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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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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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ise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3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增加╱（減少）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

營業額 1,012,542 691,785 46.4
餐廳業務銷售 951,011 637,697 49.1
毛利 737,995 488,624 51.0
經營溢利（虧損） 40,180 (123,421) 不適用
除稅前溢利（虧損） 86,228 (149,754) 不適用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49,658 (109,393) 不適用
每股盈利（虧損）（人民幣） 0.05 (0.10) 不適用
建議每股中期股息（人民幣） 0.02

（港幣2.40仙）
0.02

（港幣2.20仙）
餐廳總數（於六月三十日） 707 734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味千」）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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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012,542 691,785
存貨消耗成本 (274,547) (203,161)
員工成本 (265,160) (213,202)
折舊 (195,716) (228,272)
其他經營開支 (236,939) (170,571)  

經營溢利（虧損） 40,180 (123,421)
其他收入 4 48,187 40,846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49 (9,140)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13,919 (35,08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7) (1,268)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虧損 (157) (2,697)
融資成本 (15,933) (18,986)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86,228 (149,754)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35,156) 30,833  

期內溢利（虧損） 51,072 (118,921)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財務報表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10,733) 9,268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扣除所得稅） (10,733) 9,268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40,339 (109,653)  

下列各項應佔之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股東 49,658 (109,393)
非控股權益 1,414 (9,528)  

51,072 (11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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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列各項應佔之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股東 39,363 (100,778)
非控股權益 976 (8,875)  

40,339 (109,653)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0.05 (0.10)  

－攤薄 0.05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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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01,964 997,956
物業、廠房及設備 509,541 532,083
使用權資產 589,386 616,312
無形資產 363 51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5,220 56,099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9,558 9,715
租賃按金 98,269 97,980
商譽 1,279 1,289
遞延稅項資產 30,274 27,56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 
之金融資產 10 213,935 236,671  

2,519,789 2,576,192  

流動資產
存貨 129,808 137,20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155,690 158,034
可收回稅項 345 58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724,963 1,738,380  

2,010,806 2,034,20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250,922 275,897
租賃負債 214,041 247,766
合約負債 7,822 7,82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5,769 5,162
應付董事款項 162 460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13,515 13,518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063 2,087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 576
應付股息 86,286 –
應付稅項 18,552 39,812
銀行貸款 144,773 146,469  

743,905 739,575  

流動資產淨額 1,266,901 1,29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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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786,690 3,870,819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7,556 39,575
遞延稅項負債 163,794 156,33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負債 43,112 61,067
租賃負債 368,027 384,985  

612,489 641,965  

資產淨額 3,174,201 3,228,85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8,404 108,404
儲備 3,002,735 3,049,364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111,139 3,157,768
非控股權益 63,062 71,086  

權益總額 3,174,201 3,22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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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所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以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除
外。

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所導致的額外會計政策外，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新冠病毒疫情相關的租金優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此外，本集團已提早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
新冠病毒疫情相關的租金優惠」。

於本中期期間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和業
績及╱或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概無重大影響。

2.1 提早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新冠病毒疫
情相關的租金優惠」的影響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提早應用該修訂本。應用該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
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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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
段」的影響及會計政策

2.2.1 會計政策

金融工具

因利率基準改革導致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基準變動

就因利率基準改革導致應用攤銷成本計量釐定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合約現金
流量之基準變動，本集團應用實際可行權宜方法，以更新實際利率將該等變動
入賬，而該等實際利率的變動一般對相關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賬面值並無重
大影響。

僅在同時符合以下情況時，利率基準改革方要求釐定合約現金流量之基準變動：

• 因利率基準改革的直接後果而導致必須作變動；及

• 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新基準在經濟上等同於過往基準（即緊隨變動前的 
基準）。

除利率基準改革要求的合約現金流量的釐定基準變動外，對金融資產或金融負
債作出的其他變動，本集團首先對利率基準改革要求的變動應用實際可行權宜
方法，更新實際利率。隨後，本集團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中有
關修改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適用規定應用於實際可行權宜方法不適用的額外
變動。

2.2.2 過渡及影響概要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擁有金融負債，其利息與基準利率掛鈎，而基
準利率將或可能受利率基準改革的影響。

下表列示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尚未完成的合約總額。金融負債金額乃按其賬
面價值列示。

港幣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香港銀行同

業拆息」）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金融負債

銀行貸款 14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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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擬對以攤銷成本計量的銀行貸款利率基準改革導致的合約現金流量變動
應用實際可行權宜方法。由於上述合約於中期期間概無轉換至相關替代利率，
因此該等修訂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應用修訂的影響（如有），包括額
外披露，將反映在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
表中。

3.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潘慰女士（「潘女士」）報告的資料乃按不同
經營分部及地區分析。此亦為本集團之組織基準，並明確地集中於本集團三個經營分部，
分別是餐廳經營、拉麵及相關產品之生產及銷售以及投資控股。於達致本集團報告分部時
概無合併計入主要營運決策人確定的經營分部。

以下為按報告及經營分部分析之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餐廳經營 拉麵及相關產
品之生產及銷

售 投資控股 分部總計 抵銷 總計

 

中國內地 香港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878,421 72,590 951,011 61,531 – 1,012,542 – 1,012,542
 －分部間銷售 – – – 357,981 – 357,981 (357,981) –

        

878,421 72,590 951,011 419,512 – 1,370,523 (357,981) 1,012,542
        

分部溢利 39,724 6,913 46,637 2,979 28,611 78,227 – 78,227
        

利息收入 12,073
中央行政開支 (2,795)
未分配融資成本 (1,277)

 

除稅前溢利 86,228
所得稅開支 (35,156)

 

期內溢利 5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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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餐廳經營 拉麵及相關
產品之生產

及銷售 投資控股 分部總計 抵銷 總計

 

中國內地 香港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570,528 67,169 637,697 54,088 – 691,785 – 691,785
 －分部間銷售 – – – 257,682 – 257,682 (257,682) –        

570,528 67,169 637,697 311,770 – 949,467 (257,682) 691,785  
      

分部（虧損）溢利 (131,919) (11,621) (143,540) 2,030 (4,597) (146,107) – (146,107)        

利息收入 9,240
中央行政開支 (10,354)
未分配融資成本 (2,533) 

除稅前虧損 (149,754)
所得稅抵免 30,833 

期內虧損 (118,921) 

分部溢利（虧損）指每一分部賺取之溢利╱產生之虧損（未分配利息收入、中央行政開支、
未分配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抵免）。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之表現而報告予主要營
運決策人潘女士之計量。

由於總資產及總負債未獲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就評估本集團業務活動的表現及資源分配
而予以審閱，故並無呈報該等財務資料的計量。

於各報告期末，除向一間聯營公司提供貸款、租賃按金、遞延稅項資產、商譽及透過損益
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外，本集團之所有非流動資產（包括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
備、使用權資產、無形資產、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以及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均位於中國
內地及香港。

於本中期期間及上一中期期間，本集團所有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均歸屬於有關集團實體之
所在地中國內地及香港。

於本中期期間及上一中期期間，均無客戶佔本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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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分特許餐廳之特許權及其他收入 3,918 3,646
物業租金收入，扣除直接支出 16,787 11,546
銀行利息收入 12,073 9,240
政府補助（附註） 7,730 9,508
其他 7,679 6,906  

48,187 40,846  

附註： 於本中期期間，根據香港政府提供的新冠病毒疫情相關補貼，本集團確認政府補
助人民幣3,25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549,000元），
其中人民幣3,25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428,000
元）與防疫抗疫基金資助計劃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2,121,000元政府補助與保就業計劃有關。政府補助剩餘金額指本集團收到來自中
國內地當地的區域主管部門對本集團進行的業務活動的獎勵補貼。補助並未附帶
特定的條件。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627) (6,533)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8,213 (8,499)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22,736) (14,205)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負債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17,369 (3,41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655 (1,300)
終止租賃之收益淨額 4,072 1,606
與去年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有關的賠償 – 32,545
就以下項目（確認）撥回之減值虧損：
－無形資產 – (4,616)
－使用權資產 (814) (10,183)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5) (5,11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9,152 (15,369)  

13,919 (3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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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消耗成本 274,547 203,16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8,599 81,545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27,117 146,727  

折舊總額 195,716 228,272  

新冠病毒疫情相關的租金優惠 – (23,628)
燃料及水電開支 46,060 33,869
物業租金來自
－可變租賃款項 18,968 13,039
－短期租賃款項 1,259 5,257  

7.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1,744 1,507
－以往期間撥備不足 – 297  

1,744 1,804
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14,754 1,032
－以往期間超額撥備 (1,331) (4,707)  

13,423 (3,675)

預扣稅 15,238 –
遞延稅項 4,751 (28,962)  

35,156 (3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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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所得稅開支根據管理層就財政年度全年預計年度所得稅稅率的最佳估
計確認。於本期間，香港利得稅及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於回顧期間的稅率分別為16.5%及
25%（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及25%）。

根據於二零二零年的相關省份政策，位於中國重慶之重慶味千餐飲管理有限公司（「重慶味
千」）於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三零年採用優惠稅率15%。

根據中國內地的有關稅法及實施法規，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在中國內地經營之附屬公
司獲得的盈利支付股息時須按照中國內地相關稅法按10%或更低的協定稅率繳納預扣稅。
根據有關的稅收協定，向香港居民公司之分派應繳納5%的預扣稅。因此，本集團已根據
中國內地實體派息率預期水平按10%及5%的適用稅率撥備預扣稅。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就二零二零年已宣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8元（港幣9.5
仙）（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二零一九年
已宣派－每股人民幣0.049元（港幣5.3仙）） 86,286 53,485  

於本中期期間結束後，本公司董事決議將向本公司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2元（港
幣2.40仙）（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後：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2元（港幣2.20
仙）及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0.023元（港幣2.50仙））。

9.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虧損），即本公司股東應佔
期內溢利（虧損） 49,658 (10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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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091,538,820 1,091,538,820
關於下列項目之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74,412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91,613,232 1,091,538,820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並無計及本公司若干尚未行使
之購股權，乃因本中期期間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故該等購股
權對本集團之每股盈利並無產生攤薄效應。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並未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
股權獲行使，因為此舉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10.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權益投資及基金投資（附註） 213,935 236,671  

附註： 上述非上市權益投資及基金投資指本集團對於中國內地成立之若干私營實體及基金
之投資。

本集團管理層參考本集團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委聘之外部獨立合資格
估值師建立之估值模型，重新考慮及釐定適當假設及輸入數據，以對該等非上市權益投資
及基金投資進行公平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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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第三方 26,025 31,739  

減：信貸虧損撥備 (3,236) (3,306)  

22,789 28,433  

其他應收賬款
租金及公用事業按金 16,385 14,323
預付管理費 5,728 4,994
墊款予供應商 27,859 35,874
可收回增值稅 44,852 45,411
租賃應收賬款 19,989 11,833
其他 27,537 26,594  

減：其他應收賬款呆賬撥備 (9,449) (9,428)  

132,901 129,601  

155,690 158,034  

與拉麵及相關產品之生產及銷售有關的客戶無信貸期或可自發出發票之日起獲得最多90日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零至90日）的信貸期，惟若干長期合作客戶之信
貸期可延至180日（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80日），而有關餐廳經營銷售
之客戶不獲提供信貸期。

根據發票日期（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貿易應收賬款（扣除預期信貸虧損）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8,425 24,248
31至60日 1,755 1,447
61至90日 1,331 1,472
91至180日 1,278 1,266

  

22,789 2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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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關連方（附註） 24,667 34,177
－第三方 67,858 85,656  

92,525 119,833  

應付薪金及福利 37,514 49,238
已收客戶按金 20,473 19,638
應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 24,068 26,392
應付可變租賃款項 21,399 6,196
其他應付稅項 9,028 8,856
其他 45,915 45,744  

250,922 275,897  

附註： 關連方為重光克昭先生（本公司董事兼股東）或潘女士擁有控股權益之公司。

 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60日（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60日）。以下為根
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67,070 84,611
31至60日 21,603 23,624
61至90日 553 3,296
91至180日 1,606 2,018
超過180日 1,693 6,284  

92,525 11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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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面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中國各
地區各部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持續鞏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精
準實施宏觀政策，我國經濟持續穩定恢復。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於本期間內，中
國國內生產總值人民幣532,167億元，同比增長12.7%（二零二零年同期：下降1.6%）；兩
年平均增長5.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人民幣211,904億元，同比增長23.0%，兩年平均
增長4.4%，市場銷售逐步改善；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民幣17,642元，比上年同期
實際增長12.0%，兩年平均增長5.2%；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0.5%。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餐飲市場持續穩定恢復。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於本期間內，
全國餐飲收入人民幣21,712億元，同比增長48.6%，規模與2019年上半年基本持平。
iiMedia Research（艾媒諮詢）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中國外賣市場規模已達人民幣
6,646億元，同比增長15.0%。同時，受外賣平台的帶動，我國外賣用戶也呈大幅度增
長，2020年中國外賣用戶已達4.56億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推動餐飲業數字化進程，外
賣成為產業轉型的重要途徑，線上線下全渠道運營將成為趨勢。

《2020年中國餐飲業年度報告》指出，餐飲行業一直以來屬於傳統行業，數字化程度普遍
較低，然而新冠疫情之下一些提前實現互聯網+、數字化佈局的餐飲企業表現出了良好
的抗風險能力和市場恢復能力。互聯網+與產業的融合發展以及數字化智慧化發展將成
為行業發展新動能。

二零二一年，面對全球經濟復甦和疫情防控仍存在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本集團將繼續採
取精細化管理，嚴格控制食品質量安全，戰略性拓展餐廳網絡。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優
化會員系統，提升會員復購率，加速數字化轉型，持續優化品牌戰略升級和致力推動內
部組織改革，在行業轉型的趨勢中更好地抓住發展機遇，為股東帶來更大的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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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約人民幣1,013百萬元，較二零二零
年同期約人民幣692百萬元上升約46.4%；毛利約人民幣73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51.0%。

本公司於本期間扭虧為盈，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人民幣49.7百萬元，而二零二零
年同期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109.4百萬元。相應地，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約為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5元，二零二零年同期則為每股普通股虧損人民幣0.10元。

本集團扭虧為盈，主要因為本集團收入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上升。本集團大部份之餐廳逐
漸從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恢復，餐廳營運天數增加，但由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仍然反覆，令部份門店未能充分營業，影響集團收入之恢復。

由於預期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餐飲業之影響仍會持續，因此本集團本該期間內梳理
現有門店，將經營表現未如理想的門店關閉。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擁
有快速休閒連鎖餐廳707間，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之734間減少27間；本集團餐廳網絡覆蓋
全國30個省份及直轄市中的167個城市。

本集團的存貨消耗成本佔營業額的比例約為27.1%，較去年同期下降約2.3個百分點。相
應地，毛利率由二零二零同期約70.6%上升至本期間之72.9%。另外本集團人力成本佔營
業額的比例約為26.2%，比二零二零年同期之30.8%下降4.6個百分點。成本比例下降主
要由於營業額上升，令食材損耗減少及員工效益有所提升所致。

本集團旗下707家餐廳的有效營運全賴卓有成效的管理及強化的員工培訓，並加強餐廳
經理和區域督導的指導和培訓，通過不斷提升基層管理水平，提高每家餐廳的營運效
率。另外，本集團於全國設有六大生產基地，包括上海、成都、天津、武漢、青島及
東莞，在疫情期間，保證了本集團餐廳的食品品質、食品安全及供應穩定。

本集團將密切關注市場狀況，迅速回應市場之變化並積極控制營運成本，以減低各負面
因素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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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連鎖餐廳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及重要收入來源仍然為零售連鎖餐廳業務。於本期
間內，本集團餐廳業務收入錄得約人民幣951,011,000元（二零二零年同期：約人民幣
637,697,000元），佔本集團總收益約93.9%（二零二零年同期：約92.2%），較去年同期上
升約49.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擁有707間連鎖餐廳，包括：

按省份劃分：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

上海市 111 123 -12
北京市 43 41 +2
天津市 6 7 -1
廣東省（不含深圳市） 56 55 +1
深圳市 16 17 -1
江蘇省 86 84 +2
浙江省 81 83 -2
四川省 15 14 +1
重慶市 12 12 –
福建省 14 17 -3
湖南省 12 13 -1
湖北省 16 13 +3
遼寧省 18 23 -5
山東省 46 48 -2
廣西省 17 16 +1
貴州省 4 4 –
江西省 18 18 –
陝西省 11 13 -2
雲南省 10 9 +1
河南省 16 15 +1
河北省 14 16 -2
安徽省 16 15 +1
新疆 2 2 –
海南省 6 8 -2
山西省 2 4 -2
內蒙古 6 5 +1
黑龍江省 12 16 -4
寧夏、青海省 3 3 –
吉林省 12 15 -3
西藏 1 1 –
甘肅省 1 1 –
香港 22 21 +1
羅馬 1 1 –
芬蘭 1 1 –   

總計 707 73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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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劃分：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

華北 162 170 -8
華東 291 305 -14
華南 146 152 -6
華中 106 105 +1
歐洲 2 2 –   

總計 707 734 -27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012,542,000元，較二
零二零年同期之約人民幣691,785,000元上升約46.4%，或約人民幣320,757,000元。二零
二零年同期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導致門店臨時關閉，而該等門店大多數已自二零二零年下
半年起恢復正常經營。

存貨消耗成本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存貨成本約為人民幣274,547,000元，較
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03,161,000元上升約35.1%，或約人民幣71,386,000元。於本
報告期間，存貨成本佔營業額的比率約為27.1%，較二零二零年同期的29.4%下降2.3個
百分點，該下降乃主要由於門店已恢復正常經營而減少損耗及收益增長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受上述因素推動，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達到約人民幣737,995,000
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人民幣488,624,000元上升約51.0%，或約人民幣249,371,000
元。

本集團的毛利率也由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70.6%增加至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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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成本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員工成本約為人民幣265,160,000元，較
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13,202,000元上升約24.4%。員工成本佔營業額的比例由二
零二零年同期的30.8%下降至26.2%，由於收益增長，本集團能夠實現更高勞動效率。

折舊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折舊約為人民幣195,716,000元，較二零
二零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28,272,000元下降約14.3%，或約人民幣32,556,000元。由於門店
數目減少，租賃折舊及固定資產折舊減少。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燃油及水電、耗料、廣告及促銷和特許費的開支。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經營開支約為人民幣236,939,000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的
約人民幣170,571,000元上升約38.9%，或約人民幣66,368,000元。其佔營業額的比例保持
相對穩定，為23.4%（二零二零年：24.7%）。

以下載列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主要經營開支明細。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水電 46.1 33.9 +36.0%
店舖及工廠管理費 29.2 28.6 +2.1%
耗料及餐具 24.9 18.1 +37.6%
外賣平台配送服務費 21.9 15.9 +37.7%
可變租賃付款項下的租金開支 19.0 13.0 +46.2%
物流開支 14.9 11.1 +34.2%
特許經營開支 13.4 7.3 +83.6%
廣告及促銷 7.6 4.4 +72.7%
差旅開支 3.3 1.8 +83.3%
維修及保養開支 2.6 2.1 +23.8%
銀行就信用卡款項收取的手續費 2.3 1.2 +91.7%
清潔費用 1.5 1.7 -11.8%
短期租賃項下的租金開支 1.3 5.3 -75.5%
顧問費用 0.4 6.4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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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48,187,000元，較
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人民幣40,846,000元上升約18.0%，或約人民幣7,341,000元。此乃主
要由於物業租金收入增加約人民幣5,241,000元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收益及虧損錄得淨收益約人民幣
13,919,000元，而二零二零年同期則錄得淨虧損約人民幣35,088,000元。該淨收益主要
來自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人民幣8,213,000元及就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減值虧損撥回人
民幣9,152,000元，並扣除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淨額人民幣
5,367,000元。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15,933,000元，較二零二零
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8,986,000元下降約16.1%，或約人民幣3,053,000元。

以下載列融資成本明細：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利息 1,277 2,533
租賃負債利息 14,656 16,453

  

15,933 18,986
  

融資成本減少乃由於銀行貸款利率下降，以及門店數目及未來租賃款項減少導致租賃負
債利息減少所致。

除稅前溢利

受前述因素影響，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除稅前溢利約人民
幣86,228,000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虧損人民幣149,75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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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受前述因素影響，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達人民幣
49,658,000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虧損人民幣109,393,000元）。

風險管理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維持穩健雄厚，銀行結餘為人
民幣1,724,963,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38,380,000元），流動比率為
2.7（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為人民幣182,329,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86,044,000元），故資產負債比率（以總貸款佔總資產之百分比列示）為
4.0（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

外匯風險

目前，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計值及結算。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及負債乃以相關集團公司之功能貨
幣計值，故本集團面臨之貨幣風險甚微。本集團並無設有任何貨幣對沖政策，亦無採
用任何對沖或其他工具以減低貨幣風險。然而，管理層將密切監察本集團之匯率波動風
險，並將於必要時採取適當措施減低因有關波動而可能造成之任何不利影響。

利率風險

由於本集團並無重大計息資產（已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及現金除外），故本集團之收
入及經營現金流量大致上不受市場利率變動所影響。

信貸風險

本集團並無高度集中之信貸風險。計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貿易應收賬款、按金及其
他應收款項、銀行結餘及現金及已抵押銀行存款之賬面值反映本集團所面對有關金融資
產之最大信貸風險。本集團一般不會要求客戶提供抵押品。當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很有可
能會因客戶違約而蒙受損失時，則會就逾期結餘作出撥備。向零售客戶銷售產品乃以現
金或主流信用卡結算。本集團亦就租賃若干自營店向相關業主支付按金。管理層預期不
會因該等交易對手違約而產生任何虧損。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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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十一日，所有銀行結餘及已抵押銀行存款乃存放於中國內地及香港區內信譽良好、
頗具規模及並無重大信貸風險之銀行及金融機構。管理層預期不會因該等銀行及金融機
構違約而產生任何虧損。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1,266,901,000元，流動比率
為2.7（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餐飲業務，大部分銷售均
以現金結算，因此本集團能夠維持相對較高的流動比率。

現金流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業務所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
幣212,225,000元，而本集團於同期錄得除稅前溢利人民幣86,228,000元。該差額主要是
由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折舊所致。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52,969,000元（二零
二零年同期：人民幣49,300,000元），兩個期間的金額相當。

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概無發生任何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造成影響的重大事
項。

持有的重大投資、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未來的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於回顧期間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亦無任何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
或出售事項。除本公告所披露外，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並無批准其他重大投資或購入
資本資產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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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經營的主要營運比率

中國香港 中國內地
二零二一年
一月至六月

二零二零年
一月至十二月

二零二零年
一月至六月

二零二一年
一月至六月

二零二零年
一月至十二月

二零二零年
一月至六月

可比店舖銷售增長 -1.0% -21.6% -24.0% +30.7% -29.7% -49.9%
人均開支 港幣94.0元 港幣78.0元 港幣71.9元 人民幣47.0元 人民幣46.5元 人民幣48.5元
每日餐檯週轉（每日次數） 3.87 4.0 3.85 3.2 3.0 3.4

其他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有適用之守則條
文，惟對於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除外。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
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加以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目前，本公司並未遵
守守則條文第A.2.1條，即主席與行政總裁職位並未區分。儘管潘慰女士同時擔任主席及
行政總裁之角色，但已清楚界定兩者之間的職責分工，並以書面列載。總體而言，主席
負責監督董事會之職能及表現，而行政總裁則負責本集團業務之管理。該兩個職位均由
潘女士區別擔任。董事會認為，就本集團現階段之發展，主席及行政總裁由一人同時兼
任可為本公司提供穩固而一致的領導，並能為商業決定及策略作出有效而迅速的計劃及
實施，故現階段，有關偏離被視為合理。董事會亦認為，鑒於董事會已作出適當授權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的席位超過三分之一）職能的有效分配，因此，目前之架構並
不影響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權力及授權之均衡分佈。然而，本公司之長遠目標為
當物色到合適人選時，將由不同人士擔任上述兩個職位。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文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規定標準」）。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並得到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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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任錫文先生、路嘉星先生及
王金城先生組成，已審閱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討論有關審核、風險管
理及內部監控，以及財務申報事項。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僱員酬金及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9,451名僱員（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8,748名僱
員），大部分為於本集團中國連鎖餐廳工作的人員。僱員人數將視乎需要而不時變動，
其酬金也將根據業內慣例釐定。

本集團定期檢討僱員的酬金政策及整體酬金。除退休金計劃及內部培訓課程外，僱員可
根據其表現而獲授酌情花紅及╱或購股權。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酬金約為人民幣265,160,000元（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13,202,000元）。

股息

董事會向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2元（港幣2.40仙）（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2元（港幣2.20仙）），該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五
日支付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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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轉讓登記。

欲符合資格獲派發上述中期股息，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將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承董事會命
味千（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潘慰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潘慰女士、潘嘉聞先生及伍美娜女士；非執行
董事重光克昭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路嘉星先生、任錫文先生及王金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