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0410                 证券简称：*ST沈机                公告编号：2022-80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2 年三季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沈阳机床”）

于 2022年 12月 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

于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三季报的问询函》（公司部

三季报问询函〔2022〕第 21号），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 2022年 4月，因 2021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

你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三季报显示，你公司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0,104.91万元。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9.3.11条规定，若股票交易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净资产为负值等情形，你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此外，2022 年 10 月 28 日，你公

司向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

行的相关股份完成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向控股股东募集资金近

15 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请你公司结合三季度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况、非公开发行完

成后净资产情况、公司经营状况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规定等，在测算你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后净资产情况基础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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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公司股票是否仍存在较大退市风险；如是，请及时、充分披露

相关风险提示。 

回复： 

2022 年受经济环境、疫情多发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机

床市场出现下滑。公司积极主动推动新品研发上市，着力调整收

入结构，全体系全层级降本增效，全方位提升经营管理能力，企

业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公司始终保持整体盈利的良好态势。截

止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4,052.03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13万元。 

2022年 9月 19日公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22]2203 号文核准，向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总

额 1,499,999,996.46 元。10月 14日，募集资金到账。10月 2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380,710,659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净资产由 9 月末的

-50,104.91万元增加至 11月末的 96,319.08万元。 

《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9.3.11条规定“上市

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

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或者

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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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

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

整的年度报告； 

（五）虽符合第 9.3.7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

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六）因不符合第 9.3.7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

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公司追溯重述导致出现本规则第 9.3.1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项情形，或者因触及第 9.3.1条第一款第（四）项情形

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出现前款第（四）项至第（六）

项情形或者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指标相应年度的次一年度出

现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

市交易。” 

公司逐一对照上述规则，目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124,052.03 万元，由于公司尚未对 2022年度报告进行审计，具

体将以 2022 年经审计报告数据判定是否触及规则（一）中终止

股票上市情形；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截止 11 月公司

净资产 96,319.08 万元，预计公司 2022 年末净资产仍为正，由

于公司尚未对 2022年度报告进行审计，具体将以 2022年经审计

报告数据判定是否触及规则（二）中终止股票上市情形；目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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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正常，运作规范，治理完善，刚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工作，

公司将以 2022 年经审计报告和年报披露情况为准，判定是否适

用规则（三）（四）终止股票上市情形；公司在出具 2022 年年

度报告后，将立即申请撤销退市风险，具体将根据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的情况判定是否触及规则（五）（六）中终止股票上市情形。 

 

问题 2.三季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实现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17,297.84万元，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11,331.94 万元，债务重组损益 2,974.68

万元，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210.61万

元。 

请你公司说明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债务重组损益、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的具体内容及会计处理过程，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回复： 

2022 年 1-9 月，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17,297.84 万元，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11,331.94 万元，债务重组损益 2,974.68 万元，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210.61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一、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金额 11,331.94

万元，均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希斯机床（沈阳）有限责任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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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希斯沈阳”）破产清算出表产生的处置损益。 

2022 年 1 月，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向法院提出希斯沈阳破

产清算申请并指定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担任希斯沈阳管理

人。由于希斯沈阳已被管理人接管，公司丧失对希斯沈阳的控制

权，不再将希斯沈阳纳入合并范围，公司将出表时点按持股比例

持有的希斯沈阳净资产份额转出确认为希斯沈阳出表损益，其中

确认对希斯沈阳长期股权投资损失 2,100.00 万元、确认希斯沈

阳自合并日开始归属于母公司累计亏损转出收益 15,431.94 万

元、确认未实缴资本金偿付损失 2,000.00 万元，累计影响损益

金额 11,331.94万元。示意性会计处理分录如下（金额单位：万

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2,1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100.00 

借：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1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2,100.00 

借：未分配利润                       15,431.94 

    贷：投资收益                          11,331.94 

        资产减值损失                       2,100.00 

        其他应付款                         2,000.00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丧失

子公司控制权情况处理规定，“第五十条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

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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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

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

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

收益，同时冲减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

益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公司将希斯沈

阳出表时点归属于母公司累计净资产转出并确认为投资收益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二、债务重组损益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债务重组损益金额为 2,974.68 万元，

主要构成为： 

——应付供应商货款打折收益 1,891.45万元 

为进一步减少公司诉讼风险，节约现金流，促进与供应商的

长期合作，公司与多家供应商进行持续沟通协商，达成债务重组，

打折清偿包括司法重整继续履行合同留债款在内的供应商货款，

减少偿债本金，避免偿付利息，形成债务重组收益 1,891.45 万

元。示意性分录如下（单位：万元）： 

借：应付账款等                      1,891.45 

贷：投资收益                     1,891.45 

——金融留债重组收益 1,110.76万元 

2017年 11月，公司下属子公司马鞍山优尼斯智能制造谷有

限公司（简称“马鞍山谷”）、上海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简

称“优工业”）与马鞍山市博望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后

更名为马鞍山市宁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宁博投资”）



7 

签订《债权投资协议》，取得投资款 4,290万元并履行相关设备

投放义务，沈机股份对该协议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宁博投资委托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博望支行（简称“徽商银行”）发

放相关借款。2019 年沈机股份重整期间，宁博投资与徽商银行

就该笔借款向沈机股份分别进行全额申报。沈机股份按照管理人

意见，以谨慎性原则，根据《重整计划》中金融普通债权清偿方

案要求，针对徽商银行债权申报金额 4,333万元，公司预留股票

及债务价值 1,110.76万元；针对宁博投资申报金额 4,294万元，

公司预留股票及债务价值 1,101.11 万元。综上，沈机股份针对 

4,290万元投资款及利息等共计预留偿债资源 2,211.87万元。 

2020 年 8 月，宁博投资将马鞍山谷、优工业、沈机股份诉

至法院，请求返还投资款本金及违约损失等共计 4,590 万元。

2022年 6月，马鞍山中院下达执行裁定，沈机股份可按公司《重

整计划》中金融普通债权清偿方案偿还宁博投资欠款，即无需针

对 4,290万元欠款全额还款。随后，宁博投资就上述裁定向安徽

高院提起复议，仍要求全额偿还。2022 年 8 月，安徽高院下达

裁定，维持马鞍山中院裁定，公司仅需按照《重整计划》打折偿

付。同时，经公司多次与徽商银行沟通协商，徽商银行出具了相

关债权说明，明确徽商银行受宁博投资委托，向马鞍山谷发放贷

款，与马鞍山谷、优工业、沈机股份未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无需

向沈机股份申报任何债权。 

公司根据上述材料，于 2022 年 9 月，调整前期预留徽商银

行偿债资源，确认重组收益 1,110.76万元。示意性分录如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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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万元）： 

借：长期应付款                     264.16 

资本公积                       724.79 

库存股                         121.81 

贷：投资收益                     1,110.76 

——应收款项债务重组损失 27.53万元 

公司持续加强应收款项清理力度，通过与客户洽谈打折付

款、部分债权豁免等多种方式清回存量应收款项，形成债务重组

损失 27.53万元，示意性分录如下（单位：万元）： 

借：投资收益                       27.53 

贷：应收账款                       27.53 

综合上述因素影响，公司 1-9月形成债务重组损益 2,974.68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中对债务重

组定义及债务人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第二条 债务重组，是

指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经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定或法院

裁定，就清偿债务的时间、金额或方式等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

第十条 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在相

关资产和所清偿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所清偿

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第

十二条采用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当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确认和计量重组债

务；第十三条 以多项资产清偿债务或者组合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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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务人应当按照本准则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确认和计

量权益工具和重组债务，所清偿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的账

面价值以及权益工具和重组债务的确认金额之和的差额，应当计

入当期损益。”，公司上述业务符合债务重组定义，会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2019 年，公司司法重整后，通用技术集团成为新的控股股

东。自 2020 年以来，公司全面进行深化改革，积极拓宽市场、

重塑品牌，进一步加强自身管理、梳理公司存量应收款项。针对

前期存量应收款项，公司组织开展专项清理活动，并专门成立清

收办公室，统筹推进应收款项清理工作，加大应收款项清理力度。

2022 年，公司不断加大应收款项清收力度，对剩余应收款项进

行进一步梳理，对余额大、账龄长的应收款项进行重点分析，按

客户落实催收责任人，多措并举清收欠款。因前期应收款项清回，

产生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210.61 万

元，示意性分录如下（单位：万元）： 

借：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等               1,210.61 

贷：信用减值损失                    1,210.6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

关规定，“第五十条 企业在前一会计期间已经按照相当于金融

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了损失准备，但在当

期资产负债表日，该金融工具已不再属于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

显著增加的情形的，企业应当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按照相当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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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该金融工具的损失准备，

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转回金额应当作为减值利得计入当期损

益。”，公司清回应收款项符合上述情况，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 

 

问题 3.三季报显示，你公司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

项融资期末余额合计 64,177.55万元，较期初增长 42%，其中应

收款项融资较期初增长 105.85%，公司称系本期收到票据增加所

致；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3.11%。 

请你公司说明在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的背景下，应收款项大幅

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说明应收款项融资的具体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开展类型、模式或流程、会计处理等，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回复： 

一、应收款项融资的具体内容及会计处理 

公司于 2019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对

于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业务收取的银行承兑汇票，管理

模式为既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进行出售（背书或贴现），符合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定义，因

此，公司将该部分银行承兑汇票归集至应收款项融资核算。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第七条规定，

企业在发生金融资产转移时，应当评估其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的风险和报酬的程度，分为下列情形处理：一是企业转移了金融



11 

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

产，并将转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

债。二是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

应当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 

根据上述准则要求，公司将承兑人信用等级较高或信用等级

不高不附追索权的票据背书或贴现，收取该票据现金流量的合同

权利已转移给受让方，且一般不会撤销，终止确认该项金融资产；

公司将承兑人信用等级不高并附追索权的票据背书时，不终止确

认该项金融资产，直至票据到期承兑未退回时，终止确认该项金

融资产。示意性会计处理： 

——承兑人信用等级较高或信用等级不高不附追索权 

背书时： 

借：应付账款 

    贷：应收款项融资 

贴现时： 

借：银行存款 

    投资收益 

    贷：应收款项融资 

——当承兑人信用等级不高并附追索权时，公司对应收款项

融资继续确认，待票据到期兑付，再进行终止确认处理。 

二、在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的背景下，应收款项大幅增长的原

因及合理性 

公司应收款项期末余额 64,177.55万元，较期初增长 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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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应收款项融资增长。应收款项融资期末余额 33,730.48万

元，较期初增长 105.85%，主要原因为：一是由于公司销售回款、

采购付款均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票据收付规模占总资金收付规

模约八成；二是为提高票据、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加强银行承兑

汇票管控，合理规划票据使用方式，针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银行承兑汇票，主要用于到期托收，补充公司现金流；同时，

公司本期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由此产生公

司期末应收款项融资及应付票据同时较期初有所增长。截至2022

年 9月末，在手银行承兑汇票暂未到期托收，因此应收款项融资

较期初大幅增长合理。 

 

问题 4.三季报显示，你公司期末存货余额 69,531.33万元，

较期初增长 4%。 

请你公司说明期末存货的主要构成，并结合各类存货库龄、

估计售价确认方式及同行业公司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等因素，说明

期末存货是否存在大额减值的风险，在此基础上说明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 

——存货主要构成： 

2022 年 9 月末，存货账面价值 69,531.33 万元，主要构成

为：原材料账面价值 18,920.22万元、在产品账面价值 6,918.99

万元、自制半成品账面价值 1,564.63 万元、低值易耗品账面价

值 809.50万元、发出商品账面价值 2,079.85万元、产成品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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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39,238.13万元。 

——各类存货库龄情况： 

2022 年 9 月末，存货账面余额 94,021.42 万元，存货跌价

准备 24,490.10万元，账面价值 69,531.33万元，跌价准备计提

比例 26.05%，其中库龄为 0-1年存货账面余额 52,851.17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 23.88万元、账面价值 52,827.28万元、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0.05%，库龄为 1-2 年存货账面余额 4,588.06 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 166.78万元、账面价值 4,421.28万元、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3.64%，库龄为 2-3 年存货账面余额 2,159.48 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 795.29万元、账面价值 1,364.19万元、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36.83%，库龄为 3 年以上存货账面余额 34,422.72 万

元、存货跌价准备 23,504.15万元、账面价值 10，918.58万元、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68.28%（见表 1）。 

公司各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随库龄增长呈增长趋势，库

龄 3 年以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已达 68.28%，公司已根据

存货库龄情况及市场需求等因素，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对存在减

值迹象的存货，充分预计减值损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表 1-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各类存货库龄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库龄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原材料 

0-1 年 13,958  13,958  

1-2 年 3,046  3,046  

2-3 年 1,759 763 996 43.38% 

3 年以上 2,151 1,232 920 57.26% 

小计 20,915 1,995 18,920 9.54% 

在产品 0-1 年 6,870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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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库龄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1-2 年 21  21  

2-3 年 17 6 11 34.25% 

3 年以上 122 105 17 86.10% 

小计 7,030 111 6,919 1.58% 

自制半成品 

0-1 年 670  670  

1-2 年 272  272  

2-3 年 248  248  

3 年以上 802 428 374 53.38% 

小计 1,993 428 1,565 21.48% 

低值易耗品 

0-1 年 560  560  

1-2 年 127  127  

2-3 年 77  77  

3 年以上 301 255 45 84.89% 

小计 1,065 255 810 23.97% 

发出商品 
0-1 年 2,080  2,080  

小计 2,080  2,080  

产成品 

0-1 年 28,713 24 28,689 0.08% 

1-2 年 1,122 167 955 14.87% 

2-3 年 58 26 31 45.70% 

3 年以上 31,047 21,484 9,563 69.20% 

小计 60,939 21,701 39,238 35.61% 

合计 

0-1 年 52,851 24 52,827 0.05% 

1-2 年 4,588 167 4,421 3.64% 

2-3 年 2,159 795 1,364 36.83% 

3 年以上 34,423 23,504 10,919 68.28% 

小计 94,021 24,490 69,531 26.05% 

——各类存货估计售价确认方式： 

公司定期对在库产品进行减值测试，按照账面价值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原则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针对普通机床类、经济型数控

车床类、立（卧）式数控车床类等产品，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

的，以其合同价格作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没有销售合同的，

以该产品公司同类产品参考价格或市场销售价格作为可变现净

值计算基础。针对原材料、在产品、低值易耗品、自制半成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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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净值确定主要方式为分类清查，计算其所生产的产成品预估

市场售价，并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判断其对应产成品是否发生减

值，若发生减值，则以产成品估计售价减进一步加工成本、销售

费用及相关税费等为基础，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022年，公司结合上一年度产品销售情况，进行市场研判，

同时销售团队下沉到市场一线，助力合约经销商多维度深挖分销

渠道，以点带面，寻找新的机会点，寻求更适应市场需求产品，

促进产品销量提升。截至 2022 年 9月末，公司在手订单总额为

4.7亿元，且各类在手订单产品均价均高于库存商品成本均价，

具体情况如下： 

表 2-截至 2022 年 9月末各类存货估计售价确认方式 

单位：万元 

类型 主要内容 成本均价 在手订单均价 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确定主要方式 

库存商品 

普通机床 6.12 7.21 
有合同：可变现净值=

合同价格（不含税）-

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 

无合同：可变现净值=

市场/公司同类产品

参考价格（不含税）-

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 

对期末存货进行盘点核查，

划分产成品状态，区别有合

同、无合同产品，分类进行

可变现净值测算 

经济型数控车床 8.53 9.86 

其他数控机床 24.13 32.28 

原材料 
床身、手动卡盘、

导轨丝杆等 
    

可变现净值=产成品

价格-进一步加工成

本-销售费用及相关

税费 

分类清查，计算其所生产的

产成品预估市场售价，并根

据会计准则要求判断其对应

产成品是否发生减值，若发

生减值，则以产成品估计售

价减进一步加工成本、销售

费用及相关税费等为基础，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在产品 
床身铸件毛坯、主

轴箱体等 
    

低值易耗品 
动力电缆、电机风

扇、塑料罩衣等 
    

自制半成品 
主轴箱、工作台、

立柱等 
    

——同行业公司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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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末，存货账面余额 94,021.42 万元，存货跌价

准备 24,490.10万元，账面价值 69,531.33万元，跌价准备计提

比例为 26.05%，处同行业公司计提比例中上水平（见表 3）。 

表 3-同行业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海天精工

（20220630） 

秦川机床 

（20220630） 

沈阳机床 

（20220930） 

华东数控 

（20220630） 

账面余额           160,928            202,099           94,021           40,575  

跌价准备             4,904             29,108           24,490           11,206  

账面价值           156,024            172,991           69,531           29,369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3.05% 14.40% 26.05% 27.62% 

注：因三季度报告披露数据限制，同行业公司数据为 2022年半年报数据 

综上所述，公司结合市场环境及下一步战略规划，定期对各

类存货进行梳理并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存在滞销、积压、不适应

市场需求、预计无转型再利用价值的各类存在减值迹象的库存，

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合理估计预计售价，并按照账面价值与可变

现净值孰低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必要时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

对公司存货价值进行专项评估，充分夯实存货资产价值。截至目

前，公司已根据各类存货库龄情况、在手订单情况及行业市场情

况等，充分识别各类存货减值迹象，期末存货不存在大额减值风

险，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问题 5.三季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分别为 5,316.08 万元、12,287.24 万元，分别同比下降 2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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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结合销售模式、销售人员数量变化、营销政策变化、

管理人员数量及薪酬等因素，说明你公司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同

比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2022年 1-9月，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5,316.08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 2,005.32 万元，同比下降 27.39%；发生管理费用

12,287.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6,260.87 万元，同比下降

33.75%。变动原因如下： 

——销售费用下降原因 

2021 年 12 月及 2022 年 1 月，公司原下属子公司上海优尼

斯公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工业”）及希斯沈阳相继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并由法院指定管理人接管，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范围。因此，公司上年同期销售费用包含优工业及希斯沈阳发生

费用，本期销售费用中不再包含优工业发生费用、仅包含希斯沈

阳 1月发生费用。剔除该项因素影响，公司本期销售费用与上期

基本持平，未出现销售模式、销售人员及营销政策大幅变动。 

——管理费用下降原因 

受优工业及希斯沈阳相继出表影响，上年同期管理费用包含

优工业及希斯沈阳发生费用，本期管理费用不再包含优工业发生

费用、仅包含希斯沈阳 1月发生费用。剔除该项因素影响，公司

本期管理费用较上期亦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为公司持续深入践

行全员、全要素、全价值链精益管理理念，牢固树立过“紧日子”

思想，坚持“一切成本费用皆可控”理念，深度分析各项费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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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情况，以业务入手深挖费用压降空间，在确保企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寻找降本增效点，公司本期各项管理费用较

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9日       


	证券代码：000410                 证券简称：*ST沈机                公告编号：2022-80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2年三季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沈阳机床”）于2022年12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三季报的问询函》（公司部三季报问询函〔2022〕第21号），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1. 2022年4月，因2021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你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三季报显示，你公司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0,104.91万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11条规定，若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净资产为负值等情形，你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此外，2022年10月28日，你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股份完成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向控股股东募集资金近15亿元，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请你公司结合三季度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况、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净资产情况、公司经营状况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规定等，在测算你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后净资产情况基础上说明公司股票是否仍存在较大退市风险；如是，请及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提示。
	回复：
	问题2.三季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实现非经常性损益金额17,297.84万元，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11,331.94万元，债务重组损益2,974.68万元，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1,210.61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债务重组损益、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的具体内容及会计处理过程，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回复：
	2022年1-9月，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17,297.84万元，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11,331.94万元，债务重组损益2,974.68万元，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1,210.6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关规定，“第五十条 企业在前一会计期间已经按照相当于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了损失准备，但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该金融工具已不再属于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形的，企业应当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按照相当于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该金融工具的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转回金额应当作为减值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公司清回应收款项符合上述情况，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问题3.三季报显示，你公司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期末余额合计64,177.55万元，较期初增长42%，其中应收款项融资较期初增长105.85%，公司称系本期收到票据增加所致；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下滑3.11%。
	请你公司说明在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的背景下，应收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说明应收款项融资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开展类型、模式或流程、会计处理等，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回复：
	问题4.三季报显示，你公司期末存货余额69,531.33万元，较期初增长4%。
	请你公司说明期末存货的主要构成，并结合各类存货库龄、估计售价确认方式及同行业公司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等因素，说明期末存货是否存在大额减值的风险，在此基础上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表1-截至2022年9月末各类存货库龄情况明细表
	单位：万元
	表2-截至2022年9月末各类存货估计售价确认方式
	单位：万元
	——同行业公司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2022年9月末，存货账面余额94,021.42万元，存货跌价准备24,490.10万元，账面价值69,531.33万元，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为26.05%，处同行业公司计提比例中上水平（见表3）。
	表3-同行业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注：因三季度报告披露数据限制，同行业公司数据为2022年半年报数据
	综上所述，公司结合市场环境及下一步战略规划，定期对各类存货进行梳理并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存在滞销、积压、不适应市场需求、预计无转型再利用价值的各类存在减值迹象的库存，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合理估计预计售价，并按照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必要时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司存货价值进行专项评估，充分夯实存货资产价值。截至目前，公司已根据各类存货库龄情况、在手订单情况及行业市场情况等，充分识别各类存货减值迹象，期末存货不存在大额减值风险，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问题5.三季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分别为5,316.08万元、12,287.24万元，分别同比下降27%、34%。
	请你公司结合销售模式、销售人员数量变化、营销政策变化、管理人员数量及薪酬等因素，说明你公司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2022年1-9月，公司发生销售费用5,316.0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005.32万元，同比下降27.39%；发生管理费用12,287.2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260.87万元，同比下降33.75%。变动原因如下：
	——销售费用下降原因
	2021年12月及2022年1月，公司原下属子公司上海优尼斯公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工业”）及希斯沈阳相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由法院指定管理人接管，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因此，公司上年同期销售费用包含优工业及希斯沈阳发生费用，本期销售费用中不再包含优工业发生费用、仅包含希斯沈阳1月发生费用。剔除该项因素影响，公司本期销售费用与上期基本持平，未出现销售模式、销售人员及营销政策大幅变动。
	——管理费用下降原因
	受优工业及希斯沈阳相继出表影响，上年同期管理费用包含优工业及希斯沈阳发生费用，本期管理费用不再包含优工业发生费用、仅包含希斯沈阳1月发生费用。剔除该项因素影响，公司本期管理费用较上期亦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为公司持续深入践行全员、全要素、全价值链精益管理理念，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坚持“一切成本费用皆可控”理念，深度分析各项费用发生情况，以业务入手深挖费用压降空间，在确保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寻找降本增效点，公司本期各项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