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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全年 上半年 下半年

2017 2016 2017 2016 2017 2016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營業額 7,746,152 7,791,244 3,602,117 3,754,671 4,144,035 4,036,573

銷售成本 (4,517,334) (4,418,416) (2,097,055) (2,119,909) (2,420,279) (2,298,507)

毛利 3,228,818 3,372,828 1,505,062 1,634,762 1,723,756 1,738,066

其他收入 107,757 117,379 55,873 58,832 51,884 58,547

銷售及分銷成本 (2,622,818) (2,690,878) (1,275,991) (1,328,414) (1,346,827) (1,362,464)

行政費用 (317,224) (341,694) (161,912) (176,808) (155,312) (164,886)

其他（虧損）╱利潤－淨額 (1,240) 3,440 (28) (823) (1,212) 4,263

經營溢利 395,293 461,075 123,004 187,549 272,289 273,526

財務收入 10,105 9,380 5,268 5,775 4,837 3,605

除所得稅前溢利 405,398 470,455 128,272 193,324 277,126 277,131

所得稅開支 (78,693) (86,985) (32,288) (40,304) (46,405) (46,681)

年內溢利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 326,705 383,470 95,984 153,020 230,721 230,450

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

集團營業額 香港及澳門市場零售銷售額 集團年內溢利

77億4,620萬港元 61億8,540萬港元 3億2,670萬港元

– 1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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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財政年度內，集團營業額由去年的77億9,120萬港元輕微下跌0.6%至77億4,620萬港元。集團於香港及澳門市場
零售銷售額為61億8,540萬港元，與去年61億8,490萬港元大致相若。集團零售網絡數目由291間減少至288間，「莎
莎」店舖淨減少一間及單一品牌專門店╱專櫃淨減少兩個。

集團年內溢利為3億2,670萬港元，較上一財政年度的3億8,350萬港元減少14.8%。每股基本盈利為11.2港仙，去年則
為13.4港仙。建議末期股息每股8.0港仙（2016年：14.5港仙（末期股息︰9.0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5.5港仙）），全年
股息合共每股17.0港仙（2016年：23.5港仙），以現金方式支付並提供以股代息選擇。

本公司自2015年6月起被納入「恒生高股息率指數」。本公司亦為「恒生綜合中型股指數」成份股，並且自2011年起連
續六年獲選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基準指數系列」成份股。本公司同時為滬港通及深港通的合資格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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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市場概覽

2016年本地生產總值╱零售銷售額╱化粧品零售銷售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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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中國內地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台灣地區

附註：

1) 馬來西亞政府沒有提供有關化粧品行業零售的統計數據。
2) 以上所有資料來自於相關政府部門。
3) 不同的政府統計處對化粧品行業零售的釋義和統計方法各有差異。

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零售銷售增長 化粧品零售銷售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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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零售業銷售表現及內地訪港旅客人次按年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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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016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017

2月 3月

    零售業總銷貨價值

    藥物及化粧品銷貨價值

    內地訪港旅客人次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及香港旅遊發展局

零售及批發業務

16/17財政年度按市場劃分的營業額

香港及澳門

80.9%

中國內地

3.6%

馬來西亞

4.3%

新加坡

2.6%

台灣地區

2.5%

電子商貿

6.1%

按市場劃分的店舖網絡

銷售多品牌的
「莎莎」店舖

於
2016年

3月31日 開店 關店

於
2017年

3月31日

香港及澳門 111 13 9 115*

中國內地 57 6 7 56

新加坡 23 0 3 20

馬來西亞 65 8 3 70

台灣地區 31 4 10 25

總數 287 31 32 286

附註：
於2017年3月31日，集團在港澳市場及馬來西亞各有一個單一品牌
專門店╱專櫃，合共288間零售店舖。

* 包括六間莎莎精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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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澳門

營業額（零售及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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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財政年度，港澳市場的營業額為62億6,650萬港元，與去年62億6,890萬港元大致相若，而同店銷售額則下跌
1.8%。交易宗數回升2.9%，整體每宗交易平均銷售金額減少2.8%。

就以上數字作分析，中國內地訪港旅客及本地顧客的交易宗數分別上升5.5%及0.2%；而中國內地訪港旅客及本地顧
客的每宗交易平均銷售金額則分別下跌4.4%及2.1%。

16/17財政年度按季零售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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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

季度零售銷售 佔16/17財政年度總零售銷售百分比

第二季 第四季第三季

附註：以上數據撇除來自「客戶忠誠度計劃」之遞延收入調整的影響

14/15財政年度 14/15財政年度15/16財政年度 15/16財政年度16/17財政年度 16/17財政年度

港元（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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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銷售價值 按交易宗數

中國顧客

69.3%

中國顧客

49.6%

本地顧客

28.0%

本地顧客

46.7%
其他

2.7%

其他

3.7%

零售跌幅自第一季度起持續緩和及收窄，並在第三及第四季度錄得銷售增長。同店銷售在第四季度亦錄得增長，主
要是受內地顧客人流上升，促使其交易宗數增加8.0%所致。

整體銷售下跌，是由於內地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下跌、人民幣貶值及顧客喜好轉變，以及本地居民外遊人次增加所
致。此外，線上線下競爭日趨激烈，顧客對購物過程期望的不斷演變，亦影響銷售。

集團積極採取多項應對策略，令銷售跌幅得以緩和。集團透過增加低價格潮流亞洲產品及加快產品採購程序，以滿
足顧客喜好的轉變；同時通過靈活而有效的採購程序，縮短推出新品所需的時間；而優化產品組合及陳列則有助體
現產品之潛力。

上述措施已對銷售帶來正面影響。新產品及潮流亞洲產品在整體產品組合的佔比增加，有助帶動店舖人流及交易宗
數，從而改善銷售表現以及使莎莎重奪市場份額。這些正面因素同時帶動內地旅客銷售額於本年內增長0.9%。

內地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下跌的情況自2016/17財政年度第四季起開始穩定。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數據，自2016年12月
起，內地過夜旅客的增長率高於即日往返旅客。而由2017年1月至3月，內地訪港旅客人數按年上升3.8%，當中即日
往返旅客及過夜旅客分別上升2.2%及6.4%，反映中央政府的「一周一行」政策，對即日往返旅客的影響或已充分反
映。然而，港元強勢令本地人外遊意欲提高，影響其在本地的消費。本地顧客銷售額年內下跌了2.0%。

顧客組合（16/17財政年度零售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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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每宗交易平均銷售金額持續下跌，抵銷了交易宗數增加的正面影響。每宗交易平均銷售金額下跌，主要是由
於顧客喜好迅速改變，比以往更著重生活方式所致。相對於物質上的消費，愈來愈多消費者寧願花費在體驗生活
上，其購買力因而下降，並尋求低價潮流產品。此外，人民幣貶值亦令內地顧客的消費放緩。同時，由於缺乏人力
資源推銷高價產品、獨家品牌及作附加推銷，影響了高價及高毛利率產品的銷售。

毛利率由43.2%下跌至41.5%。由於顧客偏好快速變化，獨家品牌產品的佔比由41.9%下降至38.5%。此外，集團於市
場放緩的環境下持續推行促銷活動以帶動銷售，亦導致毛利率減少。年內，集團已採取相關應對行動，促使毛利率
跌幅逐步收窄。集團正在豐富其專有品牌產品組合，並推出較低價的新自家品牌，以提升顧客購買意欲，從而推動
銷售及利潤，同時加快新產品上市的速度，以及加強高毛利率獨家品牌和新產品的推廣。

另一方面，集團亦透過嚴格的成本控制，以減輕利潤壓力。年內整體開支包括店舖支出及行政管理費用均全面下
跌，抵銷了部分由毛利率下跌引致的負面影響。

租金成本亦已受到控制。集團於年內調整店舖網絡，重置部分店舖，在這過渡期間，集團需於鄰近更優越位置開店
後支付重疊租金。如集團沒有利用租務市場轉弱的機遇改善店舖位置，租金成本控制的成效將更為明顯。

鑒於租金調整週期仍然持續，市場租金可望逐步下調，但集團在租金成本控制的表現需於2017/18財政年度始能有更
顯著的成果。

中國內地
年內集團於中國內地業務的整體營業額按當地貨幣計算下跌3.9%至2億7,650萬港元，而同店銷售按當地貨幣計算則
下跌3.4%。年內虧損為1,510萬港元。

較弱的營業額主要是由於新自家品牌產品因進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衛檢程序而導致延遲上市。待未來數月
衛檢完成，加上店內O2O的推廣輔助，集團產品組合的競爭力將會提升。年內新倉庫的調整亦令營運成本上升，然
而透過不同的優化措施，倉庫營運成本已開始下調。

面積較小的精品店繼續提升整體盈利能力，令整體營運虧損收窄。不過，薩德事件持續對中國內地市場及消費者造
成嚴重衝擊，為集團韓國產品銷售帶來負面影響。集團已調整內地市場的產品組合及市場推廣重心，包括推銷非韓
國產品，例如台灣和日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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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在本財政年度，集團於新加坡市場的營業額為2億70萬港元，按當地貨幣計算較去年同期減少9.7%，而同店銷售按當
地貨幣計算則下跌7.6%。

新加坡物業市場的總零售空間在過去兩年持續增加，分薄了集團現有店舖的人流，令營業額下跌。

銷售減少同時導致去槓桿化，加上獨家品牌銷售下跌，令利潤下降。此外，由於管理人員流失率高，難以建立知識
庫，在困難的市場環境中減低了管理效率，新加坡的表現因而進一步受到影響。

集團在上半年度重組管理團隊，從表現較佳的馬來西亞管理團隊調配資源協助新加坡營運，藉以控制成本及改善管
理效益，因此下半年的銷售跌幅較上半年有所收窄。

集團在年內亦重整了店舖組合，同店銷售表現在下半年度明顯改善。

另外，集團調整產品組合以緊貼最新市場動向，並因此加強了數碼推廣。然而，產品組合的改變同時令毛利率下
跌，使店舖對集團的貢獻減少。

馬來西亞
集團於馬來西亞市場的營業額為3億3,210萬港元，按當地貨幣計算較去年增加12.4%。同店銷售按當地貨幣計算上升
6.2%。

集團於馬來西亞有良好的業務基礎。在強大的零售網絡及有效市場推廣活動的帶動下，集團在當地的銷售表現優於
其競爭對手及整體零售市場。

然而，由於上一財政年度的基數較大、當地經濟和消費力疲弱，加上部分管理資源調配至新加坡市場，下半年的銷
售表現雖然仍較整體市場優勝，但比上半年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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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
年內，集團在台灣地區業務的營業額減少至1億9,510萬港元，按當地貨幣計算下跌24.4%，同店銷售按當地貨幣計算
則下跌16.8%。

當地消費氣氛疲弱，以及內地訪台旅客持續減少，均對銷售表現造成影響。另外，集團早前重組管理團隊，拖累上
半年度銷售表現。目前新任管理團隊已改善庫存管理，銷售跌幅因此收窄。

為改善台灣地區的表現，集團將繼續透過強化管理團隊及整合店舖網絡，提升已有盈利店舖的盈利能力，同時關閉
低生產力的店舖。

電子商貿
集團電子商貿業務的營業額為4億7,520萬港元，較上一財政年度上升9.5%。

集團於2016年4月更換新的物流供應商，導致上半年度的銷售下跌。由於新供應商的營運成本高但效能低，配送時間
冗長，並影響銷售，因此集團重新委聘原來的供應商。

在搬倉期間，由顧客取消訂單引致的大量貨存運送，加上集團對受貨運問題影響的顧客作出賠償，以及同時營運兩
個倉庫，均帶來額外成本及重大損失。

集團透過進取的推銷活動，加上換回原來的物流供應商後配送情況改善，令下半年度的銷售提升，但這些促銷活動
同時減低了下半年度的毛利率，而自貿區的新倉庫亦因初期營運效率較低，令成本增加。

集團正重組操作流程以支援多平台及多倉庫的運作，同時實施自動化工序以提高效率及降低成本，從而提升顧客購
物體驗。集團亦為安裝新的數碼後台系統及基礎設施展開研究，以支援可持續的增長。為減少虧損，集團已於下半
年度結束前採取應對措施，包括調升過低的產品價格，提高免運費服務的門檻，以及減低運輸成本及時間。

品牌管理
年內，集團的專有品牌及獨家代理產品（統稱獨家品牌）的銷售佔比由41.0%減少至38.0%。

為了在放緩的市場中加強產品競爭力以吸引人流，集團策略性地擴濶產品種類，增加能夠快速推出市場的平行進口
產品。由於顧客偏好中低價產品，令高價格獨家品牌產品表現未如理想。

產品發展部受資源所限，影響其於急速轉變的市場中作出及時應對的能力，因此新產品推出市場的時間仍落後於市
場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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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策略
作為集團銷售收入及盈利主要來源的港澳地區市場正逐步穩定下來，雖然仍有不明朗的因素，但有重拾增長的跡
象。然而，必須注意此增長乃基於去年同期基數微弱，因此需待更顯著和持續的改善，才可以確定市場轉趨樂觀。

集團2017/18財政年度截至目前為止季度（即截至2017年6月11日止期間）於香港及澳門市場的銷售按年上升3.6%
（2016/17財政年度第一季：-5.3%），而同店銷售則按年下跌1.4%（2016/17財政年度第一季：-4.9%）。在亞洲區經濟
及政治不穩因素持續的環境下，集團將保持一貫的審慎態度看待業務前景。

在市場逐步穩定下來的同時，集團正從多方面著手改善毛利率，包括加快新自家品牌產品推出市場的速度及加強自
家品牌的銷售推廣。另外亦會從店舖層面檢討營運，冀提升毛利率表現滯後的店舖至平均水平。

除港澳地區核心市場以外，集團將致力改善其他市場的整體盈利，並以中國內地作為策略重心。集團將繼續優化中
國內地的店舖網絡和生產力，同時擴展O2O業務的能力以提供更深入的服務，冀能達致收支平衡的目標。在台灣地
區和新加坡兩個營運虧損的市場，集團會透過縮小營運規模和控制成本，實現更容易及靈活的管理，並減少對集團
的依賴。而在有盈利的馬來西亞市場，則會鞏固和擴大業務基礎，推動其為集團作出更大貢獻。

數碼媒體和電子商貿興起，從根本上改變了消費者的行為。加上線上競爭日趨激烈，令營商環境變得複雜。為應對
市場變化及其帶來的挑戰和機遇，集團正逐步調整其業務模式，以提升長遠的競爭力。當中包括投資於數碼媒體推
廣、探索線上線下的業務整合、加強與客戶的互動溝通，以及提升整體的購物體驗。這些業務轉型措施雖然難以在
短時間內全部推行，但集團將會隨著業務和市場的發展，於未來逐一付諸實行。

香港及澳門
市場普遍認為香港零售市場走勢已由下跌逐步趨向平穩，但需待更顯著及持續的改善，才能確定市場環境步向樂
觀。於本財政年度，訪港內地旅客人數跌幅有所放緩，並於2016年12月錄得6.1%升幅。2017年1月至2月期間，整
體內地訪港人數比去年同期輕微上升1.1%，而3月更錄得10.4%的按年升幅。由於內地訪港旅客人數於近期始錄得增
長，且因去年的旺角騷亂事件令基數較低，因此集團雖然於2016/17財政年度第四季的營業額及同店銷售均錄得正增
長，但未來升勢能否持續，則視乎內地旅客數字的增長而定，因此必須繼續密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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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過去一年，人民幣貶值和消費模式改變導致內地旅客消費減少，但自2017年3月起，內地顧客的每宗交易平均金額開
始上升。受到薩德事件的影響，內地顧客對普遍屬中至低價的韓國潮流品牌需求減弱，部分轉而購買平均售價較高
的非韓國產品代替，因而推高了平均單價，反映內地旅客每宗交易平均金額下跌趨勢或已見底，甚至有機會逐步回
升。

韓國產品是集團過去一年銷售逐步回復的主要動力，薩德事件令韓國產品增長放緩，是集團未來要面對的一項挑
戰。集團會透過調整產品組合及市場推廣重心，以抵銷韓國產品銷售和吸引力下降的影響，例如將焦點轉移到功能
和價位相近的台灣及日本產品上。

本地消費者信心雖仍然疲弱，但由於失業率持續偏低及股票和房地產市場轉強，因此有穩定跡象。然而，集團並不
預期下一財政年度會有顯著改善，因為香港市場正面臨多項不穩定因素及挑戰，其中包括港元匯率強勢，令本地居
民外遊意欲增加及本地消費外流。

面對目前及未來前景的各種不穩因素，集團將會繼續致力優化店舖網絡及規模，以提升市場滲透率及降低店舖銷售
成本。趁著租金調整週期這個機遇，集團將重置店舖於較佳位置，以更合理的租金水平提高品牌曝光率和刺激銷售。

其他優化措施包括增加住宅區和交通樞紐的店舖數目，以擴大本地市場份額，同時增加鄰近內地邊境的店舖數目。
以往集團選擇零售面積較大的店舖以配合高顧客流量和增長，但根據當前的市場情況，集團更為重視店舖滲透率及
盈利能力。在店舖管理方面，則會研究簡化及集中工作流程，積極減少單品之數量和慢流產品，以騰出更多店舖空
間予新的潮流產品。集團相信當市場回穩時，有效的成本監控將會為集團整體表現帶來正面影響。

香港化粧品行業的競爭仍然激烈。另外，數碼媒體和電子商貿日趨普及，不單對傳統零售模式構成衝擊，同時亦改
變了顧客對購物體驗的期望。

集團冀望透過提供更舒適的購物環境、推出嶄新的產品、加強產品展示及與顧客之間的互動，讓顧客更加享受產品
瀏覽及試用的過程，增加其購買意欲，從而提升整體的購物體驗。

集團亦會因應市場競爭形勢的變化，推動其他合適的銷售策略，包括優化店舖面積、產品組合和陳列，及加快新產
品上市的速度，以提升店舖生產力。此外，莎莎的時尚店舖模式將擴濶客戶基礎，吸引更多年輕及男性顧客。集團
亦正發展VIP數據庫和系統以強化客戶關係管理，為網上銷售和O2O業務打下更堅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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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薩德事件於中國內地迴響仍然激烈，為集團韓國產品銷售帶來負面影響。集團已調整產品組合，以其他地區的類近
產品取代韓國產品。

網上銷售繼續急速增長，為傳統實體零售店帶來壓力，但同時亦提供了機遇。現時店舖選擇增多，整體店舖租金受
壓，令租金成本下降，為集團擴展店舖網絡帶來有利條件。

集團將憑藉前海店的O2O業務經驗，積極發展O2O業務，擴大其在整體營運上的佔比，利用O2O模式強化實體店的
產品組合以提升顧客購物體驗。集團會借助香港資源，提供更廣泛和富特色的產品系列，引入更多時尚潮流產品。

集團將繼續加強管理，透過聘用香港經驗豐富的員工，改善產品組合的吸引力和庫存管理，並以改善監管過程、提
高合規水平、提升彙報標準及加強培訓為目標。

成本及營運效益是在中國內地營運的關鍵，集團將提升倉庫營運效率，以加快運送產品到國內倉庫及店舖的速度，
減低所需庫存及整體物流成本。

此外，集團持續優化產品入口內地的流程和營運操作，此舉不但能提升新品到店和店舖補貨速度，更有助減低店存
貨水平及整體成本，包括庫存成本。

新加坡
新加坡方面，由馬來西亞團隊接管帶來的效益應將會繼續實現，其成本正逐步受控，營運亦開始步向穩定。集團未
來將繼續通過強化管理團隊和整頓店舖網絡，提升有盈利店舖的盈利，同時關閉生產力低的店舖，以精簡業務，提
升營運效能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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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集團擁有強大的基礎，就店舖數目和覆蓋率而言，是馬來西亞最大的專業美粧連鎖店。然而，集團只是剛開始成功
打進馬拉客戶市場，未來將繼續調整產品組合和服務，以加快滲透此顧客群。憑藉莎莎在馬來西亞市場的高知名度
及品牌認受性，當地市場的業務發展潛力仍有待全面實現。

台灣地區
雖然在重整台灣地區的管理團隊期間，銷售表現已見改善，但該地區業務仍面臨重重挑戰，內地訪台旅客人次顯著
減少是其中之一。集團未來將縮小當地營運規模，以達至更容易和有效的管理，同時收窄虧損。

電子商貿
集團正逐步發展至多平台、多倉庫營運，及以顧客為主導的業務，而成功的因素取決於後台運作能否支援業務的靈
活操作和更快速的增長。此外，集團亦會加強自動化，一方面理順部門與部門之間和對外的協調，另一方面改善物
流，縮短運貨時間和減輕成本。其中關鍵是要大幅度提升規模和整體的擴展能力。集團的目標是增加成本效益，以
便更快吸納較低單價的顧客，藉此擴濶客戶基礎及提升顧客服務。

鄭州自貿區新倉庫的工序正在優化中，以改善現在香港跟國內自貿區兩地倉庫的協調，提高營運效益和減低經營成
本。集團亦新增了倉庫管理人員，協助優化營運程序和效率，減低成本。為迅速減低電子商貿業務的虧損，集團自
2017年4月1日起提高免郵單價要求，待物流持續改善、產品配送時間縮短和成本下跌後，免郵單價將再獲下調。

集團於年內進一步拓展銷售渠道，繼京東全球購後，與網易考拉展開合作。集團將利用中國內地主要的網上平台及
支付途徑，爭取曝光率並擴濶客戶基礎。另外，集團將更著力於新產品的推出，以吸引人流及刺激銷售。集團未來
會持續拓展新營銷渠道、制定內容策略及改善用戶體驗。由於現時集團的網上銷售中，流動上網的使用量已超越桌
面電腦，因此集團將於2017/18財政年度內，推出全新手機應用程式，以取代現有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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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策略
集團實踐O2O業務的目標是提供無縫的線上線下服務，為客戶提供更全面、更方便的購物體驗。這亦可增加與顧客
的互動，為已離港回國的內地顧客繼續提供優質服務。此外，網上產品組合可以與實體店互相補足。

建基於傳統零售業務上的優勢及品牌知名度，集團將進一步發展網上業務，以及與有意開拓O2O商機的外界機構合
作。除了利用網上業務的數碼資源作推廣之用，我們亦會整合線上線下客戶關係管理平台，為向顧客提供度身訂造
的購物經驗奠下基礎。即使顧客並非定期訪港，亦能保持聯繫，繼續透過線上互動進行跨境購物。上述有關O2O的
加強措施，有助吸納新顧客及提高顧客忠誠度，並將提升每個客戶的消費額，同時推動銷售增長。

品牌管理
集團明白要加快推出新產品，才能迎合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集團會與供應商建立更密切的夥伴關係，並繼續提升
專有品牌的形象及推廣。

低銷售效益的產品將被淘汰，以騰出更多貨架空間、市場推廣及其他資源予新產品及高銷售效益的產品。此舉亦能
削減產品管理及儲存成本，釋出現金資源以及減低產品過時的風險。集團將重整獨家品牌，以迎合市場對中低價亞
洲產品的喜好，同時重點研發中低價專有品牌產品。

人力資源 
截至2017年3月31日，本集團約有接近5,000名僱員，於年內的員工成本為10億6,440萬港元。人力資源方案、培訓及
發展詳情載於本年度報告中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及「企業風險管理報告」之章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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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況
資本及流動資金
於2017年3月31日，本集團權益持有人權益總額為22億1,920萬港元，其中包括19億1,970萬港元之儲備金。本集團繼
續維持穩健財務狀況，現金及銀行結存累積達9億6,870萬港元，本集團營運資金為18億3,000萬港元。基於本集團有
穩定的經營業務現金流入，加上現時手持之現金及銀行結存及可用之銀行信貸，本集團掌握充裕財務資源以應付來
年預算發展計劃的營運資本。

於年內，本集團大部分現金及銀行結存均為港元、人民幣、美元、馬來西亞馬幣、新加坡元、新台幣及瑞士法郎，
並以一年內到期之存款存放於信譽良好的金融機構。此與本集團維持其資金之流動性之庫務政策相符，並將繼續對
本集團帶來穩定收益。

財務狀況
2017年3月31日之運用資金總額（等同權益總額）為22億1,920萬港元，較上一財政年度的22億8,830萬港元，年對年
下降為3.0%。

於2017年及2016年3月31日，槓桿比率（定義為總借貸與總權益之比例）為零。

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理財政策是不參與高風險之投資或投機性衍生工具。年內，本集團於財務風險管理方面繼續維持審慎態
度，並無銀行借貸。本集團大部分資產、收款及付款均以港元、美元、歐元或人民幣計值。根據已下了的採購訂
單，本集團與信譽良好的金融機構簽下遠期外匯合約，藉此對沖非港元或美元進行之採購。本集團會定期檢討對沖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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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2017年3月31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於任何財務機構作抵押。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2017年3月31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2017年3月31日，本集團於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有資本承擔合共2億780萬港元。

結語
莎莎並非首次遭遇經濟環境艱巨及複雜多變市場所帶來的各種挑戰，但集團憑藉一貫的高度靈活性及對抗逆境的能
力，克服過去的重重難關。今後集團將繼續藉此核心優勢，致力提升其競爭能力，尤其於集團的核心市場－港澳市
場中，將挑戰轉化為機會。集團注意到電子商貿、其與實體店的融合，及迎合消費者喜好和潮流的產品所擁有的巨
大潛力，因此集團將維持其業務策略，以中國內地市場，及內地、本地和海外消費者不斷轉變的喜好為重心。這願
景將可繼續鞏固集團於亞太區化粧品零售業的領導地位。集團亦相信，集團全體忠誠員工的靈活性及應變能力，加
上集團專業管理團隊具前瞻性的遠見，將為莎莎奠下堅實的基礎，確保在未來達到持續的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