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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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
*
 

LUNG KEE (BERMUDA)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5） 

網址：http://www.irasia.com/listco/hk/lkm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 

 

業績 
 

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2,064,882  2,277,88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 47,691  49,030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減少   (16,500)  (10,000)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已確認減值虧損淨額  (98)  (4,511)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9,308  6,288 

原材料及已用消耗品  (770,398)  (895,955) 

僱員福利開支  (552,461)  (567,81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37,900)  (165,929)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8,100)  (8,227) 

其他開支  (415,049)  (488,818)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509)  (423) 

     

除稅前溢利  220,866  191,521 

所得稅開支 4 (39,785)  (42,182) 

     

年度溢利  181,081  14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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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於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10,896  (37,100) 

 於撤銷註冊一間附屬公司之重新分類

匯兌差額 

  

— 

  

(18,714)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110,896  (55,814) 

     

年內總全面收入  291,977  93,525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6 28.67  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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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81,500  198,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6,086  671,694 

 使用權資產    86,094  83,71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所支付之按金 

    

40,948 

  

16,211 

 遞延稅項資產    14,893  5,557 

       

    979,521  975,175 

       

流動資產       

 存貨  7  577,128  537,481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8  270,372  304,097 

 銀行結存及現金    918,623  753,741 

       

    1,766,123  1,595,319 

       

流動負債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9  261,406  269,224 

 合約負債    33,839  23,391 

 租賃負債    5,441  5,354 

 應付稅項    41,045  32,591 

 應付股息    241  228 

       

    341,972  330,788 

       

流動資產淨值    1,424,151  1,264,53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403,672  2,23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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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0,845  22,949 

 租賃負債    8,848  9,362 

 其他應付款項  9  89,585  92,325 

       

    129,278  124,636 

       

資產淨值    2,274,394  2,115,07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3,168  63,168 

儲備    2,211,226  2,051,902 

       

總權益    2,274,394  2,11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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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應用 

 

本年度強制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於二零二

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之提述之
修訂本及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重大之定義 

第 8 號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之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香港會計  利率基準改革 

準則第 39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7 號之修訂本   

 

於本年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之提述之修訂本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應

用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

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之修訂本重大之定義之影響 

 

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之修訂本。修

訂本對重大提供新定義，其指出「資料乃重大，倘遺漏、誤報或掩蓋可合理預期影響

以一般目的財務報表之主要使用者根據該等財務報表（內容就一個報告實體提供之財

務資料）所作出之決策」。修訂本亦闡明在整體財務報表內，重要性須跟隨資料之性質

或規模（不論個別地或與其他資料合併）。 

 

本年度應用之修訂本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之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香港會計準則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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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港會計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準則第 28 號之修訂本  之間之資產銷售或投入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 

  香港詮釋第 5 號(二零二零年) 

  之有關修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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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之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 

  之所得款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 號之修訂本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善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
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將釐定之日期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於可見將來，應用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綜

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本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第 5 號（二零
二零年）之有關修訂 

 

該等修訂本為評估報告日期起延遲最少十二個月之結算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負債提供

澄清及額外指引，當中： 

 

 訂明負債應基於報告期末存在之權利而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具體而言，該等修

訂本澄清：(i)該分類不受管理層在 12 個月內結算負債之意圖或預期所影響；及(ii)

倘該權利在遵守契諾帶有條件，即使借款人在較後日期方測試是否符合條件，該

權利只會在報告期末已符合條件之情況下存在；及  

 

 澄清倘負債具有條款，可由對手方選擇透過轉讓實體本身之權益工具進行結算，

則僅當實體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呈列將期權分開確認為權益工具

時，該等條款方不會對其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造成影響。 

 

此外，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本，香港詮釋第 5 號已經修改，以使相應措詞

保持一致且結論不變。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尚未償還負債，該等修訂之應用將不會導

致本集團之負債須重新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善（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 

 

年度改善對本集團營運有關之以下準則作出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該修訂澄清，就評估修改原有財務負債條款是否構成「百分之十」測試項下之重大修

改，借款人僅包括在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已支付或收取的費用，包括由借款人或貸款

人代表他人支付或收取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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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附隨範例 13 之修訂本將有關出租人租賃物業裝修之償還之

闡述例子刪除，以消除任何潛在之混淆。 

 

預期修訂本之應用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構成重大影響。 

 

2. 收入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模架及相關產品之製造及銷售。收入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撥備後之

年內對外部客戶所售貨物發票值。本集團於某一時間點確認收入。 

 

 來自模架及相關產品之製造及銷售之收入 

 

 本集團製造並直接向客戶銷售模架及相關產品。當貨品之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即當

貨品交付至客戶之時），即確認收入。於客戶取得相關貨品控制權前進行的運輸及其

他相關活動被視為履約活動。於交付後，客戶對貨品之分配方式及銷售價格擁有全面

酌情權，對銷售貨品負有主要責任，並須就貨品承擔過時及損失之風險。本集團給予

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 

 

 於所有合約之履約責任中，其原有預期期限為一年或以下。 

  

 本集團只有一項營運分類，該分類按照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呈報

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資料釐定，該分類為本集團之綜合業績，包括所有收入、

開支及稅項開支。結果，本集團只有一組報告分類。有關此分類的資料可以參考整份

綜合財務報表。因此，僅呈列實體披露及地理資料。 

 

 本集團之分類收入及分類業績指分別載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收入及除稅後

溢利。 

 

 實體披露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絶大部份非流動資產乃位於相關集團實體所在

地點，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下列為按交付地點劃分的本集團收入之分析：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787,260  1,947,791 

其他  277,622  330,092 

     

  2,064,882  2,27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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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客源極為廣泛，覆蓋歐洲、美洲及亞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收入 10%以上（二零一九年：無）。 

 

3.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3,578  14,412 

租金收入，扣除約 480,000 港元 

(二零一九年：566,000 港元)之直接支出 

政府補助（附註） 

  

3,548 

15,910 

  

3,144 

— 

雜項收入  6,540  5,816 

     

  39,576  23,372 

     

其他收益及虧損：     

撤銷註冊一間附屬公司之確認匯兌收益  —  18,71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315  8,241 

滙兌收益(虧損)淨額  3,800  (1,297) 

     

  8,115  25,658 

     

  47,691  49,030 

 

附註: 合共 15,910,000 港元之概無任何未履行條件附帶著之政府補助乃一間位於中國

的附屬公司為其生產設施及技術改進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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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開支（抵免）包括： 

    

     

香港利得稅 

 — 本年度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860 

(193) 

  

3,103 

(30) 

     

  1,667  3,073 

     

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     

 — 本年度  40,629  25,799 

 — 中國預扣稅  —  13,055 

     

  40,629  38,854 

     

遞延稅項     

 — 本年度（抵免）開支  (2,511)  255 

     

  39,785  42,182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 年稅務（修訂）（第 7 號）條例草

案》（「草案」），引進一項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經簽

署成為法律，並於翌日刊憲。於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下，合資格集團實體首 200 萬港

元溢利將按 8.25%的稅率繳納稅款，而 200 萬港元以上之溢利則按 16.5%的稅率繳納稅

款。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資格的集團實體，其溢利將繼續以 16.5%的統一稅率繳

納稅款。 

 

 因此，合資格集團實體首 200 萬港元估計應課稅溢利將按 8.2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

稅，而 200 萬港元以上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則按 16.5%的稅率繳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規定，中

國附屬公司之稅率於該兩年為 25%。 

 

 於香港及中國以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於該等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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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已確認宣派之股息：     

 

二零二零年中期股息 — 每股 10 港仙（二零一

九年：二零一九年中期股息每股 11 港仙） 

  

63,168 

  

69,485 

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 — 每股 11 港仙（二零一

九年：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每股 12 港仙） 

  

69,485 

 

132,653 

  

75,801 

 

145,286 

     

 董事會已決定支付末期股息每股 18 港仙（二零一九年：11 港仙），合共約 113,702,000

港元（二零一九年：69,485,000 港元）及末期特別股息每股 10 港仙（二零一九年：無），

合共約 63,168,000 港元（二零一九年：無）予於二零二一年六月九日名列於股東名冊上

之本公司股東。 

 

6.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以下之數據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本年度之溢利 

  

181,081 

  

149,339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數目：     

     

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631,677,303  631,677,303 

 

 由於年內或於報告期末並無尚未發行之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兩個年度內之每股攤

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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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存貨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501,507  471,168 

在製品  68,894  61,567 

製成品  6,727  4,746 

     

  577,128  537,481 

 

 本集團年內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約 1,571,027,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1,771,815,000

港元）。 

 

8.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90,791  210,310 

應收票據  18,372  23,700 

減：信貸虧損撥備  (20,346)  (20,102) 

     

  188,817  213,908 

其他應收款項  2,582  1,573 

按金及預付款項  78,973  88,616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70,372  304,097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來自客戶合約之貿易應收款項為 263,697,000 港元。 

 

 一般而言，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下列為於報告年度結

束時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基礎呈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159,859  175,026 

六十一至九十日  29,504  34,678 

九十日以上  19,800  24,306 

     

  209,163  23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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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57,448  61,467 

應付票據  11,799  22,097 

增值稅應付款項  36,220  27,475 

僱員經濟補償金撥備  138,770  142,898 

應付薪金及花紅  71,530  59,168 

按金及應付費用  23,427  30,799 

其他應付款項  11,797  17,645 

     

總額  350,991  361,549 

減：列載於流動負債下之一年內屆滿款項  (261,406)  (269,224) 

     

一年後屆滿款項  89,585  92,325 

 

 下列為於報告年度結束時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基礎呈

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49,956  52,938 

六十一至九十日  15,875  24,089 

九十日以上  3,416  6,537 

     

  69,247  83,564 

 

 一般而言，購買貨品的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一百五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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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專注模架及相關產品之製造及銷售業

務。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約 2,064,882,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

2,277,883,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181,081,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149,339,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每股基本盈利為 28.67 港仙（二零一九年：23.64 港仙）。 

 

在回顧期內，全球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影響，整體營商環境及經濟增

長嚴重受挫。COVID-19 在全球相繼爆發，經濟及生產活動幾近停頓及受阻，集團上半年度

業績無可避免亦受到拖累。尤幸集團在有序復工後，迅速恢復產力並致力追回停產期間的

生產進度和業務，因而集團下半年度銷售業績能有所改善。然而，終究受到全球經濟疲弱

所波及，相對去年同期業績而言，集團營業額仍有下跌。 

 

在回顧期內，歐美等國疫情嚴重未能受控，消費及商貿活動幾乎停擺，集團以出口為主的

客戶業務嚴重受創。另一方面，中國消費市場及生產雖然在第一季度內，因疫情影響而受

到打擊，然而中國疫情在第二季度已迅速受控，生產恢復正常，內需市場復甦，客戶訂單

逐步回升。有賴集團資源調度得力，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時，亦能短期內回復產力，有效

承接市場上的訂單。加上集團客戶覆蓋層面廣泛，市場分散，不會倚賴單一市場或行業，

因而中國內銷市場業務得以進一步擴展，彌補了部份以出口為主的訂單損失，進而減輕了

COVID-19 疫情帶來業務的衝擊。 

 

受到疫情影響，綜觀汽車行業整體表現不濟，但因居家遠程遙距工作大增，反而刺激小型

家電產品及電子科技產品需求甚殷。同時，防疫相關的醫療健康產品需求亦顯著上升。由

於部份客戶生產能力未能全面恢復及加上人手不足，而紛紛轉向集團訂購加工含量高之優

質模具產品作為替補，直接增添了集團深加工收入。因此，儘管集團營業額下跌，產品毛

利反而有所提高。 

 

在回顧期內，中國國產模具鋼材價格在第四季度開始有所上升。而進口模具鋼材價格，仍

相對保持穩定。 

 

整體而言，受制於全球一場世紀疫症帶來的嚴峻衝擊，相對於二零一九年，集團業務雖然

有所下降但已竭力將風險降至最低。而有效的成本控制及效率提升亦相對提高了盈利能

力，為集團帶來稅後利潤的增幅。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減少 9.4%，主要因為 COVID-19 的爆

發，嚴重影響了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底至三月中旬期間本集團在中國的生產活動。於回顧年

度內，用於產生收入的原材料及已用消耗品的相關成本減少 14.0%，而原材料和消耗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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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所佔的百分比下降至 37.3% (二零一九年：39.3%)。本集團於生產成本實行嚴格監控，

致使其他開支減少 15.1%。由於去年中國附屬公司的某些可用機器已全面折舊，因此於本

年度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減少 16.9%。 

 

於回顧年度內，投資物業之公平值之減少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6,500,000 港元。預期信貸虧損

模式確認減值虧損約 98,000 港元 (二零一九年：4,511,000 港元)。於回顧年度內所得稅開支

減少 5.7%主要因為已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增加及實際稅率減少至 18.0% (二零一九年：

22.0%)。 

 

由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增加 21.3％至約 181,081,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149,339,000 港元）。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權益約 2,274,394,000 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2,115,070,000 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約

918,623,000 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53,741,000 港元)及並無任何借款(二零一

九年：無)。 

 

銀行結存及現金乃存放於香港及中國主要銀行作短期存款。 

 

本集團具備充裕現金以應付本集團的營運及資本承擔，COVID-19 疫情沒有影嚮本集團之

財務狀況。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 3,600 名僱員。本集團對僱員實行具競

爭力之酬金制度。晉升及加薪皆按其表現評估。本集團尚會因應僱員之個人表現向其批授

購股權。 

 

展望 

 

隨著各國相繼推出接種 COVID-19 疫苗計劃，預計疫情將會逐步受控，市民生活可重回正

軌，之前受壓的消費和投資意慾將會有相當程度反彈，全球經濟復甦在望。但各國復甦速

度仍存在一定的差異，市場前景仍難以預測及充滿不確定因素。 

 

中國內銷市場仍然充滿商機，消費產品如智能家電及新科技電子產品等需求持續暢旺。加

上市民的個人衛生意識普遍增強，醫療行業產品的需求會繼續上升。而當歐美國家疫情進

一步受控後，國與國之間的經貿活動會重啟，中國出口業務會步回正軌。在疫情期間停擺

及延後的減碳排放環保投資計劃有望恢復，環保新能源汽車的發展項目預計將會重推，有

助刺激模具產品銷售增長。集團會緊隨中國以「內循環」及「外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發

展模式，致力優化其營銷策略及整合銷售網絡以配合市場走向。 

 

COVID-19 疫情迫使企業邁向智慧型、先進及高效率的生產模式發展。而集團一直恆常改善

生產設備和生產流程，並有效利用現代工業自動化帶來的優勢，以減輕對人手的倚賴及提

高生產調度的靈活性，有助提升生產效益及降低停產風險。疫情防控期間亦直接推動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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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商業平台迅速發展，集團會進一步優化網上銷售平台業務以加強訂單處理效率。同時，

集團會致力開拓中國各區及海外有潛質市場，增加市場滲透力，以抓住不同市場的商機及

鞏固集團在行業上的領導地位。 

 

集團預期原材料及模具鋼材價格有上調壓力，集團除進一步管控營運成本外，亦會適當跟

隨市場狀況來調整產品價格。 

 

市場前景雖難以預測，集團會持審慎態度，密切注意全球經濟走勢及市場變化，並改善內

部生產及管理，務求取得穩健及持續的發展及減輕整體營運風險。 

 

藉此機會，董事局感謝全體員工的努力配合和貢獻。此外，對各股東及業務夥伴一直的鼎

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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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協同管理層審閱了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了各項內部監

控措施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綜合財務報表。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初步業績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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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附註之數字，乃經本集團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同意，等同本集團該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數額。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德勤‧關黃

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保證應聘服務，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

不會就初步業績公告發表任何保證。 

 

末期股息及末期特別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於將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上向股東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18 港仙（二

零一九年：11 港仙）及末期特別股息每股 10 港仙（二零一九年：無）予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九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建議之末期股息及末期特別

股息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或該日前後分派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股票連

同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附於股票背頁或另行填寫）或標準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零二一年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舖。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正，於新加坡 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 開設

之證券戶口記存有本公司股份之股東，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 

 

本公司同時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獲派建議末期股息及末期特別股息之資格，所有股票連同

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附於股票背頁或另行填寫）或標準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零二一年六

月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下午五時正，於新加坡 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 開設之證

券戶口記存有本公司股份之股東，可獲派建議末期股息及末期特別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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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之股份或其他證券。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承董事會命 

 邵鐵龍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邵鐵龍先生（主席）、邵玉龍先生、韋龍城先生、丁宗浩先生、邵旭
桐先生及邵宇衡先生；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達義博士、李裕海先生及王克勤先生。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