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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hua Group Limited
宏 華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196）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宏華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七日在香港聯交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09 2008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人民幣千元） 1,196,503 1,502,861 (20.4%)
毛利（人民幣千元） 319,466 445,643 (28.3%)
毛利率（%） 26.7 29.7
經營溢利（人民幣千元） 84,291 214,293 (60.7%)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56,113 125,945 (55.4%)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人民幣分） 1.74 4.16 (58.2%)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概無派發中期股息。

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的比較
資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
息的審閱》進行審閱，其無重大修訂的審閱報告載於將送交股東的綜合中期財務報告。
此等中期業績亦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該委員會僅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
一人為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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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1,196,503 1,502,861

銷售成本 (877,037) (1,057,218)

毛利 319,466 445,643

其他經營收入 2,991 1,637
其他經營支出 (2,523) (631)
銷售費用 (111,849) (123,733)
一般及行政費用 (128,157) (113,339)
其他淨收入 4,363 4,716

經營溢利 84,291 214,293

財務收入╱（費用）淨額 5(a) 2,837 (74,242)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溢利 (2,152) 10,822

稅前溢利 84,976 150,873

所得稅支出 6 (20,333) (24,965)

期間溢利 64,643 125,908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6,113 125,945
少數股東權益 8,530 (37)

期間溢利 64,643 125,908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8 1.74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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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溢利 64,643 125,908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中國以外經營業務之滙兌差額 (715) (84,446)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63,928 41,462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5,398 41,499
少數股東權益 8,530 (37)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63,928 4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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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3,094 375,169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之
　　租賃土地之權益 52,755 53,461
—永久業權土地 5,508 5,509

441,357 434,139

就收購租賃持有土地支付按金 249,959 90,108
在建工程 55,385 40,369
無形資產 337,638 356,216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8,265 9,604
遞延稅項資產 31,437 16,044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24,041 946,480

流動資產

存貨 9 1,856,033 2,033,48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147,355 2,045,069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33,933 34,018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8 8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42 42
已抵押銀行存款 63,386 259,099
定期存款 723,259 998,3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10,233 1,467,363

流動資產總額 6,034,249 6,837,443

資產總額 7,158,290 7,783,923



5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續）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1,030,000 1,561,000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 17,47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4,973 3,898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472,852 1,572,970
本期稅項 43,202 77,079

流動負債總額 2,551,027 3,232,425

流動資產淨額 3,483,222 3,605,0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07,263 4,551,498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164,347 14,401
遞延稅項負債 11,670 9,689

非流動負債總額 176,017 24,090

負債 總額 2,727,044 3,256,515

權益

股本 299,495 299,495
儲備 4,035,299 4,134,88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334,794 4,434,382

少數股東權益 96,452 93,026

權益總額 4,431,246 4,527,408

負債及權益總額 7,158,290 7,78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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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法例3，
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告包括本集團及
本集團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2. 合規聲明

本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
編製，包括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

編製本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二零零八年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
的相同，惟預期於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除外。此等會計
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3。

3. 會計政策變更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佈了一條新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一系列新修改的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和詮釋，於本集團現時會計期間可首次使用。因此，與本集團
財務報告相關的影響列示如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基準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零八年）

—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 於附屬公司、共同
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金融工具：披露 — 改善金融工具披露

—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修訂），借貸成本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 歸屬條件及註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及第27號的修訂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
零八年）對本集團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是基於該等修訂與本集團目前已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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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會計政策一致。此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並不包含任何指定中期財務
報告的額外披露。上述發展於中期財務報告之影響分析如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規定分部披露須按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考慮及管理
本集團之方式進行，而各分部的呈報金額為報告給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用於
評估分部表現及就經營事宜作出決策。這有別於過往年度分部資訊的表述按有
關產品及服務及按地理位置來劃分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分部。採納《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8號令分部資料之呈列方式與對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之內部報告
更趨一致。由於此乃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呈列分部資料的首段
期間，故在中期財務報表中載入額外說明解釋編製資料基準。相應數額亦已按
與經修訂分部資料一致之基準提供。

— 由於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修訂），於股權持有人就其該等權益
份額交易期間產生權益變動之詳情乃於經修訂綜合權益變動表內與所有其他收
入及開支分別呈報。所有其他項目之收入及開支於綜合全面收益表中呈列。綜合
全面收益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之新呈列方式已於本中期財務報告採納，而相應
金額已經重列以便與新呈列一致。此呈列變動對任何呈列期間之已報告損益、
總收入及開支或淨資產並無影響。

—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之修訂已刪去《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四年）中立
即支銷借貸成本的選擇權，並要求將直接歸因於收購、興建或生產合資格資產
之借貸成本進行資本化。故可直接歸屬於收購、興建或生產而需要較長時間才
可達到預定使用或出售狀態的合資格資產其必要期間之借貸成本將作為該項資
產之成本。其餘借貸成本將在發生當期支銷。借貸成本之資本化始於資本支出
已經發生，借貸成本已經發生，且為使資產達到預定可使用或可出售狀態所必
要的購建或生產活動已經開始。借貸成本之資本化隨上述活動中止或完成而中
止或停止。根據修訂之過渡規定，本集團將對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之合資格資產之任何相關借貸成本進行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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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

集團按業務範圍（鑽探鑽機及零部件）與地理區域管理其業務。於首次採納《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並以與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
層內部呈報資料方式一致之方式，本集團識別以下兩個業務分部呈報。分部沒有合
併以作下面呈列之分部。

鑽探鑽機 — 製造及銷售鑽探鑽機

目前集團主要向中國、北美、中東、歐洲及中亞和南亞之客戶銷售鑽
機。

 
零部件 — 製造及銷售鑽探鑽機之零部件

目前集團主要向中國、北美、中東、歐洲及中亞和南亞之客戶銷售鑽
探鑽機之零部件。

a. 分部業績、資產和負債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中期財務報告披露之分部資訊應與就資源分配
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內部呈報資料方式一致，集團最高行政管
理層根據以下基準審閱各報告分部之業績、資產和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但不包括共同控制實體權
益、遞延稅項資產、已抵押銀行存款、定期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其他公司
資產。分部負債包括可歸屬於個別報告分部製造及銷售活動之貿易應付款、預
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但不包括計息借貸、本期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公司
負債。

收益及開支乃經參考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的資產折舊或攤
銷而產生的開支，分配至各分部。

呈報分部溢利所使用的計量方法為「經營溢利」，即「經調整淨財務收入╱費用稅
前溢利」。為計算經調整經營溢利，本集團溢利會就並非特定個別分部應佔的項
目作進一步調整，如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溢利、董事酬金及其他總部或公
司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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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獲得有關經營溢利的分部資料外，管理層亦獲提供有關收益（包括分部間銷
售）、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以及分部營運中使用的非流動分部資產增置的分部
資料。分部間銷售參考就同類訂單收取外部第三方的價格而訂價。

期內就提供予本集團最高級執行管理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之本集
團可報告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鑽探鑽機 零部件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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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023,699 1,361,932 172,804 140,929 1,196,503 1,502,861
分部間收入 — — 459,170 373,472 459,170 373,472

分部收入 1,023,699 1,361,932 631,974 514,401 1,655,673 1,876,333

分部溢利 124,562 230,684 91,999 23,964 216,561 254,648

本期間新增非流動分部資產 24,967 79,653 20,362 71,154 45,329 150,807

鑽探鑽機 零部件 總計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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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3,738,179 3,698,482 1,164,977 1,389,674 4,903,156 5,088,156
分部負債 958,660 1,335,279 413,581 519,086 1,372,241 1,85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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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溢利、資產和負債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溢利

分部溢利 216,561 254,648
分部間溢利抵銷 (135,934) (40,380)

來自外部客戶之分部溢利 80,627 214,268
共同控制實體（虧損）╱溢利 (2,152) 10,822
其他經營收入、支出和其他淨收入 4,831 5,722
財務收入╱（費用）淨額 2,837 (74,242)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費用 (1,167) (5,697)

稅前溢利 84,976 150,873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4,903,156 5,088,156
分部間應收款項抵銷 (138,934) (368,630)

4,764,222 4,719,526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8,265 9,604
遞延稅項資產 31,437 16,044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 2,354,366 3,038,749

資產總額 7,158,290 7,783,923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分部負債 1,372,241 1,854,365
分部間應付款項抵銷 (138,934) (368,630)

1,233,307 1,485,735
本期稅項 43,202 77,079
遞延稅項負債 11,670 9,689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 1,438,865 1,684,012

負債總額 2,727,044 3,25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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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分部

以下資訊包括按地區報告的：(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及(ii)本集團的固定
資產、就收購租賃持有土地支付按金、在建工程、無形資產及對共同控制實體之
權益（「特定非流動資產」）。來自外部客戶收入的地區根據客戶所在地區劃分。
對特定非流動資產的地域劃分標準如下：固定資產根據實物所在地劃分；無形
資產及共同控制實體權益根據其被分配到的經營地劃分。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特定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118,841 180,006 1,051,676 888,763
北美 90,146 147,833 31,884 31,234
中東 370,192 6,635 759 785
歐洲及中亞 571,608 748,242 56 50
南亞 32,770 163,600 — — 
其他 12,946 256,545 8,229 9,604

1,196,503 1,502,861 1,092,604 93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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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前溢利

稅前溢利已扣除╱（計 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財務（收入）╱費用淨額

 滙兌（收益）╱虧損淨額 (20,650) 55,719

 利息收入 (23,405) (17,218)
 應於五年內全額償還之計息借貸利息 37,476 32,309

 銀行費用 3,742 3,432

(2,837) 74,242

(b) 僱員成本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3,098 12,932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 15,385 23,979

 薪金、工資及其他利益 89,818 64,405

118,301 101,316

(c) 其他項目

 攤銷及折舊
 —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資產 764 760

 — 其他資產 22,151 15,534

 — 無形資產 18,415 — 
 經營租賃費用：物業 2,263 1,522

 產品保修撥備 5,875 3,472

 
* 研發成本 15,100 13,309

* 研發成本包括研發部之僱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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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收益表內所得稅支出

(a) 綜合收益表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本期計提 35,735 18,111
以往年度多計提 (1,939) (711)

33,796 17,400

本期稅項 — 美國

本期計提 1,620 — 
以往年度多計提 (1,675) — 

(55) — 

遞延稅項

臨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13,408) 7,565

20,333 24,965

(i) 香港

期內本集團並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應課稅利潤，故本集團並無作出香港利
得稅撥備（二零零八年：無）。

(ii) 開曼群島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毋
須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

(iii) 英屬維爾京群島

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之法律法規，本集團毋須繳付任何英屬維爾京群島稅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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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美國

宏華美國有限責任公司按有關州府之適用現行稅率繳納稅項。

(v)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根據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所得稅相關法律及法規，宏華金海岸設備有限公司毋
須繳納所得稅。

(v) 中國

根據中國有關所得稅法律及法規，本公司附屬公司適用之所得稅率如下：

(a) 四川宏華石油設備有限公司（「宏華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宏華公司由一家內資企業轉變為外商獨資企
業，由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起享有稅項減免，自獲利年起首兩個財務年
度之溢利（經扣減過往年度結轉之稅項虧損）獲豁免中國所得稅，其後三
個財政年度各年之溢利按有關當局訂定之現行稅率之50%課稅。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已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所得稅
率已由33%回落至25%。中國國務院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通過實
施細則列載現時優惠所得稅稅率將會如何調整至標準稅率25%的詳情。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收入的所得稅按
現行稅率25%的一半繳納（二零零八年：25%）。

(b) 成都宏天電傳工程有限公司（「宏天公司」）及四川宏華友信石油機械有限
公司（「友信公司」）
　
宏天公司及友信公司被確認為於中國西部成立，超過70%的已列賬主要收
入來自獲鼓勵商業活動。根據從相關中國稅務當局取得的批覆，宏天公
司及友信公司享有15%之所得稅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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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四川宏華國際科貿有限公司（「宏華國際」）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規及規定，宏華國際適用之所得稅率為25%（二零零八
年：25%）。

(d) 四川宏聯實業有限公司、四川宏程商貿有限公司和宏華海洋油氣裝備（江
蘇）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止沒有溢利（二零零八年：零）。

(b) 代扣所得稅

根據新稅法，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並非在中國成立或在中國設有經營地
點，或在中國成立或在中國設有經營地點，惟有關收入實際上並非與中國成立
或在中國設有經營地點有關之非居民企業，須就多項被動收入（例如源於中國境
內之股息）按10%稅率（除非按條約減免）繳付代扣所得稅。因本集團的外資公司
由一家香港股份公司直接控制，代扣所得稅應以5%稅率計算。根據國家財政部
及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下發的財稅(2008)1號通知，外商投資
企業以二零零八年前形成的留存收益分配給外國投資者，均免徵代扣所得稅。
因此，於將來分配利潤時，集團的外商投資企業的賬目中關於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以前的留存收益均可免徵5%的代扣所得稅。遞延稅項負債已根據中
國境內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產生之溢利中可預計
派發的股息計提撥備。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宣佈並派發之特殊股息
　每股港幣0分（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港幣10分） — 290,236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特殊股息為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六日董事會
決議宣派的非經常性股息。特殊股息於資產負債表日並不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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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期批准的以往年度宣派之期末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 中期批准的以往年度宣派之期末股息，
每股港幣6分（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股港幣0分） 170,371 —

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是基於期間本公司股東應
佔溢利人民幣56,113,000（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5,945,000）
和期間加權平均股數3,222,688,000（二零零八年：3,031,152,527）。

由於期間內沒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盈利和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9. 存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869,689 917,372
在製品 304,880 506,352
製成品 675,554 566,557
在運貨物 5,910 43,207

1,856,033 2,03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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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為開支之存貨金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之賬面值 845,350 1,072,939
存貨沖銷 25,812 3,524
存貨沖銷撥回 — (22,717)

871,162 1,053,746

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1,684,734 1,551,659
應收票據 — 4,706
減：呆賬撥備 (1,405) (1,405)

小計 1,683,329 1,554,960
應收增值稅 239,010 257,430
其他應收款項 105,917 50,222
預付款項 119,099 182,457

2,147,355 2,045,069

預期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將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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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內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於結算日之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624,683 1,074,915
過期少於一個月 163,889 290,721
過期超過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 13,758 130,739
過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854,425 24,852
過期超過一年 26,574 33,733

1,683,329 1,554,960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30至90天之平均信貸期。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554,455 702,194
應付票據 70,694 176,371
預收款項 569,697 522,505
其他應付款項 278,006 171,900

1,472,852 1,572,97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付票據以銀行存款作抵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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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內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312,450 645,852
三個月至六個月內 93,031 117,862
六個月至一年內 147,183 79,895
一年以上 72,485 34,956

625,149 878,565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宏華集團是全球領先的陸地鑽機生產商，專注於製造和銷售陸地鑽機以及相關零部件，
同時為客戶提供售後支援性服務。除鑽機外，我們還向客戶提供用於新建鑽機和鑽機翻
修的配件和零部件，使我們成為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的生產商。我們亦以海洋鑽修模組
的方式，為海洋鑽機平台生產及銷售鑽機之零部件。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期內」），本集團實現收入約人民幣11.97億元，
比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之人民幣15.03億元下降了20.4%。集團
毛利及股東應佔溢利則分別約為人民幣3.19億元及人民幣0.56億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下
降了28.3%及55.4%。

市場回顧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雖然全球經濟衰退的步伐有所減緩，但是市場仍面對不少嚴峻的挑
戰。受到金融海嘯及信貸收縮的持續影響，全球工業生產大幅下滑，導致石油需求亦相
應下降，最終使得全球石油鑽探活動及鑽機日費率顯著減少，其中北美市場所受影響尤
甚。直至二零零九年六月，全球鑽探活動已連續六個月下跌。根據Baker Hughes研究顯
示，二零零九年六月北美市場活躍鑽機數量約為1,987台，較去年同月減少了39.2%。另
外，根據彭博的估計，俄羅斯石油天然氣行業在二零零九年的投資額亦將大幅度減少，
由二零零八年的約700億美元降低38.6%到二零零九年的430億美元。這主要是受到俄羅
斯國內金融信貸大幅收緊，影響石油企業的勘探及開發投資所致。然而，在中國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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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對中國優秀的大型裝備出口企業的大力支持下，宏華在俄羅斯的主要客戶已於二
零零九年三月獲得該銀行總值2.4億美元（折合約港幣18.72億港元）的銀行貸款，大大舒
緩了客戶的資金情況，並為宏華於當地市場繼續擴大其滲透力增添動力。

業務回顧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全球石油企業因面對經濟復甦未明朗的宏觀環境，大大減低了投資
意欲，導致市場對陸地鑽機的需求亦放緩，為集團主營業務增加不少壓力。然而，憑藉
領先的研發和生產能力、市場競爭優勢以及完善的銷售網絡，集團於主要市場仍維持相
當強大的競爭能力。期內，集團通過位於阿聯酋迪拜的子公司逐步完善銷售網路及擴大
市場拓展力度，在中東市場由去年同期沒有銷售陸地鑽探鑽機增長至實現銷售6台陸地
鑽探鑽機，從而減低了全球經濟逆境下鑽機市場收縮所帶來的影響。

期內，集團進一步實現了二零零八年年初上市的承諾，在原有位於中國廣漢、成都及美
國休斯頓的等生產基地之外，定址於中國江蘇省啟東市建設新的生產基地，專門生產海
洋鑽井平台及相關產品，包括海洋鑽井模組等。目前，該生產基地正在進行基礎設施及
工程的前期建設，預期二零一二年前完成基地建設。從明年開始，我們將採用生產與基
地建設及設備安裝等配套工程同步推進的策略，確保達到計劃的產能目標。集團同時亦
正籌備在上海設立海洋裝備研究中心，充分利用當地吸引全球優秀人才的優勢，為集團
進軍海洋鑽探市場奠定堅實的研發基礎。

此外，集團於期內不斷加強新產品的研發及設計，使得產品在適應不同鑽採條件及滿足
不同市場需求方面繼續保持行業領先的優勢。集團針對中東市場成功研發出新型快速移
動鑽機 — 沙漠拖掛鑽機；而針對俄羅斯市場，則成功研製了列車式極地鑽機。與此同
時，集團亦成功設計出適用於叢式井鑽機的步進平移裝置，以及完成了「箱疊」式鑽機、
斜井鑽機及連續油管鑽機的設計，並將適時進行品質測試。期內，集團亦繼續致力開發
較高附加值的零部件，以滿足市場對高性價比產品的需求。截至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我
們在成都及廣漢兩個研發中心共有研發人員302人。目前集團已成功開發出38項專利（其
中11項有待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審批）。

此外，集團一如既往對原材料、生產工序之品質控制到最終產品品質保證，設有嚴謹及
專業的控制及檢測程式。期內，集團的品質管理體系仍然按照ISO9001正常運行，並已
按照APIQ1第八版和ISO9001–2008的要求進行了提升。與此同時，集團亦已向美國石油
學會提出了集團之附屬公司 — 四川宏華石油設備有限公司的API證書再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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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提高內部營運效率，提升管理素質，期內，集團與國際商業機器（IBM）合作，
啓動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ERP項目將有助集團提高現金流、供應鏈和營銷渠道等
各方面的管理，加强生產步驟的監控。

展望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出現的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急劇衰退，導致全球對能源的需求大
大減低，使得石油價格在去年下半年呈現持續下跌的走勢。然而，各國政府相繼推出拯
救經濟方案後，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已有跡象顯示全球經濟正趨向穩定並開始復甦。但
是，由於市場仍對全球經濟持續復甦抱持謹慎態度，因此石油企業增加資本支出或會滯
後於經濟復甦，而前者又受到全球各地區鑽採活動的活躍程度及公司自身質素等多種
因素的影響。

本集團對二零零九年下半年之業務持審慎態度，預計全球經濟不景氣將對公司業績維持
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我們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全球經濟發展仍然不能擺脫對石油資
源的依賴，金融危機只能從時間上推遲企業加大對石油開採方面的投資。從長期來看，
石油勘探和生產的支出將持續上升。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加大研發力度，繼續致力于開發較高附加值的產品、豐富高性價比
的產品組合。本集團已在香港設立了一附屬公司—宏華油氣工程服務有限公司，以利用
本集團在鑽機設備生產及技術方面的優勢，適時進入油氣服務工程領域。通過產業鏈條
的延伸及由此帶來的協同效應在鞏固我們陸地鑽機領導地位的同時，為本集團創造出
新的收入增長點。同時，本集團將借助引入IBM公司、啓動ERP項目的契機，在市場環
境蕭條的情况下，努力提升內部管理。承載宏華人夢想的海洋平台，已在二零零九年上
半年掀開了新的一頁。後續，集團將穩步推進海洋基地相關配套設施的建設，以更好地
把握海洋鑽采裝備製造業逐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契機。

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的毛利和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約為人民幣3.19億元及人民幣0.56億元，
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約28.3%和55.4%。毛利率及淨利率分別為約26.7%和4.7%。期內，本
集團毛利和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的下降主要是受收入下降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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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期內，本集團之收入約為人民幣11.97億元，比去年同期之人民幣15.03億元減少人民幣
3.06億元，下降20.4%。收入下降主要由於受全球經濟危機蔓延及石油價格大幅波動的影
響，全球陸地鑽機市場萎縮，客戶對陸地鑽探鑽機及鑽機零部件之需求減少。其中，期
內鑽機銷售數量由去年同期的31台，下降至27台。而鑽機的配置也較去年同期下降，導
致鑽機的平均售價下降。

期內，集團收入按地區分類：本集團出口收入約人民幣10.78億元，約佔總收入的90.1%，
比去年同期減少人民幣2.45億元。其中，歐洲及中亞地區收入減少，雖然期內實現銷售
14台鑽機，比去年同期的12台增加2台，但由於出售的鑽機配置變動，其平均售價下降，
收入相應減少；中東市場增長迅速，收入大幅增長，期內實現銷售6台鑽機，而去年同
期未有鑽機銷售，這主要是集團在阿聯酋迪拜的子公司銷售網路逐步完善及市場拓展的
作用；而本集團在南亞、北美、中國和其他地區市場由於受到鑽機需求放緩的影響，期
內分別銷售鑽機3台、1台、3台和0台，比去年同期的6台、2台、9台和2台，收入不同程
度的下降。

收入按地區分類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歐洲及中亞 中東 南亞 北美 中國 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
12,946，1.1%

歐洲及中亞
571,608，47.8%

中東
370,192，31.0%

南亞
32,770，2.7%

北美
90,146，7.5%

中國
118,841，9.9%

收入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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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歐洲及中亞 中東 南亞 北美 中國 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
256,545，17.1%

歐洲及中亞
748,242，49.8%

中東
6,635，0.4%

南亞
163,600，10.9%

北美
147,833，9.8%

中國
180,006，12.0%

收入 （人民幣千元）

期內，集團收入按產品分類：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
6個月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
6個月

2009年1–6月對比
2008年1–6月

收入 比例（%） 數量(台) 收入 比例（%） 數量(台) 收入變動額
收入變動率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數控鑽機 759,574 63.5% 19 1,149,514 76.5% 17 (389,940) (33.9%)
傳統鑽機 264,125 22.1% 8 212,418 14.1% 14 51,707 24.3%

小計 1,023,699 85.6% 27 1,361,932 90.6% 31 (338,233) (24.8%)

泥漿泵 71,072 5.9% 64 29,035 1.9% 32 42,037 144.8%
其他零部件 101,732 8.5% 111,894 7.5% (10,162) (9.1%)

小計 172,804 14.4% 64 140,929 9.4% 32 31,875 22.6%

合計 1,196,503 100.0% 91 1,502,861 100.0% 63 (306,358) (20.4%)

鑽探鑽機及鑽機零部件收入分別約為人民幣10.24億元、人民幣1.73億元，比去年同期約
人民幣13.62億元、人民幣1.41億元分別下降24.8%和增長22.6%。

鑽探鑽機分為數控鑽機和傳統鑽機，其產品收入分別約為人民幣7.60億元、人民幣2.64
億元。鑽探鑽機收入減少主要是鑽探鑽機銷售數量由去年同期的31台，減少至27台。同
時，由於鑽探鑽機的配置降低，其平均單價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44億元減少至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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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億元。期內，集團實現銷售4台重型7,000米鑽機，中型5,000米和4,000米鑽機各4台，
輕型3,000米和1,000米鑽機分別為14台和1台。其中，14台輕型3,000米鑽機為銷售給俄羅
斯客戶的低溫鑽機。

鑽機零部件收入增加主要是泥漿泵銷售數量由去年同期的32台，增至64台。其中共銷售
高配置的泥漿泵組8台，導致其平均售價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91萬增至人民幣111萬。

銷售成本

期內，集團的銷售成本約人民幣8.77億元，比去年同期減少人民幣1.80億元，降幅約為
17.0%。銷售成本減少主要是收入減少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期內，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3.19億元，比去年同期減少28.3%。其中，鑽探鑽機毛利約
人民幣2.73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2.3%，其中數控鑽機和傳統鑽機毛利分別為人民幣
1.99億元和人民幣0.74億元，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41.9%和增長21.4%。鑽機零部件毛利約
人民幣0.4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9.4%。

期內，本集團總毛利率為26.7%，比去年同期的29.7%下降3個百分點。

鑽探鑽機毛利率約為26.6%，比去年同期的29.6%下降3個百分點，其中數控鑽機毛利率
約為26.2%，比去年同期的29.7%下降3.5個百分點；傳統鑽機毛利率約為28.1%，比去年
同期的28.8%下降0.7個百分點。鑽探鑽機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期內銷售的部分鑽機根據
客戶對鑽機配置的變動要求，需要新增進口材料所致。

鑽機零部件毛利率約為27.0%，比去年同期下降3.3個百分點。其中，泥漿泵的毛利率為
24.8%，比去年同期的22.1%增加2.7個百分點，主要是期內所銷售高配置泥漿泵的銷售增
加，提升了毛利率；其他零部件毛利率為28.5%，比去年同期的32.4%減少3.9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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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收入淨額和其他淨收入

期內，集團其他經營收入淨額約為人民幣47萬元，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01萬元減少人
民幣54萬元，降幅約53.5%，主要是向海外提供的勞務及加工成本增加；其他淨收入約
為人民幣436萬元，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472萬元減少人民幣36萬元，降幅約7.6%，主要
因補貼收入減少所致。

期間費用

期內，集團銷售費用約人民幣1.12億元，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24億元減少人民幣0.12億
元，降幅為9.7%。主要是運輸費下降，運輸費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79億元降至人民幣
0.62億元，下降人民幣0.17億元，降幅為21.1%。期內，雖然出口鑽機的數量比去年同期
增加，但是運輸費用有所下降，主要是由於期內對俄羅斯銷售的鑽機，按照交貨條款集
團所需承擔運輸費用較去年同期對俄羅斯銷售鑽機所承擔的運費有大幅降低。

期內，集團管理費用約人民幣1.28億元，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13億元增加人民幣0.15億
元，增幅約為13.3%。主要是Nabors技術投入的無形資產攤銷，Nabors技術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開始投入使用並進行攤銷，期內攤銷金額為人民幣0.18億元，而去年同期沒有此項
攤銷費用。

期內，集團財務收入淨額約人民幣0.03億元，而去年同期財務費用淨額約為人民幣0.74
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主要是滙兌收益淨額增加人民幣0.76億元。期內人民幣兌美元
之滙率波動平穩，滙兌損失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77億元降低至人民幣0.13億元；與此
同時，受惠於期內歐元兌人民幣滙率上升約10%，集團歐元合同受益，滙兌收益由去年
同期的人民幣0.21億元增至人民幣0.34億元。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期內，集團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約為人民幣0.02億元，比去年同期的溢利人民幣0.11
億元，減少人民幣0.13億元。主要是由於共同控制實體HH埃及公司的銷售放緩，去年同
期實現2台鑽機之銷售，而期內未實現鑽機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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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前溢利

期內，集團取得的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0.85億元，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51億元減少人
民幣0.66億元，降幅約43.7%。主要是由於毛利減少所致。

所得稅支出

期內，集團所得稅支出約為人民幣0.20億元，比去年同期減少人民幣0.05億元，降幅約
18.6%。主要是集團稅前溢利下降所致。期間有效所得稅率為23.9%，比去年同期16.5%
增加7.4個百分點，主要是集團之購股權產生之以股份為基礎的費用人民幣0.15億元（去
年同期為人民幣0.24億元）和無形資產攤銷人民幣0.18億元（去年同期未有發生）共佔稅前
溢利38.8%（去年同期為15.9%）。此等費用未能在期內進行所得稅抵扣，從而導致有效所
得稅率增加。

期間溢利

期內，集團溢利約為人民幣0.65億元，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26億元減少人民幣0.61億
元，降幅為48.4%。其中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56億元，少數股東應佔
溢利約為人民幣0.09億元。淨溢利率為4.7%，比去年同期減少3.7個百分點，主要是因期
內毛利率下降所致。

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和EBITDA利潤率

期內，EBITDA約為人民幣1.23億元，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2.41億元，減少人民幣1.18億
元，降幅為49.0%，主要是毛利減少所致。EBITDA利潤率為10.3%，比去年同期的16.1%
減少5.8個百分點。主要是由於毛利率的下降和共同控制實體虧損之共同作用所致。

股息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局建議不宣派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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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及借款情況

本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包括上市募集資金、經營所得現金、銀行貸款。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集團貸款金額約人民幣11.94億元，比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人民
幣3.81億元；其中，須於一年內償還之借款約人民幣10.30億元，比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減少約人民幣5.31億元。

存款及現金流量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12.10億元，比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減少約人民幣2.57億元。期內，集團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約人民幣0.65億元；
因定期存款到期轉為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投資活動現金淨流入約人民幣0.99億元；融資
活動現金淨流出約人民幣4.22億元，主要是償還銀行貸款。

資產結構及變動情況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資產總額約人民幣71.58億元，比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減少人民幣6.26億元，降幅為8.0%。其中，流動資產約人民幣60.34億元，流動資產佔
資產總額約84.3%，主要為上市募集資金、應收賬款及存貨；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11.24
億元，佔資產總額約15.7%。

負債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負債總額約人民幣27.27億元，比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減少人民幣5.29億元。其中，流動負債總額約人民幣25.51億元，佔負債總額約93.5%；
非流動負債總額約人民幣1.76億元，佔負債總額約6.5%。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38.1%。

權益總額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權益總額約人民幣44.31億元，比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減少人民幣0.96億元；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約人民幣43.35億元，比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人民幣1.00億元；少數股東權益總額約人民幣0.96億元，比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人民幣0.03億元。每股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38元，比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1.40元，減少人民幣0.02元。期內，本公司每股收益約
為人民幣1.74分，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4.16分，減少人民幣2.4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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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轉期

由於石油價格持續下跌，加之信貸市場緊縮，使得全球石油勘探和生產之資本開支隨之
減慢，使整個週轉期加長。

平均存貨週轉期與去年同期比較，由216日升至405日。主要是由於前期源於保證生產需
求和控制生產成本的目的而提前採購之高端通用原材料，在客戶對鑽機需求放緩的情
況下，生產和交貨有所延遲，導致存貨週轉期相應延長。

在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本集團加強與客戶和供應商聯繫，做好現金流的控制，爭
取集團有安健之財務比率。期內之平均應收貿易賬款週轉期由去年同期119日上升至247
日。期內，集團根據生產需求和資金情況，調整了付款方式，以加強資金的流動性儲
備。平均應付貿易賬款週轉期由去年同期137日上升至157日。

或然負債

與64名自然人的糾紛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8名四川石油管理局鑽採設備製造廠僱員（「原投資者」）
（透過11名代表）共持有宏華公司總股本33.63%。該11名代表當時已在中國主管機關獲登
記為宏華公司股東。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七日，宏華公司通過股東決議案削減註冊資本並
向該11名註冊股東購回股權。

宏華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與此11名註冊股東訂立股份購買協議，據此，經該11
名登記股東書面同意，宏華公司同意直接向該728名原投資者支付購股價款。削資手續
亦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於主管中國政府機關辦妥。此728名原投資者中，有664
名同意回購安排並接受宏華公司支付的款項。其餘64人（合共投資人民幣651,385元）聲稱
他們仍是股東並拒絕接受回購安排及由宏華公司付款。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本公司得悉該64名人士中有57名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展開法律程序（訴訟編號：(2008)成民初字第53號）。該
57名人士加入成為原告人，針對宏華公司（第一被告人），宏海國際有限公司（「宏海」）
（第二被告人），以及14名個人（第三至第十六被告人）（包括石述明（第三被告人）、黃德
全（第四被告人）、李燕（第五被告人）、王堯鑫（第六被告人）、周濤（第七被告人）、王偉
（第八被告人）、陳正華（第九被告人）、楊學鋒（第十被告人）、陽遠春（第十一被告人）、
倪修榮（第十二被告人）、余正華（第十三被告人）、幸滿容（第十四被告人）、支榮模（第
十五被告人）及劉傳俊（第十六被告人））展開法律程序。共有16名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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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57名原告人所要求的補償包括：

(1) 法院裁定第三被告人至第十六被告人所持有的592,250股股份實際上由該57名原告人
擁有，而有關股權的利益及權利重歸該57名原告人所有，而該57名原告人的姓名將
列入第一被告人的股東名冊內；

(2) 法院裁定宏華公司被頒令向該57名原告人支付合共人民幣296,125元的金額，即二零
零三年股息；

(3) 裁定宏華公司所進行購回592,250股宏華公司股份一事宣告無效；

(4) 裁定宏海須共同及個別為該57名原告人所要求的上述補償及因而產生的法律責任負
責，而宏海連同宏華公司被頒令向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申請登記該57名原告人為
宏華公司股東；及

(5) 裁定所有被告人須共同為因是項訴訟而產生的訟費負責。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宏華公司收到該57名原告人入稟的修訂、增補及放棄索賠聲明
的補充聲明書（「補充聲明書」）。原告人加入以下新索賠要求：

(a) 裁定第一、第三至第十六名被告人須共同為損害股東權利與權益負責，有關權利
與權益須計算至判決或全面執行之日，包括計算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的股東
權利3,760,379股紅股、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六年的優先購買權及股息，總額人民幣
1,510,237.50元；

(b) 裁定第一、第三至第十六名被告人須共同為原告人因有關法律程序招致的損害及訟
費人民幣228,000元負責；及

(c) 裁定由宏海併購宏華公司宣告無效，及宏海須為所有針對宏海公司及其他被告人的
索賠共同負責。

聯宏有限公司、宏機國際有限公司、Wealth Affl ux Limited、Mowbray Worldwide Limited 
、Ecotech Enterprises Corporation、Otama Company Limited、Vast & Fast Corporation、
Cavendish Global Corporation、Airtech Investments Limited、聯順投資有限公司、德美國際
有限公司、俊朗控股有限公司、Brondesbury Enterprises Limited、Oriental Starz Limited、
Tech Express Enterprises Inc、Dobson Global Inc、Darius Enterprises Limited、信力國際有限
公司、益通國際有限公司、鵬景有限公司及上述公司的股東已向本集團簽立日期為二零
零八年二月十五日的彌償保證契據，據此，他們同意共同及各別就本公司或會因該57名
原告人所提出的法律訴訟而蒙受的任何潛在損害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作出彌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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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另外2名人士，吳川和龔毓梅拒絕接受宏華公司的回購安排
及付款。所要求的補償與上述57名原告人相同。

以上相關法律程序已經在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完結。本集團正等候結果。

根據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董事認為，由於該64名原投資者並未向中國政府當局登記成
為宏華公司的股東，故根據中國法律，他們並無被視為宏華公司股東的合法理據，本集
團亦認為無須與該糾紛有關的法律費用作出撥備。

已抵押銀行存款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0.63億元，比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減少約人民幣1.96億元。

資本支出及重大投資及承諾情況

期內，集團用於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的資本開支總額約人民幣0.46億元，比去年同期減
少人民幣約0.35億元。主要是由於前期展開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已逐步完成，期內未有
其他重大新增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人民幣20.92億元之資本承諾，主要用於建設江
蘇啟東海洋設備基地和擴大本集團之業務及產能。

滙率波動風險

集團擁有部分外幣存款，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外幣存款折合人民幣約1.59億元，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外幣折合人民幣約10.74億元。本集團出口及以外幣結算之業
務，存在滙兌風險。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使用情況

首次公開發售扣除有關開支後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港幣29.58億元。為增強集團的營運
能力，本集團部分改變了募集資金用途。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所作
用途如下：海洋項目可供動用港幣12.75億元，已動用金額為港幣2.32億元；收購項目可
動用港幣5.92億元，已動用金額為零；擴大產能及研發支出可動用港幣3.54億元，已動
用港幣2.40億元；營運資金及日常支出可動用港幣7.37億元，已動用港幣7.3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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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薪酬及福利

期內，集團平均人數為3,503人，薪酬及福利總額約人民幣1.1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人
民幣0.17億元，增幅約為16.8%。主要是去年同期沖回了以往年度多計提的董事長獎勵基
金，而期內未有發生。

本集團向員工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以工作責任、工作績效和個人能力決定個人的薪
酬回報。本集團向高級管理人員授出購股權，旨在令員工個人利益與本集團的利益一
致。本集團致力維持良好的企業文化，堅持以人為本，並透過系統化之員工培訓及發展
計劃增強僱員技能，為員工搭建一個廣闊的實現自我價值舞臺。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規定制訂其書面職權及責任範圍。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
督本集團之財務彙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制度，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審核委員
會每年應最少召開兩次會議，審閱內部核數師之意見、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報告
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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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總裁（首席執行官）職務應分開及不得由同一人士擔任。
張弭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總裁（首席執行官）。張弭先生為本集團的主要創始人，
擁有豐富的本行業及相關行業經驗。董事會認為，將主席及總裁（首席執行官）職務歸屬
張弭先生將為本公司能提供強大及一致之領導，及容許有效地規劃及執行業務決策及
策略，並能夠保障全體股東的利益。另一方面，通過董事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運作，權
力與職權的平衡得以確保。本公司將繼續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之有效性及考慮是
否需要任何變動，包括主席及總裁（首席執行官）之間職務分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採納一套證券買賣守則，嚴格程度並不遜於上市
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本公司
特別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證券
買賣守則及標準守則兩者所規定的標準。

刊登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將於本公司網站(www.hh-gltd.com)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刊登。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將會於適當時
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且刊載於上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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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弭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弭先生（主席）、任杰先生及劉智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何欣先生、相慶生先生、
Siegfried Meissner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國明先生、戴國良先生、劉曉峰先生、劉銀春先生、齊大慶先生、
王礫先生及史興全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