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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營業額 +44% 至人民幣12,394百萬元

毛利 +31% 至人民幣2,381百萬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7% 至人民幣596百萬元

每股盈利 -7% 至人民幣0.29元

摘要

－ 鞏固全球二次充電電池行業的領導地位，並保持穩定銷售

－ 手機部件及組裝業務錄得68%的銷售額增長，行業地位得以加強

－ 汽車業務表現良好，錄得71%的營業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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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環境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受能源價格高企、全球性通貨膨脹、美國次按危機及人民幣持續
升值等因素影響，全球宏觀經濟遭遇困難，消費者信心下降，手機行業增長放緩。由於市場對手機產品的價格敏感
度提升，上游手機部件生產商為保持市場競爭力，經營壓力加大。雖然全球手機銷量整體仍然穩步增長，手機出貨
量約5.98億部，較去年同期約5.28億部增長約13%，但增幅較以往有所放緩，而手機的平均銷售單價亦有所下調。
上半年中國手機需求減弱，國內手機廠商經營更加困難。

全球經濟及手機市場形勢的改變加快手機行業的整合，國際領導手機品牌為提高市場競爭力及擴大市場佔有率，嚴
格控制生產成本，包括把生產、採購和物流基地轉移到更具成本優勢的國家及地區，亦更傾向將其生產工序外包，
選擇具備高度垂直整合能力及擁有全球製造和服務平台的供貨商作為合作夥伴，以減低生產成本，提升產品價格競
爭力。

汽車市場方面，受到宏觀經濟困難以及中國的雪災及四川地震等天災影響，國內的消費意欲削弱，使經過多年迅速
發展的國內汽車市場，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整體產銷數量轉以平穩的速度增長，整體汽車市場的產量及銷量分別達
到約520萬輛和約518萬輛，同比分別增長約16.7%和約18.5%，低於去年同期的水平。其中，轎車銷量超過約266
萬輛，同比增長約16.7%。當中，國內自主品牌佔轎車總銷售量超過約25%，仍然穩佔市場上的重要席位。

業務回顧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比亞迪」或「本集團」）的兩大主要業務包括IT零部件業務及汽車業務，其中IT零部件業務主要
由二次充電電池業務和手機部件及組裝業務組成。期內，本集團的二次充電電池業務及手機部件及組裝業務在手機
市場增長放緩的情況下仍錄得增長。期內，汽車業務繼續取得理想成績，為集團帶來良好的收入及盈利貢獻。

IT零部件業務－二次充電電池

期內，比亞迪繼續保持並強化其全球二次充電電池的領導地位，業務維持穩健的增長。期內，二次充電電池業務銷
售額錄得約人民幣3,264百萬元，同比上升約1.4%。當中，鋰離子電池產品銷售維持理想的增長，銷售額錄得約人
民幣2,138百萬元，同比上升約27%。鎳電池產品業務則受全球宏觀經濟影響，電動工具市場需求放緩，使銷售額
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5%至約人民幣1,097百萬元。

憑藉本集團貫徹提供質量優良的產品及具成本效益的競爭優勢，集團鋰離子電池業務已成功建立全球性的領導地
位。在面對全球手機行業整合的情況下，集團與全球手機領導廠商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更緊密，集團的供貨比例錄
得顯著的增幅，並與其他國際手機領導廠商加強業務聯繫，出貨數量上升迅速，從而進一步擴大市場佔有率。期
內，集團積極擴充客戶群，特別是與新興的國際手機供貨商客戶建立業務關係。集團擁有龐大的生產能力、高質量
的產品、富有競爭力的價格，完全滿足市場對鋰離子電池的需求。期內，全球手機出貨量穩步增加，鋰離子電池產
品的銷售量亦隨之錄得增長，其中部份增長來自客戶的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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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外圍經濟氣候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能源價格及原材料價格持續上升等因素影響，令美國市場對電動工具的
消費需求減弱，使集團的鎳電池產品在上半年銷量略有下降。然而，集團作為全球高質量鎳電池的領導廠商，具備
相當的定價能力，在銷售下降的情況下仍能維持毛利率水平。另一方面，集團亦於期內優化成本結構，以部分抵銷
了原材料價格高企對盈利的不利影響，繼續提升其市場競爭力，進一步鞏固其市場的領導地位。

IT零部件業務－手機部件及組裝服務

手機部件及組裝服務業務方面，比亞迪以為客戶提供一站式垂直整合供應服務作為經營策略，除了為國際知名手機
品牌提供多樣化的手機部件外，也為客戶提供手機組裝服務，完善集團的高度垂直整合生產工序，確立集團作為國
際知名手機品牌「一站式手機部件供貨商」的市場地位。期內，集團的手機部件及組裝業務錄得銷售額約為人民幣
5,321百萬元，同比增幅約68%。

期內，比亞迪電子（國際）有限公司（「比亞迪電子」）的銷售額約為人民幣3,638百萬元（含其對本集團的銷售額），較
去年同期增加約96%。比亞迪電子的主要業務為從事手機零部件製造及銷售（包括手機外殼和鍵盤）和配備有機械
零件如手機外殼、麥克風、連接器和其它組件的手機模組，以及提供兩種組裝服務，包括高水平組裝和印刷線路板
(PCB)組裝。

除了比亞迪電子負責的手機部件及組裝部分，集團的手機部件產品還包括液晶顯示屏、柔性線路板及手機攝相頭
等。期內，非比亞迪電子的手機部件銷售額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約三成，主要是由於集團擴展充電器產品，成為
個別國際手機品牌的最大供貨商之一，以及各產品的銷售均有所增長。

汽車業務

期內，汽車業務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3,810百萬元，同比增加約71%。汽車銷量約為72,357輛，同比增長約94%，
其中主力車型F3於市場中繼續保持熱銷，售出67,716輛，同比增加約88%，期內推出的新車型F6售出約4,375輛。
經過近三年的努力，比亞迪汽車不斷強化產品研發以滿足市場需求，配合推行具效益的營銷策略，使得市場形象與
行業地位進一步提升、產能持續擴張、以及進一步享有規模經濟效益，使集團的汽車業務即使在行業增長放緩的情
況下，仍然取得理想的成績。

期內，本集團於汽車業務的營銷策略及產品開發均有很好的表現。二零零八年三月底，業界期待已久的比亞迪第一
款中高檔商務轎車F6車型正式在全國上市。瞄準中、高檔市場的新車型F6系列配備2.0L和2.4L兩種排量，並且有
手動、自動檔供消費者選擇。另外，繼推出主力車型F3的演進版F3R，進一步強化其產品組合。銷售鋪點方面，集
團積極擴展營銷網絡，增加經銷商數目，提高經銷商質量，使各個系列車型的營銷深度和廣度都得到了全面提升，
旗下的暢銷車型F3更於國內多個發達城市包括深圳、重慶等地的銷售量均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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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新建於深圳坪山的汽車研發和生產基地已於期內竣工，主力生產F6及F0車型。預料新基地將更有效提升本
集團的汽車研發和生產能力，令集團受惠於經濟規模效益，以抵銷原材料，特別是鋼材價格持續上升帶來的成本壓
力，以支持本集團汽車業務未來快速的發展。

集團致力於雙模汽車(DM)的研發及生產，集中了電池與汽車兩大業務領域的研發及生產優勢。即將推出的F3DM型
號集比亞迪一流的二次充電電池技術、出色的汽車核心零部件開發能力和優秀的整車開發技術於一體，是節能、環
保、時尚和科技的典範。

未來前景及策略

IT零部件業務－二次充電電池

展望未來，憑藉集團在全球二次充電電池市場形成的領導地位，集團將在全球手機行業平穩增長及持續的汰弱留強
整合過程的情況下，貫徹提供質量優良的產品，繼續加強與國際知名手機品牌的戰略合作，特別是在爭取原有客戶
落實更多訂單的同時，積極拓展新客戶，以搶佔更大的市場份額。產品研發方面，本集團銳意增加電池產品應用組
合及加強成本控制，進一步以具競爭力的定價策略把握需求持續增加的市場機遇。

IT零部件業務－手機部件及組裝服務

手機部件及組裝服務業務仍需面對市場對產品的減價壓力、人民幣升值及原材料價格高企等挑戰。為了爭取與市場
同步的增長，本集團除了於下半年為客戶的新機型供貨外，更致力優化成本結構和降低產品生產週期每一階段的成
本，加強內部開發的生產設備和生產線以提高成本效益，同時亦期望能更受惠於規模經濟效益，增加集團與原材料
供貨商的議價能力，從而進一步降低產品成本。本集團的發展策略及目標是開發整合的全球製造和服務平台，務求
於不斷變遷、充滿挑戰的經濟大氣候中進一步提高市場地位及拓展現有技術能力、工序及核心技術，銳意成為全球
領先的手機部件及組裝服務供貨商。

汽車業務

由於天災影響整體消費信心、宏觀經濟緊縮、石油價格高企和原材料價格高據不下等原因，國內汽車行業形勢在下
半年仍然嚴峻。然而，憑藉本集團汽車業務的競爭優勢及產品的高性價比，進一步完善集團汽車業務的產品線，將
有利集團在嚴峻的市場形勢下提高份額。中高端車型F6在上半年推出市場後，將於下半年帶動集團的汽車業務迅
速增長。針對小排量汽車市場，集團將於二零零八年第三季推出的F0系列經濟型，為市場消費者提供更具性價比
的多種選擇。隨著深圳坪山的汽車研發和生產基地落成，產能擴充令集團受惠規模經濟效益，有助集團在行業增長
放緩的情況下增強競爭及盈利能力。比亞迪將繼續遵循「自主研發、自主生產、自主品牌」的發展路線，推出具競
爭力的多樣化優質產品，致力加強品牌認知及信譽，銳意成為中國汽車市場的領導者之一。比亞迪將加快雙模汽車
的市場化進程，並為全面進入電動車時代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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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發行A股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刊發公告，其中包括建議待有關監管部門批准後發行及配發不多於58,500,000
股A股（並不計及發行紅股（「發行紅股」））或不多於222,300,000股A股（按已完成及合共已發行1,510,600,000股紅股
計算）。建議發行A股已獲股東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日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
大會上批准。本集團認為發行A股將為比亞迪建立新的融資平台，從而加強業務發展及進一步提高競爭力。集團目
前正審慎推進發行A股計劃，所募集資金將用於撥付本集團IT零部件及汽車業務等發展項目。

財務回顧

營業額於期內錄得上升，主要由二次充電電池業務、手機部件及組裝業務以及汽車業務於期內錄得理想增長所致。

分部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產品類別分析的營業額比較：

期內，三大業務佔整體營業額的比例與去年同期比較變化不大，由於手機部件及組裝服務以及汽車增長較快，使兩
項業務佔整體營業額略有增加。

以下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客戶所在地分析的地區分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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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邊際利潤

本集團期內的毛利增加約31%至約人民幣2,381百萬元。毛利率由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約21%下降至二零零八年上
半年的約19%。毛利率下降的原因為：(1)本公司毛利率較低的手機組裝服務於期內的收入佔整體收入的比例大幅
上升；(2)行業環境艱難，同時受原材料價格高企，人民幣升值等諸多不利因素影響，手機部件業務的毛利率亦有
所下降。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期內，比亞迪錄得經營現金流入約人民幣1,423百萬元，而二零零七年同期則錄得約人民幣293百萬元。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總借貸包括全部銀行貸款及銀行墊款，約為人民幣9,168百萬元，而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約人民幣8,124百萬元。到期還款期限分佈在五年期間，分別須於一年內償還約人民幣7,332百萬元，於第二年償
還約人民幣113百萬元，以及於第三至第五年內償還約人民幣1,723百萬元。總借貸增加的原因為新增項目增多，
研發費用增加和擴大生產能力。本集團維持足夠的日常流動資金管理及資本開支需求，以控制內部經營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收賬款周轉期約於68日，而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約為
62日。存貨周轉期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止年度的約92日增加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約95日。

資本架構

本集團財經本部的職責是負責本集團的財務風險管理工作，並根據高級管理層實行批核的政策運作。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借貸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結算，而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則主要以人民幣及歐元持有。本集團計劃於期
內維持適當的股本及債務組合，以確保具備有效的資本架構。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貸款載於綜合賬目
內。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償還的人民幣貸款為定息貸款或浮息貸款，而外幣貸款則為浮息貸款。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收入及開支均以人民幣及美元結算。期內，本集團並無因貨幣匯率的波動而令其營運或流動資金出現
任何重大困難或影響。董事相信，本集團將有充足外㶅應付其外匯需要，並將採取切實有效的方法防範外匯匯兌風
險。

僱用、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逾12萬名僱員，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5,000名僱員。期
內，員工成本總額佔本集團營業額約13%。本集團按僱員的表現、資歷及當時的行業慣例釐定給予僱員的報酬，
而酬金政策會定期檢討。根據年度工作表現評核，僱員或會獲發花紅及獎金。發放獎勵乃作為個人推動力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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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股本如下︰

已發行股份數目 百分比
(%)

內資股 1,482,000,000 72.29
H股 568,100,000 27.71

總數 2,050,100,000 100.00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本公司附屬公司比亞迪電子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共註銷其本身普通股份18,237,000
股。

資本承擔

有關資本承擔業務的詳情，請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9。

或然負債

有關或然負債的詳情請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7。

結算日後事項

有關結算日後事項的詳情請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

關於訴訟

本集團曾牽涉於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若干聯屬公司（作為原告）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展開指稱本集團非法使
用機密資料的訴訟。該訴訟已被原告撤銷，目前不予繼續。深圳市公安局寶安分局（「深圳市公安局」）已應富士康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的聯屬公司的請求對本公司進行立案偵查。

由同一批人士在二零零七年十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展開對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作
出同一指控的訴訟（「二零零七年十月訴訟」）仍在審理。於本報告日期，所有被告已正式獲送達傳票。於二零零七
年十一月二日，本公司及比亞迪（香港）（法律行動中當時唯一獲送達令狀之各方）已向高等法院申請擱置二零零七
年十月訴訟，所據理由為爭議的聆訊最適宜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而非在香港高等法院進行（「擱置申請」）。
擱置申請的聆訊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及十二日在高等法院的原訟法院會議廳進行，而法院就擱置申請所作判
決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宣佈。擱置申請已遭駁回，並頒發暫許命令由比亞迪及比亞迪（香港）負責原告就
擱置申請的法律費用（若未能協定有關費用的金額，則由法院審定）。本集團將繼續就有關法律訴訟作出激烈抗辯。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刊發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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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致力維持並確保企業管治常規處於高水平。

董事會強調維持董事會的質素，各董事須具備不同的專長，透明度高而問責制度有效，務求提升股東價值。董事會
認為，本公司於期內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適用守則條列，除以下所述的偏離行為外：

守則A.2.1

守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王傳福先生為本公司的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董事會與管理層兩者之間的權利和職權的平
衡。本公司董事會由極具經驗和才幹的成員組成，並定期每三個月開會，以商討影響本集團運作的事項。透過董事
會的運作，足以確保權利和職權得到平衡。董事會相信此架構有助於建立穩健而一致的領導權，使本集團能夠迅速
及有效地作出及實施各項決定。董事會對王先生充滿信心，相信委任他出任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職，會有利於本公司
的業務發展。

遵守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在本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召開
會議，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論核數、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報表），其後方向董事會建議批准有關事宜。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期內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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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
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
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文所指的登記冊內，或根據香港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就此而言，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
將同樣適用於監事）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有關人士 已發行 已發行內資股
被視為擁有 股本總額的 總額的

權益或淡倉的 持股量的概約 持股量的概約
姓名 股份數目 百分比 百分比

% %

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內資股
王傳福先生 570,642,580 (L) 27.83 38.50
呂向陽先生 406,917,680 (L) （附註1） 19.85 27.46
夏佐全先生 124,977,060 (L) 6.10 8.43

(L)-好倉

附註1： 包括呂先生持有的239,228,620股內資股的個人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總額約16.14%，以及透過廣州融捷投資管理集
團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呂先生擁有廣州融捷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84%權益，故呂先生被
視為於該公司持有的167,689,060股內資股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總額約11.32%。

有關人士 已發行 已發行
被視為擁有 股本總額的 H股總額的

權益或淡倉的 持股量的概約 持股量的概約
姓名 股份數目 百分比 百分比

% %

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H股
王傳福先生 11,177,700(L)（附註2） 0.55 1.97

(L)-好倉

附註2： 根據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本公司董事王傳福先生在中國以外地方購買H股實屬合法。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a)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
存置的登記冊內；或(b)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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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須予知會權益的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所知，以下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
份及相關股份擁有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
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在所有情況下可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利的任何類別股本10%或以上權益：

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內資股

有關人士被視 已發行股本總額 已發行內資股
為擁有權益或 的持股量的 總額的持股量

姓名 淡倉的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的概約百分比
% %

廣州融捷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附註1） 167,689,060 (L) 8.18 11.32
楊龍忠（附註2） 78,725,740 (L) 3.84 5.31

附註：

1. 由於本公司董事呂向陽先生擁有廣州融捷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84%權益，故呂先生被視為於該公司持有的44,128,700股內資股
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內資股總額約11.32%。

2. 楊龍忠先生為高級管理人員，負責本集團的銷售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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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H股

已發行
有關人士被視 已發行股本總額 H股總額的
為擁有權益或 的持股量的 持股量的

名稱 淡倉的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 %

Cheah Cheng Hye （附註1） 68,719,500(L) 3.35 12.09
To Hau Yin （附註1） 68,719,500(L) 3.35 12.09
Hang Seng Bank Trustee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附註2） 68,545,500(L) 3.34 12.06
Cheah Company Limited （附註2） 68,545,500(L) 3.34 12.06
Cheah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2） 68,545,500(L) 3.34 12.06
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 （附註2） 68,545,500(L) 3.34 12.06
Value Partners Limited （附註2） 68,545,500(L) 3.34 12.06
FIL Limited 50,533,025(L) 2.46 8.90
Li Lu （附註3） 45,666,200(L) 2.23 8.04
LL Group, LLC （附註3） 45,666,200(L) 2.23 6.02
LL Investment Partners L.P.（附註3） 45,666,200(L) 2.23 6.02
Janus Capital Management LLC 13,397,500(L)（附註5） 0.65 8.96
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

Inc. （附註4及5） 9,110,500(L)（附註5） 0.44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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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包括570,000股H股(L)的個人權益及68,149,500股H股(L)的信託權益。Cheah Cheng Hye作為The C H Cheah Family酌情信託
的創辦人而被視為於68,149,500股H股(L)中擁有權益。To Hau Yin作為To Hau Yin的配偶而被視為於68,719,500股H股 (L)中擁
有權益。

2. Hang Seng Bank Trustee International Limited作為The C H Cheah Family Trust的受託人透過Cheah Company Limited、
Cheah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及Value Partners Limited而被視為於68,545,500股H股(L)
中擁有權益，該四家公司均為Hang Seng Bank Trustee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受控制公司。Value Partners Limited持有的
68,545,500股H股指相同的權益，故為該等公司之間的重複權益。

3. Li Lu透過LL Group, LLC及LL Investment Partners, L.P.被視為於45,666,200股H股(L)中擁有權益，該兩家公司均為Li Lu的受
控制公司。LL Investment Partners, L.P.持有的45,666,200股H股指相同的權益，故為Li Lu與該等公司之間的重複權益。

4. 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 Inc.透過Capital International, Inc.被視為於合共9,110,500股H股 (L)中擁有權益，而Capital
International, Inc.被視為控制Captial Guardian Trust Company、Capital International Inc.、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
Capital International S.A.，該等公司直接於792,500、 8,218,000、93,500及6,500股H股中擁有權益。

5. 所示的H股數目乃基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在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前最近存檔的披露通告，據此，並未計入本年度三月完成
按比例向股東發行H股的H股紅股發行。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為人民幣2,050,100,000元，分為1,482,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
幣1.00元的內資股及568,1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H股，全部均為實收資本。

(L)-好倉、(S)-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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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 12,394,140 8,622,007
銷售成本 (10,013,298) (6,801,087)

毛利 2,380,842 1,820,920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370,512 99,771
研究與開發成本 (459,621) (98,342)
銷售及分銷成本 (446,091) (318,609)
行政開支 (722,310) (588,419)
其他開支 (60,723) (52,338)
融資成本 6 (212,512) (186,520)

除稅前溢利 7 850,097 676,463

稅項 8 (107,369) (29,812)

本期間溢利 742,728 646,651

應佔：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595,664 640,996
　少數股東權益 147,064 5,655

742,728 646,651

本公司之權益
　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9 人民幣0.29元 人民幣0.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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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255,403 10,341,577

投資物業 2,014 2,043

預付土地租金 1,391,598 1,448,294

商譽 74,930 58,603

其他無形資產 636,763 586,181

非流動預付款項 385,724 386,587

遞延稅項資產 200,034 165,221

非流動資產總值 15,946,466 12,988,506

流動資產

存貨 10 6,027,410 4,548,545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3,600,578 5,432,577

保理貿易應收款 12 320,617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202,890 675,00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00,457 —

衍生金融工具 23,338 60,913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 85,099 43,44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956,289 5,539,501

流動資產總值 15,316,678 16,299,98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3 5,254,879 5,715,394

保理貿易應收款之銀行撥款 12 320,617 —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1,752,499 1,374,210

預收賬款 1,064,543 969,985

遞延收入 788,926 425,593

衍生金融工具 18,581 42,725

計息銀行借貸 14 7,011,625 6,828,843

遞延稅項負債 2,119 2,215

應付稅項 190,152 178,879

撥備 66,668 45,545

流動負債總額 16,470,609 15,583,389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153,931) 716,59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792,535 13,70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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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14 1,836,174 1,294,843

資產淨值 12,956,361 12,410,259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5 2,050,100 539,500

　儲備 8,863,489 9,467,268
　擬派股息 — 701,350

10,913,589 10,708,118

少數股東權益 2,042,772 1,702,141

權益總額 12,956,361 12,41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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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 少數

已發行股本 股本溢價賬 資本儲備 法定公積金 法定公益金 波動儲備 未分配利潤 擬派股息 總額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539,500 1,523,080 362 295,487 85,956 957 2,631,322 215,800 5,292,464 75,177 5,367,641

本期間溢利 — — — — — — 640,996 — 640,996 5,655 646,651

二零零六年末期股息 — — — — — — — (215,800 ) (215,800 ) — (215,800 )

股本付款開支 — — 14,250 — — — — — 14,250 81,060 95,310

付予少數股東

　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4,400 ) (4,400 )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 — — — — (99 ) — — (99 ) —- (99 )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539,500 1,523,080 14,612 295,487 85,956 858 3,272,318 — 5,731,811 157,492 5,889,30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539,500 1,523,080 4,020,266 357,747 102,631 796 3,462,748 701,350 10,708,118 1,702,141 12,410,259

本期間溢利 — — — — — — 595,664 — 595,664 147,064 742,728

儲備轉作股本 1,510,600 (1,510,600 ) — — — — — — — — —

出售予少數股東 — — 351,676 — — — — — 351,676 349,326 701,002

收購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 — (4,117) (4,117)

二零零七年中期股息 — — — — — — — (701,350) (701,350) — (701,350)

付予少數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151,642) (151,642)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 — — — — (40,519) — — (40,519) — (40,519)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2,050,100 12,480 * 4,371,942 * 357,747 * 102,631 * (39,723)* 4,058,412 * —* 10,913,589 2,042,772 12,956,361

* 該等儲備包括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的綜合儲備人民幣8,863,48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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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運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422,994 292,58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3,572,602) (1,997,668)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568,006 822,77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淨額 (1,581,602) (882,304)

期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539,501 1,617,312
匯率變動淨影響 (1,610) (99)

期末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956,289 734,90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607,919 727,513
　於收購時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348,370 7,396

3,956,289 73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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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
一日，本公司的H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集團主要從事二次充電電池、汽車及相關產品、手機部件、組裝服務、液晶顯示屏及其他電子產品的研究、
開發、製造及銷售。

2. 編製基準

儘管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流動負債淨額錄得約人民幣1,153,931,000元，中期簡明綜合財務
報告乃按持續經營之會計基準編製，因董事認為本集團於未來能取得足夠之流動資金及新資金，以償還將到期
之所有債務，及本集團有能力取得銀行持續財務支持，包括本集團之短期銀行貸款於到期日獲得再延續融資。

如本集團未能以持續經營方式繼續運作，資產值將被調整並重列至可追償數額，增加任何可能發生之負債並將
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至流動資產及負債。這些調整的影響並未在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3.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
編製。

在編製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本集團已採納以下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期間頒佈及生效之準則。採納該等準則對該等財務報表
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
　—詮釋第11號 　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
　—詮釋第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利益資產
　—詮釋第14號 　之限額、最低資本規定及相互之間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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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分部數據分成兩類呈列：(i)主要報告方式（業務分部）；及(ii)次要報告方式（地區分部）。

(a) 業務分部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以下三項：

(i) 電池及相關產品 — 製造和銷售二次充電電池主要應用於手機產品、應急燈及其他電池相關產品；

(ii) 手機部件及組裝服務 — 製造和銷售液晶顯示屏、手機部件及組裝服務；及

(iii) 汽車及相關產品 — 製造和銷售汽車、與汽車相關的模具及部件。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分部之收益及溢利的資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池及 手機部件 汽車及

相關產品 及組裝服務 相關產品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263,737 5,320,807 3,809,596 12,394,140

分部業績 336,861 364,724 361,024 1,062,609

融資成本 (212,512)

除稅前溢利 850,097

稅項 (107,369)

本期間溢利 742,728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池及 手機部件 汽車及

相關產品 及組裝服務 相關產品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219,308 3,168,451 2,234,248 8,622,007

分部業績 228,566 385,604 248,813 862,983

融資成本 (186,520)

除稅前溢利 676,463

稅項 (29,812)

本期間溢利 646,651



簡 明 綜 合 中 期 財 務 報 表 附 註（續）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比 亞 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20

4. 分部資料（續）

(b) 地區分部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地區分部的收益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8,609,945 6,036,960
歐洲 1,024,103 747,901
美國 705,017 627,011
印度 393,512 301,352
亞太（不包括中國及印度） 1,585,715 854,416
其他地區 75,848 54,367

12,394,140 8,622,007

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

收入（亦指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及所提供的組裝服務費撥備後出售貨物的發票淨值以及建造
合約的合約收益適當部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貨物 10,784,232 8,445,306
組裝服務收入 1,595,905 168,338
建造合約 14,003 8,363

12,394,140 8,622,007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61,484 10,192
銷售廢料 78,777 71,213
政府補貼 136,483 —
匯兌收益淨額 46,175 —
公允值收益：
－遠期合同之非套期交易 1,943 —
其他 45,650 18,366

370,512 9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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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及銀行墊款利息，全部須於五年內清償 238,459 181,568
貼現票據的利息 18,138 6,056

非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負債利息總額 256,597 187,624
減：資本化利息 (44,085) (1,104)

212,512 186,520

7.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存貨的成本 7,538,557 6,015,526
提供服務的成本 1,528,828 178,286
公允值虧損／（收益）：
　－遠期合同之非套期交易 (1,943) 7,983
折舊 481,195 373,29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3,181 14,640
固定資產減值* 2,420 13,496
商譽減值* 11,943 —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22,540 41,966
過期存貨撥備** 89,879 63,825
股本付款成本 — 95,310
物業、廠房及設備處置虧損* 10,501 2,709

* 本期間的商譽減值、應收貿易賬款減值、固定資產減值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包括於綜合損益表中
的「其他開支」項目。

** 本期間的過期存貨撥備包括於綜合損益表中的「銷售成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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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中國 142,182 34,876
遞延稅項 (34,813) (5,064)

本期稅項支出總額 107,369 29,812

本公司及其於中國註冊的附屬公司須繳納企業所得稅。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中華人民
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由二零零
八年一月一日起，適用於國內投資及外商投資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率將由33%減至25%。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
的過渡性安排，適用於若干中國附屬公司的所得稅率僅會於五年過渡期內由現時的18%逐步提升至統一稅率
25%。

此外，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亦享有自首個獲利年度起首兩年全數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及其後三年獲企業所
得稅減半的優惠。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在香港，美利堅合眾國、日本、丹麥、印度、匈牙利、羅馬尼亞及芬蘭產生任何應課稅
溢利，故並無就本期間於該等地區的利得稅作出撥備。

9.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按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並作出調整，以反映
期內的紅股發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按每股基本盈利計算） 595,664 640,996

股份數目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按每股基本盈利計算的期內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並作出
　　調整以反映期內的紅股發行 2,050,100,000 2,050,100,000

由於期內並無存在攤薄事件，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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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料 2,974,206 1,887,660
在製品 1,191,845 836,495
製成品 1,776,435 1,714,066
持作生產模具 84,924 110,324

6,027,410 4,548,545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貿易條款大多屬賒賬形式，惟新客戶則通常須預先付款。信貸期通常為1個月，最多為3個
月。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後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3,329,024 5,105,216
3至6個月 249,279 310,387
6個月至一年 19,513 10,600
1年以上 2,762 6,374

3,600,578 5,432,577

董事認為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面值接近其公允價值。

12. 保理貿易應收款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有追索權基準將貿易應收賬款人民幣320,617,000元保理予銀行，以獲取
現金。由於本集團仍保留客戶付款相關的風險及回報，故此尚未達成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所規定取消確認金
融資產的條件。因此，來自保理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的銀行墊款已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列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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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

於資產負債表日，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4,336,636 4,781,248
3至6個月 791,854 786,254
6個月至1年 99,473 94,405
1年以上 26,916 53,487

5,254,879 5,715,394

14. 計息銀行借款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實際利率(%)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實際利率(%)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
　銀行借貸－有抵押 5.58-6.09 二零零九年 1,525,467 5.14-6.19 二零零八年 642,809
　銀行借貸－無抵押 4.21-8.08 二零零九年 4,172,478 5.14-6.48 二零零七年 5,021,349
　長期借貸的即期部分－無抵押 4.59-6.48 二零零九年 1,313,680 4.59-6.48 二零零七年 1,164,685

7,011,625 6,828,843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非流動： 至 至
　銀行借貸－無抵押 3.60-7.83 二零一一年 1,836,174 3.60-6.48 二零一一年 1,294,843

8,847,799 8,123,686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析為：
應付銀行借貸：
　1年以內 7,011,625 6,828,843
　於第2年 113,087 300,000
　3-5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1,723,087 994,843

8,847,799 8,12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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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日舉行的股東大會上，本公司股東批准本公司透過將資本儲備資本化，增加本公司的註
冊資本，據此，按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日每持有10股股份可獲配發及發行28股紅股的基準，向
本公司股東轉增紅股，而本公司註冊資本則由539,500,000股增至2,050,1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股
份。

16. 業務合併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一日，本公司間接附屬公司比亞迪匈牙利公司（「匈牙利比亞迪」）與Mirae Industry Co. Ltd
（「Mirae Industry」）訂立一份買賣協議（「買賣協議」），以2,960,000歐元（約相當於人民幣32,000,000元）的代
價收購Mirae Hungary的全資附屬公司Mirae Hungary Industrial Manufacturer Ltd.（「Mirae Hungary」）的
100%股權。此外，匈牙利比亞迪已同意支付一筆款項，以清償Mirae Hungary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的
債項。股份轉讓完成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二日，代價為15,500,000歐元（約相當於人民幣167,000,000
元），而緊接收購事項前的資產淨值相應賬面值為人民幣151,000,000元。由收購事項所產生的商譽為人民幣
1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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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然負債

二零零七年六月，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旗下一間附屬公司及一間聯屬公司（「原告」）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
等法院（「法院」）展開訴訟（「二零零七年六月訴訟」），控告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被告」）非法獲得並使用
原告機密資料。原告聲稱，被告透過原告若干僱員的協助直接或間接利誘並促使原告的多名前僱員（部分其後
受僱於本集團）違反其與前僱主（原告）之間的合約及保密責任，而向被告披露其在受僱於原告期間獲得的機密
資料。此外，控指被告知悉或理應知悉該等資料的機密性，但被告准許或默許不當使用該資料而建立了一個與
原告極度相似的手機生產系統，並在與其供應商及客戶關係中使用原告的機密資料。隨著針對訴稱所有被告的
二零零七年六月訴訟被全面撤銷以及該訴訟未判令被告承擔責任，原告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停止二零零七
年六月訴訟。同日，原告向法院提起新一輪的法律程序（「二零零七年十月訴訟」）。二零零七年十月訴訟訴稱
的被告相同，而原告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訴訟中提出的申索基於二零零七年六月訴訟中的相同事實及理由。就實
質而言，原告聲稱被告盜用及不當使用屬於原告的機密資料。原告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訴訟中提出的補救方法包
括強令禁止被告使用有關機密資料，強令被告交出因使用機密資料所獲得的利潤以及賠償原告遭受的損失及支
付懲罰性賠償金。原告已確定部份申索的賠償金數額，包括獲得聲稱機密資料的估計成本人民幣2,907,000
元，以及原告聲稱因其承擔聲稱機密資料的保密責任而應向其他當事人支付的賠償金人民幣3,600,000元。原
告在二零零七年十月訴訟中主張的其他賠償金數額尚未確定。

就二零零七年十月訴訟而言，本公司已向本集團其他被告提供保證，以承擔二零零七年十月訴訟引致的所有責
任、損失、賠償、成本及開支（如有）。本公司向被補償各方撥付的補償金不包括未來溢利虧損之影響以及任何
責任，諸如停止使用某些資料，受補償方遵守任何禁令或任何遞交文件的法院命令。於本財務報表日期，所有
被告已正式獲送達傳票。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本公司及比亞迪（香港）有限公司（「比亞迪（香港）」）作為被告，當時已獲送傳票，
並已申請擱置該法律訴訟。擱置申請的聆訊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及十二日進行，而有關擱置申請的判決
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作出。擱置申請已遭駁回，並頒發暫許命令由比亞迪及比亞迪（香港）負責原告就
擱置申請的法律費用（若未能協定有關費用的金額，則由法院審定）。

根據本集團訴訟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鑑於法律程序尚處於初期階段，故無法肯定訴訟的最終結果。因此，本
公司並無計提應計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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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經營租約安排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註銷的經營租約須於未來支付且於下列年期到期的最低租金載列如
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11,905 5,576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2,018 2,656

23,923 8,232

19. 承擔

除上文附註18所詳列的經營租約承擔外，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樓宇 587,154 702,227
　廠房及機器 807,454 1,254,223

1,394,608 1,956,450
已授權，但未訂約：
　土地及樓宇 — 129,372

1,394,608 2,085,822

20. 關聯人士交易

(a) 期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b) 本集團之關鍵管理人員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2,493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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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結算日後事項

購回附屬公司的股份

於期內，本公司附屬公司比亞迪電子（國際）有限公司（「比亞迪電子」）在聯交所購回及註銷其本身普通股份，
詳情如下：

購回 已付每股 已付每股
月／年 股份數目 最高價格 最低價格 已付總代價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八年七月 18,237,000 4.40 3.92 75,830

購回的股份已被註銷，比亞迪電子的已發行股本因此按該等股份之面值而削減。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9H節，
一筆相等於已註銷股份面值的款項約1,824,000港元將由收入儲備撥入資本贖回儲備。已付溢價及購回股份產
生的開支將在收入儲備內扣除。

22. 比較數目

若干比較數目已予重新分類及重列，以與當期的呈列及會計處理一致。

23. 審批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審批及授權刊發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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