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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618） 
 

業績公佈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經審核的業績 

 

二零一零年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變動

營業額 8,700,694 4,360,886 +100%

毛利 1,948,352 948,690 +105%

毛利率（%） 22.4 21.8 +0.6%

除息稅折攤及可換股債券影響前利潤* 785,008 162,807 +382%

可換股債券影響前淨利潤* 701,770 87,881 +699%

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公平值之變動 - (58,037) 不適用

可換股債券利息預提 - (6,839) 不適用

母公司所有者應佔利潤 701,884 23,005 +2,951%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基本每股收益（港仙） 64.69 2.51 +2,477%

擬派期末每股股息（港仙） 16.80 3.50 +380%
 
* 可換股債券之影響包括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公平值之變動及以債券利息預提。 

 
經營摘要 
 

 二零一零年，手機及配件總銷售量達 3,620 萬台，同比增長 125%。第四季度的銷售量顯著增加至

1,250 萬台，同比上升 83%。 

 二零一零年的營業額同比增長 100%至港幣 87 億元，毛利率由二零零九年的 21.8%上升至 22.4%。

二零一零年淨利潤比二零零九年飆升 30 倍至港幣 7.02 億元。基本每股收益由去年 2.51 港仙增至

64.69 港仙。 

 取得如此佳績主要源於四大增長動力：對新高潛力市場的擴張，「產品技術提升」策略的成功，品

牌認知度的提升以及 ODM 業務的持續發展。 

 建議每股派發期末股息 16.8 港仙。 

 為實現可持續增長，本集團將繼續推出多元化產品，改善產品組合，提升市場份額，以及拓展分

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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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經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及財務狀況，連同去年同期的比較

數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附註

二零一零年

（經審核）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經審核）

千港元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營業額 4 8,700,694 4,360,886 3,093,261 1,960,311

銷售成本 (6,752,342) (3,412,196) (2,391,638) (1,444,658)

毛利 1,948,352 948,690 701,623 515,653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278,179 169,964 101,433 15,478
研究及發展支出 (357,179) (247,113) (145,008) (53,761)
銷售及分銷支出 (619,627) (366,084) (260,136) (156,238)
行政支出 (436,299) (340,366) (129,955) (166,669)
其他運營支出 (5,317) (25,601) (1,391) (23,161)
融資成本不包括可換股債券利息預提 6 (62,976) (39,139) (16,811) (6,664)
分佔聯營企業之虧損 (1,388) (1,455) (352) (353)
分佔共同控制企業之收益 1,130 59 - 284

 744,875 98,955 249,403 124,569

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公平值之變動 - (58,037) - -
可換股債券利息預提 6 - (6,839) - -

稅前利潤 5 744,875 34,079 249,403 124,569

所得稅項 7 (43,105) (11,074) 659 (11,043)
 

本年利潤 701,770 23,005 250,062 113,526



 3

綜合損益表 （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附註 二零一零年

（經審核）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經審核）

千港元

二零一零年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歸屬於：   
母公司所有者  701,884 23,005 250,098 113,526
非控股權益  (114) - (36) -
   
  701,770 23,005 250,062 113,526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每股

收益（港仙） 10  
   

基本  64.69 2.51 23.05 12.39

攤薄  62.99 不適用 22.44 不適用

 
本年度擬派及已宣派期末股息有關詳情載於本業績公佈附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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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經審核）

千港元 

 （經審核）

千港元

    

本年利潤  701,770  23,005
   

其他全面收益    

  
現金流量對沖：    

本年現金流量對沖之公平值變動的有效部分  88,228  16,115
對確認為綜合損益表中的收益之部分重分類調整  (35,369)  (9,606)
所得稅影響  (4,924)  

  47,935  6,509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39,533  (9,023)

    

本年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87,468  (2,514)

    

本年全面收益總額  789,238  20,491

    

歸屬於：    

母公司所有者  789,248  20,491
非控股權益  (10)  -

    

  789,238  2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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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附註 

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9,116  220,211
預付土地租賃費  13,149  15,671
無形資產  106,120  54,876
遞延稅項資產  31,689  17,276
商譽  146,927  146,856
於聯營企業的投資  7,323  8,801
於共同控制企業的投資  -  3,992
可供出售的投資  20,245  20,245
其他非流動資產  -  152

非流動資產合計  634,569  488,080

流動資產    
存貨  779,846  448,181
應收貿易賬款 11 2,535,372  1,304,069
保理應收貿易賬款   31,198  224,223
應收票據  7,091  4,142
預付賬款、訂金和其他應收款項  533,823  282,496
應收關連公司款項  14,042  14,289
可退回稅項  23  4,272
衍生金融工具  171,405  34,593
已抵押銀行存款  6,200,996  1,187,336
超額認購供股股份收到的限制性存款  -  1,604,495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1,345,283  1,169,750

流動資產合計  11,619,079  6,277,846

流動負債    
計息銀行及其他貸款  6,487,946  1,460,596
應付貿易賬款及票據 12 1,843,495  1,073,764
銀行預支保理應收貿易賬款  31,198  224,223
衍生金融工具  129,104  7,723
應付稅項  11,315  425
其他應付及預提款項  1,214,315  737,149
超額認購供股股份產生的其他應付款項  -  1,604,495
保用撥備  127,547  63,390
應付關連公司款項  169,041  138,246
   
流動負債合計  10,013,961  5,310,011
   
淨流動資產  1,605,118  967,835
   
資產總額減流動負債  2,239,687  1,45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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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續） 
 

 附註 

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千港元
    

    

資產總額減流動負債  2,239,687  1,455,915
    
非流動負債    
退休賠償  2,351  1,351
長期服務獎金  1,275  959
供股股份產生的其他應付款項  -  357,812
計息銀行及其他貸款  -  1,092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877  -
    
非流動負債合計  17,503  361,214
    
淨資產  2,222,184  1,094,701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權益    
已發行股本 13 1,097,528  715,624
股份獎勵計劃之持有股權份額  (11,032)  (27,784)
儲備  947,145  369,291
擬派期末股息  184,805  37,570
    
  2,218,446  1,094,701
    
非控股權益  3,738  -
    
權益合計  2,222,184  1,09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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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

條例之披露規定而編製。除集團遠期合約，期貨期權及利率掉期部分是採用公平價值核算以外，財

務報告乃根據歷史成本法編製。除非特別標明，此等財務報告均以千位近似值港元為單位。 

 

綜合的基準 

自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起綜合的基準 
綜合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財務報告。附屬

公司的財務報告採用與本公司一致的報告期間和會計政策編制。綜合包括由購入日期起（即本集

團獲得控制權之日起）附屬公司的業績及股份獎勵計劃的信託，一間受控特別目的實體，直至該

等控制權終止之日為止。所有集團內公司間結餘、交易以及因集團內公司間交易產生的未變現盈

虧及股息已於綜合賬目時悉數抵銷。 

 

附屬公司之會計政策已按需要變更，以確保與本集團所採納政策貫徹一致。 

 

即使會產生虧損結餘，附屬公司之虧損仍會歸屬於非控股權益。 

 

對於附屬公司擁有權之變動，若無導致本公司失去其控制權，則列作權益交易入賬。 

 

倘本集團失去對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會終止確認：(i) 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ii) 

任何非控制權益之帳面值；及(iii) 計入權益的累計匯兌差額；同時確認：(i) 已收代價的公平值；(ii) 

任何保留於該附屬公司之投資之公平值；及(iii) 計入損益的盈餘或虧損。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已確

認的本集團應佔成份，乃視乎情況重分類損益或保留溢利。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之前綜合的基準 
上述若干規定按預期基準採用，而下列區別則於若干情況下承前結轉自先前的綜合基準： 

 
 本集團產生的虧損歸屬於非控股權益，直至結餘沖減至零為止。任何進一步超出的虧損均歸

屬於母公司，除非非控股權益有約束責任，而需承擔上述虧損。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前的
虧損不會於非控股權益及母公司股東之間重新分配； 

 
 倘喪失控制，則本集團按於喪失控制權當日應佔資產淨值比例就保留的投資進行會計處理。

該等投資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的帳面值並無重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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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 編製基準（續） 

 

本集團董事會於二零零七年七月三日批准通過股份獎勵計劃（「股權獎勵A計劃」），獎勵的股份

可按股份獎勵A計劃的條文及細則授予本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的員工。本集團董事會於二零零八

年三月十一日批准通過股權獎勵計劃（「股權獎勵B計劃」），旨在提供激勵以挽留和鼓勵彼等僱員

繼續為本集團發展作出貢獻。由於股份獎勵計劃的規則，本集團設立一第三方信託，以執行股份

獎勵計劃並且在獎授股份的權益授予前持有該等股份。由於本集團有權控制股份獎勵計劃的信託

的財政及營運政策，並因獲授獎授股份的僱員持續受僱於集團而受惠，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經修訂）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集團須將股份獎勵計劃的信託綜合處理。 

 

 

2. 會計政策及披露的變更 

  
本集團已於本年度之財務報告中採納下列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首次採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經修訂）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以股份付款  
  －集團現金交割股份給付交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金融工具：確認及 
  計量－合格被避險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所有者分配非現金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經修訂）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 持有待售的 

包含於二零零八年十月發佈的改  非流動資產和終止經營－出售子公司控 
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制權益之計畫 

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零零九年   於二零零九年五月修訂若干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詮釋第4號（經修訂）  修訂香港詮釋第4號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 

  賃之租賃年期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告的呈列－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 
  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類 

 

除如下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2號（經修訂），及包含在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零零九年中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和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以及香港詮釋第4號（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修訂）之影

響有進一步解釋，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此等財務報告及應用於此等財

務報告的會計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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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2. 會計政策及披露的變更（續） 

 

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立
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引入與業務合併相關會計處理的一系列變動，該等變動
將影響非控股權益的初始確認，交易成本的會計處理，或然代價和以分步收購方式完成的業
務合併的初始確認和後續計量。該等變動將對已確認商譽的數額，收購發生期間益報告業績
及未來報告的業績產生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規定對附屬公司所有權權益的變動但並未失去其控制權時，
應以權益交易入賬。因此，該等變動將不會對商譽構成影響，亦不會產生收益或虧損。此外，
經修訂準則改變對附屬公司所產生的虧損以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的會計處理。其他後續修
訂乃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 現金流量表，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 所得稅，香港會計準則第
21 號 匯率變動的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 於聯營公司的投資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1 號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作出，但不限於僅對該等準則作出修訂。  

 
該等經修訂準則引入的變動將按預期基準採用，並對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之後的收購，失去
控制權和與非控股權益交易的會計處理產生影響。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經修訂）就實體在收取貨物或服務而並無責任以股份作為支付交

易結算時，於該實體的獨立或個別財務報表記入集團公司的以現金作為股份支付交易結算
時，闡明其範疇和記賬指引。該修訂同時結合了先前包含在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8 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2 號的範圍 和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1 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2 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易。  
 

(c) 於二零零九年五月頒佈的 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零零九年 載列了對一系列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的修訂。各項準則均各自設有過渡性條文。雖然採用部分修訂可能引致會計政策變
動，惟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產生重大財務影響。適用於本集團的關鍵修訂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其闡明分部資產及負債的計量，應僅在有關資料

會被主要營運決策者用於制定決策時，方予報告。由於主要運營決策者目前並未覆核經
營分部資產資訊，因此採用該修訂後，本集團不再披露有關資料。 

 
•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金流量表：其規定只有導致綜合財務狀況表確認資產的開支方能

分類為投資活動。 
 

•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刪除了就租賃土地的特定分類。此修訂將導致租賃土地被
分類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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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2. 會計政策及披露的變更（續） 

 

(c)（續） 

香港詮釋第4號 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租賃年期 因 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零零九年 對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修訂而予以修訂。於該修訂後，該詮釋已擴大至覆蓋所有土地租賃，包括

該等獲分類為融資租賃者。因此，該詮釋適用於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和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入賬的所有物業租賃。 

 

採用上述修訂後，本集團重新評估了其先前分類為經營租賃的於中國大陸的租賃業務。於中國大

陸的租賃維持為經營租賃。由於本集團並無位於香港的土地租賃，該修訂對本集團無任何財務影

響。 

 

 

3. 經營分類資料 
 

管理層考慮中國大陸及海外分部業務之表現。呈報之經營分部收入來自手機及相關零配部件的研發

、製造和銷售。本集團所有產品屬於同類性質，且風險及回報亦大致相若。 

 

本公司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上述之可呈報經營分部。 

 

管理層分別獨立監察本集團之經營業績，以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核方面作出決定。分部表現根據

經營溢利或虧損而評估，即經調整的稅前溢利或虧損。除研究及發展支出、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

公平值之變動及可換股債券利息預提外，調整的稅前溢利或虧損一貫基於集團經營利潤核算。 

 

內類銷售及轉移之交易參考銷售給第三方的市場售價進行。 

 

由於所需資訊難以獲取且獲取成本較高，本集團不擬披露非流動資產的地理分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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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經營分類資料（續）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海外 中國大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類營業額：  

外部客戶 8,206,701 493,993 8,700,694
內部銷售 479,920 6,616,211 7,096,131
  
 8,686,621 7,110,204 15,796,825
調整：  
內部銷售抵銷  (7,096,131)

經營收入  8,700,694

分類業績 1,062,970 39,084 1,102,054
調整：  
研究及發展支出  (357,179) 

稅前利潤  744,875
  

 
其他分類資料：  
  
分佔利潤或虧損：  

聯營企業 - (1,388) (1,388)
共同控制企業 - 1,130 1,130

  
損益表內確認的減值損失 2,912 476 3,38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3,699  2,859 56,558
電腦軟件和知識產權攤銷  3,219  52  3,271
其他非現金支付的費用 50,361 - 50,361
確認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685 48 733
  
資本開支*  66,264  111,144 177,408
於聯營企業的投資 - 7,323 7,323
 

* 分類資本開支包括物業、廠房、設備及無形資產的添置，但不包括新增遞延開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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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經營分類資料（續） 

 
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重列） 
 

 海外 中國大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類營業額：  

外部客戶 3,873,503 487,383 4,360,886
內部銷售 367,574 3,426,243 3,793,817
  
 4,241,077 3,913,626 8,154,703
調整：  
內部銷售抵銷  (3,793,817)

經營收入  4,360,886

分類業績 350,908 (4,840) 346,068
調整：  
研究及發展支出  (247,113)
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公平值之變動  (58,037)
可換股債券利息預提  (6,839)

稅前利潤  34,079
  
  
其他分類資料：  
  
分佔利潤或虧損：  

聯營企業 - (1,455) (1,455)
共同控制企業 - 59 59

  
損益表內確認的減值損失 8,657 12,451 21,10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5,009 5,208 60,217
電腦軟件和知識產權攤銷 3,657 196 3,853
其他非現金支付的費用  8,173  -  8,173
確認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644 89 733
  
資本開支* 9,618 19,924 29,542
於聯營企業的投資 - 8,801 8,801
於共同企業的投資 - 3,992 3,992
  

* 分類資本開支包括物業、廠房、設備及無形資產的添置，但不包括新增遞延開發成本。 

 

約937,152,000港元（二零零九年：174,575,000港元）的海外分類收入來自單一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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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即本集團營業額，指年內扣除退貨及貿易折扣後已售手機及相關配件及已提供服務的發

票淨值。集團內公司間的所有重大交易已於綜合賬目時抵銷。 

 

本集團有關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收入    

手機及相關零部件的銷售額  8,700,694  4,360,886

    
其他收入及收益    
利息收入  82,672  39,357
補貼收入  10,650  5,882
增值稅返還*  59,905  43,855
增值服務收入  832  3,909
匯兌收益淨額  115,795  19,930

其中：衍生金融工具的匯兌（損失）/收益  (12,010)  3,982
出售土地租賃權的收益  1,907  -
提前贖回可換股債券所産生之收益  -  44,614
其他  6,418  12,417
    
  278,179  169,964
 

*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期間，被認定為軟件企業的捷

開通訊（深圳）有限公司（「捷開深圳」）可獲得已支付法定增值稅率 17%而實際稅率超過 3%的部分的增值

稅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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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5. 稅前利潤 

 
本集團的稅前利潤已經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二零一零年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6,752,342  3,412,196
折舊  56,558  60,217
確認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733  733
電腦軟件和知識產權攤銷  3,271  3,853
研究和發展支出：    

遞延支出攤銷  110,645  72,674
本年度支出  246,534  174,439
    
  357,179  247,113
    

應收貿易賬款的減值虧損  2,839  4,008
其他應收賬款的減值虧損  549  4,676
於聯營企業的投資減值虧損  -  12,424
產品保用撥備  155,950  87,7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損失  613  480
出售土地租賃權的收益  (1,907)  -
 
 

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須於五年內全數償還的銀行貸款及其他貸款的利息 60,920 28,875
貼現票據及保理應收貿易賬款的利息* 2,056 10,264
  
融資成本不包括可換股債券利息預提 62,976 39,139
可換股債券利息預提** -  6,839
  
融資成本總額 62,976  45,978
 

*  保理應收貿易賬款的實際利率分別為每月0.17%。 

 

**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金融工具：確認及計量 的規定，可換股債券利息按有效利率計算。該可換股 

債券的有效利率為15%，到期收益率為5.709%。本集團已於二零零九年贖回所有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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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7. 所得稅稅項 

  
本集團： 
 

 

二零一零年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本年度   

撥備   
中國大陸 10,699  31
墨西哥 9,722  -
俄羅斯 2,175  -
巴西 1,114  -
美國 132  -

以前年度低估 24,437  1,180
   
 48,279  1,211
   
遞延稅項 (5,174)  9,863
   
本年度稅項支出 43,105  11,074

 
本年內，本集團沒有計提香港利得稅，因為年內沒有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利潤（二零零九年：

無）。香港以外其他地方之應課稅利潤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管轄範圍當時的稅率，根據現行

法律、詮釋及慣例計算稅項。 

 

惠州TCL移動通信有限公司（「TCL移動」）（本公司在中國的附屬公司）擁有高新技術企業認

定資格，及於二零零五年五月二十八日到期。該公司在二零零零年和二零零一年均獲豁免繳付中

央所得稅，並且從二零零二年起按7.5%的中央所得稅稅率納稅。TCL移動的7.5%中央所得稅稅率

已於二零零四年底到期。TCL移動已在二零零四年底前獲得先進技術企業認定資格，因此，從二

零零五年至二零零七年將可享有10%的中央所得稅稅率優惠。TCL移動已在二零零八年底前獲得高

新技術企業認定資格，因此，從二零零八年至二零一零年將可享有15%的中央所得稅稅率優惠。

本年內，TCL移動的子公司在中國大陸有應課稅利潤，故計提中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關於外國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的所得稅法，TCL移動通信（呼和浩特）有限公司（「移

動（呼和浩特）」）（本公司在中國的附屬公司）有權從首個獲利年度開始，享有兩年免繳中國

企業所得稅優惠，在隨後三年亦可獲減免50%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由於移動（呼和浩特）在二零

零二年開始錄得溢利，因此二零零二年和二零零三年可免繳中國企業所得稅，而該公司從二零零

四年至二零零六年期間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稅率則為7.5%。移動（呼和浩特）二零零七年的中國企

業所得稅稅率為15%，從二零零八年起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稅率25%納稅。 

 

根據中國關於新建立的高新技術軟件企業的所得稅法，捷開深圳（本公司在中國的附屬公司），

從二零零六年起有權享有「兩免三減半」的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二零一零年捷開深圳適用中國

企業所得稅稅率為11%（二零零九年：10%）。本年內，捷開深圳於中國大陸有應課稅利潤，故計

提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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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7. 所得稅稅項（續） 

 

於二零一零年及二零零九年，TCT Mobile Europe SAS（本公司在法國的附屬公司）企業所得稅稅

率為33.33%。本年度，TCT Mobile Europe SAS於法國實現的應課稅收入被以前年度累計虧損所耗

蝕，故不需計提企業所得稅。 

 

從二零零八年起，TCT Mobile SA DE CV（本公司在墨西哥的附屬公司）適用商業單一稅率稅（「單

一稅率稅」）和所得稅（「所得稅」）。單一稅率稅適用於減去一定的授權扣減額後之貨物銷售，

提供獨立勞務及貨物使用權之所得，應付的單一稅率稅額之計算應由已確定稅額減去一定抵扣額

計算。收入、允許扣除額及抵扣額均由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後的現金流確定。單一稅率稅於二零

一零年及二零零九年的稅率分別為17.5%和17%。所得稅按照應課稅利潤的一定比例計算。應課稅

利潤由所有收入扣除按所得稅法的規定的可抵扣費用計算得出。於二零一零年，所得稅率為30%

（二零零九年：28%），且該稅率將於二零一二年和二零一三年保持不變。惟有在應交的單一稅

率稅額超過所得稅的情況下，該附屬公司需繳納超出部分的單一稅率稅。本年度，該附屬公司因

有應課稅利潤，且單一稅率稅稅額未超出企業所得稅，因此須計提所得稅（二零零九年：無）。 

 

於二零一零年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根據巴西企業所得稅條例中第220款和221

款，TCT Mobile-Telefones LTDA（本公司在巴西的附屬公司）企業應課稅利潤（除去部分特定的

調整）計提了25%企業所得稅和9%社會保險稅。本年內，巴西附屬公司因有應課稅利潤，故須計

提企業所得稅（二零零九年：無）。 

 

TMC Ru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2010年本公司在俄羅斯新成立的附屬公司），於二零一零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企業所得稅率為20%。本年內俄羅斯附屬公司因有應課稅利潤，故須計提

企業所得稅。 

 
 
8.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利潤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母公司所有者應佔合併利潤中，包括797,896,000港元（二

零零九年：39,560,000港元）的利潤已於本公司財務報表記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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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9. 股息 

 

 二零一零年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宣派特別股息－普通股每股8港仙（二零零九年：無） 86,985  -
擬派期末股息－每股普通股16.8港仙（二零零九年：普通

股每股3.5港仙） 184,805  37,570
 271,790  37,570
 

本年度擬派股息將從股本溢價賬中支出且尚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年度股東大會的批准。 

 

 

10.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每股收益 

 

每股基本及攤薄收益乃按下列各項計算：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利潤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收益及每股攤薄收益的歸屬於母公司普通

股股東應佔利潤 701,884  23,005
   
 股票數量 

股份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年內用作計算每股基本收益的已發行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1,084,935,282  916,201,795
攤薄影響－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   

假設股份期權獲行使而發行 29,408,177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收益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1,114,343,459  916,201,795
 

在計算二零一零年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稀釋的每股收益時，已考慮該年度未行使股權。

由於若干行權價低於普通股的公平市價，故本年度之未行使購股權對本公司產生攤薄影響。由於

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若干行權價高於普通股的公平市價，故該年度之未行使購股權

對本公司產生非攤薄影響。 

 



 18

 

附註（續）： 
 

11. 應收貿易賬款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列出的應收貿易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千港元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三個月內   2,191,030  1,140,539
四個月至一年   348,874  145,671
超過一年   19,120  41,125
   
   2,559,024  1,327,335
     
減值虧損   (23,652)  (23,266)
   
   2,535,372  1,304,069

 

應收貿易賬款信用期一般為30至90天。 

 
 

12. 應付貿易賬款及票據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列出的本集團應付貿易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六個月內 1,828,660 1,067,731
七至十二個月 4,868 175
超過一年 9,967 5,858
  
 1,843,495 1,073,764

 

應付貿易賬款及票據不計息，並通常在三個月內清償。 

 

部份應付票據以約5,627,000港元存款作爲抵押（二零零九年：3,56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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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3.  股本 

 
股份數目 已發行股本 股本溢價賬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0 2,000,000 
股份合併 (18,000,000,000) -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及二

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 2,000,000 

  
已發行及繳足或入賬列作繳足：  

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7,150,498,709 715,050 1,575,709
股份合併 (6,435,448,839) - -
已行使的購股權 574,000 574 1,280
失效購股權之重分類 - - 20,995
已行使股份之重分類 - - (9,413)
擬派二零零九年期末股息 - - (37,570)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 715,623,870 715,624 1,551,001
已行使的購股權 (a) 24,092,191 24,092 57,629
根據完成供股股份而配發及發行股份 (b) 357,811,935 357,812 (4,323)
已失效股份之重分類 - - 1,236
已行使股份之重分類 - - (746)
轉撥股本溢價賬至累計虧損 - - (1,100,000)
宣派二零零九年期末股息 - - (405)
宣派二零一零年特別股息 - - (86,985)
擬派二零一零年期末股息 - - (184,805)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1,097,527,996 1,097,528 232,602

 
在年內，本公司股本變動如下： 

 
(a) 24,092,191 購股權以每股 1.648 港元至 3.020 港元不等的行使價格獲行使，因此發行了每股

面值 1 港元之 24,092,191 普通股，並以 55,607,000 港元的現金總款項支付。 

 

(b) 應發展 ODM 業務及增加產能之需要，本公司於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三日公佈，每持有兩股現

有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以每股供股股份 1 港元之價格供股發行不少於 357,524,935

股每股面值 1 港元供股股份。本次供股於二零一零年一月四日完成，357,811,935 供股股份獲

准發行，並於扣除約 4,323,000 港元的相關發行費用後獲取約 353,489,000 港元的資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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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4. 報告年末日後事項 

 

(1) 股份獎勵計劃 （「該計畫」）之修訂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零零八年三月十一日發表之公佈及本公司於二零零八年三月二十日刊發之

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採納該計劃。 

 

根據該計劃，有限制股份僅可於市場上購買。為就本公司根據該計劃以不同方式向僱員批出

股份提供靈活性，董事會建議修訂該計劃，致使將批出予經甄選僱員之股份可涵蓋受託人將

予購買之現有股份及本公司將予發行之新股份。 

 

其他主要建議修訂包括更改該計劃及根據該計劃將予批出之股份之名稱、計劃限額、批出歸

還股份之權力及刪除一項規則，以導致於終止經修訂計劃時獎勵股份將毋須歸屬。 

 

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零一一年一月二十六日之公佈。 

 

(2) 收購一間公司 

 
於二零一一年二月八日，本公司董事會批准收購一間公司 100%的權益。是次收購的對價為不

高於一億四千萬港元的現金。 

 

由於是次批准收購該公司於本業績公佈日前生效，因此暫無法披露對於是次收購的進一步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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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行業概覽 

全球經濟持續復蘇，消費者的需求及支出維持穩定增長，令手機及配件銷售量於二零一零年穩步上揚。

根據電訊顧問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統計數據，全球手機銷售量較去年增加16%至13.6億台。在新興市場

尤其拉丁美洲和非洲，入門級手機及功能手機的銷售量持續增長，加上智能手機在成熟市場的銷售量皆

與日俱增，推動整體手機銷量上升。 

 

隨著話音、視像和數據持續的融合發展，手機製造商更為側重於產品組合中智能手機和入門級手機比例

的平衡。憑藉價格方面的優勢，入門級智能手機勢必在未來一年更為普及。除此之外，Android的出現

令手機製造商無需花費資源建立專屬的手機操作系統，改變了行業的格局。同時，手機製造商開始將生

產重點轉向利潤更高的智能手機，令產品組合中的智能手機及入門級手機更趨平衡，以回應市場需求。

如今，手機製造商亦通過與互聯網服務供應商的緊密合作，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從而增加市場份額。 

 

中國手機製造商近年迅速發展，除了逐漸發展為低中端手機的主要製造商外，更逐鹿於日益蓬勃的中高

端市場。中國政府加強了對手機製造商的監管，並落實為合資格的製造商提供支持和協助，促使經營環

境得到進一步改善，令中國手機行業發展更為迅速。 

 

業務回顧 

二零一零年，本集團成功把握全球經濟復蘇帶來的機遇，在銷售及營運表現兩方面實現重大突破。本集

團獲 Strategy Analystics 譽為全球增長最為迅速的手機製造商之一；而根據國際市場研究公司 iSuppli 的統

計報告，TCL-Alcatel 的手機及配件銷售總量亦躋身全球前十名。 

 

在過去一年，本集團在海外各市場地域皆錄得理想成績。本集團在全球的國際化企業策略更為深入推

展，繼續拓展海外市場，其中更成功進入了非洲及拉丁美洲等新興市場。本集團不斷提高在各地市場的

品牌知名度與拓展手機銷售渠道，足跡遍及俄羅斯、印度和若干東南亞國家。 

 

除此之外，本集團在年內積極強化產品研發與設計，致力在既有市場提高產品競爭力，成功加強了與全

球各地主要電訊運營商的戰略性合作，並與公開市場的經銷商締結更緊密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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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營運回顧 

於回顧年內，本集團銷售量創下新高，並保持強勢增長勢頭，手機及配件總銷售量達 3,620 萬台，較去

年增加 125%，第四季度銷售量亦較去年同期大幅上升 83%至 1,250 萬台。 

 

在二零一零年，本集團於擴展海外市場方面取得重大進展，令該市場分部於回顧年度的總銷量增加 155%

至 3,410 萬台。在中國市場，受 ODM 業務降低的影響，總銷售量同比下降 23%至 210 萬台。 

 

本集團於年度內錄得營業額港幣 87.01 億元，同比大幅上升 100%。受 ODM 業務發展影響，本集團的平

均銷售價格由去年 35 美元下降至 31 美元，而本年度自有品牌平均銷售價格則為 34 美元。受惠於有效

的成本控制措施、產品組合的持續改善、以及轉向更高利潤的中高端產品，年內毛利率由二零零九年的

21.8%，提升至 22.4%。 

 

憑藉營運效益的提升，本集團年內的費用佔營業額的比例由去年 22.5%大幅下降至 16.3%，二零一零年

第四季度該比例由二零零九年同期 20.4%下降至 17.3%。 

 

受惠於強勁的銷售表現、營運效率及規模經濟效益的提升，本集團年內的淨利潤同比飆升 30 倍至港幣

7.02 億元。基本每股收益由去年的 2.51 港仙大幅上升至 64.69 港仙。由此，董事會建議派發期末股息普

通股每股 16.8 港仙，惟尚待本公司於二零一一年五月九日舉行的股東周年大會（「股東周年大會」）上

批准。 

 

以地區劃分之銷售量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手機及配件銷售量 
（千台）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變化 （%）

海外市場 34,083 13,351 +155%
中國市場 2,140 2,772 -23%
總量 36,223 16,123 +125%
 

歐洲、中東及非洲市場 

於回顧年內，本集團在歐洲、中東及非洲市場的手機銷售量達 1,340 萬台，同比攀升 109%，超越二零一

零年的銷售目標，其中第四季銷售量更躍升 124%至 530 萬台。除了產品組合改善及品牌知名度提高外，

本集團分銷渠道的擴張亦帶動歐洲、中東及非洲市場的銷售，擴闊客戶基礎。 

 

於二零一零年，本集團在英國、意大利、法國、俄羅斯及南非市場的表現卓越，尤以下半年的表現更為

突出。本集團於俄羅斯的銷售量位列第四名。與此同時，本集團成功拓展至新興市場，例如亞美尼亞、

捷克及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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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以地區劃分之銷售量 （續） 

 

歐洲、中東及非洲市場（續） 

有見該地區市場對智能手機的需求日益增加，本集團成功把握機遇，於二零一零年九月於英國成功推出

首部基於 Android 平台的 3G 手機 OT-980，受到市場廣泛歡迎。來年，本集團將再接再厲，在鞏固於既

有市場領導地位的同時，積極拓展新興市場。 

 

美洲市場 

美洲市場於二零一零年的銷售量增長勢頭強勁。於二零一零年，美洲市場的銷售量同比躍升 194%至 1,880

萬台，第四季銷售量則較二零零九年同期提升 94%至 630 萬台。 

 

受惠於廣受歡迎的阿爾卡特品牌，本集團於該地區錄得顯著增長，阿爾卡特品牌已躋身拉美地區第四

位。通過正確的銷售策略及改善的產品組合，尤其是配有 QWERTY 全鍵盤和觸控式屏幕功能的中高端

手機。本集團成功拓展具有高增長潛力的新興市場如美國、古巴等，亦發展至阿根廷及智利的公開市場。 

 

本集團將繼續加大於既有市場的銷售力度，並進軍包括加拿大、加勒比群島及古巴在內的美洲本土二級

市場。 

 

亞太市場 

亞太地區的銷量同比飆升 217%至 190 萬台。透過多元化的產品組合，本集團成功拓展至菲律賓、新加

坡及越南等新興市場，進一步擴大了客戶基礎，令該市場於回顧年內取得顯著發展。 

 

本集團於年內，在印度及東南亞成功推出 OT-808 手機，以及與雅虎合作推出「One Touch Net」手機，

為新興市場的消費者帶來物超所值的手機體驗，推出後獲得市場廣泛支持，成功強化本集團的品牌形象

及銷售網絡。本集團將會繼續鞏固與第三方的策略合作，以拓展新市場。 

 

中國市場  

在回顧年內，由於 ODM 業務銷售量的減少，本集團在中國市場錄得銷售量為 210 萬台，同比降低 23%。 

 

本集團通過擴張國內的銷售網路，新增超過 1,300 個銷售點，並與新浪、搜狐、百度等主流互聯網企業

合作，開發在中國市場廣受歡迎且具有當地特色的產品，讓該地區的業績成功扭虧為盈。本集團成為國

內首家獲中國銀聯安全支付認證的手機支付平台企業，該次與中國銀聯的合作成為了本集團的戰略里程

碑，見證本集團正向成為領先的互聯網功能手機的製造商的目標穩步邁進。本集團亦成功推進電子商務

業務的拓展。回顧年內，本集團旗下阿爾卡特品牌在淘寶商城（亞洲最大網上交易平台）的網上旗艦店

的銷售量突出，躋身電子交易網店五大網上手機商店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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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以地區劃分之銷售量 （續） 

 

中國市場（續） 

在二零一一年，透過加強品牌建立，加上 Android 手機及 3G 產品的普及，本集團有信心能把握中國市

場的龐大商機，以實現突破。 

 

產品研發 

 

透過成功執行「產品技術提升」策略，本集團於二零一零年持續推出新產品，碩果累累。 

 

於二零一零年，本集團共推出 90 款新產品，大部分廣泛獲得市場歡迎，包括全球最物超所值的手機之

一 OT-208、專為女性消費者推出的粉盒手機 OT-808、配備觸控屏幕和 QWERTY 全鍵盤的滑蓋式手機

OT-880 等等。創新的設計及成本的降低令該三款手機的銷售量自推出以來持續增長，全年銷售量合共

350 萬台。此外，OT-980 是本集團首款 3G Android 智能手機，配備 QWERTY 全鍵盤，為用戶提供網上

衝浪及即時通訊的最佳體驗，其 HSUPA 和 WiFi 之間的無縫切換功能，為用戶提供優化的網頁瀏覽體驗。

此款手機的推出亦是本集團進入 3G 智能手機行業的一個里程碑。另一方面，本集團繼續投入研發以

Android 為平台的平板電腦，並取得理想進展。 

 

此外，本集團針對配有 QWERTY 全鍵盤的 OT-800 系列和方便實用的 OT-708 觸屏兩款於二零零九年最

暢銷的產品推出升級版，令該兩款產品於二零一零年持續暢銷。本集團的「品牌設計實驗室」推出「生

活」（Lifestyle）主題系列產品，以其獨特及色彩瑰麗的設計受到市場歡迎。 

 

本集團產品不僅獲得市場廣泛歡迎，更獲得行業的認同，OT-806 獲頒「iF 行業設計大獎」，OT-808 獲

頒「中國創新設計紅星獎」，OT-808 及 OT-806 均獲頒「紅棉獎」。 

 

隨著研發能力的不斷提升，本集團是世界上少數同時擁有 2G、2.5G、2.75G 和 3G 網絡專利權的公司之

一，能獨立地就 GSM、GPRS、EDGE、CDMA、WCDMA 與 TD-SCDMA 等不同網絡制式提供創新的解

決方案。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本公司的其中一個核心專利贏得行業大獎，其移動網路即時傳輸存儲方

法系統獲中國知識產權局授予「中國專利優秀獎」，該系統是 3G 及 4G 通訊的重要應用專利。二零一零

年十二月，本集團簽訂技術轉讓協議獲得移動智能終端技術，標誌其正式進入電腦、通訊和消費電子產

品融合的 3C 時代。此舉將有利於本集團持續拓展智能產品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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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續） 

 

未來展望 

 

有見於二零一零年令人鼓舞的成績，本集團有信心在未來一年更上層樓。為了在保持增長勢頭，本集團

將貫徹「產品技術提升」策略，通過提升研發及產品設計能力鞏固其於傳統低端產品市場的領導地位，

同時加大對中高端市場的滲透。本集團會繼續與全球主要的電訊運營商加強戰略合作，同時加快拓展公

開市場的版圖，藉此進一步加強分銷渠道。本集團在未來一年的另一個重點策略是透過成本控制策略提

升經營效率。 

 

此外，本集團將致力於產品組合多元化。於二零一一年，本集團預計推出超過 100 款新品，包括 3G Android

智能手機及一系列平板電腦。二零一一年二月，本集團與法國薩基姆移動達成戰略聯盟合作，建立 TCL

寧波研發中心，旨在為本集團打造一個致力於高端智能手機研發的全新研發基地，以配合業務發展需要

及向高端智能手機市場進軍的計劃。 

 

語音、視像和數據的融合將帶來巨大機遇，本集團將開拓更多新業務，包括融合產品及平板電腦。本集

團將通過加強品牌建設，尤其是在 3G 智能手機領域，繼續重點發展有潛力的市場及擴張銷售渠道。另

一方面，本集團將繼續發展 ODM 業務，以實現更大的規模經濟效益。 

 

除了海外市場，本集團將同時加重中國市場的發展力度，繼續拓展該市場的銷售渠道，其中一個重要策

略是為中國內地市場客戶推出更多度身定制的產品。三網融合大潮將為市場帶來巨大商機，憑藉強大的

研發能力，本集團有信心在中國市場的發展節節上升。 

 

為配合未來增長，本集團將通過建設新廠房進一步提高生產能力。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董事會批准發

行台灣存托憑證之建議，所籌集之金額主要用於興建新生產廠房，以及購買和安裝生產設施。新廠房面

積約 30 萬平方米，預計年產能增至 1.3 億台，為未來持續發展做準備。台灣存托憑證的發行將可以吸

引海外以及台灣地區的投資者，進一步增加公司股份的流通量並擴闊及分散股東基礎，提高集團的公眾

知名度及國際企業形象，樹立市場對本集團的信心。 

 

展望未來，本集團將致力為將來的可持續發展打下穩固基礎。本集團將繼續改善營運效率，更有效控制

成本，並加強風險管理。日益改善的業務環境，加上健康的銷售渠道及多元化的產品組合，本集團深信

其業務擁有龐大的潛力，令本集團在未來繼續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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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公司之經審核綜合營業額達到八十七億零一百萬港元（二零

零九年：四十三億六千一百萬港元），較去年同期增加 100%。 

 

儘管市場需求下降，市場價格全面下挫，本集團之産品毛利率仍由去年同期之 21.8%增至 22.4%。 

 

除息稅折攤影響前利潤和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應佔溢利分別約為七億八千五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一億

六千三百萬港元）和七億零二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二千三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可換股債券影響
1

前利潤為八千八百萬港元。基本每股收益為 64.69 港仙（二零零九年： 2.51 港仙）。 

 

存貨 

本集團存貨（僅指產成品）周轉期爲 14 天（二零零九年：18 天）。 

 

應收貿易帳款 

平均應收帳款的信用期限 30 至 90 天，應收貿易帳款（包括應收貿易帳款及保理應收貿易帳款）的周轉

期爲 69 天（二零零九年：81 天）。 

 

重大投資及收購 

於二零一一年二月八日，本公司董事會批准以不高於一億四千萬港元的現金收購一間公司 100%的權

益。除該等經審批的收購事項外，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及截至本公告日止期間，本集團

並無進行重大投資及收購。 

 

集資 

應發展ODM業務及增加產能之需要，本公司於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三日公佈，每持有兩股現有股份獲發

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以每股供股股份1港元之價格供股發行不少於357,524,935股每股面值1港元供股股

份。本次供股於二零一零年一月四日完成，357,811,935供股股份獲准發行，並於扣除約4,323,000港元的

相關發行費用後獲取約353,489,000港元的資金。除該等供股股份外，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年度及截至本公告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進行其他集資。 

 

附註： 

1 

 

 

可換股債券之影響包括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公允值之變動及以債券利息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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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在回顧期內之流動資金保持穩健狀況。本集團之主要財務工具包括現金及現金等價物、計息銀行

及其他貸款、銀行預支保理應收貿易賬款。本集團在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金及現金等價物結

存共十三億四千萬五百萬港元，其中 50%為人民幣，40%為美元，6%為歐元，及 4%為港元及其他貨幣。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附息借貸總額為六十五億一千九百萬港元，其中計息銀行及其他

貸款為六十四億八千八百萬港元（包括人民幣外匯理財交易產生的附息借貸總額六十億三千七百萬港

元）及銀行預支保理應收貿易賬款為三千一百萬港元。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財務狀況仍然穩健，歸屬於

母公司所有者的權益爲二十二億一千八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十億九千五百萬港元），

在回顧期內，本年底資本負債率為 53%（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25%）。資本負債率乃根據本集

團的附息借貸總額除以資產總值。若不考慮人民幣外匯理財交易產生的附息借貸總額，則資本負債率為

8%（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1%）。 

 
已抵押銀行存款 
存款餘額約六十二億零一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一億八千七百萬港元），其中關於

人民幣外匯理財交易的已抵押銀行存款約為六十一億七千六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十

一億一千五百萬港元）。保理應收帳款的留存保證金約為二千五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千三百萬港元）。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承擔如下列示： 

 
 本集團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資產合同 

已訂約但未撥備 4,177 -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在財務報表反映的或然負債如下列示： 

 
 本集團 本公司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授予附屬公司的銀行擔保 - - 3,149,030 455,098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附屬公司通過本集團提供擔保而被銀行授予之信用額度，已佔用約二十

九億四千二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三億零三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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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外匯風險 

本集團有交易上的貨幣風險。此風險源自於營運單位使用該單位功能貨幣以外貨幣進行銷售或採購，收

入以歐元，美元和人民幣為主。本集團傾向於訂立採購和銷售合同時，接受避免或分攤外幣兌換風險的

條款。本集團對外幣收入和費用採用流動預測，配對所産生的貨幣和金額，以減輕由於匯率波動所導致

對業務的影響。此外，本集團以穩健的財務管理策略為目標，故並無參與任何高風險的衍生工具交易或

槓桿式外滙買賣合約。 

 

僱員及酬金政策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超過七千六百名僱員。回顧期內的員工總成本約爲六億九千

二百萬港元（二零零九年：四億三千三百萬港元）。本集團已經參照現行法例，市況，以及僱員與公司

的表現，檢討酬金政策。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於年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董事概不知悉任何資料將合理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任何時間並無完

全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管守則」）。 

 

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就董事進行證券交易採納一套比上市規則附錄十《上市發行人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所訂標準更高的行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詳細查詢後，彼等確定，於審閱期內，董

事進行證券交易時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行為守則的標準。 

 
期末股息 

董事會通過決議宣告於回顧年後派發期末股息每股16.8港仙（二零零九年﹕3.5港仙）。期末股息將從股

本溢價賬中支出並向二零一一年五月九日名列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派發時間為二零一一年五月三十一

日或相近日子，有關建議尚待本公司股東於二零一一年五月九日舉行的股東周年大會上批准。 

 
暫停股票過戶登記 

暫停股票過戶登記將自二零一一年五月五日起至二零一一年五月九日止，在此期間將暫停辦理本公司股

份過戶手續。為計算期末股息及股東周年大會表決之需要，所有過戶檔連同有關股票須於二零一一年五

月四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抵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金鐘匯中心26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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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陸東先生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二十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彼亦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及薪酬委員會之成員，由二零一零年九月二十日起生效。 

 
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企管守則之有關條文成立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經審核之截至二零一零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年度業績。審核委員會由四名成員組成，包括獨立非執行董事劉紹基先生（主

席）、石萃鳴先生及陸東先生，以及非執行董事薄連明先生。 

 

代表董事會 

TCL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李東生 

 
 
香港 
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行董事李東生先生及郭愛平先生；非執行董事薄連明先生、黃旭斌先生及許芳女

士；獨立非執行董事劉紹基先生、劉炯朗先生、陸東先生及石萃鳴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