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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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IM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廣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廣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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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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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190,420 193,318

銷售成本 (147,843) (145,439)  

毛利 42,577 47,879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779 2,809

銷售及分銷費用 (6,043) (5,436)

行政費用 (33,109) (38,762)

融資成本 6 (2,550) (2,550)  

除稅前溢利 1,654 3,940

所得稅費用 7 (2,662) (5,628)  

本期間虧損 8 (1,008) (1,688)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10 (0.2) (0.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虧損 8 (1,008) (1,688)  

本期間其他全面（費用）收入
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9,552) 529  

本期間全面費用總額 (10,560)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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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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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71,206 184,146

投資物業 3,319 3,541

使用權資產 12 18,343 20,923

已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按金 13 2,157 3,019

遞延稅項資產 690 606  

195,715 212,235  

流動資產

存貨 81,039 59,149

貿易應收款項 14 80,326 51,600

應收票據 – 4,967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0,645 7,852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274 337

應收所得稅 55 223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4,693 140,599  

287,032 264,727  

– 3 –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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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5 47,803 44,26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5,616 18,884

合約負債 5,521 1,184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3,825 859

股東貸款 4,181 4,228

計息借貸 16 103,000 103,000

租賃負債 12 1,859 1,816

應付所得稅 1,970 2,221  

193,775 176,461  

流動資產淨值 93,257 88,26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88,972 300,50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67 473

租賃負債 12 838 1,801  

1,305 2,274  

資產淨值 287,667 298,22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8,929 148,929

儲備 138,738 149,298  

權益總額 287,667 29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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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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資料及呈列基準

廣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商業公司法（二零零四年）》（「公
司法」）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投
資控股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P.O. Box 3340, Road Town, Tortola, BVI，而其主要營業地點位
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44樓4408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為「本集團」）從事內衣產品及針織布料的製造及提供加工服
務。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竣丰投資有限公司（「竣丰」），乃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為本公司及其位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該等中國附屬公司外，於香港及緬甸成立之
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乃以美元及緬甸元列值。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
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本集團在二零二一年一月一
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指引之修訂及
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租金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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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期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狀
況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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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事件

緬甸軍隊啟動政變並已持續一年半，二零二一年緬甸的政治環境變得不穩定及不可預測。
在此時刻無法準確評估政變持續的時間及影響。鑒於本集團於緬甸擁有業務，本公司董事
認為，財務影響將於其後在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中反映。本集團將密切監察政變的發展，並
評估其對營運的影響，直至有關情況穩定下來。

4. 分部資料

根據向本公司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資料，本集團按產品
類別劃分之經營分部如下：

1) 內衣產品 – 製造及銷售內衣及成衣並提供加工服務

2) 針織布料 – 製造及銷售針織布料並提供加工服務

下表呈列本集團可呈報分部分別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收入及溢利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衣產品 針織布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外部銷售 141,069 49,351 190,420

分部間收入 81,510 48,687 130,197

對銷 (81,510) (48,687) (130,197)   

本集團收入 141,069 49,351 190,420   

分部溢利（虧損） 13,153 (2,053) 11,100  

其他收入 184

融資成本 (2,542)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費用 (7,088) 

除稅前溢利 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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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衣產品 針織布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外部銷售 159,064 34,254 193,318
分部間收入 77,763 32,634 110,397
對銷 (77,763) (32,634) (110,397)   

本集團收入 159,064 34,254 193,318   

分部溢利（虧損） 20,734 (7,192) 13,542  

其他收入 698
融資成本 (2,550)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費用 (7,750) 

除稅前溢利 3,940 

營運分部之會計政策與附註2所述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賺取
之溢利（產生之虧損），並未分配銀行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及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董事及
主要行政人員酬金、若干融資成本以及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費用。此乃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
現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方式。

分部間銷售按現行市價計算。

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呈列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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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衣產品 179,905 173,207
針織布料 175,868 153,357
未分配資產 126,974 150,398  

總資產 482,747 476,962  

內衣產品 47,705 37,114
針織布料 32,752 26,990
未分配負債 114,623 114,631  

總負債 195,080 17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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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營運分部，以下除外：一般營運用途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一般營
運用途之投資物業、一般營運用途之使用權資產、一般營運用途之預付款項、若干其
他應收款項、應收所得稅、遞延稅項資產以及現金及銀行結餘；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營運分部，以下除外：一般營運用途之其他應付款項、租賃負債、
應收股東貸款、應付所得稅、計息借貸及遞延稅項負債。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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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利息收入 181 236

匯兌收益淨額 223 277

銷售廢料 – 55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85 1

就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 38

就應收關連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 261

政府補助（附註） 104 982

其他 186 461  

779 2,809  

附註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確認自中國政府收取的政府補助約人
民幣88,000元，作為主要為鼓勵本集團的科技發展及對當地經濟發展作出貢獻而給予
的獎勵，以及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收取的政府補助約人民幣 16,000元，以鼓勵本集團將
其業務推廣至海外市場。政府補助乃一次性撥款，並無附加特定條件。

6.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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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負債利息 102 66

銀行貸款利息 2,448 2,484  

2,550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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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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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所得稅
 –  本年度撥備 2,750 5,607

遞延稅項 (88) 21  

2,662 5,628  

8. 本期間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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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之虧損已計入以下各項：

薪金及其他福利 56,809 53,84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74 699  

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 58,583 54,548  

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 148,775 145,43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080 12,368

投資物業折舊 222 22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651 1,346

存貨減值虧損撥備（已計入銷售成本） 932 –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已計入行政費用） 1,476 797  

9. 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本公司董事已決定不支付任何中期股息。

10.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
損約人民幣1,008,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88,000元）及於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94,335,330股（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94,335,33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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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流通在外之攤薄潛在普通股（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故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就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付款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值合共約
人民幣 147,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52,000元），導致出售收
益淨額約人民幣85,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收益淨額約人民幣1,000

元）。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 5,460,000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266,000元）。

12.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i) 使用權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就租賃物業及土地使用權之預付租賃款項之使用權資產
賬面值約為人民幣 5,634,000元及人民幣12,709,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人民幣 7,409,000元及人民幣 13,514,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集團並無訂立其他租賃協議。

(ii) 租賃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租賃負債之賬面值約為人民幣2,697,000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617,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
團並無訂立其他租賃協議。

(iii) 於損益確認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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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權資產折舊開支 1,651 1,346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102 66

短期租賃有關之開支 522 820

低價值資產租賃有關之開支 3 –
  

(iv) 其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租賃現金流出總額約為人民幣1,510,000元（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89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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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已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按金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支付按金約人民幣 2,157,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人民幣3,019,000元）收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擴充及升級生產設施。

14.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30至90日之平均信貸期。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貿易應
收款項減值撥備）按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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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日 46,860 31,507

31–60日 11,683 9,335

61–90日 8,598 3,767

90日以上 13,185 6,991  

80,326 51,600  

15.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供應商就採購原料授予之平均信貸期為30至180日。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於報
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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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日 34,387 32,228

31–90日 11,463 10,881

91–180日 1,496 644

180日以上 457 516  

47,803 44,269  

16. 計息借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取得新增銀行借貸約人民幣 75,000,000元（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5,000,000元），並償還銀行借貸約人民幣
75,00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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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踏入二零二一年，國際營商環境持續複雜多變，中國政府積極部署以靈活整頓
的策略控制疫情及推行廣泛的疫苗接種，使得經濟社會發展有序恢復。根據國
家統計局，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錄得同比增長12.7%，經濟正穩
步復蘇，生產製造業有序復工，產品市場需求也逐步回升，市場整體預期向好。

隨著新冠疫苗接種率提高，疫情威脅稍緩令全球防疫物資需求有所回落。此外，
歐美地區消費意慾雖然持續回升，然而其他發達國家陸續復工復產，市場供應
重新分配，加上今年第二季度東南亞爆發新一波疫情，對中國出口帶來回落壓力。
據中國海關資料顯示，中國紡織品總出口金額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有所縮減，
紡織品累計出口額同比下降7.38%。同時，中美關稅角力持續，美國很可能著意
加大了從其它東南亞國家的進口，為行業帶來隱憂。中國紡織企業仍需要繼續
謹慎看待國內外疫情變化及中美經貿關係的演化前景。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一直積極致力於多元化業務，以降低業務風險及收入來源。本集團仍以
原設備製造商（「OEM」）方式為國際多個主要服裝品牌供應內衣，並在中國及緬
甸營運工廠進行生產。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回顧期」），本集團錄得
收入減少約 1.5%至約人民 190.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193.3百萬元），期間
虧損約人民幣1.0百萬元（二零二零年：虧損人民幣1.7百萬元）。本集團所錄得收
入與二零二零年同期比較，同比收入基本持平。回顧期內本集團之針織布料之
收入約為人民幣49.4百萬元，而內衣產品之收入約為人民幣141.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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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新冠疫情有緩和跡象，全球經濟及營商環境得以改善。鑒於全球各地正實
施新冠疫苗的大型廣泛接種，在消費氣氛提振及生產營運有序恢復下，本集團
產品出口因此沒受重大影響，回顧期內銷售穩定。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二零二零年中日進出口貿易總額達 3,175億美元。
日本繼續是本集團最大的出口國家。憑藉本集團和其客戶長久真誠的合作關係，
本集團的日本出口訂單持續穩定增長。然而，受到中美貿易分歧的負面影響，成
衣出口至美國之訂單數量持續受影響；來自國內及歐洲大陸等地之訂單數量則
維持穩定。回顧期內，本集團之針織布料之收入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有所增加，主
要因為中國消費信心之反彈。同時由於國內生產基地全面復工復產，也造就了
供應量的提升。

隨著新冠疫情進一步緩和，預料成衣出口訂單將逐漸回復，有望帶動本集團內
衣產品收入穩步上升。另外，儘管緬甸政局於回顧期內出現動盪，本集團位於當
地之生產基地未受太大影響，成衣加工業務處於正常水平，能繼續滿足客戶的
需求。

財務回顧

收入

下表為本集團業務分部之收入明細，及其所佔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收入總額之百分比，並連同二零二零年之相應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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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針織布料 49,351 25.9 34,254 17.7

內衣產品 141,069 74.1 159,064 82.3    

總計 190,420 100.0 193,31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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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90.4百萬元（二
零二零年：人民幣 193.3百萬元），與二零二零年同期相比減少約人民幣2.9百萬元
或約1.5%。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布料及內衣之銷量分別為
約2,309噸及19.4百萬件（二零二零年：分別為1,560噸及22.1百萬件）。收入減少主
要是由於本集團內衣產品銷售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59.1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41.1百萬元所致。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針織布料收入約為人民幣 49.4百萬元（二
零二零年：人民幣 34.3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 15.1百萬元或
44.0%，佔本集團收入總額約25.9%（二零二零年：17.7%）。增加主要由於銷量增加
所致。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針織布料銷量增加約48.0%至約2,309

噸（二零二零年：1,560噸）。針織布料產品主要分銷至中國品牌客戶。截至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承接更多針織布料染色訂單。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衣產品收入約為人民幣141.1百萬元（二
零二零年：人民幣 159.1百萬元），佔收入總額約74.1%（二零二零年：82.3%）。內衣
產品銷售額減少人民幣 18.0百萬元或約11.3%。銷售額減少主要由於內衣產品銷
量下降所致。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承接約12百萬件布口罩之生產訂單。然而，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錄得有關布口罩之緊急訂單，內
衣產品之收入仍減少。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45.4百萬元增加約1.7%

至二零二一年同期約人民幣 147.8百萬元。銷售成本上升主要由於針織布料之銷
售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所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7.9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5.3

百萬元或約 11.1%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42.6百萬元，
此乃由於本集團內衣產品之銷售額減少，而內衣產品的毛利率較針織產品為高
所致。本集團之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24.8%輕微下
降至二零二一年同期之約22.4%。

– 14 –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產品劃分之毛利及毛利
率，連同二零二零年之相應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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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針織布料 1,716 3.5 1,792 5.2

內衣產品 40,861 29.0 46,087 29.0  

總計 42,577 47,879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人民幣0.8百萬元（二
零二零年：人民幣2.8百萬元），主要指匯兌收益、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及政府補助。
該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取的政府補助較少。

銷售及分銷費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費用增加約人民幣 0.6百萬元
至約人民幣6.0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5.4百萬元）。銷售及分銷費用增加，
主要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布料產品銷量及相同產
品之分銷成本增加所致。

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費用減少約14.6%至約人民幣33.1百
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38.8百萬元）。行政費用的主要部分為員工福利、折舊
開支及租金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租金開支及相關管理費下降，乃由於本
集團不再租用若干辦公室物業，改為使用本集團自置的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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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維持於約人民幣2.6百萬元（二零
二零年：人民幣2.6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平均銀行借貸與二零二零年同期的水平
相若。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銀行借貸之實際利率介乎4.38%至
5.22%（二零二零年：4.80%至5.22%），與二零二零年同期相若。

除稅前溢利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 1.7百萬
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3.9百萬元）。有關除稅前溢利減少主要由於毛利下降。布
料產品及內衣產品之毛利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人民幣 1.8

百萬元及人民幣 46.1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人
民幣1.7百萬元及人民幣40.9百萬元。

所得稅費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費用減少至約人民幣2.7百萬元（二
零二零年：人民幣5.6百萬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實
際稅率為 160.9%，而二零二零年同期則為142.8%。

本期間虧損及溢利率

本集團之虧損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 1.7百萬元減
少約人民幣 0.7百萬元至二零二一年同期虧損約人民幣 1.0百萬元。虧損減少主要
是由於所得稅費用減少。

存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存貨結餘增加至約人民幣 81.0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9.1百萬元），反映原材料購買量及製成品數量增加，乃
因預計二零二一年下半年之銷售交付增加。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平均存貨週轉日為87日（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6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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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增加至約人民幣80.3百萬元（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6.6百萬元）。貿易應收款項增加主要由於
本集團接近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末之銷售活動增加，且本集團授予國內客戶
更長信貸期以維持良好客戶關係。平均貿易應收款項週轉日增加至約 63日（截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40日）。

貿易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項增加至約人民幣 47.8百萬元（於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4.3百萬元）。本集團因預計銷售訂單及交貨增加
而購買較多原料，導致貿易應付款項增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主要營運資金來源包括銷售其產品所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銀行借貸。於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1.5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14.7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40.6百萬元），主要來自及用於日常營運，包括銷售產品、採購材料及獲取短期
銀行貸款人民幣103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3百萬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以期末之債務總額除以期末
之資產總值乘以 100%計算，而債務總額界定為包括流動及非流動計息借貸）約為
21.3%，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21.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定息銀行借貸約為人民幣 55百萬元（於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5百萬元），浮息銀行借貸約為人民幣48百萬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8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定息銀行借貸及浮息銀行借貸之實際年利率分別為4.80%及介乎4.38%

至5.22%（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定息銀行借貸之實際年利率為 4.80%；
浮息銀行借貸之實際年利率介乎 4.62%至5.22%）。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資金及
庫務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本集團大部分資金已存入中國之銀行及香港持牌銀行。本集團管理層相信本集
團擁有足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應付下半年之承擔及營運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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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推行謹慎財務管理政策及監察其基於負債對總資產比率之資本結構。

利率及外幣風險

本集團之利率風險主要是關於浮息借貸之現金流量利率風險。由於銀行結餘之
現行市場利率波動，受限制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亦使本集團面對現金流量利率
風險。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財務工具對沖利率之潛在波動。由於本集團預計銀
行存款利率不會出現重大波動，故管理層認為因受限制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引
致之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不大。為減低利率波動之影響，本集團將繼續評估及監
察本集團之利率風險及將考慮在預計出現重大利率風險時作出其他必須行動。

本集團面臨外幣風險。本集團收入中大部分以美元計值，而若干貿易及其他應
收款項、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則分別以美元、日圓及港元
計值，而絕大部分經營費用均以人民幣計值，而本集團之報告貨幣為人民幣。

本集團並無外幣對沖政策。倘貨幣波動，本集團可能需要提高其產品定價以補
償生產成本之增加。此情況可削弱本集團產品之定價競爭力，亦可引致收入下
降。未來，管理層將監察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及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或保理重大
外幣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乃以賬面值分別約為人民幣 10.5

百萬元及人民幣80.6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人民幣10.6

百萬元及人民幣84.0百萬元）之本集團使用權資產及樓宇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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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 2,300名僱員。本集團之薪酬待遇主要
部分包括基本薪金、醫療保險、酌情現金花紅及退休福利計劃。本集團將對僱員
表現進行定期檢討，而其薪金及花紅以表現為基礎。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既無經
歷與其僱員發生任何重大問題或因勞資糾紛而使營運停頓，亦無經歷任何招聘
及挽留資深僱員之困難。本集團與其僱員維持良好關係。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二零年：無）。

展望

步入後疫情時代，經濟活動全面重啟，全球財政刺激措施及寬鬆貨幣政策有望
紓緩疫情帶來的影響。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之《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料，
二零二一年全球增速為6.0%，其中中國將增長達8.4%。根據中商情報網預測，二
零二一年中國家紡行業規模將達到人民幣 2,937億元。隨著人民收入提高，對生
活水平要求的提升，加上二胎政策的開放，家用紡織行業發展將迎來新機遇。

另外，中國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
RCEP作為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其成功簽署將推動區內自由開放
貿易及外來投資增加，促進經濟區域合作。同時，此次RCEP最大的突破是首次
實現中日兩國自貿區零關稅協議安排，此舉將有利提高中國紡織企業的利潤空
間和帶動出口規模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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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對新型變種病毒近期進一步肆虐，疫苗成效、經濟反彈引發的通脹以至
地緣政治風險升溫持續困擾全球經濟復蘇步伐及部分民眾生活，經營風險不容
忽視。本集團在業務與地理擁有多元化優勢，加上全球多國頒令各種刺激經濟
政策及新冠疫苗的加大廣泛接種，預料下半年中國紡織品的需求將保持穩定。
此外，本集團亦會主動調整各地區生產設施之產能，並於其主要業務以外物色
具潛力之投資項目。透過業務發展組合多元化及採取靈活措施及業務策略對應
外來挑戰，實現可持續發展，為股東創造理想投資回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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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報告期後事項

於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概無出現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發生且對本集團
之營運及財務表現構成重大影響之重大事宜。

企業管治

本公司十分重視其企業管治常規，且董事會堅信良好之企業管治常規能提升本
公司對股東之問責性及透明度。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及若干建議最
佳常規作為其企業管治守則。董事會亦會不時檢討並監察本公司之常規，以期
維持並改善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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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
本公司確認董事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成立，並根據上市
規則訂明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負責 (i)就外聘核數師之委任、續聘及罷
免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批准外聘核數師之薪酬及聘用條款，及處理有關該核數
師辭任或被解聘之任何問題；(ii)監察財務報表、年報及賬目、中期報告及（若擬
刊發）季度報告之完整性，並審閱該等文件當中有關財務申報之重大判斷；及 (iii)

檢討財務控制、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全森先生（主席）、趙衛紅女士及徐敦楷
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亦已討論及審
閱本集團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制度之充足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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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登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greatimeintl.com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將適時登載於該兩個網站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廣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彬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王彬先生、田英女士及杜書偉先生；及
一位非執行董事張炎林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敦楷先生、趙衛紅女
士及胡全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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