會議已採納新修訂之審核委員會職權範圍，以繼續全面遵守上市規則。

於年內，主席葉維義先生及成員高錕博士分別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及三十日辭任。董

事會已物色及委任合適的人選填補彼等的空缺，並分別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日及二零

零九年三月九日委任黃志雄先生（「黃先生」）及李嘉欽博士（「李博士」）為審核委員會成

員。李博士自其委任日期起同時出任審核委員會主席一職。

審核委員會現時的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博士、霍廣行先生及黃先生。三

人中概無任何一位現時是或曾經是本公司現任或前任外聘核數師的成員。審核委員會的

主席為李博士，彼具備上市規則規定的專業資格及財務管理專門知識。

審核委員會與外部核數師緊密合作，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 22 —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下列條文有所偏離外，壹傳媒已全面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適用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相互分離，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於回顧年內前期，主席黎先生兼任本集團之行政總裁，在本集團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團

隊協助下，彼負責管理本集團的整體業務。有關架構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中主席與行

政總裁的角色應相互分離，不應由同一人擔任的要求。

然而，隨著朱華煦先生（「朱先生」）獲委任為集團行政總裁，黎先生已於二零零八年十月

二日卸任該職務，但留任董事會主席。在執行董事的協助下，朱先生負責制定本集團的

策略，並帶領管理層及營運部門主管達成董事會訂立的目標，著重提升股東的長遠價

值。該分離已就主席及行政總裁分別之角色及責任作出清晰釐訂。

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須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黎先生由於有其他要務，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

會。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執行董事丁家裕先生根據壹傳媒組織章程細則規定主持了會

議。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壹傳媒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所有董事已在本公司向其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內均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準則。

代表董事會

黎智英

主席

香港，二零零九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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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性陳述

本公佈載有若干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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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分別為黎智英先生、朱華煦先生、丁家裕先生及葉一

堅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張嘉聲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嘉欽

博士、霍廣行先生及黃志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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