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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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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JING SINOLIFE UNITED COMPANY LIMITED*

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32）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之末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益增加約9.0%至人民幣274.9百萬元（2021年：人民幣252.3百萬元）。

• 毛利增加約15.3%至人民幣160.0百萬元（2021年：人民幣138.8百萬元）。

• 本年度虧損減少約55.2%至人民幣14.2百萬元（2021年：虧損人民幣
31.7百萬元）。

• 每股虧損為人民幣1.51分（2021年：每股虧損人民幣3.35分）。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2021年：無），亦不建議派
付任何特別股息（2021年：無）。

末期業績

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年度」）
的綜合末期業績，連同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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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274,851 252,325
銷售成本 (114,856) (113,522)

  

毛利 159,995 138,803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7,910 15,094
銷售及經銷開支 (108,603) (105,984)
行政開支 (63,924) (70,217)
融資成本 (472) (685)
其他開支 (5,406) (10,110)

  

除稅前虧損 (10,500) (33,099)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3,746) 1,392

  

本年度虧損 (14,246) (31,707)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於隨後期間或將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除稅後：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045 (5,479)

  

於隨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物業重估收益 6,755 5,067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6,446) (32,119)
  

以下各項應佔虧損：
 母公司擁有人 (14,246) (31,707)

  

以下各項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6,446) (32,119)

  

人民幣 人民幣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8 (1.51)分 (3.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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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0,074 89,583
 投資物業 72,954 60,229
 使用權資產 39,985 13,074
 商譽 9 32,374 31,927
 其他無形資產 5,077 8,737
 遞延稅項資產 12,125 8,976

  

非流動資產總值 242,589 212,526
  

流動資產
 存貨 10 75,272 59,983
 貿易應收款項 11 28,184 26,226
 受限制現金 1,350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070 15,267
 可收回稅項 131 2,982
 已抵押按金 – 1,07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391 72,057

  

流動資產總值 194,398 177,586
  

資產總值 436,987 390,112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21,528 15,66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1,101 29,484
 租賃負債 4,368 4,285
 應付稅金 – 278

  

流動負債總額 66,997 49,707
  

流動資產淨值 127,401 127,8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9,990 34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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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1,385 4,585

 遞延稅項負債 14,031 4,836

 撥備 774 740
  

非流動負債總額 46,190 10,161
  

資產淨值 323,800 330,244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94,630 94,630

 其他儲備 229,170 235,614
  

權益總值 323,800 33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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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本公司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中國
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長江路188號德基大廈8樓E–2座。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從事製造以及銷售營養膳食補充劑及保健
食品。

2.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及詮釋）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該等財務報
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按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物業除外。該等財務報表以人
民幣（「人民幣」）呈列，而除非另有指明外，所有數值已約整至最接近的千位。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
 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達至擬定用途之前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
 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同 — 履行合同之成本

2018年至2020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相應闡釋範例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本

適用於本集團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列示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以2018年6月頒佈的引用財務報告概念框架（「概
念框架」）取代引用先前財務報表編製及呈列框架，而毋須大幅度改變其規定。
該等修訂本亦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就實體引用概念框架以釐定構成資產
或負債之內容之確認原則增設一項例外情況。該例外情況規定，對於可能屬於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範圍內的
負債及或然負債而言，倘該等負債屬單獨產生而非於企業合併中承擔，則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實體應分別參考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或香港（國際
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而非概念框架。此外，該等修訂本澄清或
然資產於收購日期不符合確認條件。本集團已就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發生的
業務合併提前採納該等修訂本。由於本年度並無業務合併，因此該等修訂本對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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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續）

(b)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禁止實體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中扣除
使資產達到管理層預定的營運方式所需的位置與條件時所產生項目出售的任
何所得款項。相反，實體必須將該等項目的出售所得款項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2號存貨 釐定的該等項目的成本於損益確認。本集團已就於2021年1月1日或
之後可用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追溯採納該等修訂本。由於在物業、廠房及
設備可供使用前所生產的項目概無出售，因此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狀
況或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c)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澄清，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評估合約是否屬
虧損性而言，履行合約的成本包括與合約直接相關的成本。與合約直接相關的
成本包括履行該合約的增量成本（例如直接勞工及材料）及與履行合約直接相
關的其他成本分配（例如分配履行合約所用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折舊開支
以及合約管理及監管成本）。一般及行政成本與合約並無直接關連，除非根據
合約明確向對手方收取費用，否則不包括在內。本集團已就於2022年1月1日尚
未履行其所有責任的合約提前採納該等修訂本，且尚未識別出虧損性合同。因
此，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d) 2018年至2020年香港財務報告之年度改進 載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相應闡釋範例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41號修訂本。適用於本集團的該等修訂本詳情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澄清於實體評估是否新訂或經修改金
融負債的條款與原金融負債的條款存在實質差異時所包含的費用。該等費
用僅包括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已支付或收取的費用，包括借款人或貸款人
代表其他方支付或收取的費用。本集團已於2022年1月1日起前瞻性應用該
等修訂本。由於本年度本集團的金融負債並無進行修訂或交換，因此該等
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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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於此等財務報表內應用已頒佈但未生效之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2011年）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售後租回之租賃負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修訂本

保險合約 1、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修訂本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比較資料 6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作流動或非流動（「2020年修訂本」）2、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2022年修訂本」）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實務公告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相關之遞延稅項 1

1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2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予採納
4 由於2022年修訂本，2020年修訂本的生效日期延後至2024年1月1日或之後的年

度期間。此外，由於2020年修訂本及2022年修訂本，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呈
報 — 借款人對載有按要求償還條款之有期貸款之分類已作出修訂，以使相應
的措詞保持結論不變

5 由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修訂本於2020年10月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獲修訂，以擴大容許保險人於2023年1月1日之前開始之年度期間應用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而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暫時性豁免

6 選擇應用與該修訂本所載的分類重疊相關的過渡選擇權的實體應在初步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時應用該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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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預期將適用於本集團的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進一步資料描述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的修訂針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0號與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對處理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間資產出售或注資兩者規定之不一致的情況。該修訂要求當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
或合營企業間進行資產銷售或者注資構成一項業務時，應全額確認下游交易產生
的收益或虧損。當涉及資產的交易不構成一項業務時，由該交易產生之收益或虧損
於該投資者之損益內確認，惟僅以不相關投資者於該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權益
為限。該等修訂將前瞻性地應用。於2016年1月，香港會計師公會取消了之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0號和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的修訂的強制生效日期，並將在
完成對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投資的會計準則的更大範圍覆核後決定新的生效日期。
然而，目前該修訂可供採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訂明賣方 — 承租人於計量售後回租交易中產生
的租賃負債時所採用的規定，以確保賣方 — 承租人不確認與其保留的使用權有關
的任何損益。該等修訂本自202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將追溯應
用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首次應用日期（即2019年1月1日）之後簽訂的售後回租
交易。允許提早應用。該等修訂本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之負債澄清將負債分類為流動
或非流動的規定，特別是釐定實體是否有權於報告期後至少12個月後延遲結算負債。
負債的分類不受該實體行使權利延遲結算負債的可能性所影響。該等修訂本亦澄
清被視為結算負債的情況。於2022年，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2022年修訂本以進一步
闡明，在該等由貸款安排產生之負債契諾中，只有實體須於報告日期或之前遵守之
契諾才會影響該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此外，2022年修訂本規定，倘實體在報
告期後12個月內有權延遲清償受限於該實體遵守未來契諾之該等負債，則該實體
須就將貸款安排產生之負債分類為非流動作出額外披露。該等修訂本於2024年1月
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應追溯應用。允許提早應用。提早應用2020年修
訂本的實體須同時應用2022年修訂本，反之亦然。本集團目前正評估該等修訂本的
影響以及是否有需要修訂現有貸款協議。根據初步評估，該等修訂預期不會對本集
團的財務報表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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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會計政策披露要求實體披露其重大會計政策資料（而
非其重大會計政策）。倘會計政策資料與實體財務報表所載其他資料一併考慮時，
可能合理預期影響一般用途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基於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的決定，
則該等會計政策資料屬重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公告第2號之修訂本就如何將
重要性概念應用於會計政策披露提供非強制性指引。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允許提早應用。由於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實務公告第2號之修訂本所提供的指引為非強制性，因此該等修訂本的生效日
期並非必要。本集團目前正在重新審查會計政策披露，以確保與該等修訂本相一致。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澄清會計估算變動與會計政策變動之間的區別。會計估
算界定為受到計量不確定性規限的財務報表所載貨幣金額。該等修訂本亦澄清實
體如可運用計量技巧及輸入數據來制定會計估算。該等修訂本於2023年1月1日或之
後開始的年度會計期間生效，並應用於該期間開始時或之後發生的會計政策變動
及會計估算變動。允許提早應用。該等修訂本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造成任
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收窄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初步確認豁免的範圍，使有
關豁免不再適用於導致應課稅項與可扣減暫時差額相同的交易，例如租賃及除役
責任。因此，實體須就該等交易所產生的暫時差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前提是有足
夠的應課稅溢利）及遞延稅項負債。該等修訂本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
報告期間生效，並須於所呈報的最早比較期間開始時應用於有關租賃及除役責任
的交易，其中任何累計影響確認為於當日的保留溢利或其他權益部分（如適用）期初
結餘的調整。此外，該等修訂本須往後應用於除租賃及徐役責任以外的交易。允許
提早應用。該等修訂本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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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a) 可報告分部

本集團根據由主要經營決策人審閱用於作出戰略決策的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就管理方面而言，本集團經營以其產品為單位的單一業務分部，並設有單一可
報告分部，即在中國、澳大利亞及紐西蘭製造以及銷售營養膳食補充劑及銷售
包裝保健食品。

(b) 地域資料

本集團旗下大部分公司的所屬地為中國且大部分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
及紐西蘭。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主要在中國內地及紐西蘭產生。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主要市場的收入分析：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172,670 149,946

紐西蘭 85,892 82,726

澳大利亞 3,610 5,233

越南 4,839 3,815

其他國家 7,840 10,605
  

274,851 252,325
  

(c) 非流動資產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150,933 147,714

紐西蘭 45,800 22,057

澳大利亞 1,357 1,852
  

198,090 171,623
  

以上非流動資產之資料乃基於資產所處位置且未計及商譽、遞延稅項資產。

(d) 主要客戶的資料

本年度內概無與單一外部客戶交易的收入佔本集團收入的10%或以上（2021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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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指於本年度內已售貨品經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的發票淨值及所提供服務的
價值。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貨品 274,851 252,262
提供服務 – 63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總額 274,851 252,325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轉讓的貨品或服務 274,851 252,325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總額 274,851 252,325
  

下表列示於本報告期間所確認計入報告期間初之合約負債及自於過往期間達成之
履約責任確認之收益金額：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報告期間初計入合約負債之已確認收益：
銷售貨品 4,689 7,090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及收益
政府補助金* 434 5,867
租賃收入 4,768 3,79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 11
銀行利息收入 329 357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 4,736
外匯差額淨額 2,324 –
其他 55 331

  

7,910 15,094
  

* 由於本集團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貢獻，已收到各種政府補助金。概無有關該等補
助金尚未完成的條件或或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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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乃在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的成本 111,798 112,2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330 12,499

使用權資產折舊* 3,578 4,152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款項 382 141

無形資產攤銷** 2,001 2,274

核數師薪酬 2,000 2,300

研發開支 836 1,292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變動 348 487

僱傭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
 的薪酬）*：
 工資和薪金 57,421 56,272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 2,397 2,438

 其他福利 5,979 5,963

外匯差額淨額 (2,324) 7,254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1,723 1,916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655 69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3,058 1,291

銀行利息收入 (329) (357)

政府補助金 (434) (5,867)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4,73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 – (11)
  

* 年內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以及僱員福利開支計入綜合損
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已售存貨成本」、「銷售及經銷開支」及「行政開支」。

** 年內無形資產攤銷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銷售及經銷開支」
及「行政開支」。

*** 本集團（作為僱主）並無沒收供款以降低現有供款水平。

****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其他開支」。

***** 年內，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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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抵免）

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所得稅開支金額為：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 紐西蘭 7 (92)

  

7 (92)

遞延 3,739 (1,300)
  

本年度稅項開支╱（抵免）總額 3,746 (1,392)
  

本公司及其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所得稅須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規則及規例釐
定的應課稅利潤25%的法定稅率繳納。紐西蘭所得稅按於紐西蘭營運的附屬公司應
課稅利潤的28%計算。澳大利亞所得稅按於澳大利亞營運的附屬公司應課稅利潤的
30%計算。

7. 股息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批准派付股息 – –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宣派任何末期股息（2021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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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946,298,370股（2021年：946,298,370股）計算。

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虧損
用於每股基本虧損計算的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 (14,246) (31,707)

  

2022年 2021年

股份
用於每股基本虧損計算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46,298,370 946,29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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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譽

人民幣千元

於2021年1月1日
 成本 148,820

 累計減值 (114,329)
 

 賬面淨值 34,491
 

於2021年1月1日的成本，扣除累計減值 34,491

匯兌調整 (2,564)
 

於2021年12月31日 31,927
 

於2021年12月31日
 成本 57,019

 累計減值 (25,092)
 

 賬面淨值 31,927
 

於2022年1月1日的成本，扣除累計減值 31,927

匯兌調整 447
 

於2022年12月31日的成本及賬面淨值 32,374
 

於2022年12月31日的成本：
成本 57,816

累計減值 (25,442)
 

賬面淨值 3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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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29,407 24,196

在製品 412 611

製成品 45,179 34,589

採購品 274 587
  

75,272 59,983
  

11. 貿易應收款項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30,858 28,587

減值 (2,674) (2,361)
  

28,184 26,226
  

總體而言，本集團的實體不授予零售客戶信貸期，一經出具發票即須支付。本集團
提供予經銷商的信貸期一般為30至90天，及授予電視購物平台的信貸期為30天。高
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鑒於上文所述及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與多數不同
客戶有關，本集團概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
任何抵押品或其他加強信貸措施。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內 14,078 16,019

1個月至3個月 11,739 8,159

3個月至1年 1,983 1,306

超過1年 384 742
  

28,184 2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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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內 10,541 7,155

1個月至3個月 9,907 7,544

3個月至1年 361 217

超過1年 719 744
  

21,528 15,660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信貸期通常為30至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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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2022年，本集團繼續堅定執行聚焦好健康品牌，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平
台以及中國市場母嬰產品經銷商的發展戰略。於本年度內，電子商務平
台以及中國市場母嬰產品經銷商的銷售收入均得到快速增長。本集團於
本年度的收益約為274.9百萬元，較2021年的約252.3百萬元增加約9.0%。本
集團於本年度錄得虧損約人民幣14.2百萬元，而於2021年則錄得虧損約人
民幣31.7百萬元，下降比例約為55.2%。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加強供應鏈系統的管理，發展優質供應商，提升產能，
以滿足快速增長的電子商務平台以及中國母嬰產品市場的需求。同時，
本集團對物流貨運系統進行優化，提升存貨周轉效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繼續聚焦於好健康品牌和透過在經銷商及電子商務
等渠道進行銷售推廣的策略，以提升好健康品牌在目標市場的知名度。
本集團主要通過經銷商、藥房、免稅店及旅遊渠道等模式相結合，同時通
過在境內大型電子商務平台的旗艦店進行持續性多種方式的品牌建設和
推廣。

於本年度內，為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以滿足不斷轉變的消費者需要，
本集團採用以市場為導向的研究及產品開發策略，進一步加強對新產品
的開發。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共計推出18項新產品，包括1項中生系列產
品及7項好健康系列產品等。新產品主要包括關節靈、免疫膠囊、消化膠囊、
牛乳鈣軟糖、DHA軟糖、接骨木莓軟糖、麥努卡蜂蜜棒棒糖等。

對於中國市場，本集團於本年度內繼續發展本地經銷網絡和電子商務平台。
關於電子商務平台，本集團持續與天猫、京東、抖音、小紅書及HealthPost

等電子商務平台開展合作。

本集團在海外的多元化銷售平台主要包括廣泛分布於各國的國際經銷商
網絡（包括英國、德國、新加坡、南非、越南及泰國等）和紐西蘭及澳大利
亞本地的大型連鎖藥房、健康品超市及旅遊紀念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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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收益約為274.9百萬元，較2021年的約人民幣252.3百萬
元增加約9.0%。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虧損約人民幣14.2百萬元，而於2021

年則錄得虧損約人民幣31.7百萬元，下降比例約為55.2%。按本年度本公
司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46,298,370股（2021年：946,298,370股）計算，本
公司的每股虧損約為人民幣1.51分（2021年：每股虧損約人民幣3.35分）。

收益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收益約為274.9百萬元，較2021年的約人民幣252.3百萬
元增加約9.0%。於本年度，本集團繼續增加對好健康品牌的資源投入。於
本年度銷售收入的增加，主要得益於好健康品牌在電子商務平台收入的
增長。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2021年的約人民幣138.8百萬元增加至本年度的約人民幣
160.0百萬元，增幅約為15.3%。本集團於2022年的毛利率較於2021年略有
提升，從2021年度的約55.0%增長至本年度的約58.2%。毛利率的提升，主
要由於 (i)本集團對新西蘭本地及電子商務平台的好健康品牌產品進行了
漲價；及 (ii)電子商務平台收入錄得增長。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銀行利息收入、政府補助金、租賃收
入以及匯兌收益，由2021年的約人民幣15.1百萬元下降至於本年度的約人
民幣7.9百萬元，下降主要是由於本年度政府補助金減少以及2021年錄得
出售上海禾健營養食品有限公司的一次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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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經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經銷開支由2021年的約人民幣106.0百萬元增加約2.5%至
本年度的約人民幣108.6百萬元，分別佔本集團於2021年及本年度收益約
42.0%和39.5%。銷售及經銷開支略有增加，主要是本集團加大了在電子商
務經銷渠道的廣告宣傳和推廣幅度。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2021年的約人民幣70.2百萬元減少約9.0%至本年度
的約人民幣63.9百萬元，分別佔本集團於2021年及本年度收益約27.8%和
23.3%。行政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人員薪酬成本減少以及自用物業重新
分類重新分類為按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後，房產折舊開支減少。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3.7百萬元，2021年錄得所得稅
抵免約人民幣1.4百萬元。本年度錄得所得稅開支主要由於本集團其中一
家附屬公司Good Health Products Limited轉為盈利狀態。本集團於2021年和
本年度的實際稅率分別為（4.2%）和35.7%。

本年度虧損

基於上文所述，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虧損約人民幣14.2百萬元，於2021年
則錄得虧損約人民幣31.7百萬元，下降比例約55.2%。

虧損減少原因

本年度虧損減少乃主要由於 (i)本集團銷售業務擴張及銷售渠道轉變帶來
的收益增加；及 (ii)由於電子商務業務（通常具有較高毛利率）於本年度對
本集團整體收益的貢獻增加，本集團的毛利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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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現金流量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約人民幣1.3百萬元，主要包
括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流入約人民幣7.9百萬元；投資活動所用現金
流量淨流出約人民幣3.5百萬元；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流出約人民幣4.1

百萬元以及匯率收益約人民幣 1.0百萬元。

存貨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存貨約為人民幣75.3百萬元（於2021年12月31日：
約人民幣60.0百萬元），本集團的存貨包括原材料、在製品、製成品及採購
品。存貨餘額較2021年12月31日增加約25.5%。本集團增加產品及原材料
儲備乃主要由於各國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有所緩解，使得電子商務平台銷
售額預期進一步增長，新西蘭的旅遊市場預期於2023 年復甦。於本年度，
存貨周轉天數為約213天（2021年：約228天），較2021年減少15天或約6.6%。
有關減少主要由於好健康品牌母嬰系列的明星產品乳鐵蛋白調制乳粉銷
售表現強勁，周轉迅速。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約為人民幣28.2百萬元（於2021年
12月31日：約人民幣26.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0百萬元，增幅約7.6%。
貿易應收款項增加，主要是拓展B2B電子商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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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款項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約為人民幣21.5百萬元（於2021年
12月31日：約 為 人 民 幣15.7百 萬 元），增 加 約 人 民 幣5.8百 萬 元，增 幅 約
36.9%。貿易應付款項增加乃主要由於各國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有所緩解後
及電子商務平台銷售額預期進一步增長，本集團努力備貨，以滿足新西
蘭的旅遊市場預期於2023年復甦所帶來的產品需求預期增長。

匯兌風險

本集團境內業務主要以人民幣進行業務交易，境外業務主要以新西蘭元、
美元及澳元進行業務交易。本集團通過定期審查及監督其外匯敞口管理
其外匯風險。董事認為本集團面臨貨幣波動的風險敞口甚微。因此，本集
團於本年度並無實施任何對沖或其他替代政策處理有關風險。

借款及資產抵押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無任何未償還借款或資產抵押。

資本開支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斥資約人民幣1.4百萬元（2021年：約人民幣1.1百萬元）
用於建設研發中心、廠房和設備。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或或然負債（於2021年
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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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2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超預期的疫情、俄烏衝突、國內高溫乾旱、需
求收縮、供給衝擊、通脹，給經濟發展帶來很大的壓力。於中國市場，越
來越多的小型品牌，在經濟環境壓力較大，自身抗風險能力較弱的情況下，
設法降價清理存貨，回籠資金，退出市場，我們所在的行業競爭也在加劇。

本集團繼續執行聚焦資源大力發展好健康品牌的戰略。於2022年，好健
康品牌在電子商務平台以及母嬰產品中國經銷商渠道的銷售收入均取得
了大幅增長。本集團品牌宣傳推廣策略初見成效，行業內知名度予以提升。

於2023年，隨著新冠疫情的好轉，疫情管控的逐步放開，雖然經濟發展面
對內、外部壓力，中國政府仍將堅持發展經濟為第一要務，以相對較高的
目標增速指引經濟穩中向好，並加力實施穩投資、擴信用、寬貨幣的政策，
刺激經濟發展。同時，家庭消費可能會強勁反彈，作為經濟新的增長點。

於2023年，本集團將重點開展：(1)繼續加大新產品的研發，縮短研發週期，
推出更多的新品，滿足目標客戶的需求；(2)發展優質供應商，滿足銷售
增長的需求以及降低成本；(3)加強線上和線下的品牌宣傳推廣，提升品
牌影響力；及 (4)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的銷售收入規模，提升整體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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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

高質素及盡責的員工是本集團於競爭市場得以成功及不可或缺的資產。
借著定期提供全面的培訓及企業文化教育，員工能夠獲得營養膳食補充
劑行業方面的持續培訓及發展。此外，本集團為全體僱員提供符合行業
慣例並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及多種附帶福利。本集團定期檢討其人力資
源及薪酬政策，以確保符合市場慣例及監管規定。於2022年12月31日，本
集團僱用298名員工（於2021年12月31日：279名員工）。於本年度的薪金及
相關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71.9百萬元（於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68.9百
萬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
任何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其後重大事項

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發生影響本集
團的重大事項。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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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向董事及本公司監事（「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及監事
已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年度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的原則及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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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照上市規則第3.21及第3.22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並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目前包括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即余波先生、蔡天晨女士及王瑋先生。蔡天晨女士為審核
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審閱及監督財務申報程序及風險管理
及內部監控系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
常規以及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經審核末期業績。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本公告所載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
表及相關附註中的數字已經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認同與本集
團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一致。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
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安永會
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核證聘用，因此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並無對本公告發表任何核證。

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或特別股息。

股東周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謹訂於2023年6月9日（星期五）舉
行。召開股東周年大會之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刊發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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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將於2023年5

月10日（星期三）至2023年6月9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
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不會進行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
股 東 周 年 大 會 或 其 任 何 續 會 並 於 會 上 投 票，本 公 司H股 股 東 最 遲 應 於
2023年5月9日（星期二）下午4時 30分前將股票及所有相關過戶文件送往本
公司香港H股股份過戶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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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舖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刊發末期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 末 期 業 績 公 告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zs-united.com）刊載。本公司本年度之年報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並於以上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南京中生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桂平湖

中華人民共和國，南京，2023年3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桂平湖先生、張源女士及朱飛飛女士；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余波先生、蔡天晨女士及王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