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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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聯泰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11）

LUEN THAI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終業績

本集團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收入 858,861 795,659
經營利潤 22,293 21,874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 13,138 11,195
每股基本收益（美仙） 1.3 1.1

聯泰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或「聯泰」）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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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入 3 858,861 795,659
銷售成本 (730,528) (672,015)

毛利 128,333 123,64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 淨額 4 1,747 1,321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撥備撥回 (233) 271
銷售及分銷費用 (1,637) (2,084)
一般及行政費用 (105,917) (101,278)

經營利潤 5 22,293 21,874

財務收入 6 825 551
財務費用 6 (8,977) (5,732)

財務費用 — 淨額 6 (8,152) (5,181)

享有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虧損的份額 — 淨額 (601) (2,014)

除所得稅前利潤 13,540 14,679
所得稅費用 7 (1,183) (3,505)

年內利潤 12,357 11,174

歸屬於下列人士的利潤╱（虧損）：
本公司所有者 13,138 11,195
非控制性權益 (781) (21)

12,357 11,174

年內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每股收益 
（以每股美仙表示）

基本及稀釋 8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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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內利潤 12,357 11,174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不會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項目：
退休福利債務的精算收益 2,635 2,410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項目：
外幣折算差額 (5,128) 1,755

年內總綜合收益，已扣除所得稅 9,864 15,339

歸屬於下列人士：
本公司所有者 10,645 15,360
非控制性權益 (781) (21)

9,864 1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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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7,726 126,157
使用權資產 30,444 34,297
無形資產 44,899 45,567
於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的權益 6,231 2,135
遞延所得稅資產 2,339 2,426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4,993 3,330

非流動資產總值 206,632 213,912

流動資產
存貨 77,506 72,696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40,989 171,971
預付所得稅 4,253 4,250
現金及銀行結餘 93,952 99,149
受限制現金 29 16
衍生金融工具 — 1

流動資產總值 316,729 348,083

資產總值 523,361 561,995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權益
股本 10,341 10,341
其他儲備 12 (883) 1,610
留存收益 197,015 189,513

206,473 201,464
非控制性權益 1,177 2,407

權益總額 207,650 20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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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2,778 5,000
租賃負債 22,822 26,581
退休福利債務 8,202 11,175
遞延所得稅負債 2,861 3,1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36,663 45,85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20,969 154,387
借貸 145,723 144,769
租賃負債 5,370 4,833
衍生金融工具 106 —
當期所得稅負債 6,880 8,279

流動負債總額 279,048 312,268

負債總額 315,711 358,124

權益及負債總額 523,361 5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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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聯泰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
務為成衣及服飾配件製造及貿易。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柬埔寨、菲律賓、印度及緬
甸均設有製造廠房。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的披露規定編製。

合併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就若干金融資產及負債（包括衍生工具）（按公允價值於損
益表計量）及界定福利計劃的計劃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作出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採用若干關鍵會計估算。管理層亦須在應用本集團會計
政策的過程中作出判斷。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a) 本集團採納的經修改準則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應用以下經修改準則：

年度改進項目（修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的 

年度改進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香港會計準則16及 

香港會計準則37（修改）
小範圍修改

會計指引5（修改） 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處理

上列修改對過往期間的已確認金額並無影響，預期不會對本期或未來期間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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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尚未採納的新訂及經修改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並非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報告期間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
的一項新訂會計準則及若干經修改現有準則及詮釋。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7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改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1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實務公告2（修改）
披露會計政策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8（修改） 會計估計的定義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12（修改）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 

有關的遞延稅項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1（修改）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
載有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詮釋5（經修改） 呈列財務報表 — 借款人將載有
按要求償還條款的有期貸款 

分類

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修改） 售後租回的租賃負債 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及香港會計
準則28（修改）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的資產出售或投入

待定

香港會計準則12（修改）要求公司就於初始確認時產生等額應課稅及可扣稅暫時差異的交易確認
遞延稅項。該等修改一般適用於承租人租賃及除役義務等交易，並要求確認額外遞延稅項資產
及負債。

因此，本集團預期將會確認若干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所產生的遞延稅項。本集團現正評估及
量化有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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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準則就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生效，本集團於現階段無意於其
生效日期前採納該項準則。

除上述修改外，該新訂會計準則及其他經修改現有準則及詮釋預期不會於本報告期或未來報告
期對本集團及可見未來的交易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成衣及服飾配件製造及貿易。收入主要包括來自成衣及服飾配件的銷售收入。

執行董事乃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彼等按作出策略決定時審閱的報告釐定經營分類。執行董事剔除
不一定會定期出現但會令分類業績出現波動的若干一次性項目。執行董事釐定經營分類為成衣及服
飾配件。

自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起，執行董事從成衣分類的業績中獨立評估以下職能及投資的業績，並將其
計入公司職能，與過往年度的成衣分類組成部分不同。

軟件開發業務單位

以往，軟件開發業務單位擬開發成衣分類旗下公司的供應鏈管理軟件及業務運作解決方案。隨着其
業務運作解決方案的功能持續發展，該業務單位預計將可同時支援服飾配件分類的業務運作。由於
此業務單位的收入只會伴隨其活動而來，故執行董事於本年度將其中成衣分類中剔除，並計入公司
職能。

於一間合營企業及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由於於一間合營企業及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的主要活動原本計劃作為成衣分類的支援職能，故該等
投資以往計入成衣分類。執行董事已重新審視該等投資的業務策略，並認為其業務運作並非與成衣
分類直接相關。因此，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等投資已從成衣分類中剔除，現
時作為公司投資由執行董事獨立審閱。

分類呈列已更改，以符合最新的內部管理及呈報架構。比較年度的分類資料已重列，以符合本年度
的分類及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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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執行董事提供的可予呈報分類的分類資料
如下：

成衣 服飾配件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來自外部客戶） 520,119 338,742 858,861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5確認的收入
— 於某一時間點 519,567 338,178 857,745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確認的租金收入 552 564 1,116

520,119 338,742 858,861

年內分類利潤 636 28,273 28,909

年內利潤包括：
折舊及攤銷 (12,350) (10,221) (22,571)

應收貿易賬款損失備抵撥備 (233) — (233)

陳舊存貨撥備 (152) (1,427) (1,579)

享有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利潤的份額 — 淨額 1,547 — 1,547

財務收入 128 697 825

財務費用 (6,079) (2,898) (8,977)

所得稅費用 (382) (801) (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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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 服飾配件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來自外部客戶） 475,623 320,036 795,659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5確認的收入
— 於某一時間點 475,402 319,710 795,112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確認的租金收入 221 326 547

475,623 320,036 795,659

年內分類利潤 12,570 13,951 26,521

年內利潤包括：
折舊及攤銷 (10,941) (12,035) (22,976)

應收貿易賬款損失備抵撥備撥回 241 30 271

陳舊存貨撥備 (76) (858) (934)

享有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利潤的份額 — 淨額 94 — 94

財務收入 258 293 551

財務費用 (2,530) (3,202) (5,732)

所得稅費用 (3,366) (139) (3,505)

來自外部人士的收入源自多名外部客戶，而向管理層呈報的收入按與於合併損益表內呈報一致的方
式計量。管理層基於計量年內扣除公司費用前的利潤的方式評估經營分類的表現。

分類利潤總額與年內利潤的對賬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年內分類利潤 28,909 26,521

公司費用（附註i） (16,552) (14,553)

一次性項目（附註ii） — (794)

年內利潤 12,357 1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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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公司費用指行政人員薪金、其他未分配的一般及行政費用以及公司投資所產生的虧損等一般公
司費用。

(ii)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次性項目指陳舊存貨撥備，以及本集團一座菲律賓
工廠因受颱風吹襲而損毁，導致出現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按類別劃分的收入分析

銷售成衣、紡織品及服飾配件 847,651 787,365

其他 11,210 8,294

總收入 858,861 795,659

本集團的收入主要來自位於美利堅合眾國（「美國」）、中國、歐洲、加拿大及日本的客戶，而本集團
的業務活動主要在香港、中國、菲律賓、柬埔寨、美國及緬甸進行。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按地區劃分的收入分析

美國 420,725 402,054

中國（包括香港及澳門） 120,036 148,109

歐洲 151,908 139,198

日本 46,430 33,253

加拿大 29,422 21,324

南美洲 24,398 8,186

其他 65,942 43,535

858,861 795,659

收入根據本集團客戶所在國家分配。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86,608,000美元（二零二一年：149,803,000美元）、
166,660,000美元（二零二一年：147,697,000美元）及102,427,000美元（二零二一年：82,135,000美元）的
收入源自三名單一外部客戶（二零二一年：相同），而該等客戶的銷售額佔收入總額10%以上。此等收
入歸屬於成衣及服飾配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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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的履約義務乃屬原預計年期為一年或以下
的合約一部分，故作為實際可行權宜方法，並無披露該等履約義務獲分配的交易價格總額（二零二一
年：相同）。

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及按金）按資產所在地區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按地區劃分的非流動資產分析

中國（包括香港及澳門） 76,240 75,463

柬埔寨 63,286 66,675

菲律賓 35,925 35,020

緬甸 19,876 23,378

越南 2,174 2,405

其他 4,540 6,332

202,041 209,273

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 淨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收益╱（虧損）— 淨額 15 (47)

外滙收益╱（虧損）淨額 1,732 (960)

聯營公司的商標許可收入 — 1,700

貸款豁免收入 — 593

其他 — 35

1,747 1,321

5. 經營利潤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僱員福利開支 216,720 198,30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淨額 31 82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544 18,014

使用權資產折舊 6,232 6,065

無形資產攤銷 668 668

陳舊存貨撥備 1,579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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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 淨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租賃負債的利息費用 (1,712) (2,018)

銀行借貸的利息費用 (7,265) (3,714)

財務費用 (8,977) (5,732)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373 384

向一間合營企業及一間聯營公司貸款所產生的利息收入 413 —

其他利息收入 39 167

財務收入 825 551

財務費用 — 淨額 (8,152) (5,181)

7. 所得稅費用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香港利得稅按合資格法團首2,000,000港元的利潤將按8.25%徵稅，而超過2,000,000

港元的利潤則按16.5%徵稅計算。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只有
一間附屬公司享有此項稅務優惠。其他於香港註冊成立但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本集團實體的
利潤繼續按16.5%的劃一稅率徵稅。

海外利潤稅項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利潤按本集團營業所在國家現行的稅率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當期所得稅 1,826 3,82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61) (52)

遞延所得稅 (482) (270)

所得稅費用 1,183 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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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稅務局（「稅局」）一直審核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過往年度所提出的50%或100%離岸
利潤申索的資格。

對於該間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稅局初步否決其於過往年度所提出的50%或100%離岸利
潤申索，並按照二零零零╱零一至二零一一╱一二評稅年度並無50：50攤分及二零一二╱一三
至二零一四╱一五評稅年度並無100%離岸利潤的基準，發出有關二零零零╱零一至二零一四╱
一五評稅年度3,820,000美元（相等於約29,797,000港元）的補加評稅╱評稅通知書。該附屬公司已
於法定限期內就上述二零零零╱零一至二零一四╱一五的評稅提出反對。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就二零零零╱零一至二零二一╱二二評稅年度計提的稅項撥備約為811,000美元（相等
於約6,323,000港元）。在解決反對期間，該附屬公司已通過儲稅券方式就直至及包括二零一四╱
一五評稅年度的稅項爭議繳付合共3,695,000美元（相等於約28,823,000港元）。

(ii)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協議，出售旗下
若干附屬公司。所出售附屬公司從事投資控股、製造及買賣服飾配件及租賃物業。出售產生根
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所發佈698號文的補充通知公告[2015年]第7號（「7號文」）取得的中國公司的
間接轉讓，交易所得的任何資本收益須按稅率10%繳納中國預扣所得稅。

於出售日期，所出售附屬公司的賬簿有一筆應收款項結餘。管理層認為有充份支持文件證明性
質及金額，故該筆應收款項結餘可從中國預扣稅計算中剔除，且出售交易將不會產生資本收益。
該個案現正由負責的稅務機構覆核，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有最終評稅。管理層已
評估最高中國預扣所得稅敞口將約為人民幣10,005,000元（相等於1,533,000美元）。儘管上述個案
結果並不確定，惟管理層已為上述款項悉數計提撥備，並認為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撥備足夠但並不過份。

(iii) 於過往年度，柬埔寨稅務機構對一間在柬埔寨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若干期間的稅務狀況進行評稅，並發出修訂評稅通知，要求補加稅
款319,000美元。該間在海外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已就上述評稅提交反對信函。截至現時為止，
並無接獲稅務機構的任何回應。儘管上述個案結果並不確定，惟管理層已為上述款項悉數計提
撥備，並認為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撥備足夠但並不過份。

本集團若干其他在柬埔寨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被當地稅務機構自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起進行稅務審計。根據管理層的經驗，稅務審計由當地稅務機關定期進行。鑑於上述
稅務審計結果仍不確定，故管理層並無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提任何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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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收益

(a) 基本

每股基本收益乃以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利潤（千美元） 13,138 11,195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1,034,113 1,034,113

每股基本收益（每股美仙） 1.3 1.1

(b) 稀釋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具稀釋作用的已發行潛在普通
股，故該等年度的每股稀釋收益與每股基本收益相同。

9. 股息

(a) 於報告期內確認的股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中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0.220美仙或1.72港仙（二零二一年：零仙） 2,275 —

(b) 於報告期結束時尚未確認的股息

於報告期結束後，本公司董事局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建議派發末期股息，
惟須經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擬派股息於年終並未確認為負債。擬派股息的詳情及
總額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268美仙或2.10港仙（二零二一年：0.325美仙或2.53港仙） 2,771 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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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部分

應收貿易賬款 69,252 94,577

減：損失撥備 (4,434) (4,201)

應收貿易賬款 — 淨額 64,818 90,376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2,143 41,009

彌償保證資產 16,723 16,965

應收關聯方款項 17,305 23,621

140,989 171,971

非流動部分
按金 2,252 2,213

其他 2,741 1,117

4,993 3,330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最長120天的信貸期。應收貿易賬款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0至30天 38,754 60,055

31至60天 15,450 18,387

61至90天 8,956 10,323

91至120天 774 1,524

120天以上 5,318 4,288

69,252 9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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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50,434 81,134

合約負債 478 45

其他應付稅項 11,340 10,345

應計工資及薪金 25,943 23,889

或然負債 16,723 16,965

其他 14,315 20,350

應付關聯方款項 1,736 1,659

120,969 154,387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0至30天 39,848 66,577

31至60天 4,249 3,376

61至90天 3,041 6,326

90天以上 3,296 4,855

50,434 81,134

12. 其他儲備

資本儲備
其他資本 

儲備
僱員福利 

儲備 滙兌儲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7,891 (2,795) 1,451 (9,102) (2,555)

貨幣折算差額 — — (467) 2,222 1,755

退休福利債務的精算收益 — — 2,410 — 2,410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891 (2,795) 3,394 (6,880) 1,610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7,891 (2,795) 3,394 (6,880) 1,610
貨幣折算差額 — — (189) (4,939) (5,128)
退休福利債務的精算收益 — — 2,635 — 2,635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891 (2,795) 5,840 (11,819)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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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有別於被COVID-19大流行及復甦主宰舞台的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在生活各個領域
均屬多事之秋。由於積極推動和實施疫苗接種計劃以及眾多的財政和貨幣措施，故全球
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初時有所恢復並得到一定的提振。然而，雖然COVID-19大流行
的不利影響開始消退，但於二零二二年二月爆發的俄烏戰爭震驚全世界。俄羅斯似乎認
為其軍事力量足以讓其瞬間獲勝，但戰爭業已變成一場消耗戰。世界在大流行後的經濟
復甦動力因烏克蘭戰爭持續而減退，隨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影響
全球社會、經濟和政治，這些影響仍在展現並將繼續影響環球市場。

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過去數十年為全球經濟火車頭，但其於二零二二年
的經濟增長因多個城市連續爆發COVID-19疫情而受到遏抑。可幸，通過中國政府實施
的一系列財政及貨幣政策，中國經濟避免了衰退，而且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更
於二零二二年實現3.0%的增長。中國政府一直積極推出或修訂財政政策以刺激國內經
濟，但仍需要時間方能回升至正常水平。

儘管經營環境如此嚴峻，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入仍能增長
7.9%至約858,861,000美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795,659,000美元
增加約63,202,000美元。由於收入有所增長，故本集團的毛利增加約4,689,000美元至
128,333,000美元，較去年增長3.8%。因此，本集團錄得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純利（「純
利」）約13,138,000美元，而去年的純利則為約11,195,000美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有所改善，主要歸因於(i)服飾
配件分部表現強勁；(ii)若干品牌客戶預先下達大量存貨訂單，以備供應鏈可能受到干擾
之需；及(iii)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繼續實行若干嚴格成本控
制措施。下文「分類回顧」一節將進一步闡述本集團業務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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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回顧

成衣及服飾配件業務乃本集團的兩個收入來源，分別佔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總收入約60.6%
及39.4%。

成衣

成衣分部的分類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475,623,000美元增加
約44,496,000美元或9.4%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520,119,000美元。
儘管成衣分部的分類收入增加，惟分類利潤約為636,000美元，較去年減少約94.9%或
11,934,000美元。

成衣分部的分類利潤下滑，主要是由於其中一名客戶的表現未如理想，令我們的體育運
動服分部錄得龐大經營虧損，加上按要求製造業務及個人防護裝備業務在初創期間錄得
虧損所致。此外，我們須遵守中國有關部門所頒佈嚴格的COVID-19疫情防控措施，旗下
中國工廠的部分生產時間表和訂單分配無可避免地受到干擾，該等工廠的效率及盈利能
力亦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服飾配件

服飾配件分部年內的收入增加約5.8%至約338,742,000美元。雖然分類收入錄得單位數增
長，惟服飾配件分部的分類利潤較去年增加約102.7%或14,322,000美元至約28,273,000美
元，主要源於雖然緬甸政治局勢自二零二一年二月政變以來維持緊張，但當地服飾配件
業務營運仍能轉虧為盈。

服飾配件分部分類利潤增長的其他主要因素包括(i)若干現有主要客戶的訂單流入增長勢
頭強勁；(ii)柬埔寨生產效率持續改善；(iii)若干產品平均售價上升；及(iv)若干行之有效
的成本減省措施。

市場

於回顧年度，美國、歐洲及亞洲（以中國及日本為主）依然是我們的三大市場，與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地區市場分佈一致。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來自美國、歐洲及亞洲市場客戶的收入分別佔本集團總收入的49.0%、
17.7%及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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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重大
收購或出售。

未來計劃及前景

儘管世界各地放寬COVID-19大流行限制將對全球經濟產生積極影響，但仍然存在一系
列挑戰。環球經濟將繼續面對多重且千絲萬縷的危機，尤其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曠日
持久的軍事衝突，已在全球造成重大的漣漪效應。

於開戰前，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小麥的主要供應國，俄烏戰爭不僅使糧食安全問題惡化，
而且由於俄羅斯一直是世界能源和金屬的主要出口國之一，故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制
裁，更引發商品價格自一九七零年代以來最大的飆升。

能源及食品成本急速上漲進一步加劇了COVID-19大流行供應限制帶來的通脹壓力，並
將美國和歐洲的通脹率推至數十年來的新高。為了遏抑通脹，全球主要央行別無他法，
唯有收緊貨幣政策決定，以抑制猖獗的通脹。在透過加息遏止通脹方面，美國聯邦儲備
局在主要央行中最為積極。

貨幣政策緊縮及利率攀升，加上全球惡性通貨膨脹，不僅增加融資費用，更削弱消費者
信心並侵蝕可支配收入。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全球工資報告，預計二
零二二年上半年全球實際月薪增幅將下降至負0.9%，此乃本世紀以來全球實際工資增長
首次呈負數。嚴重的通脹危機正在損害中產階級的購買力，而且對低收入家庭的傷害更
為嚴重，該等家庭越來越多的收入將須用於食品和能源，因此在服裝和服飾配件產品上
的支出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此外，在COVID-19大流行肆虐期間，為應對全球供應鏈干擾，許多品牌所有者大幅提升
庫存水平。然而，高通脹拖累全球服裝及服飾配件零售額，消費者情緒低迷導致許多品
牌所有者存貨過剩。因此，對我們優質產品的需求可能會減少，尤其是於二零二三年上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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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現時營商環境面對高通脹、消費意欲疲弱及充滿不確定因素，惟董事局對本集團業
務長遠前景仍然審慎樂觀。面對未來的挑戰和不確定性，本集團將繼續審慎經營業務。
為了盡量降低風險並為本集團締造長遠可持續增長，我們將繼續實施嚴謹的財務管理措
施。本集團亦將繼續密切監察市況，並於有需要時調整業務策略。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實施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包括降低生產成本、分銷成本和行政費
用，並通過共享內部資源在整體行政效率方面實現更大的協同效應。本集團亦將專注於
我們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策略，進一步精簡並整合我們多元化的生產基地，以及為服務客
戶並與客戶共同成長而加強戰略韌性。本集團管理層亦將致力鞏固財務狀況，為不可預
見的挑戰做好準備，把握未來任何可能出現的機遇。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或然負債乃關於在若干海外國家的進口關稅、
其他稅項及罰金的潛在風險，所涉金額合共約為21,112,000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21,354,000）。

在上述或然負債中，5,504,000美元乃於二零一八年十月Universal Elite Holdings Limited
（「Universal」）及其附屬公司進行業務合併時確認。根據Universal股份的買賣協議，有關
二零一八年十月前期間的稅項申索將由賣家全數彌償。故此，本集團已於收購日期確認
彌償保證資產5,504,000美元。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Universal一間附屬公司已向稅局支付一筆
22,000美元款項，以和解與收購前多個期間有關的稅務個案。該款項已悉數從前所有者
收回。因此，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然負債及彌償保證資產的金額已扣減至
5,482,000美元。

此外，11,461,000美元的或然負債乃於二零二零年四月Sachio Investments Limited
（「Sachio」）及其附屬公司進行業務合併時確認。根據Sachio股份的買賣協議，有關二零
二零年四月前期間的稅務申索將由賣家全數彌償。故此，本集團已於收購日期確認彌償
保證資產11,46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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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Sachio的附屬公司已就與收購前多個期間有
關的個案向柬埔寨稅務機構支付總共220,000美元的款項。該款項已悉數從前所有者收
回。因此，或然負債及彌償保證資產的金額已扣減至11,241,000美元。

至於餘下或然負債約4,389,000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管理層認為解
決該等風險很可能無需流出帶有經濟利益的資源，故認為無需作出額外撥備。

人力資源及企業社會責任

聯泰繼續透過針對性及戰略性人力資源策略作為招聘方針，並會採納能夠配合本公司增
長和各類需要的社會責任計劃。鑒於聯泰於成衣及服飾配件製造行業具有企業社會責任
方面的翹楚地位，改善管治和增強夥伴關係是所有該等措施的根基。

聯泰於世界各地有約36,000名僱員，繼續積極透過各渠道推動與僱員的公開交流。聯泰
藉着僱員關懷行動向員工提供安全和愉快的工作及起居環境、公平的薪酬及福利計劃，
並會透過各項正式和非正式的進修及發展計劃提供事業晉升機會，讓僱員的貢獻在深厚
的企業文化下得到肯定和表揚。

作為負責任的環球企業，聯泰經營業務及制訂可持續商業策略時高瞻遠矚，推動全球供
應鏈發展，亦改善鄰近環境。本集團不單謀求最大利潤，亦致力理解其他持份者的需要
及顧慮。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的證券交易採納一套行為守則，條款乃不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載列的規定標準。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認為彼等已於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遵守標準守則載列的規定標準及有關證券交易的
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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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總額約為93,952,000美元，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約5,197,000美元。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的銀行借貸總額約為148,501,000美元，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約1,268,000
美元。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照與銀行所訂相關貸款協議載列的還款時間表，本集
團的銀行借貸分別於五年內到期，當中約139,890,000美元須於一年內償還，約6,944,000
美元須於第二年償還，而約1,667,000美元須於第三至五年償還。

本公司的資本負債比率經界定為債務淨額（相等於銀行借貸扣除現金及銀行結餘）除以股
東權益。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26.4%。

外滙風險管理

本集團採納審慎政策以對沖滙率波動。本集團大部分經營活動以美元、歐元、港元、越
南盾、柬埔寨瑞爾、人民幣、緬甸元及菲律賓披索計值。本集團透過定期檢討其淨外滙
風險敞口管理其外滙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訂立貨幣對沖安排，減輕滙率波動之影響。於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訂立任何遠期外滙或
對沖合約。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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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出售或
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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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集團確信企業管治為創造股東價值的主要元素之一，有其必要及重要意義。本集團致
力保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股東的利益為依歸，力求訂立合適的政策，實行有效監管，
提升公司透明度，秉承應有的道德操守。本公司定期檢討企業管治常規，確保持續合規。
有關企業管治事項的完整詳情載於本公司的二零二二年年報內。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
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列出董事局所採納的審核委
員會權力及權責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檢討及監督財務程序。審核委員會亦
審視內部審核效能、風險評估、內部監控以及本集團的中期及年度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終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外部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同意本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損益表、合併綜合收益表、合併財務狀況表及其相關
附註的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初稿所載金額相符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就此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工
作準則或香港鑒證工作準則進行的鑒證工作，故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本初步
公告發表鑒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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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建議向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名列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0.268美
仙（或相等於2.10港仙），合共約2,771,000美元。待股東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二
十五日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擬派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
三年七月十四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a)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資格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首尾
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期間概不會辦理股份的過戶登記。為釐定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三年五
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分處香港中央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舖），
以作登記。

(b) 享有建議末期股息的資格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亦將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七日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期間概不會辦理股份的過戶登記。為確定股東享有建議
末期股息的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六日下午四時
三十分或之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舖），以作登記。

公眾持股量

於年內及直至本公告日期為止，基於本公司公開所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本公司已維
持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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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年終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公司的年度業績公告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
站(www.luenthai.com)登載。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資料）將於適
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局命
聯泰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陳祖龍

香港，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瞿智鳴（主席）
陳守仁（永遠榮譽主席）
陳祖龍（行政總裁）
黃杰
章民

非執行董事：
莫小雲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銘潤
施能翼
王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