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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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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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T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21）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CWT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該等
中期業績已經由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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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5 25,908,923 17,711,476

銷售成本 (24,982,653) (16,999,705)  

毛利 926,270 711,771

其他收入 54,008 103,812

其他虧損淨額 7 (7,239) (31,229)

銷售及分銷費用 (196,619) (191,168)

行政開支 (421,508) (381,660)

融資成本 8 (155,901) (242,760)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除稅後） 17,871 8,194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減虧損（除稅後） 1,743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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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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9 218,625 (22,434)

所得稅 10 (60,446) (48,063)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虧損） 158,179 (70,497)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之期間虧損 4 – (16,005)  

期間溢利╱（虧損） 158,179 (86,502)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 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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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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界定福利計劃 10,192 1,496

其他全面收益稅項 (1,211) –  

8,981 1,496  

其後已經或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出售附屬公司時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匯兌差額 – 77,149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41,139) (63,287)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允價值變動中之有效部份 1,146 (1,335)

分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其他全面收益 842 5,128  

(39,151) 17,655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30,170) 19,151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8,009 (67,351)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 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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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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34,227 (79,287)

 –  來自已終止業務 – (15,8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134,227 (95,124)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3,952 8,790

 –  來自已終止業務 – (168)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間溢利 23,952 8,622  

期間溢利╱（虧損） 158,179 (86,50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5,355 (76,255)

 非控股權益 22,654 8,904  

128,009 (67,351)  

每股盈利╱（虧損） 12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1.18 (0.8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仙） 1.18 (0.70)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 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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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38,885 3,887,046

使用權資產 2,968,006 3,170,538

無形資產 198,003 212,912

於聯營公司權益 206,958 190,232

於合營企業權益 247,636 256,449

其他金融資產 209,031 206,58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1,305 36,016

其他非流動資產 18,494 18,642

衍生金融工具 122,007 1,467

遞延稅項資產 33,597 35,458  

7,773,922 8,015,346  

流動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 491,197 1,498,580

存貨 2,791,342 3,094,489

應收貿易賬項 13 4,333,535 3,647,80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123,159 6,764,870

合約資產 125,602 73,791

有擔保之LME商品 57,708 98,655

衍生金融工具 817,132 429,527

可收回稅項 21,673 15,1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6,451 29,81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66,057 1,247,995  

17,843,856 16,9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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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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166,658 254,124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0,696,154 9,179,149

貸款及借款 5,134,330 5,204,356

租賃負債 338,790 374,467

衍生金融工具 536,921 1,146,335

應付當期稅項 67,830 41,220

撥備 13,803 15,000  

16,954,486 16,214,651  

流動資產淨值 889,370 685,97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663,292 8,701,323  

非流動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21,714 23,779

貸款及借款 905,133 896,263

租賃負債 2,776,893 2,932,448

衍生金融工具 26,676 3,468

界定福利承擔 49,728 62,341

遞延稅項負債 271,546 284,666  

4,051,690 4,202,965  

資產淨值 4,611,602 4,498,358  

綜合財務狀況表 – 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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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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731,480 4,731,480

儲備 (258,477) (363,8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473,003 4,367,648

非控股權益 138,599 130,710  

總權益 4,611,602 4,498,358  

綜合財務狀況表 – 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 7 –



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乃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香港海航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香港海航」，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乃本公
司之直接母公司。海航集團有限公司（「海航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之公司）
乃本公司之中間母公司。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會（於中國註冊之基金）乃本公司之最終控制方。

2. 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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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惟乃摘錄自該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草稿，而該報告乃
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

除預期將於二零二一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外，中期財務報告草稿已按照與二
零二零年度財務報表內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3。

本初步公告或中期財務報告草稿所載作為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來自該等
財務報表。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香港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第436條披露有關該等法定財
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要求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
在不對其報告出具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注意的任何事項；且並無載有根
據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 (3)條作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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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會計期間的本中期財務報告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Covid-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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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階段

該等變化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於財務報告之編製或呈列方式
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惟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除外，其
允許承租人將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入賬，猶如其並非租賃修訂。

4.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本集團已完成出售其體育及休閒相關設施業務（「中國業務」）。此外，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亦已終止其商品貿易分部項下能源及精
煉金屬貿易業務（「能源及精煉金屬貿易業務」）。

上文披露之兩項業務均獲分類為已終止業務。有關該等業務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的
二零二零年中期及年度報告。

5. 收入

本集團業務及主要收入來源為上一年度財務報表所述者。本集團之收入產生自與客戶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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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主要產品及服務線及客戶所在地區劃分之客戶合約收入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主要產品及服務線劃分
 運輸服務 2,538,928 1,334,837

 物流服務 862,432 794,913

 商品貿易 21,840,527 14,990,097

 設備及設施保養服務 315,780 226,961

 設計與建造 2,346 8,918

 經紀服務 283,715 284,647

 其他 65,195 71,103  

25,908,923 17,711,47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
 中國（包括香港及台灣） 18,309,605 13,092,418

 新加坡 4,367,006 1,576,558

 馬來西亞 199,797 96,105

 其他亞太司法權區 1,314,956 1,064,440

 韓國 667,361 382,209

 歐洲 726,159 529,061

 北美洲 185,909 811,430

 南美洲 1,147 665

 非洲大陸 136,983 158,590  

25,908,923 17,71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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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資料

就資源調配及分部表現評估向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集團最高級行政
管理人員）呈報之資料，集中於所交付或提供之貨品或服務類別。

本集團已呈報以下可呈報分部，列報方式與為資源調配及評估表現目的而向本集團最高級
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匯報資料之方式貫徹一致。

物流服務

該可呈報分部包括倉儲、運輸、貨運及貨物拼裝、供應鏈管理服務。

商品貿易

該可呈報分部包括以銅、鉛、鋅及其他次要金屬為主之基本金屬有色精礦之實物貿易及供
應鏈管理。

工程服務

該可呈報分部包括設施、車輛及設備之管理與維護、工程產品之供應及安裝、物業管理以
及物流物業之設計與建造。

金融服務

該可呈報分部包括商品結構性貿易、提供金融經紀服務及資產管理服務。

以下報告之分部資料並不包括該等已終止業務之任何金額，進一步資料詳述於附註4。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調配資源，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察各可呈
報分部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除稅前分部溢利指經營收入減開支。分部資產指各分部直接管理之資產，主要包括存貨、
應收款項、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分部負債指各分部直接管理之負債，主要
包括應付款項、貸款及借款以及租賃負債。

收入及開支乃參考可呈報分部所產生之銷售及開支或自該等分部應佔資產之折舊或攤銷
產生之銷售及開支分配至該等分部。分部溢利包括自本集團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活動所產
生之本集團分佔溢利。並非由經營可呈報分部管理或源自經營可呈報分部之項目於分部對
賬中分類為「未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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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分部溢利所用之計量為除稅前溢利。

(a) 分部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收入確認時間劃分之客戶合
約收入及為資源調配及評估分部表現目的而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有關本集
團報告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物流服務 商品貿易 工程服務 金融服務 對銷 合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收入 3,484,912 2,211,716 16,019,906 9,332,166 321,775 245,268 6,104,337 5,942,600 (22,007) (20,274) 25,908,923 17,711,476

分部間收入 (21,821) (20,163) – – (186) (111) – – 22,007 20,274 – –            

外部客戶收入 3,463,091 2,191,553 16,019,906 9,332,166 321,589 245,157 6,104,337 5,942,600 – – 25,908,923 17,711,476            

按收入確認時間劃分之外部

 客戶收入

於某一時點 1,423,670 795,950 16,019,906 9,332,166 46,045 45,642 6,104,337 5,942,600 – – 23,593,958 16,116,358

於一段時間內 2,039,421 1,395,603 – – 275,544 199,515 – – – – 2,314,965 1,595,118            

3,463,091 2,191,553 16,019,906 9,332,166 321,589 245,157 6,104,337 5,942,600 – – 25,908,923 17,711,476            

按產品╱服務線劃分之外部

 客戶收入

運輸服務 2,538,928 1,334,837 – – – – – – – – 2,538,928 1,334,837

物流服務 862,432 794,913 – – – – – – – – 862,432 794,913

商品貿易 – – 16,019,906 9,332,144 – – 5,820,621 5,657,953 – – 21,840,527 14,990,097

設備及設施保養服務 – – – – 315,780 226,961 – – – – 315,780 226,961

設計與建造 – – – – 2,346 8,918 – – – – 2,346 8,918

經紀服務 – – – – – – 283,715 284,647 – – 283,715 284,647

其他 61,731 61,803 – 22 3,463 9,278 1 – – – 65,195 71,103            

3,463,091 2,191,553 16,019,906 9,332,166 321,589 245,157 6,104,337 5,942,600 – – 25,908,923 17,711,476            

可呈報分部除稅前溢利 201,374 43,023 60,434 33,709 19,088 29,003 14,120 53,185 (291) 327 294,725 159,247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部資產 8,700,394 8,720,960 7,516,214 8,064,675 521,635 475,599 9,088,217 7,795,521 (770,606) (806,049) 25,055,854 24,250,706

可呈報分部負債 6,112,330 6,346,489 6,182,650 6,763,188 267,562 234,447 8,013,406 6,736,522 (770,606) (775,980) 19,805,342 19,30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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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呈報分部損益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除稅前溢利總額 294,725 159,247

未分配收入及收益 332 24,545

未分配開支 (54,774) (68,635)

匯兌虧損淨額 (3,793) (40,463)

融資成本 (17,865) (97,128)  

除稅前溢利╱（虧損）（持續經營業務） 218,625 (22,434)  

(c) 業務的季節性

董事認為本集團的業務並非極易受季節影響。

7.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1,077) 660

匯兌虧損淨額 (6,308) (53,066)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工具之（虧損）╱收益淨額 (58) 21,80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1,86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回 1,746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4,687

其他 (1,542) (3,449)  

(7,239) (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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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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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手續費 27,327 21,715

利息開支：
 –  銀行借款及其他融資 62,779 138,788

 –  中期票據 – 5,903

 –  租賃負債 61,925 62,258

其他融資成本 3,870 14,096  

155,901 242,760  

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9,462 102,297

使用權資產折舊 211,136 219,006

無形資產攤銷 15,642 15,460

股息收入 – (155)

就以下各項作出之減值虧損確認╱（撥回）：
 –  應收貿易賬項 21,431 –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 1,862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46) –

已銷售存貨成本 20,844,464 14,871,728

利息收入 (17,287) (36,621)

政府補助 (29,166) (6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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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當期稅項 – 香港境外
 期內撥備 68,337 34,93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2,101) 2,124  

66,236 37,054

遞延稅項
 源自及撥回暫時性差額 (7,775) 8,997

預扣稅 1,985 2,012  

所得稅開支總額 60,446 48,063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均並無於香港
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香港境外之稅項根據按相關司法權區之
現行稅率計算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11.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向普通股股東支付或建
議支付任何股息，且報告期末後並無建議支付任何股息。

12.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按下列數據計算：

(i)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134,227 (79,287)

 –  已終止業務 – (15,837)  

134,227 (9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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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11,399,996,101股（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1,399,996,101股）。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存續之購股權對呈列之每股
基本盈利╱（虧損）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未於該等期間就攤薄對呈列之每股基本盈
利╱（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13. 應收貿易賬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應收貿易債務人賬款及應收票據，
 扣除虧損撥備 1,342,211 929,127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計量之包含暫時價格特徵之
 應收貿易賬項 2,991,324 2,718,677  

4,333,535 3,647,804  

於報告期末，按照發票日期及經扣除虧損撥備後計算之應收貿易債務人賬款及應收票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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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90日 4,191,152 3,428,704

91–180日 128,130 158,485

181–365日 5,453 54,800

1年以上 8,800 5,815  

應收貿易債務人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虧損撥備 4,333,535 3,647,804  

預期所有應收貿易賬項均可於一年內收回。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本集團聯營公司、合營企業及其他關連方之應收貿易賬項
分別為港幣21,114,000元、港幣7,028,000元及港幣6,013,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5,475,000元、港幣3,773,000元及港幣1,56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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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
 –  按攤銷成本計量 857,987 578,744

 –  包含暫時定價特徵及按公允價值 

 計入損益計量 595,445 791,128  

(a) 1,453,432 1,369,872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付項目 (b) 9,242,722 7,809,277  

10,696,154 9,179,149  

(a) 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時之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90日 1,279,725 1,219,064

91–180日 101,239 57,241

181–365日 48,741 30,815

1–2年 11,846 52,840

2年以上 11,881 9,912  

1,453,432 1,369,872  

(b)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付項目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劃分予客戶之金額港幣7,058,75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6,000,547,000元）計入結餘。

15. 期後事項

自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起至本公告日期，概無發生重大期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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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概覽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全球經濟、貿易及金融市場仍繼續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響。
地緣政治轉變帶來的深遠變化使商界持續受到影響。本集團在多年深耕的物流、
金融經紀及商品貿易領域面對新產生的重大困難及不明朗因素，砥礪前行。在
管理層的堅定領導下，本集團努力 (i)穩定人才、客戶及現金流；(ii)改善本集團
的成本結構及業務；及 (iii)致力於償債及去槓桿化。本集團穩中求進，爭取快速
過渡到下一個健康發展的時期。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核心物流業務的表現較二
零二零年同期有所進步。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達到港幣25,908,923,000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7,711,476,000元），擁有人應佔溢利
達到港幣134,227,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擁有人應佔虧損
港幣95,124,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自持續經營業
務錄得溢利港幣158,179,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港幣
70,497,000元）。儘管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面臨各種挑
戰，其持續經營業務表現好轉，主要是由於 (i)物流服務分部除稅前溢利大幅增
加約港幣158,357,000元及融資成本大幅下跌約港幣86,859,000元。本集團於本期
間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且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未經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錄得港幣
683,479,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520,468,000元），該金
額乃按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溢利計算，未扣除持續經營業務的融資成本、所得
稅開支、折舊及攤銷及計入利息收入。

物流服務

倉儲及綜合物流業務方面，在Covid-19疫情下，新加坡經濟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逐漸改善。隨著出口訂單回升，我們客戶的物流活動逐漸增長。然而，全球集裝
箱航運短缺及新加坡港務局（「新加坡港務局」）港口擠塞已擾亂供應鏈，有時甚
至使之癱瘓，導致不必要的供應中斷。進入新加坡港務局泊位的船舶數量的不
確定性及變化亦使運輸及倉儲規劃變得困難。此外，馬來西亞及外籍員工進入
新加坡受到限制，隨著經營活動增加，人才招聘及挽留成為了管理的主要挑戰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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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儲物流方面，我們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整體倉儲利用率始終維持在接近
98%，以較高的費率獲得新客戶。電子商貿及物流活動繼續支持倉儲需求，乃由
於該等市場參與者尋求透過供應鏈轉變擴大其業務。然而，一再延遲的新倉儲
供應進一步受到勞工短缺的影響。此乃由於Covid-19輸入個案增加導致新加坡政
府對勞動力供應實施緊縮措施。供應緊張的情況已對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比率
造成上調壓力，預期至少將持續至二零二一年第四季度。在新倉儲供應進入市
場前，預期該比率將較Covid-19前穩定增長10%。

貨運物流業務方面，由於意料之外的不利事件，貨運市場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遭受打擊。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一艘20,000箱級集裝箱船舶長賜輪擱淺後，堵塞
蘇伊士運河六天。這導致多艘船舶的船期延誤，加劇了本已緊張的航運空間及
設備狀況。於二零二一年六月，由於深圳鹽田港口發現Covid-19個案，港口被當
局關閉近一個月。擠塞及運力緊張對所有其他深圳港口均造成嚴重影響，導致
中國船公司的船期混亂及航運空間進一步短缺。

此外，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電子商貿及電子產品的需求持續強勁，加劇對已處
於嚴重供應短缺的航運空間及集裝箱設備造成的壓力。因此，運費繼續維持在
較高水平或輕微上升的趨勢。

商品物流業務方面，商品物流表現強勢反彈，在收入增加的情況下，EBITDA顯
著改善。增長乃由於可可豆倉儲及物流業務強勁所致。我們將繼續專注於對商
品倉儲及物流服務核心業務的長期成功至關重要的策略。

整體而言，物流業務有廣泛的改善，尤其是貨運物流。物流業務錄得收入增加
58%至港幣3,484,912,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2,211,716,000

元）。貨運物流表現出色及倉儲物流及商品物流表現更佳令物流業務的除稅前溢
利增加至港幣201,374,000元，約為去年同期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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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貿易（「商品貿易」）

儘管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及疫情持續影響，商品貿易仍能維持其於精礦及金屬市
場的競爭力。由於疫情以及對質量、長期前景及地理位置作出的戰略選擇，精礦
的整體年交易量較二零二零年同期略有下降。

鑒於目前商品價格較高，客戶面臨挑戰，故存貨持有成本仍然高企，且預期短期
內不會改變。儘管收入因基本金屬價格急劇上升而有所改善，但價格上升亦導
致與一間貿易公司有關的融資成本增加，加上運費上漲，盈利能力被削弱。

從市場角度來看，主要是中國及其他市場對銅的需求強勁。我們預期對精礦及
金屬市場的強勁需求趨勢將於二零二一年持續。此外，在不考慮Covid-19進一步
中斷的任何不確定因素及原產地可能發生的勞資糾紛的情況下，供應方面持續
穩定。整體而言，我們認為二零二一年為過渡期延續之年，交易狀況持續緩慢改
善。

受銅價大幅上漲推動，商品貿易錄得收入增加 72%至港幣 16,019,906,000元，除稅
前溢利增加至港幣60,434,000元，乃由於利潤率改善所致。

金融服務

我們繼續增加衍生工具分部項下管理客戶總資產（「管理資產」），至今已增加約
20%。在新業務方面，槓桿式外匯交易自二零一九年獲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牌
照以來已取得顯著的業務進展。我們最近亦增加了結構性場外產品，為客戶提
供一套精密的場外交易風險管理工具。儘管該等正面發展令客戶群增加，但佣
金率下降及低息環境繼續對整體業務的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我們仍致力投放資源以加快數字轉型計劃，旨在實現自動化及提升生產力，同
時將接觸點數字化，提升客戶的交易體驗。

就市場前景而言，所有商品行業（包括基本金屬、石油及運費）均出現通脹飆升，
導致價格高企。目前，我們正在檢討我們的風險管理常規，亦正在研究提供加密
相關產品及服務的可能性及盈利能力，以在出現機會時把握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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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分部的衍生業務經營活動有所改善，尤其是在亞洲，但由於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的低息環境及高法律成本導致利息收入減少，盈利能力因而受到影響。
與去年同期相比，除稅前分部溢利減少73%至港幣14,120,000元。

工程服務（「工程服務」）

工程服務包括兩個重點領域：工程維護（「工程維護」）及設計與建造（「設計與建造」）。

於 回 顧 期 間，工 程 服 務 業 務 錄 得 收 入 港 幣 321,775,000元 及 除 稅 前 溢 利 港 幣
19,088,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收入增加 31%及除稅前溢利減少 34%。由於獲得
新工程維護合約，工程服務業務表現有所改善，惟略為被與航空業的現有合約
有所抵銷。

工程維護涉及設施維護及車輛維護市場的工程維護及管理工作。儘管競爭激烈，
但目標市場穩定。該業務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表現良好，並預期於二零二一年
下半年取得新合約後維持穩定。Covid-19的影響主要來自航空業，但由於削減成
本及取得新合約該影響有所減輕。

設計與建造為有意建立或裝修其物流設施或倉庫的物流相關客戶提供設計及建
造解決方案。主要倉庫開發及新建項目的市場受到Covid-19的嚴重影響。疫情造
成的供應鏈中斷、旅遊及跨境限制，導致建築材料短缺及供應鏈中斷以及勞動
力及人力短缺。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融資活動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港幣1,066,057,000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247,995,000元）。大部分現金及銀行結存以港幣、
美元、新加坡元、歐元及人民幣持有，並存於具領導地位之銀行，於一年內到期。
另一方面，本集團擁有貸款及借貸港幣6,039,463,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港幣 6,100,619,000元），當中港幣 3,795,727,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 3,820,926,000元）為循環短期貿易融資，用於撥付本集團商品貿易業務之
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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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任何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未來展望及我們的策略

踏入二零二一年下半年，儘管Covid-19疫情隨着世界各國的抗疫成效有所緩解，
但變種病毒的出現及疫情的反覆，使得我們認識到我們將與疫情在相當長的一
段時間內共存，並在疫情中尋求發展機遇。與此同時，地緣政治局勢日益緊張，
可預見將持續增加環球經濟動盪風險；大宗商品價格動蕩和通貨膨脹也為全球
經濟增長前景增添了不明朗因素。

我們將繼續對全球物流、金融及商品市場表現保持謹慎態度。通過密切、全方位
監察環球經濟狀況，並採取卓有成效的應對手段，盡力減低其對本集團的影響。
此外，我們將繼續監察市場及把握發展機遇，力保業務的穩健增長。

總之，本集團將繼續聚焦核心產業和核心競爭力，主動關注和積極把握業務機
遇，以充分發揮我們在物流行業的行業地位和競爭優勢，爭取合理的回報。我們
仍相信，憑藉我們最大的努力、堅毅及審慎，本集團正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聯交所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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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報告期內已遵
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惟下文
所述之偏差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
應由同一人士擔任。李能先生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
十一日期間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兼董事會聯席主席（「聯席主席」）。
張燦先生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主席」）兼行政總裁。

董事會相信，委任同一人士兼任主席╱聯席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有利於確保本
集團內部領導貫徹一致，並為本集團提供更有效及高效之整體戰略規劃。董事
會認為，該架構持續使本公司迅速有效地制定及實施決策。鑑於董事會乃由經
驗豐富及具卓越人才組成，且董事會有足夠人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故董事會
相信，透過董事會之運作，足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均衡分佈。

因此，董事認為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的原因在此情況下屬恰當。

致謝

董事會謹此對本公司全體股東、投資者、客戶、供應商及業務夥伴對本集團一直
以來的寶貴支持及信任致以衷心謝意；同時，董事會亦對全體管理層及員工在
期內之不懈努力、勤勉及奉獻深表感謝及讚賞。

承董事會命
CWT INTERNATIONAL LIMITED

執行董事
張燦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張燦先生（執行董事、主席兼行政總裁）、趙權先生
（執行董事）、彭彪先生（執行董事）、吳金峰先生（執行董事）、梁順生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林子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林健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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