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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2 年报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众环专字(2023)0101660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作为骆驼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骆驼股份”）2022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出具了众环审字（2023）010209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23 年 5 月 1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出具了《关于骆驼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053 号）（以下简称“监

管工作函”），我们以对骆驼股份相关财务报表执行的审计工作为依据，对监管工作函中需要

本所回复的相关问题履行了核查程序，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问题 1】关于盈利能力及业务模式 

年报显示，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96.4 亿元、124.03 亿元、134.25 

亿元，营收规模逐年扩大；同期毛利率分别为 19.73%、16.95%、14.24%，呈持续下滑态

势。分产品看，2020 年至 2022 年再生铅毛利率分别为 0.09%、-0.96%、-2.01%，营收占

比分别为 13.64%、25.77%、27.55%；同期锂电池毛利率分别为-42.81%、-21.2%、-2.49%，

持续为负，且自 2016 年锂电池业务产生收入营收规模整体缩减。分销售模式看，报告期内

经销、直销模式下毛利率分别为 21.06%、10.79%。 

请公司：（1）补充披露各板块业务的具体构成，结合行业生产经营、原材料及产成品

价格变动等情况，说明公司毛利率持续下降、增收不增利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是否存在差异，相关因素是否将持续影响公司盈利水平，并充分揭示风险；（2）结合

再生铅业务的经营效率、市场份额、核心技术、毛利率变动以及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等情况，

说明公司持续扩大再生铅销售规模并提高营收占比的原因及合理性；（3）补充披露锂电池

业务的主要合作客户、在手订单情况、产品参数与竞争对手的比较情况等，并结合市场发

展趋势及竞争格局，说明公司锂电池业务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4）补充说明不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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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具体差异、对应的业务板块以及公司选择的主要考量，说明经销模式毛利率显著高

于直销模式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各板块业务的具体构成，结合行业生产经营、原材料及产成品价格变动

等情况，说明公司毛利率持续下降、增收不增利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

存在差异，相关因素是否将持续影响公司盈利水平，并充分揭示风险 

1．公司各板块业务总体情况 

公司的业务板块包括汽车低压铅酸电池、汽车低压锂电池、再生铅和其他业务，

2020-2022 年各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占比及毛利率情况如下表： 

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19.73%、16.95%、14.24%，逐年下降。 

2．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1）营收结构变化 

2020-2022 年，公司的营收结构发生了变化（详见上表），其中再生铅业务的收入及占

比逐年提升，由于再生铅的毛利率偏低（具体分析详见问题二的回复），拉低了公司综合毛

利率，这是公司近三年综合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公司从事再生铅业务，主要为了满足原材料的自供。公司生产出的再生铅产品中约 70%

作为生产汽车低压铅酸电池的原材料内部自用，剩余会进行外销。2020-2022 年，随着公司

再生铅产能的逐步释放，公司再生铅产量持续提升，导致公司再生铅业务收入及占比逐年提

升，再生铅外销量不断增加。 

公司再生铅 2020-2022 年的产量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吨 

业务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占比 毛利率 营业收入 

（万元） 
占比 毛利率 营业收入 

（万元） 
占比 毛利率 

汽 车 低

压 铅 酸

电池 

847,735.42 87.94% 22.47% 963,216.18 77.66% 22.13% 1,009,024.44 75.16% 19.54% 

汽 车 低

压 锂 电

池 

1,780.81 0.18% -42.81% 1,864.64 0.15% -21.20% 6,160.37 0.46% -2.49% 

再生铅 105,664.73 10.96% 0.09% 262,951.05 21.20% -0.96% 311,007.60 23.17% -2.01% 

其他 8,800.61 0.91% 4.35% 12,313.58 0.99% 0.19% 16,343.68 1.22% 2.02% 

合计 963,981.57 100.00% 19.73% 1,240,345.45 100.00% 16.95% 1,342,536.09 100.00%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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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再生铅产量 32 48 52 

（2）汽车低压铅酸电池毛利率 2022 年有所下降，但仍在合理范围内 

汽车低压铅酸电池为公司的主要产品，其收入占比超过 70%。2020 年及 2021 年汽车低

压铅酸电池毛利率基本一致，但在 2022 年出现了小幅下滑，主要原因如下： 

A、部分原辅材料及燃料动力价格上涨 

2022 年，受市场环境影响，公司汽车低压铅酸电池部分原辅材料（硫酸、锡）及燃料

动力（水、电、气）价格大幅上涨，导致汽车低压铅酸电池毛利率同比出现下滑。 

公司汽车低压铅酸电池 2021-2022 年部分原辅材料行业价格及燃料动力采购价格变化

情况如下表： 

名称 单位 2021 年平均 2022 年平均 单价升降率 

硫酸（网均价） 元/T 455.75 500.05 9.72% 

1#锡锭（网均价） 元/T 197,410.85 223,845.53 13.39% 

水（实际价格） 元/T 3.07 3.23 5.07% 

电（实际价格） 元/KWH 0.59 0.67 14.70% 

气（实际价格） 元/m³ 2.68 3.07 14.24% 

从 2022 年四季度开始，硫酸、锡的价格回落。为减少原辅材料及燃料动力涨价对公司

产生的影响，公司一方面根据市场情况及成本水平，通过按旬定价、按订单报价等定价机制，

将部分成本上升影响向下游传导；另一方面持续开展降成本工作，通过工艺升级、技改提质、

设备改造等举措，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2022 年四季度和 2023 年一季度，公司汽车低压铅酸电池毛利率实现了环比提升，具体

情况如下表： 

毛利率 2022 年三季度 2022 年四季度 2023 年一季度 

汽车低压铅酸电池 17.55% 19.79% 20.61% 

B、海外业务毛利率下降 

公司海外业务主要为汽车低压铅酸电池的销售（占比为 99.9%），2022 年，公司受全球

贸易成本上升，出口运费涨价等因素影响，海外业务的毛利率同比下降 7.39 个百分点。公

司 2022 年海外业务收入占比提升，进一步拉低了公司的综合毛利率，具体情况如下表： 

海外业务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万元） 98,084.26 134,2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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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业务 2021 年 2022 年 

占比 7.91% 10.00% 

毛利率 25.95% 18.56% 

3．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 

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只有理士国际与公司的营收规模及产品结构较为相似，通过公开

信息查询，理士国际 2020-2022 年经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2020 年 收入占比 2021 年 收入占比 2022 年 收入占比 

备用电池 418,708.5 43.47% 475,892.9 42.10% 600,611.50 46.76% 

启动电池 288,314.6 29.93% 300,599.8 26.59% 286,008.80 22.26% 

动力电池 111,458.3 11.57% 122,308.2 10.82% 125,831.90 9.80% 

其他 13,939.9 1.45% 26,121.0 2.31% 30,831.20 2.40% 

回收铅产品 130,714.9 13.57% 205,390.6 18.17% 241,302.50 18.78% 

合计 963,136.2 100% 1,130,312.5 100% 1,284,585.90 100.00% 

通过公开信息查询，理士国际 2020-2022 年综合毛利率与公司对比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理士国际 12.34% 13.36% 12.41% 

骆驼股份 19.73% 16.95% 14.24% 

理士国际 2020-2022 年的综合毛利率基本维持较为平稳的趋势，其中 2021 年出现了小

幅增长，但公司综合毛利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原因分析如下： 

（1）根据理士国际披露的年度报告，理士国际回收铅业务从 2020 年 5 月恢复运营，在

2021 年实现满产，使其回收铅业务毛利率有所提升，而公司再生铅业务近三年产能仍在逐

渐释放过程中，其中公司 2020 年 12 月新增废旧电池处理能力 15 万吨，2021 年再生铅业务

固定成本摊销上涨，因此，公司 2021 年再生铅业务毛利率出现下滑，加之再生铅业务 2021

年营收占比大幅提升，进一步拉低了公司综合毛利率；2022 年，受废旧铅酸电池采购价格

上涨（具体行业价格请见问题二的回复）因素影响，公司及理士国际的再生铅业务毛利率均

出现下滑（详见理士国际 2022 年年度报告中“回收铅业务的毛利率则有所下降，导致整体

毛利由 13.4%下降至期内的 12.4%。回收铅业务下降主要由于铅产品回收成本增加”相关描

述），但因公司再生铅业务营收占比较高，因此公司综合毛利率下滑幅度更大，但趋势基本

一致。除再生铅业务营收占比提升对公司综合毛利率影响因素外，公司主营业务产品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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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定。 

（2）根据公开信息查询，理士国际的销售结构中有备用电源产品，与公司产品结构不

完全一致，且暂无理士国际各业务板块的具体毛利率，因此存在一定的不可比性。 

综上所述，公司营业收入和综合毛利率的变动符合公司及行业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4．风险提示 

公司汽车低压铅酸电池部分原材料价格已回落，同时，公司持续开展降本工作，以降低

原材料及能源涨价对公司产生的影响，但仍存在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波动风险；公司的再生铅

主要是与汽车低压铅酸电池生产保持高度协同，由于行业特性，再生铅的毛利率较低，存在

因再生铅外销量的增加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降低的风险，但公司再生铅的外销比例会控制在

合理范围内。 

二、结合再生铅业务的经营效率、市场份额、核心技术、毛利率变动以及公司经营发

展战略等情况，说明公司持续扩大再生铅销售规模并提高营收占比的原因及合理性 

1．战略目的 

公司布局再生铅业务一方面是为了积极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另一方面是为了打造

“绿色铅酸电池循环产业链”，保障公司汽车低压铅酸电池主要原材料铅的供应，稳定公司

产品毛利率，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行业情况及市场份额 

自 2019 年以来，国内再生铅企业进入新增产能爆发式增长阶段，经过三年产能释放后，

再生铅供应逐步转为过剩状态。由于行业监管政策不够完善，行业内仍存在着众多不正规的

小企业，恶意竞争的情况频发。卓创资讯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再生精铅产量为 298.43 万

吨，公司再生铅产量为 51.9 万吨，市场份额占比约为 17.4%。 

3．技术及协同优势 

公司拥有国内首创的再生铅连续熔化还原技术，经国家科技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国际

领先水平。同时，公司的再生铅业务可以与电池生产高度协同，共用渠道，协同优势明显。 

4．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 

（1）行业整体情况 

再生铅业务基于行业特性，毛利率相对较低；国内再生铅行业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不

足，市场竞争激烈，原材料采购价格不断上涨，导致行业整体毛利率持续下滑。 

再生铅业务的原材料为废旧铅酸电池，近两年的价格如下表： 

名称 单位 2021 年平均 2022 年平均 单价升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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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单位 2021 年平均 2022 年平均 单价升降率 

电解铅（网均价） 元/T 13,405.99 13,412.26 0.05% 

废电池采购均价 元/T 8,320.36 8,543.40 2.68% 

再生铅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但再生铅产品售价保持稳定，导致毛利率不断下降。 

（2）与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查信息中，南都电源同样从事再生铅业务，经公开信息查询，公司与

南都电源再生铅业务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南都电源（再生铅） 2.74% 3.11% -2.78% 

骆驼股份（再生铅） 0.09% -0.96% -2.01% 

对比可见，公司再生铅毛利率变动趋势与南都电源基本一致，目前毛利率处于合理水平，

不存在较大差异。 

5．公司持续扩大再生铅外销规模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再生铅业务的布局是公司的重要战略，在满足自用的基础上，公司会将剩余

的再生铅产品进行外销。 

（2）虽然基于行业特性，公司再生铅业务毛利率较低，但国家为了鼓励再生铅业务的

发展，对其增值税实行 50%的即征即退政策和其他支持政策，这部分退税在其他收益科目

反映，对公司净利润有正面影响。 

 公司 2020-2022 年再生铅业务经营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再生铅业务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  105,664.73   262,951.05   311,007.60 

营业成本  105,569.63   265,475.38   317,258.85 

毛利  95.10  -2,524.33  -6,251.25 

其他收益  5,860.86  15,979.85  19,641.45 

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等  4,910.75   11,651.79  14,302.63 

净利润  1,045.21   1,803.73   -912.43  

净利率 0.99% 0.69% -0.29% 

注：公司再生铅业务板块营业收入包括内销和外销，其中内销即生产出的再生铅产品作

为原材料用于骆驼集团襄阳蓄电池有限公司、扬州阿波罗蓄电池有限公司等内部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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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铅酸电池，该部分营业收入在合并报表时予以抵消；外销即对外销售再生铅产品，该部

分营业收入在合并报表时纳入总营业收入中。上述数据为公司再生铅业务外销数据。 

（3）随着环保政策的不断趋严，再生铅行业的恶性竞争状态将得到有效改善，再生铅

原材料的采购价格有望趋于正常水平，再生铅业务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 

三、补充披露锂电池业务的主要合作客户、在手订单情况、产品参数与竞争对手的比

较情况等，并结合市场发展趋势及竞争格局，说明公司锂电池业务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 2016-2018 年主要生产和销售动力锂电池，动力锂电池主要为新能源纯电动汽车的

驱动电机提供高电压和能量。2019 年，动力锂电池行业产能较为饱和，行业集中度高，行

业前三的头部企业市场占比超过 50%，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公司根据市场环境，调整了新

能源业务战略，开始生产和销售低压锂电产品，该类产品主要起到唤醒动力电池组和为整车

低压电路模块供电等辅助作用。目前，公司低压锂电产品主要包括 12V 新能源汽车辅助电

池、24V 驻车空调电池、48V 电池等。 

1．主要定点情况 

公司已取得低压锂电池定点项目 44 个，主要客户包括 BMW、吉利、奇瑞、东风、北

汽福田、长城、一汽解放、福田戴姆勒、北汽福田、三一集团、中国重汽、陕重汽、上汽大

众等，这些项目将从 2023 年开始逐步放量，2024-2025 年实现大规模量产。 

公司汽车低压锂电池部分定点情况如下表： 

平台 客户 车辆类型 定点数量（万套） 

12V 

客户 1 乘用车 939.02 

客户 2 乘用车 470.77 

客户 3 乘用车 152.82 

客户 4 乘用车 127.40 

客户 5 乘用车 87.72 

客户 6 乘用车 76.00 

客户 7 乘用车 68.15 

客户 8 乘用车 60.00 

客户 9 乘用车 39.00 

客户 10 商用车 27.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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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客户 车辆类型 定点数量（万套） 

24V 

客户 11 商用车 5 

客户 12 商用车 2.4 

客户 13 商用车 0.8 

客户 14 商用车 0.1 

…… …… 

48V 客户 15 乘用车 10.5 

2．市场发展趋势 

随着汽车产业电子化和智能化等技术的推进、汽车轻量化的需求以及节能环保政策的支

持，部分新能源汽车和商用车将会选择低压锂电池作为辅助电池和驻车空调电池，未来市场

需求规模将陆续释放。 

3．行业竞争格局 

国内生产与销售汽车低压锂电池的企业较少，暂无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目前

汽车低压锂电池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行业内企业数量较少，市场需求暂未充分释放。公司

现有定点项目数量充足，产能扩建工作正在进行中。 

4．毛利率偏低的原因 

目前公司汽车低压锂电池业务处于少量供货阶段，还未大规模量产，因此毛利率偏低。

但随着近几年部分定点车型开始批量供货，汽车低压锂电池的毛利率在逐年提高。 

综上所述，公司现有定点项目数量较多，未来随着公司产品的量产和市场需求的陆续

释放，公司该业务板块的营收规模及毛利率将逐步提升。公司在汽车低压锂电池业务方面

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四、补充说明不同销售模式的具体差异、对应的业务板块以及公司选择的主要考量，

说明经销模式毛利率显著高于直销模式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的销售模式分为直销和经销。经销主要面向经销商和汽车维修门店（相当于零售业

务），公司维护替换市场（后装市场）采用该销售模式；直销主要面向配套主机厂、再生铅

的客户（相当于批发业务）和维护替换市场中自营部分，公司主机配套市场（前装市场）、

再生铅业务和维护替换市场中自营部分采用该销售模式，不同的销售对象毛利率有所差异。

公司根据不同业务板块的特点选择不同的销售模式。因再生铅业务毛利率偏低，拉低了直销

模式的毛利率。剔除再生铅产品的影响，公司直销模式毛利率处于合理水平。 

公司直销、经销模式的具体毛利率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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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经销 368,010.65 23.22% 417,619.30 24.39% 451,037.59 21.06% 

直销 595,970.92 17.58% 822,726.15 13.18% 891,498.51 10.79% 

其中：再生铅 105,664.73 0.09% 262,951.05 -0.96% 311,007.60 -2.01% 

低压铅酸电池及其他 490,306.19 21.35% 559,775.10 19.82% 580,490.91 17.64% 

会计师回复： 

1．我们在对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评估和测试了公司销售业务流程中的关键内部控制； 

（2）审阅了销售合同中的主要条款，包括相关控制权条款，以了解和评估收入确认政

策； 

（3）结合行业数据及历史数据对本期销售收入及毛利率进行了分析，以识别是否存在

异常； 

（4）对销售收入结算数据进行了抽样测试并核对至相关销售合同中控制权条款，通过

整车厂供应链系统，查询本期结算金额或产品接收数量； 

（5）对出口收入查询了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发布的全年出口数据，检查了订

单、报关单、货运提单以及发票等单据； 

（6）根据客户交易的特点和性质挑选样本执行了函证程序，以确认本期销售收入金额

和应收账款余额； 

（7）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执行了抽样测试，以评估销售收入是否在

恰当的期间确认； 

（8）了解汽车低压锂电池业务与主机厂的合作情况，抽查了部分定点项目的协议。 

2．会计师意见 

（1）2020 年至 2022 年，受部分原材料及能源价格上涨、海外业务毛利率下降、再生

铅对外销售占营业收入比重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毛利率持续下降。营业收入及毛利率的

变动符合公司及行业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与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 

（2）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再生铅产量逐年提升，对外销售的营业收入逐年增长，

系公司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现汽车低压铅酸电池从研发、生产、销售到回收再利用

的全产业链资源闭环和循环利率，具有合理性。 



回复第 10 页共 32 页 

（3）公司目前在汽车低压电池业务细分领域开展锂电业务，处于持续开拓市场过程中，

未发现导致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疑虑的事项。 

（4）由于毛利率相对较低的再生铅产品采用直销模式，导致公司直销模式整体毛利率

较经销模式低，剔除该因素影响后，公司直销模式毛利率处于合理水平。 

 

【问题 2】关于商誉减值 

年报显示，公司商誉期末余额 3.6 亿元，其中 2.93 亿元系 2018 年收购湖北金洋冶金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金洋）形成，6490.75 万元系 2014 年收购扬州阿波罗股权（以

下简称阿波罗）形成。关注到，湖北金洋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再生铅业务经营主体，近三年

公司再生铅业务毛利率持续呈下滑态势，但自收购以来，商誉未发生减值。2020 年至 2022 

年减值测试中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公司对湖北金洋和阿波罗分别预计的收入复合增长率

分别为 7.7%/4.53%、4.33%/5.48%、1.88%/3.07%。 

请公司：（1）结合两家公司生产经营模式、所处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格局、可比

公司经营情况等，说明经营业绩变动具体原因，并补充披露近三年商誉减值测试的主要过

程，主要参数选取情况及依据，说明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问题（1），

进一步说明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对关键参数连续下调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两家公司是

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并充分揭示风险。 

公司回复： 

一、结合两家公司生产经营模式、所处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格局、可比公司经营

情况等，说明经营业绩变动具体原因，并补充披露近三年商誉减值测试的主要过程，主要

参数选取情况及依据，说明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1．湖北金洋冶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金洋） 

湖北金洋作为公司再生铅业务板块的标杆公司，在产能、技术、生产等方面均具备较强

的优势，盈利水平高于其他公司，总体毛利率高于公司再生铅业务整体水平。 

（1）湖北金洋 2020-2022 年度经营情况 

湖北金洋 2020-2022 年度经营业绩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233,879.52 278,710.00 344,208.71 

    其中：内销 159,772.48 151.937.12 198.67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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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外销 74.107.04 126,772.88 145.531.01 

营业成本 219,006.45 263,884.58 334,154.48 

毛利率 6.36% 5.32% 2.92% 

净利润 12,301.12 12,374.68 9,343.35 

注 1：上述财务指标取自湖北金洋合并财务报表（包括内销和外销），合并范围包括其

子公司江西金洋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金洋）；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里第三节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五、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的第(七)条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中列示的湖

北金洋的相关数据为湖北金洋单体公司情况，不包括江西金洋。 

注 2：2020-2022 年每年期末，湖北金洋销售给公司内部的铅酸电池生产工厂的再生铅

产品中尚未投入铅酸电池生产使用的金额分别 365.59 万元、599.37 万元和 972.08 万元，其

余均已投入铅酸电池生产使用，形成在产品、产成品最终实现对外销售，销售毛利率均为正。

公司从再生铅产品到制成铅酸电池产成品的周转天数约为 7-15 天，从铅酸电池产成品到实

现对外销售的周转天数约为 40 天。由于内销的经济效益是由湖北金洋整体资产组产生，因

此在对湖北金洋 2020-2022 年商誉减值测试中考虑未来现金流量时，是以湖北金洋内销和外

销产生的总体经济效益进行预测。 

（2）2020-2022 年商誉减值测试主要过程及参数 

关键假设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7.70% 4.33% 1.88%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2.87% 2.67% 3.07% 

折现率 11.08% 10.71% 9.82% 

商誉资产组账面价值（万元） 72,713.04 73,696.33 71,203.13 

湖北金洋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五年预测期的现金流

量以管理层批准的财务预算确定，超过预测期的现金流量以湖北金洋近三年经营业绩为基

础，综合五年预测期财务预算分析编制。在预计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时，考虑了管理层基于

该资产组过去的业绩和对市场发展的预期所预计的销售额、毛利率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

响。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采用的关键假设与历史经验及外部信息来源一致。公司管理层认

为上述假设发生的任何合理变化均不会导致湖北金洋资产组账面价值超过其可收回金额。因

此，未计提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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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主要计算过程如下： 

1）测算方法概述 

测算方法采用现金流折现法确定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2）现金流量折现法模型 

①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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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评估对象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Ri：评估对象未来第 i 年的预期收益； 

r：折现率； 

n：评估对象的未来经营期。 

②收益指标 

收益口径包括资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归属于资产组现金流（R）和最终处置时产生的现

金流量现值（Pn），企业永续经营时，Pn 为零。资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归属于资产组现金流

（R）的计算公式如下： 

R=EBIT+折旧摊销-追加资本 

EBIT 为息税前利润，其计算公式如下： 

EBIT=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其他业务利润-营业费用-管理费

用 

追加资本=资产更新投资+营运资金增加额 

2022 年度预测的 EBIT、折旧摊销、追加资本和资产组现金流（R）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永续年 

EBIT（注） 8,479.15 8,043.75 9,062.25 10,049.14 12,533.15 12,496.35 

折旧摊销 5,026.49 5,180.51 5,166.54 5,228.71 3,600.90 3,600.90 

追加资本 53,359.73 3,934.56 4,157.85 3,189.71 2,171.07 4,003.31 

资产组现金流 -39,854.09 9,289.70 10,070.94 12,088.14 13,962.98 12,093.94 

注：在预测 2023-2027 年（预算期）EBIT 时，主要使用的参数包括预算期内收入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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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指标（计算结果详见问题二的回复内容）和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预测预算期的平均

毛利率是在湖北金洋 2020-2022 年实现的平均毛利率 4.87%基础上，公司预计未来五年由于

行业竞争激烈，基于谨慎性原则将预测毛利率下调至 3.07%。 

③预测期及收益期的确定 

本次评估根据企业的经营目标采用永续年期作为收益期。对未来收益期的预测分段预

测，其中，第一阶段为评估基准日至企业有明确经营目标的年期，即 2027 年，在此阶段根

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收益状况处于变化中；第二阶段为 2028 年至永续期，在此阶段按企业

保持稳定的收益水平考虑。 

④折现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为了资产减值测试的目的，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

使用的折现率应当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该折现率是企

业在购置或者投资资产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本次评估采用（所得）税前资本资产加权平

均成本模型（WACCBT）确定折现率 r，确定折现率 r 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r= WACC/(1- t) 

WACC=Ke×E/(D+E)+ Kd×D/(D+E)/ (1－t) 

式中： 

E 为权益的市场价值； 

D 为债务的市场价值； 

Ke 为权益资本成本； 

Kd 为债务资本成本； 

t 为被评估企业的所得税率； 

D/E：目标资本结构； 

其中：Ke =Rf1+Beta×ERP+Rc 

式中： 

Ke 为权益资本成本； 

Rf1 为目前的无风险利率； 

Beta 为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ERP 为市场风险溢价； 

Rc 为企业的特定的风险调整系数。 

2022 年度计算的折现率 r 为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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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结果 

2022 年根据现金流量折现法模型计算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76,670.33 万元。 

2．扬州阿波罗蓄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波罗） 

（1）阿波罗 2020-2022 年度经营情况 

阿波罗 2020-2022 年度经营业绩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73,226.70 75,648.62 86,381.31 

营业成本 60,990.15 60,746.65 70,250.84 

毛利率 16.71% 19.70% 18.67% 

净利润 4,715.84 6,441.83 5,840.07 

阿波罗主要从事汽车低压铅酸电池业务，主要产品为普通富液铅酸电池及 EFB 电池。

2022 年，阿波罗通过生产提质，产量实现同比增长约 9%，其中 EFB 电池产量同比增长了

17%，实现了营业收入的较大增长。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使得毛

利率持续保持稳定，阿波罗的毛利率水平符合公司铅酸板块及行业整体情况。 

（2）2020-2022 年商誉减值测试主要过程及参数 

关键假设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4.53% 5.48% 5.24%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12.76% 13.01% 18.79% 

折现率 12.74% 11.73% 12.49% 

商誉资产组账面价值（万元） 17,737.78 18,329.78 16,980.73 

2022年商誉减值测试使用的预算期 2023-2027年平均毛利率是在阿波罗 2020-2022年实

现的平均毛利率 18.36%基础上，公司预计通过生产提质、效率提升，在未来五年能够保持

该毛利率水平。 

阿波罗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五年预测期的现金流量

以管理层批准的财务预算确定，超过预测期的现金流量以阿波罗近三年经营业绩为基础，综

合五年预测期财务预算分析编制。在预计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时，考虑了管理层基于该资产

组过去的业绩和对市场发展的预期所预计的销售额、毛利率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在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采用的关键假设与历史经验及外部信息来源一致。公司管理层认为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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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发生的任何合理变化均不会导致阿波罗资产组账面价值超过其可收回金额。因此，未计

提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二、结合问题一，进一步说明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对关键参数连续下调的原因及合

理性，说明两家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并充分揭示风险 

1．湖北金洋 

在预计湖北金洋未来现金流量时，公司主要考虑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和折现率两个

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关键假设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7.70% 4.33% 1.88% 

折现率 11.08% 10.71% 9.82% 

（1）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公司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计算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使用的数据如下（注）： 

单位：万元 

时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预测收入复

合增长率 

2020 年 233,879.52 287,044.48 304,220.99 319,434.36 329,019.82 338,892.87   7.70% 

2021 年  278,710.00 286,164.70 300,475.64 315,502.32 331,280.49 344,534.87  4.33% 

2022 年   344,208.71 329,557.54 341,530.95 353,286.18 364,252.99 377,837.83 1.88% 

注：在计算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时，是以未来第五年的预测营业收入除以基期即当

期实现营业收入来计算。 

湖北金洋 2021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较预计的低，主要系湖北金洋的子公司江西金洋金属

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设备改造导致产销量未达预期，因此在 2021 年预测未来现金流量时调低

了预测营业收入，导致 2021 年预测收入复合增长率较 2020 年下降。 

湖北金洋 2022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较预计增长较大，主要系 2022 年产量及市场需求增加

所致。由于 2022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1 年度增长 23.50%，产能利用率逐渐增加，趋于饱和，

在计算 2022 年收入复合增长率使用的基期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较大，导致公司计算的五年收

入复合增长率降低。 

如问题一所述的湖北金洋经营情况，湖北金洋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2）折现率 

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使用的折现率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

的税前利率，采用税前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确定。2020-2022 年在使用模型计算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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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时所选取的包括国债利率、同行业可比公司 Beta 系数等指标的口径一致，计算的结果与

当前市场环境和可比公司当前情况相关，因此使用的折现率变动合理。 

2．阿波罗 

如问题一所述的阿波罗经营情况，阿波罗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会计师回复： 

1．我们在对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和评价了公司与商誉减值评估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了解了公司管理层对商誉所属资产组的认定，以及商誉减值测试采用的方法和关

键假设； 

（3）复核了公司管理层预测时所使用的关键参数，包括：结合公司历史经营情况、行

业发展趋势及同行业可比企业情况等，将预测期收入增长率与历史收入增长率进行比较，以

评价关键参数的合理性； 

（4）复核了公司相关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算过程以及相关资产组账面价值计算

过程是否正确，以确认是否存在商誉减值情况； 

（5）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检查和评价商誉的列报和披露是否准确和恰当。 

2．会计师意见 

公司在 2020-2022 年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均参考了近期历史收入增长率，分析行

业发展状况、自身发展计划以及对比相关可比上市公司，预测的收入复合增长率的依据是充

分且合理的。公司在连续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收入复合增长率在每个预测基期即已实现数

达到一定预期水平的情况下，逐渐下降是合理的。根据公司管理层基于已批准的财务预算预

计的未来现金流量以及商誉减值测试过程，我们认为未计提减值准备的结论是合理的，且两

家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问题 3】关于存款和贷款 

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合计 18.16 亿元，其中受限 2.59 亿

元。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等有息负债期末余额合计 19.28 亿元，

与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合计数基本持平。报告期公司产生利息收入 0.16 亿元，

利息支出 0.83 亿元。 

请公司：（1）结合货币资金的存款类型、期限、利率、日均余额等情况，说明利息收

入与货币资金规模的匹配性；（2）补充披露期末有息负债的具体情况，包括借款类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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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措施、利率、期限、金额、具体用途等；（3）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营运周期、日常运营

所需资金水平等情况，并与同行业其他公司进行比较，说明公司在维持大额存款的同时，

借入大额有息债务并承担大额存贷息差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结合货币资金的存款类型、期限、利率、日均余额等情况，说明利息收入与货币

资金规模的匹配性 

公司的货币资金包括银行活期存款、定期存款（7 天、14 天、30 天等），货币资金日均

余额为 10.91 亿元，利息收入为 0.16 亿元，平均收益率为 1.47%，处于央行公布的活期存款

利率与 3 个月定存利率之间，货币资金与利息收入的匹配性是合理的。 

公司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是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的低风险理财，日均余额为 2.53 亿元，

2022 年实现理财收益约为 960 万元。 

2022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境内金额 境外金额 资金合计 

库存现金 11.23 - 11.23 

银行存款 124,265.91 11,408.41 135,674.32 

其他货币资金 29,598.50 355.21 29,953.71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013.07  16,013.07 

合计 169,888.71 11,763.62 181,652.32 

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利息收入的匹配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日均余额（注 1） 年收益额（注 2） 收益率 

银行存款（境内活期人民币） 22,796.45 79.79 0.35% 

银行存款（境外外币折人民币） 14,868.95 0.43 0.003% 

银行存款（境内定期人民币） 71,455.28 1,494.48 2.09% 

交易性金融资产（低风险理财） 25,326.58 959.62 3.79% 

合计 134,447.25 2,534.32 1.88% 

注 1：日均余额=报告期每日余额之和/期间天数 

注 2：含计入投资收益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收益 959.62 万元 

公司 2022 年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日均余额为 13.44 亿元，年度收益额为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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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平均收益率为 1.88%，其中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日均余额低于 2022 年每季

度末的余额（具体数据请见问题三的回复内容），主要是因为公司的货款回笼主要集中在月

末（季末）。 

二、补充披露期末有息负债的具体情况，包括借款类型、增信措施、利率、期限、金

额、具体用途等 

公司的有息负债均为银行借款，全部为信用方式借款，均为境内公司借款。截止 2022

年底，公司的借款包括：短期借款 17.14 亿元，平均年化利率 3.23%，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长期借款 2.13 亿元，年化利率为 4.45%-4.75%，主要用于项目建设投资。公司 2022 年

利息支出合计 0.83 亿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支出 0.55 亿元，项目贷款利息支出 0.28 亿

元。 

贷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有息负债  借款余额   期限   平均利率   借款类型   借款用途   借款区域  

 短期借款  171,393.44 1 年 3.23% 信用借款 日常经营 境内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  
771.15 5 年及以上 4.45%-4.75% 信用借款 项目投资 境内 

 长期借款  21,264.33 5 年及以上 4.45%-4.75% 信用借款 项目投资 境内 

 合计  193,428.91 - - - - - 

三、结合公司业务模式、营运周期、日常运营所需资金水平等情况，并与同行业其他

公司进行比较，说明公司在维持大额存款的同时，借入大额有息债务并承担大额存贷息差

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情况 

2022 年末，公司剔除交易性金融资产、受限资金、境内外币折算后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13.54 亿元，营运资金需求情况如下表： 

                                                                  单位：亿元 

项目 资金需求 

月均经营性支出 11.72 

    其中：材料采购及服务费用 9.73 

          员工薪酬 0.66 

          税金 1.33 

2．公司资金运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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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属于制造业，存货、应收账款都有一定的周转期，公司资金运营周期约为 90

天，月度订单具有不均衡性，月度资金需求波动较大，季节性特点较明显； 

（2）公司与境内客户的结算方式较为稳定，以承兑汇票结算的比例约 20%，货款结算

周期较长； 

（3）从公司借款需求提出、双方内部审批、合同签署到借款资金到位所需时间周期较

长，月末资金余额除了考虑次月资金需求，还需要预留部分资金； 

（4）公司持续加强现金管理，对暂时闲置的现金购买长短期结合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增加公司收益，可以一定程度降低有息债务的成本。 

3．货币资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同行业对比情况 

公司经营范围涉及汽车低压铅酸电池、汽车低压锂电池、再生铅及其他业务，难以在市

场上找到完全匹配的公司信息。考虑到铅酸电池收入占比达到 75.16%，选取天能股份作为

可比公司，具体对比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22 年 1 季度 2022 年 2 季度 2022 年 3 季度 2022 年 4 季度 

骆驼股份 

货币资金 145,680.63 104,380.87 154,495.36 165,63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516.90 18,772.49 5,058.08 35,270.14 

货币资金/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2 5.56 30.54 4.70 

天能股份 

货币资金 911,119.09 888,244.65 1,087,072.79 1,110,43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78,505.50 121,641.68 174,623.90 152,661.02 

货币资金/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 7.30 6.23 7.27 

经公开信息查询，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货币资金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

化情况基本保持一致，不存在较大差异。 

4．货币资金、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与同行业对比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22 年 1 季度 2022 年 2 季度 2022 年 3 季度 2022 年 4 季度 

骆驼股份 

货币资金 145,680.63 104,380.87 154,495.36 165,639.26 

交易性金融资产 48,801.91 92,163.41 70,760.32 16,013.07 

短期借款 161,173.33 161,493.33 171,098.44 171,393.44 

长期借款 72,579.06 75,419.50 78,173.89 21,264.33 

主要带息负债合计 233,752.39 236,912.83 249,272.33 192,6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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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项目 2022 年 1 季度 2022 年 2 季度 2022 年 3 季度 2022 年 4 季度 

存贷比 1.20  1.21  1.11  1.06  

天能股份 

货币资金 911,119.09 888,244.65 1,087,072.79 1,110,437.64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9,702.56 181,702.56 212,500.00 24,000.00 

短期借款 363,692.74 326,236.21 432,550.80 216,671.08 

长期借款 490.68 30,020.12 74,102.61 55,021.67 

主要带息负债合计 364,183.42 356,256.33 506,653.41 271,692.75 

存贷比 0.33  0.33  0.39  0.24  

注 1：因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中含有无息的明细项目，所以表格中不含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这个会计科目的余额 

注 2：存贷比=主要带息负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 

对比可见，公司存在持有大额存款同时，借入大额有息负债的情况与同行业趋势基本保

持一致，不存在较大差异。 

综上所述，公司需要综合考虑资金周转时间和未来资金计划，保留一定的货币资金余

额应对采购端的资金缺口，公司在维持大额存款的同时，借入大额有息债务并承担大额存

贷息差是具有合理性的。 

会计师回复： 

1．我们在对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评估和测试了公司货币资金业务流程中的关键内部控制； 

（2）针对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等科目实施了函证程序，

确认了相关科目期末余额、相关借款条件等信息； 

（3）针对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的变动情况了实施分析程序； 

（4）测算了利息收入、理财收益与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规模是否匹配； 

（5）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后大额资金支出情况执行了抽样测试； 

2．会计师意见 

公司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匹配。公司基于日常运营所需资金水平、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的季节性等因素考虑，维持大额存款，具有合理性。公司维持大额存款的同时，借入大额

有息债务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在较大差异。 

 

【问题 4】关于预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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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2.06 亿元，同比增长 137.6%，变动原因系期末备

货增加。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1.91 亿元，其中预付设备及工程款 1.02 亿元。请公司：

（1）分别列示预付款项、其他非流动负债中预付设备工程款的前五大预付对象情况，包括

名称、交易背景、交易金额、款项性质、关联关系、相关资产或服务预计交付时间等；（2）

结合公司业务模式、采购模式、现金流情况等，对照同行业可比公司，说明预付大额款项

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实际流向控股股东或关联方，是否涉及利益输送情形。 

请公司：（1）分别列示预付款项、其他非流动负债中预付设备工程款的前五大预付对

象情况，包括名称、交易背景、交易金额、款项性质、关联关系、相关资产或服务预计交

付时间等；（2）结合公司业务模式、采购模式、现金流情况等，对照同行业可比公司，说

明预付大额款项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实际流向控股股东或关联方，是否涉

及利益输送情形。 

公司回复： 

一、分别列示预付款项、其他非流动负债中预付设备工程款的前五大预付对象情况，

包括名称、交易背景、交易金额、款项性质、关联关系、相关资产或服务预计交付时间等 

1．预付款项前五名情况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交易内容 预付金额 对应材料、商品是否到货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

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采购材料 1,049.44 已到货 

江西京九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934.70 已到货 

华赤酒业销售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638.70 已到货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梧州供电局 
采购电力能源 437.67 已到货 

赤峰金帆再生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429.97 已到货 

合计 3,490.48 - 

注 1：公司与上述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注 2：公司预付款的主要分为以下三种形式：（1）公司与供应商签订年度合同，根据实

际业务需求按批次向供应商发起采购需求，每次采购前向供应商预付该笔采购货款，预付比

例为该笔采购货款的 100%；（2）公司预计次月的水、电、天然气的使用量，并于本月预付

次月燃料动力款（水、电、天然气），预付比例为 100%；（3）公司与供应商签署一次性采

购合同，提前预付合同对应货款，预付比例根据合同约定确定。 

预付款前五名供应商情况如下： 



回复第 22 页共 32 页 

（1）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华中分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与中石化华中分公司签

订了原材料采购合同，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1.26 亿元（该合同金额为年度总金额，公司根

据实际业务需求，在年度内分批次采购），根据合同约定，公司须在每批次采购到货前向供

方预付该批次的货款，此次采购预付比例为该批次货款的 100%。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向中石化华中分公司预付款项 1,049.44 万元，该笔预付款对应原材料已于 2023 年 1 月

全部到货。  

（2）江西京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九新能源） 

2022 年 1 月 1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与京九新能源签

订商品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公司须在每次发货前全额支付提货款，预付比例为 100%。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按结算单价向京九新能源预付货款 934.70 万元，合同对

应商品已于 2023 年 1 月全部到货。 

（3）华赤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赤酒业） 

2022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基于内部需求，与华赤酒业签订了团购合同，合同总价款为

人民币 638.70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公司需预付货款，预付比例为 100%。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按约定预付货款 638.70 万元，合同对应商品已于 2023 年 1 月全部到货。 

（4）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梧州供电局（以下简称梧州供电局） 

公司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华南蓄电池有限公司每月须按照梧州供电局缴费通知预付当

月电费。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根据缴费通知已预付电力款 437.71 万元，预付比例

为 100%。 

（5）赤峰金帆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金帆） 

2021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楚凯冶金有限公司与赤峰金帆签订了合金铅

采购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公司需预付货款，预付比例为 100%。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已向赤峰金帆预付货款 429.97 万元，合同对应材料已于 2023 年 1 月到货。 

2．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设备工程款前五名情况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交易内容 预付金额 备注 

托克逊县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1,378.80 已转入固定资产核算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810.00 设备已到货 

江苏先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542.04 设备已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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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交易内容 预付金额 备注 

151.80 设备未到货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102.00 设备已到货，尚未验收 

385.20 设备已到货 

武汉格林美城市矿产装备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417.00 设备已到货 

合计 3,786.84 - 

注 1：公司与上述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注 2：公司的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的设备工程款主要为设备预付款，预付比例在 30%

左右。 

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设备工程款前五名供应商情况如下： 

（1）托克逊县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泽房产） 

公司控股子公司骆驼集团新疆蓄电池有限公司购置房屋作为员工宿舍使用，购房总价款

1,861.80 万元，其中已预付 1,378.8 万元，预付比例为 74.06%，目前该资产已转入固定资产

核算。 

（2）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先导） 

2022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与无锡先导签订设

备采购合同，合同总价款 2700 万元。双方约定，在合同签订后，公司支付总价款的 30%（810

万元）作为预付款，合同对应设备已于 2023 年 3 月到货。 

（3）江苏先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先特）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襄阳蓄电池有限公司、骆驼动力（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对江

苏先特预付款项相关的主要交易事项如下： 

项目 
合同金额 

（万元） 

预付款金额 

（万元） 
预付比例 到货时间 

合同 1 105.00 94.50 90% 2023 年 1 月 

合同 2 678.00 271.20 40% 2023 年 5 月 

合同 3 433.70 151.80 35% 尚未到货 

合同 4 205.50 123.30 60% 2023 年 2 月 

 合计 1,422.20 640.80   

（4）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飞激光）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对逸飞激光预付款项相关的主要交易

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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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同金额 

（万元） 

预付款金额 

（万元） 
预付比例 到货时间 

合同 1 170.00 102.00 60% 2022 年 9 月（注） 

合同 2 1260.00 378.00 30% 2023 年 3 月 

合计 1,430.00 480.00   

注：2022 年 9 月到货，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60%的到货款，截止目前，该设备尚未验收。 

（5）武汉格林美城市矿产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格林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资源循环襄阳有限公司于与武汉格林美

签订采购合同，合同总价款 1,390 万元。双方约定，在合同签订后，公司支付总价款的 30%

（417 万元）作为预付款，合同对应设备已于 2023 年 2 月到货。 

二、结合公司业务模式、采购模式、现金流情况等，对照同行业可比公司，说明预付

大额款项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实际流向控股股东或关联方，是否涉及利益

输送情形 

2022 年，公司预付款项分类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材料款 15,917.64 77.21% 

商品款 1,573.40 7.63% 

燃料动力款 1,400.48 6.79% 

费用及其他款 1,723.34 8.36% 

合计 20,614.86 100.00% 

基于行业特性、材料价格变动等因素，公司部分材料款采用预付货款的方式进行结算。

2022 年期末，公司预付款主要为废旧电池采购过程中因时间差异形成的预付款。预付的燃

料动力款主要系根据预计次月水、电、天然气使用量预付的采购款，预付比例为 100%。 

2022 年，公司预付款项出现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1．春节前备货 

2022 年底临近春节，公司为保障假期正常生产，提前进行了备货。公司 2022 年预付款

项中预付材料款金额为 1.59 亿元，占预付款总金额的 77.21%。 

公司 2022 年预付款项的增长是基于实际业务需求产生，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趋势一致，

同行业可比公司近两年预付款、存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数据及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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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 变动说明 

骆驼股份 

预付账款 20,614.86 8,676.31 137.60% 

主要系期末备货 存货 238,848.41 204,694.09 16.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83.81 76,522.31 -67.87% 

天能股份 

预付账款 37,480.46 31,655.13 18.40%  

存货 562,700.92 370,908.25 5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421.10 345,175.80 -50.63% 

主要原因系受春节物流

影响，提前备货铅材料所

致 

理士国际 

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项及其

他资产 
47,343.20 22,346.90 111.86% 

本集团的预付款项主要

与购买原材料有关。增加

乃主要由于本集团因预

期 2023 年初需求强劲而

增加预付原材料款项所

致 

存货 213,647.00 201,925.60 5.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16.40 71.873.60 9.66%  

2．业务量增长 

随着公司业务种类、业务量的不断增加，预付账款金额随之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预付款项基于实际业务需求产生，不存在预付款项流向控股股东或关

联方的情形，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1．我们在对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审阅了公司与供方签订的交易合同/协议，并就交易情况向公司人员进行了询问； 

（2）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了供方工商登记信息； 

（3）对本期采购及付款记录进行了抽样测试。预付账款，检查了相应采购入库单、磅

单、检验记录、付款记录；其他非流动资产，检查了送货记录、验收记录、付款记录； 

（4）对期末余额执行了函证程序；对回函差异进行了询问和检查；未回函部分执行了

替代检查； 

（5）询问了期后交易进展，检查了期后到货相关记录单据。 

2．会计师意见 

（1）期末预付款项及其他非流动资产前五名交易情况，与公司回复一致，未发现交易

对象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相关资产或设备基本已于期后完成交付。 

（2）公司期末预付款项较上期增长，主要是春节临近提前备货，业务需求和交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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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趋势一致，未发现预付款项流向控股股东或关联方及利益输送的情

形。 

 

【问题 5】关于研发投入 

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发生研发投入合计 5.28 亿元，均费用化处理。同期研发费用 1.86 

亿元，其中研发人员薪酬 0.74 亿元，同比增长 25.42%。从研发人员情况来看，报告期末

公司研发人员 1,054 人，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为 14.9%，人数及占比较上期略有下降。 

请公司：（1）补充披露研发投入的具体构成、研发项目基本情况、所处阶段、研发投

入会计处理依据和处理方式，说明费用化研发投入额显著高于研发费用的原因；（2）结合

研发人员的学历结构、岗位职责、研发工作经验等，并对照同行业可比公司，说明研发人

员及薪酬归集是否准确，以及研发人员减少但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研发投入的具体构成、研发项目基本情况、所处阶段、研发投入会计处

理依据和处理方式，说明费用化研发投入额显著高于研发费用的原因 

1．公司 2022 年度研发项目投入情况 

单位：万元 

研发项目 所处阶段 金额 

其中：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的研发 

项目金额 

列报 

汽车低压铅酸电池 新产品新工艺开发 34,227.79 28,243.26 营业成本 

汽车低压锂电池 基础研发 12,845.16 9,813.04 研发费用 

技术储备及其他 基础研发 5,773.73 1,934.04 研发费用 

合计 52,846.69 39,990.34 - 

2．研发投入的会计处理依据和处理方式 

公司的研发项目分为基础研发项目和新产品、新工艺开发项目，其中基础研发主要是铅

酸电池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开发，锂电池、燃料电池等先进电池的技术研发等，该部分投入

计入研发费用；新产品、新工艺开发主要是铅酸蓄电池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等，该部分投

入计入营业成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相关要求，

基础研发项目的投入全部费用化，计入研发费用；新产品、新工艺研发过程中需要大量的

DV、PV 样件试制，需要消耗铅、隔板等原材料，会产生含铅废料，含铅废料交由公司内部



回复第 27 页共 32 页 

再生铅工厂进行回收处理，处理后生产出的铅产品再投入铅酸电池生产过程中。从公司研发

过程及相应的废料处置过程来看，站在承担研发任务的铅酸电池生产基地的角度，完成了研

发项目，形成了研发投入；站在整个集团公司的角度，研发形成的废料最终经过集团内部再

生铅工厂的处理，形成了铅等原材料循环投入到生产环节，最终形成产品销售，因此，公司

将涉及原材料循环投入生产，最终形成产品销售的研发投入（即新产品、新工艺开发项目）

在财务报表中作为营业成本列报。 

综上所述，公司每年在新产品、新工艺开发项目的研发投入比较大，这部分计入了营

业成本，因此，研发投入额显著高于研发费用。 

二、结合研发人员的学历结构、岗位职责、研发工作经验等，并对照同行业可比公司，

说明研发人员及薪酬归集是否准确，以及研发人员减少但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研发人员的情况 

                                                            单位：人 

学历 2022 年 2021 年 

博士研究生 5 3 

硕士研究生 106 106 

本科 495 478 

专科 378 405 

高中及以下 70 74 

合计 1,054 1,066 

公司的研发人员包括基础研发人员和新产品、新工艺研发人员。 

基础研发人员主要负责铅酸电池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开发工作，锂电池、燃料电池等先

进电池的技术研究工作，基础研发岗位对研发人员的先进技术知识储备、学历要求较高。新

产品、新工艺研发人员主要负责铅酸电池产品和工艺的开发工作、产品的检验和检测工作，

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岗位对研发人员的工艺生产经验要求较高。公司根据研发项目计划书确

定的主要责任人及实际参与项目人员的情况，将研发人员薪酬分配到各个研发项目。如一人

同时参与多个研发项目，会根据参与各项目的工时分配研发薪酬。 

2．公司研发人员的变化原因 

2022 年度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与 2021 年度相比略有下降，主要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增

加了汽车低压锂电池、储能方面的基础研发人员，汽车低压铅酸电池产品及工艺相关的研发

人员进行了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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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研发人员及薪酬变化情况 

2022 年，公司研发人员合计 1,054 人，较去年同期减少 12 人，属于正常的人员流动。

其中公司因汽车低压锂电池项目的增多，新增了基础研发人员，锂电池研发人员对学历、专

业知识等方面的要求较高，整体薪资也处于较高水平，导致公司基础研发人员总体薪酬较去

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增长，2022 年公司基础研发人员薪酬合计 7427.23 万元，该部分人员薪

酬计入研发费用。新产品、新工艺研发人员比较注重工作经验，公司通过降本增效，新产品、

新工艺研发人员数量减少，整体薪酬也呈下降趋势，2022 年公司新产品、新工艺研发人员

薪酬合计 5,690.84 万元，该部分人员薪酬计入营业成本。公司研发人员 2022 年度薪酬合计

为 1.31 亿元，较 2021 年的 1.38 亿元，呈小幅下降趋势，与研发人员数量变化情况呈正比。 

4．公司研发人员结构、研发投入与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经公开数据查询，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研发人员结构、研发投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 

学历 天能股份 占研发人员比重 骆驼股份 占研发人员比重 

博士研究生 15 0.78% 5 0.47% 

硕士研究生 64 3.34% 106 10.06% 

本科 549 28.68% 495 46.96% 

专科 495 25.86% 378 35.86% 

高中及以下 791 41.33% 70 6.64% 

合计 1914 100.00% 1054 100.00% 

单位：万元 

项目 天能股份 骆驼股份 

研发人员薪酬 36,054.93 13,118.07 

研发人员人均薪酬 18.84 12.45 

研发投入 152,625.49 52,846.69 

薪酬占研发投入比重 23.62% 24.82% 

参照不同地域薪资水平，公司研发人员人工薪酬占研发费用比重以及研发人员人均薪酬

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较大差异。 

会计师回复： 

1．我们在对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评估和测试了公司研究与开发业务流程中的关键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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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了研发项目立项文件，管理层批准的项目预算； 

（3）了解研发领料的具体过程、领料涉及的相关单据以及研发领料与生产领料是如何

区分的，并抽取领料单据核查实际执行情况； 

（4）获取研发项目台账及研发费用明细表，抽样获取项目立项、领料单据、工时分摊

表，核对项目领料时间、数量、金额等是否与台账信息一致，复核人工费用归集的准确性和

合理性，核实相关费用发生的真实性、准确性； 

（5）了解研发领料的最终去向以及研发废料的处理等情况，抽取了废料处置过程相关

原始记录进行了核查。 

（6）获取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薪酬明细表、工时分摊表等，复核计入研发费用的职

工薪酬是否准确； 

（7）对比分析报告期各期研发人员及其他员工工资，复核研发人员工资变动的合理性； 

（8）了解研发设备使用情况，结合固定资产台账，复核折旧计提及分配是否正确;  

（9）复核其他费用的构成，对其他研发费用进行抽样测试，检查合同、发票、付款审

批单等支持性文件，检查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2．会计师意见 

（1）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费用化研发投入金额高于财务报表研发费用，原因系公司

将涉及原材料循环投入生产，最终形成产品销售的研发投入（即新产品、新工艺开发项目）

在财务报表中作为营业成本列报。 

（2）公司研发人员及薪酬归集准确。公司研发投入的人工薪酬变动情况与研发人员变

动情况一致，研发人员人工薪酬占研发费用比重以及研发人员人均薪酬情况与铅酸电池行业

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较大差异。 

 

【问题 6】关于权益工具投资 

年报显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1.81 亿元，同比减少 46.28%，变动原因系

公司持有的股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 7.6 亿元，同比增长

67.3%，变动原因主要系克罗地亚 RIMAC 项目公允价值变动。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对应标的的基本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投资金额、主要财务数据、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允价值计量所采用

的估值方法和重要参数等，并说明上述公允价值计量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2）结合投资标的的增资、股权转让等权益变动情况，并与其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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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说明期末投资标的公允价值大幅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对应标的的基本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名称、投资金额、主要财务数据、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允价值计量所采用的估值

方法和重要参数等，并说明上述公允价值计量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主要为对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莱）

的权益工具投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单位投资成本

（元/股）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金达莱
(688057) 17,943.16 4.69% 1,294.6 13.86 79,097.55 30,372.89 323,493.57 

公司除持有金达莱的股份之外，与金达莱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公司对金达莱股权投资

的公允价值计量系按照期末收盘价确定。 

2．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单位投资成

本（元/股）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克罗地亚 

Rimac 

Automobili d.o.o 

公司 
71,737.80 6.05% 900.00 79.71 41,961.70 -46,571.91 626,676.29 

武汉光谷人才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532.95 8.58% 3,532.95 1.00 10,486.15 9,615.05 50,966.43 

武汉中极氢能产

业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 
761.81 9.58% 814.68 0.94 756.21 -248.32 7,948.40 

公司对上述股权投资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除直接持

有上述股权之外，与上述被投资单位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上述三家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公司投资情况如下： 

（1）克罗地亚 Rimac Automobili d.o.o 公司（以下简称 RIMAC 公司） 

RIMAC 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克罗地亚的超级跑车品牌，主要从事汽车、车用传动设

备及电池技术系统的研究、设计、开发、制造、营销及销售，以及生产备用件、支持设备及

相关服务，客户包括阿斯顿·马丁、雷诺、捷豹路虎、柯尼塞格、西门子等。公司于 2017

年投资了 RIMAC 公司，投资金额为 2,700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 2.16 亿元），持股比例为

19.35%。 

（2）武汉光谷人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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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基金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是由武汉光谷合伙人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太证

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长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人

才私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成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规模为 5.61 亿元，其中公司

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4,900 万元，出资占比为 8.73%，武汉光谷人才私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

基金管理人。 

（3）武汉中极氢能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极氢创） 

中极氢创成立于 2017 年 6 月，注册资本 8500 万元，主要从事氢能源技术的研究、检测、

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产）等工作，培育氢能全产业链发展。公司于 2020 年投资了中极氢

创，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814.68 万元，持股比例为 9.58%。 

二、结合投资标的的增资、股权转让等权益变动情况，并与其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比

较，说明期末投资标的公允价值大幅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22 年度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15,566.60 万元，其中

15,366.90 万元系金达莱 2022 年末收盘价较年初下跌 11.87 元/股所致。 

2．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22 年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30,587.06 万元，其中对 RIMAC 公

司）的投资余额增加 31,082.81 万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中三家公司的情况及股权估值情况

如下： 

（1）RIMAC 公司于 2022 年度获得了两家知名投资机构新一轮的增资，公司在此次增

资价格的基础上，估计转让价格的折扣率计算期末股权的公允价值。转让价格的折扣率系参

考了公司 2021 年处置部分 RIMAC 公司股权的处置价格与同期增资价格的差异。 

（2）创业基金和中极氢创参考期末每股净资产进行估值。 

会计师回复： 

1．我们在对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和评价了公司管理层对于股权投资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程序以及相关控制

活动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了解了公司管理层在对股权投资公允价值计量时采用的关键假设和方法； 

（3）检查了投资标的近年财务业绩、经营情况及股权变动情况，了解相关时点的估值

情况； 

（4）复核了管理层的评估结果，评价估值技术的适当性，将关键参数与市场情况及其

他支持性证据进行核对以考虑其合理性。 

2．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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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对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相关投资的公允价值计量方式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公允价值变动原因合理。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3 年 6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