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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 我 們 活 下 來

了。」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在

昨日的業績說明會上指出。他說，公

司整體經營情況符合預期，運營商業

務表現穩定，企業業務穩健增長，終

端業務快速發展新產業，生態建設進

入快車道。2022年仍要繼續求生存、

謀發展。「人才、科研和創新精神，

是華為賴以生存、發展的三要素。」

在科技方面，華為正在努力推進三個

重構，分別是理論突破、架構重構、

軟件重塑。他並透露，今年華為會招

聘1萬多名應屆畢業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道

華為昨天公布 2021 年年度業
績，輪值董事長郭平，副董

事長、CFO孟晚舟出席業績說明
會，這也是孟晚舟回國後首次公開
亮相。華為2021年實現全球銷售
收入6,36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下滑28.6%；淨利潤為1,137億
元，同比增長75.9%，主要受出售
部分業務資產提振。
對於去年總體營收下滑約三成，
孟晚舟表示主要因為以下原因：一
是過去三年多，華為供應鏈持續承
壓；二是內地5G布局已經基本完
全，因此5G市場需求有所下降；
三是疫情的影響。「但無論如何，
華為仍然會持續保持研發領域的投
入。」孟晚舟說，面對美國的壓力
華為更加團結，戰略更加清晰。

今年繼續求生存謀發展
郭平指出，2021年華為活了下

來，公司整體經營情況符合預期，
運營商業務表現穩定，企業業務穩
健增長，終端業務快速發展新產
業，生態建設進入快車道。「我們
在產品力、創新力上面還是持續贏得
了客戶和業界的認可。」但是，華
為面臨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2022年
還要繼續「求生存、謀發展」，依
靠持續地強力投資研發領域。
他表示，華為的問題不是靠「節

衣縮食」就能解決，要進行系統架
構優化、軟件性能提升和理論探
索，同時通過解決技術和工藝難
題，構建一個高度可信可靠的供應
鏈。「華為正在努力推動基礎理
論、架構涉及、軟件等三個領域的重
構，探索計算與通信的理論本質，推
動系統整體競爭力的構建。」
對於芯片，郭平強調，解決芯片

問題是一個複雜且漫長的過程，需
要有耐心，公司正積極與有關各方

探討智能手機可持續性的解決方
案。公司還在謹慎評估俄烏衝突下
各國政策的影響。
同時，郭平再次重申華為不造
車，要幫助企業造好車。華為將三
十多年積累的ICT能力與汽車行業
深度融合，幫助車企造好車、賣好
車。華為已經構建了七大智能汽車
解決方案，已上市30多款智能汽
車零部件。華為堅持平台加生態的
發展戰略，還會進一步加大對生態
的投入，攜手夥伴加速汽車產業智
能化的進展。

不造車但要助企業造好車
2021年，在運營商業務領域實

現銷售收入2,815億元。此外，終
端業務銷售收入2,434億元，其中
可穿戴設備和智慧屏業務收入同比
增逾三成；同期企業業務營收為
1,024億元，同比增約2%。搭載

HarmonyOS的華為設備超過2.2億
台，成為全球發展速度最快的移動
終端操作系統。
郭平說，目前暫無計劃在海外推

出搭載Harmony OS的手機。他表
示，面向未來，華為將沿着數字
化、智能化、低碳化方向前進，持
續加大投入，依靠人才、科研和創
新精神三要素，力求實現技術底座
的重構。在此基礎上，華為集結各
種ICT技術和全球經驗，協助各行
各業的客戶開展數字化轉型，為客
戶和社會創造價值。

今年擬聘逾萬應屆畢業生
郭平表示，人才、科研和創新精

神，是華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三要
素，2020年至2021年，華為招聘
了約2.6萬名應屆畢業生。2022年
華為將持續加大對人才的吸納，計
劃招聘1萬多名應屆畢業生。

◆ 華 為
2021 年年
度報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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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若溪攝

一襲黑裙，面容堅定。時隔三
年，孟晚舟昨日再次以華為副董事
長、 CFO 身份公開亮相，對華為
2021年年度財務數據作一手解讀，
並接受全球媒體提問。這也是她經
歷2018年風波回國後首次在正式場

合露面。
談到時隔三年再次歸國，孟晚舟以一句俗語「洞中

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來描述她回國後六個月的感
受。她表示，上一次參加華為財報發布會還是在4年
前，「過去4年，世界的變化很大，祖國的變化也很
大。回國的幾個月中，唯有努力學習，才能跟上世界
的變化。」

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溫哥華機場被加拿大警
方「應美國發布的逮捕令」任意拘押，美國要求引渡
孟晚舟，她積極通過法律程序抗爭。經中國政府不懈
努力，2021年9月25日，孟晚舟順利返回祖國，10月
25日，孟晚舟結束隔離回到華為上班時在阪田總部表
示，過去三年雖然舉步維艱，但我們披荊斬棘，團隊
越戰越勇，「沒有一座高山不可逾越，沒有一片汪洋
不可飛渡，這就是我們不變的信念。」

應對不確定性能力續提升
「我們的規模變小了，但我們的盈利能力和現金流

獲取能力都在增強，公司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在不斷
提升。」在昨日的發布會上，她說，得益於主營業務
的盈利能力提升，2021年華為經營現金流有較大增
長，達到597億元(人民幣，下同)，資產負債率降低
到57.8%，整體財務結構的韌性和彈性都在加強。

她表示，2021年公司研發投入1,427億元，佔全年
收入的22.4%。2011年至2021年累計研發費用超過
8,450億元，面向未來，華為持續加大研發投入。投
入的重點在三個方面，分別是系統架構優化、軟件性
能提升和基礎理論探索，希望通過解決技術和供應難
題，為客戶提供高可靠度、高可靠性的產品。據其透
露，截至去年底，從事研究與開發的人員約10.7萬
名，佔公司總人數54.8%。

發布會結束後，孟晚舟熱情地與現場嘉賓、媒體合
影留念，溫暖的笑容一直掛在她的臉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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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中國光大銀行
（6818）日前公布去年全年業績。其中，利息淨收入
1,121.55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1.32%；手續
費及佣金淨收入273.14億元，按年增11.9%。經營收
入1,533.66億元，按年增7.4%。歸屬於股東的淨利潤
為434.07億元，按年增14.73%。基本每股收益為0.71

元。每 10 股派股息 2.01 元。該行去年淨利差為
2.07%，按年跌 0.13 個百分點。淨利息收益率為
2.16%，按年跌0.13個百分點。不良貸款率為1.25%，
按年跌0.13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為187.02%，按年
增4.31個百分點。貸款撥備率為2.34%，按年跌0.19
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中石化（0386）錄
十年來最佳經營業績，中石化董事長馬永生昨於電話
業績會中表示，公司十分注重股東回報，正籌備股份
回購計劃，因目前股價仍低於賬面值水平，希望能通
過回購來豐富價值管理方式。惟需待授權經股東大會
批准後，再研究回購的具體規模、時間表及價格等。
世界經濟緩慢復甦，地緣政治牽動國際油價起伏，

馬永生分析，去年油價平均每桶為77美元，按年上升
七成。目前油價處於高位增長階段，俄烏衝突為最大
影響因素，集團對今年油價走勢判斷較為樂觀，料今
年油價約達100美元，明年約為85美元。他強調，集
團有信心、有能力應對全年高油價的挑戰，實現較好
的經營業績。

在俄業務及整體經營平穩
「三桶油」在俄均有不同規模經營業務，總裁喻寶

才坦言，目前在俄業務及整體經營平穩，沒有資產減
值的跡象。公司會根據會計準則，定期評估資產的減
值風險。近期俄羅斯原油和LNG均極具價格競爭力，
被問及是否會採購當地能源時，喻寶才強調，公司多
年來都採取全球化採購的策略，稱去年就採購了部分
俄羅斯原油及LNG，近期公司亦有LNG國際業務展
開，都嚴格按照市場秩序穩步進行，在未來的國際貿
易中也會嚴格控制風險，作出審慎決定。
此外，中石化預期今年資本支出1,980億元（人民
幣，下同），較去年增18%，主要投向油氣高質量勘

探開發、天然氣產供儲銷體系建設、煉油結構調整、
煉化基地建設、高端材料項目、「油氣氫電服」綜合
加能站建設及新能源業務等領域。今年公司全年目標
生產原油逾2.8億桶，天然氣則逾1.2萬億立方英尺。

末期息按年增1.4倍
據年報顯示，中石化去年股東應佔溢利大升1.1倍至
719.7億元，營業收入增長30.2%至2.74萬億元，派末
期息0.31元，按年大增1.4倍，全年派0.47元，派息率
80%。以上周五收市價 3.71 港元計，股息率超出
15厘。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
昨宣布，委任余美金為董事總經
理 — 東盟銷售及市場推廣主管。
余美金將常駐新加坡，擔任港交所
新加坡辦事處主管，負責領導集團
在東南亞的業務擴展，包括增加新
客戶和流量，並進一步提升集團在
東南亞地區的業務。
余美金將於4月 4日加入港交

所，會與Roger McAvoy 緊密合
作，後者將會出任集團內專注於
國際客戶的新職務。余美金將向
港交所市場拓展聯席主管鮑海潔
及董凱文（Kevin Rideout） 匯
報。
余美金加入港交所前，在新交所

擔任多個銷售和產品管理的高級職
位近20年。

業績十年最佳 中石化擬回購股份

光大銀行去年多賺近15%

余美金將出掌港交所東盟銷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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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歸母營運利潤同比增長13.5%
集團客戶數較上年末增長13.1%
中國太保發布2021年度業績報告

3月27日，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601601.SH 2601.HK CPIC.LSE）公布2021年度業績。
2021年，面對發展環境的各種不確定性，中國太保始終把握高質量發展主線，聚焦重點領域和關鍵環
節，堅定不移深化轉型，穩定業績基盤，開啟全新賽道，形成了「穩」「進」兼備的經營新局面。集團營業
收入4406.43億元，同比增長4.4%；集團歸母營運利潤353.46億元，同比增長13.5%；集團內含價值
4983.09億元，較上年末增長8.5%；集團管理資產26015.37億元，較上年末增長6.8%；集團客戶數
16839.3萬，較上年末增長13.1%。
壽險營運利潤保持增長，新業務價值增長持續承壓。壽險保險業務收入2116.85億元，同比下降0.1%。其

中，代理人渠道新保期繳增速11.6%；實現新業務價值134.12億元，同比下降24.8%；新業務價值率
23.5%，同比下降15.4個百分點；壽險營運利潤282.65億元，同比增長9.2%；剩餘邊際餘額3482.72億元，
較上年末下降0.8%。
財產險業務綜合成本率基本穩定，非車險業務品質改善且保持較快增長。綜合成本率99.1%，同比上升
0.1個百分點。其中，綜合費用率29.3%，同比下降8.2個百分點；綜合賠付率69.8%，同比上升8.3個百分
點；保險業務收入同比增長3.3%，達1546.11億元。其中，非車險業務收入同比增長16.8%，佔比提升4.7
個百分點，達40.6%；車險客戶黏度持續提升，推動增長動能轉換；非車險實現承保盈利，同時健康險、責
任險、農險等新興業務領域保持較快增長。
堅持基於保險負債特性並穿越宏觀經濟周期的資產配置，投資業績穩健。固定收益類投資佔比75.7%，較
上年末下降2.6個百分點；權益類投資佔比21.2%，較上年末上升2.4個百分點，其中核心權益佔比11.1%，
較上年末上升0.9個百分點；實現集團投資資產淨值增長率5.4%，同比下降2.0個百分點；總投資收益率
5.7%，同比下降0.2個百分點；淨投資收益率4.5%，同比下降0.2個百分點；
集團管理資產達到26015.37億元，較上年末增長6.8%；其中，第三方管理資產規模達到7894.68億元，較

上年末增長0.2%。
壽險全面開啟長航行動。中國太保在業內率先啟動以職業化、專業化、數字化為方向的個險渠道改革，重

塑營銷團隊，改變短期行為、體現長期導向；構建價值銀保「芯」模式，打造新型銀保合作關係，優化資源
整合，升級客戶服務；繼續深化保險產品和服務的融合，推進健養產業布局，發布自有品牌健康服務，養老
社區先後落地10個項目，成都和大理社區正式開業，為助推保險主業提供有力支持。
產險持續鞏固續航能力。面對車險綜改全面落地、供應鏈重塑以及氣候風險持續上升的挑戰，中國太保持

續深化分客群閉環管理體系，進一步提升客戶直接觸達和精細化經營能力，個人客戶線上化率、車險續保率
等關鍵指標持續提升；法人客戶分行業、分領域專業能力建設繼續精進，走在行業前列。應對河南暴雨及時
迅速，大災理賠專業高效，獲得社會各方肯定。
資產管理展現專業伴航能力。中國太保堅持基於保險負債特性的要求，以穿越宏觀經濟周期的理念持續優

化大類資產配置，有效管控信用風險，積極把握市場機會，實現了穩健的投資業績。
「太保服務」體系充分發揮助航作用。建成服務官工作機制，來自不同層級機構的800名服務官主動走近

客戶，讓「太保服務」更具象、更可及，集團總客戶數在一年內淨增近兩千萬，持有不同子公司保單的個人
客戶數已超千萬，是五年前的四倍多。中國太保雲進入大規模生產階段，為科技創新活動提供更高水準的雲
計算支撐能力，在精準獲客、承保定價、智能理賠等領域帶來更優客戶體驗。
公司治理有力護航長遠發展。充分發揮董事會多元化、專業化和國際化優勢，提升公司重大決策的前瞻性

和引領性，公司治理的穩健、專業特色進一步突出，獲得多方認可。積極引入ESG理念，完善ESG頂層設
計和管理架構，簽署聯合國可持續保險原則和負責任投資原則，成為開啟可持續發展新篇章的重要標誌。
2022年，國際局勢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劇，國內人口結構的變化，經濟動能的轉換和產業升級轉型等周期

性因素持續疊加。人民對健康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迫切，客戶對保險服務的個性化、多元化要求不斷提高。
科技創新改變傳統風險版圖，大量風險新課題亟待破解。金融監管對保險主體精細化、規範化管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中國太保相信，外部環境急劇蛻變的時期，更是考驗企業轉型定力的關鍵時刻。始於五年前的轉型2.0，

為中國太保種下了「積極應變，主動求變」的新基因。新三十年再出發，中國太保堅定把客戶需求導向作為
持續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組織健康再深入、深耕主業再攻堅、協同共生再深化、守正創新再突破、一體
化治理再加強，積極打造面向未來高質量發展的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