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相关问题的专项核查报告 

 

                                               信会师函字[2020]第 ZC107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市浪奇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浪奇”）的委托对广州浪奇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

行审计，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合并及公司利

润表，2017 年度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2017 年度合并及公司所有权益变动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广州浪奇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有效、完整的相关资料，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

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我所的责任

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关的审计，并出具相应的审

计报告。 

本所收到广州浪奇转来的《关于对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20〕第 11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已奉悉。我们对贵所在关注

函中提出的需我们回复的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对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说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对于期末存货的盘点过程，针对第三方仓储业务

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及执行情况，盘点过程是否发现存在异常状况，如是，说明

你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请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存货科目采取的审计程序，

是否已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公司回复】 

一、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对于期末存货的盘点过程 

根据公司供应链管理部盘点记录及公司目前自查情况，2017、2018、2019 年

期末，公司存货盘点的具体情形如下：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盘点时间 

2019年 12月 20日-2020

年 1 月 17 日 

2018年 12月 27日-2019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12 月 23 日

-2018 年 1 月 15 日 

盘点地点 

非贸易仓：车陂大院等

22 间仓库； 

贸易仓：四川、广东、

江苏库区共 7 间贸易仓

库 

非贸易仓：大院仓等

23 间仓库； 

贸易仓：广东、广西、

江苏、四川、上海库区

共 13 间贸易仓库 

非贸易仓：车陂大院

各仓（含研究所中试

车间和日化所）、南沙

日用品各仓等 6 间仓

库； 

贸易仓：浙江、广东、

江苏等地共 11 间贸

易仓库 

盘点范围 

子公司生产厂、外加工

厂、包材供应商、外租

仓库等 

子公司生产厂、外加工

厂、包材供应商、外租

仓库等 

子公司生产厂、外加工

厂、包材供应商、外租

仓库等 

盘点部门 
供应链管理部、商务拓

展部、市场部 

供应链管理部、商务拓

展部、市场部 

供应链管理部、商务

拓展部、市场部 

抽/监盘人员 
财务部，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 

财务部，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 

财务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盘点方法 

盘点准备 
年终盘点采取静态盘点（即停产）的盘点方法进行全面盘点。所有存货按

规定的摆放位置进行整理归位，张贴清晰标识。 

盘点执行 

1、对于自有仓库及部分贸易仓库，由仓库人员与车间管理人员对材料、半

成品、成品等在库存货的数量进行点数、称重；财务人员负责监盘、抽盘； 

2、部分化工材料贸易仓不允许进入物料存放区的，公司通过读取液位读数、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核对仓储公司系统查询时点库存等方式进行确认； 

3、对于难以通过上述方式盘点的仓库，盘点人员主要以取得对方仓储公司

盖章确认的方式对存货进行核实。 

盘点结束 

各盘点小组将盘点结果录入盘点表，交由财务汇总并与账面核对，如盘点

存在差异，盘点小组核实差异原因后，需就盘点差异说明原因，编制差异

分析明细表。盘点报告和差异分析明细表提交仓储部负责人、生产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审核并提出处理建议、进行整改。 

盘点结果 无重大差异 无重大差异 无重大差异 

注：由于公司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正在对相关事实开展侦查工作，为保

证刑事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减少公司损失，在案件侦查期间对存货仓库名称地址、仓库

管理方等敏感信息暂不予公开，公司将根据公安机关相关侦查工作进展及时进行补充披露。 

公司 2017、2018、2019 年年度盘点过程中，盘点人员未发现账实存在重大差

异，或存货存在明显异常的情况，但经公司本次自查，公司内部存在个别盘点记录

缺失、盘点人员签字不规范等情形。 

二、针对第三方仓储业务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及执行情况 

1、内部制度制定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 日修订发布《存货管理制度》，对存货管理、存货盘点管

理、库存产品盘点差异管理等作出了规定。针对第三方仓储业务，公司于 2018 年

6 月明确贸易第三方仓库管理职能从公司商务拓展部划分出来，并于 2020 年 3 月

发布了《贸易仓库管理制度》，以加强贸易仓管理。根据该制度规定，公司供应链

管理部负责仓储活动的执行和管理仓库供应商；商务拓展部负责货物采购和销售工

作，包括货物进出仓、货权转移等订单信息的通知、协调，以及新仓库供应商的开

发工作；审计内控部负责对仓库供应商的风险评估及安全监管。该规定对贸易业务

仓库管理及日常仓储作业的各个环节做出了规范，包括进出仓管理、存货管理、仓

库盘点、库龄管理、单证数据管理、费用结算、仓库开发程序、现场考察、仓库供

应商确认等具体流程的操作步骤提出了规范要求。 

2、台账管理及对账情况 

2019 年 8 月前，由商务拓展部贸易业务人员跟进贸易库存台账管理工作；2019

年 9 月起，由商务拓展部贸易业务人员协助联系第三方贸易仓库提供盘点表给供应

链管理部进行账实核对；2020 年 4 月起，由供应链管理部根据商务拓展部贸易业

务人员提供的第三方贸易仓库联系方式，向仓库方索取每月盘点确认表。 



3、2020 年内贸易仓库核查工作的开展情况 

2020 年以来，公司着力调整业务结构，主动有序退出低效益的贸易，降低大宗

贸易业务占比及经营风险。公司于 2020 年 6 月组建了防范化解经营财务风险工作

组，于 9 月组建了存货清查小组，积极对全部第三方贸易仓库开展核查工作。 

截至目前，存货清查小组仍在继续对公司贸易业务第三方仓储情况进行走访追

查，同时，公安机关也已对相关事宜展开调查。 

【2017 年度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存货管理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是否有效； 

2、对期末存货实施监盘和抽盘程序，检查存货账实是否相符，是否存在过时、

陈旧存货； 

3、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将关键存货指标如存货周转率、存货跌价率与上期、

同行业进行比较；比较前后各期及各月份存货余额及其构成，以判断期末

余额及其构成的总体合理性； 

4、执行检查、重新计算等审计程序，对成本结转、存货可变现净值等相关数

据进行重新计算； 

5、取得并测试公司编制的年末存货库龄清单，依据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政策复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合理。结合公司盘点情况、产品状况，对

库龄较长的存货进行抽查，测试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足。 

二、审计结论 

基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针对存货科目所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

当的。 

二、结合近年来你公司贸易业务的业务模式、与主要客户与供应商的业务往

来（如购销数量、金额及具体内容，资金往来情况，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

在供应商与客户重叠情形等）、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的账龄及逾期情况、存货库龄

与销售情况、票据管理情况等，说明你公司贸易业务是否存在商业实质，应收账

款、预付账款及存货规模是否与公司业务匹配，你公司收入成本确认过程及依据，

信用减值损失及存货跌价准备是否计提充足，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贸易业务真实性所执行的审计

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贸易业务的商业实质问题 

公司贸易业务主要围绕日用化工原料、中间体原料，逐步向日用化工的上游产

品业务的拓展，业务开展过程中亦通过共通的化工原料延伸至其它行业。化工原料

业务开展模式主要是根据掌握的上游原料资源，寻找下游有需求的客户；或根据下

游客户的原料需求，寻找上游可以匹配的供应商。业务开展的过程中逐步向上游的

上游、下游的下游延伸，力求开发出产业链式的原料贸易业务模式。在结算方式上，

对下游客户的信用结算周期因产品特性而异，对供应商部分货源紧缺且价格波动较

大的原料，会采用预付的方式锁定货权。 

自 2020 年以来，公司着力调整业务结构，通过贸易业务整改措施的落实，结

合“一企一策”相关规定，对现有业务模式进行了重新梳理及完善，逐步收紧客户信

用政策，严格控制客户授信，对部分客户从原来的赊销形式改为款到发货形式，对

部分供应商从原来的预付采购模式改为货到付款形式，降低应收预付款项坏账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已经暂停相关贸易业务。 

（1）公司 2019 年度贸易业务主要供应商（前五大）情况： 

供应商 
2019 年全年采

购金额（万元） 
合同主要内容（物料具体名称） 

是否为公

司关联方 

是否同时为

公司客户 

供应商 1 107,063.18 

95%草甘膦原药、苯乙烯、混合二

甲苯、乙二醇、脂肪醇 

否 是 

供应商 2 100,598.90 

24 度棕榈油、甘油（99.5%）、工业

级三聚磷酸钠、磷矿、乙二醇 

否 否 

供应商 3 87,559.58 

磷矿、工业级三聚磷酸钠、12-14

醇、24 度棕榈油 

否 否 

供应商 4 73,163.41 

24 度棕榈油、99%纯碱、工业级三

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 

否 是 



供应商 5 46,441.41 

乙基氯化物、三氯吡啶醇钠、1-(4-

氯苯基)-4,4-二甲基-3-戊酮等 

否 是 

 

 

 

 

 

（2）公司 2019 年度贸易业务主要客户（前五大）情况： 

客户 
2019 年全年销

售金额（万元） 
合同主要内容（物料具体名称） 

是否为公

司关联方 

是否同时为

公司供应商 

客户 1 85,703.08 

六偏磷酸钠、三氯吡啶醇钠、工业

级三聚磷酸钠、24 度棕榈油、12-14

醇、磷矿等 

否 否 

客户 2 73,277.04 

工业级三聚磷酸钠、磷矿、三氯吡

啶醇钠、乙二醇、1-(4-氯苯基)-4,4-

二甲基-3-戊酮、2-[2-(4-氯苯基）乙

基]-2-（1,1-二甲基乙基）环氧乙烷

等 

否 是 

客户 3 62,088.61 甲苯、纯苯等 否 是 

客户 4 47,240.27 乙二醇 否 否 

客户 5 41,099.05 乙二醇 否 是 

上述客户 3 与供应商 1 为同一公司。 

（3）公司 2018 年度贸易业务主要供应商（前五大）情况： 

供应商 
2018 年全年采

购金额（万元） 
合同主要内容（物料具体名称） 

是否为公

司关联方 

是否同时为

公司客户 

供应商 2 132,819.73 

12-14 醇、24 度棕榈油、工业级三

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95%甘油

等 

否 否 

供应商 3 108,196.75 

12-14 醇、16-18 醇、1660 甲酯、24

度棕榈油、95%甘油、甘油（99.5%）

和棕榈油蒸馏脂肪酸等 

否 否 

供应商 1 105,542.27 
苯乙烯、乙草胺、乙二醇、脂肪醇

聚氧乙烯醚 AEO9 等 
否 是 

供应商 4 76,918.31 24 度棕榈油、工业级三聚磷酸钠、 否 是 



12-14 醇、94%三聚磷酸钠、国产皂

粒（78%）等 

供应商 5 51,799.69 
乙基氯化物、三氯吡啶醇钠、1-(4-

氯苯基)-4,4-二甲基-3-戊酮等 
否 是 

 

 

 

 

 

 

（4）公司 2018 年度贸易业务主要客户（前五大）情况： 

客户 
2018 年全年销

售金额（万元） 
合同主要内容（物料具体名称） 

是否为公

司关联方 

是否同时为

公司供应商 

客户 6 69,296.87 

12-14 醇、24 度棕榈油、96.5%焦磷

酸钠、甘油（丙三醇）、工业级三聚

磷酸钠、香皂粒、牛羊油等 

否 是 

客户 7 58,123.06 

24 度棕榈油、96.5%焦磷酸钠、工

业级三聚磷酸钠、甘油（丙三醇）、

棕榈硬脂等 

否 是 

客户 8 57,328.42 
12-14 醇、24 度棕榈油、脂肪酸甲

酯和生物柴油等 
否 是 

客户 9 55,602.53 
甲苯（农化组）、乙草胺、乙二醇、

苯酚、脂肪醇等 
否 是 

客户 3 46,970.92 
对氯甲苯、甲苯（农化组）、95%草

甘膦原药、纯苯（农化组）等 
否 是 

上述客户 3 与供应商 1 为同一公司。 

（5）公司 2017 年度贸易业务主要供应商（前五大）情况： 

供应商 
2017 年全年采

购金额（万元） 
合同主要内容（物料具体名称） 

是否为公

司关联方 

是否同时为

公司客户 

供应商 1 211,298.90 对氯甲苯、二甲苯、乙草胺等 否 是 

供应商 2 74,761.87 12-14 醇、脂肪醇 否 否 

供应商 3 60,575.87 
工业级三聚磷酸钠、棕榈油蒸馏脂

肪酸等 
否 否 

供应商 4 53,401.14 棕榈油蒸馏脂肪酸 否 是 

供应商 6 50,402.12 24 度棕榈油等 否 是 



（6）公司 2017 年度贸易业务主要客户（前五大）情况： 

客户 
2017 年全年销

售金额（万元） 
合同主要内容（物料具体名称） 

是否为公

司关联方 

是否同时为

公司供应商 

客户 9 119,084.33 对氯甲苯、二甲苯、甲苯等 否 是 

客户 6 79,530.50 
24 度棕榈油、96.5%焦磷酸钠、甘

油等 
否 是 

客户 3 60,380.33 黄磷、甲苯等 否 是 

客户 10 51,543.00 乙草胺、苯乙烯等 否 是 

客户 11 39,858.32 甲苯、纯苯等 否 是 

注：由于公司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正在对相关事实开展侦查工作，为保证刑事侦查工作的

顺利开展，减少公司损失，在案件侦查期间对大宗贸易业务客户、大宗贸易供应商等敏感信息暂不予公开，公

司将根据公安机关相关侦查工作进展及时进行补充披露。 

根据公司销售及采购合同台账，公司大宗贸易业务主要供应商与客户存在部分

重合的情形。 

（7）近三年来，公司贸易业务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不含

华糖公司） 调整后 
调整前（不含华

糖公司） 

贸易业务收入（亿元） 920,331.09 1,006,986.06 1,006,986.06 1,084,257.23  

贸易业务收入增长率（%） -16.09% -7.13% -7.13% 31.16% 

收入合计（亿元） 
1,239,750.7

7 
1,324,911.68 1,197,421.69 1,181,097.20  

收入增长率（%） -6.43%  1.38% 19.92% 

贸易业务收入占比（%） 74.24% 76.00% 84.10% 91.80% 

贸易业务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亿元） 302,139.23 286,695.18 286,695.18 207,152.45  

贸易业务应收账款增长率（%） 5.39% 38.37% 38.37% 31.55% 

贸易业务预付账款账面余额（亿元） 92,194.08 89,648.26 89,648.26 41,663.78  

贸易业务预付账款增长率（%） 2.84% 114.98% 114.98% 35.92% 

贸易业务存货账面余额（亿元） 110,386.87 104,138.87 104,138.87 19,242.31  

贸易业务存货增长率（%） 6.00% 442.39% 442.39% -18.77% 

总资产（亿元） 889,265.68 771,880.78 706,510.39 481,263.79  

贸易业务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

占资产总额比重（%） 
56.76% 62.25% 68.01% 55.70% 

注：由于公司于 2019 年内同一控制下合并了子公司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华糖公司”），上表 2018

年度相关数据分别列示了追溯调整前及追溯调整后数据。 



（8）管理层关注到的风险事项 

自 2019 年底开始，公司管理层关注到上述贸易业务对公司流动资金的占用较

多，公司资金压力持续增大，因而加大了对贸易业务的管控及核查力度。根据公司

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和信息，公司前期贸易业务存在一定风险尚待核实，包括： 

① 公司在年内多次盘点对账核查过程中，发现了部分第三方仓库存货真实性

存疑的风险。 

② 前述公司主要贸易业务客户中，部分客户作为购货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

款，存在不按合同数额标准的零星支付、拖延支付、商票无法兑付等问题。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贸易业务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约为 30.66 亿元，

逾期金额约为 26.35 亿元，具体逾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逾期天数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逾期金额 

逾期 30 天（含 30 天） 85,715.33  

逾期 30-90 天(含 90 天) 88,880.26  

逾期 90-270 天（含 270 天） 87,774.20  

逾期 270-300 天（含 300 天） 0.00   

逾期 300 天以上 1,085.33  

合计 263,455.12  

③ 公司管理层同时关注到公司 2020 年内预付账款增长较快，目前公司相关人

员尚在对相关债权债务进行核查，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结论。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贸易业务预付账款账面余额约 16.42 亿元，账龄超过 90 天的

金额约 9.61 亿元，具体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账面余额 

30 天（含 30 天） 6,870.13        

30-90 天(含 90 天) 61,176.03      

90-270 天（含 270 天） 56,218.86      

270-300 天（含 300 天） 17,088.77      

300 天以上 22,835.33      



账龄 账面余额 

合计 164,189.11    

截止目前，公安机关、监察机关等有关部门对贸易业务涉及的存货、应收预付

等债权债务相关事项、公司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的有关侦查工作尚在进行中。 

2、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存货规模是否与公司业务匹配 

如本题第（7）小问所述，根据公司目前获取的资料，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规模的增长均与近年贸易业务相关，但公司管理层也关

注到公司存货规模与实际盘点情况不符、预付账款增长过快、部分债权债务出现争

议等风险事项，目前，公司仍在联合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持续对公司前期相关

情况进行核查，公安机关也正在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结论。截

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已暂停相关贸易业务。 

 

 

3、收入及成本确认依据及过程 

（1）会计准则要求 

根据原《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四条，“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一）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

购货方；（二）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

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三）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四）相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五）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公司销售商品收入的收入确认政策为： 

本公司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

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

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

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的实现。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标准及确认时间的具

体判断标准： 

① 国内销售 

a.产品直销或经销模式，其中采用预收款方式销售应在发出商品时根据发货单

或者出库单确认收入，采用赊销方式销售应在发出商品且对方发出验收通知单通知

已验收或者验收期满时，产品相关的风险和报酬转移，并已取得收款的相关权利，



公司据此确认收入； 

b.支付手续费委托代销方式是在发出商品且对方发出代销清单时，产品相关的

风险和报酬转移，并已取得收款的相关权利，本公司据此确认收入。 

② 出口销售 

在产品报关出口并取得提货单据或报关单据时，产品相关的风险和报酬转移，

并已取得收款的相关权利，公司据此确认收入。 

4、信用减值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公司 2017-2019 年度信用减值准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原值 信用减值准备 原值 信用减值准备 原值 信用减值准备 

应收账款 349,614.79  5,063.65  318,153.36  4,529.76  227,819.80  3,701.23  

其中：按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1,749.18  1,749.18  1,864.50  1,864.50  1,839.78  1,839.78  

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347,865.62  3,314.47  316,288.86  2,665.26  225,980.02  1,861.45  

其他应收款 5,180.94  724.56  5,277.58  929.37  2,702.17  329.16  

合计 354,795.73  5,788.21  323,430.94  5,459.13  230,521.98  4,030.40  

2019 年以前，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及计提比例如下： 

①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单个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占总额的 1%或以上，单个客户

或个人的其他应收款余额 50 万元或以上）的应收账款进行单项计提：单独进

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包括在具有

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 

②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账龄分析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0.50% 0.50% 

1-2 年 20.00% 20.00% 

2-3 年 50.00% 50.00% 

3 年以上 90.00% 90.00%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工具改用预期信用损

失法确认减值损失。 

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集团均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

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外，基于

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账龄组合 
以应收账款账龄作为信

用风险特征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编制应收账款账

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合并范围内 

关联方组合 

风险较低的合并范围内

关联方的应收账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

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间预期信用损失率，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其他应收款，依据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

采用相当于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减值损失。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其他应收款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

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账龄组合 
以其他应收款账龄作为

信用风险特征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编制其他应收款

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

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特定风险特征组合 

包括增值税出口退税

款、代扣员工款项、海

关保证金、押金等确定

能够收回的应收款项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

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或整个存续期间预期

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合并范围内 风险较低的合并范围内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关联方组合 关联方的应收账款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

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或整个存续期间预期

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账龄组合，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0.50% 0.50% 

1-2 年（含 2 年） 20.00% 20.00% 

2-3 年（含 3 年） 50.00% 50.00% 

3-4 年（含 4 年） 90.00% 90.00% 

4-5 年（含 5 年） 90.00% 90.00% 

5 年以上 90.00% 90.00% 

结合公司期后回款情况和历史回款情况，基于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可取得

的影响客户回款的相关因素，公司 2017-2019 年度已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相关会计

政策规定计提了应收款项信用减值准备。 

 

（2）公司 2017-2019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2019/12/31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材料采购  16.91    2.83   14.09  

原材料  554.75    315.37   239.38  

库存商品  418.73  368.95   0.00   787.68  

合计  990.39  368.95   318.19   1,041.15  

（续表） 

项目  2017/12/31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2018/12/31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材料采购    16.91      16.91  

原材料  1,310.99     756.25   554.75  

库存商品  368.83  50.53   0.63   418.73  

合计  1,679.82  67.45   756.88   990.39  

（续表） 

项目  2016/12/31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2017/12/31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575.04  38.24   425.98   187.29  

包装物 718.90  165.35   245.11   639.14  

库存商品 704.38  464.18   315.16   853.39  

合计  1,998.31  667.76   986.25   1,679.82  

公司存货计提依据如下： 

① 期后有销售的存货部分（包括产成品和对外销售的原材料）：根据其期后平

均销售单价减预计发生销售费用、税费与期末的结存成本单价相比较，如

果扣除预计销售费税费后的销售单价小于结存单价 ，则按照单价差额计算

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扣除预计销售费税费后的销售单价-结存成

本单价）*结存数量）； 

② 期后无销售、本年有销售的存货部分（包括产成品和对外销售的原材料）：

计算本年平均销售单价，根据平均销售单价减销售费用、税费与结存成本

单价相比较，如果扣除预计销售费税费后的销售单价小于结存单价，则按

照单价差额计算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扣除预计销售费税费后的

销售单价-结存成本单价）*结存数量）； 

③ 期后无销售、本年无销售的存货部分（包括产成品、原材料和周转材料）：

根据以上①、②计算其存货跌价率【存货跌价率=（期后有销售的存货部分

存货跌价准备金额+期后无销售、本年有销售的存货部分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期后有销售的存货部分存货结存金额+期后无销售、本年有销售的存货部

分存货结存金额）】，一年以内部分的存货以该跌价率计算确认该类存货的

跌价准备，超过一年的存货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如前所述，公司在 2020 年对存货的全面清查过程中发现了第三方仓库大宗贸

易存货真实性相关风险事项，由于所涉金额较大，公司对相关情况展开了必要的调

查，综合回函、现场访谈等多重调查结果，根据公司目前已掌握的证据材料，公司

包括位于瑞丽仓、辉丰仓在内的 6 处仓库的存货存在账实不符的情形，且该事项后

续由责任人赔偿的金额和可能性暂无法预估，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对相关第三方

仓库相关存货金额转入待处理财产损益，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合计 866,817,704.03

元。 

公司目前尚在对存货及应收预付账款逾期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对部分客户采取

了诉讼方式进行追偿。根据对相关客户偿付能力的评估，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于



三季度对江苏中冶化工有限公司、江苏保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亚太华桑贸

易发展有限公司三家客户对应涉诉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合计为

262,617,284.96 元。 

 

 

 

 

 

 

 

 

 

 

 

 

 

 

【2017 年度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2017 年年度审计及本次核查对贸易业务实施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贸易业务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是否

有效；收入确认相关政策的选择和执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2、对 2017 年记录的贸易业务收入选取样本，检查交易过程中的相关单据，

包括销售合同、货权转移证明、销售发票、资金收款凭证等，确认交易的真实

性。检查结算方式、主要交易对方背景情况，判断贸易业务是否存在商业实质； 

3、对 2017 年记录的贸易业务采购选取样本，检查交易过程中的相关单据，

包括采购合同、货权转移证明、采购发票、资金付款凭证等，确认存货采购的

真实性； 

4、对主要贸易业务客户的销售收入、应收款项实施函证程序；对主要贸

易业务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应付款项、预付款项实施函证程序； 

5、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贸易业务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检查出库

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就资产负债表



日前后记录的存货入库，选取样本，检查入库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评价存货

入库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6、对贸易类存货实施的审计程序详见问题一回复。 

7、对 2017 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期后收款情况进行核查，选取样本检查

收款过程中的相关单据，包括资金收款凭证、票据等，确认收款的真实性； 

8、对 2017 年期末预付账款余额的期后存货入库情况进行核查，选取样本

检查存货入库过程中的相关单据，包括货权转移证明、入库单等，确认存货入

库的真实性； 

9、抽样检查 2017 年末结存存货的出库情况。 

三、核查结论 

基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所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未发现 2017 年度公司贸易业

务存在异常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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