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本公司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沈慧娟	職稱：財會部副總

	 電話：(02)27755566#1202

	 電子郵件信箱：jennifer.shen@mikobeaute.com

	 代理發言人：待補	職稱：待補

	 電話：待補	電子郵件信箱：待補

二、	總公司、分公司、工廠之地址及電話

	 ( 一 ) 總公司

	 		 名稱：霈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10 號 6 樓

	 		 電話：(02)	2775-5566

	 ( 二 ) 分公司：無

	 ( 三 ) 工廠

	 		 地址：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 3 段 270 巷 16 號 6 樓

	 		 電話：(02)	2664-4830

三、	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7 號 3 樓

	 網址：http://securit ies.sinopac.com

	 電話：(02)	2382-3332

四、	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姓名：林鈞堯、游淑芬會計師

	 事務所名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址：http://www.pwc.tw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7	樓

	 電話：(02)	2729-6666

五、	海外有價證券掛牌買賣之交易場所名稱及查詢該海外有價證券資訊之

方式：無

六、	公司網址：http://www.mikobeaute.com.tw

霈 方 國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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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9 年度營運報告

( 一 ) 營業成果

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收入達到新台幣 849,853 仟元，較 108 年而言，減少 214,243 仟元，約降低

20.13%。

109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各地持續延燒，因其快速傳播的特性，導致人們改變消費習慣，減少前

往大型購物商場的次數，也限制各地觀光客的流通，使得國內百貨櫃點的消費產生較大的衝擊。但

霈方國際透過服務力道的提升，增加美療師及護膚床數，提高美膚服務人次，109 年美膚服務成長

率較 108 年度有 24% 的增長，不僅增加在地顧客黏著度，對於本地客源的增長及街邊門店通路營業

額上皆有明顯的成長。

另一方面，疫情影響連帶帶動線上購物需求的增長。霈方國際快速應變市場趨勢調整，同時掌握社

交商機潛力，109 年打造「蕾舒翠 ®PLUS」，將霈方於百貨通路強項的體驗行銷由線下延伸線上，

虛實整合佈局多元銷售通路，每月有近 15% 的成長力道，創造線上及線下聯合銷售優勢。

全球健康意識抬頭，服用保健食品似乎成為全民運動，近年來全世界都面臨醫療支付大幅上升的

情況，因此預防醫學的觀念開始成形並普及，世界各國均有此趨勢，保健食品產業逐漸成為台灣

及國際間深具發展潛力之產業。霈方國際自 104 年起即投入保健品的研發，109 年隨著	「蕾舒翠

®PLUS」的持續成長，在產品研發上，擴大保健營養品研發部門編制，提高保健品佔比，打造大健

康產業，近一步擴展業務版圖。

在行銷策略面，持續掌握專家認證、名人背書、達人推薦等粉絲經濟學的社群行銷模式，利用

Facebook、Instagram、LINE 等社群媒體進行宣傳，強化會員黏著度與對品牌的信任及好感度；

同時致力於會員的經營管理與優化，並隨時關注該市場環境的變化，來即時修正及加強行銷方式與

策略，以期再創營收的增長。

霈方國際 109 年追求創新發展、經營品牌價值，榮獲許多重要獎項的肯定，企業及領導獎項拿下「中

華民國第43屆創業楷模」、「國家品牌玉山獎」之傑出企業類、傑出企業領導人獎及經理人月刊「100	

MVP 經理人」、台灣優良精品大獎認證「創業家楷模」；旗下商品榮獲法國美妝奧斯卡	「Victoire	

de	 la	 Beauté」、英國「純美獎 Pure	 Beauty	 Global	 Awards」、比利時「Monde	 Selection

世界品質評鑑大賞」、台灣「SNQ 國家品質標章」、台灣優良精品大獎認證「國家生技大獎」、「台

灣優質產品金牌獎」等國內外多項大獎，徹底展現台灣美妝保養集團的卓越實力。

壹、致股東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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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

本公司 109 年度因受到疫情影響，導致業績衰退 20%，透過加大促銷活動以及增設護膚中心，來減

緩疫情影響以及提升對顧客的服務，但也使得營業成本率因此提升 5%，在疫情下本公司也積極控制

營業費用，減少不必要之支出，多方控管下，營業費用率降低 2%，綜上所述整體淨利較 108 年度

衰退。

項   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金額 % 金額 %

營業收入 849,853 100 1,064,096 100

營業成本 175,400 21 173,492 16

營業毛利 674,453 79 890,604 84

營業費用 614,356 72 781,111 74

營業利益 60,097 7 109,493 10

本期淨利 42,080 5 88,934 8

由於本期淨利的減少，也連帶影響純益率、稅後每股盈餘、資產報酬率及股東權益報酬率較 108 年

減少，此外在疫情期間，本公司保持較高的流動比例、速動比例、現金流量比例以及低負債比例，

更穩健的去經營。

項   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比率 (%) 24.34% 24.67%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比率 (%) 1861.02% 1543.07%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 404.22% 393.23%

速動比率 (%) 352.59% 342.3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 6.78% 10.87%

股東權益報酬率 (%) 6.64% 14.20%

純益率 (%) 4.95% 8.36%

稅後每股盈餘 ( 元 ) 1.91 4.04

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 69.51% 6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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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二、 110 年度營運計劃

( 一 ) 通路發展策略

1. 品牌門店及 SPA 美膚中心持續拓點

穩健經營百貨專櫃、持續拓展街邊店，讓優質商品與服務深入全台。此外，過去據點多以北部為

主，109年中南部業績占比為3.9%，為進一步深耕顧客服務，110年度持續增加中南部營業據點，

透過增加美療師及護膚床數，用服務來增加在地顧客的黏著度。

2. 虛實整合創造全通路銷售優勢

強化電子商務佈局，增加線上銷售滲透率，持續擴大營收規模的成長動能；並近一步落實實體通

路及和線下資源的整合，以提升整體營運規模。

( 二 ) 品牌經營策略

1. 持續擴大產品線

新品開發重點從美容保養延伸至整個大健康產業；並持續結合全球保養產業頂尖合作夥伴、與國

內外頂尖實驗室合作，以期開發更多符合消費者需求之保養品與保健營養品，並提升公司產品品

質與差異化，以增加產品之競爭力。

2. 打造全新形象門店

為迎來集團20週年，霈方國際於 109年起開始進行門店改裝計畫，envie	de	neuf	(EDN)	茵蝶、

NU+derma 新德曼、L′ HERBOFLORE 蕾舒翠三品牌皆進行形象門店改造，強化品牌形象並優

化空間氛圍，藉此滿足消費者求新求變之消費型態，提升顧客體驗及優化會員經營。

3. 加大社群行銷力道

電商產業進入戰國時代，經營粉絲團或與KOL、直播主合作的社群行銷，已成為兵家必爭的商機。

霈方國際將持續加大社群行銷力道，邀請名人、KOL 見證與分享，並透過多元行銷活動，與消費

者建立了信任感，增強品牌識別度，提供創新、豐富的消費體驗。

4.  深化會員服務及經營

透過 CRM 系統大數據分析，提供符合會員需求的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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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持續擴大「美」的事業版圖

霈方國際創立以來始終致力於「美」的事業，近年來更致力打造由內而外的美麗健康事業線，預計

於 110 年第三季跨足醫美產業，冀建立深度與廣度兼具的美容服務鏈。

( 四 ) 體現回饋社會的企業責任

霈方國際以良善的經營理念自許，長期推動社會關懷，善盡企業公民責任。迎來 20 周年的重要里程

碑，我們將以更嚴格的標準自我審視，努力改善員工、社會之生活品質，培育人才、積極投入公益

等相關活動，持續維持在事業經營上卓越表現，更致力體現回饋社會的企業責任。

敬祝 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事長：呂慶盛																											經理人：呂慶盛																										會計主管：沈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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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公司簡介

一、設立日期：中華民國 91 年 10 月 2 日

二、公司沿革

民國 91 年 霈方國際有限公司設立於台北市，額定資本額 10,000	 仟元整，實收資本額	

10,000	仟元整。

 頂級奢華保養品牌「envie	de	neuf	(EDN)	茵蝶」正式上市，廣受消費者喜愛。

民國 92 年 	 「envie	de	neuf	(EDN)	茵蝶」正式進駐新光三越及 SOGO 百貨。

民國 100 年 	 「envie	de	neuf	(EDN)	茵蝶」成功拓展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亞洲市場。

民國 101 年 	 推出肌因美容	保養品牌	「NU+derma 新德曼」。

民國 102 年 	 霈方國際有限公司經經濟部核准改制為霈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以發行新股 709	 仟元，受讓台灣蜜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分割之相關資產、

負債及營業，實收資本額增至	 17,088	 仟元。「L′ HERBOFLORE 蕾舒翠」品牌

在台上市帶給女性由內而外、從頭到腳的時尚美肌保養。

民國 103 年 	 	 辦理盈餘轉增資 29,045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46,133	仟元	。

	 霈 方 國 際 旗 下 品 牌「L ′ HERBOFLORE 蕾 舒 翠 」 榮 獲 肯 定， 陸 續 在

FashionGuide、女人我最大、柯夢波丹、ELLE 榮獲美妝大賞獎項

民國 104 年 	 辦理盈餘轉增資 65,152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11,285 仟元。

	 辦理現金增資 58,715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170,000 仟元。

民國 105 年 	 本公司股票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准於 105 年 1 月 6 日公開發行，集團年度營業額

突破	8	億。

	

	 本公司股票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准於	105 年	7 月	14 日登錄興櫃。

	

	 辦理盈餘轉增資 30,000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200,000 仟元。

民國 106 年 	 	 霈方國際旗下品牌「envie	 de	 neuf	 (EDN)	 茵蝶」商品，「富勒烯肌因光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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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面膜」榮獲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金牌與特別獎、美國「匹茲堡國際

發明獎」金牌獎及遠東區最佳商品獎	。

	

	 辦理現金增資現金增資 19,900 仟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219,900 仟元。

	

	 本公司股票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准於	106 年 9 月 4 日掛牌上櫃。

	 MIKOBEAUTÉ	Spa	&	Skin	Solution	私人美學會館在台北萬豪酒店盛大開幕。

民國 107 年 	 霈 方 國際旗下品牌「envie	 de	 neuf	 (EDN)	 茵 蝶」商品推出富勒烯全系列

完 整 商 品， 並 榮 獲 Vitamin	 c60	 bioresearch	 corporation 授 權 使 用 Lipo	

Ful lerenece 商標。

民國 108 年 	 霈方國際榮獲企業類及商品類第十九屆「台灣金品獎」。

	 霈方國際榮獲第十九屆「金峰獎」十大傑出企業獎項；董事長呂慶盛榮獲十大傑出

領導人獎項。

	 董事長呂慶盛受邀出席「Forbes	 Global	 CEO	 Conference 富比士全球領袖會

議」，為大中華區美容生技業首位受邀企業家。

	 霈方國際榮獲第二屆「華人公益金傳獎」。

	 霈方國際榮獲「亞太美業精品獎」產業標竿殊榮。

民國 109 年 	 霈方國際受邀登上 2020	 A/W 紐約時裝週，旗下品牌 L′ HERBOFLORE 蕾舒翠

與台灣設計師品牌「JUST	 IN	 XX」為時裝週貴賓打造 VIP 限定禮，讓面膜變身為

時尚精品。

	 霈 方 國 際 首 度 參 加 比 利 時「Monde	 Selection 世 界 品 質 評 鑑 大 賞 」，

L′ HERBOFLORE 蕾舒翠「鑽彩賦活精華霜」、「鑽彩活顏精華液」、「鑽彩緊

緻眼部精華液」與來自全球三千多項美妝產品參與評選，勇奪 3 面「金獎」。

	 L ′ HERBOFLORE 蕾舒翠「鑽彩緊緻眼部精華液」榮獲英國「Pure	 Beauty	

Global	 Awards 純美獎」最佳優質抗老產品特別推薦獎。旗下「鑽彩賦活精華

霜」、「鑽彩煥顏生物纖維面膜」與「青春機密膠原飲」亦同時入圍，其中，「青

春機密膠原飲」為亞太區首支入圍最佳美容補充食品。

	

	 霈方國際捐贈千瓶乾洗手予華山基金會，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防疫盡心力。

	 推出全球經銷代理品牌「蕾舒翠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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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HERBOFLORE 蕾舒翠「鑽彩緊緻眼部精華液」獲得「ELLE	 INTERNATIONAL	

BEAUTY	AWARDS 國際美妝大賞」年度眼部保養之星。

	 霈方國際榮獲第十七屆國家品牌玉山獎「傑出企業類」殊榮；董事長呂慶盛榮獲「傑

出企業領導人」獎項。

	 L ′ HERBOFLORE 蕾舒翠「鑽彩煥顏生物纖維面膜」榮獲法國「Victoire	 de	 la	

Beauté」Top	Innovation 最高創新獎。

	 霈方國際董事長呂慶盛榮獲經理人月刊「100	MVP 經理人」。

	 霈方國際董事長呂慶盛榮獲「第四十三屆創業楷模奬」；營運長呂美珍榮獲「第

四十三屆創業相扶奬」。

	 L′ HERBOFLORE 蕾舒翠「鑽彩活顏精華液」、「順暢纖魔法錠」榮獲「SNQ 國

家品質標章」。

民國 110 年 	 霈方國際旗下品牌 L′ HERBOFLORE 蕾舒翠榮獲華人創業家大獎「台灣優質產品

金牌獎」及「國家生技大獎」肯定；董事長呂慶盛榮獲「創業家楷模」獎項。

	 L ′ HERBOFLORE 蕾舒翠「鑽彩生物纖維面膜」榮獲英國「Beauty	 Short l ist	

Awards」最佳編輯推薦獎。

	 霈方國際旗下 L′ HERBOFLORE 蕾舒翠及 envie	 de	 neuf	 (EDN)	 茵蝶雙雙入圍

英國「Pure	Beauty	Global	Awards 純美獎」。envie	de	neuf	(EDN)	茵蝶「富

勒烯煥齡賦活精質霜」入圍 Best	 New	 Premium	 Anti-Aging	 Product 最佳優

質抗老新品；L′ HERBOFLORE 蕾舒翠「鑽彩防護隔離霜」入圍 Best	 New	 Skin	

Care	Product 最佳新護膚品。

	 L′ HERBOFLORE 蕾舒翠「鑽彩活顏精華液」榮獲第二十四屆俄羅斯「阿基米德

國際發明展獎」金牌。

	 L′ HERBOFLORE 蕾舒翠二度參加榮獲比利時「Monde	 Selection 世界品質評鑑

大賞」旗下保健食品拿下三金二銀的獎項肯定。「青春機密膠原飲」、「暢護益生

菌」、「強憶葉黃素」榮獲金牌；「順暢纖魔法錠」、「每日呵護蔓越莓飲」榮獲

銀牌。

	 霈方國際捐贈兒童雜誌贊助偏鄉學校，讓偏鄉學生也能透過定期閱讀雜誌培養自主

學習的習慣，藉由閱讀拉高視野。

貳、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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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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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系統

( 一 ) 組織圖

( 二 ) 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參、公司治理報告

品牌事業處
掌理 envie	de	neuf	 (EDN)	茵蝶、NU+derma 新德曼、L′ HERBOFLORE
蕾舒翠、蕾舒翠 ®PLUS	、MIKOBEAUTÉ	 Spa	&	 Skin	 Solution	私人美
學會館等品牌產品銷售與管理、客戶服務、產業趨勢分析、市場資訊收集等。

渠道開發部
分析市場、拓展事業及評估利弊。

供應鏈管理部
依據公司採購流程，進行原料、瓶器、包材及代工廠合作等之詢價、比價及
議價等，達成公司營業所需之各產品交期、品質等，並負責公司庫存管理。

商品開發部
負責公司新商品的規劃、設計開發及銷售企劃等相關業務。

CRM&客服部
顧客關係管理及客戶服務。

行銷公關部
負責新產品開發專案、產品包裝設計、產品行銷企劃、產品廣告創意、門店
陳設設計、品牌形象建立、媒體公關等。

人力資源行政部
負責公司人才招募、薪酬福利、人才發展與教育訓練、總務、庶務採購、固
定資產等事務。

財務會計部
財務規劃、資金管理、調度及預算作業規劃、會計處理作業、結算、稅務制
度建立與執行、投資規劃、股務作業及投資人關係維護等。

法務部
審查各類法律文件、各類法律文件控管風險，智慧財產權的申請與管理。	

資訊部
負責公司企業資訊系統之硬體建置、軟體規劃管理等，提供企業營運所需之
資訊分析等工作。

稽核室
查核評估及研擬公司內部控制並提供改善與建議事項，以提昇營運效率及內
部控制之有效執行。

工廠部
執行產品生產及新產品開發、打樣、產品品質檢驗。

股 東 會

董 事 會

稽 核 室

財務會計部 人力資源行政部 法務部 資 訊 部 工 廠 部渠道開發部 產品開發部 供應鏈管理部 CRM & 客服 行銷公關部

審 計 委 員 會

薪 酬 委 員 會

董 事 室

總 經 理 室

營 運 長 室

L H ＋

品 牌 事 業 處
L H

品 牌 事 業 處
N U

品 牌 事 業 處
E D N

品 牌 事 業 處
MIKO Beaute
品 牌 事 業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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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
 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料

( 一 ) 董事、監察人
1. 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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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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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3. 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無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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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及監察人其所具專業知識及獨立性之情形

註：各董事、監察人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V”。
（1）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 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

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
（3）	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 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	非 (1) 所列之經理人或 (2)、(3) 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	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 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

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 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
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

（6）	非與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 但如為公司或其
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

（7）	非與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 ( 理事 )、監察人 ( 監事 ) 或受
僱人 ( 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
不在此限 )。

（8）	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 5% 以上股東（但
特定公司或機構如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 以上，未超過 50%，且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
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9）	非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未逾新臺幣 50 萬元之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相關
服務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但依證券交易法或企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議委員會或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
不在此限。

（10）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11）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2）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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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料：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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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最近年度 109 年 支付董事、 總經理及副總
經理之酬金

( 一 ) 董事 ( 含獨立董事 ) 之酬金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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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最近年度 (109 年 ) 支付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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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最近年度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 四 ) 分別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告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
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
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
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
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 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占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

2. 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 董事酬金給付原則

	 董事之酬金包括車馬費、報酬、盈餘分派之董事酬勞。依本公司章程訂定董事酬勞佔所分派

盈餘不高於百分之三。本公司支付董事車馬費係參考同業水準支付之。

(2)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 級 )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 級 ) 之酬金為薪資係依所擔任之職位、資歷、經營績效、所承擔之責任與

對本公司之貢獻程度，並參酌同業水準而訂定之。

(3) 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性

	 由於酬金結構中之獎金及盈餘分配項目，均須視公司年度經營績效之良瓠、參考業界之發放水

準、並考量整體大環境之景氣變化，故本公司給付予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等之酬

金，已併同考量公司之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正向關聯性以謀永續經營與風險控管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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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 一 ) 董事會運作情形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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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或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已於 105 年 6 月 14 日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1.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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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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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

本公司於 105 年 6 月 14 日設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制度，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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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本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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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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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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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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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公司如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者，應揭露其組成、職責及
運作情形

本公司已於 105 年 5 月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 ( 以下簡稱「薪酬委員會」)，並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

織規程，說明如下：

1. 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註 1：身分別請填列係為董事、獨立董事或其他。

註 2：各成員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打“v”。

(1)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 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

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

(3)	 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 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	 非 (1) 所列之經理人或 (2)、(3) 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	 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 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

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 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

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

(6)	 非與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 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

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

(7)	 非與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 ( 理事 )、監察人 ( 監事 ) 或受僱人 ( 但如為公司

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

(8)	 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持股 5% 以上股東（但特定公司或機構

如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 以上，未超過 50%，且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

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9)	 非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未逾新臺幣 50 萬元之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

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證券交易法或企業併購法相

關法令履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議委員會或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10)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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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薪資報酬委員會職責：

薪資報酬委員會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權，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1)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2) 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3.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	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2) 本公司於 108 年 6 月 14 日選任第三屆薪酬委員會之委員，由三位獨立董事共同組成，由獨立董

事尹德宇女士為召集人。

(3) 第三屆委員任期：108 年 6 月 14 日起至同委任之董事會任期截止日，最近年度第三屆薪資報酬

委員會共開會 2 次，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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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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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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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履行誠信經營情形及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差異情
形及原因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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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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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者，應揭露其查詢
方式：
本公司已訂定公司治理守則及相關規章，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 (www.	mikobeaute.

com.tw) 查詢。

( 八 ) 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無。

( 九 )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

1. 內部控制聲明書 :

2. 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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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
處罰，或公司對其內部人員違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其
處罰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列明其
處罰內容、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無。

( 十一 )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
決議：

1.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之重要決議：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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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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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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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
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 
無此情形。

( 十三 )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會計主管、財務主管、內部稽核主管、公司治理主管及研發主
管等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

五、會計師公費資訊：

( 一 ) 會計師公費資訊級距表

( 二 ) 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
非審計公費為審計公費之四分之一以上者，應揭露審計與非審
計公費金額及非審計服務內容：本公司無非審計以外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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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
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應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
因： 無此情形 。

( 四 ) 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
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因：無此情形。

六、更換會計師資訊：無此情形。

七、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
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
務所或其關係企業之情形：無此情形。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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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股權移
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 一 )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 10% 之股東，股
權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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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之資訊：

( 三 ) 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之資訊：無。

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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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持股比例佔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
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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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司治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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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
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業之持股數，
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無此情形。



4
募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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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 一 ) 股本來源

1. 股本形成經過

2. 股份種類

3. 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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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股東結構

( 三 ) 股權分散情形

1. 普通股

2 特別股 ：本公司無發行特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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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募資情形

( 四 ) 主要股東名單：列明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或股
權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 持股數額及比例

( 五 ) 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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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 公司章程所訂之股利政策

本公司得於每季決算如有當期稅後淨利，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

尚有餘額，併同每季累積未分配盈餘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為股東紅利，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議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以現金方式為之時，應經董事會決議後分

派之	。

本公司分派股息及紅利或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份如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授權

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

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惟累積可供

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百分之二十時，得不予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

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

2. 本年度擬 ( 已 ) 議股東股利分派之情形：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業經	110	年	3	月	25	日董事會通過，擬議分派情形如下

( 尚未向	110	年股東會）報告：

( 七 ) 本年度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公司 110 年 3 月 25 董事會擬議之盈餘分配案，並無分發股票股利，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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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募資情形

( 八 ) 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1. 本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年度	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利	，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由董

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或	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

得以上開	稅前淨利	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三	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

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本公司分配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分派之對象得包括本公司持股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從屬公

司員工，且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

2. 本期估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數計

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估計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並依員工及董	事	酬勞之性質列為營業成本或營業費用項下之適當

會計科目。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視為會計估計變動，列為實際分配

年度之損益。

3. 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	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有差異，應揭露差	

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已 110 年 3 月 25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決議配發員工現金酬勞計 2,451,508 元及董事酬

勞計	612,877 元，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並無差異。

(2)	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占本期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總額合計數之比例：

	 本公司 109	年度員工酬勞，經	110 年 3 月 25 日董事會通過，決議全數以現金分派。

4. 股東會報告分派酬勞情形及結果：

本公司 109	年度盈餘分配案，擬於 110	年 6	月	25	日	召開之股東常會報告。

5. 前一年度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股價）、其與認列員工、

董事及監察人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配案於 109 年 6月 19 日經股東常會通過，決議配發 108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

分別為員工現金酬勞	4,645,756	元及董事酬勞	1,161,439 元與實際分派情形並無差異。

( 九 )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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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八、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無。



5
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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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 一 ) 業務範圍

(1) 公司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A.	F107030	 清潔用品批發業

B.	F108040	 化妝品批發業

C.	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

D.	F207030	清潔用品零售業

E.	F208040	化妝品零售業

F.	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

G.	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H.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I.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J.	IZ06010	 理貨包裝業

K.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L.	JZ99080	美容美髮服務業

M.	JZ99110	 瘦身美容業

(2) 目前主要產品之營業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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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之商品 ( 服務 ) 項目與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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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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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畫開發之新商品 ( 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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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營運概況

( 二 ) 產業概況

(1) 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據估計 2020 至 2023 年全球美妝品市場的複合成長率是 5.2％；2020 年即使有疫情攪局，預計市

場仍將保持成長。若以地區分布分析，歐美市場是負成長，成長動力主要來自亞洲，特別是中國大陸、

印度和土耳其。

根據零售商分析公司 Edited 的報告指出，美妝產業規模已達 5,320 億美元。根據最新報告，有一

些美容趨勢將有助於產業持續增長，Edited 認為持續推動美妝產業發展有以下 4 個關鍵因素：

．傳統零售商跨足美妝產業

根據 Edited 報告數據顯示，英國 H&M 的各類美妝產品從 2018 年至 2019 年急遽增長 94.8%。同

時，奢侈品牌的電子商務公司 Net-a-Porter 也開始提供更多美妝存貨，在同期成長了 26%。同時，

Lululemon 最近發佈了首次跨足個人護理領域，推出一系列中性的“自我護理”產品，包括洗髮乳、

除臭劑和護唇膏。Edited 分析師在報告中指出，「品牌逐漸有意識，若是適當的跨足至美妝業，未

來將有利可圖。」

．定價策略有助於鎖定新客群

隨著越來越多的零售商開始推出自有美妝品牌，藉由控制定價來吸引特定消費族群，因此，許多產

品價格差異範圍大，例如，H&M 的美妝系列從 2 美元的紙巾到皮革化妝包 45 美元。Edited 報告表

示，放眼未來，由於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消費者越趨聰明且越了解自己想要的商品，品牌將因此而

受益。分析師寫道：「美妝產業越來越受到千禧一代的青睞，他們更願意購買高品質產品，可拿來

做為定價策略的參考。」

．提高產品透明化

美妝品牌開始朝向服裝公司型錄來發展，例如 Everlane 的“Radical	Transparency”，提供了產品

來源和原料，以及製造成本等等。Edited 報告指出，新創公司和 DTC 公司具有優勢去輕易嘗試產

品透明化的策略，例如一家奢侈護膚品訂閱公司 Beauty	 Pie，其會員可以看到每項產品的價格細目

表，以及無中間商影響而導致價格降低等資訊。

．永續性的替代品

越來越多消費者偏好無毒和無其他有害成分的產品，低汙染美妝產品越來越受到重視，以及個人護

理產品安全法案等聯邦草案陸續提出，法案為兩黨所提出，若通過 FDA 將可進一步監督化妝品和個

人護理產品，因此品牌商對於配方中的所用材料會更加謹慎，另外許多廠商陸續想出因應措施，像

是第一次出現的可回收包裝。分析師在報告中表示：「對於那些想要了解我們的產品來源和製造過

程的追求透明化的顧客，永續性將越來越重要。」「美妝巨頭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隨便發表未經證

實的聲明，品牌商所需要做的是對他們產品負責，以表對消費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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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上、中、下游之間的關聯性

本公司係屬保養品產業，上游主要為原料 / 物料 / 包材供應商、半成品製造商及裝填容器製造商，

中游則為保養品製造商及品牌廠商，下游則主要為行銷銷售通路包含百貨量販、經銷代理商、網路

購物及藥妝店等，其所屬產業的上、中、下游關聯性如下：

(3) 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

美國商業評論網站《The	 Business	 of	 Fashion》針對了即將走向主流，即將掀起革命的美妝焦點

進行分析，也歸納出 5 大產業趨勢要點：

．大品牌也屈服純淨保養

近年各品牌都開始提倡純淨成分、植萃美容甚至反化學防腐劑等觀念，而這項由小眾品牌發起的純

淨勢力，現在更蔓延到一線大品牌！專櫃品牌們紛紛退去包袱屈服於純淨保養，就連有著多年美妝

經驗的品牌大佬《資生堂》，去年都以 8.45 億美元高價收購無毒美妝品牌《Drunk	 Elephant》！

可見以不含化學性成分為原則的純淨美容議題正式地搬上檯面，而消費者對於具有環保意識的美妝

品的興趣也持續增長，預計純淨美容就不再是術語而是美妝界的新商機！

．無水美容新商機

受環保議題驅使「水資源」也成了眾人注目的焦點，因此近兩年開始有品牌以「無水」為產品研發

核心，主打未來美妝市場！至於甚麼是「無水美容」？其實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保養產品生產原料

中不包含水，而是依靠濃縮或水活化配方來達到水潤的觸感的品項；第二種則是產品配方包含水，

但在使用的過程不需要水的創新品項	 (	 類似乾洗手、乾洗髮	 )	！而這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眾市場近年

也逐一受大品牌親賴，許多美妝龍頭開始推出無水洗髮、保養產品，這個創新的美妝趨勢，更帶起

消費者對於配方和包装材料公開透明化的重視度。

．包裝永續性

最近新聞上充斥著大自然反嗜消息，讓人不得不開始重視環保與永續議題，不過對於重視形象與品

牌的專櫃美妝大佬們，環保與永續真的是項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	 但近年消費者們開始傾向購買在包

裝上具永續性的環保美妝，而這項趨勢也慢慢軟化高價精品品牌的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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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品牌崛起

Kylie	 Jenner、Nikita	 Dragun 等部落客 KOL 竄起，不僅帶動了時裝流行的風向，更帶來美妝市

場的新勢力！《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	就分析，由於美妝產業比起時裝、精品的門

檻都來的低，各界網紅部落客也開始追求自創品牌拉抬聲勢，而非為品牌代言背書	 ~	 雖然新興自創

美妝已經不是新鮮事，但這股熱潮卻持續在發燒，甚至也連帶抓住 80、90 後年輕女生的胃口，不

過這股網紅品牌商機究竟是否能長壽，就要看看這些 KOL 是否認真傾聽消費者、粉絲們的需求了！

．社交行銷新革命

Instagram 與 Facebook	仍然是各品牌行銷、推廣的主要管道，但美容品牌從去年開始也同步投入

TikTok	 (	抖音	 )	這樣的社群平台！拿個例子來說說，身為一線彩妝品牌的《M.A.C》，其實早在去

年起就開始使用抖音，而根據統計，Z 世代的年輕族群每天都會好幾個小時泡在抖音平台，甚至受抖

音上的病毒式行銷刺激購物，面對這樣的行銷潛力股，市場專家也評估，預計到 2020 年，抖音更

將成為吸取年輕消費者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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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技術及研發概況

(1) 技術層次及研究發展

本公司自 91 年成立，主要從事美容保養品之生產與銷售，美容保養品系列完整且品項齊全，能提供

不同膚質及需求之消費者多元的選擇，全方位解決各種肌膚問題，滿足消費者需求。

本公司研發部於 102 年 11 月設置，研發人員主係延攬生物科技、化妝品科學等領域人才。本公司研

發人員及商品企劃部門在產品開發階段，便持續收集研讀國際大廠新原料，分析其作用機制，並且

掌握競爭者及國外同業多方資訊，確保新產品具優於業界，其中包括植物萃取、抗氧化、自體保濕

機制、減緩黑色素生成、健康肌膚屏障提升，降低過敏反應、創新植物 STEMCELL 培養技術與運

用等皆深度研究，並針對各種肌膚問題與需求尋求可舒緩敏感、促進修護、或延緩外因性老化之成

分，確保產品配方之有效性。此外，與法國、美國、日本及韓國各地實驗室進行合作，並充分運用

代工廠端的先進製程技術，維持順暢生產與穩定品質，產出具市場區隔性之美容保養品，無論劑型、

質地或配方均具備無法複製之獨特優勢。除了持續將前述各項作用機制實踐運用於產品配方，108

年起更領先台灣業界，運用最新肌膚表皮微生物保養以及藍光防護概念研發出一系列新品，創新技

術與高端品質讓該系列自推出起至今持續斬獲歐美各國美妝獎項以及世界品質評鑑大賞金獎。

(2) 研究發展人員與其學經歷：

(2) 研究發展人員與其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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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近五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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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 全台持續穩健拓點
	 實體通路上將持續積極拓點，提高市場佔有率。過去據點多以北部為主，今後將積極「南向」，

拓點至中南部及東部的都會區，開設專門店以及 MIKOBEAUTÉ	Spa	&	Skin	Solution	私人美
學會館，讓優質商品與服務深入全台；並依據不同商圈特性及需求，打造全新形象門店，滿足商
圈需求並提供顧客多樣化的購物體驗。

(2) 線上線下虛實整合，驅動精準商業營運
	 109 年受疫情影響，百貨商場、書店、餐飲、教育等各類型實體通路發展受限，電子商務已成為

各國疫情下少數逆勢成長的通路。本公司掌握新興數位浪潮，近年來積極強化電子商務佈局，旗
下四大品牌除實體通路外，也朝線上經營發展，透過建構品牌新官網、一頁式購物網站，持續強
化營收規模的成長動能。

	 事業佈局上，整合線上線下資源串連，佈建全通路經營，達到精準營銷驅動業績成長。透過多元
經銷管道，也讓消費者能透過門市體驗、品牌官網和 FB 粉絲團等渠道與品牌多次互動，提高對
品牌的黏著度。

(3) 建立全方位健康美容產業鏈
	 自成立以來，霈方國際秉持著「美創、科學、心價值」的經營理念，以打造「華人第一美容保養

集團」為願景。近年來致力打造由內而外的美麗健康事業線，除了現有的保養品、保健品外，也
跨足醫美、抗衰老產業，從產品、服務、療程提供全方位的會員服務。未來也將邀請更多國內、
外知名醫生加入醫美產業進行產業聯盟，打造屬於霈方國際集團完整的「健康美容產業鏈」，將
集團推向全球美容業最具影響力之領導地位！

(4) 看好國內觀光發展，持續拓展休閒產業銷售渠道
	 儘管國際觀光人次驟降且狀況仍然相當嚴峻，但所幸台灣於疫情控制狀況良好，自 109 年中起，

許多大型市場的國內觀光持續成長。本公司看好國內旅遊市場發展，將規劃於大型觀光園區設立
新的銷售據點，配合各休閒園區特色，打造形象特色店，透過多元的銷售渠道，提供品牌能見度，
進一步帶動業績成長。

(5) 成為實現創業夢的最佳夥伴
	 在自媒體發達的時代，經營「粉絲經濟」不再只是明星的專利，利用在社群累積起來的人氣和口

碑轉換成品牌，並發揮各自優勢成功發展出能夠變現的自我品牌，為自己開拓多個選擇和出路，
成為時下最盛行的商業模式。

	
	 然而，創業需要充足的資本，也非人人都有能力開展自己的D2C（Direct	to	Consumer）業務，

由構思、設計，到生產都必須經過不同的規劃並尋找合適的合作方，可謂困難重重。霈方國際擁
有 20 年的專櫃美容保養、保健品開發及銷售經驗，有專業的產品研發、行銷、培訓團隊，能協
助有志創業者透過代客設計產品、成分配方及生產包裝，協助客戶開發自有品牌，成為實現創業
夢的最佳夥伴。

(6) 立足台灣放眼國際
	 展望未來，除持續深耕台灣市場外，本公司也將透過全球經銷代理平台「蕾舒翠 ®PLUS」，深

耕兩岸美容市場，並積極布局歐美及東南亞市場，擴大產品銷售的市佔率與品牌知名度的提升，
成就深耕台灣、跨足國際的事業版圖。



ANNUAL REPORT 2020ANNUAL REPORT 2020

88

二、市場及產銷狀況

( 一 )  市場分析

1. 主要商品之銷售地區

2. 市場占有率

美妝行銷總研（CMRI）針對疫情嚴峻的 2020 年進行洞察與分析，發布 2020 美妝產業趨勢報告，

其中尤以跟疫情相關的影響最大，「彩妝關注下降已成定局，且短期不會停止」、「整體市場消費

力足夠，大眾轉為關注保養品且趨向精緻化」、「疫情緊張，消費者更著重於個人形象的塑造」。

臉部彩妝自 2020 年初疫情爆發起，關注度直線下滑，全年度下降 22％！直至台灣疫情穩定後，彩

妝類仍是回升緩慢，2019 年關注度最高的粉底也被「保養精華」取代，消費者最愛看的唇彩關注更

是跌出前 5 名。相對在「隔離霜」與「蜜粉」的成長卻是相當明顯，而「眼周彩妝」（如眼、睫、

眉彩等）也是相對受疫情影響小，顯示大眾在防疫期間，對彩妝的需求產生大幅度轉變。

臉部保養類別也因應戴口罩影響，關注大幅增長。CMRI 觀察指出，由於消費者肌膚過敏、長痘痘等

頻率增加，重點保養關注度居高不下，能舒緩臉部「敏感」狀況，「抗痘」、「修護」、「緊致毛孔」

等產品更加吸引消費者，顯示消費者對於個人臉部保養需求更高，且逐漸趨向精緻化。

在整體市場關注度並無降低情況下，	CMRI 從數據中發現，「美髮」、「身體保養」與「香水香氛」

等屬性在疫情嚴峻期間，整體關注逆勢高飛，成長超過 20％，顯示個人護理已不單僅關心臉部肌膚，

彩 妝 關 注 度 大 幅 下 滑
22％，其餘屬性皆關注度
皆為成長狀態。
圖／ CMRI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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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延伸至全身上下。尤其在疫情緊張的氛圍下，消費大眾在 2020 開始更著重個人外型的氣質與形

象塑造。

CMRI 建議，在彩妝市場黯淡的疫情警戒期，在臉部保養可針對口罩痘或敏感狀況做強調；臉部彩妝

雖有眾多屬性呈現關注度下滑的趨勢，卻可以將重點放在逆勢成長的「定妝」以及配戴口罩也不會

影響的「眼睫眉彩」產品，在無時無刻與口罩共存的情況下依然能保持美麗，以符合消費者期待；

而在身體護理的部分，消費者亦開始關注許多細節之處，如髮品、香氛、身體保養等，都是在疫情

期間具有很大成長潛能的屬性。

後疫情時代，百貨與藥妝店則已見買氣漸回溫，而無接觸經濟讓台灣電商通路持續維持雙位數成長，

2020 上半年美妝產業電商購物又以 Shopee 蝦皮、Momo 富邦購物網、Facebook 社團購物等成

長達 30% 以上；其中電商網購趨動力較特別的是，以往網購多以年輕族群為主，今年因疫情鼓勵居

家與保持距離的影響，網購新客已見橫跨各年齡層，如何符合不同年齡層女性的美妝保養需求，什

麼樣的文字語氣營造與活動溝通可再創新，並進一步刺激消費，將是電商迎接下半年的連續檔次重

要目標。

面臨疫情衝擊下，消費者首選品牌因知名度與品牌可見度較高，積極於多元的媒體接觸點操作，從

品牌官網、電商平台、社群購物、評論試用、藥妝店促銷等彈性嘗試，更可於後疫情再拓新一波客源。

疫情期間臉部保養關注度
成長率 10-15％，特定保
養饒富成長性，彩妝類負
成長。圖／ CMRI 提供

EC 平台美妝保養
20H1 CRP 排名

美妝保養 
CRP 成長率

1 Brand.com -7%

2 Shopee +30

3 Momo +50

4 Facebook +48

5 Yahoo +14

整體15-65歲女性

15-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歲以上

MAT20Q2

美妝保養線上購物品普及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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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面臨新冠疫情的衝擊，但未來疫情一旦降溫，隨著經濟的發展及消費力的提升，長期而言全球

化妝品產業及市場前景仍然看好。善於靈活應變、不斷創新的臺灣美妝廠商，在生物與智慧科技的

加持下，配合疫情催生的新商業模式與生活型態，跨域合作，整合資源，共同開拓海外市場，提升

品牌知名度，肯定仍將再創佳績。

3. 市場未來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2020 上半年疫情直接影響美妝保養市場，根據凱度從消費者端行為數據分析，台灣民生快消品市場

於 2020 全年可望守在 2-3% 成長率，目前個人護理品類已漸止跌，而保養品市場進入六月已漸回

溫，後疫情時代的保養趨勢回歸基礎清潔、與修護類型保養帶動，預期相關產品將有雙位成長，預

期 2020 年全球美妝市場產值將達到 5,000 億美金，並呈現連續十年 4-6% 的成長。

4. 市場趨勢

資訊爆炸的今天，消費者除了被動灌輸資訊外，也會主動透過各種管道，獲取並比較產品的價格、

品質、功效與安全性。他們會關心產品成分，會留意標籤是否清晰明瞭，有沒有安全保證；消費者

對天然美容成分概念意識抬頭，品牌將通過生物和醫學科技來提升天然成分的濃度、效果和影響力。

網路發達的今天，影音平臺有許多意見領袖會提供產品評價。以前是從上到下由供應商來教育消費

者，現在反而是要往回推，根據消費者的需求來開發產品。

美妝部落客在 YouTube 教學分享和在 Instagram 上分享最喜歡的保養產品，這些都改變著消費者

得知新產品和與品牌互動的方式。近年來，許多美妝品牌已經將落伍的傳統廣告拋於腦後，轉而聘

請可以影響行銷和品牌的代言人。

同時，社交平台亦成為購物平台，消費者可以直接看到貼文後從應用程式購買其商品，像是

Instagram	 Shopping 和 Pinterest's	 購物程式	 Pins 等功能，消費者看到喜歡的商品，即可點擊

來了解更多資訊並選取購買。

隨著消費者越多元地定義個性化美感，品牌開始出現不再區分年齡、性別的訴求與消費者溝通。簡

單地銷售招牌式明星商品的時代已經結束，品牌從企業文化與精神必須如同消費族群一樣，更鮮明

保養品市場進入六月已漸回溫 . 年底有望逐漸追回上半年業績 ; 彩妝市場仍多變數·
Skincare	has	gradually	upturned	since	June	and	is	expected	to	recover	the	sales	of	the	first	half	
year	at	the	end	of	the	year.	Makeup	is	still	changeable.

24週回推銷售額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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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展現品牌哲學、個性和理念，這對於超過 40%習慣在網路平台購買美妝商品的消費族群極為重要。

數位科技和社群平台大大地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慾望，和對商品的好感度與接受度，社群平台的分享

與臨櫃諮詢的美妝體驗同等重要。

5. 競爭利基

(1)  持續擴大產品線

	 新品開發重點從美容保養延伸至整個大健康產業；並持續結合全球保	養產業頂尖合作夥伴、

與國內外頂尖實驗室合作，以期開發更多符合	消費者需求之保養品與保健營養品，並提升

公司產品品質與差異化，	以增加產品之競爭力。

(2)  虛實整合創造全通路銷售優勢

	 強化電子商務佈局，增加線上銷售滲透率，持續擴大營收規模的成長	動能；並近一步落實

實體通路及和線下資源的整合，以提升整體營運	規模。

(3)  加大社群行銷力道

	 電商產業進入戰國時代，經營粉絲團或與 KOL、直播主合作的社群行	銷，已成為兵家必爭

的商機。霈方國際將持續加大社群行銷力道，邀請名人、KOL 見證與分享，並透過多元行

銷活動，與消費者建立了信任感，增強品牌識別度，提供創新、豐富的消費體驗。

(4)  深化會員服務及經營

	 透過 CRM 系統大數據分析，提供符合會員需求的產品及服務。

(5)  品牌門店及 SPA 美膚中心持續拓點

	 為迎來集團 20 週年，霈方國際於 109 年起開始進行門店改裝計畫，envie	de	neuf	(EDN)	

茵蝶、NU+derma 新德曼、L′ HERBOFLORE 蕾舒翠三品牌皆進行形象門店改造，強化品

牌形象並優化空間氛圍，藉此滿足消費者求新求變之消費型態，提升顧客體驗及優化會員經

營。同時穩健經營百貨專櫃、持續拓展街邊店，讓優質商品與服務深入全台，持續增加中南

部營業據點，透過增加美療師及護膚床數，用服務來增加在地顧客的黏著度。

6. 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 有利因素

A.	 市場未來具成長性

	 分析亞太地區，預估 2019 至 2022 年印尼、馬來西亞、越南、印度、中國大陸及菲律賓的

美妝市場，每年分別成長 11.9％、9.8％、9.0％、8.7％、8.5％及 7.5％。其中中國大陸

及印度美妝市場較具規模，2019 市場價值分別超過 588 億美元及 145 億美元。隨著中國

大陸 GDP 成長，富裕人口增加，預估對於保養品的潛在需求及消費能力也持續增強，本公

司的自有品牌係以華人膚質做為品牌發想，貼進華人消費思維，借由同文同種的文化涵養，

易於發揮產品的廣告行銷方式進入大陸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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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營運概況

B.	 複合多功的多媒體平台及多元化銷售管道

	 消費者購買管道的多元，保養品銷售管道也由百貨公司推進到開架通路，由實體店面變成電

子商務平台，本公司銷售通路為百貨公司為主，通路成本相對較高且消費者族群以逛街人口

為主，透過複合實體通路及電子通路，擴大消費者的母體，另外減少通路成本的支出，增強

獲利的空間。另，本公司於各大重要商圈成立的美容護膚中心，鎖定金字塔頂端消費者，提

供頂級護膚療程，開拓新的營運模式，以期打開品牌知名度創造銷售佳績。

C.	 抗老化市場廣大

	 根據美國 Transparency	Market	Resaerch	2015 年調查報告指出，全球抗老產品市場十

年內之複合年均增長率為 7.8%，預估市場規模可達 1,917 億美元，抗老化產品的全球市場，

隨著全世界的人口的高齡化，相關抗老保養保健產品需求提升，利基性產品的拓展巿占率相

對變得重要，本公司主要產品線皆有抗老之品項，透過有效的營銷策略，有利於加大力度攻

佔巿場。

D.	 氣候與環境改變，敏感肌膚比例遽增

	 氣候變遷加上環境汙染等影響，導致肌膚出現敏感現象的人愈來愈多，加上醫美微整療程日

漸盛行，術後肌膚敏弱者也隨之增加，對於兼具低敏感、無刺激且高效能的專業保養品使用

需求大幅提升，是帶動醫美保養品市場蓬勃發展的關鍵因素。

(2) 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A.	 百貨專櫃員工流動

	 百貨專櫃員工為本公司重要的人力資源，其養成課程包含公司眾多產品解說、保養專業知

識、美容基礎操作、進階美容技能等，惟百貨公司專櫃行業需長時間站立提供服務的特性，

易使從業人員因時間及體力負荷致使流動率偏高，或會導致百貨專櫃員工服務參差不齊。為

維持服務品質，需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

	 因應措施：

	 本公司於總公司成立教育訓練中心，製定一系列之教育訓練，針對百貨專櫃從業人員建立系

統性的養成規劃，內容涵蓋皮膚學、營養學、產品學、顧客心理學、銷售話術訓練、自信訓

練、儀態訓練、口語訓練、正向心理學及相關激勵性課程等，以完善之教育訓練，維持本公

司服務品質。

B.	 美容保養品百家爭鳴，競爭日益激烈

	 美容保養品商機龐大品牌林立，使愛美的女性有多種的選擇，在如此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競

爭手法更是花招百出，各家廠商無不用心在提升自己的產品市場占有率，以因應消費者的需

求不斷改變。

	 因應措施：

	 本公司與全球知名研發實驗室及專利廠商合作，積極創新改良產品與功能，提升產品效能，

另加強人才培訓自行提升研發實力，以因應產品變化速度，以期於美容保養品市場上，脫穎

而出，贏得消費者之信賴。

	 另本公司除美容保養品外，亦持續增設美容護膚中心，並增購國際知名護膚儀器，藉由加值

服務提升會員對品牌忠誠度及黏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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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消費行為改變

	 科技與行動裝置的進步，民眾消費習慣也迎來革新。消費者的購物習慣從線下走向線上。實

體通路勢必要開始轉型，提供更多不只是購物的價值，必須滿足消費者在線上、點擊以外的

體驗需求。

 因應對策：

	 公司掌握電子商務趨勢，打造社群經濟營銷模式，推動品牌 OMO 全通路，跨足兩岸電子商

務，搶攻社交商機。實體通路品牌將架設購物官網，提供消費者 24 小時購物便利性。以社

群、KOL 證言等取代傳統的宣傳溝通，打造數位影響力。透過提升服務與會員加值療程，

給予顧客購物以外的體驗感受。

( 二 )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本公司主要產品為護膚美容保養為主，其用途以女性用於臉部肌膚保養，產品功效以美白、

保濕、抗皺及防曬 .. 等為主。

2. 產製過程

	 本公司產品除透過自主工廠生產製造外，皆委託與通過化妝品 GMP 或 ISO 國際品質系統認

證的化妝品大廠來生產製造，產品劑型可分為乳劑（霜類、乳液類）、液劑（精華液、化妝

水、洗劑類、眼面膜液、去角質膠）、油膏劑、護唇膏、精油，生產流程如下：

	 原物料採購 => 半成品生產與調配 => 消毒殺菌與充填作業 => 包裝裝箱 => 檢驗與入庫 =>

出貨

( 三 ) 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本公司主要原料係為化妝品級或食品級的基礎原料為主。本公司產品所有原料皆與合格的供應商及

世界大廠採購，最近三年度主要原料供應情形皆為良好，並未有原物料短缺之情形。本公司對於供

應商會持續進行監督及溯源管理，以確保產品質量皆符合公司要求，並與各供應商間皆維持長期良

好的合作關係，以確保供貨來源之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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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營運概況

( 四 ) 主要進銷貨客戶名單

1.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供應商名稱及其進貨金額與 比例，並說明其

增減變動原因

變動分析：

供應商 B 公司、A 公司、D 公司及 E 公司主要係內料廠，為本公司數項產品內料的主要供應商；供

應商 C 公司及 F 公司為主要係瓶器廠商，本公司多項產品的瓶器係委由該二家公司生產。

本公司為求穩定供貨來源，並顧及分散採購廠商，故單一廠商採購數量及金額均未有比重過大情形。

綜上，本公司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供應商並無重大變動之情形。

2.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客戶名稱及其銷貨金額與比例，並說明其增減

變動原因

本公司目前銷售市場以台灣為主，營運模式主係透過百貨經營體系、街邊店、經銷及代理商提供美

容服務及產品銷售。本公司銷貨客戶多且分散，即以個人消費者、各地經銷及代理商為主，致單一

銷貨客戶佔本公司最近二年度之銷貨淨額比重均未達 10%，故無銷貨集中之風險。

( 五 ) 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表及變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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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表及變動分析

變動分析：

各商品類別佔總營收之銷售比重較前期差異不大，內外銷整體比重兩期亦無重大變化。

三、從業員工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
員工人數、平均服務年資、平均年齡及學歷分布比
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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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營運概況

四、環保支出資訊

( 一 )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
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查結果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
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處分內
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

1 . 	 公司及工廠環保相關問題，委請專業廠商代為處理申報及相關法律問題的闡釋，並代為與環保局

人員溝通與協調環保相關環保事項。

2.	工廠製程汙水依法令規定不得隨意排放，廠內將製程廢水統一蒐集，並委託專業廠商代為清運及

處理。

3.		目前法規規定逐步改善鍋爐使用重油或柴油的排放標準，廠內目前已更換為液化石油氣為燃料的

鍋爐，其排放標準完全符合法規要求。

( 二 ) 未來因應對策：按相關單位所訂規範持續執行檢測。

五、勞資關係

( 一 ) 列示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
其實施狀況，以及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 員工福利措施

本公司設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統籌員工各項福利，提供福利措施包括：員工聚餐、員工旅遊、員工春酒、

員工體檢、員工慶生禮金及年節獎金、員工紅利、特殊紀念品、各式點心水果等，同仁並得申請婚

喪喜慶、生育補助等各項福利津貼，更有員工教育訓練、各式職工活動等福利措施。此外，另為員

工辦理團體保險及旅遊平安險等措施，提供員工更高的生活保障。

2. 員工進修及訓練情形

本公司進修及訓練措施可以區分專櫃人員技能培訓及管理人才培育，分述如下：

A. 本公司著重專櫃人員的專業知識，設有培訓部的專業講師，於新進專櫃人員給予基礎產品知識及

禮儀相關課程；通過試用期之專櫃人員，則定期回訓各項產品知識、皮膚學、美體手技等美容課程

及測驗美容專業知識，以充份達到本公司對於專櫃美容師專業能力之規範。

B. 針對管理人才，提供不同管理課程及置設有外訓管理辦法，針對不同年資的員工給予外訓課程補

助，以提供本公司員工專業技能及管理人才培育；此外並定期委託外訓講師及內部資深行政人員對

管理人員進行內訓，以達到員工能力的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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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自 94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勞退新制，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本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每月提撥

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 6% 至勞工退休金帳戶，並依退休金條例及本公司人事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據以辦理退休事宜。

4. 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定期召開勞資會議，並依照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及各項管理規章辦法辦理，內

容明訂員工權利義務及福利項目，以維護員工權益。本公司自成立以來勞資關係合諧，積極建立雙

向及開放之溝通方式，尚無重大勞資糾紛及損失之情事發生。

( 二 )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
失，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
法合理估計，應說明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六、重要契約



6
財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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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財務概況

ㄧ、最近五年度簡明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簽
證會計師姓名及其查核意見

( 一 ) 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1. 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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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明 資產負債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個體）



ANNUAL REPORT 2020ANNUAL REPORT 2020

102

陸、	財務概況

3. 簡明綜合損益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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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明綜合損益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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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財務概況

( 二 ) 影響上述財務報表作一致性比較之重要事項如會計變動、
公司合併或營業部門停工等及其發生對當年度財務報告之影
響：無。

( 三 ) 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及查核意見

1. 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之姓名及其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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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 一 )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 合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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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財務概況

( 二 )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 個體 )



ANNUAL REPORT 2020ANNUAL REPORT 2020

107

財務比例計算公式如下：

1. 財務結構
(1)	 負債	占	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權益總額＋非流動負債）／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

額。

2. 償債能力
(1)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	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	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 經營能力
(1)	 應收款項	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	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款項	

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	餘額。
(2)	平均收現日數＝	365	／應收款項週轉率。
(3)	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	應付款項	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	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款項	

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	生之應付票據	餘額。
(5)	平均銷貨日數＝	365	／存貨週轉率。
(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7)	 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 獲利能力
(1)	 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 ×（１－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2)	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總額。
(3)	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4)	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註	1

5. 現金流量
(1)	 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2)	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	資本支出＋存貨增加額

＋現金股利	。
(3)	現金再投資比率＝	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長期投資＋其

他非流動資產＋營運資金	。	註	2)

6. 槓桿度：
(1)	 營運槓桿度＝	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	營業利益	註	3)	。
(2)	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

註 1	：前項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	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3.	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

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 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增加稅後淨損。
	 特別股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註 2	：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	資本支出係指每	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	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	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的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註 3	：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應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致。

註 4	：公司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率計算，則改以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比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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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財務概況

三、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審查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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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年度財務報告，含會計師查核報告、兩年
對照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
金流量表及附註或附表：詳請參閱第 130 頁至第
181 頁。

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個體財務報
告：詳請參閱第 182 頁至第 231 頁。

六、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
止，如有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情事， 應列明其對本
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無此情事。



7
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
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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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
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
公司最近二年度資產、負債及權益發生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及未來因應計畫。

( 一 ) 財務狀況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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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財務狀況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個體）

( 三 ) 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重大變動之影響及未來因應計劃：

上述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之變動對本公司並無重大影響，未來營運活動所產生之營運資金將足以支

應本公司未來營運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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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
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二、財務績效
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

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 一 ) 經營結果分析表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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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經營結果分析表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個體）

( 三 ) 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可能影響及
因應計劃

1. 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

本公司係考量美妝時尚潮流、市場環境、產能規劃及過去經營成果訂定年度目標。另因美妝保養科

技日新月異，且流行品項及銷售模式日趨多元，為因應市場之多元發展，本公司除致力開發新產品

外，同時積極拓展各項銷售通路並不斷推出創新之行銷策略，藉以提升旗下各項品牌之競爭力，預

期未來本公司營運狀況將穩定成長。

2. 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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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
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三、現金流量

( 一 ) 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 二 ) 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本公司無現金流動性不足之虞。

( 三 ) 未來一年 (110 年度）現金流動性分析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 一 ) 重大資本支出之運用情形及資金來源：
本公司未來資本支出主要係	門店裝潢之租賃改良物及機器設備	，資金來源為營運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款。

( 二 ) 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預期提升公司	營業規模及生產	產能	，有助於提升營業收入	。



ANNUAL REPORT 2020ANNUAL REPORT 2020

117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
因、改善計劃及未來一年投資計劃：

六、風險事項應分析評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
日止之事項

( 一 ) 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
因應措施：

1. 利率變動

A. 對公司損益之影響

合併公司主要投資於國內公司發行之權益工具，此等權益工具之價格會因該投資標的未來價值之

不確定性而受影響。若該等權益工具價格上升或下跌 1%，而其他所有因素維持不變之情況下，對

民國 109 年度其他綜合損益因分類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投資之利益或損失

分別增加或減少 $280 仟元。

合併公司未有投資及舉借借款，故未有借款利率風險之暴險。利息收入則係閒置資金依銀行存款

利率計算而生，本公司 109 年度及 108 年度之利息收入分別為 2,722 仟元及 3,332 仟元，佔稅

前淨利分別為 4.67% 及 2.96%，對公司損益影響極小。

B. 具體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暴露於價格風險的權益工具，係所持有帳列於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

資產。為管理權益工具投資之價格風險，合併公司將其投資組合分散，其分散之方式係根據本公

司設定之限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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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
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合併公司與往來銀行信用關係良好，財務結構穩健，利率水準尚在良好的範圍以內，另外本公司

定期評估銀行各項專案存款利率，且隨時觀察金融市場利率變化對合併公司資金之影響，預期未

來利率變動對合併公司營運及損益尚不致有重大影響。

2. 匯率變動

A. 對公司損益之影響

合併公司主要營運主體係以台灣為主，銷售客戶係以新台幣計價，而進貨亦係以新台幣計價，合

併公司 109 年度及 108 年度兌換 ( 損 ) 益淨額分別為 (2,321) 仟元及 (788) 仟元，佔本公司營業

收入淨額之比重約為 (0.27%) 及	 (0.07%)，佔稅前淨利則分別為 (3.99%) 及 (0.70%)，因佔合

併公司營業收入及稅前淨利比重不大，預期匯率對合併公司損益尚不致產生重大影響。

B. 具體因應措施

財務部門與金融機構保持密切關係，持續觀察匯率變動情形，充份掌握國際間匯率走勢及變化訊

息，以隨時就匯率波動所產生之影響應變，並在現貨市場靈活調節外幣部位。

3. 通貨膨脹

A. 對公司損益之影響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與供應商保持良好合作關係，且並無顯著之通貨膨脹情形

產生，過去之損益亦無因通貨膨脹而產生重大影響。

B. 具體因應措施

合併公司密切注意上游原物料市場價格之波動，並與供應商保持良好之互動關係，未來將持續密

切觀察物價指數變化情形，研判通貨膨脹對合併公司之影響，適時調整產品售價及原物料庫存量，

以因應通貨膨脹所帶來之壓力。

( 二 )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 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
施：

合併公司一向秉持專注本業及務實原則經營事業，財務政策以穩健保守為原則，並無從事高風險、

高槓桿之投資業務。合併公司已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等作業辦法，作為合併公司從事相關行為之遵循依據。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合併公司尚無進行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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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 未來研發計畫

本公司建有會員資料庫，透過數據分析定期搜集巿場消費之資訊及顧客喜好，另由業務人員反饋顧

客意見，與巿場調查研究分析，再透過委外廠商或研發人員產製，預計未來研發工作目標如下：

A. 積極開發多樣化高機能保養品、擴大產品線

化妝品市場競爭激烈，消費者喜好需求變化大，除了現有利基性產品滿足現有主顧客外，秉持一

貫的「專業」、「簡單」、「高效」、「高品質」的核心理念，持續開發適合各年齡層、不同需

求的各類護膚保養產品，擴展現有產品線之應用範圍，加大市場占有率。

B. 加大力度開發美容暨機能性食品

近年隨著健康意識抬頭以及生活型態改變，保健食品 ( 亦稱機能性食品 ) 正頻繁出現在我們的日

常飲食並可能成為一種飲食習慣。霈方 104 年即注意到消費者未來對美容保健食品的需求趨勢，

即陸續投入美容保健食品的開發。去年更因跨足線上新零售通路，推出 6 款保健食品，包含美容、

美體、營養等三大類產品線，觸及消費者更多日常需求，讓消費者更加輕鬆達到「內在養護外在

美顏」。未來將持續擴大三大類保健食品的品項，除了與知名生技大廠合作，也計畫取得國、內

外各大獎項和認證，並拓展市場至中國大陸。

C. 有效性成分、專利性成分與技術之運用

持續不斷地的趨勢研究、國際創新、專利活性成分的運用，例如肌膚仿生成分、科技修護成分、

植物 STEM	 CELL 科技成分等，並結合新的生產技術研發新劑型與配方，使霈方一直以來持續成

功開發出許多優質口碑產品。去年 (109 年 ) 推出的「鑽彩系列」即運用了傳導包覆技術以及植物

細胞科技成分，並領先將最新的肌膚保養顯學	–	肌膚益生菌研究	 --	 運用到護膚品配方。獨家

益菌賦活配方、優異品質及出眾護膚效果讓「鑽彩系列」自推出起一年內即斬獲國內外眾多品質、

美妝評鑑大賞獎項肯定。

D. 低敏安全配方之開發

因近年持續的投入，多數產品已優化為低敏配方，並於合理性質量安全的準則下，持續完成以

溫和替代性原料減少致敏因素較高的防腐劑，更加提升產品的安全度與消費者信賴感。秉持深

化產品安全配方的理念，回應消費者對產品安全的需求，將「SAFETY	 FIRST」進一步升級為	

「SAFETY	with	EFFICACY	CLAIM」，兼具安全與效果。

E. 產品效能及安全性測試

持續與第三方檢驗機構合作，對產品配方之有效性、安定性以及安全性等方面進行效能評估測試

及檢驗，確保產品安全。去年 (109 年 ) 推出的「鑽彩系列」即委託國外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產品

貼膚測試以及效能驗證。所有品牌產品皆遵守 12 大品質安全標準。

F. 深化與國內外研究實驗室之研究與開發

與日本以及歐洲地區化妝品實驗室以及國際檢測機構進行產品合作開發，持續研發出符合女性消

費者期待的獨特優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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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
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2. 預計投入研發費用

本公司產品研發乃與國內外知名 OEM 廠，尤其化粧品產業領導大國，如法國、日本等地國際大廠及

其研發團隊合作開發。運用各大廠研發實驗室對於取得最新產業趨勢、特殊專利製程、有效性成分

的深度、廣度與速度皆優於台灣本地的優勢，縮短與歐、日等國美妝產業的時間差距，更快速推出

高端優質的產品。研發費用係包含在產品整體生產與採購成本。

( 四 )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
措施：
本公司日常營運均遵照國內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發展趨勢及法規變動情形，

蒐集相關資訊提供經營階層決策參考，以調整本公司相關營運策略。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並

未受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而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情形。

( 五 ) 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持續投入大量資源研發產品，並隨時注意保養品巿場脈動並機動修正研發技術及產品，以推

出符合市場潮流之產品，亦隨時觀察未來消費者需要，適當調整公司經營策略。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本公司尚無發生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而對本公司財務業務造成重大影響之情事。

( 六 ) 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自設立以來專注於本業經營，遵守相關法令規定，積極強化內部管理與提昇管理品質及績效，

同時保持和諧之勞資關係，以持續維持優良企業形象，增加客戶對公司之信任，因此，最近年度及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因企業形象改變而造成營運危機之情事，惟企業危機之發生可能對企業產

生相當大之損害，故本公司將持續落實各項公司治理要求，以降低企業風險之發生及對公司之影響。

( 七 ) 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尚無併購之計畫。惟將來若有併購計畫時，將依本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防範內線交易管理辦法」等規及相關法令規定，秉持審慎評估之態度，

以確實保障公司利益及股東權益。

( 八 ) 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未有擴充廠房之情事。

( 九 ) 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 進貨方面

本公司之原物料供應廠商，因產業特性已形成眾多廠商之供應鍊，相對原物料壟斷情形較不易產生，

此外本公司除持續與既有供應商建立並維持良好關係外，亦維持數家供應商往來作為彈性議價之策

略。本公司未有單一供應商採購金額佔本公司 109 及 108 年度進貨淨額之 20%，故單一供應商對本

公司之影響尚不致有重大影響。



ANNUAL REPORT 2020ANNUAL REPORT 2020

121

2. 銷貨方面

本公司目前銷售市場以台灣為主，營運模式主係透過百貨經營體系、經銷及代理商提供美容服務及

產品銷售。本公司積極佈建店鋪至台灣各縣巿之百貨公司中，並且開發電子商務、免稅店及經銷商

之業務，減少對單一百貨公司銷售通路之依賴。本公司銷貨客戶多且分散，即以個人消費者、各地

經銷及代理商為主，致單一銷貨客戶佔本公司最近二年度之銷貨淨額比重均未達 10%，故無銷貨集

中之風險。

( 十 ) 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
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董事、監察人及持股超過 10% 之大股東未有移轉本公司

之股權之情事。

( 十一 ) 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無此情
事。

( 十二 ) 訴訟或非訟事件

1 . 	 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

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

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目前處理情形：無。

2.	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最近二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

能對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無。

3.	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情事及公司目前辦理情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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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 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1. 資訊安全風險管理架構

(1)	本公司資訊安全之權責單位為資訊部，主導資訊安全管理規劃、執行及推動相關事項，並因應組

織發展適時調整所需。

(2)	本公司稽核室為資訊安全監理之督導單位，若經查核發現缺失，旋即要求受查單位提出相關改善

計畫，且定期追蹤改善成效，以降低內部資安風險。

(3)	組織運作模式採 PDCA	(Plan-Do-Check-Act)	循環管理，確保目標之達成且持續改善。

2. 資訊安全政策

(1) 人員訓練：

	 資訊部擬不定時進行資安教育訓、演練及宣導，以提高人員對資訊安全之認知及意識，降低人為

因素對資訊安全之影響。

(2) 資安管理：

A.	 伺服器及相關設備建置於 20~25℃之機房，由資訊部負責維運管理，並進行門禁嚴格控管。

B.	 工作站包含 PC、NB、Mac 及各項周邊設備等依業務性質所需妥善配置使用，提供備品以防

設備受損影響公司運營。

C.	各單位因應業務所須使用合法授權之軟體，避免不必要的資訊漏洞產生資安疑慮影響公司運

作。

D.	依不同主機及設備定期檢視並紀錄，當設備故障發生時儘速排除或聯繫廠商緊急處理。

F.	 定期進行資料備份，以因應災害發生時回復正常作業。建立異地備援存放環境，確保資料完

整性以備不時之需。

G.	新資訊系統須經 SIT、UAT 等驗証程序通過後才能正式上線使用，以確保系統準確並且穩定

柒、	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
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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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

H.	委外資訊業務審慎評估，相關資訊安全於契約條款明訂要求廠商落實資安管理之責任及相關

技術使用。

(3) 網路安全控管

A.	 強制安裝防毒軟體，並隨時更新最新病毒碼、定期掃瞄電腦檔案，作業系統及相關軟體漏洞

修補程式保持更新，以確保公司資訊系統正常運作。

B.	 網站須以防火牆及其他安全設施控管外部與內部網路之資料傳輸與存取，特別是對外網路連

接須更嚴謹控管及監視使用。

(4) 系統存取控制

A.	 因應人員新進、組織 / 職務異動、離職 / 留停時，資訊部於收到通知後進行主機、設備及相

關資訊系統等人員新增、修改或刪除權限等管理，確保系統存取安全。

B.	 工作站與資訊系統均須設定帳號及密碼控管，密碼必須符合安全原則，並要求人員定期更改。

C.	宣導人員離開坐位時應將電腦鎖定，並進行電腦保護裝置設定，以防資訊安全漏洞延伸不必

要之疑慮。

D.	外網維運內部主機、電腦或相關設備時，若以遠端登入進行時，須先經授權核可後方可登入

使，並要求相關人員監控其處理情形。

E.	 依照專業機構提供之資訊環境控制與資訊系統查核事項，資訊部定期進行自主性查核，確保

資訊處理相關作業之安全。

(5) 資訊系統安全管理

A.	 資訊系統開發上版對外服務前，委託合法及合格廠商處理，避免不當軟體、後門及電腦病毒

等危害系統安全。

B.	 委外廠商進行系統建置或維運，須規範及限制可接觸之系統與資料範圍，僅提供臨時性系統

登入帳號及密碼供使用，並且由資訊部人員監督及陪同下始得為之。

C.	資訊系統維運或權限異動等須填寫資訊服務需求單，經相關人員簽核把關後，資訊部人員方

能執行。

(6) 維運管理

A.	 如發生資訊安全事件，致資訊系統無法運作或影響執行效率時，應速報單位主管及資訊人員

做相關妥善處理。

B. 資訊部定期評估資安風險造成可能之損失，必要時投保適當之保險以降低公司損失。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8
特別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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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一）關係企業組織圖

10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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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

（三）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其相同股東資料：無。

（四）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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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特別記載事項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
辦理情形：無。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
分本公司股票情形：無。

四、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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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發生證券交
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所定對股東權益或
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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