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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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3999）

二零二二年全年業績公佈

大成食品（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根據下文附註2所列的基準編製的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及與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財務摘要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增減百分比

經營收入－持續經營（人民幣千元） 6,195,175 6,530,905 -5.1

毛利－持續經營（人民幣千元） 680,906 661,784 2.9

毛利率－持續經營(%) 11.0 10.1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持續經營 （人民幣千元） 91,852 90,700 1.3

每股基本盈利－持續經營（人民幣元） 0.09 0.09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91,852 155,473 -40.9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9 0.15

每股股息（港仙）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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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除另有列明外，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持續經營
經營收入 3 6,195,175 6,530,905
銷售成本 (5,514,269) (5,869,121)  

毛利 680,906 661,784
其他經營收入 46,463 16,708
其他淨（損失）╱收益 (5,921) 12,059
分銷成本 (307,598) (301,704)
行政開支 (264,290) (240,237)  

經營溢利 149,560 148,610
財務開支 4(a) (11,278) (12,575)
應佔權益入賬參股公司虧損 (1,010) (1,529)  

除稅前溢利 4 137,272 134,506
所得稅 5 (14,792) (9,909)  

持續經營利潤 122,480 124,597
終止經營利潤 0 75,405  

年內溢利 122,480 200,002
  

下列人士應佔的年內溢利：
本公司股東 91,852 155,473
非控股權益 30,628 44,529  

年內溢利 122,480 200,002
  

年內應支付予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報告期末後建議分派之末期股息 6 0 0

  

每股盈利 7
　－基本和攤薄（人民幣元） 0.09 0.15

  

每股盈利－持續經營
　－基本和攤薄（人民幣元） 7 0.09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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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另有列明外，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40,947 1,019,618

土地使用權 125,499 139,841

投資性房地產 53,889 56,381

於權益入賬參股公司的權益 68,786 69,796

其他金融資產 1,948 1,948

遞延稅項資產 6,071 4,274

長期可收回稅項 9 112,497 139,778

其他非流動資產 59,598 31,734  

1,669,235 1,463,370  

流動資產
存貨 671,019 608,153

生物資產 149,077 143,647

應收貿易賬款 8 239,110 213,087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9 310,562 387,9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2,274 625,059  

1,902,042 1,977,89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472,025 397,655

其他應付款項 11 328,568 293,094

合約負債 20,756 26,195

計息借款 107,448 133,640

租賃負債 2,001 3,387

應付所得稅 9,928 10,215  

940,726 864,186  

流動資產淨值 961,316 1,11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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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30,551 2,577,075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269,792 273,852

租賃負債 29,716 30,579

遞延稅項負債 7,936 3,097  

307,444 307,528  

資產淨值 2,323,107 2,269,54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7,920 97,920

儲備 944,706 949,624

保留溢利 1,028,770 950,071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值 2,071,396 1,997,615

非控股權益 251,711 271,932  

權益總值 2,323,107 2,269,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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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補充說明
（除另有列明外，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1 一般資料

大成食品（亞洲）有限公司根據開曼群島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公司法（經綜合及修訂）第22章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禽畜飼料、家禽以及冰鮮肉及加工食品
的製作及買賣。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四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公開發售。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年度業績。

(a) 遵例聲明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國際
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所有各個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和詮釋）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
披露規定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本集團採納之重大會計政策概要載列如下。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了若干新訂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本會計期間首次開始
生效或供提早採納。

初始應用該等頒佈所引致的當前和以往會計期間的，並且適用於本集團的任何會計政策變動已於該等財務報表
內反映，有關資料載列於附註2(d)。

(b) 計量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
司的權益。

除下述資產及負債按其公允價值列賬外，編製財務報表所用的計算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法，詳見下文所載會計
政策：

－ 衍生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計算。

(c) 功能及呈列貨幣

本集團各實體之財務報表項目以最能反映與該公司相關的事項及環境之經濟特徵的貨幣（「功能貨幣」）計量。綜
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列貨幣」）呈列，即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不同。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美元」）。位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越南的該等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分別為人民幣及越南盾。由於本公司的主要附屬
公司位於中國，故其董事認為以人民幣呈列綜合財務報表屬合適。除另有指明外，所有以人民幣呈列的財務資
料均湊整至最相近的千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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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於現有會計期間在該等財務報表應用下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性合約－履約成本

該等準則變化均沒有對本集團在當前或以往期間如何編製或呈列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現有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3 經營收入及分部信息

經營收入主要指售予客戶的商品的銷售價值，但不包括增值稅或其他銷售稅，並扣除任何貿易折扣。

本集團按不同分支，即同時按產品和服務所屬的業務線及地理分佈來管理其業務。以內部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
本公司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報告資料一致的呈報方式，本集團呈報下列三個報告分部。下列報告分部概無由
合併的經營分部組成。

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分部以肉品（主要為雞肉）加工成為再加工或即食（半熟╱全熟）產品生產及分
銷。

禽畜飼料： 禽畜飼料分部以「補克博士」、「大成」及「綠騎士」品牌生產及分銷豬隻、產蛋雞、肉雞、
鴨及種禽的完全飼料、基礎混合飼料及預混合飼料。

肉品： 肉品分部從事肉種雞飼養、肉種蛋孵化、契約飼養、以「大成」和「姐妹廚房」品牌銷售
之冰鮮及冷凍雞肉的加工及貿易業務。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估分部業績及各分部間的資源分配而言，首席執行官按下列基準監察各呈報分部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
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公司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各獨立分部的製
作及銷售業務應佔的應付賬款、應計費用及直接由分部管理的銀行借款。

經營收入及開支乃參考各分部所產生的銷售額，以及各分部所錄得的開支或因有關分部應佔資產的折舊或攤銷
而產生的開支而分配至各須予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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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分部溢利所用方法為毛利法。

除接獲有關毛利的分部資料外，首席執行官亦獲提供有關經營收入（包括分部間銷售額）、折舊及攤銷的分部資
料。分部間銷售額乃參考外部人士就類似訂單作出的價格而進行定價。

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向首席執行官提供有關的本集團
報告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加工食品 禽畜飼料 肉品 合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持續經營 終止經營

來自外部客戶的經營收入 2,151,768 2,124,152 2,340,369 2,811,014 2,819,560 1,703,038 1,595,739 6,195,175 9,350,465

分部間經營收入 – – 1,326,020 1,355,930 – 499,434 546,022 1,825,454 1,901,952         

合計 2,151,768 2,124,152 3,666,389 4,166,944 2,819,560 2,202,472 2,141,761 8,020,629 11,252,417
         

分部業績 421,752 388,545 147,817 220,418 157,264 111,337 52,821 680,906 819,048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 – – – – – – (531,346) (574,248)  

經營溢利 – – – – – – – 149,560 244,800

財務開支 – – – – – – – (11,278) (21,684)

應佔權益入賬參股公司虧損 – – – – – – – (1,010) (2,819)

所得稅 – – – – – – – (14,792) (20,295)  

年內溢利 – – – – – – – 122,480 200,002
  

年內折舊及攤銷 51,781 52,079 20,694 22,327 19,221 62,348 62,929 134,823 156,556

報告分部資產 960,817 882,609 574,415 585,571 – 1,248,919 1,115,983 2,784,151 2,584,163

年內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158,016 42,564 21,964 20,110 19,278 172,137 96,063 352,117 178,015

報告分部負債 304,195 228,312 241,503 268,746 – 328,149 192,680 873,847 689,738



8

(b) 報告分部經營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調節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經營收入
報告分部經營收入 8,020,629 11,252,417

分部間經營收入抵銷 (1,825,454) (1,901,952)

終止經營收入抵銷 – (2,819,560)  

綜合經營收入 6,195,175 6,530,905
  

除稅前溢利
報告分部除稅前溢利總值 137,272 178,824

終止經營收入抵銷 – (44,318)  

綜合來自持續經營的除稅前溢利 137,272 134,506
  

資產
報告分部資產 2,784,151 2,584,163  

遞延稅項資產 6,071 4,2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2,274 625,059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 248,781 227,765  

綜合資產總值 3,571,277 3,441,261
  

負債
報告分部負債 873,847 689,738  

應付所得稅 9,928 10,215

遞延稅項負債 7,936 3,097

計息借款 352,440 362,527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 4,019 106,137  

綜合負債總值 1,248,170 1,17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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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來自外部客戶的本集團經營收入及本集團有形資產和於權益入賬參股公司的權益（「指明非流動資
產」）的地理位置資料。客戶的地理位置根據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的位置釐定。指明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根據
資產實際所處位置（如屬物業、廠房及設備）和經營業務所在地（如屬於權益入賬參股公司的權益）釐定。

來自外部客戶的經營收入 指明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中國內地 5,883,960 6,210,328 1,494,830 1,260,989

越南及馬來西亞 – 2,819,560 – –

日本 248,082 270,756 – –

其他亞太地區 63,133 49,821 – –    

6,195,175 9,350,465 1,494,830 1,260,989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各項而達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a)	 財務開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9,716 10,718

租賃負債利息 1,562 1,857  

11,278 12,575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 637,853 633,44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4,017 29,738  

671,870 663,182
  

本集團必須參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市政府營辦的退休金計劃，即本集團於有關年內須以有關中國
機關所釐定的標準工資為基準，按16%（二零二一年：16%）的比例為中國僱員支付年度退休金供款。除上述供款
外，本集團並無就中國僱員退休福利承擔其他重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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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按照香港《僱傭條例》聘用的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
金計劃」）。強積金計劃為界定供款退休計劃，由獨立信託人管理。根據強積金計劃，本集團須按僱員相關收入
的6%（二零二一年：6%）向計劃供款，本集團的僱員則須按僱員相關收入的5%（二零二一年：5%）向計劃供款，
每月相關收入的上限為30,000港元。向強積金計劃支付的供款即時歸屬僱員。

除上述計劃外，本集團並無就支付供款以外的退休福利承擔其他重大責任。

(c) 其他項目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3,700 4,752

　－其他服務 700 790  

4,400 5,542
  

折舊開支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123,413 117,278

－使用權資產 8,688 7,983

－投資性房地產 2,722 2,790  

134,823 128,051
  

生物資產攤銷 12,312 7,476

已確認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2,638 4,742

存貨撇減撥回淨值 (4,838) (4,975)

研發成本 721 1,361

庫存成本 5,446,132 5,13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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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當期稅項

年內撥備 11,523 10,518

過往數年的撥備不足╱（過多） 227 (2,014)  

11,750 8,504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3,042 1,405  

持續經營的稅項支出 14,792 9,909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零一八年稅務（修訂）（第3號）條例》（「條例」）頒佈，並實施利得稅兩級制。根據利得稅
兩級制，合資格公司的首二百萬港元應評稅利潤的稅率為8.25%，而餘下的應評稅利潤的稅率則為16.5%。條
例自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課稅年度起生效。二零二二年的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按該年度的估計應稅利潤的16.5%

（二零二一年：16.5%）計算的，但本集團內屬於利得稅兩級制項下的合資格公司的附屬公司則除外。對於此等
附屬公司，首二百萬港元的應課稅利潤按8.25%的稅率徵收，其餘應課稅利潤按16.5%的稅率徵收。該附屬公
司的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二零二一年的相同基礎計算。

(iii)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律及法規，本集團旗下於中國內地成立的各間公司須按25%（二零二一年：25%）的稅率
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大成農牧（黑龍江）有限公司「黑龍江大成」）和大成農牧（營口）有限公司（「營口大成」）則除
外。黑龍江大成和營口大成乃由於其於二零二零年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故其須按15%（二零二一年：15%）
的優惠稅率繳納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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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支出及會計溢利調節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除稅前溢利 137,272 134,506
  

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25%

　（二零二一年︰25%）計算的所得稅（附註） 34,318 33,627

於不同稅務權區經營的附屬公司的不同稅率的影響 2,357 (4,426)

不可扣減支出的稅務影響 537 400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25,172) (6,247)

未確認稅務虧損及暫時性差異變動的稅務影響 2,525 (11,431)

過往數年的撥備不足╱（過多） 227 (2,014)  

實際稅項開支 14,792 9,909
  

附註： 25%（二零二一年︰25%）所得稅稅率指本集團主要營運所在司法權區的當地稅率。

6 股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報告期末後建議分派之末期股息 0 0
  

董事會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十日決定不分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二一年：不分
派）。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91,852

千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155,473千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的加權平均數1,016,189,000股（二零二一年︰
1,016,189,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發行在外。因此，每股攤薄收益
及每股基本收益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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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

其於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即期 228,312 187,740  

逾期1至180天 11,767 25,953

逾期181至365天 2,841 386

逾期超過365天 5,582 6,316  

逾期金額 20,190 32,655

減：壞賬撥備 (9,392) (7,308)  

239,110 213,087
  

本集團一般允許其客戶有30日至60日的信用期。

9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可收回增值稅 269,948 346,096

按金及預付款 140,830 168,964

墊款予員工 5,327 3,885

其他 6,954 8,778  

423,059 527,723

減：非流動可收回增值稅 112,497 139,778  

310,562 387,945
  

除了非流動可收回增值稅，所有其他應收款項預期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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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即期 275,325 221,812  

逾期少於30天 146,867 119,659

逾期31至60天 28,525 36,002

逾期61至90天 8,700 5,651

逾期超過90天 12,608 14,531  

逾期金額 196,700 175,843  

472,025 397,655
  

11 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銷售返利 23,353 32,839

薪金、工資、獎金及其他應付福利 108,912 99,669

應計費用 61,174 50,688

履約按金 53,110 39,622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14,535 11,291

應付關聯人士款項 43,500 42,600

其他 23,984 16,385  

328,568 293,094
  

所有其他應付款項預期一年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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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增減百分比

經營收入－持續經營（人民幣千元） 6,195,175 6,530,905 -5.1

毛利－持續經營（人民幣千元） 680,906 661,784 2.9

毛利率－持續經營(%) 11.0 10.1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持續經營（人民幣千元） 91,852 90,700 1.3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91,852 155,473 -40.9

經濟環境及策略方向

二零二二年，嚴峻複雜的國際形勢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地緣政治局勢動盪不安，全球經濟下行風
險加大。國內經濟受到新冠疫情散發多發、極端高溫天氣等多重因素反覆衝擊，需求收縮、供給衝
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持續演化，全年經濟增長3%，增速有所放緩，但與國際主要經濟體相比仍
保持了相對較快的增長速度。由於疫情在國內頻發，消費市場受到較大影響，尤其是聚集性、接觸
性消費受限，而各地嚴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對餐飲行業衝擊尤為嚴重，二零二二年全國餐飲收入為
43,941億元，較二零二一年下降6.3%。

二零二二年全國生豬出欄6.99億頭，比上年增長4.3%，已經超過二零一八年水平。全年豬肉產量
5,541萬噸，比上年增長4.6%。生豬產業經過四年調整已基本修復了非洲豬瘟曾帶來的創傷，開始
步入供需平衡、產能穩定的階段。然而，儘管生豬總體出欄量穩步恢復，但產業結構卻發生了顯著
變化。散養戶以及家庭農場等中小規模養殖場在前期非洲豬瘟以及後期豬價低迷的衝擊下，損失慘
重，資金周轉困難，不得不減少存欄或完全退出市場。而垂直整合的規模養殖企業資金實力雄厚，
借此機會逆勢擴張，在生豬產業中佔比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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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由於國外禽流感蔓延，而國內新冠疫情散發導致國際航班運輸受限，造成國外祖代種雞
進口受阻。與此同時，國內祖代種雞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聖澤901」、「廣明2號」、「沃德188」等三個
白羽肉雞新品種通過國家審定。中國全年祖代種雞更新量總計約91萬套，同比下降32%。由於上半
年商品雞雛行情低迷，父母代種雞場虧損嚴重，雞群加速淘汰，造成在產父母代種雞存欄量震盪下
降。全年白羽肉雞總出欄量同比下降3.59%，而產業集中度進一步增加。

本集團積極應對新冠疫情對消費市場與供應鏈的反覆衝擊以及國內糧食價格上漲的嚴峻挑戰，不盲
目擴張，穩紮穩打，以客戶為中心重構供應鏈，持續優化商業模式，不斷提升相對競爭力，力求以
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對抗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二零二二年全年營業收入6,195,175千元，較經重列
後的去年同期收入減少約5.1%。股東應佔溢利約91,852千元，較剔除東南亞飼料事業獲利後的去年
同期增長約1.3%。營業收入同比出現下滑的主要因素是，飼料事業的客戶以中小規模養殖場為主，
長時間的豬價低迷造成資金周轉困難，中小豬場減少存欄或停養，飼料銷量同比出現下降。而肉食
品事業則受益於營運結構的持續優化調整，呈現平穩增長態勢。

展望二零二三年，俄烏戰爭仍將是影響全球經濟的重大不確定因素，而新冠疫情對國內經濟的影響
或難在短期內根本消除。本集團仍將以食品事業為龍頭，不斷尋找新的成長源；以飼料事業為根
基，穩住銷量，同時借助產品多元化分散市場風險；改善肉品事業營運結構，適當調整上游產業佔
比，聚焦終端市場開發，強化現金流管理。食品規模化、飼料多元化、肉品增值化，三駕馬車協同
運作，穩步推進數字化轉型，優化供應鏈管理，提高營運效率，增強集團整體的產業競爭力與抗週
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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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回顧

二零二二年，本集團營業收入約6,195,175千元，較經重列後的去年同期減少約5.1%。其中，食品事
業、飼料事業、肉品事業分別佔集團總營業收入的34.7%、37.8%、27.5%。本集團毛利約680,906千
元，較經重列後的去年同期增長約2.9%。其中，食品事業、飼料事業、肉品事業分別佔集團總毛利
的61.9%、21.7%、16.4%。食品事業為本集團最大的獲利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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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食品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增減百分比
經營收入（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1,861,742 1,814,716 2.6

　－出口 290,026 309,436 -6.3  

合計 2,151,768 2,124,152 1.3
  

毛利（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371,158 354,613 4.7

　－出口 50,594 33,932 49.1  

合計 421,752 388,545 8.5
  

毛利率（%）
　－中國內地 19.9 19.5

　－出口 17.4 11.0  

合計 19.6 18.3
  

加工食品業務包括生產及分銷「大成」、「姐妹廚房」品牌的調理食品以及滾揉醃製、鹵制、預炸、蒸
煮及碳烤類食品。客戶群則包括終端消費市場和專業市場的客戶，銷售通路主要為團膳、烘焙、休
閒、宴席、國際客戶、連鎖大客戶及零售消費市場。銷售區域覆蓋中國大陸東北、華北、華東、華
南、華中、西北、西南等區域，以及中國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出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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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回顧

二零二二年內銷食品營業收入與毛利同比分別增長約2.6%和4.7%。儘管受國內新冠疫情以及消費需
求不振影響，業績增長未達預期，但食品團隊持續加大對直營客戶的資源投入，在產品研發與供應
鏈等方面與戰略客戶密切協作（如大型會員店以及大型連鎖餐飲客戶等），增進大客戶粘著度，以實
現合作共贏；同時，亦集中資源持續加大家庭裝產品在電商平台、社區團購、連鎖商超、社區便利
店、農貿市場等C端零售渠道的推廣力度，進一步完善渠道搭建和區域佈局。

雖然受日元貶值、日本國內通貨膨脹嚴重、以及泰國對日出口低價競爭之影響，二零二二年外銷食
品收入同比下降約6.3%，但通過持續不斷地研發創新、產品結構優化、生產效率提升，食品事業出
口毛利同比增加約49.1%。

上述基本功的夯實以及銷售與營運規劃項目的穩步推進，為本集團食品業務在後疫情時代的加速成
長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預計在二零二三年七月投產的蚌埠食品新廠的產能釋放提供了有力保障。

未來策略

本集團堅持以安心、可溯源為品牌核心，抓住消費者對食品安全關注的契機，打造獨特的品牌優
勢。加工食品事業將繼續奉行以下策略：

(i)持續加大直營客戶開發力度，借助於共同研發定制化產品與全方位供應鏈服務，發展更多戰略客
戶；(ii)持續加大零售渠道資源投入，通過C端品牌露出增加客戶粘性；(iii)持續加大應用研發投入，
緊貼市場需求，不斷探索新工藝，拓寬產品品類，力爭打造更多拳頭產品；(iv)持續增加產能擴充、
產品研發和業務團隊等方面的投入；(v)借助數字化轉型提高供應鏈效率，更好地服務於大客戶未來
成長需求；(vi)持續通過自動化降低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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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畜飼料（來自外部客戶）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增減百分比

經營收入（人民幣千元） 2,340,369 2,811,014 -16.7

毛利（人民幣千元） 147,817 220,418 -32.9

毛利率（%） 6.3 7.8

飼料事業的經營收入主要來自對中國境內的外部客戶銷售豬料、肉雞料、蛋雞料等。玉米及豆粕為
飼料事業的主要原料，「補克博士」、「綠騎士」為飼料事業的主要產品品牌，生產與銷售區域覆蓋中
國的東北、華北、華中和西南地區。

業績回顧

在原料成本上漲與客戶養殖量下降雙重夾擊下，飼料事業營業收入和毛利同比分別減少約16.7%和
32.9%。受國際市場影響，國內大宗原料行情上漲，生豬養殖用飼料成本增加。與此同時，消費市場
卻受新冠疫情之掣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豬價持續低迷，導致生豬養殖虧損嚴重。飼料事業客戶以
散養戶和家庭農場為主，與垂直整合度較高的大型規模化養豬企業相比，中小型養豬場抗風險能力
相對較弱，長期虧損之下開始減少存欄甚至空欄停養。隨著二零二二年八月份國內豬價反彈，散養
戶與家庭農場養殖積極性有所提升，飼料事業銷量降幅同比逐步收窄。

為減弱豬價週期性波動對業績的衝擊，飼料事業加大禽料以及反芻料等小眾產品研發力量及市場開
發力度，積極開拓豬料之外的其他市場，豐富產品品類，借助多元化分散市場風險，外售肉雞料銷
量同比增長約21%。同時，應對原料行情上漲，飼料研發團隊積極開發替代性原料配方，有效控制
了成本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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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策略

飼料事業將繼續奉行如下策略：(i)利用生物科技腸道預消化的發酵技術，加強母豬及小豬功能性飼
料的營銷推廣；(ii)加大禽料、反芻料以及驢料、肉鵝料等小眾市場產品研發力度，打造小眾產品的
核心競爭力，借助多元化分散市場風險；(iii)篩選重要價值客戶，為其提供產品、技術及服務支持，
提升價值客戶的忠誠度和貢獻；(iv)強化產品研發、生產工藝、品質控制、技術服務等中台功能，為
前台賦能；(v)持續優化工藝製程降低加工費用，擴大飼料代工業務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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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品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增減百分比

經營收入（人民幣千元） 1,703,038 1,595,739 6.7

毛利（人民幣千元） 111,337 52,821 110.8

毛利率(%) 6.5 3.3

本集團主要銷售「大成」、「姐妹廚房」品牌的冰鮮及冷凍雞肉、初加工的滑嫩雞肉，向大型會員店、
連鎖快餐店、商超、食品加工廠等客戶供應雞肉，以及向契約農戶提供飼料和雞雛，並回收其養大
之成雞。生產區域覆蓋東北、華北及華東地區，銷售網絡遍及全國。

業績回顧

二零二二年肉品事業營業收入和毛利同比分別增長約6.7%和110.8%。肉品事業加快商業模式轉型
步伐，聚焦差異化產品開發與大客戶銷售，重構供應鏈。在產業鏈上游，一方面策略性淘汰績效不
佳的父母代種雞合作場和肉雞養殖戶，另一方面通過為長期合作的契約養殖戶提供全方位的養殖服
務，提升養殖績效，構建本集團與養殖戶雙贏的良好生態圈。通過與食品事業聯手，肉品事業積極
開發連鎖生鮮及會員店等重視產品品質之客戶，淘汰價格敏感型客戶，借助銷售渠道優化以提升產
品價值與品牌價值，肉品事業毛利率較二零二一年提高約3.2%。

未來策略

肉品事業堅守的去風險化之營運策略仍將在未來繼續得到落實執行，具體包括：(i)聚焦肉品精加工
與差異化產品，通過與大客戶密切協作提高產值；(ii)持續提升契約飼料性能，強化動保免疫、防疫
服務，協助養殖戶加強飼養管理，提高養殖績效，降低養殖成本；(iii)控制自養種雞與契約肉雞養殖
規模，構建彈性供應鏈；(iv)繼續推動電宰廠設備自動化改造項目；(v)持續提高本集團雞肉轉化為調
理及深加工食品的比例，規避肉品行情下行時的市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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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1) 其他經營收入及經營開支

二零二二年，本集團錄得其他經營收入約人民幣46,463千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16,708千
元），當中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和政府補助。其他經營收入的增加主要源於政府補助的增加。

二零二二年，本集團之其他淨損失約人民幣5,921千元（二零二一年︰淨收益約人民幣12,059千
元）。其他淨損失主要包括資產處置淨損失和固定資產減值撥回。

分銷成本佔經營收入總額約4.97%（二零二一年：約4.62%）。

行政開支佔經營收入約4.27%（二零二一年︰約3.68%）。

2)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約為人民幣532,274千元，較二
零二一年減少約人民幣92,785千元。本集團的計息借款減少約人民幣30,252千元至約人民幣
377,240千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407,492千元）。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息借款與
權益的比率約為16.2%（二零二一年︰約18.0%）。流動比率維持於約2.02倍（二零二一年︰約2.29

倍）的穩健水平。

3) 資本開支

二零二二年，本集團耗資約人民幣352,152千元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本集團的內部資源及銀
行借款為資本開支的主要資金來源。

4) 匯率

本集團的業務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於回顧年度內，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約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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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息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的利息開支約為人民幣11,278千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12,575千元），較
二零二一年減少約10.3%，利息開支的減少主要是由於平均借款餘額下降。

6) 股息

為保留資源用作本集團之業務發展，董事會決定不分派二零二二年度之股息（二零二一年：無分
派）。

7)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銀行授信之扺押品。

8)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作出撥備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
531,809千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36,668千元），已授權但未訂約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98,555

千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471,566千元）。

僱員薪酬及培訓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7,936名僱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99名）。
本集團根據行業慣例、財務表現及僱員的工作表現向僱員支付薪酬，以建立一支由專業員工及管理
層組成的團隊，滿足本公司的發展需要。本集團十分重視僱員培訓及發展，並認為優秀的僱員是本
集團的核心競爭力。本集團為管理層員工及其他僱員提供多項培訓項目，以不斷提升彼等的工作技
能及行業知識。本集團執行此等計劃乃為提高員工的質素，同時為彼等提供最佳的個人職業發展機
會。本集團根據業界標準、財務業績及僱員個人表現定期檢討薪酬及福利政策，為僱員提供公平且
具競爭優勢的薪酬。為挽留忠誠的僱員，本集團亦提供諸如保險、醫療福利及公積金等其他附加福
利。

其他資料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四）舉行。股東週年大會的通
告將按「上市規則」規定的方式公佈並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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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五）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股東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於上述
期間一概不會辦理股份轉讓登記手續。為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香港時間）前送達至本公司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達致良好的企業管治水平，包括高質素的董事會、優良的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高透明
度和對本公司股東的問責性。在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除了下述兩項非重大偏
離以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第二部分所載的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C.2.1，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於二零二二年，由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期間，本公司首席執行官（「首席
執行官」）的職位由孫德宏先生擔任，董事會主席（「主席」）的職位由韋俊賢先生擔任。自二零二二年九
月一日起，孫德宏先生因退休而辭去首席執行官職務，而韋俊賢先生（為執行董事兼主席）則兼任首
席執行官一職。

韋俊賢先生獲委任為首席執行官後，其身兼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兩職。董事會認為，此結構將無損董
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權力及職權的平衡，董事會現時由兩名執行董事（包括韋俊賢先生）、五名非執
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組成具有相當高的獨立性，且彼等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有關
本公司運作事宜以提供足夠的制約並保障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此外，於考慮韋俊賢先生之過往
經驗後，董事會相信，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由韋俊賢先生一人同時兼任，有利於促進本集團業務策略
的執行及營運效率的提高。因此，上述偏離屬適宜且於現階段符合本公司之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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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守則條文第C.6.1條，公司秘書應是本公司的僱員，及對本公司的日常事務有所認識。

曹依萍女士（「曹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公司秘書」），自二零一六年八月八日起生效，
彼現任本公司法律顧問王鄧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本公司已指派一名高級管理層，本公司法律部門總監馮玉俠女士作為曹女士的聯絡人。曹女士為香
港執業律師及瞭解上市規則，就上市發行人的公司秘書而言，彼之資格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此
外，聯絡人於有需要時將即時送交有關本集團表現、財務狀況及其他主要發展及事務的資料予曹女
士。在現時機制下，曹女士可即時掌握本集團的發展而不會出現大幅延誤，而彼亦擁有專業知識及
經驗，因此，董事會有信心曹女士擔任公司秘書有利於本集團遵守相關董事會程序、適用法律、規
則及法規。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書面制訂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董
事會授權評估有關財務報表的事項，並就包括檢討與外聘核數師的關係、本公司的財務申報（包括審
閱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內部監控與風險管理系統等事宜提供意見及
建議。審核委員會與外聘核數師之間就本公司採用的會計政策不存在任何異議。

審核委員會由魏永篤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陳治先生、丁玉山先生及夏立言先生組成，所有成員
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韋俊賢

香港，二零二三年三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韋俊賢先生（主席）及韓家寅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韓家宸先生、韓
家宇先生、韓家寰先生、趙天星先生及尉安寧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魏永篤先生、陳治先生、丁
玉山先生及夏立言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