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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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ital Innovations Holdings Limited  
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33）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告

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維太創科」）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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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綜合業績已獲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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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672,651 881,137

銷售成本 (673,137) (960,705)

毛損 (486) (79,568)

其他收益淨額 4 1,392 4,663

其他收入 5 686 148

銷售及分銷成本 (5,157) (5,547)

行政開支 (16,471) (16,619)

融資成本 (531) (687)

除稅前虧損 6 (20,567) (97,610)

所得稅 7 – –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20,567) (97,610)

以下人士年內應佔（虧損）溢利及 

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0,505) (97,625)

非控股股東權益 (62) 15

(20,567) (97,610)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2.41)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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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設備 38 69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 85
使用權資產 3,042 588

3,080 742

流動資產
庫存 17,801 27,1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6,115 6,206
預付款項 11 573,678 618,769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 109
質押銀行存款 3,234 3,305
現金及銀行結餘 26,652 54,369

637,480 709,85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10,698 29,931
銀行貸款 12,279 20,395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52,779 50,121
合約負債 16,527 43,674
租賃負債 1,261 449
稅項負債 3,531 3,531

97,075 148,101

流動資產淨值 540,405 561,7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43,485 562,499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833 280

資產淨值 541,652 562,21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7,041 67,041
股份溢價及儲備 474,658 495,16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541,699 562,204
非控股股東權益 (47) 15

總權益 541,652 56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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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4年8月12日於開曼群島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Winmate Limited（「Winmate」），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英
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分別由榮秀麗女士（「榮女士」）及榮女士的丈夫倪剛先生（「倪先生」）
擁有90%及10%的權益。

於2015年6月26日，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主要
營業地點之地址於年報之公司資料一節內披露。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而其附屬公司（連
同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及香港從事買賣移動及智能裝置以及買賣人工智能（「AI」）
及其他設備。

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亦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一致。

2.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首次採納下列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該等修訂本於2021年1月1日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減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於本年度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
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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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本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指引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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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於2021年6月30日後之新型冠狀病毒 

相關租金減免1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3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修訂本）
披露會計政策3

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3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之 

遞延稅項3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2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同－履行合同之成本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16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狹義修訂2

會計指引第5號（經修訂） 共同控制下合併之合併會計處理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延長暫時豁免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
期限3

1 於2021年4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22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23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待定日期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上述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將對可見將來的綜合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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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指於正常業務過程中就銷售貨品已收及應收的款項（扣除折扣）。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來自與客戶所訂合約收益如下：

移動及智能裝置 651,059 773,421

AI及其他設備 21,592 107,716

672,651 881,137

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
策者」））報告的資料集中於所出售的產品種類。

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有兩個報告及經營分部。由於各業務提供不同
產品及服務，並需要制訂不同業務策略，故該等分部分開管理。下列概要描述本集團各可
報告分部的業務：

－ 買賣移動（包括移動通訊相關部件及配件）及智能裝置（「買賣移動及智能裝置」）

－ 買賣AI及其他設備

於達致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時，並無綜合主要營運決策者所識別的其他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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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買賣移動及
智能裝置 買賣AI及其他設備 總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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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651,059 773,421 21,592 107,716 672,651 881,137

分部（虧損）溢利 (3,275) 668 (2,368) (85,783) (5,643) (85,115)

其他收益淨額 1,392 4,663

其他收入 686 148

融資成本 (531) (687)

未分配公司開支 (16,471) (16,619)

除稅前虧損 (20,567) (97,610)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於年報所載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內載述之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一致。分
部（虧損）溢利指各分部未分配其他收益淨額、其他收入、行政開支（未分配）及融資成本前
所賺取的（虧損）溢利。此為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目的向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所
採取的做法。

於兩個年度並無內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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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買賣移動及智能裝置 619,321 328,825

買賣AI及其他設備 9,567 371,311

未分配 11,672 10,464

總資產 640,560 710,600

分部負債
買賣移動及智能裝置 24,914 33,795

買賣AI及其他設備 1,666 36,863

未分配 72,328 77,723

總負債 98,908 148,381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而言：

• 所有資產獲分配至經營分部，惟若干其他應收款項、融資租賃應收款項、質押銀行存
款及若干銀行結餘及現金除外，原因是該等資產按組別方式管理；及

• 所有負債獲分配至經營分部，惟若干貿易應付款項、若干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稅項負債及銀行貸款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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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買賣移動
及智能裝置

買賣AI及
其他設備 未分配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入計量分部溢利或虧損 

或分部資產之金額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添置非流動資產 3,581 – – 3,581
設備折舊 29 2 – 31
使用權資產折舊 819 117 – 936

買賣移動
及智能裝置

買賣AI及
其他設備 未分配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入計量分部溢利或虧損 

或分部資產之金額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添置非流動資產 – 632 – 632

設備折舊 29 2 – 31

使用權資產折舊 941 535 – 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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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資料

有關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資料根據外部客戶的位置呈列。

買賣移動
及智能裝置

買賣AI及
其他設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香港 636,416 – 636,416
中國 14,643 21,592 36,235
其他國家 – – –

總計 651,059 21,592 672,651

買賣移動
及智能裝置

買賣AI及
其他設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香港 773,307 – 773,307

中國 114 107,106 107,220

其他國家 – 610 610

總計 773,421 107,716 881,137

本集團的營運及非流動資產位於中國（包括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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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來自貢獻本集團於相應年度總收益10%以上的客戶的收益如下：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A1 568,112 702,978

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並無其他單一客戶貢獻本集團10%或以上之收益。

1. 來自買賣移動及智能裝置分部的收益。

4. 其他收益淨額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1,436 (2,876)

其他應收款項、質押銀行存款及銀行存款之減值虧損撥回 – 509

政府補助（附註） – 588

撇銷貿易應付款項之收益 – 2,992

銷售廢料之收益 – 3,947

取消確認租賃負債之收益 108 –

終止一項租賃之虧損 (159) –

其他 7 (497)

1,392 4,663

附註：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新型冠狀病毒相關津貼確認政府補助約人民
幣588,000元，其中約人民幣561,000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防疫抗疫基金提
供的「保就業」計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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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質押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 18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3 3

銀行結餘利息收入 62 7

69 28

服務收入 400 76

其他 217 44

686 148

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董事酬金 3,453 3,782

其他員工
－薪金及其他津貼 7,650 5,93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361 406

員工成本總額 11,464 10,125

核數師酬金－核數服務 1,308 1,850

設備之折舊 31 31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936 1,476

確認為開支的庫存成本 673,137 96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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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未就香港利
得稅及企業所得稅計提撥備。

本公司旗下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稅率16.5%（2020年：16.5%）繳納香港利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自2008年1月1日起，
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中國附屬公司北京百納威爾無
線通訊設備有限公司（「百納威爾無線」）獲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並享有15%的優惠稅率。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虧損， 

即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20,505) (97,625)

2021年 2020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數目 850,000 850,000

由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的攤薄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與
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9. 股息

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建議派付股息，而自報告期末起亦沒有建
議派發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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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2,500 –

減：減值虧損撥備 – –

2,500 –

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票據（附註b） 5,711 –

－一項潛在收購事項之可退還保證金（附註a） 5,000 –

－其他應收中國稅項 2,057 5,383

－其他 875 851

13,643 6,234

減：減值虧損撥備 (28) (2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6,115 6,206

以下為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撥備後）的賬齡分析，乃依據發票日期呈列。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2,500 –

於2021年12月31日，貿易應收款項概無逾期結餘（2020年：無）。

本集團透過評估客戶過往信貸記錄及為每位客戶設定信貸額度以評定客戶的信貸質素。現
有客戶的可收回性及信貸額度由管理層定期審閱。

附註a： 於2021年12月16日，本公司與一名賣方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諒解
備忘錄」），內容有關本公司（或其指定代名人）可能向賣方收購一間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公司之70%至90%股權。於2021年12月22日，本公司已根據諒解備忘錄向賣方
支付人民幣5,000,000元的可退還誠意金。

附註b： 結餘代表一間銀行的承兌匯票，其已於報告期後悉數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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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預付款項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向供應商支付之以下預付款項：
－AI及其他設備（附註(a)） – 310,899

－移動及智能裝置（附註(b)） 573,678 307,870

573,678 618,769

附註：

(a)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就採購AI及其他設備作出預付款項。 於2020年12月31

日，本集團已就採購AI及其他設備作出約人民幣310,899,000元的預付款項，其中約人
民幣310,879,000元已支付予外科口罩機器供應商（為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結餘已於
2021年悉數退還。

(b)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為買賣業務購買移動及智能裝置而主要向兩名獨立供應商
作出預付款項合共約人民幣554,773,000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後，移動及智能裝置的預付款項約人民幣355,700,000元已
於從供應商收到貨品時確認為購買，並已向本集團外部客戶全數出售該等已訂購的貨
品。該等銷售所得款項已於2022年3月24日以現金結清。

另一方面，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影響供應訂單及交付安排，本集團與供應商訂
立協議，內容有關由供應商退還預付款項人民幣199,073,000元。人民幣11,000,000元
及人民幣188,073,000元的退款已分別於2022年3月18日及2022年3月30日悉數退還予本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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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0,698 29,931

下表依據發票日期載列貿易應付款項於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天內 2,196 8,293

91天至180天 – 13,121

181天至1年 – –

超過1年 8,502 8,517

總計 10,698 29,931

採購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30至90天，惟視乎個別供應商的政策及供應商與本集團的磋商結果，
信貸期可更長。本集團設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貸期限內結清。

貿易應付款項已計入下列賬面值（以相關集團實體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列值）：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美元 2,196 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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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向目標市場提供包括手機、智能手機及相關業務之產品及服務，
涵蓋研發、設計、研製、物料採購、供應鏈管理、物流以及服務活動。本集團的
主要業務為基於其於電訊市場的豐富經驗及與龐大服務供應商夥伴網絡的廣闊人
脈關係，為其廣大的批發商和經銷商客戶提供服務。

於2021年，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受到兩大因素的不利影響。其一是中美於各方面的
關係交惡，另外則是新型冠狀病毒的變種病毒持續爆發。國際營商環境面臨巨大
壓力。雖然於2021年全球智能手機數量錄得5.7%增長，智能手機出貨量為13.5億
部（根據國際數據資訊(IDC)的數據），但於2021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
按年下降，這已是連續第二個季度出現負增長。智能手機銷量繼2020年因新型冠
狀病毒而下降12.5%後，於2021年上半年出現反彈。然而，零件短缺及供應鏈受阻
影響2021年下半年的智能手機銷售。因此，偏低的存貨預期將繼續影響全球智能
手機的銷售。此外，電動汽車生產對集成電路（「集成電路」）的需求不斷增加，將
影響智能手機的產能，預期這種情況將於邁進2022年後繼續存在。我們預期，
2022年上半年的供應及物流挑戰將繼續存在，但出貨量將於第二季度及2022年下
半年恢復增長。毫無疑問，眾多市場的需求仍然強勁，而我們察覺到，消費者對
5G及可折疊手機等新功能的興趣於某程度上正在增加。

於2021年，在這段堪稱史上最具挑戰的時期，中國依然實現驚人的正增長。自
2020年以來，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持續帶來挑戰，使管理層難以在如此的VUCA時
代（一個充滿波動(Volatility)、不確定因素(Uncertainty)、複雜性(Complexity)及不
明確(Ambiguity)的時代）中找到適當的發展定位。管理層採取防禦策略，控制經營
開支，設法於如此艱難的時期生存，同時試圖尋求新機會來實現戰略目標，以增
加我們的銷售額。管理層訂立的重新定位目標已經實現。於2021年，我們繼續追
求於最佳商業模式與集團架構之間取得平衡。透過管理層及員工的不懈努力，本
集團在這種極端環境中成功維持營運，並努力透過創新及效率來維持其客戶群。
管理層繼續調整利潤政策以保持銷量，並於如此艱難的一年中達到約人民幣
651,000,000元的銷售收益，相當於2020年銷售額的84.2%。本集團亦繼續嚴格控制
經營開支來減少虧蝕。由於並無買賣人工智能（「AI」）設備業務的一次性虧損，我
們的經營虧損已由2020年約人民幣97,600,000元減少到2021年約人民幣20,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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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我們相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將於2022年逐漸消去，業務營運將逐漸恢復
正常。然而，目睹新型冠狀病毒的新變種於全球各地一波又一波地蔓延，我們也
不會過於樂觀。我們需要做足準備並採用新模式，在這個也許再也無法回復至疫
情前一樣的世界經營業務。此外，目前東歐的軍事衝突亦對世界經濟產生長期不
利影響。存在於世界各地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亦可能影響全球經濟及政治平衡。

我們的所有規劃必須能夠適應世界局勢轉變。管理層將於今次動盪中抓緊機會，
堅信中國將繼續改革並實現高質量的增長。在可見未來，中國可望成為世界上最
大的經濟體。有賴成功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我們對中國未來的商業環境充滿
信心。

全球各地對無線手提設備需求的增加乃推動市場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智能手機
提供更方便、更安全的各種通話功能，更可輕易連接互聯網。與此相呼應，消費
者逐漸傾向一些能夠提供便捷連接、先進功能、網頁瀏覽、數之不盡的應用程式
及可即時網上訂購的智能設備，此趨勢有利於市場增長。此外，各種產品創新，
例如引入附有高解像力感應器的微型相機、提高電池壽命及可靠性、大量全新可
折疊手機及可靠的旗艦手機，正為市場增長提供動力。此外，消費者對非接觸式
支付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對市場增長產生正面影響。智能手機毋須刷卡及手動
輸入，有助於減少人為錯誤，促進更流暢的付款體驗。其他因素如勞動人口增長、
互聯網普及率提高以及消費者的消費力上升，均為市場創造可觀前景。全球智能
手機市場於2021年達到13.55億部。展望將來，IMARC集團預期到2027年市場將達
到17.15億部，相當於2022年至2027年期間的複合年增長率（「複合年增長率」）為
3.7%。

由於預期世界各地的疫情防控將會放寬，本集團對2022年保持樂觀態度。消費前
景好轉，中國及印度等大型市場自2022年起積聚大量需求。國際貿易及生產活動
將大致恢復正常。本集團時刻緊記上述趨勢並相信智能手機廠商將於2022年尋求
研發更具吸引力的功能，組建他們本身的新品牌矩陣，尤其是5G產品及相關人工
智能物聯網（「人工智能物聯網」），讓未來用家稱心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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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為新客戶引入更多中國品牌智能手機及人工智能物聯網，包括低端產品，
並將重點放在中亞、東亞、南亞、中東及非洲等新興市場，拓展銷售。本集團相
信此策略可順利推行，全因本集團擁有可支援此增長的基礎設施。2022年的銷量
預期將大幅提升。

因此，透過對中國市場的洞察，管理層決定於中國國內貿易中尋覓商機。這也是
本集團於未來數年所有策略的基礎。本集團之業務方針將與中國之戰略方針配合
一致。管理層將尋找機會取得所需的資源、競爭力及人才，訂定針對中國國內貿
易的業務計劃。最近，我們簽立一份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可能
收購一家於中國市場擁有頂級知名品牌智能手機的一級分銷許可的中國公司，如
果盡職調查獲信納，我們預期將於本年度年中完成收購事項，而我們的總銷量將
相應大幅增加。

本集團亦希望在管理團隊的專業知識及經驗範圍內，尋找商機投資於有關5G及AI

的科技發展項目中，以提升競爭力及開拓多元業務，並為本集團帶來財務和商業
價值。管理團隊由在中國市場擁有超過20年經驗及長久聲譽的資訊科技專業人士
組成。由於他們能在不同的科技發展項目中提供具洞察力的判斷，故彼等的知識
及經驗能輕易地轉化為長遠的競爭優勢。

對中國市場增長以及本集團的輝煌發展前景而言，相信2022年將成為舉足輕重的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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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881,1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
208,500,000元或23.7%至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672,700,000元。下表
載列本集團按產品類型劃分的收入明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移動及智能裝置 651,059 773,421

AI及其他設備 21,592 107,716

672,651 881,137

移動及智能裝置的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市場相對較不活躍及價格競爭激烈。

分部（虧損）溢利及利潤率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移動及智能裝置 (3,275) – 668 0.09

AI及其他設備 (2,368) – (85,783) –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移動及智能裝置確認虧損，主要是由於不利的價格
競爭。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AI及其他設備的虧損大幅減少，原因是於2020年全
球初次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銷售交易承受的一次性虧損並無再現。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指銀行結餘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服務收入。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由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48,000元增加至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
民幣686,000元。有關增長主要是由於諮詢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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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因此並
無撥備香港利得稅及企業所得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1年12月31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面值約為人民幣16,115,000元，主要
包括應收票據及潛在收購項目的可退還保證金，較2020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
9,909,000元。

預付款項

於2021年12月31日，預付款項約為人民幣573,678,000元，較2020年減少人民幣
45,091,000元。所有預付款項均與移動及智能裝置有關。

庫存

本集團的總庫存由2020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7,100,000元減少人民幣9,299,000元至
2021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7,801,000元，原因是並無AI及其他設備（即外科口罩設
備）。釐定庫存的撇減時，本公司管理層考慮後續售價及退貨價格。

貿易應付款項

由於減少購買AI及其他設備，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由2020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
29,931,000元減少人民幣19,233,000元至2021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0,698,000元。

銀行貸款

由於移動及智能裝置的發票融資減少，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由2020年12月31日的人
民幣20,395,000元減少人民幣8,116,000元至2021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2,279,000元。

合約負債

由於客戶購買移動及智能裝置的預付款項減少，本集團的合約負債由2020年12月
31日的人民幣43,674,000元減少人民幣27,147,000元至2021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
16,527,000元。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由約人民幣54,369,000元減少約
人民幣27,717,000元至約人民幣26,65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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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與銀行貸款有關的未動用銀行信貸額度人民幣
6,850,000元。該等信貸額度可供本集團提取作為營運資金。根據與銀行的合作經
驗及溝通，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有能力於到期後重續或取得銀行信貸額度。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於各有關日期的流動資產總值除以各有
關日期的流動負債總額計算）為6.6，而於2020年12月31日則為4.8。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銀行貸款約人民幣12,279,000元（2020年：約人民
幣20,395,000元）。同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各有關日期的銀行貸款除以
各有關日期的資產淨值計算）為2.27%，而2020年12月31日則為3.63%。

外匯風險

本集團以外幣進行若干業務交易，而從全球發售所得銀行存款之餘額以外幣計值，
令本集團面臨外幣風險。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合約對沖外幣風險。管理層將
密切監察外幣匯率變動，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的外幣風險以管理其外匯風險。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2月16日及2022年3月16日之公告，本公司（作為潛
在買方）與一名潛在賣方訂立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收購一間目標公司股權的潛
在收購事項。目標公司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手機買賣業
務。目標公司亦獲頂級國際智能電話品牌授權為中國主要經銷商之一。

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設計、生產管理及銷售移動設備、銷售移動設備相關部件
及配件，以及提供有關移動裝置之技術知識及其他增值服務。為擴大其現有業務
之市場份額，本集團不時發掘可行之投資機遇。董事認為，由於潛在收購事項有
助擴闊本集團之收入來源，從而達致可持續增長，故簽訂諒解備忘錄符合本公司
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董事確認，於本公告日期，除本集團日常業務發展外，概
無收購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現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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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主要投資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持有其他主要投資。

或然負債及承擔

於2021年末，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及承擔。

股息

董事會並無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亦不
建議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2020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約30名僱員。本集團向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
待遇，包括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亦向表現出色及對本集團貢獻良多的僱員提供具
吸引力的酌情花紅。

資產抵押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抵押資產（2020年：無）。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維持穩健、具透明度及明智之企業管治框架，
並將繼續評估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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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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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守
則。董事會致力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述的守則條文，惟以董事認為對本公司適用
及實際可行者為限。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中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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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
準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主要訴訟及仲裁程序
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並無主要訴訟或仲裁。

充足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獲得之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維持上市規則
所規定之充足公眾持股量。

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2021年12月31日後直至本公告日期概無進行重要事項。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
會已採納與企業管治守則一致的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並同意採納的會計處理方法。審核
委員會信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內部監控程序及財務報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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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天健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同意本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
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
額相符。天健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
師公會所頒佈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而進行之核
證服務委聘，因此，天健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無就本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刊發財務資料
本公告已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vitalinno.com)刊載。
載有所有上市規則要求之資料之本公司2021年年報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並可於上述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榮秀麗

香港，2022年3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榮秀麗女士、榮勝利先生、殷緒全先生
及王浩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韓小京先生、黃邦俊先生及梁文輝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