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手科技发布 2023 年第二季度及中期未经审核财务业绩 

 

香港，2023 年 8 月 22 日/美通社/--领先的内容社区及社交平台，快手科技（香港联交所港币柜台股票代

码：01024/人民币柜台股票代码：81024）（简称“本公司”或“快手”），今日发布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未经审核的第二季度及上半年合并业绩。 

 

2023 年第二季度业绩摘要 

 

• 快手应用平均日活跃用户为 3.760 亿，较去年同期 3.473 亿增长 8.3%。 

 

• 快手应用平均月活跃用户为 6.733 亿，较去年同期 5.867 亿增长 14.8%。 

 

• 电商商品交易总额（1）为人民币 2,655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1,912 亿元增长 38.9%。 

 

• 总收入为人民币 277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217 亿元增长 27.9%。从对总收入贡献比例来看，

线上营销服务占比 51.7%，直播业务占比 35.9%，其他服务占比 12.4%。 

 

• 毛利为人民币 139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98 亿元增长 42.6%。毛利率较去年同期的 45.0%增

长至 2023 年第二季度的 50.2%。 

 

• 期内利润为人民币 15 亿元，去年同期录得期内亏损人民币 32 亿元。经调整利润净额（2）为人民

币 27 亿元，去年同期录得经调整亏损净额（2）人民币 13 亿元。 

 

• 国内分部经营利润（3）自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93 百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30 亿元。 

 

2023 年上半年业绩摘要 

 

• 快手应用平均日活跃用户为 3.751 亿，较去年同期 3.464 亿增长 8.3%。 

 

• 快手应用平均月活跃用户为 6.639 亿，较去年同期 5.923 亿增长 12.1%。 

 

• 电商商品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4,902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3,662 亿元增长 33.8%。 

 

• 总收入为人民币 530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428 亿元增长 23.9%。从对总收入贡献比例来看，

线上营销服务占比 51.8%，直播业务占比 36.4%，其他服务占比 11.8%。 

 

• 毛利为人民币 256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186 亿元增长 38.2%。毛利率较去年同期的 43.4%

增长至 2023 年上半年的 48.4%。 

 

• 期内利润为人民币 6 亿元，去年同期录得期内亏损人民币 94 亿元。上半年经调整利润净额为人

民币 27 亿元，去年同期录得经调整亏损净额人民币 50 亿元。 

 

• 国内分部经营利润为人民币 40 亿元，去年同期录得经营亏损为人民币 15 亿元。 

 



快手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先生表示：“我们很自豪在 2023 年第二季度实现了盈利能力的又

一个关键突破，取得自上市以来的首次集团层面净利润，这得益于我们持续扩展充满活力的用户和内容

生态系统、优化变现模式和提升运营效率。第二季度，快手应用的平均日活跃和月活跃用户数再创历史

新高，分别达到 3.760 亿和 6.733 亿，总收入同比增长 27.9%至 277 亿元人民币，充分体现了我们商业生

态系统的繁荣和飞轮效应。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追求卓越的战略能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强化基础设

施、算法及多种增长引擎，为我们的用户、合作伙伴和股东创造价值。” 

 

2023 年第二季度财务回顾 

 

线上营销服务收入由2022年同期的人民币110亿元增加30.4%至2023年第二季度的人民币143亿元，主要是

由于广告市场复苏及我们进一步加强产品能力和基础设施，推动广告主数量及广告主投放增加，尤其来

自我们电商商家的投放。 

 

直播业务收入由2022年同期的人民币86亿元增加16.4%至2023年第二季度的人民币100亿元，由于每月付

费用户平均收入贡献同比增长，并得益于我们不断丰富内容供给、优化直播生态系统及探索用户喜好和

需求。 

 

其他服务收入由2022年同期的人民币21亿元增加61.4%至2023年第二季度的人民币34亿元，主要是由于我

们电商业务的增长，得益于电商商品交易总额的增加及我们电商业务策略的持续完善。活跃商家数量和

电商月活跃付费用户数量的增加，带动电商商品交易总额的增长。 

 

2023 年第二季度其他主要财务资料 

 

经营利润为人民币 13 亿元，去年同期录得经营亏损人民币 31 亿元。 

 

经调整 EBITDA（4）自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4.08 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43 亿元。 

 

可利用资金总额（5）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为人民币 505 亿元。 

 

附注： 

（1）于我们平台交易或通过我们平台跳转到合作伙伴平台交易。 

（2）我们将“经调整利润/（亏损）净额”定义为经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开支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调整的期内利润/（亏损）。 

（3）不包含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开支、其他收入以及其他（亏损）/收益净额的未分摊项目。 

（4）我们将“经调整 EBITDA”定义为经所得税（收益）/开支、物业及设备折旧、使用权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及财务（收入）/费用净额调整的期内经调整利润/（亏损）净额。 

（5）可利用资金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定期存款、金融资产和受限制现金。金融资产主要

包括理财产品及其他。 

 

业务回顾 

 

2023年第二季度，我们继续保持增长，并实现了另一个重要的盈利里程碑，自2021年在联交所上市以来，

首次实现集团层面季度利润净额。该成就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在扩大用户基数及内容生态系统的同时，深

化变现能力及优化运营效率策略的有效性。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充满活力的用户社区仍在不断扩大，参与度不断提高，为我们平台上的内容创作者、

广告主及商家的健康及可持续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群体也反过来为我们的用户提供更有价值的

内容及服务，从而建立良性的发展循环，促进内容及商业化生态系统的融合。 

 

随着我们的基础设施、产品及服务不断完善，以及我们的全域策略为广告主及电商商家合作伙伴带来更

高的ROI，我们在线上广告及电商领域的市场份额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我们的短视频加直播服务也不

断显示其在平台上拓展内容、社交互动及变现场景的能力，并通过“直播+”模式为更多传统线下行业

赋能。 

 

在推动生态系统及收入增长的同时，我们也继续追求运营效率，发挥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在2023

年第二季度实现集团层面约人民币15亿元的利润净额。 

 

用户及内容生态系统 

 

2023年第二季度，快手应用的平均日活跃用户及月活跃用户达3.76亿及6.733亿，分别同比增长8.3%及

14.8%，用户社区规模达历史新高。2023年第二季度，快手应用的每位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为

117.2分钟。得益于日活跃用户的快速增长，快手应用的用户总时长继续实现同比增长。 

 

为推动上述进展，我们于2023年第二季度优化用户增长策略。除了通过技术和运营手段实现用户获取

和留存成本同比及环比降低，我们也利用优质原生内容促进用户增长，并升级一站式智能投放系统，

同时借助多媒体理解等人工智能能力提高内容素材的生产效率和质量，进而提高用户获取效率。我们

也积极探索新的用户增长渠道。2023年第二季度，我们跑通了营销内容投放的用户增长模式，通过电

商及本地生活相关的营销内容投放来获取新用户。 

 

我们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打造一个包容性强、互动性高、参与度高的社区。截至2023年6月底，快手应

用的互关用户对数累计达到311亿对，同比增长近50%。此外，2023年第二季度的快手应用日均互动

（包括点赞、评论和转发等）总量达80亿次。 

 

内容运营方面，我们继续丰富各垂类的内容供给。体育内容方面，我们坚持以大众喜欢的方式运营赛

事，打造观众喜欢的原生体育节目。今年6月举办的快手村BA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吸引了共计三亿人

次的直播观看，238万的最高同时在线人数及8万人线下现场观赛。娱乐内容方面，2023年第二季度，

我们推出多个暑期重磅娱乐内容IP，如夏日星愿派对、娱乐6翻天及夏日气象剧等，相关IP涵盖了明

星活动、综艺节目和短剧等多种内容形式。 

 

搜索业务进展方面，我们通过优化搜索体验及个性化搜索策略，不断提高用户满意度及留存率。同时，

我们通过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智能化推荐词生成，提高搜索用户的渗透率。2023年第二季度，快手搜索

的月均用户数突破4.4亿，平台日均搜索次数同比增长30%。同时，受益于搜索流量的增长、产品升级

及广告算法迭代带来的匹配效率提升，我们在搜索功能的商业化方面持续取得进展，2023年第二季度

搜索广告收入实现同比翻倍增长。此外，我们也在内部测试快手搜索智能问答产品，利用大语言模型

的技术能力提高搜索的智能化程度。 

 

线上营销服务 

 

2023年上半年，随着广告市场逐渐复苏，我们通过增强产品能力和基础设施，释放优质流量的价值，进

一步提高了线上营销服务的变现效率。2023年第二季度，线上营销服务收入达人民币143亿元，同比增



长30.4%，占总收入的比例达到51.7%。2023年第二季度，平台活跃广告主数量较去年同期几乎翻倍增

长。 

 

2023年第二季度，内循环广告受电商大促拉动，叠加产品能力建设带来的商家ROI提升和投放意愿度增

加，使内循环广告收入依然保持优于商品交易总额增长的强劲势头。为建设内循环生态系统，我们针对

不同经营阶段和生意诉求的客户，在流量投放机制和政策支持、产品能力和数据基建功能优化等方面提

出分层经营方案，在提升商业化和电商同向发展的同时，促进内循环商业化生态的健康度和繁荣度。 

 

2023年第二季度，我们的外循环广告服务明显呈现复苏势头，并录得同比增长，而来自平台电商、信息

服务、医疗以及教育和培训等行业录得环比增长。我们持续夯实外循环广告的产品能力，致力于提升广

告主的投放效果。首先，我们通过原生广告提高广告内容质量，原生广告在用户点击率、转化率等方面

显著优于硬广，用户体验更优并带来更高的ROI。因此，2023年第二季度原生广告的渗透率环比持续提

升。其次，我们于2023年第二季度推出了有效获取客户的优化出价模式，使广告主能够实现更高的用户

转化率。我们重点优化部分行业的深度链路和留存指标，因此给这些行业带来了消耗增量。 

 

我们仍进一步为品牌广告主释放我们的生态系统价值。2023年第二季度，品牌广告收入实现了同比超30%

的增长，这得益于品牌广告资源的稳健提升、产品能力的持续优化、产品链路的进一步迭代，以及大促

节点加持的共同拉动。2023年6月，我们上线了快手指数平台，依据多维度数据，为品牌广告主提供投

前分析、投中和投后效果评估等有效策略依据，帮助品牌广告主在快手实现品牌力提升。此外，我们持

续强化品牌广告商基础设施，推动精准用户资产累积，构建完整的品牌营销矩阵，为广告主提供场景化

的行业解决方案。有鉴于此，我们致力于让品牌更长远更有效地在快手经营。 

 

电商 

 

2023年第二季度，我们的电商业务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进展，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长近39%。 

 

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全面推广应用商品分、店铺体验分和达人带货口碑评分系统。通过刻画好商品、

好服务、好内容等重要指标，指挥平台流量助力更多优质经营者，从而提高供应质量。在此基础上，我

们通过算法协同用户的全店内容消费行为，精细化和丰富结构化商品信息，优化算法模型，提高实时兴

趣匹配精度，通过更加合理、智能化的流量排序机制，提升电商内容的转化效率。 

 

供应方面，越来越多的商家和品牌将快手视为他们的主要经营阵地之一。2023年第二季度，平台聚焦服

饰、3C数码等十个重点产业带。我们通过招商百城行和选品会等活动扩大平台影响力，同时打造标杆

案例吸引新商家。因此，2023年第二季度我们的新入驻企业商家数量实现了两位数的同比高增长。商家

赋能方面，我们为有增长潜质的商家提供了流量倾斜和其他扶持政策，完善了商家培训体系，共同推动

2023年第二季度中小商家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实现两位数的高增长。 

 

同时，我们的品牌电商也取得了优异成绩，包括快品牌在内的品牌商品交易总额环比继续增长，占2023

年第二季度电商商品交易总额30%以上。品牌招商方面进展顺利。凭借我们平台的影响力和对用户需求

的深度洞察，我们开展有针对性的促销活动，让更多的品牌加入，2023年第二季度，新增品牌数量同比

增长90%。在运营方面，我们的川流计划取得重大突破。通过这项计划，我们利用快手达人生态的独特

优势，帮助品牌在多个运营阶段（例如初始运营和新产品发布阶段等）识别目标用户群，提高转化效率，

让更多商家受惠于我们的流量。除了川流计划，我们还为冷启动阶段的品牌推出流量支持计划，通过日

常营销和推广活动，提升他们的自营直播能力和内容质量，帮助他们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在6·18购



物节期间，各大品牌充分实践短视频种草引流+直播拔草的闭环链路，创新营销内容，与达人分销联动，

打造爆品，沉淀用户资产，为持续经营打下坚实基础。 

 

在需求端，2023年第二季度月活跃买家超过1.1亿人，仍然是商品交易总额增长的主要推动力，MAU渗

透率环比持续提升至高双位数。这一强劲的表现主要是由于我们平台上更精细化的梯度用户运营方法，

以及智能补贴和产品功能迭代，进一步扩大了优质买家的消费广度并增强用户黏性。由于我们优化供应，

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提升用户体验，2023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客单价和月均下单次数都

实现了同比增长。 

 

2023年第二季度，我们继续发力泛货架，通过全量推广快手小店买家首页的新购物商城入口、丰富商品

卡供应以及探索商品卡内容化，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此外，我们进一步优化商品搜索功能，使得2023年

第二季度搜索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长90%。 

 

直播 

 

2023年第二季度，直播收入同比增长16.4%至约人民币100亿元，月度付费用户平均收入贡献实现两位数

的同比增长，得益于我们在探索用户喜好及需求、丰富直播产品及优化直播生态系统方面的不懈努力。 

 

供给方面，我们通过与公会的紧密合作，进一步推进主播职业化。针对公会多样化的运营模式，我们实

施差异化政策，为新公会及小型公会提供更多激励措施，以增强其运营能力。2023年第二季度，我们合

作的公会数量同比增长超40%，公会的活跃主播数量同比增长超70%，占大盘活跃主播比例创历史新

高。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在政策上支持优质内容，为优质公会提供更高的灵活度，并协助培养主播，

赋能公会与主播的经营增长。 

 

由于我们高度重视创造健康及可持续的直播生态系统，我们一直致力于投资优质垂类内容及主播培养。

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垂类，我们根据内容质量、粉丝增长潜力及创收能力等因素识别潜力主播，并相

应地调整对该垂类内容的流量支持。 

 

我们为传统行业赋能的“直播+”服务也持续取得进展。2023年第二季度，快聘的日均简历投递次数同

比增长290%，日均投递简历的用户数也同比超翻倍增长。此外，截至2023年6月底，理想家业务已拓展

至全国90多个城市，2023年第二季度累计交易总额超人民币100亿元。 

 

海外 

 

2023年第二季度，我们在海外聚焦的核心市场区域进一步深耕细作，夯实创作者内容生态，精细化变现

策略，并不断优化运营效率。我们于核心海外市场的日活跃用户及用户使用时长继续保持同比增长。

2023年第二季度，我们的海外业务总收入达人民币447百万元，同比增长超300%。同时，我们继续致力

于降本增效，2023年第二季度海外整体经营亏损同比下降51.4%，环比亏损也进一步收窄。 

 

广告方面，我们深耕重点广告主行业、完善产品功能及优化广告效果，同时加强品牌产品基础设施建设

及拓展品牌广告资源。此外，通过探索新变现模式，我们旨在提高流量变现效率，推动收入大幅增长。

直播服务方面，我们继续努力扩大与公会的合作，丰富内容供应，并通过推出新的变现功能及活动，提

供更好的互动体验。随着直播流量分发的优化，我们的营收效率也得到了提升，核心地区的付费比例持

续增长。 

 



企业社会责任 

 

坚持普惠原则的快手，是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天然传播土壤。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快手致力于让更

多人领略中国丰富传统文化的魅力。截至2023年6月底，快手应用上的内容已覆盖1,500多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今年6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我们推出了“我家乡的非遗”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

产宣传展示活动。活动通过线上展览、线下演出及产品展销等形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者提供更

多的曝光机会，同时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 

 

业务展望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公平普惠的流量分配机制为基础，致力于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我们也将

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及技术，进一步发展线上营销、电商及直播业务，以更好地吸引用户及业务合作伙

伴，同时通过本地服务等新举措抓住增长机会。随着以上进展，再加上我们生态系统中的巨大流量及深

度信任，我们有信心在相互协同互补的业务领域中继续拓展业务并获得品牌知名度。 

 

与此同时，我们将专注卓越运营，期待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关于快手 

 

快手作为领先的内容社区及社交平台，其使命是成为全球最痴迷于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公司。快手坚持不

懈，专注为客户提供服务，并通过持续创新和优化其产品与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在快手，任何用户都

可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来记录和分享他们的生活，呈现和发挥所长。透过与内容创作者和企业紧密合

作，快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满足用户自然产生的各种需求，包括娱乐、线上营销服务、电商、网络游

戏、在线知识共享等。 

 

前瞻性声明 

 

除过往事实的陈述外，本新闻稿载有若干前瞻性陈述。前瞻性陈述一般可透过所使用前瞻性词汇识别，

例如“或会”、“可能”、“可”、“可以”、“将”、“将会”、“预期”、“认为”、“继续”、

“估计”、“预计”、“预测”、“打算”、“计划”、“寻求”或“时间表”。该等前瞻性陈述受风

险、不确定因素及假设的影响，可能包括业务展望、财务表现预测、业务计划预测、发展策略及对我们

行业预期趋势的预测。该等前瞻性陈述是根据本集团现有的资料，亦按本新闻稿刊发之时的展望为基

准，在本新闻稿内载列。该等前瞻性陈述是根据若干预测、假设及前提作出，当中许多涉及主观因素或

不受我们控制。该等前瞻性陈述或会证明为不正确及可能不会在将来实现。该等前瞻性陈述涉及大量风

险及不明朗因素。鉴于上述风险及不明朗因素，本新闻稿内所载列的前瞻性陈述不应视为董事会或本公

司声明该等计划及目标将会实现，故投资者不应过于依赖该等陈述。除法律要求的情形外，我们并无责

任公开发布可能反映本新闻稿日期后发生的事件或情况或可能反映意料之外事件的该等前瞻性陈述的任

何修订。 

 

 

投资者及媒体问询 

 

快手科技 

投资者关系 

邮箱：ir@kuaishou.com 

mailto:ir@kuaishou.com


  



 

简明合并损益表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个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个月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6月30日  2023年6月30日  2022年6月30日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收入 

 

27,744  25,217  21,695   52,961  42,762 

销售成本 

 

(13,810)  (13,505)  (11,925)  (27,315)  (24,210) 

毛利 

 

13,934   11,712   9,770   25,646  18,552 

销售及营销开支 

 

(8,636)  (8,723)  (8,763)  (17,359)  (18,251) 

行政开支 

 

(945)  (919)  (956)  (1,864)  (1,827) 

研发开支 

 

(3,155)  (2,920)  (3,282)  (6,075)  (6,805) 

其他收入 

 

113   52   147   165  410 

其他（亏损）/收益净额 

 

(15)   100   25  85  (781) 

经营利润/（亏损） 

 

1,296  (698)  (3,059)  598  (8,702) 

财务收入/（费用）净额 

 

158   111   1  269  (10) 

分占按权益法入账之投资

的亏损 

 

(18)  (14)  (44)  (32)  (81) 

除所得税前利润/（亏损） 

 

1,436  (601)  (3,102)  835  (8,793) 

所得税收益/（开支） 

 

45  (275)  (74)  (230)  (637) 

期内利润/（亏损） 

 

1,481  (876)  (3,176)   605  (9,430) 

以下人士应占： 

 

         

—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 

 

1,480  (873)  (3,176)  607  (9,430) 

— 非控股权益 

 

1  (3)  -  (2)  - 

 

 

1,481  (876)  (3,176)  605  (9,430) 

 

 

  



 

简明合并资产负债表 

 

  未经审核  经审核 

  截至2023年 

6月30日 
 

截至2022年 

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 
    

非流动资产 
 

   

物业及设备 
 

12,071  13,215 

使用权资产 
 

10,350  10,806 

无形资产 
 

1,121  1,123 

按权益法入账之投资 
 

260  268 

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之金融资产 
 

4,611  3,626 

按摊余成本计量之其他金融资产 
 

942  670 

递延税项资产 
 

5,642  5,095 

长期定期存款 
 

6,701  7,870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3  776 

 
 

42,111  43,449 

 
 

   

流动资产 
 

   

贸易应收款项 
 

5,232  6,288 

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项及其他流动资产 
 

3,751  4,106 

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之金融资产 
 

14,275  13,087 

按摊余成本计量之其他金融资产 
 

701  726 

短期定期存款 
 

12,896  8,318 

受限制现金 
 

40  5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3,218  13,274 

 
 

50,113  45,858 

 
 

    

资产总额 
 

92,224  89,307 

  



  未经审核  经审核 

 

 截至2023年 

6月30日 
 

截至2022年 

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权益及负债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权益     

股本  -  - 

股本溢价  274,429  274,473  

库存股份  (113)  - 

其他储备  32,048  29,239  

累计亏损  (263,275)  (263,882) 

  43,089  39,830  

非控股权益  6  8  

     

权益总额  43,095  39,838  

     

负债     

非流动负债     

租赁负债  8,196  8,721  

递延税项负债  21   23  

其他非流动负债  5   16  

  8,222   8,760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19,686  22,868  

其他应付款项及应计费用  13,178  10,190  

客户预付款  3,614  3,240  

所得税负债  867   936  

租赁负债  3,562  3,475  

  40,907  40,709  

     

负债总额  49,129  49,469  

     

权益及负债总额  92,224  89,307  

 



按分部划分的财务资料 

 

 未经审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个月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6月30日 

 
国内 海外 

未分摊

项目 总计  国内 海外 

未分摊

项目 总计  国内 海外 

未分摊

项目 总计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收入 27,297  447  - 27,744  24,879  338  - 25,217   21,592  103  - 21,695  

经营利润/（亏损） 3,034  (780) (958) 1,296  963  (823) (838) (698)  93 (1,606) (1,546) (3,059) 

 

 未经审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个月 

 2023年6月30日  2022年6月30日 

 
国内 海外 未分摊项目 总计  国内 海外 未分摊项目 总计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收入 52,176 785 - 52,961  42,611  151 - 42,762  

经营利润/（亏损） 3,997  (1,603) (1,796) 598  (1,450) (3,452) (3,800) (8,702)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计量与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最接近计量之对账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个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个月 

 2023年6月30日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6月30日  2023年6月30日  2022年6月30日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期内利润/（亏损） 1,481  (876)  (3,176)  605  (9,430) 

加： 
         

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开支 1,056   990   1,718   2,046  3,429 

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净额(1) 157  (72)  146   85  967 
 

         

经调整利润/（亏损）净额 2,694   42   (1,312)  2,736  (5,034) 
 

          

经调整利润/（亏损）净额 2,694   42   (1,312)  2,736  (5,034) 

加： 
         

所得税（收益）/开支 (45)   275   74   230  637 

物业及设备折旧 978   964   778   1,942  1,511 

使用权资产折旧 808   788   838   1,596  1,666 

无形资产摊销 39   38   31  77  66 

财务（收入）/费用净额 (158)  (111)  (1)   (269)  10 
 

         

经调整 EBITDA 4,316   1,996   408  6,312  (1,144) 

 

 

附注：   

(1) 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净额指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之金融资产之上市和非上市实

体投资的公允价值（收益）/亏损净额、视为处置投资的（收益）/亏损净额以及投资减值

拨备，其与我们的核心业务及经营业绩无关，且会受市场波动所影响，而剔除该数据可为

投资者提供可评估我们业绩表现的更相关及有用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