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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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KANGDA FOOD COMPANY LIMITED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第一上市）：834）
（新加坡股份代號（第二上市）：P7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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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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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6 723,294 702,536
銷售成本 (688,921) (642,484)

毛利 34,373 60,052

其他收入 6 4,134 7,923
銷售及分銷開支 (22,549) (24,561)
行政開支 (34,965) (30,910)
其他經營開支 (15,062) (3,882)



2

經營所得（虧損）╱溢利 7 (34,069) 8,622
融資成本 8 (6,838) (10,478)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虧損 – (206)

除稅前虧損 (40,907) (2,062)
所得稅抵免 9 312 316

本期間虧損 (40,595) (1,746)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79) (36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79) (363)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0,674) (2,109)

以下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9,841) (1,624)
非控股權益 (754) (122)

(40,595) (1,746)

以下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9,920) (1,987)
非控股權益 (754) (122)

(40,674) (2,1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11
基本（人民幣分） (9.2) (0.38)
攤薄（人民幣分） (9.2) (0.3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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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98,190 423,362
投資物業 194,172 195,619
使用權資產 110,376 114,870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 –
商譽 56,355 56,355
生物資產 27,570 32,178
遞延稅項資產 455 583
物業、廠房及設備按金 1,988 1,631

789,106 824,598

流動資產
生物資產 21,552 21,168
存貨 157,749 120,642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12 144,365 86,575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41,041 45,079
已抵押存款 45,000 45,432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3,143 208,762

532,850 527,658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129,653 115,985

流動資產總額 662,503 643,64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3 178,355 148,511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06,293 117,908
租賃負債 4,461 4,574
合約負債 32,747 13,665
計息銀行借款 14 245,400 275,000
其他借款 8,987 9,210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4,435 9,378
來自直接控股公司的貸款 74,888 76,375
遞延政府補貼 4,127 4,395
應付稅項 2,220 2,350

661,913 66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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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相關之負債 117,558 109,160

流動負債總額 779,471 770,526

流動負債淨額 (116,968) (126,88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72,138 697,715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貼 19,568 21,457

計息銀行借款 14 19,600 –

租賃負債 35,260 37,434

遞延稅項負債 3,135 3,575

非流動負債總額 77,563 62,466

資產淨值 594,575 635,249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2,176 112,176

－儲備 455,859 495,779

568,035 607,955

非控股權益 26,540 27,294

權益總額 594,575 635,249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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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
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青島黃島區濱海大道8399號。本公司股
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作第一上市，而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新交所」）主板之上市地位已由第一上市轉變為第二上市，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起生
效。

本公司之主要活動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之主要活動為生產及買賣食品，以及養殖及銷售禽畜
及肉兔。

據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本公司直接控股公司為鼎希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而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為Eternal Myriad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
為本集團的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
的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而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
公司條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除生物資產乃按公平值列賬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謹請留意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運用之會計估計及假設。儘管該等估計乃由管理人員
根據其對現時事件及行動之最佳了解及判斷而作出，惟實際結果最終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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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應用與二零二零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相同的會計政
策，惟其採納下列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期間首次生效的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COVID-19相關租賃優惠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於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編製及呈列方式概無
產生重大影響。

以下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的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已經頒佈，但尚未生效，
且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本集團目前計劃於該等準則生效日期應用該等變動。

二零二一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之COVID-19 

相關租賃優惠1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2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修訂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對概念框架的提述3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及非流動4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的遞延稅項4

1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適用於收購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第一個年度期間開始之日或之後

的企業合併。
4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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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判斷及估計之使用

於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
計不明朗因素的主要來源乃與二零二零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5. 分部資料

本集團分四個主要業務分部經營：

－ 生產及銷售加工食品；

－ 生產及銷售冷藏及冷凍雞肉；

－ 生產及銷售冷藏及冷凍兔肉；及

－ 生產及銷售其他產品。

向本公司執行董事所提供有關本集團須申報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加工食品
冷藏及

冷凍雞肉
冷藏及

冷凍兔肉 其他產品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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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須申報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347,497 158,540 103,895 113,362 723,294

須申報分部溢利 10,991 (12,144) 2,944 10,033 11,824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347,497 158,540 103,895 113,362 72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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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加工食品
冷藏及

冷凍雞肉
冷藏及

冷凍兔肉 其他產品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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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須申報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295,216 227,941 70,378 109,001 702,536

須申報分部溢利 16,830 5,619 2,643 10,399 35,491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295,216 227,941 70,378 109,001 702,536

須申報分部溢利與本集團除稅前（虧損）╱溢利之對賬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申報分部溢利 11,824 35,491

其他收入 4,134 7,923

行政開支 (34,965) (30,910)

其他經營開支 (15,062) (3,882)

融資成本 (6,838) (10,478)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虧損 – (206)

除稅前（虧損）╱溢利 (40,907) (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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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益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收益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723,294 702,536

其他收入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612 1,429

政府補貼遞延收入攤銷 2,157 1,476

與收入有關的政府補貼 160 293

生物資產公平值減估計銷售成本之變動產生的收益淨值 538 4,285

其他 667 440

4,134 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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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營所得溢利

本集團經營所得（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580,590 529,67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758 31,366

使用權資產折舊 4,387 8,101

投資物業折舊 8,379 –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撥備 805 24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90,809 94,146

減：退休計劃供款 (4,495) (2,697)

總員工成本 86,314 91,449

淨匯兌虧損 3,686 1,540

8.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的利息費用 5,825 9,341

其他借貸的利息費用 153 71

租賃負債的利息費用 1,150 1,539

減：資本化金額 (290) (473)

6,838 1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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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
－於過往年度中國企業所得稅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 32

遞延稅項抵免 312 284

312 316

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概無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現行中國所得稅法規、慣例及有關詮釋按適用於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
就作法定呈報用途的收入計提撥備，並對就所得稅而言並非應課稅或可扣稅之收入及開支項
目作出調整。

青島康大食品有限公司（「康大食品」）及山東凱加食品有限公司（「凱加食品」）均於中國成立及
經營，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康大食品及凱加食品從農產品、禽
類及主要食品加工業務所得溢利可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及二零二零年同期，康大食品的應課稅溢利（除農產品、禽類及主要食品加工業務所產生的
溢利外）則須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根據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的企業符合資格享有若干稅務優
惠，包括就該業務產生的溢利享有全面企業所得稅豁免。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包括飼養及銷
售牲畜）的青島康大養殖有限公司、青島康大兔業發展有限公司及高密凱加養殖有限公司於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二零年同期享有全面企業所得稅豁免。

由於本公司在回顧期間未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本公司並未計提稅項撥備（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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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會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1.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39,841,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虧損人民幣1,624,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432,948,000股（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32,948,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
無呈列有關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

12.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147,224 89,329

應收票據 1,450 750

減：減值撥備 (4,309) (3,504)

144,365 86,575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為免息，一般期限為30至90日，並以原發票額（即初步確認時的公平
值）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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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報日期根據發票日期計算的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93,284 50,678
31至60日 36,074 29,084
61至90日 9,240 4,268
90日以上 5,767 2,545

144,365 86,575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及為客戶設定信貸限額。客戶的信
貸限額每年審閱一次。

13.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為免息且一般於60日期限支付。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138,355 103,511
應付票據 40,000 45,00

178,355 148,511

於申報日期的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60日內 98,387 87,097
61至90日 22,634 10,417
91至120日 31,264 30,456
120日以上 26,070 20,541

178,355 14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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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計息銀行借款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計息銀行借款
分類為流動負債 245,400 275,000

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19,600 –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須償還的計息借款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須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銀行定期貸款部份 245,400 275,000

須於第二年內償還之銀行定期貸款部份 400 –

須於第三至第五年內償還之銀行定期貸款部份 19,200 –

265,000 275,00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計息銀行借款中約人民幣265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275百萬元）以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本集團關連人士的若干物
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短期已抵押存款作為抵押，並由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及關連
人士擔保。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乃按3.35%至5.6%（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35%至5.6%）的年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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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報告其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未經
審核業績，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39.8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則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1.6百
萬元。

本集團繼續採取穩健的經營策略，收益取得穩定增長。收益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
約人民幣702.5百萬元增加3.0%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723.3百萬元。增長
得益於消費需求的恢復。然而，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玉米、豆粕等動物飼料原料價格
上漲，出口海運運費增加，毛利率從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8.5%下降至二零二一年上
半年的4.8%。因此，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毛利減少人民幣25.7百萬元至人民幣34.4百
萬元。此外，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就出售利用率低或老舊物業、廠房及設備
確認虧損人民幣4.6百萬元。所有該等負面因素導致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東應
佔虧損淨額大幅增加。

前景

作為一間專注於消費品行業的公司，我們的業務向來受到經濟增長、消費者偏好、
行業週期及動物疫情的影響。於二零二一年，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持續、
貿易保護主義再度抬頭及全球經濟衰退，整個消費行業正面臨複雜的外部環境及更
嚴峻的挑戰。儘管存在挑戰，我們的產品乃消費必需品，故所有該等不明朗因素的
影響可控。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持續，本集團已制定全面而嚴格的防控計劃以保障
我們的員工健康、產品安全以及生產穩定及銷售順暢。我們正採取多種有效措施，
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對日常營運的干擾及確保業務的連續性。同時，我們將繼續高度
警惕疫情的最新發展並嚴格實行防控計劃。憑藉我們嚴格的質量控制及食品安全系
統，我們將繼續為客戶提供安全及優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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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行業的發展將繼續面臨低增長率及競爭加劇之挑戰。為維持整體盈利能力以及
提升競爭力及市場風險抵禦能力，本集團將專注於高附加值加工食品，維護與重要
客戶的業務關係並積極開發新市場及新客戶。

隨著消費升級，食品安全及健康成為消費者關注的重點，而這也一直是我們的首要
任務。由於兔肉較其他肉類具有更多的蛋白質以及更少的脂肪及卡路里，故兔肉較
為健康。兔肉分部一直為本集團之核心及具有競爭力的業務。本集團已建立起從養
殖、屠宰到加工的兔肉全產業鏈，且為中國八家成功擁有向海外市場出口兔肉許可
證企業之一。本集團相信，隨著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及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趨向偏
愛更廣泛的營養食品，兔肉的需求將會穩步上升。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利用其於兔
肉分部方面的領先地位，向消費者提供健康及安全的產品。

我們將繼續優化產品組合、加強成本管理、推進品牌建設及擴展新銷售渠道以強化
核心能力並提高本集團整體業績。

營運及財務回顧

按產品劃分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加工食品 347,497 295,216 17.7

冷藏及冷凍雞肉 158,540 227,941 (30.4)

冷藏及冷凍兔肉 103,895 70,378 47.6

其他產品 113,362 109,001 4.0

總計 723,294 702,53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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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生產及銷售加工食品、冷藏及冷凍雞肉、冷藏及冷凍兔肉以
及其他產品所產生的收益分別貢獻48.0%、21.9%、14.4%及15.7%（二零二零年上半
年：42.0%、32.4%、10.0%及15.6%）的收益。

加工食品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源自生產及銷售加工食品的收益增加17.7%至約人民幣347.5

百萬元。有關增加乃由於因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導致若干國
內快餐連鎖店取消彼等的加工食品訂單所致。隨著中國疫情的穩定，二零二一年上
半年，快餐消費逐漸恢復。

冷藏及冷凍雞肉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源自生產及銷售冷藏及冷凍雞肉的收益減少30.4%至約人民
幣158.5百萬元。近年來，玉米、豆粕等動物飼料原料成本大幅上漲，肉雞市場價格波
動較大。本公司積極調整經營策略，減少肉雞的飼養和銷售。

冷藏及冷凍兔肉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冷藏及冷凍兔肉產品的銷售額增加47.6%至約人民幣103.9百
萬元。該增長得益於近年來開發的新客戶。

其他產品

其他產品主要為寵物食品、飼料產品以及雞肉及兔肉的副產品。於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源自生產及銷售其他產品的收益增加4%至人民幣113.4百萬元。有關增長得益於
近年來在歐洲開發的新銷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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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市場劃分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口 250,378 253,966 (1.4)

中國 472,916 448,570 5.4

總計 723,294 702,536 3.0

按地區劃分，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我們來自中國及海外的收益分別貢獻65.4%及
34.6%（二零二零年上半年：63.9%及36.1%）的收益。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來自中國
銷售的收益增加5.4%至人民幣472.9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來自出口銷售的
收益略減1.4%至人民幣250.4百萬元。隨著中國成功控制疫情，導致消費需求恢復，
中國銷售相應增加。

盈利能力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變動

變動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加工食品 21,824 6.3 27,151 9.2 (5,327) (19.6)

雞肉 (7,201) (4.5) 13,588 6.0 (20,789) (153.0)

兔肉 6,183 6.0 5,103 7.3 1,080 21.2

其他產品 13,567 12.0 14,210 13.0 (643) (4.5)

總計 34,373 4.8 60,052 8.5 (25,679) (42.8)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整體毛利率由上期的8.5%降低3.7個百分點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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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乃我們主要的盈利來源。毛利率降低2.9個百分點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
6.3%。減少乃主要由於原材料成本增加。

冷藏及冷凍雞肉

冷藏及冷凍雞肉的毛利率下跌10.5個百分點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4.5%。玉米、豆
粕等動物飼料原料成本於本期間大幅上漲。本公司已積極減少肉雞的飼養和銷售。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飼料成本增加、生產成本下降、固定成本不變，導致冷藏及冷凍
雞肉毛利率降低。

冷藏及冷凍兔肉

冷藏及冷凍兔肉的毛利率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7.3%降低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
6%。出口銷售的海運運費增加對冷藏及冷凍兔肉的毛利率造成負面影響。

其他產品

其他產品的毛利率降低1個百分點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12.0%。出口銷售的海運運
費增加及原材料成本增加對其他產品的毛利率產生負面影響。

其他收入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其他收入為人民幣4.1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7.9

百萬元減少人民幣3.8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其他收入主要包括生物資產公平
值減估計銷售成本之變動產生的收益人民幣0.5百萬元、政府補貼人民幣2.2百萬元
及金融資產利息收入人民幣0.6百萬元。其他收入減少乃主要由於生物資產公平值減
估計銷售成本之變動產生的收益減少人民幣3.7百萬元所致。公平值變動乃由於雞的
市價波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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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薪金及福利、運輸成本及廣告成本，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減少8.2%至約人民幣22.5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銷售開支減少乃主要歸因於二
零二零年上半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初期由於運輸限制而產生額外運輸成本。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專業費用、折舊支出、差旅開支及其他雜項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增加乃主要由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匯兌虧損增加人民幣2.2百萬元及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差旅開支增加。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其他經營開支為人民幣15.1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
民幣3.9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1.2百萬元。其他經營開支為雜項開支，主要包括投資物
業折舊人民幣8.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零）及利用率低或老舊物業、廠房及設
備的出售虧損人民幣4.6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物業、廠房及設備中的若干
租賃樓宇及使用權資產轉入投資物業，因此該等資產的折舊由銷售成本轉入其他經
營開支。

融資成本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融資成本下降34.7%至約人民幣6.8百萬元，主要由於本期平均
銀行借款結餘減少。

稅項

本集團錄得所得稅抵免為人民幣0.3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處於稅項
虧損狀況，且並無計提本期間稅項撥備。所得稅抵免主要來自遞延所得稅抵免。本
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包括飼養及銷售牲畜），故可於回顧期間享
有全面企業所得稅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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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狀況回顧

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物業、廠房及設備」）主要包括租賃樓宇、廠房以及機
器。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少5.9%至約人民幣398.2百萬
元。有關減少乃折舊費用、出售養殖場以及添置廠房及機器的淨影響。

投資物業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中與持作用於獲得租金收入的養兔場
有關的租賃樓宇。由於類似物業無活躍市場價格，因此無法可靠計量公平值，從而
投資物業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列賬。

使用權資產是指經營租賃資產及預付土地租金。有關減少乃由於本期間使用權資產
折舊所致。

商譽乃因過往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是指為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預付款項，性質屬非即期。

生物資產主要是指供出售的幼兔及幼雞以及供繁殖的種兔及種雞。該等生物資產乃
由本集團管理層根據類似大小、品種及年齡的兔╱雞的市場定價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進行估值。估值方法乃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釐定生物資產於目前位置及狀況下的公平值。與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生物資產（包括流動及非流動生物資產）減少7.9%。有關
減少的主要原因是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下降。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存貨增加人民幣37.1百萬元至約人民幣157.7百萬元。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的存貨週轉日數為36.9天，而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為38天。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增加人民幣57.8百萬元至約人民幣
144.4百萬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二零二零年年底收回較多應收貿易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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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減少9%至約人民幣41百
萬元。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去年年底預期價格會上漲，故支付預付款項以購買飼料
及加工食品的原材料。

已抵押存款以本集團的應付票據及銀行借款作抵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已
抵押存款與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比維持穩定。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乃主要由於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減少。受疫情持續影響，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應收款項回籠速度放緩。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增加20.1%至約人民幣178.4百萬
元。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增加乃主要由於本期間結清應付貿易款項減緩所致。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是指有關薪金的應付款項及應付福利、應計開支及已收按
金，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減少9.9%至約人民幣106.3百萬元。有關減少乃主要由
於結清在建工程的應付款項。

租賃負債是指在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尚未支付的租賃付款現值。租賃負
債減少乃由於本期間支付租金所致。

合約負債是指尚未履行本集團現有合約項下履約義務的客戶之預付對價。有關增加
乃由於有利的市場趨勢致使自客戶收取更多預付款。

經計及約人民幣20.0百萬元的新增銀行借款及約人民幣30.0百萬元的借貸還款，計
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結餘減少人民幣10.2百萬元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
274百萬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來自直接控股公司的貸款減少人民幣1.5百萬元至人民幣
74.9百萬元。有關貸款為免息、無抵押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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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及與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有關的負債為青島康大海青食品有
限公司（「海青食品」）的資產及負債。有關出售海青食品的詳情，請參閱「重大投資、
收購及出售」一節。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由於若干先決條件仍未達致，出售
事項仍在進行中。海青食品的資產和負債已被分別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及「與分
類為持作出售資產有關的負債」。董事認為出售海青食品很有可能於自分類日期起
十二月內完成。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594.6百萬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35.2百萬元），包括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789.1百萬元（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24.6百萬元）及流動資產約人民幣662.5百萬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43.6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狀況約人民幣117.0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26.9百萬元），主要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123.1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208.8百萬元）。此外，存貨約人民幣157.7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0.6百萬元）及應收貿易款項約人民幣144.4百萬元（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6.6百萬元）亦為主要流動資產。主要流動負債為應付
貿易款項及票據以及計息銀行借款，分別為人民幣178.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48.5百萬元）及人民幣265.0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275.0百萬元）。

本集團管理資金的目標是維護本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以期為股東提供回報及為其
他持份者帶來利益，同時維持最佳的資本架構以降低資本成本。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123.1百萬元（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8.8百萬元），計息銀行借款、來自直接控股公司的
貸款及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分別約為人民幣265.0百萬元、人民幣74.9百萬元及人
民幣4.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人民幣275.0百萬元、人民幣76.4

百萬元及人民幣9.4百萬元）。本集團計息銀行借款的利率介乎3.35%至5.6%（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5%至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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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69.2%（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7.8%），乃按債項淨額人民幣393.0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412.0百萬元）及擁有人應佔權益人民幣568.0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608.0百萬元）計算。本集團將主要以其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尋
求重續尚未償還銀行借款及新銀行信貸以及探求獲得其他融資來源以償還債項。本
公司管理層深信本集團有充裕的財務資源償還其日後債項，並支持其營運資金需求
及未來業務擴張。

外幣風險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面臨由各種貨幣帶來的外匯風險，涉及的主要風險為以美元、日
圓及歐元計值的應收款項。

本集團並無正式的外匯對沖政策，亦無進行對沖活動以減低外幣風險。然而，本公
司管理層會監控外匯風險，並會考慮於有需要時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內撥備的資本承擔約為
人民幣17.7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1.9百萬元）。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計息銀行借款總額包括有抵押負債約人民幣265.0百萬元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75.0百萬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由本集團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
備以及土地使用權、本集團關連人士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短
期已抵押存款作為抵押，並由本集團的若干附屬公司及關連人士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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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合共聘用2,456名僱員（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819名僱員）。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根據行業慣例及個別僱員的表現
制訂。於回顧期間，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約為人民幣90.8百萬元（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94.1百萬元）。本公司並無為其僱員設立購股權計
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無）。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七日，本集團就出售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海青食品的全部
股權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總現金代價為人民幣6,624,000元。截至本公
告日期，由於若干先決條件仍未達致，出售事項仍在進行中。

除以上所披露者及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集團並無於其他公司持有任何重大股權投資或進行任何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
營公司之重大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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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家賢先生、
李煦先生及許詠雯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為陳家賢先生。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
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準則，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
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本
業績公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全部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惟下文所列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列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兼任。
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根據本公司現時之組織架構，方宇先生為本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由於彼於金融
行業擁有豐富經驗，董事會相信，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將為本公司帶
來強大且貫徹之領導，可有效及高效進行規劃及實施業務決策及策略，有利於本集
團之業務前景及管理。儘管方宇先生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惟主席及行
政總裁之責任已予以清晰區分。兩項職務由方宇先生分別履行。本公司認為，本公
司之長期目標為於物色到合適人士時，該兩項職務由不同人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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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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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全體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直至本公告日期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報告期後事項

自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以來，並無影響本集團的重要事件。

刊發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的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新交所網站
(www.sgx.com)及本公司網站(www.kangdafood.com)刊發。本公司的二零二一年中期
報告亦將於適當時候於上述網站刊發。

致謝

對於全體管理層及員工的勤勉工作及無私奉獻，以及業務夥伴及本公司股東之一直
以來的支持，本人謹此致以謝意及衷心感激。

承董事會命
中國康大食品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方宇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方宇先生（行政總裁兼主席）、安豐軍先生、高岩
緒先生、羅貞伍先生及李巍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家賢先生、李煦
先生及許詠雯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