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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一次反馈意见补充回复的专项说明 

众环专字（2016）012155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受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高速”或“公司”）委托，担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会计师。 

根据贵会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62407]号《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我们已经按照要求对所涉及的

事项进行了核查、答复，并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向贵会提交了相关文件。 

根据贵会近期以口头形式传达的补充反馈意见，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研究和

讨论，现就补充反馈意见涉及的相关问题落实情况逐条报告如下：  

 

一、问题 3：公司在反馈意见回复中提到出口退税对三木智能净利润和盈利能力没有直接

影响，但鉴于出口退税可导致最终的售价可以定得低一些，对产品竞争力及盈利能力还是存在

一定的影响，请公司对此进行分析并予以补充披露。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从账务处理来看，出口退税对三木智能净利润没有直接影响 

从出口退税的会计处理来看，三木智能办理完出口报关手续，并收齐有关出口退税单证后，

按月向税务机关申报出口退税，经税务机关审核后，按照税务机关确认的金额借记“其他应收

款—出口退税”，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出口退税会计处理对净利润没有

直接影响。 

二、从参与国际竞争来看，出口退税提升了我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力 

三木智能产品大部分出口，目前享受 17%的退税率。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国

和出口国，三木智能主要 ODM 客户所在国的电子产品大部分从我国进口，因此，如果我国电子

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降低，则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三木智能的税费支出，并相应加大三木智能客



 

 

户的采购成本，从而影响三木智能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竞争力。和三木智能类似的我国 ODM

企业面临着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最终的其经营业绩差异还是取决于研发、供应链管理、质量

控制和市场拓展能力的不同。 

如果未来我国电子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出现诸如出口退税率降低等不利于三木智能产品出口

的变化，将会影响三木智能产品出口销量及出口退税收入，进而对其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风险对所有出口企业会产生同样的不利影响，属于系统性风险。针对该风

险，三木智能将通过多种手段提升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包括市场分散化、产品多元化、持续提

升产品的质量管控能力、减少不必要的生产成本损耗及售后服务成本、增厚业务的综合毛利水

平，可以有效抵御可能发生的税收政策调整风险。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出口退税会计处理对三木智能净利润没有直接影响。如果未来电子产品出口退税

率降低，将可能影响三木智能产品出口销量及竞争力，进而对其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但出

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属于系统性风险，针对该风险，三木智能将通过多种手段提升自身的抗风险

能力，抵御可能发生的税收政策调整风险。 

 

二、问题 13、公司在反馈意见回复中提到报告期的利润主要来源于设计、供应链管理等环

节，请补充披露设计、供应链等环节与加工环节分别的毛利占比并进行分析。请独立财务顾问

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三木智能设计、供应链与加工环节毛利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主营业务指标 各环节毛利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毛利 研发设计 供应管理 加工 

2016 年 1-9 月 

平板 63,855.75 55,029.14 13.82% 8,826.61 
5,789.41 4,165.13 1,066.69 

手机 19,050.12 16,855.50 11.52% 2,194.62 

车 联 网 及

其他产品 
5,192.93 3,685.29 29.03% 1,507.64 1,507.64 - - 

材料配件 3,771.72 3,395.09 9.99% 376.63 - - 376.63 

软 件 及 技 929.19 35.09 96.22% 894.10 894.10 - - 



 

 

产品名称 
主营业务指标 各环节毛利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毛利 研发设计 供应管理 加工 

术服务 

合计 92,799.70 79,000.11 14.87% 13,799.59 8,191.15 4,165.13 1,443.32 

各环节毛利率推算 8.83% 4.49% 1.56% 

2015 年度 

平板 85,741.07 76,357.15 10.94% 9,383.92 
8,270.72 3,915.69 -787.32 

手机 25,018.85 23,003.68 8.05% 2,015.17 

材料配件 8,010.64 7,157.56 10.65% 853.08 - - 853.08 

车 联 网 及

其他产品 
2,597.31 2,140.34 17.59% 456.97 456.97 - - 

软 件 及 技

术服务 
851.93 53.59 93.71% 798.34 798.34 - - 

合计 122,219.81 108,712.32 11.05% 13,507.49 9,526.03 3,915.69 65.76 

各环节毛利率推算 7.79% 3.20% 0.06% 

2014 年度 

平板 104,626.30 94,569.85 9.61% 10,056.45 
9,521.90 3,543.27 1,237.86 

手机 43,952.69 39,706.11 9.66% 4,246.58 

材料配件 5,341.69 4,914.67 7.99% 427.02 - - 427.02 

车 联 网 及

其他产品 
2,726.53 2,260.68 17.09% 465.85 - - 465.85 

软 件 及 技

术服务 
420.04 49.81 88.14% 370.23 370.23 - - 

合计 157,067.24 141,501.11 9.91% 15,566.13 9,892.13 3,543.27 2,130.73 

各环节毛利率推算 6.30% 2.26% 1.35% 

注 1：上述分析中将产业链主要分为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及加工 3 个环节，由于三木智能

日常业务运营为有机整体，难以分割精确核算各个环节之收入、成本及利润贡献，拟通过相关

假设及推算尽可能准确的还原三木智能报告期内各个环节之毛利率。 

注 2：在平板与手机业务中：①三木智能单家层面通过向生产型子公司（米琦通信及三美琦



 

 

电子）收取软件费用以实现单家之研发设计收入，在上述推算中将母公司之毛利视为平板与手

机业务中研发设计环节之毛利；②在上述推算中将报告期内自供应商处取得之返点收入（该金

额已通过与主要供应商如品佳等函证确认）视为平板与手机业务中供应链管理环节之毛利；③

加工环节之毛利以平板与手机业务总体毛利扣除①、②项毛利之后得出。 

注 3：在材料配件业务中，考虑到其主要系与平板与手机之整机配套销售，研发设计环节对

其贡献率较小，且其供应链管理之贡献已包括在平板与手机业务之中，因此在上述推算中将材

料配件业务之毛利全部视为加工环节之毛利。 

注 4：在车联网及其他产品业务中，考虑到车联网及其他产品加工之流程较之平板与手机并

无明显差别，其主要毛利贡献来自于产品之研发设计，因此在上述推算中将车联网及其他产品

业务之毛利全部视为研发设计环节之毛利。 

注 5：在软件及技术服务中，不涉及供应链管理及加工之环节，因此在上述推算中将软件及

技术服务之毛利全部视为研发设计环节之毛利。 

二、报告期三木智能各环节毛利率及综合毛利率变动进行相关分析 

在前述基础上，对报告期各环节之毛利率及综合毛利率变动进行相关分析： 

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2014 年 

综合毛利率 14.87% 11.05% 9.91% 

研发设计环节 8.83% 7.79% 6.30% 

供应管理环节 4.49% 3.20% 2.26% 

加工环节 1.55% 0.06% 1.35% 

1、综合毛利率的上升主要得益于研发设计环节与供应链管理环节毛利率的上升，而研发设

计环节与供应链管理环节毛利率的上升即是三木智能进行产品战略结构调整，专注于毛利率更

高的研发设计及供应链管理环节的有效体现。 

2、2016 年 1-9 月供应链管理环节之毛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得益于三木智能基于其供应链管理

的优势在 2016 年 5 月起原材料供应日趋紧张价格上涨的形势下，通过提前预判，以及战略合作，

进行有效成本控制，一定程度上分享到了本次材料行情上涨的红利所致。 

3、2016 年 1-9 月三木智能从自产加外协模式转向纯外协模式，由于质控部门在外协厂负责

质量控制、加工现场协调，以确保外协厂如期交付合格产品，加工环节仍有利润贡献。较前两

年均有所提升主要是由于：在自产模式下，三木智能除承担每件的计件工资外，尚有较大的固

定加工成本，如厂房设备的折旧、一线生产人员的基本工资等需要负担；而在外协模式下，加

工成本与产量则基本呈简单线性关系，仅需按件支付加工费，无须承担额外的闲置产能对应的



 

 

固定成本。因此，随着三木智能外协加工占比的持续上升以及 2016 年 7 月厂房设备的剥离，加

工环节毛利率有所上升。 

4、2015 年度加工环节毛利率较低主要是由于 2015 年收入较之 2014 年有所下降，产能利用

率下滑，固定成本却随着厂房及设备转固折旧有所增加的缘故。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报告期内三木智能的利润主要来源于设计及供应链管理等核心环节，加工环节相

对占比较低，且外协加工模式下一定程度更有利于加工环节的成本控制，因此，三木智能生产

模式向纯外协加工模式转变，有助于三木智能专注于毛利率较高的设计及供应链管理等环节，

进一步提供盈利能力。 

 

三、问题 7、公司在反馈意见回复中提到 2015 年 1 月及 2015 年 3 月的股权转让不构成“股

份支付”。现假设这两次股权转让构成“股份支付”，请匡算及补充披露三木智能需要确认管理

费用的金额，以及对三木智能 2015 年度损益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2015 年 1 月之股权转让构成“股份支付”之假设情形 

（一）2015 年 1 月三木有限和三木投资股权转让 

1、股东会决议 

2015 年 1 月 8 日，三木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张志宏将其所持三木有限

6.00%的股权以 63.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三木投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5 年 1 月 8 日，三木投资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张志宏将其所持三木投资

5.814%、0.727%、7.994%的股权分别以 116.28 万元、14.54 万元、159.877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杨海燕、张建辉、张旭辉。 

2、转让协议签署 

2015 年 1 月 9 日，张志宏与三木投资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5 年 1 月 9 日，张志宏与张旭辉、杨海燕、张建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3、工商变更登记 

2015 年 2 月 5 日，三木有限完成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5 年 2 月 6 日，三木投资完成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若形成“股份支付”需确认管理费用的金额 

基于上述情形，2015 年 1 月三木有限和三木投资股权转让系三木有限在新三板挂牌前对股

权结构的调整，不以股权激励为目的，不构成股份支付。 

现假设构成股份支付，匡算管理费用过程如下： 

1、对应股份数 

张志宏所持有三木有限及三木投资同步进行转让，其向三木投资转让所持有三木智能之 6%

股权实际受益人应为三木投资完成该次股权变更后之股东，因此按照三木投资完成该次股权变

更后之股权架构确认本次三木有限之股权转让若形成“股份支付”需确认股份支付的股份数量：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张旭辉 886.62 44.33 

2 诺球电子 348.84 17.44 

3 云亚峰 218.02 10.90 

4 杨海燕 116.28 5.81 

5 黄国昊 101.74 5.09 

6 张黎君 101.74 5.09 

7 叶培锋 81.40 4.07 

8 熊胜峰 72.68 3.63 

9 黄日红 58.14 2.91 

10 张建辉 14.54 0.73 

合   计 2,000.00 100 

上表所示三木投资股东中张旭辉为三木有限之实际控制人，杨海燕为张志宏妻子，因此将

本次股权转让中两人间接获得的三木智能股份扣除，则股份支付对应股份为： 

630,000×（1－44.33%－5.81%）＝314,118 股 

2、每股公允价值的确定 

选取距离本次股权转让最近一期（2014 年 12 月 31 日）三木智能经审计之账面净资产为准，

确定每股公允价值约为： 

237,295,244.20÷10,500,000.00＝22.60 元/股 

3、若形成“股份支付”需确认之管理费用 

若形成“股份支付”需确认之管理费用为若形成“股份支付”需确认股份支付的股份数量

之公允价值扣除取得对价： 



 

 

314,118×22.60-314,118.00＝6,784,948.80 元≈678.49 万元 

二、2015 年 3 月之增资构成“股份支付”之假设情形 

（一）2015 年 3 月三木有限增资和三木投资股权转让 

1、股东会决议 

2015 年 3 月 11 日，三木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三木有限注册资本增资到

4,700.00 万元，增资的 3,650.00 万元由三木投资认购，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2015 年 3 月 11 日，三木投资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致同意：黄日红将其所持三木投资

2.907%的股权以 58.1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旭辉；云亚峰将其所持三木投资 2.907%的股权以

58.1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海燕，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转让协议签署/缴纳增资 

2015 年 3 月 16 日，黄日红与张旭辉、云亚峰与杨海燕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5 年 3 月 23 日，三木投资共向三木有限汇入投资款 3,650.00 万元。 

3、工商变更登记 

2015 年 3 月 18 日，三木有限完成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5 年 3 月 20 日，三木投资完成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分析本题“二、2015 年 3 月之增资构成“股份支付”之假设情形”之“（一）2015

年 3 月之三木有限增资和三木投资股权转让”情形下穿透至最终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变化。 

将三木智能之法人股东穿透至最终自然人，分析其最终持股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股东 
是否为三木

投资股东 

2015 年 3 月股权增

资前最终持股比例 

2015 年 3 月 

增资后最终持股比例 
变动 

1 张旭辉 是 41.49% 46.20% 4.70% 

2 胡球仙子 是 18.49% 17.68% -0.81% 

3 云亚峰 是 11.56% 8.39% -3.16% 

4 杨海燕/张志宏 是 6.16% 8.55% 2.39% 

5 黄国昊 是 5.39% 5.16% -0.24% 

6 张黎君 是 5.39% 5.16% -0.24% 

7 叶培锋 是 4.31% 4.12% -0.19% 

8 熊胜峰 是 3.85% 3.68% -0.17% 

9 黄日红 否 2.58% 0.34% -2.25% 

10 张建辉 是 0.77% 0.74% -0.03% 

合   计 100.00% 100.00% - 



 

 

注：上表中，杨海燕张志宏系夫妻关系，因此合并统计。张志宏系张旭辉之堂弟。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 2015 年 3 月三木投资对三木智能增资 3,650.00 万元的增资过程中，实

际控制人张旭辉先生持股比例上升 4.70%，其关联方杨海燕、张志宏夫妻持股比例上升 2.39%（主

要是由于在 2015 年 1 月的股权变动中其最终持股下降约 8.37%，本次变动中有所调回），其他股

东（员工及高管相关人员）持股比例均下降。初步测算，其他股东本次增资前后直接和间接合

计持有三木有限股权价值（以净资产为依据）的差额小于其通过三木投资按比例计算的增资额，

因此，不再参照前述 2016 年 1 月股权转让的匡算方法匡算本次增资因股份支付确认的管理费用。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三木有限 2015 年 1 月和 3 月的股权变更事宜，系三木有限规范各子公司的架构和

股权结构优化调整的系统安排，不以股权激励为目的，不是为了获取职工服务，因此不构成“股

份支付”，不确认相关管理费用。 

 

三、问题 8、申请材料显示 2016 年 1-9 月与去年同期相比收入增幅不大，但净利润增加较

多，请就此进行相应的量化分析并予以补充披露。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2016 年 1-9 月与去年同期净利润形成情况比较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变动额 

一、营业收入 93,162.81 86,570.39 6,592.42 

减：营业成本 79,218.19 76,207.41 3,010.78 

营业毛利 13,944.62 10,362.97 3,581.66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7.07 240.76 -63.69 

销售费用 625.22 675.60 -50.38 

管理费用 3,802.56 5,341.62 -1,539.06 

财务费用 -232.63 289.53 -522.16 

资产减值损失 1,031.75 777.93 253.82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16 0.13 0.0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540.81 3,037.66 5,503.15 

加：营业外收入 1,071.67 1,571.66 -499.98 

减：营业外支出 29.73 5.60 24.12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变动额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582.76 4,603.71 4,979.05 

减：所得税费用 2,210.46 1,071.43 1,139.03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372.30 3,532.28 3,840.02 

从上表可以看出 2016 年 1-9 月净利润较之去年同期增加约 3,840.02 万元，主要是由于： 

1、营业毛利上升导致利润增加 3,581.64 万元； 

2、管理费用减少导致利润增加 1,539.06 万元； 

3、财务费用下降导致利润增加 522.16 万元； 

4、营业外收入下降导致利润下降约 499.98 万元； 

5、前述增减项及其他零星变动使利润总额上升约 4,979.05 万元，所得税费用上升因此导致

利润下降约 1,139.03 万元。 

二、毛利变动 

（一）营业收入及成本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92,799.70 79,000.11 86,076.61 76,007.80 

其他业务 363.11 218.08 493.78 199.62 

合   计 93,162.81 79,218.19 86,570.39 76,207.41 

（二）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 

单位：万元 

2016 年 1-9 月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 毛利率 

平板 63,855.75 55,029.14 8,826.61 13.82% 

手机 19,050.12 16,855.50 2,194.62 11.52% 

车联网及其他产品 5,192.93 3,685.29 1,507.64 29.03% 

材料配件 3,771.72 3,395.09 376.63 9.99% 

软件及技术服务 929.19 35.09 894.10 96.22% 

合   计 92,799.71 79,000.11 13,799.60 14.87% 

 

2015 年 1-9 月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 毛利率 

平板 52,405.92 46,490.47 5,915.45 11.29% 



 

 

2015 年 1-9 月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 毛利率 

手机 24,031.64 21,865.67 2,165.97 9.01% 

车联网及其他产品 2,464.48 1,980.44 484.04 19.64% 

材料配件 6,381.51 5,629.09 752.42 11.79% 

软件及技术服务 793.06 42.12 750.94 94.69% 

合   计 86,076.61 76,007.80 10,068.81 11.70% 

 

同期变动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 毛利率 

平板 11,449.83 8,538.67 2,911.16 2.53% 

手机 -4,981.52 -5,010.17 28.65 2.51% 

车联网及其他产品 2,728.45 1,704.85 1,023.60 9.39% 

材料配件 -2,609.79 -2,234.00 -375.79 -1.80% 

软件及技术服务 136.13 -7.03 143.16 1.53% 

合   计 6,723.10 2,992.31 3,730.79 3.17%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6 年 1-9 月期间，随着平板销售的回暖、新产品推出、原材料上涨带

来的提价等因素影响，平板业务本期贡献毛利增加约 2,911.16 万元；新拓展业务车联网及其他

产品，随着车联网的销量上升，新增多参仪 PAD 板产品的出货，本期毛利贡献增加约 1,023.60

万元；其他业务板块相对变动不大。 

综上本期主营业务毛利较上期增加约 3,730.79 万元；其他业务部分毛利略有下滑约 149.13

万元；因此整体毛利上升约 3,581.66 万元。 

三、管理费用变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变动额 

研发费 1,517.60 1,710.77 -193.17 

职工薪酬 954.70 1,257.19 -302.50 

折旧及摊销 359.07 389.91 -30.84 

税金 100.04 59.38 40.67 

其他 871.15 876.41 -5.27 

股份支付费用 - 1,047.96 -1,047.96 

合   计 3,802.56 5,341.62 -1,539.06 



 

 

1、本期未发生股份支付，去年同期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1,047.96 万元。 

2、由于三木智能由自产加外协转向纯外协模式，以及三美琦电子的停产，一线配套管理人

员有所减少，职工薪酬部分下降约 302.50 万元。 

综上，本期管理费用中股份支付部分减少 1,047.96 万元，职工薪酬减少约 302.50 万元，其

余部分变动不大整体略有下降约 188.60 万元，因此，管理费用整体下降约 1,539.06 万元。 

四、财务费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变动额 

利息支出 285.02 659.54 -374.52 

利息收入 -108.16 -420.69 312.52 

汇兑损益 -509.00 -27.92 -481.08 

其他 99.51 78.60 20.91 

合   计 -232.63 289.53 -522.16 

1、利息支出本期下降约 374.52 万元，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因素：其一，上期存在与股东之

间的资金拆借，对应计提支付的利息较多；其二，长期应付款融资利息支出随着融资租赁的解

除有所减少。 

2、利息收入本期下降约 312.52 万元，主要是由于本期三木智能进一步统筹资金使用，减少

与股东之间资金拆借，因此拆出资金应收利息减少所致。 

3、汇兑损益本期增加约 481.08 万元，主要是由于今年以来人民币持续贬值，三木智能海外

销售较多，因此汇兑损益有所增加。 

综上，本期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及利息收入净变动下降约62.00万元，汇兑损益增加约481.08

万元，其他零星变动增加约 20.91 万元，整体财务费用下降约 522.16 万元。 

五、营业外收入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变动额 

政府补助 832.83 1,570.04 -737.21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227.33 - 227.33 

其他 11.51 1.61 9.90 

合   计 1,071.67 1,571.66 -499.98 

其中，对于“政府补助”的分析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变动额 

软件企业退税 724.98 849.42 -124.44 

外贸稳定增长奖励 25.00 700.00 -675.00 

3G 物联网项目 1.43 1.43 - 

RFID 项目 6.84 6.84 0.00 

远程家电健康技术创新项目 2.30 2.14 0.16 

外经贸发展专项基金（进口设备贴息） 11.14 - 11.14 

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资助 28.74 - 28.74 

深科技创新[2016]62 号房租补贴 20.86 - 20.86 

其他项目 11.54 10.22 1.32 

合   计 832.83 1,570.04 -737.21 

政府补助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偶发性外贸稳定增长奖励下降约 675.00 万元。 

综上，本期营业外收入由于政府补助下降约 737.21 万元，资产处置收入增加约 227.33 万元，

其他零星增加约 9.90 万元，净减少约 499.98 万元。 

六、所得税费用有效税率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变动额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582.76 4,603.71 4,979.05 

所得税费用 2,210.46 1,071.43 1,139.03 

有效税率 23.07% 23.27% -0.21% 

2016 年 1-9 月与去年同期所得税费用有效税率均为 23%左右，因此所得税费用随着利润总

额的上升增加约 1,139.03 万元。 

七、核查意见 

经核查，三木智能 2016 年 1-9 月净利润较之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1、营业毛利上升

导致利润增加 3,581.64 万元；2、管理费用减少导致利润增加 1,539.06 万元；3、财务费用下降

导致利润增加 522.16 万元；4、营业外收入下降导致利润下降约 499.98 万元；5、前述增减项及

其他零星变动使利润总额上升约 4,979.05 万元，所得税费用上升因此导致利润下降约 1,139.03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