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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財務摘要

— 本年度營業額為5.6億港元，較去年減少15.05%。

— 本年度純利為1,723萬港元，較去年增加72.05%。

— 本年度毛利率為30.98%。

— 本年度純利率為3.08%。

— 本年度每股盈利為1.92港仙。

財務業績

百福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前稱理文手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

業務發展評論

業績回顧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 5.60億港元，較去年下降 15.05%，年內

溢利約 1,723萬港元，較去年上升 72.05 %；及本年度純利為 1,587萬港元，較去年增加

58.47%。

其中，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餐飲投資管理業務板塊全年總營業額為 5.10億港元（已

投資之子公司及聯營公司全年營業額合計），較去年增長 25%，歸屬本集團營業額為 0.63億
港元（因和合谷於 2016年 11月開始納入本集團合並報表範圍，僅兩個月營業額計入本集團

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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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手袋業務板塊營業額4.96億港元（ 2015：6.59億港元），較去年

下降24.7%。

餐飲投資管理業務板塊

戰略規劃

過去幾年，消費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 2010年之後 ,我國最終消費支出佔GDP的
比重持續上升。 2016年最終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提高到超過 55% ,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

貢獻率超過 70%。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 2016年全國餐飲收入達到 3.58萬億元人民幣，同

比增長率超過 10%。餐飲行業因其巨大的體量和穩定的增長對於支撐中國整體經濟增長起

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同時，我們觀察到中國餐飲行業在需求和供給端均正在發生著巨大而深刻的變革。

在需求端，我們觀察到隨著中國城鎮化進一步深入帶來的生活方式改變驅動著居民外出就

餐頻率和滲透率的大幅提升；隨著八零九零一代消費者逐步進入主流消費人群帶來的消費

者結構改變驅動著消費升級得以快速展開。這些需求端的變化，預示著能夠提供便利、安

全、健康、時尚感的連鎖餐飲品牌將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脫穎而出。

在供給端，中國餐飲行業產業鏈各環節也在向專業化和規模化進行迅速嬗變。餐飲行業上

游的供應鏈環節正在逐步完善；餐飲連鎖經營環節湧現出在產品類型、經營模式、品牌營

銷方面發生革命性創新的新興品牌；餐飲銷售渠道環節同樣出現基於互聯網的專業線上銷

售平台。而由於歷史原因，中國連鎖餐飲品牌大多仍然處在小而散的階段。一些優秀的快

餐、休閒餐企業在尋求突破的過程中面臨資本、資源整合能力的巨大缺口。此時，擁有資

本運作能力，具備投資管理、資源整合能力的機構對行業進行持續投入將對中國連鎖餐飲

品牌的快速崛起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基於以上判斷，弘毅投資在近十年的消費品行業投資實踐基礎上，投資本公司。其核心目

的就是以其為平台，并通過認購本公司發行 15億港幣可換股債券作為先期投入，後續將通

過長期的持續投入，打造中國絕對領先、世界有影響力的多品牌連鎖餐飲投資管理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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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價值實現方法

本公司將通過投資加投資管理的雙輪驅動實現企業價值的持續增長。

在投資方面，本公司基於在餐飲行業建立的深厚人脉關係和項目儲備，圍繞餐飲品牌及餐

飲服務的上下游價值鏈進行系統性投資，建立本公司的餐飲行業「生態鏈」。同時，本公司

團隊借鑒弘毅投資在消費投資領域積累的多年實踐和系統性方法，建立餐飲行業基礎數據

庫，快速進行項目判斷，高效推動投資執行。目前，本公司通過前期投資實踐已經在餐飲

行業及餐飲投資界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和較大的影響力。

在投資管理方面，本公司將搭建一隻精簡專業的投資管理團隊，一方面通過組建百福企業

家俱樂部，定期開展專題研討、考察活動，充分利用被投企業的資源、創新性做法，組織

被投企業家之間的碰撞互動與資源共享；另一方面，圍繞餐飲企業價值創造過程，通過資

源整合建立強大的增值服務能力，在市場營銷、供應鏈管理、互聯網運營信息平臺、渠道

拓展、團隊建設等各個餐飲核心環節為被投企業提供增值服務。

從實現本公司控股價值增長的具體路徑上考量，本公司將通過控股型投資和參股型投資實

現外延式增長，通過已投資品牌加速開店及同店增長實現內涵式增長。

在外延式增長方面，圍繞優秀企業家及管理團隊，本公司將通過收購達到一定體量並實現

穩定盈利的連鎖餐飲品牌構建上市公司的控股品牌組合，為上市公司整體收入規模和利潤

水平提供支撐；通過參股高成長性的新興品牌，分享其盈利提升及估值水平提升帶來的收

益。參股品牌後續將可以進一步通過換股方式併入上市公司或運作獨立上市，增大上市公

司的收入和利潤體量，形成更大的利益共同體。在連鎖餐飲品牌的模式選擇方面，百福控

股將聚焦于易標準化，可快速複製的快餐、類快餐、體現新興生活方式的連鎖餐飲品牌企

業，同時尋找餐飲產業鏈延伸的相關投資機會。

在內涵式增長方面，通過本公司對于所投資企業在市場營銷、供應鏈管理、互聯網運營信

息平臺、渠道拓展、團隊建設等各個核心環節的協同體系搭建，促進被投企業得以保持較

高的開店速度，提高開店成功率；並通過運營體系提升及互聯網工具使用效率提升，推動

被投企業得以實現較高的同店銷售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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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進展

管理平臺搭建

基於以上戰略，弘毅投資通過捷亨有限公司於 2016年 8月完成對「理文手袋」的股份收購，
並於2016年12月完成對更名為「百福控股」。

百福控股在 2016年 8月至 12月間，以緊鑼密鼓的頻率高效完成了上市公司平臺搭建、控股

項目收購、新興餐飲品牌佈局等一系列工作，控股北京領先的米飯快餐「和合谷」，並參股

新銳品牌「遇見小麵」，以及北京領先的中式快餐品牌「西少爺」。百福控股餐飲行業的投資

管理平臺已基本成形，未來幾年所投企業將進入快速增長階段。

和合谷投資

2016年 8月至 2017年 3月，百福控股通過旗下全資子公司喜年控股有限公司完成對和合谷的

控股權收購。

門店網絡：和合谷主要在中國以「和合谷」品牌從事中式快餐連鎖業務。在創始人趙申為領

導的團隊帶領下，經過多年努力，已成為北京領先的中式快餐連鎖品牌，在北京、天津及

河北省直營 90余家門店、 14家加盟店，（ 2015年 :直營店 81家，加盟店 16家）,已建立良好的

快餐運營理念，具備良好的發展潛力。於 2017年，和合谷在百福控股的支持下將大幅提升

開店速度，繼續鞏固在現有市場的領導地位并加強業務滲透，在北京、華北繼續深耕密

植。

銷售增長：和合谷不斷提升營運服務標準及效率；同時配合品牌營銷，整合線上線下營銷

渠道，包括微信、支付寶、其他支付途徑，攜手領先的線上外賣網站，推出豐富多彩的銷

售活動。此外，和合谷通過不斷優化菜單、推出新品、調整菜品結構、梳理定價策略、改

善用餐環境，提升顧客綜合體驗。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在市場依舊疲軟情況下，
和合谷的營業額為 3.42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增長約 6%，翻座率達到 7，顧客人均消費額 33
元人民幣。

同店增長：和合谷 2016年可比同店銷售增長率為 3.3%，保持了較高的同店增長水平。於

2017年，和合谷將在品牌形象的再次升級優化，同時在加強早餐時段優勢的基礎上，提高

午、晚餐高峰時段營業時間的效率，藉此提升經營業績。通過客戶關係管理平台的建立，
推進精準營銷，進一步強化顧客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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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和合谷對於原材料採購秉持嚴格的質量標準，并配有中央廚房進行統一的加工生

產。於 2017年，和合谷將在天津寶坻建設新的中央廚房，進一步提高加工生產效率，保障

食品安全。

附表為和合谷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損益表。和合谷 2016年 1月至 10月期內溢利未經

審計，11月至12月期內溢利已包含在合併報表中且經普華永道北京所審計。

和合谷損益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6 / 01–
2016 / 10

2016 / 11–
2016 / 12 2016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39,406 63,377 402,262
存貨成本 (150,403) (21,206) (171,227)
人工及租賃費用 (116,789) (23,276) (139,917)
銷售及分銷費用 (35,474) (8,888) (44,357)
行政費用 (26,402) (5,286) (31,656)
其他收入 2,234 910 3,151

經營溢利 12,572 5,631 18,256
財務費用 (596) (36) (630)

除稅前溢利 11,976 5,595 17,626
所得稅支出 (3,612) (1,895) (5,528)

年內╱期內溢利 8,364 3,700 12,098

* 2016年1月至10月期內溢利及11月至12月期內溢利累計金額與年內溢利總額差異為匯率折算差異。

遇見小麵

於 2016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完成對廣州遇見小麵的投資。小麵旗下擁有遇見小麵品牌，其

為 2014於廣州創立的以重慶小麵為主打的新銳連鎖品牌。該品牌創始人團隊為香港科技大

學同窗，並在中式快餐行業連續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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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遇見小麵年銷售額為 2,690萬元人民幣，（ 較去年增長約

274%），在廣州經營 10家門店。遇見小麵 2016年翻座率達到 7，顧客人均消費額 30元人民

幣。

西少爺

於 2016年 11月 30日，本公司完成對西少爺增資及轉讓。西少爺為於二零一四年於北京創立

的經營以肉夾饃為核心產品的中式快餐連鎖品牌。該品牌創始團隊分別來自全球著名的互

聯網公司百度、騰訊，擅長互聯網營銷。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西少爺年銷售額為6,470萬元人民幣，（較去年增長約190%），
在北京經營 15家門店。西少爺 2016年實現 28%的同店增長，顧客人均消費額 33元人民幣。

西少爺2016年平均每平米銷售額超過4000元人民幣，大幅高於同類型品牌。

好色派沙拉

於 2017年 3月 4日，百福控股投資好色派沙拉。好色派沙拉是中國餐飲行業沙拉品類中迅速

崛起的新銳品牌，在兩年時間內從零起步成為華南地區沙拉代表品牌之一。創始人畢業於

中山大學，團隊主要成員均為連續創業者，來自寶潔、岡本等領先消費品公司。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好色派沙拉年銷售額為 2,260萬元人民幣，（較去年增長約

296%），在深圳及廣州經營 4家門店。好色派沙拉 2016年實現 19%的同店增長，顧客人均消

費額 85元人民幣。其銷售收入中外賣比例超過 50%，較高的消費者忠誠度為其門店模式和

位置選擇提供更多靈活性。

2016年本公司邁出了走向未來跨越式成長的第一步。我們堅信通過管理層勵精圖治的不懈

努力和所有股東的鼎力支持，本公司將在不遠的將來成長為香港資本市場獨樹一幟的多品

牌連鎖餐飲投資管理集團。

手袋業務板塊

手袋業務板塊營業額 4.96億港元（ 2015： 6.59億港元），較去年下降 24.7%。收入大幅下降主

要是由於來自菲律賓和越南等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製造商出口的產品具有更有競爭力的價

格，對銷售訂單價格造成了一定的壓力。為增強在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本公司已於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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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緬甸開始籌建的新廠，已基本達到投產狀態。新工廠的運營將可減省手袋業務板塊整

體平均生產成本，從而增強接單能力。

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比較

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6 2015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559,632 658,797
銷售成本 (386,250) (465,284)

毛利 173,382 193,513

其他收入 8,176 4,000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41,655 (565)
分銷及銷售成本 (60,195) (58,015)
行政費用 (132,424) (121,68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24) —

財務費用 (6,565) (1,724)

除稅前溢利 23,805 15,523
所得稅支出 5 (6,578) (5,510)

年內溢利 6 17,227 10,013

年內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5,868 10,013
非控股權益 1,359 —

17,227 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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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5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
重新衡量之界定利益資產 403 280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8,758) (1,976)

年內其他全面支出 (8,355) (1,696)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8,872 8,317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8,784 8,317
非控股權益 88 —

8,872 8,317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8 1.9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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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12月31日

2016 2015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1,582 61,863
預付租賃款項 52,943 33,856
投資物業 36,414 29,81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5,800 —

商譽 51,699 —

無形資產 101,357 —

衍生金融工具 7,020 —

已處置子公司之其他應收款 17,854 —

其他資產 395 395
遞延稅項資產 17,123 2,921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訂金 7,674 2,354
租賃費及水電費之已付訂金 11,710 —

界定利益資產 5,138 4,697
預付股權投資款 6,304 —

523,013 135,902

流動資產

存貨 9 70,428 73,508
預付租賃款項 1,329 864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10 90,639 99,20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324 —

可收回稅項 1,226 907
其他金融資產 17,045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3,028 308,576

304,019 48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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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5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11 174,576 69,954
應付關聯方款項 1,083 1,371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51 152
衍生金融工具 — 1,284
應付稅項 9,487 2,053

185,297 74,814

流動資產淨值 118,722 408,24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41,735 544,145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4,773 —

政府補助 1,783 —

遞延關聯方貸款 260,000 260,000

286,556 260,000

資產淨值 355,179 284,14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2,500 82,500
儲備 217,449 201,64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99,949 284,145
非控股權益 55,230 —

355,179 284,145

– 10 –



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第22章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上巿有限公司，且其股份於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其母公司為捷亨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而其最終控股

公司為Exponential Fortune Group Limited（「Exponential Fortune」，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

Exponential Fortune的最終控股股東為趙令歡，彼亦為本公司主席。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的地址於年報「公司資料」一節披露。

本公司將其名稱由「Lee & Man Handbags Holding Limited」更改為「Best Food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並

採納中文名稱「百福控股有限公司」為第二名稱，以取代「理文手袋集團有限公司」，僅作識別用途。更改

名稱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並自2016年12月6日起生效。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手袋業務及餐飲投資管理。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由於本公司於香港上市，故其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

2.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的會計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主動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釐清折舊與攤銷的可接受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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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修訂本）

投資主體：豁免應用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2年度至2014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

改進

2012—2014年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包括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多項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釐清用以折現退休福利責任的利率應經參照優質公司債券於報告期末的市

場收回率而釐定。對優質公司債券市場深度的評估應按貨幣水平（即將支付利益的同一貨幣）作出。就有

關優質債券並無深入市場的貨幣而言，以該貨幣計值的政府債券於報告期末的市場收益率應獲使用。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所確認的金額造成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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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同收入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股份支付交易的分類和計量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時—併應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3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主動性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4–2016年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5

1 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1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2017年1月1日或2018年1月1日（按適用者）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引入就金融資產、金融負債、一般對沖會計法及金融資產減值要求之分類及計

量的新規定。

與本集團有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主要規定載列如下：

. 關於金融資產減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規定按一項預期信用損失模式，而非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39號按一項已發生的信用損失模式。該預期信用損失模式規定一個實體須就其預期信用損失及

該等預期信用損失之變動在每個報告日期入賬，以反映自初始確認時信貸風險之變動。換句話說，

現已不再需要對之前發生的信用事件確認信用損失。

根據本集團於 2016年 12月 31日之金融工具及風險管理政策，將來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可能對本

集團的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產生重大影響。預期信用損失模式可能導致本集團以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

資產尚未發生之信用損失提早撥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同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已頒佈並建立了一個單一的綜合模型，以確認來自客戶合同的收入。當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5號生效時，將取代現時沿用的收入確認指引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香港會計

準則第11號「建築合同」及相關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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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核心原則乃一個實體應確認收入以體現向客戶轉讓承諾貨品或服務的數額，

並反映實體預期交換該等貨品或服務而應得的對價。具體來說，該準則引入了五步法來確認收入：

. 第1步：確定與一個客戶的合同

. 第2步：確定合同內的履約義務

. 第3步：釐定交易價格

. 第4步：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合同內的履約義務

. 第5步：當實體符合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當一個實體符合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即當貨品或服務按特定的履約義

務轉移並由客戶「控制」時。更為規範的指引己加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內以茲處理特別的情況。此

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亦要求較廣泛的披露。

於2016年，香港會計師公會就識別履約責任、主事人與代理之考慮因素及牌照申請指引發出有關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澄清。

本公司董事預計，日後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可能會導致更多披露，惟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將不會對相關報告期間確認收益的金額及時間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為識別出租人及承租人的租賃安排及會計處理引入一個綜合模式。當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生效時，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的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所識別資產是否由客戶控制來區分租賃及服務合約。除短期租賃及低值資

產租賃外，經營及融資租賃的差異自承租人會計處理中移除，並由承租人須就所有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

及相應負債的模式替代。

使用權資產初步按成本計量，隨後以成本（惟若干例外情況除外）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計量，並就租賃

負債的任何重新計量而作出調整。租賃負債初步按租賃款項（非當日支付）之現值計量。隨後，租賃負債

會就（其中包括）利息及租賃款項以及租賃修訂的影響作出調整。就現金流量分類而言，本集團目前將預

付租賃款項呈列為與自用租賃土地及分類為投資物業的租賃土地有關的投資現金流量，其他經營租賃款

項則呈列為經營現金流量。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有關租賃負債的租賃款項將分配至本金及利

息部分，並分別以融資經營現金流量呈列。

與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相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大致保留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內出租人的會計要

求，並繼續規定出租人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亦要求較廣泛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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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6年 12月 31日，誠如附註 34所披露，本集團有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承擔為數 220,332,000港元。初步

評估顯示該等安排將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租賃的定義，因此本集團將會就所有該等租賃確

認使用權資產及對應負債，除非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時該等租賃符合低值或短期租賃。此

外，應用新規定可能導致上文所述的計量、呈列及披露變動。然而，在董事完成詳細檢討後，才可能對

財務影響作出合理估計。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主動披露

修訂本規定實體披露能讓綜合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融資活動產生的負債的變動，包括現金流量引致之變

動及非現金變動。尤其是，修訂本規定披露以下來自融資活動的負債變動； (i)來自融資現金流量的變

動； (ii)來自取得或失去附屬公司或其他業務的控制權的變動； (iii)外幣匯率變動的影響； (iv)公允值變

動；及 (v)其他變動。

修訂本於201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前瞻性應用，並許可提早應用。應用修訂本將導致有關本

集團融資活動的額外披露，尤其是融資活動產生的負債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的期初與期末結餘的對賬，將

於應用修訂本時披露。

董事認為，除了對來自取得或失去附屬公司或其他業務的控制權的變動作出披露外，應用該等修訂將不

會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本集團之財務表現或財務狀況造成任何影響。

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以下為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經營分部對本集團按經營分部的收入及業績的分析，向本公司執行

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作為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呈報之資料，集中於所交

付或提供貨物或服務之類別。

截至2016年12月 31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收購中式速食連鎖形成餐飲投資管理的新業務。截至 2016年12月

31日止年度，就主要經營決策者的分部報告而言，餐飲投資管理業務形成新經營分部。本集團於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項下之經營及報告分部載列如下：

(i) 製造及銷售手袋；及

(ii) 餐飲投資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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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和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報告分部之收入和業績分析：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製造和銷售手袋

餐飲投資

管理業務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外部 496,255 63,377 559,632

分部（虧損）溢利 (6,405) 5,229 (1,176)

公允價值變動：
—投資性房地產 6,404
—衍生金融工具 (4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24)

處置子公司收益 33,389

未分配收入 2,142

未分配支出 (10,125)

財務費用 (6,565)

除稅前溢利 23,805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製造和銷售手袋

餐飲投資

管理業務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外部 658,797 — 658,797

分部溢利 19,497 — 19,497

公允價值變動：
— 投資物業 538
— 衍生金融工具 (1,284)

未分配支出 (1,504)

財務費用 (1,724)

除稅前溢利 1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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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盈利指各分部所賺取的盈利╱虧損，而並無分配投資物業╱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值變動、應佔聯營公

司虧損、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未分配收入、未分現開支及財務成本。此乃向主要經營決策者作為資源

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呈報之計量方法。

分部資產和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報告分部之資產和負債分析：

於2016年12月31日

製造和銷售手袋

餐飲投資

管理業務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302,016 299,966 601,982

未分配資產 225,050

合併總資產 827,032

分部負債 51,420 127,237 178,657

未分配負債 293,196

合併總負債 471,853

於2015年12月31日

製造及銷售手袋

餐飲投資

管理業務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350,447 — 350,447

未分配資產 268,512

合併總資產 618,959

分部負債 72,003 — 72,003

未分配負債 262,811

合併總負債 334,814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之間的資源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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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投資物業、於聯營公司之權益、衍生金融工具、其他財務資產、應收前附屬公司其他應收款項及

投資控股公司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已分配至報告及經營分部；及

. 除衍生金融工具及投資控股公司的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已分配至報告及經營分部。

其他分部資訊

製造和銷售手袋

餐飲投資

管理業務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2016

計量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包括以下金額：

非流動資產增加（附註） 66,129 4,086 70,2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260 3,140 19,4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2,527 (4) 2,523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1,347 — 1,347

製造及銷售手袋

餐飲投資

管理業務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2015

計量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包括以下金額：

非流動資產增加（附註） 29,295 — 29,29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322 — 14,32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65) — (65)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622 — 622

附註： 金額包括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租賃款項及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訂金。

概無其他金額乃定期提供予主要經營決策者而並無包括在計量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的金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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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訊

本集團除衍生金融工具、界定利益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外之非流動資產資料按地區呈列如下：

非流動資產

2016 2015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377,909 77,871

泰國 36,414 29,816

緬甸 79,409 20,597

493,732 128,284

年內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按地區劃分詳情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2016 2015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182,689 279,651

中國 92,588 37,187

其他亞洲國家 64,798 92,983

義大利 55,681 59,397

香港 42,660 30,835

加拿大 41,739 43,589

荷蘭 28,156 53,311

其他歐洲國家 24,656 35,330

英國 9,647 13,491

德國 9,176 12,982

南美國家 6,333 41

中東和非洲 1,509 —

559,632 658,797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2016 2015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淨額 4,425 116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損失 (40) (1,28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損失）收益 (2,523) 65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重估收益 6,404 538

處置子公司收益 33,389 —

41,655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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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支出

2016 2015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本年度稅項：

香港所得稅 4,638 4,596

中國企業所得稅 3,057 1,753

7,695 6,34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香港所得稅 461 (38)

中國企業所得稅 (2)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576) (801)

6,578 5,510

香港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該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稅率計算。

中國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由2008年1月1日起為25%。

緬甸

緬甸附屬公司自註冊成立年度（即2015年）以來有權享有五年緬甸企業所得稅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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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內溢利

2016 2015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已扣除 (計入 )：
董事薪酬 2,133 3,204
其他職員成本，不包括董事 215,395 237,92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2,140 1,574

員工成本總額 219,668 242,705
存貨資本化 (2,632) (3,474)

217,036 239,231

已確認為支出的存貨成本

（包括存貨減值撥備沖銷：無）
（ 2015：3,524,000港元）） 362,974 465,28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9,400 14,322
存貨資本化 (125) (179)

19,275 14,143

核數師酬金
— 審計服務 2,492 1,000
— 非審計服務 616 75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347 622
無形資產攤銷 169 —

已處置子公司之其他應收款之估算利息收入 (141) —

銀行利息收入 (148) (79)

7. 股息

2016 2015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已確認分派之股息 :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 — 8,250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2015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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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內溢利15,868,000港元（ 2015 : 10,013,000港元）及825,000,000股（ 2015 : 825,000,000股）作
計算。

由於該兩個年度概無已發行攤薄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存貨

2016 2015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41,514 29,337

在製品 13,285 31,554

製成品 15,629 12,617

70,428 73,508

10.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6 2015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30天 30,255 57,150

31至60天 18,866 13,585

61至90天 3,119 8,942

90天以上 6,189 123

58,429 79,800

預付款及訂金 19,909 12,628

其他應收款 12,301 6,774

90,639 9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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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主要包括貿易購貨及持續開支成本之未付金額。貿易購貨之平均賒賬期為 7至 60

天。

2016 2015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及票據之賬齡如下：

不超過30天 37,054 23,946

31至60天 2,776 6,840

61至90天 612 4,145

90天以上 1,001 1,382

41,443 36,313

其他應付款 56,997 4,842

應付薪金 34,015 17,587

應付花紅 1,999 4,481

其他預提費用 13,192 6,731

應付子公司投資款 26,930 —

174,576 69,954

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就股東週年大會而言

本公司謹訂於2017年5月26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股

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 2017年 5月 23日至 2017年 5月 26日（包括首尾

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確保符合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 2017年 5月 22日下午 4時
正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辦理登記手續。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 2016年 12月 31日，本集團的股東權益總額為 3.00億港元（ 31.12.2015： 2.84億港元）。於

2016年 12月 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達 3.04億港元（ 31.12.2015： 4.83億港元），而流動負債

則為1.85億港元（ 31.12.2015：0.75億港元）。於2016年12月31日的流動比率為1.64，而於2015
年12月31日則為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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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以及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提供的信貸備用額作為業務的營

運資金。於 2016年 12月 31日及 2015年 12月 31日，本集團沒有未償還銀行借款。於 2016年 12
月 31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約 1.23億港元（ 31.12.2015： 3.09億港元）。本集團的淨現金對

權益比率（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銀行借款總額除以股東權益）於 2016年 12月 31日為 – 0.39
（ 31.12.2015：0.17）。

本集團具備充裕的現金及可供動用的銀行備用額，以應付集團的資本承擔及營運資金需

要。

資本承擔

於 2016年 12月 31日，本集團已訂約而未計入綜合財務報表內的資本性支出，用作物業、廠

房及設備改良之數額為879萬港元。

人力資源

於 2016年 12月 31日，本集團員工約 4,000名（其中餐飲投資管理業務板塊 1,500名，手袋業務

板塊 2,500名）。本集團與員工關係一向良好，並為員工提供足夠培訓、優厚福利及獎勵計

劃。員工酬金乃按彼等之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當時之市場狀況而釐定，除基本薪金外並

按員工表現發放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

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除下文所載述及闡釋者外，本公司於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趙令歡先生擔任公司執行主席及行政總裁。趙令歡先生在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協助下監督管

理本集團之業務。其他一般由行政總裁處理之職務則由本集團高級管理層負責。守則之條

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需要清楚劃分，且不可由同一人擔任，而本集團之管理架構

與此有所偏離。董事會已仔細考慮有關事宜，並決定不採納有關條文。董事會相信現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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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架構在過往一直有效地推動本集團及其業務之營運及發展，並已建立符合完善企業管治

常規所需之審查及制衡機制。因此，董事會並不認為本集團應改變現有管理架構。然而，
董事會將不時檢討管理架構，以確保其持續達致有關目標。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業績，與

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進行討論。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擬於 2017年 5月 26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稍後在公司網頁

刊登及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百福控股有限公司

（前稱理文手袋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令歡

香港，2017年3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為趙令歡先生、王小龍先生及王遠征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梁貴基先生、邢家維先生及曾憲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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