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公司非标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对该鉴证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否定意见涉及的事项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表出现重大

错报的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 

獐子岛公司未能及时预判到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可能发生重大异常，在消耗性生物资产管控

中的监测预警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企业及时防止或发现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提供合理保证，而上述

重大缺陷使獐子岛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獐子岛公司管理层已识别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并在所

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獐子岛公司 2017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

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本报告未对我们在 2018 年 4 月 26 日对獐子

岛公司 2017 年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二、否定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1、2018 年 1 月，公司按相关制度进行底播虾夷扇贝的年末存量盘点工作，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同步实施监盘，在盘点过程中发现部分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根据盘点结果，底

播虾夷扇贝部分养殖海域死亡严重，亩产过低，不足以弥补采捕成本，放弃采捕，需进行核销

处理；部分养殖海域亩产下降，经测算，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 1,071,634 亩海域平均亩产过低，不足以弥补采捕



成本，账面成本为 577,579,518.60 元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进行核销处理，对 243,000 亩海域

125,915,347.08 元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60,721,637.14 元。上述两项合计影响净利

润 638,301,155.74 元，全部计入 2017 年度损益。 

2、虾夷扇贝是公司海洋牧场的主营品种，为防范发生风险，海洋牧场制定并执行了《确

权海域变动管理规定》、《底播虾夷扇贝存货管理规定》、《虾夷扇贝存量抽测管理规定》、《海洋

生物技术研发部单位职能、架构及人员职责》、《海洋牧场业务群危机管理规定》、《公司防灾、

减灾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相关制度，并在日常管理监测中严格执行制度。 

3、经过自查和分析，是由于以下原因未能预判到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可能发生重大异常：

（1）历史上夏季高温浮筏养殖扇贝大量死亡，底播虾夷扇贝并未受到影响。（2）三年长海县

虾夷扇贝底播面积未发生重大差异，2015 年硅藻的生物量与 2017 年硅藻密度相近，但 2015

年、2016 年底播虾夷扇贝产量并未受到影响。（3）北黄海海域生态环境复杂，且生产数据未

显示存货发生重大异常。（4）2017 年 11-12 月扇贝消瘦符合历史规律。（5）2017 年 10-12 月

期间，饵料、水温等部分环境指标有所改善。（6）根据 2017 年 11 月、12 月的亩产数据判断，

不构成减值或核销。 

注：1、2018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1 日，2017 年度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年终总结和考评会议在广西南

宁召开。会议中对我国黄海及渤海贝类养殖产业发生的局部规模死亡、贝体消瘦和产量下降等产业问题展

开研讨时指出：辽宁长海县、庄河市等产业问题较严峻。通过调研认为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局部环境异

常，高温期提前且持续时间长、降水和径流骤减导致海区饵料生物数量显著下降；二是竞争性品种盲目扩

张，养殖规模过大；三是贝类养殖苗种高度依赖异地输入，易形成环境应激；四是养殖模式粗放单一，缺

乏应对环境突变等问题的预警机制。 

2、2018 年 1月 31 日，2018 年度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工作会议提出：各级政府要针对局部海域贝类养殖

产业减产等海洋牧场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进一步重视加强科技兴海和政策引导作用、进一步重视

服务企业增强抵御自然风险和经受市场考验能力。 

3、2018 年 2月 6 日，国家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官网刊发《獐子岛扇贝死亡凸显海洋牧场建设系统性

风险》的文章，其中指出：此次獐子岛的扇贝存货异常事件不是简单的个案，反映出的是海洋牧场建设的

系统性风险问题，如何认识和规避这些风险是目前迅猛发展的海洋牧场应该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重大问题。 

4、大连海洋大学专家团队，就海洋牧场出现的贝类大面积减产原因从科技角度进行了综合分析.作为

现代海洋牧场，特别是探索深海、远海增养殖产业的风险，一是生物本体的问题，二是环境。尤其环境是

不好把控的，虽然獐子岛集团与中科院海洋所共建的海洋环境监测系统掌控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数据较



为客观，而环境风险，像气候、洋流的变化说是有规律可循，但也有不按规律循环的，可以说既有系统的

规律，同时又有年度的特点。纵观国外，诸如在日本，本土虾夷扇贝品种的养殖也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

其研究原因表明都是与环境、气候、自身遗传基因等因素相关。 

5、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组织国内一线权威专家，日前在青岛召开海洋牧场贝类增养殖风险预警与

应对策略研讨会。来自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

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大连市水产研究所、山东省海洋生物

研究院的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定义，本次灾害发生不仅发生在獐子岛区域，而是在北黄海，渤海部分区

域；品种不止扇贝，蛤仔、牡蛎都发生死亡。 

上述原因反映公司在实际管控中的监测预警制度存在缺陷，在目前国际、国内尚未有对生

态指标、生物指标进行关联评价标准研究的现状下，未能全面评估异常指标共振对底播虾夷扇

贝生物指标的影响，未能及时预判到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可能发生重大异常。 

三、年审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基本意见 

年审会计师认为，由于上述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獐子岛公司

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

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四、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发布《2017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在年末盘点过程中发现部

分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根据盘点结果，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拟

对 1,071,634 亩海域平均亩产过低，不足以弥补采捕成本，账面成本为 577,579,518.60 元的底

播虾夷扇贝存货进行核销处理，对 243,000 亩海域 125,915,347.08 元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计提

跌价准备 60,721,637.14 元。上述两项合计影响净利润 638,301,155.74 元，全部计入 2017 年度

损益。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现有的内部控

制制度基本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但是此次未能及时预

判到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可能发生重大异常，提示我们内控制度还需不断完善和持续改进，分析、

识别、评估风险，及时做出预判，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应对风险。 

五、该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 



公司管理层已识别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该事项敦促公

司正视内部控制建设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持续改进，提高公司内部控制的完善性、执行的有

效性，保证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 

六、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1、公司将依靠科技，不断认知海洋，推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对海洋大生态的监控。

公司将产学研联合攻关，根据环境现状，重新修订监测预警等相关制度，建立生物与生态环境

间不同条件下的预警方案，以达到预警预报、提升海洋牧场风险应急能力的目标。通过分层次

递进式识别、判断异常指标对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生物生存的影响，及时作出预判，采取有效

措施化解、应对风险，推动黄海北部海洋牧场健康发展。 

2、公司制定 11 项应对方案消除影响：关闭风险敞口，重新布局海洋牧场；扩大加工食品

业务规模；节支节流，降低成本费用；稳定经营性现金流，确保财务风险可控；依据政策，按

程序申请减免海域使用金；积极寻求保险合作，控制产业经营风险；专家指导，提升风险预警

及应对能力；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推动加快转型；提供风险保障，稳定员工队伍；聚焦主业，

实施瘦身计划；全面检视，加强内控管理。 

特此说明。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