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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業績初步公佈

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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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的比較
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7,213,628	 9,27�,042
銷售成本  (6,785,266	) (8,628,552 )    

毛利  428,362	 642,490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 168,909	 200,620
銷售開支  (19,200	) (�6,558 )
一般及行政開支  (244,353	) (3��,249 )
研究與開發開支  (196,499	) (23�,267 )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4 (34,089	) (52,242 )
就商譽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5 (28,630	) –
利息開支  (4,505	) (3�,8�� )
就於聯營公司的投資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	 (3,250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440  67�    

除稅前溢利 6 71,435	 �97,404
所得稅開支 7 (31,813	) (75,465 )    

年內溢利  39,622	 �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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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全面收益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65,598	 (�2,408 )
 可出售投資的公平值變動  (1,836	) (23,706 )
 就可出售投資減值作出重新分類調整  2,910	 –
 應佔聯營公司換算儲備  3,873	 (3,96� )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70,545	 (40,075 )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10,167	 8�,864    

年內溢利分配至：
 本公司擁有人  38,587	 �2�,��5
 少數股東權益  1,035	 824    

  39,622	 �2�,939    

全面收益總額分配至：
 本公司擁有人  108,669	 8�,203
 少數股東權益  1,498	 66�    

  110,167	 8�,864    

每股盈利 8
 基本  0.55美仙  �.72美仙    

 攤薄  0.55美仙  �.70美仙    



- 3 -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23,185		 2,072,738
 投資物業  38,330		 –
 預付租賃款項  161,421		 �69,827
 可出售投資  1,619		 3,89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6,235		 40,923
 商譽  34,445		 63,075
 遞延稅項資產  33,016		 20,077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6,346		 2�,775
 預付租賃款項的按金  –		 �5,360    

  2,144,597		 2,407,673    

流動資產
 存貨  716,160		 842,863
 持作買賣投資  –		 970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0 1,412,821		 �,438,638
 銀行存款  160,805		 �32,55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00,725		 705,037    

  3,490,511		 3,�20,06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 1,522,749		 �,435,284
 銀行借貸  362,639		 477,932
 撥備  23,533		 43,290
 應付稅項  57,956		 65,54�    

  1,966,877		 2,022,047    

流動資產淨值  1,523,634		 �,098,0�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68,231		 3,505,68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83,995		 282,458
 儲備  3,287,796		 3,�38,87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  3,571,791		 3,42�,333
少數股東權益  35,676		 34,�78    

權益總額  3,607,467		 3,455,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421		 8,673
 遞延收入  57,343		 4�,505    

  60,764		 50,�78    

  3,668,231		 3,505,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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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會計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用以下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正生效或已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
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借貸成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號（修訂本） 清盤產生之可沽售金融工具及責任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投資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取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有關金融工具披露的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 嵌入衍生工具
 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3 客戶忠誠計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5 房地產建築協議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6 對沖海外業務的淨投資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8 轉讓客戶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八年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
  改進，惟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5號的修訂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就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第80段
  的修訂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的綜
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列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引入多項詞彙變動（包括經修訂綜合財務報表的標
題），而引致呈列及披露的若干變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為披露準則。較主要呈報分類（見附註2），它並無導致本集團的呈
報分類須重新劃分。

有關金融工具披露的改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擴大有關以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所需的披
露。根據該等修訂本所載的過渡條文，本集團並無提供以公平值計量的經擴大披露事項的
比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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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借貸成本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將所有可直接分配至購買、建造或生產合資格資產的借貸成本列作開
支。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剔除原版本可選擇將所有借貸成本列作開
支。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已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將所有該
等借貸成本資本化作為合資格資產的部份成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
訂）的過渡性規定，本集團已將經修訂的會計政策應用於有關將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資本化的合資格資產的借貸成本。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由於經修訂的會計政
策適用於生效期後，故並無對本年度本集團的報告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因此，
無須確認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的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
  （作為二零零八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
  改進的一部分）�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2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5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4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者披露
  比較數字的有限豁免6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的股份付款交易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7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4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項5

 （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7 向擁有人派發非現金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 以股本工具清償金融負債6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本集團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的業務合併的會計處理。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所
擁有權益變動的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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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的新規定，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
一日起生效，並容許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所有屬於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
及計量」範圍內的已確認金融資產以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具體而言，如債項投資(i)於目
的為收取合約性現金流量的業務模式下持有及(ii)附有純粹作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的利息付
款的合約性現金流量，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項投資及股權投資乃按公平值
計量。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與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
影響。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已採用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8號規定營運分類以主要營運決策人，即行政總裁，定期審閱集團作為分配分類資源及評
估其表現的內部呈報財務資料的相同基準釐定。相對而言，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4號
「分類呈報」）則要求實體從風險及回報角度，呈列業務及地區兩種分類資料。過去，本集團
主要呈報方式為按客戶所在地劃分的地區分類。與國際會計準則第�4號所釐定的主要呈報
分類相比，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的呈報分類須重整，而採納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亦無導致分類損益的計量基準發生變動。

本集團現將業務組織為三個營運分類－亞洲、歐洲及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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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為客戶提供有關生產手機的製造服務。

按營運分類劃分的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類收益（外部銷售）
 亞洲 3,470,237	 4,887,777
 歐洲 1,626,164	 �,526,6�5
 美洲 2,117,227	 2,856,650    

總計 7,213,628	 9,27�,042
   

分類溢利
 亞洲 275,075	 409,242
 歐洲 89,071	 68,6��
 美洲 86,560	 �68,575    

 450,706	 646,428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93,276	 �28,47�
一般及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 (440,852	) (543,�05 )
就商譽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28,630	) –
就於聯營公司的投資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	 (3,250 )
利息開支	 (4,505	) (3�,8��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440	 67�   

除稅前溢利 71,435	 �97,404
   

本集團亞洲客戶的主要銷售額均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分類溢利是指每個分類所賺取的毛利及服務收入（計入其他收入）並扣除就若干物業、廠房
及設備而確認的減值。此乃向行政總裁作出報告以供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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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按營運分類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類資產
 已分類
  亞洲 552,408	 528,��6
  歐洲 320,493	 357,398
  美洲 562,676	 826,929    

總計 1,435,577	 �,7�2,443
未分類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07,588	 �,94�,3�8
 存貨 585,319	 688,87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271,730	 777,985
 其他 539,014	 304,�03
公司資產 95,880	 �03,0�3    

綜合資產總值 5,635,108	 5,527,736
   

負債
分類負債
 已分類
  亞洲 –	 –
  歐洲 14,867	 45,065
  美洲 86,497	 �54,�85    

總計 101,364	 �99,250
未分類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1,427,854	 �,247,250
 其他 73,558	 67,602
公司負債 424,865	 558,�23    

綜合負債總額 2,027,641	 2,072,225
   

為監管分類表現及於各分類間分配資源，來自亞洲營運的應收貿易賬款分配予亞洲分類。
與歐洲及美洲營運有關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存貨、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以及現金及
現金等值物則分配予歐洲及美洲分類。分類負債指與歐洲及美洲營運有關的若干應付貿易
及其他賬款以及保用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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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集團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的分析如下︰

銀行的利息收入 14,088	 33,570
服務及外包收入 75,633  72,738
銷售物料及廢料 46,779	 37,344
修補及改良模具 26,132	 37,4�6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7,954	) �2,97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2,397	 –
政府補助（附註） 5,607	 6,657
租金收入 5,529	 –
持作買賣投資的公平值增加 –	 583
就可出售投資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3,356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2,235	) (3,625 )
其他 6,289	 2,960    

 168,909	 200,620
   

附註： 主要指本集團於中國業務獲授的補助。

4.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管理層委聘專業評值師評核本集團主要製造資產
的估值，以釐定一組出現減值跡象的資產是否已減值。其中多項資產已確定出現減值。年
內，本集團已分別就土地及樓宇以及廠房及機器確認減值虧損�65,000美元及33,924,000美
元。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已分別就土地及樓宇、廠房及機器以及固定裝置及設備確認減
值虧損26,9�2,000美元、24,�39,000美元及�,�9�,000美元，有關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乃由本集
團管理層按公平值減出售成本釐定。

5.	 就商譽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該款項為於二零零五年收購奇美通訊76.34%權益所產生的商譽。商譽已分配到一個單一賺
取現金產生單位，即奇美通訊。奇美通訊於亞洲營運。於二零零九年年底，本集團委聘一
名專業估值師對奇美通訊的使用價值進行評估。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管理層根據奇美通訊之使用價值來評估其可收回數
額，確定為其商譽全年減值28,630,000美元（二零零八年：零）。導致現金產生單位減值的主
要因素為其客戶改變業務策略而發展較少項目，及毛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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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回數額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釐定。該計算使用根據管理層批准涵蓋五年期的財政預算
的現金流預測及貼現率�3.�7%（二零零八年：�4.92%）作出。超逾該五年期的現金流已運用
穩定增長率2%（二零零八年：�%）推算。該增長率乃根據有關行業增長預測釐定，且不超
過有關行業的平均長期增長率。計算使用價值時的另一個重要假設為根據單位過往業績及
管理層對市場發展的預測釐定的預算毛利率。

6.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47,781  232,�68
投資物業折舊 3,623	 –
攤銷預付租賃款項（包括於一般及行政開支內） 3,075	 2,977    

折舊及攤銷總額 254,479	 235,�45    

核數師酬金 1,242	 �,395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6,766,449	 8,570,063
保用撥備 19,364  4�,993
回撥呆賬備抵，淨額 (294	) (466 )
存貨（撥回）撇減（計入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547	) �6,496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1,313	 �,43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28,416	 32,430
 以股權結算的股份形式付款 32,198	 55,724
 以現金結付的股份形式付款 190	 �52
 其他員工成本 422,964	 582,456    

 485,081	 6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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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稅項 33,885		 64,27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過度） 15,971		 (2,060 )   

 49,856		 62,2�2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2,905	)	 �4,084
 稅率變動 (5,138	)	 (83� )   

 (18,043	)	 �3,253   

 31,813		 75,465
   

本公司附屬公司富士康精密組件（北京）有限公司（「富士康北京」）按國法[2007]39號關於實
施企業所得稅過渡期優惠政策的通知原享有�8%的過渡期優惠稅率。富士康北京於二零零
九年五月十八日接獲國家稅務總局發出的繳稅通知（開國稅所通[2009]27�號）要求富士康北
京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按25%法定稅率繳納所得稅。根據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發出的國稅函[2009]203號，富士康北京須支付二零零八年的少徵收稅項。二零零八年少徵
收的稅項約為�8,353,000美元（人民幣�25,367,000元）已於本年度的損益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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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的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38,587		 �2�,��5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066,326,311		 7,058,668,449
具潛在攤薄效應普通股的影響：
 購股權 –		 63,��5,854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066,326,311		 7,�2�,784,303   

9.	 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內並無派付或建議派付股息（二零零八年：無），而自報告期末起亦無建議派
付任何股息。

10.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貿易賬款 1,069,854		 �,��5,8�7
減：呆賬備抵 (956	)	 (�,233 )   

 1,068,898		 �,��4,584
其他可收回稅項 297,410		 289,409
其他應收賬款 46,513		 34,645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總額 1,412,821		 �,438,638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的平均信貸期為30至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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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0 – 90日 1,057,062		 �,�08,0�5
9� – �80日 6,767		 5,586
�8� – 360日 3,727		 386
超過360日 1,342		 597   

 1,068,898		 �,��4,584   

11.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貿易賬款 1,162,781		 �,008,666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賬款 359,968		 426,6�8   

 1,522,749		 �,435,284   

下列為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0 – 90日 1,152,835		 96�,84�
9� – �80日 2,888		 34,229
�8� – 360日 1,854		 6,296
超過360日 5,204		 6,300   

 1,162,781		 �,00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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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全球經濟及各行業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金融海嘯的震盪中遭受歷史重創。儘管各
國政府通力合作刺激市場流通性，遭受重創的全球消費者信心並未恢復至原有水平。希
臘及歐洲其他地區的經濟疲軟，而宏觀環境的能見度仍待確定。

雖然我們致力進一步拓展客戶基礎及降低經濟及╱或客戶特定的風險，二零零九年錄得
收益7,2�4百萬美元，仍較去年的收益9,27�百萬美元減少2,057百萬美元，減幅22.�9%。

基於全球經濟衰退導致需求及價格下降，以及營運成本提高來自於設施稼動率降低、產
品組合改變、若干生產設施搬遷、我們全球業務重組及相關減值虧損，持續的研究與開
發工作的長期投資、匯率波動及綜合所得稅率提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二零零九年
年內溢利為39百萬美元，較去年的�2�百萬美元下跌67.77%，但較二零零九年中期虧損�9
百萬美元大幅回升。二零零九年的每股基本盈利為0.55美仙。

於二零零九年，持續的宏觀經濟困境對全球手機產業造成嚴重影響。手機銷量整體增長
放緩，我們也見到產業的品牌公司承受巨大壓力要求更有效成本控制及供應鏈管理。正
是處於此等時候，當產業整合加劇及3C（電腦、通訊及消費電子）融合為市場引入新的強
大的競爭對手時，富士康國際的垂直整合能力及eCMMS優勢愈發受我們客戶的讚賞，因
其正面臨著應對瞬息萬變的客戶需求及經營環境日益嚴峻的挑戰。我們相信，在此種嚴
苛的經營環境下，我們對客戶的支持已被證明對其營運至關重要。

智能手機的發展乃二零零九年的亮點。新進入市場的廠家們繼續在無線智能手提裝置市
場中成長。因此，我們繼續深化與拓展我們於台北、北京、南京及首爾的設計中心的研
發團隊能力。雖然研發投資通常不會立見回收，但我們仍然承諾致力協助客戶共同開發
及共同設計尖端智能手提裝置。我們深信這些投資仍然是我們未來成功的必要關鍵。

於二零零九年，我們繼續致力於進行主要廠區整合及資源調整。我們出售了位於煙台之
土地及其控股公司，這是我們對新韓國客戶之業務開發重新投入努力的一部分。我們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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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對我們的全球廠區規模重新調整並對幾個表現不甚理想的廠大力整頓改善。我們亦
堅持推動將我們的團隊及產能搬遷至華北的新廠區，以利成本降低及較易招工。所有該
等措施都是我們最佳化資源部署及製造平台整合之一貫策略的重要步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結餘為�,20�百萬美元。預期現金結餘將
可撥付本集團的營運。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以計息對外借款363百萬美元除以總資
產5,635百萬美元的百分比表示，為6.44%。於二零零九年，由於本集團有盈餘現金償還
借款，對外借款減少。本集團借入短天期的弱勢貨幣並試圖積累強勢貨幣。於二零零九
年，大部份借款以美元計值，及本集團極少為中國法人在短期間內借入人民幣。本集團
按實際需求借款，並無銀行已承諾的借款融資額度及季節性借款要求。所有未償還計息
對外借款的固定年利率均介乎0.35%至�.58%，原到期日為三至六個月。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665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為69百萬美元，當中主
要有�22百萬美元乃有關位於中國的本集團主要廠區的設施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開支，銀
行存款增加26百萬美元，26百萬美元為已收政府津貼，27百萬美元為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所得款項及30百萬美元為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款項。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用於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為�06百萬美元，主要
因銀行貸款淨額減少��6百萬美元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及股份計劃發行股份產生的所得款項
淨額減少�0百萬美元所致。

外匯風險及相關對沖

為降低外匯風險，本集團積極運用自然對沖手法，透過如管理交易貨幣、提前及延遲付
款以及應收款項等非財務方法來管理外匯風險。

此外，本集團或會訂立一般交易期間少於六個月的短期外匯遠期合約，以對沖來自外幣
計值的短期銀行貸款的外匯風險（一般交易期間少於六個月）。本集團亦會不時使用多種
外匯遠期合約對沖其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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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76.5百萬美元（二零零八年：�08.5百
萬美元）。一般而言，資本承擔將由經營所得現金撥付。

資產抵押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已抵押約5.8百萬美元（二零零八年：5.6百萬美元）的公司資產，作為本
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的抵押。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零八年年底，中國廠區的大部份建築工程竣工，此乃我們多年來將全球生產業
務遷往成本較低地區的一環。我們相信於二零零九年已大致完成搬遷工作及全球產能合
理化布局，因而毋須如往年一般耗費大幅資本開支。

展望

於二零一零年，在整體經濟及消費者信心有所改善之際，希臘及歐洲其他地區仍將對全
球經濟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及宏觀風險。我們決定透過更鞏固與現有客戶的合作關係及擴
大客戶群等方式來應對這些挑戰。我們相信我們提供的獨特附加價值及執行力，加上鴻
海集團的優勢，將於充滿挑戰的市場上給予客戶所需的穩固支持。

展望未來，我們將為客戶繼續加強迅速的產品開發能力、專注的工程服務、及時且靈活
的量產製造及規模龐大的全球化營運能力。我們這些競爭優勢仍未動搖，我們有信心透
過有效的供應鏈整合來與客戶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因此，我們將穩踞優越位置以承
接更多外包業務，並進一步提升我們於手機外包製造業的市場佔有率。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為��8,702名（二零零八年：�08,237
名）。於二零零九年產生的員工成本總額達485百萬美元（二零零八年：672百萬美元）。集
團推行全面的薪酬政策，而管理層會定期檢討有關政策。

本公司分別採納一項股份計劃及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十七章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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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星期四至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為釐定有權出席本公司將於
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星期二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的人士，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
關股票及填妥的過戶表格必須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
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83
號合和中心46樓。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會計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所述的所有守則條文，除守則條文第A.2.�
條外（該條文規定董事長與行政總裁的職務應予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出任）。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條，董事長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分，而不應由
同一人履行。陳偉良先生現時兼任本公司兩職。鑑於世界經濟已面臨及可能正面臨着金
融海嘯襲捲後的困境，而手機行業亦正體驗巨大的變化，董事會認為具備豐富經驗的領
導人實屬必要。現時由董事長陳先生同時出任本公司行政總裁一職的安排不僅有助於繼
續貫徹業務計劃及製定業務策略，亦可避免對全球客戶帶來不必要的混淆及不穩定性。
此舉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的利益。然而，本著良好企業管治的精神，董事會將繼續於
本年度審閱董事長及行政總裁之職務，並在適當情況下，將兩項職務區分，以遵守企業
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條。為加速促進管理階層的轉變及承傳計劃，本公司於二零
零九年亦向董事會推薦一名新執行董事，並晉升若干新任高級經理人員擔任更高職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本公司於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
售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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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及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此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審
閱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並提名及監察外部核數師，以及向
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兩名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成員當中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上市規則規定的適當專業經驗或會計或相關財
務管理專業知識。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

於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報包含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及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各自之網站。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陳偉良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偉良先生及池育陽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張
邦傑先生、李金明先生、呂芳銘先生及郭曉玲小姐，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紹基先
生、陳峯明先生及Daniel Joseph Mehan博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