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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 2017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30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 1.50元（含税），共派送现金红利 4.5亿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吴证券 60155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魏纯 李永伟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电话 0512-62601555 0512-62601555 

电子信箱 weich@dwzq.com.cn dwzqdb@dwzq.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投资与交易业务、资管及基

金管理业务、信用交易业务。 

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主要是代理客户（包括通过互联网）买卖股票、基金、债券、期货等，

通过互联网交易平台提供专业化研究和投资咨询服务，协助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获取手续费、

佣金及相关收入。 



投资银行业务主要是向机构客户提供企业金融服务，包含股票承销与保荐、债券承销、新三

板推荐、并购重组、其他财务顾问、金融创新服务，获得承销费、保荐费、财务顾问费等相关收

入。 

投资与交易业务是以公司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进行权益性证券、固定收益证券、直接

投资类、衍生工具、做市业务及其他另类金融产品的投资交易，获取投资收益。 

资管及基金管理业务是根据资产规模及客户需求开发资产管理产品、基金产品及提供相关服

务，包括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及基金管理业务，获取管理

费、业绩报酬及其他收入。 

信用交易业务主要包含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等业务，获取利息及相关收入。 

公司通过东吴新加坡、东吴香港开展国际业务。东吴新加坡已获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颁发资产管

理业务牌照和投资顾问业务资格；东吴香港在报告期内完成增资，将尽快获得香港《证券及期货

条例》规管下的证券牌照业务，推动海外业务发展，加快公司国际化发展进程，推进公司证券控

股集团战略布局。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近年来，随着金融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证券行业发展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功

能建设得到加快推进，在服务实体经济、助力经济结构深化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7 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动能持续快速成长”，受益于

实体经济复苏和新动能的成长，从长期来看证券行业会迎来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证券行业自身受

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收入水平与市场周期具有高度相关性。从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看来，目前

公司主要业务指标均处于行业中上游水平，在投资银行、研究咨询服务等业务领域市场竞争力实

现快速提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94,360,454,517.84 89,476,701,728.74 5.46 80,589,136,533.56 

营业收入 4,144,240,488.37 4,645,225,993.82 -10.78 6,830,161,925.3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88,122,751.35 1,498,288,506.38 -47.40 2,708,494,901.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79,102,864.64 1,484,123,247.13 -47.50 2,698,193,970.7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820,301,873.51 20,227,169,545.73 2.93 16,539,917,099.3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717,277,525.84 -6,186,597,944.70 - -1,806,012,545.9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50 -48.00 1.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50 -48.00 1.0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85 7.58 

减少3.73个

百分点 
17.6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77,746,103.49 1,068,689,077.72 1,155,289,324.18 942,515,98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0,103,296.33 116,746,519.84 380,423,454.82 -19,150,51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08,782,096.78 111,851,496.66 381,904,994.38 -23,435,72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814,643,200.17 -3,705,830,099.45 -1,397,339,152.30 -5,799,465,073.9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07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8,657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0 693,371,528 23.11 109,000,000 质押 127,000,000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74,305,696 146,984,145 4.90 0 无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0 130,000,000 4.33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城市

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0 100,000,000 3.33 0 无 0 

国有法

人 

张家港市直属公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0 100,000,000 3.33 0 无 0 

国有法

人 

苏州物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70,000,000 2.33 0 无 0 

国有法

人 

苏州高新区国有资产经

营公司 
0 70,000,000 2.33 0 无 0 

国有法

人 

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

司  
0 64,578,554 2.15 0 无 0 

国有法

人 

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

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0 61,832,770 2.06 0 无 0 

国有法

人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0 53,120,000 1.77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苏州信托有限

公司之间为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苏

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 100%的股权，同时持有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70.01%

的股权，因此，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营财投资集团公司

和苏州信托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发现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发现上述其他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13 东

吴债 
122288 2013-11-18 2018-11-18 30 6.18 

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15 东

吴债 
136022 2015-11-9 2020-11-9 25 4.15 

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17 东

吴债 
143021 2017-3-13 2022-3-13 25 4.70 

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上述债券存续期内均按时兑付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聘请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13东吴债”进行评级，并邀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对“15 东吴债”、“17东吴债”进行评级。根据两家资信评级机构 2017 年为上述

债券分别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跟踪评级结果为：

主体评级/展望为“AAA/稳定”；“15 东吴债”、“17 东吴债”债项评级为“AAA”。鹏元资信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跟踪评级结果为：“13 东吴债”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

持为 A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对于上述跟踪评级报告，两家资信评级机构均在各自的官方网

站上进行披露。根据交易所对于跟踪评级报告披露时间的要求，预计上述债券的 2018年跟踪评级

报告将于 2018年 6月 30日前披露，提请投资者关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3.78 70.69 4.3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901 0.1214 -25.86 

利息保障倍数 1.42 2.11 -32.7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1.44亿元，同比下降 10.78%；营业利润 10.81亿元，同比

下降 44.19%；利润总额 10.74亿元，同比下降 46.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8亿元，

同比下降 47.40%；基本每股收益 0.26元/股，同比下降 48.00%。在 2017年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评

级中，公司获得 A类 A 级券商评级。 

①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 

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主要是代理客户（包括通过互联网）买卖股票、基金、债券、期货等，

通过提供专业化研究服务，协助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报告期内，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 13.31亿元，同比下降 19.09%。 

2017年，公司经纪业务坚持以财富管理为抓手，一方面做好基础工作，确保业务平稳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深挖渠道价值，探索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打造有力的业务引领平台。在与银行、

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等渠道合作过程中，通过线上引入和支撑，线下跟进维护重点渠道和重点客户

的模式，促进了新开客户的有效转化，市场份额实现有效提升。公司经纪业务客户数量同比增长

10.62%，（A股+基金）市场占有率从 1.169%上升为 1.185%。全年代理买卖业务成交量（A股+基金）

28,961亿元，同比下降 10%。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传统经济业务的数字化转型，加强渠道建设，优化用户体验，完善

运营流程。一是通过建设数据化、精准化运营体系，推动传统经纪业务转型。建立渠道服务和支

撑平台系统，开发二维码自助生成、客户状态实时跟踪、展业数据监测统计等功能，实现 7x24

小时精准、高效的渠道服务；二是积极探索互联网产品数字化运营，通过东吴秀财 APP、东吴证

券官方微信等互联网平台推送投顾服务，推出多类型多层次理财产品，开发了网上直播、秀财 FM、

模拟炒股大赛等一系列运营活动，有效提升了线上用户的活跃度用户粘性。在券商中国举办的优



秀证券公司 APP评选中，公司获得“最佳运营案例”等三项大奖。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东吴期货有限公司开展期货经纪业务。报告期内，东吴期货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10.8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0.82 亿元（含子公司数据）。2017 年，东吴期货坚持以服务实

体经济为根本，围绕“产业+产品”的精准布局，发挥期货和期权工具优势，深耕场内和场外市场，

强化综合服务能力，主动适应监管新常态，严控防范合规风险，业务规模与经营管理同步迈上新

台阶。 

2017年，东吴期货全面发展、稳健经营，斩获业内多项殊荣：在“中国期货业创新发展论坛

暨第十届最佳期货分析师评选”中，荣获中国最具成长性期货公司、最佳商品期货产业服务奖、

中国金牌期货研究所、中国优秀期货营业部等 8个集体奖项与 3个个人奖项；上海东吴玖盈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荣获郑州商品交易所“2017优秀风险管理子公司”称号；研究所荣获大连商品交易

所“优秀期货投研团队”称号。 

②投资银行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主要是向机构客户提供企业金融服务，包含股票承销与保荐、债券承销、新三

板业务、并购重组、其他财务顾问、金融创新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发展和风险合规双轮驱动，大力发展和夯实主营业务的同时，大胆

创新服务模式，全面服务实体企业，持续推动业务种类、业务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和全产业链拓展。

深入对接江浙沪、宁夏、贵州等区域，深度挖掘地区的资源优势，发挥投行各业务条线协同效果，

大投行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实现收入 7.77 亿元，同比下降

13.31%。 

投行 IPO 业务实现历史突破。全年成功完成 IPO 项目共 11 单，金额 49.24 亿元；再融资 4

单，本公司承销金额 88.74 亿元，其中联席主承销配股 1单，项目总金额 48.52 亿元。根据 wind

统计，首发家数行业内排名第 14位，较去年同期有大幅提升，IPO项目完成数量和规模均创历史

记录。报告期内，公司荣获证券时报“2016 中国区优秀投行君鼎奖”的“突破股权再融资君鼎

奖”；在《价值线》杂志和中国经济网主办、国内多家知名媒体协办的 2017（第四届）中国城市

资本竞争力暨最佳上市公司最佳投行发布颁奖峰会上，公司获评“2017A 股最佳成长投行”奖

项。   

固收业务主动谋求转型创新发展。以转型引导创新、以创新推动转型。报告期内，公司成功

发行了证监会《指导意见》发布后的首单创新创业债券和首批创新创业可转换债券，成功发行江



苏省内首单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债券以及江苏省内首单污水处理绿色 ABS 等多单创新型品种，

国内首单社区商业物业 REITS于 2018年 2月成功发行。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全年合计发行 37单

债券，总发行规模逾 247.28 亿元，其中企业债券 5 单、上市公司债券 1单、非上市公司债 30单、

资产证券化产品 1单。 

新三板挂牌业务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围绕客户需求构建新三板生态链，为客户提供投融

资一体化服务。全年成功挂牌项目 81家，年度挂牌数量从去年的行业第 5名上升至第 4名；累计

挂牌数达 391家，累计挂牌数由去年的第 6名上升至第 5名。全年在股转系统完成 83单定向发行，

融资金额 27.45 亿元；新增做市 14 家，做市总数累计 123 家。报告期内，公司荣获“2017 新三

板推荐挂牌券商君鼎奖”、“2017新三板先锋投行奖”、“2017新三板风云榜最佳服务机构奖”、“2017

年度新三板峰会最佳做市商”、“2017点金奖之最佳挂牌券商奖”及“2017点金奖之最佳督导券商

奖”等奖项。 

③投资与交易业务 

投资与交易业务是以公司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进行权益性证券、固定收益证券、衍生

工具及其他另类金融产品的投资交易。报告期内，公司投资与交易业务共实现业务收入 10.18 亿

元，同比下降 2.37%。 

权益类证券投资方面，公司积极推进投资管理模式转型，及时调整投资思路，提高基于全面

资产配置角度考虑的权益类资产投资管理能力。一方面，为顺应行业专业化管理分工趋势，公司

精选优秀管理人机构，实现专业化的投资管理；另一方面，坚持价值投资理念，着力于深度挖掘

公司价值，精选投资组合，在风险可控情况下追求稳健投资收益；此外，积极拓展与衍生品相关

的创新权益类投资业务，开展以浮动收益凭证为核心的资本中介业务。加大对量化策略交易方向、

智能投资领域的研究配置，通过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的投资和工具运用，实现资产的优化配置。 

固定收益证券方面，在“金融去杠杆”、“去通道”的基调下，货币政策和监管轮番发力，利

率快速上行，波动明显增大。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防风险、控

杠杆为主要的投资策略，以配置“低杠杆、短久期”品种为主，有效控制了回撤及波动。同时，

公司积极推进投资管理业务的多元化和创新业务开展，完善 FICC业务布局，丰富大类资产配置，

推进大类资产海外配置和可交换债投资，为平抑债券熊市冲击，起到了很好防御作用。公司荣获

2017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最佳进步奖。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东吴创新资本开展另类投资业务。2017 年证券业协会进一步加强监管

后，行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监管环境，东吴创新资本积极顺应监管要求，快速转变经营思路，通过

广泛合作，转变业务盈利模式，与同类型业务机构通力合作，共同评估风险，共同投资，积极寻

找市场机会。报告期内，东吴创新资本实现利润总额 7,919.15万元，净利润 6,447.83万元。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东吴创投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业务。东吴创投在坚持平台化、市场化

的基础上，努力扩大整体规模、提升专业化投资能力，不断完善合规风控建设，进一步提升风险

控制的判断力和执行力。公司前期投资的华体科技已于 2017 年 6 月挂牌上交所上市；2017年 12

月与昆山高新创投达成合作，计划设立具有地方国有性质背景的基金，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报告期内，东吴创投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6,722.92万元，净利润 5,212.73万元。 

④资管及基金管理业务 

资管及基金管理业务是提供传统资产管理业务、基金管理业务，根据资产规模及客户需求开

发资产管理产品和服务。报告期内，资产管理业务实现收入 5.13亿元，同比增长 16.22%。 

公司资产管理业务积极谋求转型突破，努力拓展主动管理业务，稳中求进调结构，一方面主

动去通道，对定向通道类业务进行收缩整顿；一方面积极补短板，全力提升主动投资管理能力，

努力做大做强主动管理型产品，产品结构更加合理，定向委外主动管理类业务实现突破，集合类

固定收益业务稳步提升，新型平层跟投债券及平层股票质押产品顺利落地。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定向业务规模 1,688.77亿元，资产管理业务受托管理资产日均规模 2,461.20亿元，同比增长

45.62%；年末受托管理总规模为 1,918.25亿元，同比下降 30.41%。 

在证券时报举办的“2017中国财富管理机构君鼎奖”评选中，公司荣获“2017中国资产管理

券商君鼎奖”，海尔保理一期获得“2017十大创新资管产品君鼎奖”；在“金牛理财产品”评选

中，东吴汇融 1号获选“2016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管计划”；在中国基金报英华奖 2017年最佳

券商资产管理评选中，获得中国券商资管固收奖。 

报告期内，东吴基金聚焦主营业务发展，立足资管主业，持续优化业务结构，主动回归投资

本源，不断做大做强公募业务，同时公司继续推进多元化发展战略，资产管理总规模实现稳步提

升。截至报告期末，东吴基金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达 752.89亿元，其中，公募基金规模 266.41亿

元，专户资产规模 256.09亿元，子公司专项资产规模 230.39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7703.04

万元，利润总额 4,911.34万元。 



⑤信用交易业务 

信用交易业务主要为个人及机构客户提供包含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约定购回等资本

中介业务。报告期内，信用交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88亿元，同比上升 11.17%。 

2017年，在面临证券市场总体行情低迷、行业利率竞争加剧的外部环境下，公司积极推进业

务转型，遵循“做优结构、做大规模、做强品牌”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股票质押业务，稳定推

进融资融券业务，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制定更加灵活的利率政策，进一步提升了客户体验，实现

信用开户一站化、授信变更自动化、风险控制流程化，全面提升信用业务管理运营水平。截至报

告期末，信用交易业务总规模 374.35亿元，其中融资融券业务规模 81.08亿元，公司股票质押业

务余额 290.15亿元，公司约定式购回业务余额 3.12亿元。 

⑥证券研究业务 

公司高度重视研究团队建设，不断加强投入，拓展研究覆盖面。2017年，公司研究所成功引

进了纺织服装、轻工、电子、石化化工、房地产、金融工程等成熟研究团队及优秀分析师。在研

究品牌、业绩收入、团队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突破，研究品牌和市场影响力日益提升。在

2017年第十五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公司研究所荣获“新财富进步最快研究机构”第 3名，

共有 10个行业研究领域入围，并取得 6个行业研究领域上榜的优异成绩。其中，纺织服装获得第

1 名，机械和环保获得第 2 名，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获得第 3 名。此外，公司在中国证券业分析师

金牛奖、卖方分析师水晶球奖等诸多评选中斩获殊荣。 

⑦创新业务 

成功发行全国首批双创可转债。2017年，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开展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的

指导意见》，该《意见》为创新创业公司债券发行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意见》发布后，东吴

证券主承销的苏州旭杰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创新创业可

转换公司债券成功发行。 通过发行可转债，有力支持了高科技成长性企业的发展，企业不仅获得

了发展资金，而且综合融资成本低于普通债券融资。  

大运营优化成效明显。2016年公司正式启动大运营优化项目，专门成立大运营优化咨询项目

领导小组，与国际领先的专业咨询机构合作，从中台切入，从流程、管理以及 IT等各方面构建大

运营体系，全面提升服务和运营支撑能力。目前，公司运营中心正式挂牌，初步实现经纪、资管、

自营三个条线的运营集中。核心项目稳步推进，上线管理驾驶舱项目，运营支撑业务发展的能力



明显提升，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操作风险，实现了运营资源集约化利用。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①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财会[2017]15号)要求，要求公司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由在“营业外收入”中

列报改为在“其他收益”中列报。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印发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要求，要求公司将原在“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部分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益，改为在“资产处置收益”中列报。 

②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介绍 

A、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B、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 2017年 5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以及 2017年 12月 2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

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中的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

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的要

求，公司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由在“营业外收入”中列报改为在“其他收益”中列报；按照该准则的衔接规定，公

司对 2017年 1月 1日前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该准则施行

日(2017 年 6 月 12 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不涉及对公司前期比较财务报

表的追溯调整。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要求，公司在

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原在“营业外收入”和“营

业外支出”的部分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改为在“资产处置收益”中列报；按照该准则的衔接规

定，公司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利润表。 

以上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本年度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

更”。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