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报 

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审计机构”，

“会计师”）通过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悉贵所下发的《关于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3】006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

询函要求，我们就问询函中要求会计师核查和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回

复如下： 

 

问题 1.收入和利润集中确认在第四季度。 

年报显示，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8 亿元，同比增加66.32%；实现

归母净利润0.79亿元，由亏转盈。其中，第四度实现营业收入3.98 亿元，实现

归母净利润1.02 亿元，均占全年经营业绩的比重较高，主要系航天、航空领域

合同的取得和交付集中在下半年。请公司：（1）补充下半年签署的前五大航空、

航天领域合同的具体时间、合同金额、交易模式，以及截止期末的履约情况；（2）

说明前述合同收入确认方式以及相关会计准则依据，是属于在某一时段履行的履

约义务，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3）披露前述合同截止期末确认的

收入金额，是否合理、审慎，是否具有充分的审计证据。请公司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上市公司说明 

（一）补充下半年签署的前五大航空、航天领域合同的具体时间、合同金额、



 

交易模式，以及截止期末的履约情况 

公司下半年签署的前五大航空航天领域合同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实际控制人 交易模式 
合 同 金 额

（含税） 

截至期末履约

情况（截至期末

已确认收入金

额，不含税） 

签订时间 

客户四 

销售 3D打印定制

化产品 
2,476.92 1,887.71 

2022 年 7、8、

9、10、11、12

月 

销售 3D打印设备

及配件 
695.00 20.35 

2022 年 8、

10、11月 

销售 3D打印原材

料 
72.76 64.39 

2022 年 8、

10、11月 

小计 3,244.68 1,972.45   

客户三 

销售 3D打印定制

化产品 
2,760.96 1,946.93 

2022 年 7、8、

9、10、11、12

月 

销售 3D打印设备

及配件 
6.29 5.57 

2022 年 8、9、

10月 

销售 3D打印原材

料 
723.35 640.13 

2022 年 8、9

月 

小计 3,490.60 2,592.62   

客户一 

销售 3D打印定制

化产品 
22,353.85 15,593.29 

2022 年 7、8、

9、10、11、12

月 

销售 3D打印设备

及配件 
1,415.88 1,238.83 

2022 年 7、

10、12月 



 

实际控制人 交易模式 
合 同 金 额

（含税） 

截至期末履约

情况（截至期末

已确认收入金

额，不含税） 

签订时间 

销售 3D打印原材

料 
5.25 4.65 2022年 07月 

小计 23,774.98 16,836.76   

客户二 

销售 3D打印定制

化产品 
2,976.54 2,394.68 

2022 年 7、8、

9、10、11、12

月 

销售 3D打印设备

及配件 
11,695.74 10,033.40 

2022 年 8、9、

11、12月 

销售 3D打印原材

料 
56.80 50.27 2022年 07月 

小计 14,729.08 12,478.34   

总计 45,239.33 33,880.18   

公司前五大航空航天领域客户在下半年签署合同中确认收入为33,880.18万

元，占公司2022年度销售收入的36.90%，占第四季度收入的85.21%。 

（二）说明前述合同收入确认方式以及相关会计准则依据，是属于在某一时

段履行的履约义务，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 

1、前述合同收入确认方式及相关会计准则依据 

前述合同中，3D打印定制化产品销售收入为21,822.61万元，3D打印原材料

销售收入759.43万元，其收入确认方式为：在商品发出，收到客户签收的交付单，

且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后，确认收入；自研3D打印设备及配件销售收入为

11,298.15万元，其收入确认方式为：在3D打印设备发出，收到客户3D打印设备

验收报告，且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后，确认收入。 

根据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修订），“第四条 企

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



 

益。 

第五条 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企业应当在客户取

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一）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

义务；（二）该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以下简称“转让

商品”）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三）该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

款；（四）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时间分布或金额；（五）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根据以上准则要求，对于自研3D打印设备，公司与客户签订了销售合同并根

据合同的规定完成了安装调试取得了客户签署的设备验收报告，商品控制权已经

转移给客户，而且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达到了收入确认条件；对于3D打印

定制化产品及3D打印原材料，公司在与客户签订了销售合同，并取得了客户签收

的产品交付单后，商品控制权已经转移给客户，而且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达到了收入确认条件。 

因此，公司上述合同收入确认方式是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的。 

2、前述合同是属于在某一时段履行的履约义务，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

约义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十一条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一）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二）客户能

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三）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

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

款项。 

第十三条 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

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 品控制权时，企业应当考虑下

列迹象：（一）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

义务。（二）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

法定所有权。（三）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

（四）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

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五）客户已接受该商品。（六）其他表明客



 

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根据以上准则要求，公司在提供的产品和劳务服务的履约过程中，客户不能

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不能对在建过程中的商品进行控制，且

商品具有可替代用途，故公司业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且于客户取

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 

因此，公司销售合同属于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业务，收入确认方式合理，符

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披露前述合同截止期末确认的收入金额，是否合理、审慎，是否具有

充分的审计证据 

前述合同截止期末确认的收入金额见本题第一问回复。收入的确认按照公司

会计政策，3D打印定制化产品及3D打印原材料销售业务以取得客户签收单时间和

取得合同时间较晚者确认，3D打印设备以取得合同和设备验收报告确认，收入确

认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依据充分。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估了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 

2、查阅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相关合同，并对合同条款进行具体分析； 

3、根据客户交易的特点和性质抽取足够的样本量执行函证程序以确认应收

账款余额和销售收入金额； 

4、检查收入确认相关合同、发票、出库单、交付单、验收单等单据； 

5、检查截止日前后的收入凭证、发货记录、期后退货以及合同等资料，确

认销售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认为： 

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98亿元，主要系航天、航空领域合同的取得和交付

集中在下半年，收入的确认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合同规定的履约义务属于某一



 

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下半年签署的前五大航空、航天领域合同对应截止期末确

认的收入金额合理、审慎，具有充分的审计证据。 

 

问题 3.客户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年报显示，2022年，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为6.31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68.76%，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个百分点。其中，客户一、客户二销售额占年度销

售总额的比重在20%以上，占比较高；客户五为新增客户。请公司：（1）说明前

五名客户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客户一、客户二以及客

户五的具体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向公司采购的主要产品类型，以及历史

过往合作情况；（3）补充向前五大客户销售产品的回款情况，以及目前存在的

应收账款金额。请会计师及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上市公司说明 

（一）说明前五名客户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度与2021年度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2

年度

次序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比

（%） 

2021

年度

次序 

销售额 
占比

（%） 

1 客户一 23,038.51 25.09 1 12,801.87 23.19 

2 客户二 21,262.03 23.16 4 4,208.67 7.62 

3 客户三 10,409.52 11.34 2 8,195.39 14.85 

4 客户四 5,683.58 6.19 3 4,832.92 8.76 

5 客户五 2,734.51 2.98 - - - 

- 客户六 268.55 0.29 5 1,727.98 3.13 

合   计 63,396.70 69.05 合计 31,766.84 57.55 



 

公司前五大客户中，客户二的收入涨幅最大，较上年增长405.20%，主要是

该集团下属单位大力发展增材制造能力，增加3D打印设备的采购所致；客户一收

入较上年增长79.96%，主要是随着跟研的重点型号装备陆续定型、列装，客户一

部分以前试制或小批量生产状态的定制化产品在2022年度陆续转为批量生产。客

户五为公司新客户，从公司采购3D打印设备、配件及技术服务。 

因此，公司前五名客户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主要是客户自身需求的增长以及行

业应用领域的进一步扩展所致，具备合理性。 

公司前五名客户的集中度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2022年度由其产生的

营业收入仅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69.05%，按最终控制方合并口径的第一大客户

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的25.09%，不存在对单个客户的营业收入超过公司全部营业

收入50%以上的情况，因此不构成对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公司将持续深耕航空

航天领域，并且不断开拓包括民用领域在内的各个行业市场，进一步挖掘市场应

用空间，扩大公司规模，分散经营风险。 

（二）客户一、客户二以及客户五的具体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向公

司采购的主要产品类型，以及历史过往合作情况 

  客户名称 
成 立 时

间 

注册资本（万

元） 
采购主要产品类型 

主要合同

客户历史

合作情况 

客

户

一 

客户一 

1999 年

6 月 29

日 

 

1,870,000.00  

3D 打印定制化产品

及技术服务、3D打印

设备、配件及技术服

务 

自 2014年

开始合作 

客

户

二 

客户二 

1999 年

6 月 29

日 

 

2,000,000.00  

3D打印设备、配件及

技术服务、3D打印定

制化产品及技术服

务、3D打印原材料 

自 2012年

开始合作 

客

户

五 

客户五 

2014 年

2 月 24

日 

1,932.10  
3D打印设备、配件及

技术服务 

自 2022年

开始合作 



 

（三）前五大客户销售产品的回款情况，以及目前存在的应收账款金额 

前五大客户销售产品在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的回款情况及

截至2023年3月31日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2 年度及 2023 年 1-

3 月回款情况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日

应收账款余额 

客户一  18,640.05  19,376.02 

客户二  12,140.05  12,863.76 

客户三  10,381.11  8,598.98 

客户四  6,341.96  5,039.24 

客户五  1,854.43  1,033.00 

合计  49,357.61  46,911.01 

上表中2022年度及2023年1-3月回款情况是相关客户在该期间的全部回款

额，下表中2022年度回款以及期后回款是相关客户针对其上期期末应收账款的

回款额，其差额为当年实现收入、当年回款的金额。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

款 

2022 年度

回款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应收

账款 

期后回

款 

截至 2023

年 3月 31

日应收账款 

客户一 7,501.59 7,225.00 16,908.86 2,037.81 19,376.02 

客户二 2,235.36 1,931.07 12,320.94 280.38 12,863.76 

客户三 5,865.99 5,172.16 8,995.92 1,803.83 8,598.98 

客户四 4,778.43 3,827.31 5,447.67 861.59 5,039.24 

客户五 0.00 0.00 1,033.00 0.43 1,033.00 

合计 20,381.37 18,155.54 44,706.39 4,984.04 46,911.00 

公司前五大客户2021年末应收账款在2022年期后回款总金额18,155.54万



 

元，期后回款率为89.07%，并在2023年1-3月继续回款。客户五于2022年签订销

售合同、实现销售，并已于当年回款1,854.00万元。2022年12月31日期后三个

月回款比例相对较低，主要系相关客户主要为航空航天领域大型军工集团下属

单位，其一般于自然年度最后1-2个月进行集中付款，且公司部分应收账款仍在

信用期内，期后回款情况正常，不存在较大期后回款风险。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看公司2021及2022年度收入明细； 

2、查看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 

3、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查询客户成立时间及注册

资本； 

4、主要客户的历史合作情况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5、查看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往来账务记录，并获取公司银行流水。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认为： 

1、公司前五名客户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主要是客户自身需求的增长以及行

业应用领域的进一步扩展所致，具备合理性，公司不存在对单个客户的营业收

入超过公司全部营业收入50%以上的情况，不构成对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 

2、公司主要客户客户一下属单位、客户二下属单位以及客户五，成立时

间较长，除客户五为2022年度首次向公司采购外，公司与其余客户合作时间较

长； 

3、公司前五大客户目前持续回款中，相关客户2022年度回款情况良好，不

存在较大期后回款风险。 



 

问题 4.应收账款减值。 

年报显示，2022年，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5.89亿元，坏账准备0.35亿元。

其中，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余额为5.88 亿，坏账准备0.34亿元。请

公司：（1）说明组合一（低风险组合）以及组合二（其他应收款项）划分的主

要标准，相关依据是否合理、充分、是否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2）补充划分

为组合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详细计算过程，是否与前期存在重大差异；（3）

结合前述详细计算过程以及相关假设，说明对组合二（其他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的计提是否审慎。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上市公司说明 

（一）说明组合一（低风险组合）以及组合二（其他应收款项）划分的主要

标准，相关依据是否合理、充分、是否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 

在计提信用减值准备时，公司先对应收款项进行单项评估，当存在重大履约

风险时，对该部分应收款项全额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然后公司按照以组合为基础

进行信用风险评估，将应收款项分为低风险款项和其他应收款项。已经按照合同

约定完成付款审批手续且无违约记录的属于低风险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一（低风险组合）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付款审批手续且无违约记录，

此类款项发生信用损失的可能性极小。实务中按照期后短期内已经收到的所有回

款金额确认（2022年末以截至2023年2月28日公司已经收到的所有债务单位期后

回款金额确认），本组合不计提信用损失。 

除了组合一以外的非单项计提项目为组合二。对于组合二，按照预期信用损

失计提坏账准备。尽管公司历史上并无重大信用损失，公司仍然按照谨慎性原则，

按照应收款项账龄预计信用损失。 

组合一、二的确认标准合理、充分、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 

（二）补充划分为组合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详细计算过程，是否与前

期存在重大差异 

单位：万元 



 

账龄 应收账款（a） 
预期信用损失率

（%）(b) 

坏账准备

(c=a*b) 

1年以内 49,188.44 5 2,459.42 

1-2年 3,945.88 10 394.59 

2-3年 1,198.97 20 239.79 

3-4年 582.86 30 174.86 

4-5年 140.40 50 70.20 

5年以上 51.73 100 51.73 

合计 55,108.28 -- 3,390.59 

对于组合二，按照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与前期不存在差异。 

（三）结合前述详细计算过程以及相关假设，说明对组合二（其他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审慎 

组合二账龄集中在1年以内，占应收账款比例约90%，账龄迁徙率信用损失较

低；由于近几年公司没有核销坏账的情况，核销坏账损失率为0。以历史迁移率

+核销导致的损失率确认为逾期信用损失率计算的坏账准备金额为1,413.01万元，

低于按照历史账龄计提比例确认的信用损失金额。谨慎考虑，以历史坏账计提比

例确认为预期信用损失率。 

公司确认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账龄 本公司 华曙高科 有研粉材 爱乐达 航宇科技 

1年以内 5.00 5.00 1.50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5.00 10.00 10.00 

2-3年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3-4年 30.00 30.00 50.00 30.00 50.00 

4-5年 50.00 50.00 80.00 50.00 7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爱乐达和航宇科技系与公司客户群体基本一致的可比公司。 

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与同行业公司和客户群体一致的可比公司相比基本一

致，公司对组合二（其他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审慎的。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客户信用政策的约定及变化情况，进而评估管理层对应收账

款组合划分及共同风险特征的判断是否合理； 

2、对于按照组合评估的应收账款，复核管理层对于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

设定；评估管理层使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算模型与方法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要求；复核预期信用损失计算的依据，包括管理层结合历史信用损失率及前瞻

性考虑因素对预期信用损失的估计和计算过程； 

3、结合期后回款情况检查，评估管理层对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认为： 

公司对于应收账款风险组合划分依据合理、充分、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

组合二（其他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审慎的。 

问题 5.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幅较大。 

年报显示，2022 年，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为0.72 亿元，同比增加94.61%，

主要系递延收益和股份支付增加所致。请公司从递延收益和股份支付两个维度，

分别说明递延所得税资产形成及增加的具体原因，并列示详细的计算过程。请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上市公司说明 

2022年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资 产 减 值

准备 
5,296.47 794.47 4,005.51 600.83 

递延收益 19,952.22 2,992.83 - - 

公 允 价 值

变动 
306.94 46.04 - - 

内 部 交 易

未 实 现 利

润 

5,484.67 822.70 3,031.99 454.80 

股份支付 14,621.86 2,193.28 10,435.59 1,565.34 

可 抵 扣 亏

损 
2,415.36 362.32 7,231.62 1,084.74 

合计 48,077.51 7,211.64 24,704.71 3,705.71 

（一）股份支付形成、增加原因及计算过程 

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分别以2020 年 11 月 17 日和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为授予日，以 20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激

励对象授予400 万股限制性股票，分四个归属期行权。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

需待一定服务年限并且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方可行权的，归属期内会计上计算确认

的相关成本费用，不得在对应年度计算缴纳公司所得税时扣除。在股权激励计划

可行权后，公司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

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公司当年计提的股份支付费

用与实际行权时可税前扣除金额的差额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再乘以税率确认

为递延所得税资产，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股份支付金额 



 

2020 年计提 1,454.86 

2021 年计提 17,269.07 

2021 年行权 -8,288.34 

2022 年计提 16,254.09 

2022 年行权 -12,067.81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4,621.86 

所得税税率 15.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93.28 

注：上表中正数表示当年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负数表示实际行权时可税前

扣除金额。 

（二）递延收益形成、增加原因及计算过程 

公司将陆续获得的需要验收或结题的政府补助先计入专项应付款，待项目结

题或验收后，视是否与资产相关计入其他收益或递延收益，因专项应付款和递延

收益计税基础与会计账面价值不同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公司按这些政府补助

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的差额乘以税率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产生的暂时性差

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在资产的

受益期内进行分摊，由此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企

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第四条规定：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

存在差异的，应当按照本准则规定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

债。 

根据上述准则的要求，详细的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a） 

税率（%）

(b)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c=a*b) 

递延收益 7,524.32 15 1,128.65 

专项应付款 12,427.90 15 1,864.19 

合计 19,952.22 15 2,992.83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了解递延所得税资产形成原因及未来可抵扣的

具体依据； 

2、获取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结合报告期内盈利情况分析未来期间公

司是否能够获取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 

3、查看了公司的递延所得税计算方式，确认了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对应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认为： 

公司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来源于股份支付、递延收益、计提的信用减值准

备、存货跌价准备等导致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期间内，公司预

计能够获取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公司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会计处理符合谨慎性原则。 

问题 6.短期借款大幅增加。 

年报显示，2022 年，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为2.62 亿元；短期借款4.12 亿元，

同比增加374.01%，主要系产生运营资金需求导致银行借款增加所致。请公司：

（1）披露主要短期借款的借款对象、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资金利率，以及相

关短期借款是否存在资产抵押；（2）说明前述短期借款目前的具体用途、使用

情况、截止期末产生的财务费用，以及未来是否会对公司产生较大的财务负担。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上市公司说明 

（一）披露主要短期借款的借款对象、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资金利率，以

及相关短期借款是否存在资产抵押 

截至2022年末，主要短期借款的借款对象、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资金利率，

以及资产抵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机构 借款余额 借款期限 利率 
是否存在

抵押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

土门支行 

3,000.00 
2022年 3月 15日—

2023年 3 月 13日 
3.30% 否 

1,800.00 
2022年 4月 27日—

2023年 3 月 13日 
3.30% 否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陕西省分

行 

1,000.00 
2022年 7月 27日—

2023年 7 月 26日 
3.00% 否 

998.90 
2022年 8月 24日—

2023年 8 月 23日 
3.00% 否 

996.01 
2022年 8月 31日—

2023年 8 月 30日 
3.00% 否 

990.00 
2022年 9月 13日—

2023年 9 月 12日 
3.00% 否 

998.00 
2022年 9月 16日—

2023年 9 月 15日 
3.00% 否 

999.00 
2022年 10 月 14日—

2023年 10 月 12日 
3.00% 否 

交通银行西安城

南支行 

720.00 
2022年 10 月 25日—

2023年 10 月 24日 
3.00% 否 

990.00 
2022年 10 月 28日—

2023年 10 月 26日 
3.00% 否 

960.00 
2022年 11 月 14日—

2023年 11 月 10日 
3.00%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4,000.00 
2022年 4 月 6日—

2023年 4 月 3日 
3.25% 是 

4,000.00 
2022年 8月 17日—

2023年 8 月 11日 
2.90% 是 



 

银行机构 借款余额 借款期限 利率 
是否存在

抵押 

兴业银行西安友

谊路支行 
5,000.00 

2022年 5月 30日—

2023年 5 月 29日 
3.00% 否 

中国建设银行西

安劳动路支行 

980.00 
2022年 5月 13日—

2023年 5 月 12日 
3.30% 否 

995.00 
2022年 5月 27日—

2023年 5 月 26日 
3.00% 否 

999.00 
2022年 8 月 5日—

2023年 8 月 4日 
3.00% 否 

880.00 
2022年 8 月 5日—

2023年 8 月 4日 
3.00% 否 

996.00 
2022年 8月 17日—

2023年 8 月 16日 
3.00% 否 

950.00 
2022年 12 月 2日—

2023年 12 月 1日 
3.00% 否 

995.00 
2022年 12 月 14日—

2023年 12 月 13日 
3.00% 否 

990.00 
2022年 12 月 14日—

2023年 12 月 13日 
3.00% 否 

中国银行西安西

工大支行 
1,000.00 

2022年 12 月 15日—

2023年 12 月 15日 
2.75% 否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1,000.00 
2022年 9月 23日—

2023年 9 月 22日 
3.00% 否 

500.00 
2022年 9月 29日—

2023年 9 月 20日 
3.00% 否 

3,500.00 
2022年 10 月 10日—

2023年 10 月 9日 
3.00% 否 

招商银行西安曲 1,081.25 2022年 11 月 4日— 2.20% 否 



 

银行机构 借款余额 借款期限 利率 
是否存在

抵押 

江支行 2023年 11 月 3日 

合计 41,318.15    

注：上表中借款余额是短期借款合同金额，与年报中短期借款的差异为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要求，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摊

余成本的差额。 

（二）说明前述短期借款目前的具体用途、使用情况、截止期末产生的财务

费用，以及未来是否会对公司产生较大的财务负担 

单位：万元 

借款对象 借款金额 具体用途 使用情况 

截止期末

产生的财

务费用 

交通银行西安城南

支行 
8,651.91 

采购原材料、

支付职工薪酬 
已全部支付 71.0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西安分行营业部 
8,000.00 采购原材料 已全部支付 139.76 

兴业银行西安友谊

路支行 
5,000.00 采购原材料 已全部支付 88.77 

招商银行西安曲江

支行 
1,081.25 采购原材料 已全部支付 3.64 

中国工商银行西安

土门支行 
4,800.00 采购原材料 已全部支付 119.72 

中国建设银行西安

劳动路支行 
7,785.00 

采购原材料、

支付职工薪酬 

结余 176.09

万 
77.80 

中国银行西安西工

大支行 
1,000.00 采购原材料 已全部支付 1.30 

中信银行西安雁塔

西路支行 
5,000.00 

采购原材料、

支付职工薪酬 
已全部支付 35.96 



 

借款对象 借款金额 具体用途 使用情况 

截止期末

产生的财

务费用 

合    计 41,318.15   537.99 

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要以及现金状况，合理安排借款计划，2022年末，公司

货币资金26,210.85万元，应收票据账面余额11,040.15万元，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58,978.18万元。公司在保持较高货币资金余额的同时大幅增加短期借款主要系

公司的经营收款主要集中在自然年度最后1-2个月，此前的经营资金则需要靠短

期借款筹集。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收到的客户回款较多，而短期借款尚未到期，

因而货币资金与短期借款余额均较大；另一方面系公司金属增材制造创新能力建

设项目、金属增材制造大规模智能生产基地项目等建设项目已经开工，公司需要

储备一定自有资金支持上述项目建设，而通过短期流动资金借款支付采购原材料、

人员工资等款项所致。 

截止2023年4月20日，累计期后回款 15,029.47万元。公司2022年息税前利

润6,924.33万元，利息支出1,276.59 万元，利息保障倍数为5.42 倍。根据公司

的历史回款及应收账款回款计划，以上借款未来不会对公司造成较大财务负担。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看主要短期借款合同合同条款； 

2、查询银行流水，确认短期借款使用用途； 

3、测算短期借款截止期末产生的财务费用。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认为： 

1、公司短期借款主要用于采购原材料、支付职工薪酬，截至本回复报告

出具日除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劳动路支行短期借款尚有部分款项未使用外，已经



 

全部用于采购原材料、支付职工薪酬，用途合理。 

2、短期借款未来不会对公司产生较大的财务负担。 

3、公司在保持较高货币资金余额的同时短期借款增幅较大，一方面与公司

收款集中在自然年度最后1-2个月，而短期借款尚未到期有关;另一方面与公司建

设项目已经开工，公司需要储备一定自有资金支持有关，具有合理性。 

问题 7.其他流动负债大幅增加。 

年报显示，2022 年，公司其他流动负债为0.32 亿元，同比增加584.55%。

其中，未终止确认的商业承兑汇票为0.26 亿元。请公司说明前述未终止确认的

商业承兑汇票形成的原因、背景，将其列报为其他流动负债的主要依据。请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上市公司说明 

公司日常核算将持有的商业汇票背书转让以支付对供应商的应付货款，按商

业汇票的票面金额，借记“应付账款”等科目，贷记“应收票据”等科目，以准

确反映票据背书转让后的应付账款余额，同时将已背书转让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

票登记在票据备查簿中。 

由于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是商业银行，由于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信用，银

行承兑汇票到期不获支付的可能性较低，公司将已背书或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予

以终止确认。对于已背书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其信用风险及延期付款风险明

显高于银行承兑汇票，公司将已背书转让未到期的未终止确认的商业承兑汇票，

期末在编制报表时分析填列至“其他流动负债”，借记“应收票据”，贷记“其

他流动负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五条，“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的，应当终止确认：1)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2) 该

金融资产已转移，且该转移满足本准则关于终止确认的规定。同时第七条规定，

企业转移了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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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已用票据结算



 

的债务，此前应收账款对应的债权关系已经结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应用指南（2018），会计上确认的负债是金融资产转移不能

终止确认的继续涉入负债，应计入“2504 继续涉入负债” 本科目核算企业在金

融资产转移中因继续涉入被转移资产而产生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

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2020）》，“无论是银

行承兑汇票还是商业承兑汇票，票据贴现或背书后，其所有权相关的信用风险及

延期付款风险并没有转移给银行或被背书人。根据信用风险及延期付款风险的大

小，可将应收票据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承兑的汇票，其信用

风险和延期付款风险很小，相关的主要风险是利率风险；另一类是由信用等级不

高的银行承兑的汇票或由企业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此类票据的主要风险为信用

风险和延期付款风险。” 

公司结合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及准则案例解析、票据法，谨慎评估已转让承兑

汇票的风险，公司对于已背书转让的商业承兑汇票不予终止确认。 

又根据财政部会计科目解释“其他流动负债”是指不能归属于短期借款，应

付短期债券，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所得税，其他应付款，预收账款这七款

项目的流动负债，故“2504继续涉入负债”在报表中应列入“其他流动负债”。 

因此，公司将已背书转让的商业承兑汇票不予终止确认，并列入其他流动负

债符合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对公司期末恢复背书未到期票据的政策与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分析； 

2、获取应收票据台账，检查背书、贴现未到期商业承兑汇票的金额与期末

恢复金额是否一致。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认为： 

公司期末恢复背书未到期票据的会计处理符合准则的要求，列报准确。  

问题 8.商业承兑汇票占比较高。 

年报显示，2022年，公司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1.04亿元。其中，商业承兑汇

票期末余额为0.96亿元，占比较高。请公司：（1）说明前述前五大商业承兑汇

票形成的背景、原因以及具体金额；（2）补充前述前五大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

方，以及信用情况；（3）结合历史承兑情况、承兑方的信用风险，说明前述前

五大商业承兑汇票是否存在承兑风险，公司是否存在货款不能及时收回的情形。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上市公司说明 

（一）前述前五大商业承兑汇票形成的背景、原因以及具体金额如下表： 

单位：万元 

出票人 出票金额 形成原因 形成背景 

单位二 6,219.93 销售回款 

同时使用现金和商业承兑支付货

款是出票人所属上级集团的交易

惯例 

单位三 1,000.05 销售回款 

同时使用现金和商业承兑支付货

款是出票人所属上级集团的交易

惯例 

单位四 416.86 销售回款 

同时使用现金和商业承兑支付货

款是出票人所属上级集团的交易

惯例 

单位五 413.20 销售回款 

同时使用现金和商业承兑支付货

款是出票人所属上级集团的交易

惯例 

单位六  346.47 销售回款 
同时使用现金和商业承兑支付货

款是出票人所属上级集团的交易



 

出票人 出票金额 形成原因 形成背景 

惯例 

合计 8,396.51    

（二）前述前五大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方，以及信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付款客

户 
出票人 出票金额 承兑方 

信用情

况 

客户

信用

期 

票据付

款期限 

是

否

存

在

放

宽

信

用

期

情

况 

单位二 单位二 6,219.93 
财 务 公 司

一 

未 发 生

未 兑 付

或 延 期

兑 付 情

况 

12个

月 

6-12

个月 
否 

单位三 单位三 1,000.05 
财 务 公 司

一 

未 发 生

未 兑 付

或 延 期

兑 付 情

况 

12个

月 

3-6个

月 
否 

单位四 单位四 416.86 
财 务 公 司

一 

未 发 生

未 兑 付

或 延 期

兑 付 情

况 

12个

月 

2-3个

月 
否 

单位五 单位五 413.20 单位五 
未 发 生

未 兑 付

12个

月 
6个月 否 



 

付款客

户 
出票人 出票金额 承兑方 

信用情

况 

客户

信用

期 

票据付

款期限 

是

否

存

在

放

宽

信

用

期

情

况 

或 延 期

兑 付 情

况 

单位六  单位六  346.47 
财 务 公 司

二 

未 发 生

未 兑 付

或 延 期

兑 付 情

况 

12个

月 
6个月 否 

合   计 8,396.51        

（三）结合历史承兑情况、承兑方的信用风险，说明前述前五大商业承兑汇

票是否存在承兑风险，公司是否存在货款不能及时收回的情形。 

公司2019年末至今商业承兑汇票的期后兑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票据金额 兑付情况 兑付率 

2019年期末应收票据（商业承兑） 1,190.50 1,190.50 100.00% 

2020年期末应收票据（商业承兑） 6,352.78 6,352.78 100.00% 

2021年期末应收票据（商业承兑） 9,351.26 9,351.26 100.00% 

2022年期末应收票据（商业承兑） 10,243.55 9,300.18 90.79% 

合       计 27,138.09 26,194.72  

注：2022年兑付率低于100%是由于未兑付部分截至本回复报告日尚未到期。 

公司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均为客户一下属单位、客户四下属单位等单位或

大型国有企业，其所属集团财务状况良好，信誉较高，无法按期兑付的可能性较



 

低，因此公司持有该类客户的商业承兑汇票不会产生较大信用风险。截止本回函

日，公司持有的或背书的已到期商业承兑汇票均按期兑付，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

尚未出现过无法兑付或延期兑付的情况。因此前述五大商业承兑汇票不存在兑付

风险，公司不存在货款不能及时收回的情形。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对公司前五大商业承兑汇票形成背景、原因及具体金额进行分析，考虑

前五大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方的信用风险； 

2、检查前五大商业承兑汇票客户的回款方式； 

3、获取应收票据台账，检查商业承兑汇票期后承兑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上市公司审计机构认为： 

前五大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财务状况良好，信誉较高，不存在承兑风险，

公司不存在货款不能及时收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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