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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福國際中期轉蝕4.75億
崇光百貨母公司

利福國際（1212）

昨公布上半年業績由盈轉

虧，蝕4.75億元，去年同期

則賺 2.2 億元。不派中期

息。該集團表示，對下半年

香港零售業仍抱持悲觀態

度。隨着全球經濟前景轉

差，加上為抑制通脹飆升而

實施的貨幣緊縮政策，將進

一步削弱商業信心及抑制消

費者消費。該股昨收報2.64

元，升0.76%。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利福國際指出，上半年虧損主要受第五
波新冠疫情反彈影響，首季特區政府

實施嚴格的防疫措施，導致消費情緒減弱
及顧客人流減少；加上金融投資錄得4.55
億元投資虧損，以及錄得1.29億元匯兌虧
損所致。業績報告顯示，期內收入為9.27
億元，按年減少12.8%。期內核心業務除
稅及融資成本前溢利為4.56億元，按年下
跌29.3%。毛利按年減少13.9%至 6.7億
元，毛利率下降0.6個百分點至22.5%。

內房股債大跌 錄巨額投資虧損
值得一提，集團錄得投資虧損中約4.44

億元來自集團持有之若干由中國內地房地
產開發集團發行之股本及債務證券公平值
變動的未變現虧損，於6月30日該等股本
及債務證券之剩餘公平值總額分別約為
8,240萬元及3.78億元。
另外，由於顧客人流大幅減少，百貨店

業務收入按年減少12.8%至9.27億元，而

自營、銷售後訂單及特許專櫃銷售交易產
生的總銷售所得款項減少11.7%至25.09億
元。

啟德項目最快明年底投運
分店表現方面，銅鑼灣崇光旗艦店銷售

額在第一季度按年暴跌35%，但因促銷活
動得以適時實行，上半年的跌幅收窄至
10.3%，而去年同期則為增長8.2%。平均
每宗交易額（不包括「鮮品館」超市的交
易）增加2.8%至1,639元。尖沙咀崇光上
半年的銷售額大跌22%，而去年同期則按
年增加6.8%。啟德零售綜合體預期最快於
2023年底前投入營運。
集團指，由於疫情持續以及本地經濟收

縮，加上勞動市場嚴峻，嚴重削弱消費者
信心，而且許多企業及消費者仍努力應對
疫情的長期經濟影響，在防疫措施放寬及
消費券的支持下，零售業在4月的消費支
出僅出現短暫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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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近年
社會對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和
永續發展議題日益關注，但有研究指
中小企在這方面的意識仍不足。有調
查指，有98.3%的本港中小企表示正面
對永續發展挑戰，而最多中小企面臨的
三項挑戰分別是經濟／財政不穩定
（65.4%）、全球公共衞生危機（如新
冠病毒疫情）（53.8%）和消費者期望
（22.9%）。當中有三分之一的中小企
不同意實行可持續發展措施可提高企業
競爭力，反映部分中小企業尚未意識到
可持續發展可帶來的長遠利益和商機。
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

在去年11月至今年4月期間訪問1,400
間香港中小企業，36.7%的中小企認為
其推展永續發展目標的進程是有成效
的，而認為是無成效的只佔4.4%。在
24項涵蓋企業管治、職場文化、客戶
供應商關係、資源管理和創新能力共5
個領域的措施中，綜合各大行業中小
企平均採取了7.7項永續發展措施。

最需要財務市場營銷支援
調查結果又顯示，若要將永續發展

融入中小企的業務營運、策略和商業模
式，最需要的支援是財務支援
（47.7% ） 和 市 場 營 銷 的 支 援
（41.2%），而受訪中小企最希望支援
是由政府提供（69%），其次是商界協
會以及銀行和金融機構，兩者各佔
30.8%。這反映鼓勵中小企業推展永續
發展的最有效方式是提供財務誘因。調
查結果表明政府應加快綠色和可持續金
融的發展，並為金融機構和商業組織提
供務實可行的時間表和政策框架。
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

總監、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林維
峯指出，疫情令企業重新思考整個商
業營運模式。雖然只有約10%受訪企
業有參與永續發展的項目，但其實僅
有一成中小企表示沒有興趣參與，即
中小企發展ESG的潛力很大。
港大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助理
項目經理梁子謙表示，目前仍主要是
大型企業或上市公司申請可持續貸
款，但中小企業若現時在可持續發展
方面下功夫，未來在獲取綠色或可持
續發展的借貸和融資方面料將更有優
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