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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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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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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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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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連同
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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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519,703 835,273
銷售成本 (213,168) (439,643)  

毛利 306,535 395,630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85,752 165,161
市場及分銷費用 (39,695) (21,799)
行政費用 (166,122) (142,598)
其他營運費用 (962) (44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股本證券之
公允價值淨減少 (5,158) (2,79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
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淨增加（減少） 19,096 (520)
應收貸款及應收利息之淨減值虧損 (30,422) (71,942)
已竣工物業存貨轉撥至投資物業之
公允價值收益 89,158 74,560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之增加（減少） 200,682 (31,769)
已竣工物業存貨之減值撥回 674 131
待發展物業攤銷 (14,894) (29,121)
融資成本 (85,157) (111,37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7,939) (6,481)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166,804 105,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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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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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608,352 322,233
稅項 (6) (260,471) (120,784)  

本期間溢利 (7) 347,881 201,449  

本期間溢利（虧損）應佔方：
本公司股東 366,052 200,205
非控股權益 (18,171) 1,244  

347,881 201,449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8)
基本 24.39 13.34  

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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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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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347,881 201,449  

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為呈列貨幣所產生之匯兌差異 299,750 (274,558)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171,435 (159,134)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股本工具
投資公允價值之淨變動 (17,334) 15,974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股本工具
投資公允價值之變動之遞延稅項的影響 206 1,210  

454,057 (416,508)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異 (2,442) (30,909)
其他 169 255  

(2,273) (30,654)  

本期間之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451,784 (447,162)  

本期間全面收益（費用）總額 799,665 (245,713)  

全面收益（費用）總額應佔方：
本公司股東 817,215 (242,292)
非控股權益 (17,550) (3,421)  

799,665 (24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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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1,784 259,525
使用權資產 38,573 37,984
投資物業 13,685,077 13,083,211
待發展物業 2,355,139 2,304,242
其他資產－物業權益 16,746 16,60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755,593 2,768,634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8,134,208 7,536,982
應收貸款 749,306 210,46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426,171 388,878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處理
之股本工具 267,157 283,981
俱樂部會籍 4,261 4,261
遞延稅項資產 141,647 125,698  

28,835,662 27,020,468  

流動資產
物業存貨
－發展中 7,270,669 5,932,953
－已竣工 1,172,232 1,334,419
其他存貨 13,190 11,069
聯營公司欠款 2,563 25,772
合營企業欠款 2,400,028 1,450,735
應收貸款 488,072 1,204,00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9) 399,675 431,88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201,637 255,82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處理之股本證券 52,467 56,324
預繳稅項 29,660 3,747
用作抵押之銀行存款 699 709
銀行結存及現金 5,001,299 4,892,742  

17,032,191 15,60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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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1,390,691 1,390,988
合約負債 3,305,044 1,708,450
稅項負債 1,618,382 1,594,960
附息借款 2,638,544 1,827,289
免息借款 1,750,108 1,726,296  

10,702,769 8,247,983  

流動資產淨值 6,329,422 7,352,19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165,084 34,372,66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788,814 3,788,814
儲備 22,387,627 21,870,541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權益 26,176,441 25,659,355
非控股權益 1,296,154 1,313,704  

權益總額 27,472,595 26,973,059  

非流動負債
附息借款 4,624,758 4,568,576
一名租戶之遞延租金收入 4,333 8,461
租戶之租金按金 25,526 23,591
遞延稅項負債 3,037,872 2,798,977  

7,692,489 7,399,605  

35,165,084 34,372,66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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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核數師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已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2410

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作出審閱，並出具無修改之審閱結論。

(2)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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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
披露規定而編製。

載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的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
料，並不構成該財政年度之本公司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其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 6第3部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
交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二零二零
年財務報表發表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於出具無保留意見情
況下，提出注意任何引述之強調事項；及並無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 (3)條
作出之聲明。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計量外（按情況適用），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
成本基準編製。

除因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而產生額外的會計政策外，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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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列的一致。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以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租金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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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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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
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所載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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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的會
計政策及影響

金融工具

利率基準改革所導致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基準變化

對於採用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合約現金流量的釐定基準因利率基準
改革而發生的變化，本集團採用可行的權宜方案通過更新實際利率來計算該等變化，該
實際利率的變化一般對相關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賬面值沒有重大影響。

僅當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時，利率基準改革要求改變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基準：

• 該改變是必需的，為利率基準改革的直接結果；及

• 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新基準在經濟上等同於先前的基準（即改變前的基準）。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擁有數項可能受利率基準改革影響的倫敦銀行同業拆
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之銀行貸款分別為445,684,000港元及300,000,000港元。

本集團擬對以攤銷成本計量的銀行貸款利率基準改革所導致的合約現金流量變化採用
可行的權宜方案。由於上述合約於中期期間並無轉換至相關替代率，該等修訂本對本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應用該等修訂本的影響（如有）（包括額外披露）將在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收入主要來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香港所經營之業務。本集
團之基礎組織之釐定基於三項主要業務：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和其他營運（主要包括物業
管理）。同樣地，按匯報予本公司執行董事（最高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為目
的之本集團可呈報及經營分部亦集中於該三項主要業務。就物業投資分部，其包括一間
上市的物業投資附屬公司之商業活動。本集團並無就該上市物業投資附屬公司之可呈報
及經營分部分開呈列，因就內部表現評估而言，其業績、資產及負債乃與本集團之其他
物業投資活動一併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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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之分部收入、業績、資產及負債的分析如下：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營運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225,443 229,934 64,326 519,703    

業績
分部溢利（虧損） 86,131 409,455 (12,584) 483,002
其他收入及收益 185,752
未能分攤之企業費用 (124,110)
融資成本 (85,15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7,939)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166,804 

除稅前溢利 608,35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10,989,170 13,867,903 61,082 24,918,15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17,657 2,537,936 – 2,755,593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3,307,183 4,565,095 261,930 8,134,208
聯營公司欠款 2,563 – – 2,563
合營企業欠款 2,328,177 – 71,851 2,400,028
未能分攤之企業資產 7,657,306 

合併總資產 45,867,853 

負債
分部負債 6,316,340 2,592,701 137,007 9,046,048
未能分攤之企業負債 9,349,210 

合併總負債 18,39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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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營運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530,563 237,385 67,325 835,273    

業績
分部溢利（虧損） 124,531 189,998 (1,687) 312,842

其他收入及收益 165,161

未能分攤之企業費用 (143,505)

融資成本 (111,37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6,481)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105,590 

除稅前溢利 322,233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9,751,209 13,272,218 61,273 23,084,7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12,198 2,556,436 – 2,768,634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3,200,950 4,090,158 245,874 7,536,982

聯營公司欠款 2,563 23,209 – 25,772

合營企業欠款 1,334,227 – 116,508 1,450,735

未能分攤之企業資產 7,753,824 

合併總資產 42,620,647 

負債
分部負債 4,650,142 2,372,998 175,852 7,198,992

未能分攤之企業負債 8,448,596 

合併總負債 15,647,588 

可呈報及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附註3中所述的本集團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溢利（虧損）
代表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融資成本、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溢利（虧損）以及未能
分攤之企業費用之各分部所賺取的溢利（虧損）。此乃匯報予本公司執行董事就資源分配
及評估表現為目的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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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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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收入
－非上市股份 3,920 1,789

－上市股份 110 89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21,811 21,689

應收貸款利息收入 98,092 92,008

來自合營企業之利息收入 37,625 33,950

淨匯兌收益 6,793 –

其他收入 17,401 15,636  

185,752 165,161  

(6) 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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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825 2,866

－中國企業所得稅 41,405 36,796

－土地增值稅 49,480 44,208  

93,710 83,87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40) (532)

－海外稅項 (225) –

－中國企業所得稅 (5,580) 2,379  

(5,845) 1,847  

87,865 85,717

遞延稅項 172,606 35,067  

260,471 120,784  

香港利得稅按期間之估計應評稅利潤以 16.5%之稅率計算。中國企業所得稅按個別附屬
公司適用稅率計算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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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期間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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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448 6,194

減：資本化於發展中物業金額 (536) (312)  

5,912 5,882

折舊╱攤銷：
其他資產－物業權益 262 239

待發展物業 14,894 29,121

使用權資產 477 351  

折舊和攤銷總額 21,545 35,593  

存貨之成本作費用處理 85,416 324,074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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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 366,052 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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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位 千位

股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500,647 1,500,647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兩年度，並沒有呈列每股攤薄盈利，由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
二零年兩年度並沒有發行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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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出售物業方面的應收款項是客戶按照買賣協議的條款規定清償。

除了銷售物業款項及來自物業租賃的租金收入按照有關協議的條款支付，本集團一般給
予客戶三十日至一百二十日的信用限期。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包括應收租金）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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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29,813 37,591

四至六個月 2,415 2,846

七至十二個月 93 69

超過十二個月 505 493  

32,826 40,999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內）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
析如下：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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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314,026 285,013

四至六個月 1 6,125

七至十二個月 15 35,187

超過十二個月 304,343 250,238  

618,385 576,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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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為519.7百萬港元（二零二零
年：835.3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8%。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366.1百萬港
元（二零二零年：200.2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83%。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高於去年同期，主
要原因如下：

•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增加 61.2百萬港元

• 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公允價值減少 31.8百萬港元相
比，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增加200.7百萬港元

每股盈利為24.39港仙（二零二零年：13.34港仙），而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底，本公司
股東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為17.44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10港元）。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經營範圍包括：在中國內地開發住宅、別墅、辦公樓及商用物業，
物業投資及物業管理，以及在香港之物業投資及物業管理。

以下為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之業績概述：

(1) 本集團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之總應佔已登記銷售（包括來自合營企業的銷售
及發展中物業的預售）為147,400平方米（二零二零年：106,300平方米），增加
39%。已竣工總應佔樓面面積（「樓面面積」）約134,600平方米（二零二零年：
86,600平方米），增加55%。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在建總應佔樓面面積於期末
約1,794,100平方米（二零二零年：1,076,400平方米），較去年同日增加67%。

(2) 租金收入較二零二零年同期稍為下跌 3%。扣除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出售的附屬公司之租金收入後，租金收入較二零二零
年同期增加 9%。

(3) 天安數碼城：本集團於13個城市共有20個已開發或發展中的天安數碼城。
本集團將在擁有充足的人力及營銷資源的區域集中發展新的數碼城及城
市更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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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安位於深圳龍崗坂田街道的城市更新項目天安雲谷整個第二期（包含樓
面面積約599,400平方米）現已竣工並可供銷售或租賃。此外，位於深圳光明
區的光明天安雲谷樓面面積約 382,800平方米正在開發。

(5) 去年所收購的江蘇及浙江省住宅項目的預售成功。此外，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在江蘇及遼寧省收購了新住宅項目。
本集團預期該等項目將在未來數年為本集團帶來良好的回報。

(6)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亞證地產有限公司呈報其股東應
佔虧損為48.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溢利6.7百萬港元）。

財務回顧

資金流動狀況及融資

本集團一貫致力維持穩健且財政資源平衡分配之流動資金。於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儲備約 5,002.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893.5百萬港元），為本集團之日常運作提供足夠營運資金。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借款約9,013.4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8,122.2百萬港元），包括流動負債4,388.6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553.6百萬港元）及非流動負債 4,624.8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568.6百萬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率（負債淨額除以權益總額）
為15%（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借款主要為待發展物業及發展中
物業提供所需資金。融資成本減少主要是較去年同期融資成本資本化於發展
中物業增加所致。

本集團之未償還借款中約60%將於兩年內到期。由於本集團之大部份投資及營
運乃在中國進行，故大部份銀行借款以人民幣計值及歸還。本集團借款中約
30%為定息借款，餘下者則為浮息借款。

為了保持靈活及充足的現金流以收購具潛質的土地儲備及加快發展項目的工
程建設，本集團擬爭取價格條款合理的合適銀行貸款。管理層會持續監察資產
負債率及在有需要時借入新的外來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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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需要就經常性營運活動和現有及潛在投資活動而持有外匯結餘，此表
示本集團會承受合理的匯兌風險；然而，本集團將按需要密切監控所承擔之風
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約0.7百萬港元之銀行存款、賬面總值分別約41.5百
萬港元、5,397.1百萬港元及9,890.3百萬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發展物業及投
資物業已作抵押，以便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並為物業買家取得按揭貸款以
及發展工程的公用服務供應及政府機關提供之擔保。

或有負債

由本集團之合營企業持有而賬面值約91.4百萬港元的兩項待發展物業以及由本
公司之一間附屬公司持有而賬面值約34.5百萬港元的一項待發展物業正被當
地機關進行閒置土地調查。該等由合營企業及附屬公司持有之土地擁有若干
張土地使用證。上述土地發展為整個項目最後階段，其他的土地發展已告完成
或正在開發。此外，由本集團之另一間合營企業持有而賬面值約346.1百萬港元
之待發展物業已被當地機關分類為閒置土地。一期及二期一批發展之建造工
程已經竣工。而二期二批及三期一批發展之建造工程已於上年度展開。本集團
現正積極防止該等正進行閒置土地調查的土地發展可能被分類為閒置土地，
並採取補救措施以防止就該等被分類為閒置土地的起訴，包括與當地機關商
討發展方案之可行性。根據法律意見，本集團已對有關問題作出評估，並認為
閒置土地被充公不會發生。根據本公司之董事的意見，由以上的調查引起經濟
損失的可能性並不高。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物業買家獲授之按揭貸款以及合營企業
獲授或已使用之貸款融通而向銀行及一名貸款人提供之擔保以及就物業發展
項目而向公用服務供應及政府機關提供之擔保約2,895.3百萬港元。本集團提供
之所有擔保乃應銀行、政府機關及貸款人要求，並根據一般商業條款而作出。
本集團涉及的法律行動可能產生或有負債約 279.4百萬港元。本集團已評估該
索償及取得法律意見，並認為該等索償的結果並不會對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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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但不包括聯營公司及合
營企業）聘用1,323（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37）名員工。本集團確保薪
酬制度與市場相若，並按僱員表現發放薪金及花紅獎勵。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應對措施

新型冠狀病毒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在全球持續蔓延。除了繼續實施預防措施，
我們亦有提供接種疫苗獎勵，以令本公司恢復相對正常的業務及社交活動。

為保護我們的員工、員工家屬、當地供應商及鄰近社區的健康及安全，同時確
保運營環境安全，使其能如常營運，本集團實施了以下若干措施：

• 在辦公室內最大限度擴大社交距離及保障員工；

• 會議盡可能非現場召開或通過電話或視像會議的方式舉行；

• 取消一切非必要的差旅；

• 為員工制定彈性工作計劃；

• 進入辦公室限制及體溫檢查；

• 外出差旅、出現症狀或與新型冠狀病毒確診者接觸後，應自我隔離，必要
時可做冠狀病毒檢測，費用由公司承擔；及

• 保持口罩、洗手液及衛生用品的庫存及注重清潔及衛生。

業務展望

儘管中國和香港的經濟在二零二一年正在復甦，但新型冠狀病毒的發展和控
制仍然無法預測。此外，緊張的地緣政治、中國對科技和私人教育行業的打擊
以及嚴格的全球旅遊限制均削弱了市場信心。

中國政府一直強調房屋是用作居住的，而非用作投機的，許多中國省市已經推
行了一系列措施來限制房地產投機，例如設定二手房屋指導價格及打擊被濫用
作購買房屋的商業貸款。該等政策抑制了樓價上漲。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已經
推行了一項新政策，允許所有夫婦生育三個孩子。從長遠來看，這將有助增加
中國人口。因此，本集團對中國內地及香港房地產市場之長期前景仍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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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認為保留適當水平之資金，以便充份掌握日後之業務發展機會，乃審慎
之舉，故此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二零年：無）。

企業管治守則之遵守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下列摘要之若干偏離行為外，本
公司已應用及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
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適用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B.1.2及C.3.3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B.1.2及C.3.3規定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在職權範
圍方面應最低限度包括相關守則條文所載之該等特定職責。

本公司已採納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遵照企業管治守則
之守則條文B.1.2之規定，惟薪酬委員會僅會就執行董事（不包括高級管理人員）
（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

本公司已採納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遵照企業管治守則之
守則條文C.3.3之規定，惟審核委員會 (i)應就委聘外聘核數師提供非核數服務之
政策作出建議（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執行）；(ii)僅具備有效能力監察（而非守則
條文所述之確保）管理層已履行其職責建立有效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及 (iii)可推動（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確保）內部和外聘核數師之工作得到協調，
及檢閱（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確保）內部審計功能是否獲得足夠資源運作。

有關上述偏離行為之理由已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
政年度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內。董事會認為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應繼續
根據本公司已採納之有關職權範圍運作。董事會將最少每年檢討該等職權範
圍一次，並在其認為需要時作出適當更改。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內部監
控及財務匯報事項進行商討，包括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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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概括之審閱。審核委員會乃倚賴本集團外聘核數
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
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所作出之審閱結果，以及管理層之報告進行上述審
閱。審核委員會並無進行詳細之獨立核數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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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回、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承董事會命
天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勞景祐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宋增彬先生（副主席）、李成偉先生（董事總經理）、勞景祐先生
及杜燦生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成輝先生（主席）及鄭慕智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鑄輝先生、
金惠志先生、魏華生先生及楊麗琛女士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