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661          证券简称：和林微纳           编号：2023-025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风险提示 

 公司 2023 年一季度业绩下滑主要系受宏观环境及下游行业需求周期性

变动影响导致，结合公司目前在手订单、业务开拓、产能规划等情况，随着未来

下游行业需求改善、新产品和新客户开发不断推进，以及募投项目的产能释放，

未来业绩持续性下滑的风险较小。未来公司在技术研发、人员费用方面仍需保持

较大的投入。如果市场复苏缓慢，产品销售及研发项目进展不及预期，预计公司

未来仍可能出现持续亏损的情形。 

 公司毛利率受行业竞争状况、客户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未来公司的

行业竞争加剧，下游客户需求波动，公司经营业绩及总体毛利率存在进一步下降

的风险。 

 期末存货主要是根据客户订单、预测需求进行生产计划，储备客户所需

库存商品。半导体行业库存在 2022 年度下半年达到历史较高水平，公司部分客

户库存冗余，需求放缓，相关产品完成生产后截至 2022 年末尚未收到客户发货

要求，导致期末库存有所增长。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和林微纳”）于 2023

年 6月 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发送的《关于对苏州和

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

【2023】018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与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作

出如下回复： 

问题 1  关于业绩下滑 

年报显示，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8 亿元，同比减少 22.06%，归母

净利润 0.38 亿元，同比减少 63.11%，扣非归母净利润 0.24 亿元，同比减少

73.53%。 2022 年第四季度亏损，2023 年第一季度亏损进一步扩大。请公司：（1）

结合公司下游市场需求、渠道库存、公司产品结构及产品价格变化等，详细说

明 2022 年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

（2）补充披露 2023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分产品情况，结合市场趋势、在手订单、

业务开拓、产能规划等，说明业绩下滑是否具有持续性，并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一、结合公司下游市场需求、渠道库存、公司产品结构及产品价格变化等，

详细说明 2022 年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

大差异； 

（一）2022 年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28,844.22 万元，同比下降 22.06%，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3,812.98 万元，同比下降 63.1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2,440.31万元，同比下降 73.53%。公司利润表各因素

的具体影响见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2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金额 
占净利润变动

金额比例 

营业收入 28,844.22 37,009.97 -8,165.75 -125.21% 

减 营业成本 17,603.79 20,847.04 -3,243.25 49.73% 

减 管理费用 2,530.73 1,499.35 1,031.38 -15.81% 

减 研发费用 5,381.19 2,800.05 2,581.15 -39.58% 

减 所得税 -188.87 1,427.84 -1,616.71 24.79% 

加 其他科目累计 295.60 -100.96 396.57 6.08% 



 

 

科目 2022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金额 
占净利润变动

金额比例 

归母净利润 3,812.98 10,334.73 -6,521.75 -100.00% 

注：上表中占净利润变动金额比例为负的科目，为导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因

素；占净利润变动金额比例为正的科目，为导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的因素；各

科目变动金额比例=-该科目变动金额/当年归母净利润变动金额 

如上表所示，公司 2022 年度扣非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下降的主

要原因为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公司研发费用、管理费用同比增长幅度较大。其中，

公司营业收入下滑系 202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2022年，公司分产品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幅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精微屏蔽罩 11,723.39 41.05% 15,645.79 42.65% -25.07% 

精密结构件 2,463.16 8.62% 3,118.34 8.50% -21.01% 

精微连接器及零部件 969.85 3.40% 1,076.06 2.93% -9.87% 

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12,143.25 42.52% 15,610.77 42.55% -22.21% 

其它 1,261.11 4.42% 1,235.57 3.37% 2.07% 

主营业务收入总计 28,560.76 100.00% 36,686.53 100.00% -22.15% 

如上表所示，2021 年及 2022年，公司主营业务主要由精微屏蔽罩及半导体

芯片测试探针构成，上述产品合计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85.20%和

83.56%，占比超过 80%，整体产品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2022年度，公司精微

屏蔽罩产品及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产品收入同比分别下降 25.07%及 22.21%，主

要原因分析如下： 

1.2022 年公司下游市场需求有所下降 

受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外部因素影响，终端及下游客户

整体需求增长乏力，下游消费电子领域市场需求有所下降，下游客户采购量有所

减少。鉴于半导体、消费电子终端产品销量存在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因此存在短

期内下游客户需求出现波动的情况。随着未来下游需求改善，公司销售收入有望

相应回升。 

2.下游库存冗余导致短期采购需求下滑 



 

 

2022 年，受宏观环境及半导体行业周期性变化的影响，公司下游存在渠道

库存冗余的情况，下游行业采购需求下滑。上述情况导致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

同比大幅下降。 

3.部分产品平均单价短期内下滑 

2021年及 2022 年，公司精微屏蔽罩产品及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产品合计收

入占比超过 80%，系公司收入的主要构成。上述两类产品销量及平均销售价格情

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 

2022年度 2021年度 

收入金额

（万元） 

销量 

（万个） 

平均销售单价

（元/个） 

收入金额

（万元） 

销量 

（万个） 

平均销售单

价（元/个） 

精微屏蔽罩产

品 
11,723.39 158,608 0.07 15,645.79 195,394 0.08 

半导体芯片测

试探针产品 
12,143.25 2,210 5.49 15,610.77 2,154 7.25 

2022年，公司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产品平均销售单价较 2021年有所下降，

主要系 2021年部分客户采购的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产品对材质、工艺要求较高，

该类探针产品单价相对较高。2022 年，随着相关客户采购的探针产品销售收入

占比下降，探针产品的整体平均单价有所下降。预计随着未来消费电子行业需求

改善，相关客户增加采购订单，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将有所回升。 

2022 年，除营业收入规模下降外，公司研发费用增长幅度较大，主要系公

司推进 IPO和向特定对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并加大研发投入，研发活动相关的材

料费用、工资薪酬等大幅增长；公司管理费用增长幅度较大，主要系随着公司经

营规模扩大，公司扩充管理职能部门人员数量、购置新的办公场所，导致职工薪

酬、折旧费等有所增长。上述期间费用增长导致公司 2022 年度盈利水平进一步

下降。预计未来随着公司研发项目效益逐步释放，公司收入及盈利水平将有所改

善。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下游市场需求、库存渠道、公司产品结构及产品价格变

化，以及随着募投项目实施和经营规模扩大导致相关研发投入和管理费用增长，

公司 2022年业绩下滑具有合理性。 

（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等主要产品在 A股上市公司中具有稀缺性，无直接

可比公司，因此结合公司业务，选取半导体封装测试材料公司以及 MEMS 领域公

司作为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2022 年，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经营业务同

比变动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 
2022 年归母净利润 2022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金额 同比变动（%） 金额 同比变动（%） 

康强电子 10,197.58 -43.73 8,528.55 -49.07 

华海诚科 4,122.68 -13.39 3,518.35 -13.95 

敏芯股份 -5,493.39 -542.16 -6,620.20 -3,257.27 

徕木股份 6,835.09 43.22 6,748.74 49.78 

鼎通科技 16,846.69 54.02 15,727.39 58.47 

同行业公司平均值 6,501.73 -100.41 5,580.57 -642.41 

和林微纳 3,812.98 -63.11 2,440.31 -73.53 

如上表所示，2022 年同行业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平均同比变动为-100.41%，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平均同比变动为-642.41%，整体呈业绩下滑趋势。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变化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补充披露 2023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分产品情况，结合市场趋势、在手订

单、业务开拓、产能规划等，说明业绩下滑是否具有持续性，并进行风险提示。 

（一）2023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分产品情况 

2023年一季度，公司分产品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2023年 1-3 月 2022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精微屏蔽罩 1,753.38 41.29 11,723.39 41.05 

精密结构件 916.02 21.57 2,463.16 8.62 

精微连接器及零组件 147.32 3.47 969.85 3.40 

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1,168.78 27.52 12,143.25 42.52 

其它 260.77 6.14 1,261.11 4.42 

主营业务收入总计 4,246.27 100.00 28,560.76 100.00 



 

 

如上表所示，2023 年 1-3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精微屏蔽罩及半导

体芯片测试探针产品，整体产品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结合市场趋势、在手订单、业务开拓、产能规划等，说明业绩下滑是

否具有持续性，并进行风险提示 

2022 年以来，受经济环境变动，以及半导体行业需求周期性变化影响，公

司下游市场需求萎缩，并导致 2022年度以及 2023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截至 2023 年 6 月 8 日，公司在手订单合计 5,571.33 万元，主要为精密结

构件、精微屏蔽罩及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等产品。其中，精密结构件在手订单

2,475.13万元，精微屏蔽罩产品在手订单合计 638.47万元，半导体芯片测试探

针产品在手订单 1,389.75 万元。受半导体行业、下游消费电子领域市场需求下

降的影响，目前公司在手订单整体处于较低水平。预计随着半导体行业库存消化，

下游行业需求逐步恢复，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将有所改善。 

MEMS 领域新产品开发并量产。2021 年以来，公司技术布局在原有的声学传

感器及压力传感器领域拓展至光学领域。截至目前，公司在维持现有传统声学屏

蔽罩业务的基础上，已根据客户需求推出了 MEMS防水气体传感屏蔽罩、MEMS压

力传感器屏蔽罩及 MEMS 光学传感器精微结构件等新产品，部分已进入量产阶段。

预计未来，相关新产品的开发、推广将为公司收入规模及盈利水平改善提供支撑。 

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领域，新客户开发不断推进。2022 年，公司半导体芯

片测试探针产品收入较 2021 年有所下降，主要系受宏观环境及半导体行业周期

性影响，传统客户需求有所下降。但随着公司充分开拓国内市场，进一步切入国

内客户供应链，2022 年以来公司新增较多国内客户订单，并已完成产品交付。

随着下游客户需求的恢复，相关客户开拓数量以及订单规模将有所提升。 

随着公司积极推进 IPO以及向特定对象发行募投项目建设，公司精密电子零

部件、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等产品产能将逐步释放，公司产品交付能力进一步增

强，近年来产能紧张的情况将大幅改善。 

综上所述，公司 2023 年一季度业绩下滑主要系受宏观环境及下游行业需求



 

 

周期性变动影响导致，结合公司目前在手订单、业务开拓、产能规划等情况，随

着未来下游行业需求改善、新产品和新客户开发不断推进，以及募投项目的产能

释放，未来业绩持续性下滑的风险较小。未来公司在技术研发、人员费用方面仍

需保持较大的投入。如果市场复苏缓慢，产品销售及研发项目进展不及预期，预

计公司未来仍可能出现持续亏损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 2022 年度报告中就业绩下滑进行风险提示如下： 

“（二）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2022 年，由于经济环境变动、市场需求萎缩、渠道库存冗余原因导致报告

期内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预计

未来公司在技术研发、人员费用方面仍需保持较大的投入。如果市场复苏缓慢，

产品销售及研发项目进展不及预期，预计公司未来仍可能出现持续亏损的情形。” 

三、保荐人核查程序及结论 

（一）核查过程 

保荐人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财务负责人，了解 2022年及 2023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下滑的原因；  

2、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年度报告，了解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情况，并与公

司进行对比分析；  

3、查阅公司在手订单明细，访谈管理层、销售人员并了解公司的客户储备、

业务开拓情况、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和产能规划。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受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半导体行业周期性波动影响，2022年公司下游市场



 

 

需求有所下降，渠道库存出现冗余，部分产品平均销售单价下降，且随着公司推

进 IPO 和向特定对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和经营规模扩大导致相关研发费用和管

理费用增长，公司 2022 年业绩大幅下滑具有合理性。同行业上市公司整体呈业

绩下滑趋势，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变化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2、结合市场趋势、在手订单、业务开拓、产能规划，随着未来下游行业需

求改善、新产品和新客户开发不断推进，以及募投项目的产能释放，预计未来业

绩持续性下滑的风险较小。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财务负责人，了解 2022年及 2023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下滑的原因；  

2、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年度报告，了解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情况，并与公

司进行对比分析；  

3、查阅公司在手订单明细，访谈管理层、销售人员了解公司的客户储备、

业务开拓情况、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和产能规划。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受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半导体行业周期性波动影响，2022年公司下游市场

需求有所下降，渠道库存出现冗余，部分产品平均销售单价下降，公司 2022 年

业绩大幅下滑具有合理性。同行业上市公司整体呈业绩下滑趋势，公司 2022 年

度业绩变化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2、结合市场趋势、在手订单、业务开拓、产能规划，随着未来下游行业需

求改善、新产品和新客户开发不断推进，以及募投项目的产能释放，预计未来业

绩持续性下滑的风险较小。 



 

 

 

问题 2  关于毛利率变动 

年报显示，2022 年公司通信及其他电子零组件毛利率为 34.08%，同比减少

8.37 个百分点，其他业务毛利率为 20.95%，同比增加 6.68 个百分点。请公司：

（1）结合具体产品的市场竞争、价格变动、成本费用归集等，说明通信及其他

电子零组件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

差异；（2）说明其他业务的具体构成，毛利率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结合具体产品的市场竞争、价格变动、成本费用归集等，说明通信及

其他电子零组件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

重大差异 

通信及其他电子零组件包含精微屏蔽罩、精密结构件、精微连接器及零组件

三个产品大类，三类产品 2021年度和 2022年度的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收入 收入占比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收入占比 成本 毛利率 

精微屏蔽罩 11,723.39 77.35% 7,506.42 35.97% 15,645.79 78.86% 8,553.87 45.33% 

精密结构件 2,463.16 16.25% 1,929.19 21.68% 3,118.34 15.72% 2,276.85 26.99% 

精微连接器及零组

件 
969.85 6.40% 555.62 42.71% 1,076.06 5.42% 587.41 45.41% 

合  计 15,156.40 100.00% 9,991.23 34.08% 19,840.19 100.00% 11,418.13 42.45% 

由上表可得，精微屏蔽罩产品 2022 年度毛利率 35.97%，较 2021 年度下降

了 9.36个百分点；精密结构件产品 2022年度毛利率 21.68%，较 2021 年度下降

了 5.31 个百分点。上述两类产品毛利率下降是造成通信及其他电子零组件整体

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精微屏蔽罩产品毛利率下降的原因分析 

公司精微屏蔽罩产品 2022年度平均销售单价 0.0801元/个，较 2021年度下



 

 

降了 7.19%，主要系精微屏蔽罩产品下游客户议价能力较强，成熟产品单价呈下

降趋势，导致整体毛利率下滑。 

2021年度和 2022 年度，公司精微屏蔽罩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和成本情况如下

表所示。 

2022 年度 2021年度 

销售额 

（万元） 

销售量 

（万个） 

平均销售

单价 

（元/个） 

平均销售

成本 

（元/个） 

销售额 

（万元） 

销售量 

（万个） 

平均销售

单价 

（元/个） 

平均销售

成本 

（元/个） 

11,723.39 158,608 0.0739 0.0473 15,645.79 195,394 0.0801 0.0438 

精微屏蔽罩产品毛利率变动按客户分析如下： 

客户名称 

2022年度较 2021年度变动影响 

收入占比变动影

响 

销售单价变动影

响 

单位成本变动影

响 
合 计 

客户一 -5.90% -3.02% -0.02% -8.94% 

其他客户 -1.29% -0.04% 0.92% -0.42% 

合  计 -7.19% -3.06% 0.90% -9.36% 

由上表可知，2022 年度精微屏蔽罩产品 9.36个百分点毛利率降幅中，8.94

个百分点系向客户一(精微屏蔽罩产品的主要客户之一)销售产品的相关变动导

致，主要包括产品销量和单位售价下降。 

（二）精密结构件产品毛利率下降的原因分析 

精密结构件产品系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为公司通信及其他电子零组件中的简

单加工制造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较小。2021年度及 2022年度，公司精密

结构件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50%及 8.62%，因此其毛利率变

动对公司未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精密结构件产品 2022年度毛利率 21.68%，

较 2021年度下降了 5.31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精密结构件产品中不同规格型号

超过百种，不同产品间毛利率存在差异，精密结构件产品整体毛利率主要受当期

细分产品销售结构变化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通信及其他电子零组件毛利率变动主要系部分客户产品的销

量和单位售价下降，以及不同毛利率产品销售组合变化引起，具有合理性。 



 

 

（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2年，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同比变动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年毛利率 

毛利率（%） 同比变动（百分点） 

康强电子 15.75 -16.46 

华海诚科 27.01 -7.33 

敏芯股份 25.75 -26.36 

徕木股份 25.74 -2.05 

鼎通科技 35.65 2.52 

同行业公司平均值 25.98 -9.94 

和林微纳 38.97 -4.70 

其中：通信及其他电子零组件 34.08 -8.37 

如上表所示，2022 年同行业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平均同比下降 9.94个百分

点，整体呈下滑趋势。公司 2022 年度毛利率及其变化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

存在重大差异。 

二、说明其他业务的具体构成，毛利率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其他业务主要为包装载带以及模具等非核心技术产品销售，其收入、成

本和毛利率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22年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模 具 945.55 759.90 19.63% 786.84 723.67 8.03% 

载带等辅材 315.56 237.04 24.88% 448.73 335.65 25.20% 

合  计 1,261.11 996.94 20.95% 1,235.57 1,059.32 14.26% 

公司其他业务 2022 年度毛利率 20.95%，较 2021年度毛利率上升了 6.68个

百分点，主要系模具毛利率上升所致：公司模具 2022年度毛利率 19.63%，较 2021

年度毛利率上升了 11.61 个百分点。 

公司根据客户产品图纸设计要求，开发产品相应模具，实现客户产品要求，



 

 

将生产出来的样品交付客户验证合格后，确认模具产品的销售收入。由于模具为

定制化产品，整体毛利率主要受当期模具销售结构变化影响，不同产品间的毛利

率可比性较低。2022 年度，公司其他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4.42%，占

比较低，相关产品毛利率变动对公司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毛利率受行业竞争状况、客户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未来公司的行业

竞争加剧，下游客户需求波动，公司经营业绩及总体毛利率存在进一步下降的风

险。 

三、保荐人核查程序及结论 

（一）核查过程 

保荐人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测试销售与收款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财务核算制度的设计和执

行情况； 

2、访谈相关产品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各类产品的销售特点、客

户分布、毛利率波动情况及其原因； 

3、获取分类别的产品售价及销售数量、成本及费用等变动资料，了解最近

两年公司毛利率下滑的具体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4、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年度报告，了解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情况，并与

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2022年度，公司通信及其他电子零组件毛利率变动主要系部分客户产品

的销量和单位售价下降，以及不同毛利率产品销售组合变化引起，具有合理性，

且毛利率及其变化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2、其他业务毛利率大幅增加主要系模具毛利率上升所致，变动原因具有合

理性，且其他业务收入占比较低，毛利率变动对公司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了解、测试销售与收款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财务核算制度的设计和执

行情况； 

2、访谈相关产品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了解上述产品毛利率波动情况及其

原因； 

3、获取分类别的产品售价及销售数量、成本及费用等变动资料，了解两年

内公司毛利率下滑的具体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2022年度，公司通信及其他电子零组件毛利率变动主要系部分产品销售

单价下降以及不同毛利率产品销售组合变化引起，具有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2、其他业务毛利率大幅增加系模具毛利率增加，变动原因具有合理性。 

 

问题 3  关于存货周转率下降 

年报显示，2022 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6,005.26 万元，同比增长 52.99%，

其中库存商品 2,377.05 万元，同比增长 164.08%，周转材料 799.66 万元，同比

增长 87.53%，发出商品 608.55 万，同比减少 26.76%。2023 年一季度末，存货

账面价值进一步增长至 6,338.17 万元。请公司：（1）列示库存商品主要类别、



 

 

数量、账面余额、计提的减值准备，说明库存商品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

结合库存商品的库龄分布、在手订单、市场需求变化、期后结转情况等，说明

是否存在商品滞销的情形；（3）说明周转材料的具体构成及其大幅增长的原因

及合理性；（4）列示发出商品主要类别、数量、账面余额、计提的减值准备，

结合发出商品存放地点、生产经营周期，说明发出商品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列示库存商品主要类别、数量、账面余额、计提的减值准备，说明库

存商品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末和 2022 年末库存商品主要类别、数量、账面余额、计提的减值准

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别 
2022 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数 量（万个）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数 量（万个）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精微屏蔽罩 8,081.94 449.67 104.96 4,650.79 243.43 42.10 

精密结构件 289.17 135.40 17.21 523.04 227.45 44.27 

精微连接器及零组件 274.07 51.29 2.93 195.45 39.75 1.47 

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645.32 1,888.23 28.84 158.64 504.42 38.33 

其他 12.03 7.16 0.78 21.29 11.46 0.21 

合  计 9,302.53 2,531.76 154.71 5,549.21 1,026.51 126.38 

公司 2022年末库存商品中，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账面价值 1,859.40 万元，

较 2021 年末增加了 298.94%，系公司库存商品账面价值同比涨幅较大的主要原

因。 

2022年末，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产品中，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MPST0061及

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MPST0062 的账面余额为 1,466.49 万元，占 2022 年半导体

芯片测试探针账面余额的比例为 77.66%，系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的主要产品。

2021年末及 2022年末，上述产品的数量、账面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22年 12 月 31日 2021 年 12月 31日 

数量（万个） 账面余额 账面价值 数量（万个） 账面余



 

 

变动幅度 额 

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MPST0061 203.28 752.48 276.78% 58.08 199.71 

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MPST0062 321.94 714.01 386.13% 55.82 146.88 

合  计 525.22 1,466.49 323.12% 113.90 346.59 

上述产品 2022 年末账面余额 1,466.49 万元，较 2021 年末账面余额增加了

323.12%。期末存货主要是根据客户订单、预测需求进行生产计划，储备客户所

需库存商品。半导体行业库存在 2022 年度下半年达到历史较高水平，公司部分

客户库存冗余，需求放缓，相关产品完成生产后截至 2022 年末尚未收到客户发

货要求，导致期末库存有所增长。 

二、结合库存商品的库龄分布、在手订单、市场需求变化、期后结转情况

等，说明是否存在商品滞销的情形 

（一）2022 年末库存商品的库龄情况 

单位：万元 

分  类 一年以内 一至二年 二至三年 账面价值合计 

精微屏蔽罩 337.25 7.46 - 344.71 

精密结构件 64.56 53.63 - 118.19 

精微连接器及零组件 40.21 8.08 0.08 48.36 

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1,843.01 16.39 - 1,859.40 

其他 6.32 0.06 - 6.38 

合  计 2,291.36 85.61 0.08 2,377.05 

2022年末，库存商品一年以内库龄的账面价值 2,291.36万元，占库存商品

账面价值的比例高达 96.40%，因此公司库存商品的整体库龄较小。 

（二）库存商品期后结转情况                                                                                 

单位：万元 

分  类 期末账面价值 2023年 1-5月结转金额 结转比率 

精微屏蔽罩 344.71 233.21 67.66% 

精密结构件 118.19 98.13 83.02% 

精微连接器及零组件 48.36 36.15 74.74% 

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1,859.40 211.45 11.37% 

其他 6.38 5.98 93.65% 



 

 

合  计 2,377.05 584.92 24.61% 

（三）库存商品在手订单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精微屏蔽罩 精密结构件 
精微连接器

及零组件 

半导体芯片

测试探针 
其  他 

在手订单【A】 638.47 2,475.13 121.43 1,389.75 946.55 

平均毛利率【B】 35.97% 21.68% 42.71% 45.52% 20.95% 

在手订单对应存货成本【C=A*(1-B)】 408.81 1,938.57 69.57 757.13 748.27 

2022年末存货 

截至 2023年 5月末余额【D】 
111.50 20.06 12.21 1,647.95 0.40 

覆盖比率【E=C/D】 366.64% 9663.83% 569.74% 45.94% 187068.27% 

截至 2023年 5 月末，2022年末的库存商品尚未完全结转，精微屏蔽罩、精

密结构件和精微连接器及零组件目前在手订单对应的成本均能覆盖其 2022 年末

的剩余库存。 

（四）是否存在商品滞销的情形 

2022年末，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产品中，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MPST0061及

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MPST0062库存较多。针对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MPST0061及

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 MPST0062，公司已积极拓展新客户新需求，并取得了部分

客户的相关验证，目前不存在商品滞销的情形。 

三、说明周转材料的具体构成及其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周转材料主要核算新产品的模具零件。2022年末账面余额 799.66 万元，较

2021年末增长了 87.53%，主要系随着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新产品开发，2022

年度新品项目较多，导致新产品的模具零件余额较 2021年出现增长。 

四、列示发出商品主要类别、数量、账面余额、计提的减值准备，结合发

出商品存放地点、生产经营周期，说明发出商品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末和 2022 年末发出商品主要类别、数量、账面余额、计提的减值准

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别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数 量（万个） 
账面余

额 

跌价准

备 
数量（万个） 

账面余

额 

跌价准

备 

精微屏蔽罩 9,437.23 437.89 34.40 14,900.73 621.45 17.16 

精密结构件 259.35 119.12 38.93 191.87 72.95 3.09 

精微连接器及零

组件 
67.72 32.67 1.99 143.93 62.26 0.85 

半导体芯片测试

探针 
20.84 87.25 0.12 20.30 79.39 0.93 

其它 12.57 7.54 0.49 36.35 16.86 0.03 

合  计 9,797.71 684.47 75.92 15,293.18 852.90 22.05 

公司主要产品自生产、发货至最终客户验收完成的生产经营周期通常为一个

月。发往国内客户的产品主要存放于寄售（VMI）仓库及客户仓库，发往国外客

户的产品主要存放于客户仓库。 

2022 年末，公司发出商品账面价值 608.55 万元，较 2021 年末账面价值

830.85万元减少了26.76%。其中，精微屏蔽罩发出商品2022年末账面价值403.49

万元，较 2021年末账面价值 604.29万元减少了 33.23%，系公司 2022 年末发出

商品账面价值下降的主要原因。 

精微屏蔽罩发出商品分客户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2年 12 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 日 

数 量（万个）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数量（万个）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客户一 8,672.46 334.92 11.62 12,286.19 486.02 1.13 

其他客户 764.77 102.97 22.78 2,614.54 135.42 16.03 

合  计 9,437.23 437.89 34.40 14,900.73 621.45 17.16 

精微屏蔽罩 2022 年末客户一（精微屏蔽罩产品的主要客户之一）账面价值

323.30万元，较 2021 年末减少了 33.33%，主要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外部因素

影响，终端及下游客户整体需求增长乏力，下游消费电子领域市场需求有所下降，

下游客户采购量有所减少，导致 2022年末发往客户一的产品数量有所下降。 

五、保荐人核查程序及结论 



 

 

（一）核查过程 

保荐人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了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了解关于发出商品的控制制度和相

应的执行情况，结合实际存货管理的情况评估其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2、对公司采购和生产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不同产品的生产周期和备

货政策等内容，了解公司产品的生产流程和订单生产情况； 

3、获取公司报告期末存货库龄表和存货跌价计提明细表，复核计提依据和

计算准确性。 

4、获取公司报告期后存货销售结转情况； 

5、获取截至目前存货在手订单情况，分析与报告期末存货的匹配关系。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2022年末公司库存商品中，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账面价值增长系当年末

公司库存商品账面价值同比涨幅较大的主要原因，主要系半导体行业库存在2022

年下半年达到历史较高水平，公司部分客户库存冗余，需求放缓，相关产品完成

生产后截至 2022年末尚未收到客户发货要求导致，具备合理性； 

2、2022年末公司库存商品中，半导体芯片测试探针期后结转率和在手订单

覆盖率相对偏低，其中部分类型产品库存较多，公司已积极拓展新客户新需求，

并取得了部分客户的相关验证，目前不存在商品滞销的情形； 

3、2022年末公司周转材料增长主要系随着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新产品

开发，当年新品项目较多，新产品模具零件余额较 2021年出现增长导致； 

4、2022年末公司发出商品中，精微屏蔽罩账面价值减少系当年末公司发出

商品账面价值下降的主要原因，主要系部分客户产品销量下降导致，具备合理性。 



 

 

六、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了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了解关于发出商品的控制制度和相

应的执行情况，结合实际存货管理的情况评估其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2、对公司采购和生产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不同产品的生产周期和备

货政策等内容，了解公司产品的生产流程和订单生产情况； 

3、获取公司报告期末存货库龄表和存货跌价计提明细表，复核计提依据和

计算准确性。 

4、获取报告期后存货销售结转情况； 

5、获取截至目前存货在手订单情况，分析与报告期末存货的匹配关系。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库存商品和周转材料的增长、发出商品的减少原因客观，均具有合理性，商

品不存在滞销的情形。 

 

问题 4  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 

年报显示，2022 年末公司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余额 1,660.52 万

元，其中因可抵扣亏损确认的账面余额 1,353.80 万元，较期初增加 1,352.69

万元。请公司：（1）说明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对应的经营主体名

称、报告期内主要财务信息，以及产生亏损的主要原因；（2）说明未来期间很

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依据及合理性，相

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一、说明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对应的经营主体名称、报告期

内主要财务信息，以及产生亏损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末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对应的经营主体情况 

1、报告期末，公司合并范围内各经营主体可抵扣亏损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体名称 可抵扣亏损 递延所得税资产 

和林微纳      8,901.37       1,335.21  

UIGreen株式会社         118.79             17.82  

和林贸易              2.86               0.71  

和林科技              0.23               0.06  

合  计      9,023.25       1,353.80  

2、各经营主体 2022年度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项  目 和林微纳 
UIGreen 

株式会社 
和林贸易 和林科技 

营业收入 29,055.21 4.98 - - 

营业成本 17,762.87 6.58 - - 

营业利润 3,792.04 -112.19 -1.91       0.00023  

利润总额 3,783.67 -112.19 -1.91       0.00023  

所得税费用 -164.76 -16.81 -0.48       0.00006  

净利润 3,948.44 -95.38 -1.44       0.00018  

（二）各经营主体报告期内产生亏损的主要原因 

1、和林微纳 

2022年末和林微纳可抵扣亏损计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会计利润总额 3,783.67 



 

 

加：永久性差异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4,673.93 

    2022年第四季度固定资产加计扣除 -331.11 

  其他 108.27 

永久性差异小计 -4,896.77 

加：暂时性差异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9,066.67 

  递延收益-政府补助 1,258.00 

  资产减值准备 48.37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7.98 

暂时性差异小计 -7,788.28 

可抵扣亏损 -8,901.37 

如上表所示，和林微纳 2022年度利润总额 3,783.67万元。根据《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4号）规

定，企业在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

位价值不超过 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此通知所称设备、器具是指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

固定资产。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6号）第一条规定，上述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根据上述政策将 2022年度购进的生产设备在所得税申

报时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本期属于暂时性纳税调减事项，后续年度需将暂

时性差异转回，进行纳税调增。期末公司确认了此类纳税调整事项对应的递延所

得税负债 2,065.70 万元。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公告 2022 年第 16 

号），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

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再按照实际

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公司按照上述政策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4,673.93万元该纳税调减事项系永久性差异，期后不予转回。 



 

 

上述两项抵扣是导致公司形成税务上可抵扣亏损的主要原因。 

2、其他经营主体 

2022年末 UIGreen 株式会社可抵扣亏损计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日元 

项  目 UIGreen 株式会社 

会计利润总额                    -2,237.66  

加：暂时性差异  

  资产减值准备                           65.73  

暂时性差异小计                           65.73  

加：以前年度可抵扣亏损                          -96.91  

可抵扣亏损                    -2,268.84  

汇率 0.052358 

可抵扣亏损（人民币万元）                       -118.79  

UIGreen 株式会社成立于 2021 年，可抵扣亏损系经营亏损。随着公司业务

的不断发展，预计该公司盈利情况将呈现上升趋势，预计未来业绩稳定，目前亏

损可以进行抵扣。 

2022年末和林贸易、和林科技可抵扣亏损计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和林贸易 和林科技 

会计利润总额 -1.91 0.00023 

加：暂时性差异 - - 

  资产减值准备 0.03 - 

暂时性差异小计 0.03 - 

加：以前年度可抵扣亏损 -0.97 -0.23 

可抵扣亏损 -2.86 -0.23 

和林贸易以及和林科技成立于 2021 年，尚未开展业务，由于可抵扣亏损金

额较小，待实际开展业务后，目前亏损预计可以进行抵扣。 

综上所述， 2022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中因可抵扣亏损确认的未经抵销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账面余额 1,353.80万元，较期初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 2022 年度购置



 

 

的部分固定资产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扣除，同时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导致在按照税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相关可抵扣

费用、成本增加，进而形成税务上可抵扣亏损，具有合理性。 

二、说明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的依据及合理性，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一）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 

2022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中可抵扣亏损较期初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 2022

年度购置的部分固定资产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扣除，同时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导致在按照税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相关可抵扣费用、成本增加，进而形成税务上可抵扣亏损。其中，和林微纳母公

司 2022 年因新购置固定资产在按照税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扣除

-9,066.67万元，是导致税法上当期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 

受上述因素影响，2022 年和林微纳母公司会计准则下净利润高于税法上净

利润。随着相关固定资产的收益逐步体现，而税法上对应折旧产生的成本费用已

于当期全额计提，预计未来税法上的净利润将超过会计准则下净利润，未来期间

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二）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的相关规定如

下： 

“第四条 企业在取得资产、负债时，应当确定其计税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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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 

第六条 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 

…… 

第十五条 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应当以很

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22年末未经抵销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及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金  额 占  比 金  额 占  比 

坏账准备 299.50 2.71% 44.93 2.71% 

存货跌价准备 322.62 2.91% 48.39 2.91% 

递延收益 1,258.00 11.37% 188.70 11.37% 

未弥补亏损 9,023.25 81.53% 1,353.80 81.53% 

长期应收款未实现融资收益 4.85 0.04% 0.73 0.04% 

租赁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4.34 1.03% 17.15 1.03% 

内部销售未实现利润 45.42 0.41% 6.82 0.41% 

合   计 11,067.99 100.00% 1,660.52 100.00% 

公司报告期末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由未弥补亏损、递延收益构

成，金额分别为 1,353.80 万元、188.70 万元，占比分别为 81.53%、11.37%，

合计 92.90%。 

对于出现的未弥补亏损，公司评估其未来可以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以未来

可抵扣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公司按照资产、负债

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的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

符合符《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人核查程序及结论 



 

 

（一）核查过程 

保荐人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各经营主体的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了解可抵扣亏损的到期时间； 

2、了解各经营主体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复核相应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是

否准确； 

3、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亏损原因、经营情况、未来发展规划及盈利

预测，分析判断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公司相关经营主体报告期内产生亏损的原因具备合理性； 

2、公司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结论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各经营主体的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了解可抵扣亏损的到期时间； 

2、了解各经营主体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复核相应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是

否准确； 

3、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亏损原因、经营情况、未来发展规划及盈利

预测，分析判断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