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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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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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3999）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業績公佈

大成食品（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合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會計師審核綜合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增減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收入（人民幣千元） 1,529,353 1,336,395 14.4

毛利（人民幣千元） 156,469 143,311 9.2

毛利率(%) 10.2 10.7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10,244 5,599 83.0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10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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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除另有列明外，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收入 1,529,353 1,336,395
銷售成本 (1,372,884) (1,193,084)  

毛利 156,469 143,311
其他經營收入 4,518 5,750
其他淨損失 (480) (1,574)
分銷成本 (80,997) (69,727)
行政開支 (57,317) (60,562)  

經營溢利 22,193 17,198
財務開支 (3,319) (2,447)
應佔權益入賬參股公司溢利╱（虧損） 90 (450)  

除稅前溢利 18,964 14,301
所得稅 (1,784) (4,163)  

期內溢利 17,180 10,138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10,244 5,599
非控股權益 6,936 4,539  

期內溢利 17,180 10,138
  

每股盈利
－基本和攤薄（人民幣元） 0.010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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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除另有列明外，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02,632 1,240,947

土地使用權 124,416 125,499

投資性房地產 53,208 53,889

於權益入賬參股公司的權益 68,876 68,786

其他金融資產 1,948 1,948

遞延稅項資產 5,962 6,071

長期可收回稅項 112,497 112,497

其他非流動資產 89,532 59,598  

1,759,071 1,669,235  

流動資產
存貨 576,046 671,019

生物資產 186,657 149,077

應收貿易賬款 248,788 239,110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90,535 310,56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4,002 532,274  

1,756,028 1,902,04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395,976 472,025

其他應付款項 296,682 328,568

合約負債 21,893 20,756

計息借款 128,508 107,448

租賃負債 2,001 2,001

應付所得稅 5,577 9,928  

850,637 940,726  

流動資產淨值 905,391 96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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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64,462 2,630,551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283,949 269,792

租賃負債 28,740 29,716

遞延稅項負債 8,490 7,936  

321,179 307,444  

資產淨值 2,343,283 2,323,10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7,920 97,920

儲備 948,586 944,706

保留溢利 1,038,297 1,028,770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值 2,084,803 2,071,396

非控股權益 258,480 251,711  

權益總值 2,343,283 2,32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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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度，本公司經營收入約人民幣1,529,353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4.4%。股東應佔
溢利約人民幣10,244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83%。收入與獲利大幅改善的主要原因為：肉品事業營
運模式轉型成效顯著，大客戶開發與精加工業務持續推動，同時亦受益於雞肉行情上漲，肉品事業
獲利能力顯著提升；食品事業渠道策略清晰、執行到位，大客戶與零售渠道的快速成長帶動食品事
業獲利穩步增長。

第一季度食品事業營業收入與毛利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約8.7%和14.4%。內銷食品團隊持續加大對直
營客戶的資源投入，在產品研發與供應鏈等方面與戰略客戶密切協作（如大型會員店、連鎖便利店、
連鎖餐飲等），增進大客戶粘著度，以實現合作共贏；同時，亦集中資源持續加大家庭裝產品在電商
平台、社區團購、連鎖商超、社區便利店、農貿市場等C端零售渠道的推廣力度，進一步完善渠道搭
建和區域佈局。出口業務方面，食品事業克服日本國內通貨膨脹嚴重、以及泰國對日出口低價競爭
之影響，外銷食品收入同比增長約19.8%；同時，受益於人民幣貶值，以及持續不斷地研發創新、產
品結構優化、生產效率提升，出口毛利同比增長約60.8%。

第一季度飼料事業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約9.5%，但由於大宗原料行情上漲，毛利同比減少約
21.9%。由於第一季度國內生豬出欄量供大於求，造成豬肉與生豬行情低迷，而生豬養殖用飼料成本
居高不下，生豬養殖持續虧損。與垂直整合度較高的大型規模化養豬企業相比，散養散戶和家庭農
場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持續虧損之下不得不減少存欄甚至空欄停養。應對此嚴峻市場形勢，飼料
事業加快中台職能整合步伐，強化產品研發、原料採購、生產工藝、品質控制、技術服務等跨功能
協作，推動多元化原料使用，降低飼料成本，增加產品與服務的相對競爭力；同時，亦繼續投入資
源加大禽料以及反芻料等產品研發力量及市場開發力度，積極開拓豬料之外的其他市場，豐富產品
種類，借助多元化分散市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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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肉品事業營業收入與毛利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約30.2%和72.2%。由於去年底雞雛行情低
迷，部分父母代種雞場進行強制換羽，造成今年第一季雞雛和毛雞供應量減少，雞雛與毛雞行情從
年初開始一路上漲。雖然終端消費需求提升有限，但在供給端成本上漲的推動下，雞肉行情同比上
漲約15%。另一方面，肉品事業繼續調整營運模式，聚焦肉品精加工與差異化產品，通過與大客戶
密切協作提高產值；積極開發連鎖生鮮及會員店等重視產品品質之客戶，淘汰價格敏感型客戶，借
助銷售渠道優化持續提升品牌價值；持續改善契約料性能表現，降低種雞與肉雞養殖風險，增強產
業鏈的相對競爭力。

展望第二季度，俄烏戰爭仍將是影響全球經濟的重大不確定因素，而美元加息對全球金融系統造成
的衝擊或將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存在。本集團仍將以食品專業為帶動一條龍成長的龍頭，不斷尋找新
的成長源；以飼料專業為根基，穩住銷量，同時借助產品多元化分散市場風險；改善肉品專業營運
結構，聚焦終端市場開發，提高肉品產值，強化現金流管理。食品規模化、飼料多元化、肉品增值
化，三駕馬車協同運作，穩步推進數字化轉型，優化供應鏈管理，提高營運效率，增強集團整體的
產業競爭力與抗週期能力。

本集團在安徽省蚌埠市新建的食品加工廠、肉雞電宰廠和飼料加工廠工程目前進展順利，預計在今
年下半年陸續投產。項目的建成投產將有助於鞏固並擴大本集團在長三角地區的市場地位，同時亦
將推動本集團食品事業戰略邁上更高台階。

本集團財務結構仍保持在健康水平。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淨資產約為人民幣
2,343,283千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佔總資產約12.9%。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比率
為約2.06倍，相較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2.02倍略有上漲。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計
息借款與權益的比率為約17.6%，相較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相關比率（約16.2%）上漲。

其他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為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其股份於臺灣證券交易所
（「臺灣證交所」）掛牌）的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間接持有本公司約52.04% 的已發行股份，故本集團的
營運業績會合併於大成長城企業的財務報表中。根據臺灣證券交易法及臺灣證交所的上市規則，大
成長城企業須編制綜合季度財務報告，並於其網站公布其季度營運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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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旨在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及時披露本公司財務資料，以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之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獨立核數師審核的綜
合財務報表。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韋俊賢

香港，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韋俊賢先生（主席）及韓家寅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韓家宇先
生、韓家宸先生、韓家寰先生、趙天星先生及尉安寧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魏永篤先生、陳治先
生、丁玉山先生及夏立言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