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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金陵体育”)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年度报告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年度报告的董事

会会议。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春荣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进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

菊萍女士保证本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2018 年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已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2018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75,733,4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 10 股人民币 2.8 元（含税项），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本年度报告中如有涉及未来的计划、业绩预测等方面的内容，均不构成公司对任何投资者的承诺，投

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公司在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十、公司面临的风险与应对措施”部分，详细描述

了公司经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市盈率较高风险”、“利润下滑风险”、“新产品、新产能未达

预期风险”、“应收账款风险”、“固定资产管理风险”、“市场风险”、“宏观经济波动及产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技术研发风险”及“人才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内容，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陵体育 股票代码 30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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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军 林淳才 

办公地址 张家港南丰镇兴园路 88 号 张家港南丰镇兴园路 88 号 

传真 +86-512-58623888 +86-512-58623888 

电话 0512-58983911 0512-58983910 

电子信箱 sunjun@jlsports.com cc@jlsport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业务概述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代码：300651）。公司坚持精益求

精、持续创新、开放合作，专注于体育文化设施系统集成以及体育资源的整合服务，以体育装备、场馆建设、全民健身、赛

事保障为核心业务，致力于向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体育装备和运动休闲环境。 

金陵体育是国内唯一获得国际篮联“BACKBOARD SUPPORT UNITS”官方认证的公司，是全球范围获得国际篮联

“SEATING SYSTEMS”官方认证的七家公司之一，是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并成功为多届奥运会、亚运

会、青奥会、全运会及历届NBA中国赛、CBA联赛等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提供专业化服务。 

作为行业领先的高端体育装备和体育文化设施系统集成服务商，公司立足于体育器材及配件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主要经营产品包括球类器材、田径器材、场馆设施及赛事服务。 

2、主要产品介绍 

主要产品 产品介绍 产品图示 

球类器材 主要适用于篮球运动、足球运动、

排球运动等各类球类运动所需的

体育器材产品，具体包括篮球器

材、足球器材、排球器材、网球

器材、羽毛球器材、手球器材等

产品。 

 

田径器材 主要适用于田径运动所需的各类

体育器材产品、具体包括跳高架、

跨栏架、障碍架等产品。 

 

场馆设施 主要为用于体育馆等体育设施建

设所需的场馆座椅、活动看台、

塑胶场地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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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服务 主要是为各类体育赛事提供体育

器材租赁或赛事信息系统服务

等。 

 

3、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钢材、塑料、铸件、五金件等，由采购部门负责在国内进行采购。公司采购部门根据生产部制定的

生产计划，结合原材料库存和采购周期制定采购计划，并以市场价格向合格供应商进行询价，综合考虑信用期、质量控制等

因素确定供应商及采购价格。 

公司制定了《供应商管理制度》、《供应内部控制制度》等制度对采购过程进行有效管理，具体采购工作由生产部、采购

部门、质检科共同负责，其中生产部制定生产计划，采购部门根据生产计划、原材料库存和采购周期制定采购计划并负责原

材料入库，质检科配合采购部门进行原材料入库检验。 

（2）生产模式         

公司球类器材、田径器材等产品为标准类产品，出于利于生产管理和规模经济效应考虑，公司综合既有订单和产品市场

需求情况按批次进行生产，即在满足销售订单需要的同时，合理预产部分产品；公司场馆设施等产品属于定制类产品，公司

实行按单生产，即根据客户订单要求进行产品设计和生产。 

公司已制定《生产计划管理制度》、《生产环节控制制度》、《产成品检验制度》。对于标准类产品，公司生产部根据销售

订单、市场需求等制定《生产计划表》，各生产车间根据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对于定制类产品，在获得销售订单后，公司研

发中心根据订单要求进行产品设计，生产部根据产品设计及订单情况制定《生产计划表》并组织生产。公司质检科根据产品

的执行标准、技术要求和工艺文件对生产过程进行全过程的监督检验。 

（3）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直销模式是指公司直接将产品销售给终端使用者的模式，主要包括学校、政

府事业性单位、体育赛事组织等客户；经销模式是指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并不直接面向终端使用者销售的模式。 

①直销模式 

公司直销模式主要通过客户拜访、查询政府采购信息或国内外重大体育赛事信息、参与项目投标及参加行业展会等方式

获取订单进行销售。公司直销客户主要包括学校、政府事业性单位、体育赛事组织等，公司与该等客户直接就产品销售事项

达成协议，就供货产品种类、供货数量、产品价格以及交货方式等进行约定，将产品发送到客户指定地点，获得客户的签收

单或验收单。公司对直销客户一般按合同约定进行收款。 

②经销模式 

公司经销模式为卖断式经销。公司将产品交付经销商并取得签收或验收确认单据后，便不再继续对产品进行管理和控制，

已将产品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经销商；经销商确认收货后由其对产品实物进行管理，并自主销售给终端客户。公司经销客户

主要包括少数与公司签订有经销协议的客户以及专门从事体育器材销售的贸易型企业。在经销模式下，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

销商，并不直接面向终端使用者销售，经销商一般在获取下游订单后向公司发送采购订单。公司对经销商客户一般执行款到

发货的信用政策。 

（二）所属行业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为体育器材和场馆设施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体育赛事服务。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指引》及2019年2月12日公布的《2018年4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处行业为“C24文教、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C244体育用品制造”下的“C2442

专项运动器材及配件制造”。 

行业目前由国家体育总局承担行业宏观管理职能，主要负责制定产业政策、指导技术改造、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和管理

等。国家技术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行业技术、质量监管等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审议通过行业、国家标准。国家

工商总局负责监管行业市场及企业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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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自律方面，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主要负责保护会员单位合法权益、制定行规行纪、组织行业内企业与组织的合

作与交流以及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等。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主要负责组织体育用品企业间信息交流，提升体育用品质量，扶

持与推广名牌产品及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等。 

近年来，国务院、国家体育总局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行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行业管理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的产业政策，主要包括《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体育用品行业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体育器

材及配件制造、训练健身器材制造、球类制造、运动防护用具制造以及其他体育用品制造等。 

随着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体育用品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国内体育用品出口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带

动国内体育用品行业规模不断扩大。随着未来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用品市场需求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国内体

育用品行业仍有明显的市场空间。 

（三）体育器材行业的发展情况 

体育器材行业是体育用品行业的重要子行业之一，是竞技体育比赛和健身锻炼所使用的各种器械、装备及用品的总称，

具体包括球类器材、田径器材、游泳器材等。 

国内体育器材制造产业化生产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行业发展初期，由于企业生产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并缺少自

主品牌，行业内大部分企业利用国内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竞争优势，更多地为国际知名厂商“委托加工”或“贴牌生产”。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及居民收入的显著提高，国内体育器材制造业市场规模发展迅速，技术研发实力及自主品牌影响力不

断提高，但行业整体仍面临市场竞争激烈、中小型企业众多、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品牌影响力较弱等不足。 

以金陵体育为代表的部分行业领先企业抓住行业发展机遇，不断加大技术研发、自主品牌建设和市场渠道开拓力度，技

术水平及品牌影响力逐步接近或达到国际知名厂商，在国内体育器材行业市场份额明显提高，并逐步参与到体育器材行业 

的国际市场竞争中。 

（四）体育器材行业竞争格局 

在体育器材行业中低端市场领域，行业标准缺失或执行力度差，行业壁垒相对较低。在体育器材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吸引较多中小规模企业进入该领域，该领域产品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相对较低，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在体育器材行业高端市

场领域，客户对产品质量及品牌美誉度要求较高，满足客户要求的体育器材供应商较少。以体育赛事市场领域为例，成为体

育赛事的体育器材供应商需要满足赛事官方机构资质认证，而该等认证对供应商的综合竞争力要求较高，行业内仅有以金陵

体育为代表的少数综合性体育器材供应商能满足该等认证要求，因此在体育器材行业高端市场领域市场竞争相对缓和。 

未来随着体育器材行业标准的不断推行以及执行力度的加大，下游客户对体育器材产品质量和品牌要求的提升，部分产

品质量相对较低、品牌影响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将逐步被市场所淘汰，体育器材行业将呈现行业集中趋势。 

（五）行业利润水平的变动趋势及变动原因 

1、行业利润水平的变动趋势 

公司所处体育用品制造行业的行业利润水平受宏观经济波动及下游需求变化影响。总体来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行业的

利润总额一直保持着较好的上升势头，但体育用品制造行业产品种类众多，各细分市场利润率水平有所差异；同时，由于不

同企业的议价能力和市场竞争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其盈利能力高低不一。部分技术研发能力较强、管理水平较高、成本

控制较好、产品质量和品牌认可度较高的企业在竞争中可以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利润水平不断提高；而规模较小、技术水

平较低、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可能被迫退出市场。 

2、行业利润水平的变动原因 

体育器材制造行业利润水平变动主要系受产品总需求、行业竞争程度、产品成本以及行业上下游地位等因素的影响。 

（1）产品总需求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对体育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体育公共财政支出不断增加

以及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体育器材制造行业产品需求量将持续增长； 

（2）行业竞争程度方面，在体育器材行业低端市场领域，由于产品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相对较低，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该领域利润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在体育器材行业中高端市场领域，客户对产品质量及品牌美誉度要求较高，产品技术投入和

附加值较高，该领域利润率水平相对较高； 

（3）产品成本方面，由于在体育器材制造中诸如钢材、塑料等原材料在产品成本中占比相对较高。因此，原材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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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将会对行业利润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4）行业上下游地位方面，体育器材制造行业的上游供应商主要系钢材、塑料、铸件及五金件等制造企业，该等上游

行业在国内发展较为成熟，原材料供应较为充足。体育器材制造行业的下游客户主要为学校、政府事业单位、体育赛事组织

等，该等客户在选择体育器材供应商时，在财政预算范围内，更加注重体育器材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产品质量等因素，对产

品价格的敏感性相对较弱，从而使得行业利润水平相对较高。 

（六）体育器材行业的技术水平、技术特点及其他特征 

1、行业的技术水平及技术特点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国内体育器材行业技术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具体体现

在产品生产工艺水平及自动化程度上。行业内多数中小企业基本采用自动化程度较低的传统人工生产方式，具有生产效率低、

劳动强度大、产品质量不够稳定等不足。少数行业领先企业加大与国际领先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引入先进设备和数字化

控制技术，有效提升了产品生产效率和制造精度，生产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企业水平。 

2、行业的周期性、区域性及季节性特征 

（1）行业的周期性特征 

体育器材行业需求与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 

（2）行业的区域性特征 

我国东南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在居民消费水平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等方面高于中西部地区，从而使得体育器材行业消费多数

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东南部地区。 

（3）行业的季节性特征 

体育器材行业下游主要客户为政府及事业单位、学校及体育赛事组织单位等，其中政府及事业单位一般在上半年根据年

度预算制定采购计划并在下半年执行，学校一般会利用暑期期间进行产品采购及安装，该等因素使得体育器材行业下半年收

入实现高于上半年。对于体育赛事组织单位的收入实现受具体体育赛事举办时点影响较大。 

（七）上下游行业的关联关系及对体育器材行业的影响 

1、上游行业及其影响 

体育器材行业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塑料、铸件及五金件，该等原材料价格变动将直接影响体育器材产品的生产成本。

本行业上游行业在国内发展较为成熟，该等原材料供应较为充足。 

2、下游行业及其影响 

体育器材行业的下游客户主要是政府及事业单位、学校及体育赛事组委会等，其投资规模、营运模式的变化以及对产品

的质量要求等因素直接对相应的体育器材需求造成影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元） 453,781,229.78 335,727,663.11 35.16% 329,793,56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5,404,133.93 43,878,125.70 -19.31% 46,310,89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735,098.04 39,845,966.79 -27.88% 45,173,32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785,128.17 -3,219,554.02 466.05% 43,224,8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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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6320 -25.63% 0.81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6320 -25.63% 0.81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2% 8.50% -2.88% 13.8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元） 922,949,490.35 847,311,832.05 8.93% 489,403,72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47,884,169.94 612,480,036.01 5.78% 346,451,946.7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2,529,724.58  103,878,420.54  110,491,020.85  196,882,06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9,297.48  11,372,196.43  13,543,482.69  8,389,15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0,042.75  11,206,318.57  13,297,996.26  2,130,74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46,414.50  -5,381,189.79  38,522,607.60  -14,109,875.1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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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72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526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春荣 
境内自然

人 
21.71% 16,443,900 16,443,900   

李剑刚 
境内自然

人 
20.49% 15,519,400 15,519,400 质押 1,999,900 

李剑峰 
境内自然

人 
19.56% 14,810,200 14,775,450 质押 3,019,900 

施美华 
境内自然

人 
3.00% 2,269,500 2,269,500   

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一户 

国有法人 2.50% 1,89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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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鹏华

医药科技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7% 1,798,020    

刘林 
境内自然

人 
1.25% 947,100    

平潭瑞兴股

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普

通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3% 629,112    

黄宇娟 
境内自然

人 
0.80% 602,500    

江苏紫金文

化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9% 523,3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李春荣、施美华、李剑峰、李剑刚四人共同控制发行人，其中李春荣与施美华为夫妻关系，

李剑刚、李剑峰为李春荣与施美华之子，李剑峰为李剑刚之兄。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领先的高端体育装备和体育文化设施系统集成服务商，立足于体育器材及配件相关产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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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产、销售，主要经营产品包括球类器材、田径器材、场馆设施及赛事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3,781,229.78元，同比

增长35.16%；实现利润总额43,075,318.26元，同比下降17.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404,133.93元，同比下降19.31%。 

（一）提质增效，运行平稳 

报告期球类器材产量较上一年度增长，销量较上一年度增长，主要是系自动化篮球架生产线投入使用，以及球类器材生产成本降低进

而降低售价让利客户提升销量等因素所致；田径器材较上一年度增长，主要是系报告期多项大型运动会成功举办因素所致；2018年，公司

主要承接了大同体育中心续建工程等重大项目。此外，公司圆满完成了江苏省第十九届省运会、2018-2019赛季CBA联赛、2019年FIBA

世界杯预选赛、2018全国柔道锦标赛、2018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国际田联上海钻石联赛、全国田径大奖赛等数十项国际国内重要赛事服

务工作，金陵的市场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精细管理，全面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一家新上市的公司，为适应资本市场的规范化运作要求，公司经营管理层不断提升自身素养和管理水平，公司治

理结构不断完善，内控建设不断强化，形成了有效的约束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同时，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适应新形势，防范

经营风险，公司全面规范完善和提升各项管理制度，强化风险防控理念，在财务管理、销售管理、生产管理、采购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方面不断推出各种工作实施细则，增强了考评体系的实时性和有效性，使得公司的管理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 

（三）人才激励，释放活力 

公司不断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和储备，通过建立培训培养机制，建设组织机构改革、添置高新设备等措施，为人才提供成长平台，建

立一支忠诚公司、素质过硬的人才队伍，给公司创新能力提供动力。同时，根据业务需求，优化人才结构，重视后备人才培养，以培养技

术带头人、管理和技术骨干为重点，形成层次多样梯度合理的人才团队，保证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此外，2017年9月份，公司实施了第

一批员工持股计划，建立了长效的激励机制，对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共同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将起到良好的

促进作用。 

（四）互惠合作，业务升级 

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充分利用自身研发、人才、市场、集成能力等优势，加快业务模式升级，着力提高公司市场服务能力和延伸

市场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了上游配套产品的加工能力及相关信息化产品的服务能力。2018年公司成立控股子公司苏州金陵玻璃科技有限

公司、苏州金陵共创体育器材有限公司，成立参股公司金陵乐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元动未来（北京）有限公司、江苏金动感智能设

备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五）创新驱动，积聚动能 

创新改革生产管理模式，稳步推进自动化及智能化制造，通过加强公司研发中心和检测中心的建设，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以及新品研发速度，

全面提升产品质量，节约成本，提高运营效率；通过积极对现在的生产线进行自动化改造，提高产能；报告期内，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公司已拥有143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9项，软件著作权2项，参与制定标准20项。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工业 
453,781,229.

80 

294,049,264.

50 
35.20% 35.16% 51.50% -16.57% 

分产品 

球类器材 
189,715,540.

59 

112,348,433.

30 
40.78% 21.21% 33.30% -11.63% 



 

  第 9 页 共 14 页 

场馆设施 
93,364,690.9

9 

75,066,067.2

0 
19.60% 32.51% 46.44% -28.07% 

田径器材 
50,228,611.5

0 

28,017,819.8

4 
44.22% 47.16% 47.78% -0.52% 

赛事服务 
20,701,109.0

9 

12,302,529.4

3 
40.57% 24.33% -19.28% -8.40% 

其他体育器材 
93,753,915.9

1 

65,972,601.8

5 
29.63% 114.30% 174.03% -34.11% 

其他业务收入 6,017,361.70 341,812.85 94.32% 71.40% 23.44% 2.40% 

分地区 

国内 
446,245,839.

80 

288,868,804.

60 
35.27% 35.15% 51.31% -16.38% 

国外 7,535,389.94 5,180,459.88 31.25% 35.66% 62.54% -26.6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持有待售资产”项

目、“持有待售负债”项目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在利润表中增加“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其他收益”项目、“持续经营净利润”

项目、“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项

目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利息”、“应收股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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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 入“其

他应收款”项目 

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

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 项

目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工程物资”和“在建

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 目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 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

增的项目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利息”、“应付股

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 入“其

他应付款”项目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将资产负债表中原“专项应付款”和“长

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 款”

项目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行项目，将

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 研

发费用单独在该新增的项目中列示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

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分

别反映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

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和企业

确认 的利息收入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

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

“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

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 款 ”， 本 期 金 额 175,107,261.79 元 ， 上 期 金 额

137,116,955.22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本期金额72,243,997.90元，上期金额45,548,478.27

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1,226,136.99

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本期金额103,214.52元，上期金额

164,333.33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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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

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

“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15,999,741.73元，上期金额

13,187,372.58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2017 年

发生额无变化。 

i.公司于2018年6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的公告》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

会[2017]13 号），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实施 日存在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应按照企业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 编制 2017 年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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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财

会[2017]13 号）的规定执行。公司将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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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编制 2017 年

度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 

 4、变更的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实施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公司在 2017 年年度报告

的“重要会计政策变更”部分披露了该 事项的主要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在

资产负债表中增加“持有待售资产” 项目、“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在利润表中增加“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其他收益” 项目、“持续经

营净利润”项目、“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 

除上述事项外，其他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 表项目及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ii.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的公告》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 表列报，针对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实施，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 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 般 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修订要求，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内容进行 了调整，并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

执行新金融准则和 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二）会计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财政部的上述修订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 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

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

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 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 项目； 

（4）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 目； 

（5）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该新增的

项目； 

（6）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 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将资产负债表中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 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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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行项目，将利润表中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 研发费用单独在该新增的项目中列示； 

（9）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分别反映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

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和企业确认 的利息收入。  

2、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 列报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苏州金陵共创体育器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苏州金陵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83万元。 

上述新增控股子公司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春荣 

 

                                                                 2019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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