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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问询函中 

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回复 

 
 

致同专字(2020)第 210ZB09589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收到了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聆达

集团”）转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对聆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0】第 1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按照该问询函的要求，基于聆达集团对问询函相

关问题的说明，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3：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 2020 年 1-6 月的第一大客户为苏

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苏瑞”），对其销售收入为 22,115.65

万元，占总体销售收入的 38.62%；期末对其应收账款余额为 10,135.94 万元，占总

体应收账款余额的 88.24%，已计提 101.36 万元坏账准备。苏州苏瑞为标的公司历

史关联方，因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暂未得到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澳

太阳能”）认证，苏州苏瑞作为中间商参与标的公司与晶澳太阳能的交易。 

（1）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采用上述模式向晶澳太阳能销售的主要合同条款，

包括合同签署方、产品价格、发货、验收、结算及回款期限等，并结合同行业可

比公司情况说明采用上述模式进行销售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2）请结合销售合同条款、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具体时点及依据说明相

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3）请补充披露截至回函日上述应收账款的实际回款情况，是否存在超期

未回款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独立财务顾问与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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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回复 

1、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采用上述模式向晶澳太阳能销售的主要合同条款，

包括合同签署方、产品价格、发货、验收、结算及回款期限等，并结合同行业可

比公司情况说明采用上述模式进行销售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标的公司与苏州苏瑞、晶澳太阳能的具体合作模式为：标的公司与苏州苏瑞

签订销售合同，苏州苏瑞与晶澳太阳能签订销售合同，具体执行过程中货物由标

的公司负责运送至苏州苏瑞指定的晶澳太阳能收货地点，由晶澳太阳能签收，三

方另签订三方结算协议，货款由晶澳太阳能直接支付给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通过苏州苏瑞向晶澳太阳能销售的主要合同条款如下： 

（1）销售合同的签署方：合同买方为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产品价格：产品销售价格为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价格执行。 

（3）产品发货：产品的运输和保险由卖方负责并承担费用；货物的所有权、

损毁、灭失的风险在货物运抵交货地点交付给买方后转移至买方。 

（4）货物验收：买方应于全部货物到达买方工厂后 30 日内按约定规格及参

数验收，如有异议，买方应及时向卖方发出产品瑕疵通知，买卖双方确认之日起

5 天内以合格产品更换该等瑕疵产品。 

（5）结算方式：到期日 180 天之内的银行承兑汇票。 

（6）回款期限：每月 20 日进行对账，对账后每月 20 日至 30 日进行结算付

款。 

2020 年 7 月，标的公司成为晶澳太阳能合格供应商，在此之前，2019 年 12 月

至 2020 年 6 月，双方通过苏州苏瑞开展合作，是特殊时期的业务处理。 

2020 年 7 月以后，标的公司的产品直接销售给晶澳太阳能。 

同行业可比公司通威股份、爱旭股份未披露与客户的具体合作模式，从行业

实际情况来看，一流组件厂商通常会对电池供应商进行包括质量、供货能力等多

方面的认证，光伏行业各企业之间是竞争关系同时也是合作关系，为了应对快速

变化的市场行情，企业间会采取多种合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模式。 

2、请结合销售合同条款、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具体时点及依据说明相关

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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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与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合同条款约定“卖方负责将

货物送至买方指定地点”及“货物的所有权、损毁、灭失的风险在货物运抵交货

地点交付给买方后转移至买方”；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具体时点为标的公司将

电池片运抵买方指定地点交付给收货人并签收，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依据为公

司取得客户签字的发货单。 

收入确认具体原则是根据订单、发货单并经客户签收产品后确认收入，标的

公司销售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

形。 

3、请补充披露截至回函日上述应收账款的实际回款情况，是否存在超期未

回款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报告期末，标的公司对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

收账款 10,135.94 万元已全部收回，不存在超期未回款的情形。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 

1、获取并查阅标的公司与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销售合同； 

2、获取并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爱旭股份、通威股份的年度报告等公开信息； 

3、获取并查阅晶澳太阳能对标的公司出具的合格供应商说明； 

4、获取并查阅标的公司通过苏州苏瑞向晶澳太阳能销售产品的出库单、发

货单（客户签收单）及销售发票，复核销售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5、获取并查阅相关销售回款凭据。 

经核查，我们认为： 

1、苏州苏瑞作为中间商参与标的公司与晶澳太阳能的交易模式是特殊时期

的业务处理，2020 年 7 月以后，标的公司的产品直接销售给晶澳太阳能，苏州苏

瑞不再作为中间商参与，采用上述模式进行销售符合行业实际情况； 

2、相关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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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末，标的公司对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已全部

收回，不存在超期未回款的情形。 

二、问询函问题 4：报告书显示，上市公司与正海嘉悦及其全部合伙人签署

《投资合作协议》，如标的公司后续业绩达到一定标准，上市公司有义务以现金

和/或股份的方式按约定价格收购标的公司剩余股份。前述业绩仅包括一期、二期

合计 7GW 太阳能光伏电池片制造项目实现利润，三期项目独立核算。《投资合

作协议》同时约定，标的公司 2021年、2022 年、2023年经审计扣非净利润的合计

数超过 7.5 亿元的，则超额部分的 55%由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于 2024 年内奖励给

管理团队，奖励总额不超过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上限。 

（5）请结合本次交易与后续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是否互为前提、交易价

格的公允性说明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后续收购的会计处理方式。 

请会计师就问题（5）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1、请结合本次交易与后续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是否互为前提、交易价格

的公允性说明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 

（1）根据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寨正海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订的《关于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聆达集团收购正

海嘉悦持有的标的公司 70%的股权，聆达集团有义务进一步收购少数股东持有的

标的公司少数股权，但应满足以下条件： 

①本协议经当事方妥为签署； 

②聆达集团及正海嘉悦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已经依约完成

股权转让（经双方同意豁免的义务除外）； 

③聆达集团董事会、股东大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批准聆达集团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指标的公司不超过 30%的股权）的有关议案； 

④标的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经审计扣非净利润的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2.5 亿元（仅包括一期、二期合计 7GW 太阳能光伏电池片制造项目，三期项目独

立核算），且少数股东同意对此依法作出符合监管要求的合理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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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买卖双方就聆达集团进一步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事宜签署具有核心交易

条款（包括交易标的、价格、条件等）的《股权转让协议》。 

综上，聆达集团后续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需要满足上述条件后才能执行第

二次股权收购，所以本次交易与后续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不是互为前提。 

（2）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①本次交易价格 

聆达集团收购正海嘉悦持有的标的公司 70%的股权，根据评估机构以标的公

司（仅包括一期 2GW 太阳能光伏电池片制造项目）2020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

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整体评估，并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

论，标的公司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39,118.25 万元。经友好协商，交易双方确认标

的公司 7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8,700 万元。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②后续购买剩余股权的交易价格 

后续购买剩余股权的交易价格是根据标的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经审

计扣非净利润的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2.5 亿元（包括一期、二期合计 7GW 太阳能光

伏电池片制造项目）的实现情况确定，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3）本次交易与后续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 

①虽然在第一次股权转让协议中对后续收购计划进行了约定，但约定条款是

需要满足条件后才能执行后期股权收购，不构成必须进行第二次交易的承诺。第

二次股权收购交易是否进行以及交易价格确定取决于标的公司业绩实现情况，可

以判断，两次交易并非是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 

②在第一次交易完成后，已完成相应的股权交割，聆达集团已取得标的公司

的控制权，第一次交易已达到聆达集团控制标的公司的商业结果，并非需要第二

次股权交易完成才能达到其完整的商业目的。 

③第一次交易完成后双方并非必须进行第二次交易，且第一次交易并不会因

后一次交易的变化而撤销或者更改。 

④根据两次交易价格，两次交易价格分别以不同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结果为

基础，各次交易定价是独立的，且并未彼此影响。 

综上，本次交易与后续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的交易并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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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续购买剩余股权的会计处理方式 

后续购买剩余股权将确认为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根据聆达集团未来

实际支付的购买对价确定购买成本，购买成本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子

公司的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份额间的差额调整

合并财务报表的资本公积，资本公积的余额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 

1、获取并查阅《关于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及

《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等文件资料； 

2、获取并查阅标的公司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等文件资料。 

经核查，我们认为： 

本次交易与后续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不构成互为前提条件，交易价格是公

允的，两项交易不构成一揽子交易，后续收购的会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 

三、问询函问题 6：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成立时由郑维、曹博代管理团队

持股，后将股份分别转让给正海嘉悦、南通景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通景耀”）、赵凤高、安吉苕越金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安吉苕越”）和张崇畴，正海嘉悦的普通合伙人之一为上海正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海资产”），正海资产的控股股东为王正东。因未实现

初始投资目的，南通景耀、赵凤高、安吉苕越、张崇畴于 2020 年 8月将所持股份

转让给正海嘉悦，转让对价合计为 6,607.87万元。同时正海嘉悦将标的公司 3.75%

的股权以 1,500 万元平价转让给共青城合创众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合创众联”），合创众联为嘉悦新能源的管理团队持股平台。 

（4）请补充披露合创众联平价受让股份是否存在任职期限、业绩实现等前

提条件，是否构成股份支付，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请会计师就问题（4）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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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支付具有以下特征： 

1、股份支付是企业与职工或其他方之间发生的交易。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

可能发生在企业与股东之间、合并交易中的合并方与被合并方之间或者企业与其

职工之间，其中，只有发生在企业与其职工或向企业提供服务的其他方之间的交

易，才可能符合股份支付准则对股份支付的定义。 

2、股份支付是以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务为目的的交易。企业获取这些服务

或权利的目的在于激励企业职工更好地从事生产经营以达到业绩条件，不是转手

获利等。 

3、股份支付交易的对价或其定价与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未来的价值密切相关。

股份支付交易与企业与其职工间其他类型交易的最大不同，是交易对价或其定价

与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未来的价值密切相关。 

根据正海嘉悦与合创众联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访谈标的公司主要管理人

员，合创众联本次受让股份不存在任职期限、业绩实现等前提条件，本次交易实

质为标的公司股权架构调整。合创众联以出资额 1,500 万元平价受让标的公司

3.75%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为 4 亿元，聆达集团本次以 28,700 万元收购标

的公司 70%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为 4.1 亿元，二者作价差异很小。 

综上，合创众联平价受让股份不存在任职期限、业绩实现等前提条件，不构

成股份支付，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主要为： 

获取并查阅《关于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及《附条

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文件资料。 

经核查，我们认为： 

合创众联平价受让股份不存在任职期限、业绩实现等前提条件，本次交易实

质为标的公司股权架构调整，不构成股份支付，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 

四、问询函问题 9：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产线于 2019 年 12 月和 2020 年 5

月分批完工，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将部分研发费用及财务费用计入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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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补充披露相关产线投产时间、建设周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

点及转固时间，是否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2）请补充披露研发费用及财务费用资本化的金额，并结合相关费用支出

的时间、具体用途等补充说明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1、请补充披露相关产线投产时间、建设周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点

及转固时间，是否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标的公司一期项目共规划 8 条高效太阳能 PERC+SE 电池生产线，总产能

2.0GW，相关生产线建设周期及投产时间等情况如下： 

生产线 建设周期 投产时间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间 

转固时间 

1-3 条 6 个月 2019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4-8 条 5 个月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5 月 

一期项目于 2019 年 3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7 月 1-3 条、2019 年 12 月 4-8 条生

产设备陆续到场并开始进行安装调试工作，生产线经过调试及试生产，产能、良

品率、碎片率及开机率等指标达到设计要求，根据月度《监理工作会议纪要》记

录的信息并结合设备部月度《设备安装调试进度说明》，表明 2019 年 12 月 1-3 条

生产线、2020 年 5 月 4-8 条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于当月由在建工程转

入固定资产，不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2、请补充披露研发费用及财务费用资本化的金额，并结合相关费用支出的

时间、具体用途等补充说明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研发费用 

标的公司不存在将研发费用进行资本化的情形，标的公司研发项目均处于研

究阶段，2019 年度研发费用 88.53 万元、2020 年 1-6 月研发费用 462.52 万元于发生

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中关于

研发费用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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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标的公司各类借款合计为 35,725.00 万元，其中：专

项借款 19,200.00 万元，借款用途为“建设高效光伏电池项目一期”，标的公司设

立专门账户对上述借款进行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利息资本化金额均为专门借款

在资本化期间产生的利息。 

财务费用-利息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合计 

利息费用总额 330.90 695.22 1,026.12 

其中：利息资本化 252.46 117.90 370.36 

（1）财务费用资本化的依据 

①《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五条：“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的，才能开始资本化：（一）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

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以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

发生的支出；（二）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三）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

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②《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四条：“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

本化条件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且每部分在其他部分继续建造过程中可供使

用或者可对外销售，且为使该部分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

建或者生产活动实质上已经完成的，应当停止与该部分资产相关的借款费用的资

本化；购建或者生产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但必须等到整体完工后才可使用

或者可对外销售的，应当在该资产整体完工时停止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2）标的公司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标的公司一期项目于 2019 年 3 月开工并发生工程支出，2019 年 7 月取得首笔

借款，标的公司于 2019 年 7 月起将相关借款费用资本化。 

2019 年 12 月 1-3 条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标

的公司停止了与 1-3 条生产线相关的借款费用的资本化；2020 年 5 月 4-8 条生产线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2020 年 6 月起，借款费用全部停

止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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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财务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

的相关规定。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 

1、获取并查阅会计凭证、明细账、在建工程明细表以、重要施工和设备合

同等文件资料；核查在建工程支出的真实性； 

2、获取并查阅月度《监理工作会议纪要》以及设备部月度《设备安装调试

进度说明》等工程进度跟踪文件；获取并查阅产能、良品率、碎片率及开机率等

转固指标等资料。 

3、对标的公司设备部、厂务部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包

括设备到场情况、安装进度等； 

4、获取并查阅标的公司研发活动相关文件，检查研发费用支出的真实性，

复核研发费用支出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5、获取标的公司借款费用测算表，结合相关产线建设期，复核借款费用资

本化金额，复核财务费用资本化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标的公司一期 8 条高效太阳能 PERC+SE 电池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转入固定资产，不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2、标的公司不存在将研发费用进行资本化的情形，研发费用于发生时直接

计入当期损益； 

3、财务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五、问询函问题 10：报告书中披露标的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包括试

生产期间按会计准则冲减在建工程的金额。请补充披露试生产期间对相关客户的

销售收入，并说明将其冲减在建工程的依据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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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生产期间对相关客户的销售收入 

单位：万元 

2019 年度前五名客户 试生产期间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合计 

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3,860.67 3,465.07 7,325.74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1,814.08 613.33 2,427.41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6.03 594.68 1,460.71 

江苏晶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71.27 722.31 1,293.58 

合肥中南光电有限公司 1,000.63 159.73 1,160.36 

合计 8,112.68 5,555.12 13,667.80 

（续） 

2020 年 1-6 月前五名客户 试生产期间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合计 

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2,115.41 22,115.41 

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98.74 4,575.21 4,673.95 

Vina Solar Technology Co., Ltd.  2,568.66 2,568.66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  2,330.10 2,330.10 

东方日升(常州)进出口有限公司  1,845.12 1,845.12 

合计 98.74 33,434.50 33,533.24 

2、试生产期间销售收入冲减在建工程的依据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 1604 在建工

程五、企业自营在建工程的主要账务处理”规定： 

“在建工程进行负荷联合试车发生的费用，借记本科目（待摊支出），贷记

“银行存款”、“原材料”等科目；试车形成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或转为库

存商品的，借记“银行存款”、“库存商品”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待摊支出）。

企业的在建工程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因进行负荷联合试车而形成的、能够

对外销售的产品，其发生的成本，计入在建工程成本，销售或转为库存商品时，

按其实际销售收入或预计售价冲减在建工程成本”。 

综上，标的公司试生产期间的销售收入冲减在建工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 

（二）会计师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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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 

1、获取并查阅标的公司会计凭证、明细账等文件资料； 

2、复核标的公司试生产期间收入及相关成本差额冲减在建工程的金额是否

准确。 

经核查，我们认为： 

标的公司试生产期间的销售收入冲减在建工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 

 

本回复仅向深交所报送及披露使用，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问询函问题3：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2020年1-6月的第一大客户为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苏瑞”），对其销售收入为22,115.65万元，占总体销售收入的38.62%；期末对其应收账款余额为10,135.94万元，占总体应收账款余额的88.24%，已计提101.36万元坏账准备。苏州苏瑞为标的公司历史关联方，因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暂未得到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澳太阳能”）认证，苏州苏瑞作为中间商参与标的公司与晶澳太阳能的交易。
	（1）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采用上述模式向晶澳太阳能销售的主要合同条款，包括合同签署方、产品价格、发货、验收、结算及回款期限等，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采用上述模式进行销售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2）请结合销售合同条款、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具体时点及依据说明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标的公司与苏州苏瑞、晶澳太阳能的具体合作模式为：标的公司与苏州苏瑞签订销售合同，苏州苏瑞与晶澳太阳能签订销售合同，具体执行过程中货物由标的公司负责运送至苏州苏瑞指定的晶澳太阳能收货地点，由晶澳太阳能签收，三方另签订三方结算协议，货款由晶澳太阳能直接支付给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通过苏州苏瑞向晶澳太阳能销售的主要合同条款如下：
	（1）销售合同的签署方：合同买方为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产品价格：产品销售价格为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价格执行。
	（3）产品发货：产品的运输和保险由卖方负责并承担费用；货物的所有权、损毁、灭失的风险在货物运抵交货地点交付给买方后转移至买方。
	（4）货物验收：买方应于全部货物到达买方工厂后30日内按约定规格及参数验收，如有异议，买方应及时向卖方发出产品瑕疵通知，买卖双方确认之日起5天内以合格产品更换该等瑕疵产品。
	（5）结算方式：到期日180天之内的银行承兑汇票。
	（6）回款期限：每月20日进行对账，对账后每月20日至30日进行结算付款。
	2020年7月，标的公司成为晶澳太阳能合格供应商，在此之前，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双方通过苏州苏瑞开展合作，是特殊时期的业务处理。
	2020年7月以后，标的公司的产品直接销售给晶澳太阳能。
	同行业可比公司通威股份、爱旭股份未披露与客户的具体合作模式，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一流组件厂商通常会对电池供应商进行包括质量、供货能力等多方面的认证，光伏行业各企业之间是竞争关系同时也是合作关系，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行情，企业间会采取多种合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模式。
	标的公司与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合同条款约定“卖方负责将货物送至买方指定地点”及“货物的所有权、损毁、灭失的风险在货物运抵交货地点交付给买方后转移至买方”；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具体时点为标的公司将电池片运抵买方指定地点交付给收货人并签收，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依据为公司取得客户签字的发货单。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报告期末，标的公司对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10,135.94万元已全部收回，不存在超期未回款的情形。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
	1、获取并查阅标的公司与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销售合同；
	2、获取并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爱旭股份、通威股份的年度报告等公开信息；
	3、获取并查阅晶澳太阳能对标的公司出具的合格供应商说明；
	4、获取并查阅标的公司通过苏州苏瑞向晶澳太阳能销售产品的出库单、发货单（客户签收单）及销售发票，复核销售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5、获取并查阅相关销售回款凭据。
	经核查，我们认为：
	1、苏州苏瑞作为中间商参与标的公司与晶澳太阳能的交易模式是特殊时期的业务处理，2020年7月以后，标的公司的产品直接销售给晶澳太阳能，苏州苏瑞不再作为中间商参与，采用上述模式进行销售符合行业实际情况；
	2、相关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3、报告期末，标的公司对苏州苏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已全部收回，不存在超期未回款的情形。
	①本次交易价格
	聆达集团收购正海嘉悦持有的标的公司70%的股权，根据评估机构以标的公司（仅包括一期2GW太阳能光伏电池片制造项目）2020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整体评估，并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标的公司100%股权评估价值为39,118.25万元。经友好协商，交易双方确认标的公司7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28,700万元。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②后续购买剩余股权的交易价格
	后续购买剩余股权的交易价格是根据标的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经审计扣非净利润的平均值达到或超过2.5亿元（包括一期、二期合计7GW太阳能光伏电池片制造项目）的实现情况确定，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3）本次交易与后续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
	①虽然在第一次股权转让协议中对后续收购计划进行了约定，但约定条款是需要满足条件后才能执行后期股权收购，不构成必须进行第二次交易的承诺。第二次股权收购交易是否进行以及交易价格确定取决于标的公司业绩实现情况，可以判断，两次交易并非是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
	②在第一次交易完成后，已完成相应的股权交割，聆达集团已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第一次交易已达到聆达集团控制标的公司的商业结果，并非需要第二次股权交易完成才能达到其完整的商业目的。
	③第一次交易完成后双方并非必须进行第二次交易，且第一次交易并不会因后一次交易的变化而撤销或者更改。
	④根据两次交易价格，两次交易价格分别以不同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各次交易定价是独立的，且并未彼此影响。
	综上，本次交易与后续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的交易并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2、后续购买剩余股权的会计处理方式
	后续购买剩余股权将确认为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根据聆达集团未来实际支付的购买对价确定购买成本，购买成本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子公司的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份额间的差额调整合并财务报表的资本公积，资本公积的余额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
	1、获取并查阅《关于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及《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等文件资料；
	2、获取并查阅标的公司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等文件资料。
	经核查，我们认为：
	本次交易与后续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不构成互为前提条件，交易价格是公允的，两项交易不构成一揽子交易，后续收购的会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三、问询函问题6：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成立时由郑维、曹博代管理团队持股，后将股份分别转让给正海嘉悦、南通景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景耀”）、赵凤高、安吉苕越金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吉苕越”）和张崇畴，正海嘉悦的普通合伙人之一为上海正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海资产”），正海资产的控股股东为王正东。因未实现初始投资目的，南通景耀、赵凤高、安吉苕越、张崇畴于2020年8月将所持股份转让给正海嘉悦，转让对价合计为6,607.87万元。同时正海嘉悦将标的公司3.75...
	（4）请补充披露合创众联平价受让股份是否存在任职期限、业绩实现等前提条件，是否构成股份支付，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请会计师就问题（4）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股份支付具有以下特征：
	1、股份支付是企业与职工或其他方之间发生的交易。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可能发生在企业与股东之间、合并交易中的合并方与被合并方之间或者企业与其职工之间，其中，只有发生在企业与其职工或向企业提供服务的其他方之间的交易，才可能符合股份支付准则对股份支付的定义。
	2、股份支付是以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务为目的的交易。企业获取这些服务或权利的目的在于激励企业职工更好地从事生产经营以达到业绩条件，不是转手获利等。
	3、股份支付交易的对价或其定价与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未来的价值密切相关。股份支付交易与企业与其职工间其他类型交易的最大不同，是交易对价或其定价与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未来的价值密切相关。
	根据正海嘉悦与合创众联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访谈标的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合创众联本次受让股份不存在任职期限、业绩实现等前提条件，本次交易实质为标的公司股权架构调整。合创众联以出资额1,500万元平价受让标的公司3.75%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为4亿元，聆达集团本次以28,700万元收购标的公司70%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为4.1亿元，二者作价差异很小。
	综上，合创众联平价受让股份不存在任职期限、业绩实现等前提条件，不构成股份支付，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主要为：
	获取并查阅《关于金寨嘉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协议》及《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文件资料。
	经核查，我们认为：
	合创众联平价受让股份不存在任职期限、业绩实现等前提条件，本次交易实质为标的公司股权架构调整，不构成股份支付，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四、问询函问题9：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产线于2019年12月和2020年5月分批完工，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将部分研发费用及财务费用计入在建工程。
	（1）请补充披露相关产线投产时间、建设周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点及转固时间，是否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2）请补充披露研发费用及财务费用资本化的金额，并结合相关费用支出的时间、具体用途等补充说明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1、请补充披露相关产线投产时间、建设周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点及转固时间，是否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一期项目于2019年3月开工建设，2019年7月1-3条、2019年12月4-8条生产设备陆续到场并开始进行安装调试工作，生产线经过调试及试生产，产能、良品率、碎片率及开机率等指标达到设计要求，根据月度《监理工作会议纪要》记录的信息并结合设备部月度《设备安装调试进度说明》，表明2019年12月1-3条生产线、2020年5月4-8条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于当月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不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2、请补充披露研发费用及财务费用资本化的金额，并结合相关费用支出的时间、具体用途等补充说明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研发费用
	标的公司不存在将研发费用进行资本化的情形，标的公司研发项目均处于研究阶段，2019年度研发费用88.53万元、2020年1-6月研发费用462.52万元于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中关于研发费用的相关规定。
	财务费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标的公司各类借款合计为35,725.00万元，其中：专项借款19,200.00万元，借款用途为“建设高效光伏电池项目一期”，标的公司设立专门账户对上述借款进行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利息资本化金额均为专门借款在资本化期间产生的利息。
	财务费用-利息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1）财务费用资本化的依据
	①《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第五条：“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开始资本化：（一）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以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二）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三）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②《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第十四条：“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且每部分在其他部分继续建造过程中可供使用或者可对外销售，且为使该部分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实质上已经完成的，应当停止与该部分资产相关的借款费用的资本化；购建或者生产的资产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但必须等到整体完工后才可使用或者可对外销售的，应当在该资产整体完工时停止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2）标的公司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标的公司一期项目于2019年3月开工并发生工程支出，2019年7月取得首笔借款，标的公司于2019年7月起将相关借款费用资本化。
	2019年12月1-3条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标的公司停止了与1-3条生产线相关的借款费用的资本化；2020年5月4-8条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2020年6月起，借款费用全部停止资本化。
	综上，财务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的相关规定。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
	1、获取并查阅会计凭证、明细账、在建工程明细表以、重要施工和设备合同等文件资料；核查在建工程支出的真实性；
	2、获取并查阅月度《监理工作会议纪要》以及设备部月度《设备安装调试进度说明》等工程进度跟踪文件；获取并查阅产能、良品率、碎片率及开机率等转固指标等资料。
	3、对标的公司设备部、厂务部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包括设备到场情况、安装进度等；
	4、获取并查阅标的公司研发活动相关文件，检查研发费用支出的真实性，复核研发费用支出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5、获取标的公司借款费用测算表，结合相关产线建设期，复核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复核财务费用资本化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标的公司一期8条高效太阳能PERC+SE电池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转入固定资产，不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2、标的公司不存在将研发费用进行资本化的情形，研发费用于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3、财务费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五、问询函问题10：报告书中披露标的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包括试生产期间按会计准则冲减在建工程的金额。请补充披露试生产期间对相关客户的销售收入，并说明将其冲减在建工程的依据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1、试生产期间对相关客户的销售收入
	单位：万元
	（续）
	2、试生产期间销售收入冲减在建工程的依据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1604在建工程五、企业自营在建工程的主要账务处理”规定：
	“在建工程进行负荷联合试车发生的费用，借记本科目（待摊支出），贷记“银行存款”、“原材料”等科目；试车形成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或转为库存商品的，借记“银行存款”、“库存商品”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待摊支出）。企业的在建工程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因进行负荷联合试车而形成的、能够对外销售的产品，其发生的成本，计入在建工程成本，销售或转为库存商品时，按其实际销售收入或预计售价冲减在建工程成本”。
	综上，标的公司试生产期间的销售收入冲减在建工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包括：
	1、获取并查阅标的公司会计凭证、明细账等文件资料；
	2、复核标的公司试生产期间收入及相关成本差额冲减在建工程的金额是否准确。
	经核查，我们认为：
	标的公司试生产期间的销售收入冲减在建工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