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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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
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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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423）

全年業績公布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謹此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1,131,823 1,280,679
銷售成本 3 (688,004) (778,162)    

毛利 443,819 502,517

銷售及分銷開支 3 (197,217) (203,552)
一般及行政開支 3 (225,049) (210,915)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3,616) (2,124)
其他收入 2,385 3,066    

經營溢利 20,322 88,992 

融資收入 4,047 2,785
融資成本 (701) –    

融資收入－淨額 3,346 2,785 

除所得稅前溢利 23,668 91,777
所得稅開支 4 (11,212) (18,299)    

年度溢利 12,456 73,478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10,573 71,521
非控股權益 1,883 1,957    

12,456 73,478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5 2.45 16.57    



– 2 –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 12,456 73,47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貨幣匯兌差額 (707) (777)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長期服務金撥備重新計量 4,398 (2,955)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虧損），已扣除稅項 3,691 (3,732)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6,147 69,746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4,264 67,789

非控股權益 1,883 1,957   

16,147 6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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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59,646 564,395
投資物業 6,116 19,227
遞延所得稅資產 22,631 22,683
已付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2,721 210    

591,114 606,515 

流動資產
存貨 34,634 70,810
貿易應收款項 7 165,511 243,404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528 15,824
預付款項 14,500 12,470
可收回稅項 2,390 934
已抵押存款 1,702 1,661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 164,551 130,88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20,525 182,959    

622,341 658,94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8 25,875 32,864
預收費用 130,979 147,028
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撥備 98,177 114,729
租賃負債 8,108 –
即期所得稅負債 2,445 1,585    

265,584 296,206 

流動資產淨值 356,757 362,73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47,871 969,253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43,160 43,160
儲備 844,855 867,277    

888,015 910,437
非控股權益 17,094 15,491    

權益總額 905,109 925,92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0,945 34,109
租賃負債 6,960 –
其他非流動負債 4,857 9,216    

42,762 43,325 

權益總額及非流動負債 947,871 96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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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之披露規定而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a) 本集團已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若干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已於本財政年度生效。因應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本集團須變更其會計政策及作出調整。其他準
則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故毋須作出任何調整。

下文闡明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影響，以及披露自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應用之新訂會計政策。

(i) 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應用之會計政策

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之租賃（作為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

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在租賃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之日，本集團會把租賃
確認為使用權資產（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相應租賃負債。每筆租賃付款會分
配至租賃負債及融資成本。融資成本於租期內在綜合收益表中扣除，以計算出
各期間租賃負債餘額之固定周期利率。使用權資產乃以直線法按有關資產之使
用年期或租期（以較短者為準）計算折舊。

租賃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初步按現值基準計量。租賃負債包括定額租賃付款及取
決於指數或利率之可變租賃付款之淨現值。

租賃付款採用租賃內含利率（如能釐定有關利率）或本集團之遞增借貸利率予以
貼現。

使用權資產按成本計量，其包括下列各項：

－ 租賃負債之初步計量金額；
－ 預付款項；
－ 任何初步直接成本；及
－ 復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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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短期租賃相關之付款按直線法於綜合收益表中確認為開支。短期租賃指租期
為12個月或以下之租賃。

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之租賃（作為出租人）會計處理方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規定之出租人會計處理方法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並無
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ii)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影響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追溯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惟在有關
準則之特定過渡條文之許可下，並無重列二零一九年報告期間之比較數字。因
此，新訂租賃規則所引致之調整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期初綜合資產負債表
中確認。

本集團租賃多項物業，包括辦公室及經營場所。租賃條款乃個別協商達致，當中
包含各種不同的條款及條件。租賃協議並無施加任何契諾，惟租賃資產不可用
作借貸抵押品。

在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使用了下列獲有關準則許可的
可行權宜處理方法：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之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

此外，在首次應用日期，本集團選擇不予重新評估合約是否屬於或包含租賃。取
而代之，就過渡日期之前訂立之合約而言，本集團依據其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作出之評估。

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後，本集團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之
原則獲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確認租賃負債。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有關
負債乃按剩餘租賃付款之現值計量，並使用承租人之遞增借貸利率進行貼現。於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應用於租賃負債之加權平均承租人遞增借貸利率為3.26%。

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採納新訂租賃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需就投
資物業（作為出租人持有）之會計處理方法作出任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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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與於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首次應用日期）在綜合資產負債
表中確認之租賃負債之對賬如下：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17,837 

於首次應用日期使用承租人遞增借貸利率進行貼現 17,673

減：預付租金 (182)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已確認之租賃負債 17,491  

其中：
流動租賃負債 15,912

非流動租賃負債 1,579  

17,491  

相關使用權資產乃按相等於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並就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在綜合資產負債表確認之相關租賃之任何預付或累計租賃付款金額作出調整。
於首次應用日期，概無任何須對使用權資產作出調整之虧損性租賃合約。

會計政策變動導致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在期初綜合資產負債表中分別確認使
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約263,399,000港元及17,491,000港元。在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已確認之使用權資產中，約245,726,000港元及182,000港元之結餘乃分別由物業、
廠房及設備下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以及其他流動資產重新分類。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之保留盈利並無構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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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尚未採納之新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下列已頒布之新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毋須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強
制應用，且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

於以下日期或以後
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之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同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 

概念框架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之修訂本

對沖會計法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有待確定

管理層仍在評估採納上述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之預期影響，惟管理層目前未能指出上
述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會否對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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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行政總裁被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彼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管理層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年內，本集團改變策略重點，全力打造一個全方位媒體平台，致力為讀者及市場推廣人員提
供優質內容。經營分部已作重組，以反映是項業務策略變動。其為提供予行政總裁以便作
出表現評估及資源分配決定之內部報告之編製基準。因應上述變動，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資料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最新分部資料披露之呈報方式。

經重組後，本集團有兩個可呈報分部，分別為：

(i) 媒體分部─主要從事印刷及出版報章、雜誌及書籍，以及經營與招聘、財經及優質生
活相關的數碼平台。此分部藉該等出版物及數碼平台收取廣告收入、發行收入及服務
收入。

(ii) 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分部─主要從事提供電子金融及物業市場資訊及相關軟件，
並藉提供資訊訂購服務、軟件方案及其他相關維修服務收取服務收入。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各分部之業績衡量經營分部之表現。

分部間之銷售交易乃按公平交易基準進行。

本集團年內之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廣告收入 592,749 710,091

發行收入 82,231 89,893

服務收入 456,843 480,695   

1,131,823 1,280,679   



– 9 –

本集團之業務90%以上在香港經營，而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超過90%均在香港。因此，並無
呈報有關年度之地區分部分析。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如下：

媒體 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 公司 總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收益 796,913 942,180 340,913 343,551 – – 1,137,826 1,285,731

分部間交易 (973) (1,057) (5,030) (3,995) – – (6,003) (5,052)         

收益 － 來自外界客戶 795,940 941,123 335,883 339,556 – – 1,131,823 1,280,679         

業績
年度溢利╱（虧損） (37,694) 13,342 50,163 59,726 (13) 410 12,456 73,478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約68,57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76,266,000港元）
乃來自單一外界客戶。有關收益歸屬於媒體分部。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營業。香港及其他地方應佔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分別為1,129,575,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1,277,744,000港元）及2,24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935,000港元）。本集團按地
區劃分之收益乃根據有關集團實體之相關註冊營業地點劃分（包括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位於香港及其他地方之非流動資產總額（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分別為 568,100,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583,668,000港元）及38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64,000港元）。



– 10 –

3.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開支包括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其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5) 6

扣除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行政總裁酬金） 592,673 588,234

已售或耗用存貨之成本 130,165 205,488

核數師酬金 2,800 2,800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折舊 74,304 53,552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 27,776

陳舊存貨撥備 31 331

存貨撇銷 279 189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就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九年：16.5%）稅率作出撥備。中國企業所
得稅就國內營運之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5%（二零一九年：25%）稅率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14,569 20,616

中國企業所得稅 27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72) (340)   

即期所得稅總額 14,324 20,276

遞延所得稅 (3,112) (1,977)   

所得稅開支 11,212 1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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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10,57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71,521,000港元）
及年內已發行股份數目431,600,000股（二零一九年：431,6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
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二零一九年：相同）。

6. 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股息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二零一九年：2.0港仙） 8,632 8,632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0港仙（二零一九年：6.5港仙） 21,580 28,054   

30,212 36,686   

年內已派付股息 36,686 34,528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0港仙，股息總額為21,580,000港元。是項擬派股息並未於綜合資
產負債表列作應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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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賒賬期介乎零至90日。按發票日期計算，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52,561 81,249

31至60日 36,197 61,485

61至90日 22,470 35,942

90日以上 59,891 69,748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71,119 248,424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5,608) (5,020)   

165,511 243,404   

8. 貿易應付款項

按逾期日計算，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30日 21,017 27,887

31至60日 952 1,044

61至90日 7 790

90日以上 3,899 3,143   

25,875 32,864   

9 結算日後事項

自二零二零年初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之後，政府已持續實施一系列
預防及控制措施，包括除了若干獲豁免人士外，所有非香港居民從外地到港的入境限制及
所有抵港人士均須接受強制檢疫，以及多項社交距離措施。於此公布日期，據本集團所知，
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並無對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本公司將密切留意2019冠狀
病毒大流行之發展，對其影響作進一步評估，並採取相關措施。



– 13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損益表概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131,823 1,280,679 -12%
銷售成本 (688,004) (778,162) -12%    

毛利 443,819 502,517 -12%
毛利率 39.2% 39.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97,217) (203,552) -3%
一般及行政開支 (225,049) (210,915) 7%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3,616) (2,124) 70%
其他收入 2,385 3,066 -22%    

經營溢利 20,322 88,992 -77%
融資收入─淨額 3,346 2,785 20%    

除所得稅前溢利 23,668 91,777 -74%
所得稅開支 (11,212) (18,299) -39%    

年度溢利 12,456 73,478 -83%
非控股權益 (1,883) (1,957) -4%    

股東應佔溢利 10,573 71,521 -85%    

純利率 1.1% 5.7%    

總覽

受本地社會騷亂及中美貿易磨擦加劇的影響，香港經濟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開始
步入衰退。自二零二零年一月起，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拖累本地經濟活動廣泛受到
重創，消費及旅遊等相關行業尤其嚴重，進一步打擊本地疲弱的經濟和消費者信
心。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集團的收益下跌至1,131,800,000港元，
較上一財政年度減少148,900,000港元或12%。於回顧年度，股東應佔溢利顯著下跌
60,900,000港元至10,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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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廣告收入 592,749 710,091 -17%

發行收入 82,231 89,893 -9%

服務收入 456,843 480,695 -5%    

總計 1,131,823 1,280,679 -12%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廣告收入為592,700,000港元，較截至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少117,300,000港元或17%。廣告收入主要來自
集團旗下印刷刊物及數碼平台。2019冠狀病毒疫情導致極端市場和經營情況，嚴
重影響經濟，重創本地媒體。於二零二零年第一季，來自集團旗下收費報章及刊
物的廣告收入大幅減少。大部分廣告客戶及市場推廣人員對廣告開支持謹慎的態
度，紛紛延遲或暫停廣告活動及推廣計劃。不過另一方面，集團旗下多個數碼平
台的數碼廣告收入保持增長動力，抵銷了印刷廣告的部分收入損失。我們在數碼
平台發展所作的策略性工作，有助集團拓闊廣告收入基礎。

發行收入下跌9%，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89,900,000港元，減
少至回顧財政年度的82,200,000港元。憑著具公信力及優質的內容，我們成功留住
高質素讀者，也減慢了發行收入的下跌。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服務收入較上一財政年度的480,700,000港元，
下跌5%至456,800,000港元。集團的服務收入主要來自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業務以
及集團印刷廠房的印刷服務。服務收入下跌主要由於市場上大部分刊物均縮減印刷
量，拖累集團旗下印刷業務對外服務收入減少所致。不過，來自財經通訊社、資訊及
軟件業務的服務收入則於回顧財政年度保持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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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的毛利率為39.2%，與截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同。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及完善集團的業務運作，致力提 

升成本效益。

僱員成本佔集團經營成本總額約53%，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升
1%。僱員成本輕微增加主要由於就業市場整體薪酬上升，而集團重新調整經營資
源而減少人手，則抵銷了部分僱員成本的升幅。

白報紙成本佔集團經營成本總額約 6%，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下降47%。白報紙成本大幅下降主要由於白報紙用量減少，加上採取有效的庫存
及生產控制措施，致力控制物料用量所致。

所得稅開支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集團的實際稅率分別
為47.4%及19.9%。集團須按標準利得稅稅率16.5%計繳稅項，有關稅率適用於在香
港 (集團之主要營運地點 )註冊成立之公司。實際稅率上調主要由於在回顧財政年
度集團旗下附屬公司之盈利組合出現變動所致。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相關業務運
作。

股東應佔溢利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為10,6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71,500,000港元減少60,900,000港元。於回顧財政年度，純利率下跌4.6百分點，
下跌至1.1%。

於回顧財政年度，媒體分部的經營業績出現虧損。香港社會動盪不穩，加上2019

冠狀病毒大流行，削弱消費者信心，對媒體分部構成不利影響。於回顧期內，印
刷廣告收入下跌，但數碼平台收入仍能保持增長勢頭，為媒體業務的增長動力。
集團將繼續投資數碼平台，投入更多資源加強優質內容、創新科技、以及培養人
才。集團深信，為了維持集團的持續發展與增長，投資於數碼平台是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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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通訊社、資訊及軟件業務分部仍是集團的盈利基礎，其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分部業績較上一財政年度溫和下跌。為捕捉創新數碼銀行及股
票交易服務所帶來的市場需求，並鞏固此分部在市場上的獨特領導地位，集團於
回顧財政年度在培養人才及科技創新方面作出進一步投資。憑著高質素的產品、
細緻周到的服務以及卓越的服務團隊，贏得業內人士的信任。

流動現金及資本資源

於三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流動資產淨值 356.8 362.7

定期存款、已抵押存款以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86.8 315.5

股東權益 888.0 910.4

資產負債比率 不適用 不適用
流動比率 2.34倍 2.22倍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集 團 的 流 動 資 產 淨 值 減 少5,900,000港 元，由
362,700,000港元減至356,800,000港元。出現上述跌幅是由於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起採納新訂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後確認流動租賃負債 

8,100,000港元所致。於回顧財政年度，集團仍保持盈利，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為
148,600,000港元。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為52,100,000港元，當中19,800,000港元用於購買物業、廠房
及設備。

本集團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及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期股息合共36,700,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負債 (即計息負債總額除
以總資產 )。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結餘為386,8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現金結餘則為315,500,000港元。大部分的現金乃存置於香港多家銀
行作短期存款，並以港元或美元持有。本集團並無重大匯兌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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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穩健的資產負債狀況及現金流，能配合業務需要，支持投資計劃及實現派息
政策，並跨越目前充滿挑戰的營商環境。

展望

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嚴重干擾了經濟活動，促使本地媒體行業加快數碼轉型。政
府實施社交距離及其他多項的抗疫措施，導致創紀錄人次使用網上及數碼平台。
自疫症大流行開始，人們花更多時間上網。為進一步加強與平台使用者的關係，
向他們提供個人化的內容以提升使用者體驗，並配合市場推廣人員對定向廣告的
需求，集團加大對數據及分析技術的投資，致力製作優質內容，研究平台使用者
的行為特性，整合數碼產品，進行預測分析以及推行智能推廣策略。我們深信朝
著這方向投入資源，可為集團帶來持續增長以及長期的業務發展。

香港經濟將繼續面對不明朗及下行的風險，影響程度取決於全球公共衛生及經濟
情況的發展，以及本地社會動盪問題。中美貿易及政治摩擦加劇，以及地緣政治
的不明朗，將繼續影響全球及本地的經濟。雖然2019冠狀病毒疫情目前相對地受
到控制，但在成功研發及廣泛應用有效疫苗或治療方案前，2019冠狀病毒在來年
仍將是全球及本地經濟發展的一大威脅。本集團將密切留意經濟及社會變化，並
審慎管理成本、營運效益和財政收支，以及採用適用的政府紓困措施。集團的財
務狀況穩健，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現金結餘為約387,000,000港元。各項
指標均顯示來年挑戰重重，但我們深信憑藉多年來建立的競爭優勢，集團必能跨
越前面的困境。

僱員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440名僱員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 

1,559名僱員 )。董事相信，僱員為本集團最寶貴資產，故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
條件以留聘優秀人才。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酌情花紅、公積金計劃及其他員
工福利。

股息

董事建議向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
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5.0港仙，合共21,580,000港元，
末期股息將由本公司可供分派儲備撥付。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
派付，惟須待本公司股東在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
大會（「大會」）上作出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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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日至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包括首尾兩日）及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至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
登記手續，於此等期間亦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大會並於
會上表決，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
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
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方為有效。另外，為符合
資格獲發擬派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
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方為有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亦無購買或出
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守則條
文」），惟下列所載及闡明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的職責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然而，本公
司委任了馮紹波先生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委任同一人兼任主
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使本公司得以更有效益及更有效率地發展長遠業務策略及
執行業務計劃。鑑於董事會乃由經驗豐富及具有卓越才幹之人士組成，且董事會
頗多成員均為非執行董事，故董事會相信，透過董事會之運作，足以確保權力及
授權分布均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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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守則」）。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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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成文權責範圍。審核委員
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朱裕倫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歐陽偉立先生（委員會 

主席）及羅富昌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成文權責範圍。薪酬委員會
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朱裕倫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富昌先生（委員會主席）
及歐陽偉立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成立提名委員會，並已制定其成文權責範圍。提名委
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安橋先生（委員會主席）、羅富昌先生及
歐陽偉立先生。

代表董事會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馮紹波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a)執行董事：馮紹波先生、史秀美女士、陳早標先生
及王清女士；(b)非執行董事：朱裕倫先生；及 (c)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安橋先生、 

羅富昌先生及歐陽偉立先生。

本公布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hketgroup.com及www.etnet.com.hk/etg。本集團二零一九╱二零二零年年報將於
適當時候寄交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站，當中載列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