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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Fittec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奕達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62）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布

奕達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081,782 1,168,662
銷售成本 (1,109,125) (1,158,361)    

毛（損）利 (27,343) 10,301
其他收入 6,520 50,587
其他收益及虧損 (81,781) (1,25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13,414) (258)
分銷成本 (10,692) (10,562)
一般及行政開支 (61,488) (74,79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77,120) (23,112)
融資成本 (162) (357)    

除稅前虧損 (265,480) (49,445)
所得稅抵免 4 629 1,898    

年內虧損 5 (264,851) (47,547)    

其他全面（支出）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514) 7,732
提供予海外業務之長期墊款的匯兌差額 – (210)
取消註冊附屬公司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累計匯兌差額 (7,250) –    

(11,764) 7,522    

年內全面支出總額 (276,615) (40,025)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64,851) (47,545)
非控股權益 – (2)    

(264,851) (47,547)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全面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76,615) (39,788)
非控股權益 – (237)    

(276,615) (40,025)    

每股基本虧損 7 (0.27港元) (0.0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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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9,090 398,904

預付租賃款項 3,538 3,714    

192,628 402,618    

流動資產

存貨 58,888 77,21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200,781 219,092

預付租賃款項 96 96

銀行結餘及現金 246,956 278,564    

506,721 574,96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02,636 105,429

衍生金融工具 19,856 3,684

稅項負債 1,981 18,624

無抵押銀行借貸 1,696 8,783    

126,169 136,520    

流動資產淨值 380,552 438,445    

573,180 841,06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6,839 96,839

股份溢價及儲備 476,177 752,79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73,016 849,631

非控股權益 164 (8,568)    

573,180 84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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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一年第二冊，修訂本）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登記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直屬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Fittec 

Holdings Limited（「Fittec Holdings」）。最終控股方為本公司董事兼行政總裁林志豪先生。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

業地點於年報「公司資料」一節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而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美元。董事選擇港元為呈列貨幣是由於本公司之股份於聯交所上

市。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

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設立有關公平值計量之單一指引來源及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廣泛：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公平值計量規定應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量及公平值計量披露事項

之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份付款」範圍內之股份付款交易、香港會計準

則第17號「租賃」範圍內之租賃交易及與公平值相似但並非公平值之計量（例如用於計量作減值評估用途之存貨或使

用價值之可變現淨值）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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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將資產之公平值界定為在現時市況下於計量日期在一個主要（或最有利）市場按有秩序交易

出售一項資產將收取（或於釐定負債之公平值時轉讓一項負債將支付）之價格。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不論

該價格是否直接可觀察或使用另一項估值方法估計，公平值為平倉價格。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載有更廣

泛之披露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要求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提前應用。此外，已針對有關實體頒佈特定過渡條文，致使

該等實體在首次應用此項準則時不需要應用該項準則所載披露規定提供前期比較資料。按照該等過渡條文，本集團

於二零一三年比較期間並未作出任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規定之新披露。除額外披露外，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3號對於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之金額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7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替代衍生工具及繼續進行套期會計處理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6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澄清可接納之折舊及攤銷方法6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6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 徵稅1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可供應用－強制生效日期將於落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未完成階段後釐定。
4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少數例外情況除外。
5 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財務報表生效。
6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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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披露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就可收回金額按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計算之資產引入有關公平值架構、主要假設及所用估

值技巧之額外披露規定。該等新增披露包括公平值架構、主要假設及所用估值技巧，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規

定之披露一致。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乃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且可予提早應用。本公司董事預

期，應用該等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將會導致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更廣泛披露。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收益
收益指年內從銷售印刷線路板及相關產品、提供組裝服務、修理及維修服務產生之收益。本集團年內收益分析如

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產品 872,416 890,546

提供服務 209,366 278,116   

1,081,782 1,168,662   

分類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該準則規定經營分類須基於主要經營決策者為向分部分配資源

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組成部份之內部報告確認。主要經營決策者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劃分為以下主要分類：提供(i)裝配服務；(ii)採購及裝配服務及(iii)修理及維修服務，全部均

為印刷線路板及相關產品而設。該等分類乃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執行董事呈報資料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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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分類資料（續）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分類收益

裝配服務 203,737 271,625

採購及裝配服務 872,416 890,546

修理及維修服務 5,629 6,491   

1,081,782 1,168,662   

分類業績

－裝配服務（附註1） (191,536) (44,662)

－採購及裝配服務（附註2） 4,546 26,156

－修理及維修服務（附註2） 1,005 773   

(185,985) (17,733)

未分配公司開支 (72,181) (80,862)

其他收入 6,520 50,587

未分配其他虧損 (258) (822)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13,414) (258)

融資成本 (162) (357)   

除稅前虧損 (265,480) (49,445)   

於該兩段期間，分類收益全部來自外部客戶，並無內部分類間銷售。

附註：

1.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裝配服務之分類業績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減值虧損77,12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23,112,000港元）、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35,72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虧損90,000港元）、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5,50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及若干類別存貨撇減零港元（二零一三年：571,000港元）。

2.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採購及裝配服務之分類業績包括若干類別存貨撇減98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866,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修理及維修服務之分類業績包括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28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37,000港元）。

分類（虧損）溢利指在未分配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不包括上述附註所述項目）、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分

銷成本、一般及行政開支以及融資成本前，各分類（產生之虧損）獲得之溢利。此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目的而向執

行董事報告之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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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按主要產品及服務劃分之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硬碟機控制器 841,904 890,546

桌上型及筆記本電腦主機板 184,942 245,414

其他 54,936 32,702   

1,081,782 1,168,662   

地區分類
本集團按客戶地區市場劃分（不論貨品來源地）之收益分析以付運目的地為基準呈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日本 877,630 896,421

台灣 178,258 202,98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5,894 69,254   

1,081,782 1,168,662   

鑒於主要經營決策者並無定期審閱分類資產及負債，故並無呈列該等分類資產及負債分析。

本集團按資產地理位置劃分之非流動資產詳情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40,440 295,344

香港 10,236 10,982

越南 41,952 96,106

泰國 – 186   

192,628 40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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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主要客戶資料
於相應年度佔本集團總銷售額超過10%之客戶收益如下：

截至以下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1 841,904 890,546

客戶B2 178,258 202,072   

1 來自採購及裝配服務分類以及裝配服務分類之收益分別約為841,90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848,664,000港元）及零港元（二零一三年：

41,882,000港元）。

2 來自裝配服務分類以及修理及維修服務分類之收益分別約為172,62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95,581,000港元）及5,629,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6,491,000港元）。

4. 所得稅抵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抵免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038 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2,667) 7,344   

(629) 7,352
遞延稅項 – (9,250)   

(629) (1,898)   

香港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由於本集團已估計於香港產生應課稅虧損，故並無就香港所

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董事認為，根據香港稅務局（「稅務局」）頒佈之稅務條例

釋義及執行指引註釋第21號，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奕達電子有限公司（「奕達電子」）可獲寬減50%香港利得稅。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鋻於奕達電子業務營運出現轉變，香港利得率乃就奕達電子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稅率計算。

奕達電子與香港稅務局曾就若干應課稅溢利發生稅項爭議。本公司董事認為，產生有關溢利之涉事附屬公司並無於

香港進行任何銷售或製造業務，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奕達電子向稅務局提出反對，並得到稅務局同意緩繳該筆稅

款。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與稅務局之稅項爭議已經完結。根據與稅務局訂立之和解建議，須就寬達

電子（深圳）有限公司及泛達電子（蘇州）有限公司生產之產品所得溢利繳納香港利得稅。額外稅項撥備7,344,000港

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在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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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抵免（續）

中國
根據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中國內資及外資企業之中國所得稅稅率自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劃一為25%。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相關通知，就位於中國深圳自由貿易區之附屬公司而言，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之所得稅稅率均為25%。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規例，位於蘇州之兩家附屬公司泛達電子（蘇州）有限公司（「泛達電子」）及蘇州鵬達科技有限公

司（「蘇州鵬達」）有權自其各自營運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全額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則就中國企業

所得稅享有50%寬免。由於泛達電子及蘇州鵬達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均產生虧

損，故該兩年並無就泛達電子及蘇州鵬達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越南
根據越南有關稅務規則及規例，本公司於越南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Mega Step Electronics (Vietnam) Company 

Limited（「MSEVCL」）有權自首個獲利年度起計三年內享有企業所得稅豁免，其後七年稅率減半。此附屬公司於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產生應課稅溢利，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則產生虧損。然而，由於此附

屬公司享有企業所得稅豁免，故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就越南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泰國
根據泰國有關稅務規則及規例，本公司於泰國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Fittec Electronic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有權

自首次產生收入當日起計八年期間享有所得稅豁免。此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產生虧損，於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因收取保險賠償而產生收入。然而，由於此附屬公司享有所得稅豁免，故於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概無就泰國所得稅作出撥備。

年內所得稅抵免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所示除稅前虧損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265,480) (49,445)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計算之稅項 (43,804) (8,158)

不可扣稅支出之稅務影響 41,699 8,639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3,548) (428)

未確認稅務虧損之稅務影響 11,813 6,178

確認先前未確認之估計虧損 – (1,84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2,667) 7,344

於香港以外司法權區經營之集團實體稅率不同之影響 (7,883) (1,053)

授予免稅期之影響 – (12,573)

未確認可扣稅暫時差額之稅務影響 3,761 –   

年內所得稅抵免 (629) (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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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內虧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董事酬金 7,437 7,437

其他員工成本 158,194 175,33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有關本公司董事之供款） 9,611 6,187   

總員工成本 175,242 188,960   

核數師酬金 1,475 1,38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0,670 65,366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96 96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包括存貨撇減約989,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1,437,000港元）） 945,872 872,933

利息收入 (2,441) (2,357)

客戶重做費用（計入其他收入） (3,014) (1,840)

已收保險賠償（計入其他收入） (255) (37,017)   

6. 股息

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及自呈報期結算日以來，概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7. 每股基本虧損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264,85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47,545,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數目968,394,000股（二零一三年：968,394,000股）計算。

由於年內或於呈報期結算日並無潛在普通股尚未行使，故並未呈列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每股攤薄虧損。

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74,258 198,558

減：呆賬撥備 (304) (3,117)   

173,954 195,441

預付款項 12,828 8,109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999 15,54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00,781 219,092   



– 11 –

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30日至120日不等。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已扣除呆賬撥備）於接近相關收益確認

日之呈報期結算日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79,473 85,207

31至60日 74,334 93,340

61至90日 19,748 16,639

91至120日 238 136

121至180日 – –

181至365日 115 –

365日以上 46 119   

應收貿易賬款 173,954 195,441   

於呈報期結算日，以有關實體功能貨幣以外貨幣列值之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載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30 56

美元 11,523 537   

11,553 593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採用內部信貸評核程序，以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並界定客戶之信貸限額，另亦

定期檢討給予客戶之限額。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尚未逾期或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當中，99.7%（二零一三年：

98.3%）於以往年度有良好還款記錄。

計入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結餘為賬面總值約16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19,000港元）之債項，於呈報期結算日已逾

期，而本集團並無就該債項計提減值虧損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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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81至365日 115 –

365日以上 46 119   

161 119   

上述貿易債項有關之客戶具有良好還款記錄。管理層相信毋須就上述結餘作出減值虧損撥備，因該等客戶之信貸質

素並無重大轉變，而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

呆賬撥備變動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 3,117 3,117

撇銷為不可收回金額 (2,813) –   

年終 304 3,117   

於斷定應收貿易賬款是否可收回時，本集團考慮有關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質素於初步授出信貸日期至呈報期結算日

期間有否出現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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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81,453 81,201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1,183 24,228   

102,636 105,429   

購買貨品之信貸期介乎30日至90日不等。本集團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於呈報期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71,103 74,343

31至60日 3,115 2,482

61至90日 1,704 1,980

91至180日 5,504 1,495

181至365日 27 21

365日以上 – 880   

81,453 81,201   

於呈報期結算日，以有關實體功能貨幣以外貨幣列值之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載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1,382 6,460

日圓 43 52

人民幣 326 2,326   

1,751 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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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鑒於成熟經濟體增長強勁，加上日本以外地區財政阻力有所緩和，且家庭「去槓桿化」（即家庭就減債及重新建立儲蓄進行緩

慢且痛苦之過程）遂步推進（尤其美國），全球經濟增速得以逐步提升。然而，高失業率仍為眾多成熟經濟體帶來挑戰。相對

地，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眾多國家面對結構性問題。新興經濟體需要調整內外失衡情況，預期繼續維持財政緊縮措施，

致令該等經濟體的資金流入形勢更為波動不穩。國際市場資金走勢反覆不定，一般影響新興經濟體的貸款情況。

二零一三╱一四年財政年度形勢與二零一二╱一三年財政年度相若，電子製造服務業仍然充滿不明朗因素，前景難料。因

此，原設備製造商重新評估生產策略，使部分原設備製造商增加外判量，甚至完全停產。全球經濟復甦進度及時間仍不明

確，行業深受影響。於二零一四年，歐洲地區的電子製造服務業收益總額預期穩步下跌。西歐地區預期增長0.8%，未被中

歐及東歐地區下跌1.4%所抵銷。

儘管產量減少，主要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於西歐仍然保留地區生產據點。目前，歐洲地區大部分生產據點設於中歐及東歐

地區。國際電子製造服務公司一般透過收購主要歐洲原設備製造商的方式購置該等生產設施，產能與本土業者相同，惟可

依賴世界各地資源支持增長。因此，二零一四年間，行業很有可能繼續進行整合。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1,082,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1,169,000,000港元）。營業額相較去年下跌，此乃由於硬碟機訂單減少（當中牽涉大筆採購收入）、一名韓國客戶終止筆記

本電腦主機板訂單及全球桌上型電腦主機板需求下降。

全球硬碟機數量下跌7%至444,400,000台。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之興起，使曾風靡一時之電腦大受影響，更打擊硬碟機的

銷量。在所謂客戶個人電腦市場－個人電腦業務之消費者層面而言，虧損尤其明顯。

根據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進行的全球個人電腦季度調查顯示，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全球個人電腦貨運量達

73,400,000台，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4.4%。貨運量仍在下跌，消費者及新興市場板塊持續疲弱。

由於轉移技術之使用及市場競爭（尤以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為然），以及與大衰退、主權債務危機有關的經濟壓力（包括高失

業率、增長及投資放緩、信貸緊縮及貨幣波動等）及其對國際貿易造成之相關影響，令全球個人電腦的貨運量至今錄得連續

八個季度下跌。個人電腦貨運量之下跌亦影響硬碟機市場，因此，間接影響了我們硬碟機訂單數量。

本年度，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277,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虧損淨額40,000,000港元）。虧損增

加主要由於(A)電腦主機板和硬碟機控制器業務之營業額及毛利率減少，其主要原因是(i)全球對電腦主機板和硬碟機之需求

減弱，此乃本集團的主要產品；(ii)原材料及中國勞工成本增加；(iii)受美國，歐洲國家及日本的經濟衰退影響，而全球經濟

持續增長緩慢，因而延長個人電腦的更新週期；(B)越南廠房受二零一四年五月之暴亂影響，物業、廠房及設備錄得減值虧

損；及(C)於二零一二年及一三年錄得一次性其他收益，收到最後一期因泰國洪災造成損失之保險金37,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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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越南廠房被暴徒焚燒和搶劫，自始越南廠房已經暫停運作。該廠房將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全

面恢復運作。本集團投購的保險涵蓋物業，可保障因暴亂造成之損失。索賠程序仍處於初步階段，我們無法預料我們的損

失獲得多少保險賠償。本集團亦無法估計根據保單最終可收到賠償的時間，而我們產生損失與我們根據保單收回賠償兩者

之間亦可能出現重大延誤。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收到保險公司預付賠償金額254,800港元。

儘管困難重重，本集團仍得以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現金淨額（現金總額減債務總額）為正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247,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279,0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專注於具領導地位之客戶及發展潛力豐厚之產品。硬碟機控制器及電腦主機板（包括桌上型電腦、

平板電腦及筆記本電腦）仍為本集團之核心產品，佔總營業額95%。期內汽車CD及DVD播放機控制板等其他產品則保持平

穩發展。

蘋果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二年年底分別推出其平板電腦iPad及iPad Mini，迅速在小型便攜式設置市場佔取領導地

位。三星及多家其他供應商迅速效仿，紛紛向全球市場推出各種平板電腦，此舉迅速蠶蝕個人電腦的份額，包括桌上型電

腦及筆記本電腦市場。自二零一一年起，這市場發展最終導致個人電腦整個供應鏈由電腦主機板到筆記本硬碟機控制器，

開始萎縮。根據著名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於二零一四年七月發表的報告，於二零一三年，全球電腦市場（桌上型電腦、筆

記本電腦及優質超便攜電腦）銷量下降9.5%。展望未來，傳統電腦市場（桌上型電腦及筆記本電腦）將跟隨相同下降趨勢，

於二零一四年縮減為6.7%及到二零一五年再減至5.3%。然而，電腦市場下降主要為筆記本電腦。傳統桌上型電腦的收縮

數字遠低於筆記本電腦。

硬碟機控制器
去年由硬碟機、光碟機及固態硬碟機組成之電腦存儲器市場之全球合併貨運量達755,000,000台，較二零一二年之

794,000,000台有所下降。固態硬碟機貨運量大幅上升82%至57,000,000台，而硬碟機及光碟機分部則停滯不前。硬碟機

分部下跌7%至444,400,000台，而光碟機板塊表現更遜色，下跌12%至253,500,000台。

筆記本電腦銷售令人失望，乃由於ultrabook未能為筆記本電腦市場掀起熱潮。硬碟機銷售受Soft PC銷售影響。智能電話及

平板電腦之興起使曾風靡一時之電腦大受衝擊，更影響硬碟機的銷量。在所謂客戶個人電腦市場－個人電腦業務之消費者

層面而言，虧損尤其明顯。

由於全球筆記本電腦貨運量下跌，此分部的業績持續下跌。收益由去年之891,000,000港元減少5.5%至842,000,000港元。

本集團是東芝2.5吋及1.8吋硬碟機控制器在中國的主要印刷線路板組裝服務供應商。

本集團相信，隨著全球經濟回升，各行各業開始更新替換其電腦，企業電腦之前景更可觀，此舉必定能改善消費硬碟機板

塊下滑的境況。

硬碟機技術亦由現時之垂直磁性記錄方法(Perpendicular Magnetic Recording method)過渡至新一代機制。本集團亦預期硬

碟機行業將出現新機遇，以滿足私有及公眾雲端儲存量日增之需求。隨著消費者增加使用音頻、視像、相片及社交媒體，

將需要更多儲存量。



– 16 –

桌上型電腦及筆記本電腦主機板
根據Gartner, Inc之初步研究結果顯示，經過八個季度之貨運量下跌，全球個人電腦貨運量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有持平增

幅。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全球個人電腦貨運量數量為75,800,000台，比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增加0.1%。

全球電腦DIY市場中，於二零一三年之品牌主機板貨運量約為75,000,000台，較二零一二年之80,000,000台有所下降，預期

於二零一四年將再下跌5至10%。中國之貨運量為30,000,000台，而預期於二零一四年，由於來自中國四線至六線城市之

需求，數量將僅下降少於5%。

實際上，微軟於四月八日終止XP支援，導致個人電腦貨運量跌幅收窄。鑒於終止XP支援導致需要更新個人電腦XP系統，所

有地區均受到正面影響。在主要國家中，日本深受終止XP支援的影響，個人電腦貨運量比同期增長35%。銷售稅變動亦有

助帶動有關增長。本公司預期，棄用XP對於環球市場的影響將持續至二零一四年全年。

儘管個人電腦市場依舊疲弱，惟相較去年已顯露改善跡象。整體而言，歐洲、中東及非洲等地區的個人電腦專業市場有所

改善，而美國個人電腦消費開支則因平板電腦影響減退而逐步回升。

個人電腦市場對眾多廠商而言仍具挑戰。對於此規模龐大但利潤偏低的市場而言，規模經濟至關重要，導致索尼等廠商退

出市場。

儘管桌上型個人電腦市場低迷，本公司個人電腦主板機客戶仍可保持甚至穩步擴大其市場份額，使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的

個人電腦主板機貨運量保持穩定。然而，二零一四年五月越南發生暴動，導致本公司的越南業務暫停營運，無可避免地對

本公司貨運量造成影響。來自桌面型個人電腦主板機市場的總收益達178,000,000港元，而去年收益則為202,000,000港

元。

根據台北信息通訊技術產業研究機構MIC（產業情報研究所），筆記本個人電腦市場仍將被平板電腦侵蝕，二零一四年貨運

量同比下跌5.8%至約162,000,000台。

根據越南新聞服務的報告，三星將其於北寧省北部的投資額增加三分之二，達至25億美元。此外，其正於鄰近河內市的太

原省興建造價逾20億美元的工廠，藉以生產流動電話、相機及筆記本電腦。三星計劃興建兩座最終造價達32億美元的生產

綜合設施，而此廠房乃首座設施。三星正將其大部分中國生產基地轉移至越南。三星擬主要透過越南新建工廠提升內部筆

記本電腦產量。多款型號產品的生產工序正由本公司的蘇州廠房轉移至三星越南廠房，加上筆記本電腦需求下降嚴重影響

本公司來自三星的筆記本電腦主機板及平板電腦主機板訂單，致使本集團的筆記本電腦分部營業額由43,000,000港元減少

至7,000,000港元。

其他：
本集團與其中一間大型車內CD及DVD播放機系統供應商維持長期關係。本公司向客戶供應控制板，隨後組裝成CD/DVD播

放機，並發送至汽車廠商作最終組裝。該市場有別於其他市場，嚴格要求高質且持久的生產流程，利潤率高於平均水平。

本集團過往表現優異，成為該等客戶的主要供應商，預期該市場於未來數年將可維持其現有業務量。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247,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279,000,000港元）。

本集團通常以其內部資源及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撥付業務所需資金。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

產淨值約為381,000,000港元，而流動比率為4.02（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淨值：438,000,000港元；流動比

率：4.2）。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573,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841,000,000港元）。負債總額對資產總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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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為18%（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14%）。現時，本集團全部直接物料成本及營業額均以港元掛鈎之美元列值。然

而，本集團之勞工成本及業務經營成本則以人民幣及越南盾列值。鑒於中國勞工成本一直上升，且中國人民幣持續升值，

本集團正就此積極監察外匯風險。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生產設施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將其位於深圳及蘇州廠房的若干設備遷移至越南廠房。由於部分生產工序已遷往境外廠房，加上

安裝程序需時，整體設備使用率仍未達最佳水平。越南廠房因暴動而暫停營運，令使用率進一步下降。然而，由於越南業

務現正恢復至正常水平，本集團預期整體設備使用率將穩步上升。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設有45條

SMT生產線，年產量達669億塊晶片。

越南廠房經已落成，隨著當地管理團隊日漸成熟，該廠房產量自二零一零年初開始穩步上升。目前，越南廠房設有16條

SMT生產線，年產量達241億塊晶片。由於中國個人電腦主板生產總成本持續增加，本集團預期客戶將會提升越南廠房的

產能，並須從中國轉移更多機器以應付最終需求。此趨勢最終將有助本集團提高其整體設備使用率。

展望
眾多經濟學家認為，當前經濟仍正經歷數十多年以來最嚴重的衰退，距離完全復甦言之過早。因此，多個月來眾多行業的

產品需求起伏不定，電子製造服務業乃受影響行業其中之一。於衰退復甦週期，眾多營運欠缺效率、財務基礎薄弱且未達

規模經濟效益的公司相繼結業。本集團連同其他較具實力的電子製造服務公司均預期，儘管電子製造服務業短期萎縮，最

終定能於全球經濟復甦中保持溫和增長。

然而，中國國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一直為電子製造服務行業帶來潛在風險。中國現有三大主要問題須引起警惕：勞工短

缺、最低工資上漲以及外幣匯率升值。大多數中國電子製造服務營運商每年均面對勞工短缺的問題，尤其在中國農曆新年

假期前後。本集團預料該情況將會惡化，原因是中國政府繼續發展內陸本土經濟，西部地區將吸納更多本地勞工。本集團

期望境外生產可作為解決勞工短缺問題的措施之一。

深圳已宣佈將最低工資上調至每月人民幣1,808元，較二零一四年初水平大幅上升約13%，而中國眾多其他省份亦陸續作

出類似公佈。展望未來，本集團相信，勞工持續短缺，加上政府有意抑遏不斷上升的國內消費者物價指數，導致中國最低

工資繼續攀升，中國營商環境因而將更為嚴峻。

此外，中國外匯儲備累積上升，加上中國政府已採取新措施放寬人民幣與美元的緊密連繫，亦可能再次推動人民幣穩步升

值。政府自二零一三年年底以來促使人民幣短期貶值，惟人民幣匯率迅速反彈。薪金上漲，加上人民幣升值，最終勢必導

致中國未來數年的整體營運成本急劇飆升。

本集團預期，二零一四年全球個人電腦主板機增長預測下跌超過2%。鑒於新興市場人口數量龐大，提升當地滲透率有助

促進整體增長，故該等市場一度成為個人電腦市場的主要增長推動力。然而，考慮到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部分大型項目

結束、市場預期觸控功能等傳統特色、棄用Windows XP系統以及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不斷帶來壓力等問題，未來展望更為

暗淡。鑒於市場對於經濟前景抱持謹慎態度，意味著顧客將把設備採購視為首要重點，二零一四╱一五年財政年度對亞洲

個人電腦廠商而言仍具挑戰。與此同時，政治形勢變動將影響若干主要國家的商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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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近端硬碟機儲存產品有助該等儲存裝置保持增長，為多個個人及企業信息庫提供在線「雲儲存」服務。隨著為

支援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等智能移動設備所提供的服務持續發展，在線企業的近端儲存將促使硬碟機繼續增長。與此同

時，個人電腦市場更趨穩定，而外接儲存裝置及若干客戶電子應用程式均得到持續發展。

由於本集團現有業務已連續三年未能產生盈利，加上越南政治及社會環境不穩，董事會將考慮任何有助本集團於日後產生

溢利及提升股東價值之投資機會，包括但不限於業務性質及科技知識相似之項目。董事會亦將檢討本集團現有業務之未來

盈利能力，並可能考慮出售營運業績下滑的任何業務。

總括而言，本集團相信，正如業績所示，經濟衰退逐步走出谷底，但距離全面復甦仍然甚遠。越南暴動對本集團的越南業

務造成嚴重的短期影響，需時數月時間方可全面回復正常。展望未來，本集團預期電子製造服務業整體情況將隨著全球經

濟緩慢復甦而保持輕微增長。然而，中國勞工成本急增及貨幣穩步升值，將對電子製造服務業之日常整體運作構成更嚴重

之影響。鑒於市場趨勢，本集團將繼續在中國境外建設更多生產設施，並透過開發半自動設備改善生產效益，務求提升長

遠競爭力。

員工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本集團合共僱用3,296名員工，其中2,104人受僱於中國；1,163人受僱於越南；27人受僱於香港及2

人受僱於泰國（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員工總數：3,624人；中國：2,371人；越南：1,220人；香港：31人；

泰國：2人）。本集團推行包括薪酬待遇、花紅及購股權計劃之薪酬政策，旨在將個別員工之待遇與其工作表現掛鈎，藉以

激勵員工。此外，本集團亦提供保險、醫療津貼及退休金等福利，確保本集團提供之薪酬待遇具有競爭力。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集團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除守則條文第A.2.1條所述有關本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之偏離事宜外，董事會確認，本集團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前稱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前企業管治守則」））

之一切重大守則條文。鑒於現行公司架構，董事會現時認為，毋須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職務。儘管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

及職責由同一人獨力承擔，惟所有重大決策均在諮詢董事會並充分考慮獨立性及能夠保障少數股東權益之獨立意見後始行

作出，因此，董事會認為現已具備足夠獨立性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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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全

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全體董事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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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負責協助董事會獨立檢討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之成效。委員會現

任成員包括鍾維國先生（主席）、謝百泉先生及譚榮健先生，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獲劃撥充足資源，以履行其職責，定期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會面，並審閱有關報告。於本財政年度，審核委

員會曾舉行兩次會議，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於提交董事會批准前覆核中期業

績。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已成立薪酬委員會，大部分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年至少會面一次。現任主席為譚榮健先生，其他兩名成員為

鍾維國先生及孫明莉女士。除孫明莉女士外，所有薪酬委員會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按其職權範圍所載，薪酬委員會

之主要職責其中包括釐定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以及檢討本集團之薪酬政策。

提名委員會
董事會已成立提名委員會，大部分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年至少會面一次。現任主席為謝百泉先生，其他兩名成員為

鍾維國先生及林志豪先生。除林志豪先生外，所有提名委員會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之職責為檢討董事會

架構、人數及組成、物色具備合適資格可擔任董事會成員之人士、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就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

以及董事（尤其是主席及行政總裁）繼任計劃作出甄選或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全年業績報告
載有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本公司須予詳列之所有財務及其他有關資料之二零一三╱一四年年報，將在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fittec.com.hk上登載，並將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底前寄發予股東。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林志豪先生、孫明莉女士及 忠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百泉先生、鍾維國先生及譚榮健

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志豪

香港，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