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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梦舟股份           编号：2020-016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上诉；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涉案金额： 6,824,251.13 元及利息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上诉已受理尚未开庭，对公司本期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黑狐》联投合同纠纷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临

2019-033），披露了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诉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梦舟影视

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案，具体情况如下： 

1、原告：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杭州市文二西路 683号西溪创意产业园 C-C座 

法定代表人：傅梅城 

2、被告：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西安曲江新区曲江行政商务区曲江 SOHO2号楼 1单元 10901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 

3、诉讼机构：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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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诉讼的内容与理由： 

1、原告请求的内容及理由 

1）事实与理由： 

2010 年 12 月 26 日，原、被告双方签署《联合投资拍摄电视连续剧<黑狐>

合同书》，约定联合投资拍摄 40 集电视连续剧《黑狐》。其中原告投资 480 万

元，占总投资的 20%。 

按照 2017年 3月 15日被告盖章确认的结算函，就该剧被告应分配的发行收

益结算款为 177,650 元。 

2）诉讼请求 

①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结算款人民币 177,650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人民币

14,102 元(自 2017 年 3 月 15 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暂计算至 2018

年 11月 14日，应当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上两项合计为 191,752 元。 

②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被告答辩情况 

答辩人认为：电视剧《黑狐》于 2011 年即开始发行并播出，而合同约定双

方在发行后每季度按投资比例分配发行收入，故最迟至 2014 年该债务即已变成

自然之债。答辩人虽于 2017 年在华策公司的《结算函》上盖章，但不能据此推

定答辩人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自然债务进行了重新确认。因为“对原债务的重新

确认”，是指债权人有要求清偿自然债务的意思表示，债务人签字、盖章认可并

愿意继续履行该债务（见最高法院 2016民立他字第 106号《复函》）。 

虽然保护债权人利益是司法实践应该坚持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当债务人主

张诉讼时效抗辩权时，应尽量作有利于债权人的解释。但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

毕竟是自然债务，对自然之债的保护应不同于普通债权，应适度从严，以维护诉

讼时效制度的刚性。法律设置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就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

利，这也是交易安全和快捷的基本要求。华策公司在债权到期后 5年内一直不主

张权利，是对自己权利的忽视，其应对自己未及时主张权利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

因此，从维护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和制度的刚性出发，不宜认定华策公司发出《结

算函》、答辩人盖章的行为，是双方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自然债务进行了重新

确认。 



3 

 

综上，因华策公司对答辩人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应驳回华策公司

的诉讼请求。 

（三）一审判决情况 

2019 年 8月 20 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就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具体

情况如下：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联合投资拍摄电视连续剧<黑狐>合同书》、

等相关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和相关法规，合法有效。 

被告提出抗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合同具有特殊

性，双方前期投入而后期可获收益，其中因电视剧播出等获得收益并非可完全预

期，有一定的持续性。且被告盖章确认的《结算函》已明确债权债务金额，故被

告的相应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应支付原告结算款 177,650元及产生的利

息。 

判决如下： 

一、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结算款 177,650 元，支付利息 13,051.35 元(截至

2018年 11月 14日,2018年 11月 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另行计付）； 

二、驳回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我公司收到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 0106 民初 12088 号《民事判

决书》后，不服一审判决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四）上诉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正式受理我公司关于上述两

案件之上诉请求，上诉情况如下： 

1、诉讼双方及受理机构 

1）上诉人：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曲江

新区曲江行政商务区 SOHO2号楼 1单元 10901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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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上诉人：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蒋

村街道文二西路西溪创意产业园 C-C座。 

法定代表人：傅梅城，董事长。 

3）受理机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上诉请求及理由 

1）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认为：电视剧《黑狐》于 2011 年即开始发行并播出，而合同约定双

方在发行后每季度按投资比例分配发行收入，故最迟至 2014 年该债务即已变成

自然之债。上诉人虽于 2017 年在被上诉人的《结算函》上盖章，但不能据此推

定上诉人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自然债务进行了重新确认。因为“对原债务的重新

确认”，是指债权人有要求清偿自然债务的意思表示，债务人签字、盖章认可并

愿意继续履行该债务（见最高法院 2016 民立他字第 106 号《复函》）。上诉人

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简单

地以“收益并非可完全预期，有一定连续性”为由，对上诉人正当的抗辩理由未

予理睬，仍然判决上诉人清偿自然债务，显然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目的，

也违反了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 

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2）上诉请求 

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 0106 民初 120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苍狼》联投合同纠纷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临

2019-033），披露了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诉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梦舟影视

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案，具体情况如下： 

1、原告：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杭州市文二西路 683号西溪创意产业园 C-C座 

法定代表人：傅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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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告：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西安曲江新区曲江行政商务区曲江 SOHO2号楼 1单元 10901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 

3、诉讼机构：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二）本次诉讼的内容与理由： 

1、原告请求的内容及理由 

1）事实与理由： 

2012 年 4月 16 日，原、被告双方签署《电视连续剧<苍狼>联合投资摄制合

同》，约定联合投资拍摄 50 集电视连续剧《苍狼》。其中原告投资 800 万元，

占总投资的 20%。 

按照被告盖章确认的结算函，截止 2017年 3月 15日就该剧被告应分配给原

告的发行收益结算款为 6,646,601.13元，但该款项被告至今未付。 

2）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结算款人民币 6,646,601.13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人民

币 527,630.87 元(自 2017 年 3 月 15 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 4.75%计算，

暂计算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应当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上两项合计为

7,174,232元。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被告答辩情况 

答辩人认为：电视剧《苍狼》于 2013年 10月即开始发行并播出，而合同约

定双方自取得发行许可证之日起两年内完成首轮发行及收益分配，故最迟至

2018年 10月该债务即已变成自然之债。华策公司于 2018年 12月才提起本案诉

讼，其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答辩人虽于 2017 年在华策公司发出的《结

算函》上盖章，但华策公司在《结算函》中仅请求答辩人核实并确认应分配结算

款的数额，该行为显然不是以“发送信件或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故不能引

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 

虽然保护债权人利益是司法实践应该坚持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当债务人主

张诉讼时效抗辩权时，应尽量作有利于债权人的解释。但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

毕竟是自然债务，对自然之债的保护应不同于普通债权，应适度从严，以维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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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时效制度的刚性。法律设置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就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

利，这也是交易安全和快捷的基本要求。华策公司在诉讼时效期间一直不主张权

利，是对自己权利的忽视，其应对自己未及时主张权利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因

此，从维护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和制度的刚性出发，不宜认定华策公司该自然债权

仍受法律的保护。 

综上，因华策公司对答辩人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应驳回华策公司

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三）一审判决情况 

2019 年 8月 20 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就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具体

情况如下：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电视连续剧<苍狼>联合投资拍摄合同》系

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和相关法规，合法有效。 

被告提出抗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合同具有特殊

性，双方前期投入而后期可获收益，其中因电视剧播岀等获得收益并非可完全预

期，有一定的持续性，且被告盖章确认的《结算函》已明确截止 2017 年 3月 15

日，被告就案涉合同项下应向原告分配结算款项 6,646,601.13 元，故被告的相

应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应支付原告结算款 6,646,601.13 元。并支付原

告自 2017 年 3 月 16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

4.35%计付至实际清楚之日止，暂计至 2018年 11月 14日为 488,303.63 元。 

判决如下： 

一、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

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结算款 6646601.13 元，支付利息 488303.63 元(截至

2018年 11月 14日,2018年 11月 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另行计付)； 

二、驳回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我公司收到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 0106 民初 12094 号《民事判

决书》后，不服一审判决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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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诉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正式受理我公司关于上述两

案件之上诉请求，上诉情况如下： 

1、诉讼双方及受理机构 

1）上诉人：西安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曲江

新区曲江行政商务区 SOHO2号楼 1单元 10901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执行董事。 

2）被上诉人：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蒋

村街道文二西路西溪创意产业园 C-C座。 

法定代表人：傅梅城，董事长。 

3）受理机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上诉请求及理由 

1）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认为：双方合同约定：自取得发行许可证之日起两年内，完成首轮发

行及收益分配。《苍狼》的发行许可证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取得，按照双方约

定在 2015 年 10 月 25 日前即应完成发行收益的分配，被上诉人收益债权的诉讼

时效期间自 2015年 10月 26日开始起算，于 2017年 10月 25日届满，而被上诉

人直到 2018 年 12 月 27 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其起诉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该债务已变成自然债务。 

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的《结算函》，因并非以“发送信件或数据电文方

式主张权利”，故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并且，该函的落款时间虽为“2017

年 3 月 15 日”，但被上诉人何时发出、上诉人何时收到的事实不明。该事实应

通过被上诉人举证由法院查明，但被上诉人对此未能举证证明，一审判决也未认

定上诉人在 2018 年 10 月 25 日前收到了《结算函》。一审判决却简单地以“收

益并非可完全预期，有一定连续性”为由，对上诉人的正当的抗辩理由未予理睬，

仍判决上诉人清偿自然债务，显然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目的，也违反了诉

讼时效的法律规定。 

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2）上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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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 0106 民初 120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上诉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公告上述诉

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 

 

特此公告。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