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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36  证券简称：丽人丽妆  公告编号：2023-025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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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人丽妆”

或“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上海丽人

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

函》（上证公函【2023】0739 号）。公司收到上述工作函后高度

重视，立即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职能部门

及年审会计师，组织相关人员准备工作函回复工作。现就相关工

作要求作书面回复如下： 

 

1、关于主营业务经营： 

根据公司年报，2020-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46.00 亿元、41.55 亿元、32.42 亿元，呈现下滑趋势；各期末

存货分别为 8.45 亿元、12.61 亿元、11.23 亿元，占当期总资

产的 27.13%、36.73%、35.30%，近两年存货规模和占比维持较

高水平。2022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 27.06%，减少 9.40 个百分点，

其中公司为了清存货，开展较多分销业务，其毛利率为-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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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行业发展、市场供求状况、竞争格局、

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在营业收入下滑的同时提高存货规模

的原因及合理性；（2）分品牌列示分销业务对应的收入、售价与

成本倒挂情况、期初及期末存货金额、减值计提情况等，并说明

公司上述品牌存货减值计提是否及时、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结合行业发展、市场供求状况、竞争格局、可比公司情况

等，说明公司在营业收入下滑的同时提高存货规模的原因及合理

性； 

 

行业发展、市场供求状况、竞争格局和可比公司情况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环境遇到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冲

击变得复杂、严峻和充满不确定性，消费市场受到明显冲击。 

2021 年，全球供应链各环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世界

各地的物流运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许多工厂因超预期事件

停工。公司合作的品牌方主要为爱茉莉太平洋、皮尔法伯、佳丽

宝等海外化妆品集团，生产原料的工厂基本位于境外，供应链不

稳定给公司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缺货困扰。为减少缺货给公司带来

的影响，以及更好地备战“双十一”大促，公司向各品牌方下了

较多供应链预估单，产生了较多的存货。但 2021 年“双十一”

大促的销量增长未达到预期，导致当年末库存有较大增加。 

2022 年整体消费市场由于受到超预期事件影响出现了一定

程度的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1数据显示，2022 年度我国社会消

                                                        
1
 源自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1/t20230117_18921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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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2%，化妆品类作为可选消费品类，下

降更为明显，同比下降 4.5%。受宏观环境下行的影响，行业竞

争格局更加集中化。头部电商服务商拥有较为稳定的经营结构，

能够保持稳定的服务质量，抗风险能力较强，但头部服务商之间

在存量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作为代运营行业龙头的公司，更是

面临着同业低价竞争、品牌流失的多重压力。 

自 2022 年以来，国际消费市场销售增长乏力，较多国际品

牌均提高了中国市场的业绩指标。为维持和品牌方的关系，公司

虽持续与品牌方商议降低采购指标，但仍难以维持库存与销售等

比例下降。同行业公司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可比公司的库存周

转天数从 2020年到 2022年均有提高，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比例

也有所上升。 

2020 年-2022 年各可比公司商品销售业务的存货周转天数

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单位：天 

周转天数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22年增/(减) 2021 年增/(减) 

丽人丽妆 187 148 86 26% 72% 

青木股份 180 106 84 70% 26% 

凯淳股份 170 144 93 18% 55% 

宝尊 163 117 106 39% 10% 

壹网壹创 132 155 73 (15%) 112% 

若羽臣 132 134 120 (1%) 12%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库存商品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22 2021 2020 2022

年增

/(减) 

2021

年增

/(减) 

存货

原值 
跌价准备 

存货原

值 
跌价准备 

存货原

值 

跌价准

备 
计提比例 

丽人丽妆 129,678  (17,367) 134,310  (8,190) 92,395 (7,880) 13% 6% 9% 7% (3%) 

青木股份 14,891  (421) 6,546  (83) 6,357 (62) 3% 1%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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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淳股份 16,789  (2,991) 15,765  (786) 12,468 (210) 18% 5% 2% 13% 3% 

宝尊 107,803  (13,504) 118,085  (10,728) 112,555  (9,951) 13% 9% 9% 4% 0% 

壹网壹创 30,793  (292) 18,092  -  8,604  (175) 1% 0% 2% 1% (2%) 

若羽臣 19,874  (521) 31,306  (753) 26,843  (553) 3% 2% 2% 1% 0% 

 

上述表格列示的数据可见，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周转天数普遍

增加，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普遍提高，公司存货周转变慢的趋

势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的增高趋势在行业平均范围内，与行

业总体保持一致。 

 

营业收入下滑的同时提高存货规模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公司对于整体消费市场预期较为乐观，为应对超

预期事件下物流的不确定性，且考虑到品牌方对经销商仍有较为

充足的营销预算，公司进行了一定的备货，未主动缩减库存。2022

年以来，消费市场增长乏力，品牌方对经销商的支持也有所减少。

全球消费下行的市场环境下，公司与品牌方均背负了更多的业绩

指标压力。公司虽积极与品牌方商议降低采购指标，但出于维持

与品牌方的良好合作关系，公司也陆续提前采购部分产品，导致

存货周转进一步减缓，部分库存积压。 

综上，2021年的乐观预期以及 2022年品牌关系维系进行的

提前采购是造成公司营业收入下滑但存货规模维持较高水平的

主要原因。 

自 2023 年起，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变化积极与品牌方进行

协商，严格控制采购规模，持续加强库存管理，逐步降低库存。 

 

（2）分品牌列示分销业务对应的收入、售价与成本倒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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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及期末存货金额、减值计提情况等，并说明公司上述品牌存

货减值计提是否及时、充分。 

 

分销业务对应的收入、售价与成本倒挂情况 

2022 年，按品牌列示的分销业务收入、售价与成本倒挂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销业务 
2022 年度 

分销业务收入 分销业务成本 售价与成本倒挂情况 

品牌 1 5,288 5,288 - 

品牌 2 210  539  (329)  

品牌 3 611  915  (304)  

品牌 4 72  334  (262)  

品牌 5  193  433  (240)  

品牌 6  13  179  (166)  

品牌 7  40  164  (124)  

品牌 8  72  178  (106)  

品牌 9  1,211  1,240  (29)  

品牌 10  1,931  1,944  (13)  

其他无倒挂情况的品牌 3,752   3,497   255 

总计 13,393  14,711  (1,318)  

注：上表列示的分销业务成本已抵扣品牌方补贴 

 

期初及期末存货金额及减值计提情况 

公司存货按照单个产品进行管理，同一产品可通过电商销售

业务或分销业务对外实现销售，分销业务售价通常低于电商销售

业务的售价。部分产品在分销业务下出现了售价与成本倒挂的情

况，但在电商销售业务中一般没有倒挂。 

2022 年期初及期末按品牌列示的存货金额及减值计提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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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品牌 
2022.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1.12.31 

存货原值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原值 存货跌价准备 

雪花秀 35,687  (7,101) 42,004  (1,433) 

雅漾 13,570  (688) 16,536  (310) 

芙丽芳丝 12,324  (559) 13,148  (288) 

施华蔻 10,120  (395) 8,838  (155) 

吕 7,840  (414) 5,722  (92) 

前五大品牌小计 79,541 (9,157) 86,248 (2,278) 

剩余品牌 6  5,176  (129) 2,054  (52) 

剩余品牌 7  4,839  (308) 6,244  (22) 

剩余品牌 8  4,481  (2,567) 2,761  (100) 

剩余品牌 9  4,380  (317) 2,072  (91) 

剩余品牌 10  3,331  (106) -  -  

其他  27,930  (4,783) 34,931  (5,647) 

合计 129,678  (17,367) 134,310  (8,190) 

 

售价及成本倒挂品牌的存货减值计提的及时性和充分性 

(1) 公司的存货跌价计提政策、频率及测算的具体过程 

公司每季度末进行存货跌价准备的测算和计提，计提方法具

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跌价准备计提标准 

2022 年 12月 31日 2021 年 12月 31日 

存货原值 跌价准备 存货原值 跌价准备 

a 对残次品单项全额计提减值 1,100  (1,100)   1,155 (1,155) 

b 分产品，按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 40,838 (10,256) 5,425 (3,530) 

c 以产品类别的不同库龄组合为基础按比例计提减值 87,740  (6,011)   127,730 (3,505) 

合计 129,678 (17,367) 134,310 (8,190) 

a、公司首先对残次品全额计提跌价准备。公司日常存货管理时

将无法销售的破损存货识别为残次品，在存货系统中单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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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纳入盘点范围。于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残次品全额计提跌价

准备。 

b、在对残次品全额计提减值后，分品牌比较售价减去估计的合

同履约成本和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即：可变现净值）

和账面成本，按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账面成本的差额计提跌价准

备。 

c、最后，结合过往不同产品品类的销售经验，以化妆品、食品、

百货以及医疗健康类四大品类的库龄组合为基础，按比例计提跌

价准备。 

(2) 售价及成本倒挂的品牌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及时性与

充分性分析 

公司通常只有在产品销售不及预期，出现滞销并导致存货积

压或效期临近时才会大幅降价分销，进而出现售价及成本倒挂的

情况。2022 年，按品牌列示的分销业务下存在售价与成本倒挂

的品牌主要为品牌 2、3、5、9、10 其中：品牌 2 和品牌 5 的部

分产品系滞销后降价分销，针对其 2022 年年末尚未分销完毕的

存货，公司已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了减值；

品牌 3和品牌 9涉及部分效期临近产品的分销，品牌本身并无滞

销迹象，针对年末效期临近的存货，公司已以库龄为基础全额计

提了减值；品牌 10 系考虑到天猫超市平台流量可以促进销量提

升，公司以略低于成本价销售以期与天猫超市平台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其他品牌分销完毕后 2022年末基本已无存货余额。 

公司建立了销售业绩定期复核机制和存货管理的内部控制。

每月，销售部门都会按照品牌汇总销售月报，结合当月销量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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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活动计划，比较分析在手库存情况。特别是在大促之后，公司

会对大促销售和存货结存情况进行全面的复盘分析，识别潜在的

滞销产品，确定后续销售策略，及时把握销售和库存的实际情况

和销售策略的调整信息，及时识别减值迹象。另外，公司制定了

相关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结合产品的实物状态、售价和成本

倒挂情况和库龄情况，定期系统全面地分析存货跌价风险，及时

充分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在按品牌进行售价和成本倒挂情况分

析时，公司将产品月末存货系统数或年末盘点实盘数及最新可变

现净值金额与会计记录中账载数量及金额相核对，确保分析和计

算的完整性。用于计算可变现净值的售价，按照最新的售价策略

进行调整。因此，公司对上述售价及成本倒挂的品牌商品的跌价

准备计提是及时和充分的。 

 

年审会计师意见： 

基于我们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

没有发现公司上述有关存货减值问题的回复中与财务报表相关

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公司管理层获得

的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2、关于存货减值损失： 

根据公司年报及前期资产减值公告，公司存货项目账面余额

为 12.97 亿元，同比减少 3.45%，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1.74 亿

元，同比增加 112.05%，公司存货减值项目主要为库存商品中的

化妆品，公司根据库龄及滞销风险等因素对其计提减值，其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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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增计提 1.59 亿元，转回或转销 0.68 亿元，2021 年公司

存货跌价计提 0.60 亿元，转回或转销 0.57 亿元。请公司补充

披露：（1）结合品牌方退换货政策、公司存货管理制度等说明公

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2）分品牌列示存货产品品类、库

龄、金额、减值准备等，并说明公司存货减值测试具体过程；（3）

分品牌列示存在滞销风险的产品的品牌名称、期初及期末账面余

额、账龄情况、期初及期末跌价准备金额等，并结合库龄情况、

品牌市场价格及销量表现、减值迹象出现时点、品牌方退换货政

策等，说明相关存货减值损失计提的及时性和合理性；（4）

2021-2022 年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情况、跌价准备的

计提时间、转回或转销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结合品牌方退换货政策、公司存货管理制度等说明公司的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与品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中，通常约定了品牌方供应商

品的交付标准，例如入库商品的包装及效期要求。通常在品牌方

将商品运送至公司指定地点且经公司签字验收后，视为对商品的

控制已经转移，除商品质量问题或不达合同约定的入库效期要求

外，无其他退换货条款。对于非质量问题换货，例如新品上市需

要更新库存等情况，需与品牌方进行商业谈判，并需获取品牌方

的特殊审批。因此，公司独立承担滞销的存货风险，在制定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政策时上述合同条款予以了充分的考虑。 

公司管理存货时，根据存货的状态，将存货分为良品及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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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残次品主要为客户退货后无法二次销售的商品）；良品及残

次品在仓库中分开摆放管理；公司每年对存货至少进行一次全

盘，良品及残次品全部纳入盘点范围中，盘点结果与库存系统数

量核对，盘盈盘亏被调查并及时入账处理。公司对于残次品单项

全额计提减值。公司监控不同品牌的产品销售情况及存货周转情

况，及时识别出有滞销风险的存货，并在季度末的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计算时予以充分关注。对于有滞销风险的存货，若公司降价

促销，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时，公司会将该降价因素考虑到

可变现净值的估计中。除此之外，针对正毛利率销售的良品，公

司以库龄为基础估算销售可能性，以化妆品、食品、百货以及医

疗健康类四大品类的库龄组合为基础，按比例计提跌价准备。该

存货计提政策基于公司历史经验制定，并持续一贯地采用。 

 

（2）分品牌列示存货产品品类、库龄、金额、减值准备等，并

说明公司存货减值测试具体过程； 

 

分品牌列示存货产品品类、库龄、金额、减值准备的情况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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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品牌 存货原值 0-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13-15 月 16-18月 19-21月 22-24月 25-30月 
31个月

以上 

减值 

情况 

库存商品 

雪花秀 35,687 22,725  950  8,877  2,332  668  46  22  7  48  12  (7,101) 

雅漾 13,570 6,405  4,864  1,682  306  243  10  15  29  16  -  (688) 

芙丽芳丝 12,324 11,146  83  470  62  201  10  182  155  11  4  (559) 

施华蔻 10,120 6,402  2,442  822  26  335  41  1  4  47  -  (395) 

吕 7,840 3,392  2,034  1,903  254  257  -  -  -  -  -  (414) 

前五大品牌小计 79,541 50,070 10,373 13,754 2,980 1,704 107 220 195 122 16 (9,157) 

品牌 6 5,176 4,823  288  26  25  12  -  1  -  1  -  (129) 

品牌 7 4,839 2,818  314  901  319  455  17  15  -  -  -  (308) 

品牌 8 4,481 67  52  607  2,097  1,151  395  68  8  36  -  (2,567) 

品牌 9 4,380 2,692  76  865  370  166  46  162  -  2  1  (317) 

品牌 10 3,331 1,400  1,767  164  -  -  -  -  -  -  -  (106) 

品牌 11 2,981 1,628  1,353  -  -  -  -  -  -  -  -  (73) 

品牌 12 2,515 1,404  585  414  33  64  3  1  2  8  1  (107) 

品牌 13 2,040 483  181  186  231  382  335  170  72  -  -  (502) 

品牌 14 2,010 1,716  42  120  46  79  1  1  1  3  1  (65) 

品牌 15 1,836 11  226  811  20  3  268  211  11  148  127  (618) 

品牌 16 1,601 522  669  23  6  209  5  3  164  -  -  (218) 

品牌 17 1,430 1,225  12  76  4  106  -  4  -  3  -  (53) 

品牌 18 1,291 1  3  206  455  369  257  -  -  -  -  (304) 

品牌 19 1,220 178  19  57  60  673  135  76  19  1  2  (332) 

品牌 20 1,092 236  30  289  36  10  130  357  -  4  -  (314) 

品牌 21 1,013 928  12  21  4  4  41  -  3  -  -  (42) 

品牌 22 797 139  12  43  40  37  21  16  6  74  409  (624) 

品牌 23 780 64  -  2  104  407  135  29  39  -  -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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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24 620 4  -  162  137  315  2  -  -  -  -  (133) 

品牌 25 559 11  2  -  -  -  -  -  -  -  546  (547) 

其他品牌 1,680 458  229  186  168  115  162  30  36  122  174  (563) 

库存商品小计 125,213 70,878 16,245 18,913 7,135 6,261 2,060 1,364 556 524 1,277 (17,367) 

在途物资 33 33  -  -  -  -  -  -  -  -  -  -  

发出商品 4,432 4,432  -  -  -  -  -  -  -  -  -  -  

合计 129,678 75,343  16,245  18,913  7,135  6,261  2,060  1,364  556  524  1,277  (1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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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如第一大题回复所

述，公司分三步进行存货减值测算： 

具体如下： 

第一步：对残次品全额计提减值准备。2022年12月31日，残次

品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品品类 品牌 
2022 年 12月 31日 

存货原值金额 

截止 2022年 12月 31

日跌价准备余额 

化妆品 露华浓 465 (465) 

化妆品 芙丽芳丝 192 (192) 

化妆品 雅漾 117 (117) 

化妆品 雪花秀 112 (112) 

化妆品 馥绿德雅 105 (105) 

 其他 109 (109) 

合计 1,100 (1,100) 

第二步：获取良品存货清单，与账面记录核对一致后，结合最

新的销售月报和厘定的销售策略，剔除战略性品牌补贴促销的情

况，按产品匹配上主要渠道的最新预期零售价或分销价，零售渠道

以最新月份平均售价为参考，分销渠道以最新分销报价为参考，并

扣减预计的履约成本和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考虑预计的供应商

价格补偿后计算可变现净值，将其逐一与存货结存单价进行比较，

对于存货结存单价高于可变现净值的产品，按两者差额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该部分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品品类 品牌 
2022 年 12 月 31日 

存货原值金额 
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化妆品 雪花秀 35,575 (6,989) 

化妆品 美妆品牌A 4,419 (2,549) 

百货 服饰品牌B 694 (609) 

医疗健康 隐形眼镜品牌C 15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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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0,838 (10,256) 

第三步：对于剩余良品，分不同的产品品类，以不同的库龄组

合为基础，按比例计提跌价准备。 

 

（3）分品牌列示存在滞销风险的产品的品牌名称、期初及期末账

面余额、账龄情况、期初及期末跌价准备金额等，并结合库龄情况、

品牌市场价格及销量表现、减值迹象出现时点、品牌方退换货政策

等，说明相关存货减值损失计提的及时性和合理性； 

 

如(一)中所回复的公司存货管理制度，公司每月通过销售月报

的方式监控不同品牌的产品销售情况，分析和讨论销售表现和在手

存货情况，及时识别出有滞销风险的存货品类并制定应对策略。通

常，针对滞销存货，公司会进行降价促销或分销清货(即为(二)中

的第二步)。根据(二)中第二步“分产品，按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的库存商品分品牌列示的品牌名称、期初及

期末账面余额、期初及期末跌价准备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品牌 
2022.12.31 2021.12.31 

原值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值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雪花秀 35,575 (6,989) 28,586 42,004 (1,433) 40,571 

美妆品牌A 4,419 (2,549) 1,870 2,761 (100) 2,661 

服饰品牌B 694 (609) 85 2,249 (1,303) 946 

隐形眼镜品牌C 150 (109) 41 134 (6) 128 

合计 40,838 (10,256) 30,582 47,148 (2,842) 44,306 

 

上述 (二)中第二步“分产品，按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提减值”的库龄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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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产 品 品

类  
品牌 

2022年 12

月 31日存

货原值 

存货分库龄原值金额 

1-6 

月 

7-12 

月 

13-18 

月 

19-24

月 

25-30

月 

31个月

以上 

化妆品 雪花秀 35,575 23,592 11,182 710 29 62 -  

化妆品 美妆品牌 A 4,419 60 2,736 1,514 73 36 - 

百货 服饰品牌 B 694 159 9 32 22 72 400 

医疗健康 
隐形眼镜品

牌 C 150 1 25 124 - - -  

合计 40,838 23,812 13,952 2,380 124 170 400 

 

产 品 品

类  
品牌 

2021年 12

月 31日存

货原值 

存货分库龄原值金额 

1-6 

月 

7-12 

月 

13-18 

月 

19-24

月 

25-30

月 

31个月

以上 

化妆品 雪花秀 42,004 40,684 631 677 11 1 -  

化妆品 美妆品牌 A 2,761 2,308 453 - - - -  

百货 服饰品牌 B 2,249 453 98 216 711 500 271 

医疗健康 
隐形眼镜品

牌 C 134 134 - - - - -  

合计 47,148 43,579 1,182 893 722 501 271 

 

雪花秀 

雪花秀是韩国化妆品品牌，在国内有较大的市场规模，是公司

长期主打代理品牌。2020-2022年度，雪花秀旗舰店的销售数据如

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万件 

时间 商品交易总额 (含税金额且未扣除退货影响) 商品交易量 

2020年度  143,590  286 

2021年度  142,869  315 

2022年度  57,910  256 

2020-2021年，雪花秀旗舰店销售情况平稳，2021年商品交易

量较 2020年涨幅达 10%，稳中有升。在宏观经济环境存在多重不确

定性的情况下，虽然由于其他渠道尤其是跨境渠道产品增加影响，



16 

 

雪花秀旗舰店销售额占淘系大盘比例有一定下降，但雪花秀旗舰店

依然保持较为稳定的销售规模，因此于 2021 年底，公司对于 2022

年雪花秀旗舰店的销售预测比较乐观，并据此购货储备。 

2022年，我国宏观经济因多重超预期的影响，以化妆品为代表

的可选消费品市场冲击较大，消费者购物习惯出现一定的变化，消

费者会选择更具性价比的渠道或产品导致雪花秀旗舰店销售额占

淘系大盘比例继续下降。同时，由于品牌方的营销推广预算重新分

配，导致公司运营的雪花秀天猫渠道业务收入大幅下降，远未达预

期。公司于当年大幅缩减进货金额，进货额同比下降 63%，但仍存

在库存积压问题。为减少库存压力并与其他渠道竞争，公司与品牌

下调旗舰店的销售价格，在 2022 年四季度以较大力度折扣进行促

销，以促进品牌在正品渠道的正常销售。促销折扣后的销售价格低

于采购成本，出现减值迹象。于 2022 年末，对雪花秀残次品全额

计提了 112 万元减值；对于剩余良品，公司按照 2022 年末预期商

品售价(包括考虑提升天猫渠道竞争力下调价格的影响)减去估计

的合同履约成本和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估计可变现净值，按单项

产品计提了 6,989 万元的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已占到 2022 年年末

存货原值的约 20%。 

 

美妆品牌A 

美妆品牌 A 成立于 2003 年，是韩国某化妆品集团旗下的护肤

化妆品品牌。 

2021年，公司与美妆品牌 A签订经销合同，独家代理 A品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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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洁面类产品。洁面因其使用群体广泛且频率高成为一个高市场份

额的品类。公司基于此，并结合其他品牌类似产品的销售经验及市

场数据预测，认为 A 品牌的该洁面系列及基础护肤品在未来几年有

较大的增长空间。为抢占该细分市场的份额，公司亦在 2021 年投

入了大量种草费促进该品牌产品的销售，期望 2022 年销售的会有

显著提升。于 2021 年，公司在手存货产品效期良好，售价远高于

账面成本，不存在跌价迹象。公司采用库龄法对该品类存货进行了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该品牌 2021-2022年度的销售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万件 

时间 商品交易总额 (含税金额且未扣除退货影响) 商品交易量 

2021年度 3,496 80 

2022年度 2,659 61 

2022 年初，公司基于前期判断和推广费用的大量投入，预计

2022 年的 6.18 将实现大卖，因此向品牌方采购备货。但因不可预

见的宏观环境下行影响，2022 年的销售不仅未实现预期的显著提

升，反而出现下降趋势，加上日趋严重的其他渠道价格冲击，该品

牌销量较 2021 年下降 24%，与预期的高速增长背道而驰。2022 年

末，公司在手库存 4,450 万元，按 2022 年的存货周转速度推测，

部分商品将无法在效期内实现销售。为了降低损失，公司决定以较

大折扣力度在平台商铺及第三方分销商进行清货。A 品牌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低于成本价，出现跌价。于 2022 年末，公司按照最新的

预计可变现净值与存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2,549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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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品牌B 

公司于 2019 年开始与服饰品牌 B 签订经销合同，合作采购该

品牌服装，并于公司经营的天猫旗舰店销售。于 2021 年末，该品

牌自有官网对较多商品降价，为不影响公司经营的天猫旗舰店的销

售，公司参考官网价格对旗舰店的产品售价进行了下调。在 2021

年末存货减值测算时，公司按可变现净值测算了减值金额，计提了

1,303万元的减值。 

2020-2022年，B品牌的销量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万件 

时间 商品交易总额 (含税金额且未扣除退货影响) 商品交易量 

2020年度 2,977 28 

2021年度             1,991  16 

2022年度                885  7 

 

因宏观经济下行，顾客消费习惯发生改变，同时由于 B品牌产

品品类、款式较为单一，2022 年新品推出较少，该品牌在 2022 年

的销售进一步下滑，公司决定对剩余商品以更低的价格进行分销，

按照最新的分销售价重新估计了可变现净值，进一步提高了跌价准

备拨备的比例。 

 

隐形眼镜品牌C 

隐形眼镜品牌 C 于 2021 年 7 月开发成功，开始销售。2021 年

年末销售伊始，未出现跌价迹象。2022年受消费下行等外部环境影

响，销售不及预期，C 品牌的库存余额约为 150 万元，库龄大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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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的占总存货的 83%，存货周转天数达 1,147 天；公司决定缩

减表现不佳的品牌规模，将剩余存货低价清货。公司根据最新销售

价格计算可变现净值，按照高于账面成本的差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综上，公司结合存货库龄情况、品牌市场价格及销量表现、减

值迹象出现时点，对存在滞销风险的存货及时且充分地计提了跌价

准备。 

 

（4）2021-2022 年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情况、跌价准

备的计提时间、转回或转销的原因。 

 

2022年情况 

公司每年清理报废残次品和过效期的商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日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8,189万元，于 2022年 12 月 31日转

出 6,753 万元，其中因报废残次品和过效期的商品转出 2,759 万

元，因销售出库转销 3,995万元，无存货跌价转回情况。 

2021年情况 

于 2020年底，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880万元，于 2021年

12 月 31 日转出 5,722 万元，其中因报废存货转出存货跌价准备

1,283万元，因销售出库转销 4,439万元，无存货跌价转回情况。 

 

年审会计师意见： 

基于我们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没

有发现公司对于上述存货减值相关问题的回复中与财务报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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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公司管理层获得的

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3、关于其他应收款减值损失： 

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3.51 亿元，同比减少 

9.47%，坏账准备余额 0.66 亿元，同比增加 0.49 亿元，主要为

本年单项计提类别新增计提金额 0.56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

列示前五大欠款方的单位名称、与公司及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款项性质、期初及期末余额、具体账龄结构、减值计提金额；

（2）列示账龄超过六个月的其他应收款的欠款方名称、交易背景、

信用期、交易对方信用状况、期后回款情况等，并说明相关减值计

提是否充分；（3）具体列示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具体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单位名称、关联关系、交易背景、期末余额、减

值计提金额、历次发生时间及金额、信用期政策、逾期后支付情况

等，结合上述问题说明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及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列示前五大欠款方的单位名称、与公司及控股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款项性质、期初及期末余额、具体账龄结构、减值计提

金额； 

 

前五大欠款方单位名称、与公司及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款项性质、具体账龄结构、减值计提金额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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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名称 性质 
2022年 12月

31日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余额总额比例 
坏账准备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爱茉莉太平洋贸易

有限公司 

品牌方代垫款 3,427  三个月以内 9.77% (17) 

否 

品牌方代垫款 692  三至六个月 1.97% (12) 

品牌方代垫款 3,421  六至十二个月 9.76% (181) 

品牌方往来款 52  三个月以内 0.15% -  

品牌方返利 297  三个月以内 0.85% (2) 

皮尔法伯(上海)化

妆品贸易有限公司 

品牌方代垫款 4,780  三个月以内 13.63% (24) 

否 
品牌方代垫款 14  三至六个月 0.04% -  

品牌方代垫款 7  六至十二个月 0.02% -  

品牌方代垫款 6  一至二年 0.02% (2) 

杭州明馥科技有限

公司 

品牌方往来款 2,000  六至十二个月 5.70% (2,000) 
否 

品牌方往来款 1,854  一至二年 5.29% (1,854) 

佳丽宝化妆品 (中

国)有限公司 

品牌方返利 2,429  三个月以内 6.93% (12) 
否 

品牌方代垫款 1,394  三个月以内 3.98% (7) 

支付宝(中国)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支付宝可用余额 2,492  三个月以内 7.11% (12) 
否 

店铺保证金 269  三个月以内 0.77% (2) 

合计 23,134    65.97% (4,125)   

 

 

（2）列示账龄超过六个月的其他应收款的欠款方名称、交易背景、

信用期、交易对方信用状况、期后回款情况等，并说明相关减值计

提是否充分；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超过六个月的其他应收款的欠款方名

称、交易背景、信用期、交易对方信用状况、期后回款情况列示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名称 交易背景 信用期 
信用

状况 

期末余

额 

坏账准

备 

期后回款 

(2023年1月1

日至 2023年 5

月 31日) 

杭州明馥科技有限公司 应退产品采购款 不适用 差 3,854  (3,854)  -  

爱茉莉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 应收供应商补贴 于收到发票 良好 3,421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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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天内支

付 

上海麦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应退产品采购款 不适用 差 1,837  (1,837)  -  

其他 
应退供货保证金、应结

算切店款项等 
  817 (623)  28  

合计 9,929  (6,496)  28  

 

杭州明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明馥”） 

杭州明馥成立于2015年，旗下的锐度品牌是在上海创立的国货

男士护肤品牌，品牌创立之初主要在屈臣氏、大润发等线下渠道销

售，后开展线上销售。 2015-2018年期间，锐度在男士洗护行业中

表现优异，2017年曾取得过国货男士品牌天猫销量第一名的成绩。

随着竞争日趋激烈，杭州明馥希望进一步提升锐度产品线上销售

额，拟与专业公司进行合作，而公司亦寻求拓展男士品牌市场以完

善品牌战略地图。2020年底，双方签署了《锐度品牌总经销合作协

议》，公司采购锐度品牌化妆品进行销售。公司重视与杭州明馥的

合作，对男士产品市场有所期待，在产品开发上向杭州明馥提出了

一系列的要求。为老品备货及新品采购，公司根据预估的采购量向

杭州明馥预付了采购款。截至2021年年末，杭州明馥交付了部分老

品，新品尚在开发中，已预付但尚未交付商品的预付账款余额为

1,854万元。2022年初，结合2021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

年同期增长16.4%，其中化妆品类同比上升17.9%2的总体宏观环境，

公司对于2022年的化妆品销售情况依然保持积极态度。公司计划通

过进一步拓展“锐度”男士品牌市场，寻求新的收入增长点，因此

与杭州明馥达成了新的意向，要求继续升级“锐度”系列产品，并

                                                        
2
 源自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2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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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竞争力，公司另行付款2,000万用于购买新产品。同时约定若

无法于2022年11月前交付全部新产品，则杭州明馥应将其名下品牌

资产抵偿给公司。后因2022年市场需求变化迅速，杭州明馥在开发

新产品上受挫，未如期交付产品，且鉴于老产品销售疲乏，产品迭

代速度缓慢，杭州明馥无法找到收入增长点，锐度全渠道销售骤降，

经营陷入困境，无法偿还公司上述款项，故双方签署债务重组协议，

约定以杭州明馥旗下的所有品牌资产抵偿所欠货款。经历2022年宏

观环境的变化，锐度全渠道销售骤降，该商标价值较低。为谨慎起

见，公司对杭州明馥的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爱茉莉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茉莉”)  

根据公司与爱茉莉的合作协议，在某些促销活动中，公司给予

终端消费者较大折扣，爱茉莉同意向公司支付此类促销活动补贴。

公司在促销活动完成时，确认应收供应商补贴款，并冲减成本。爱

茉莉在收到公司发出的结算通知单时通过商品来结算该补贴。公司

收到爱茉莉发来的用于结算的商品后，确认存货并冲减其他应收

款。由于公司目前库存备货充裕，公司暂未要求爱茉莉结算该补贴，

爱茉莉同意在本公司要求结算时及时发货结算。于2022年末，应收

爱茉莉其他应收款超过六个月余额主要为品牌吕尚未结算的促销

补贴款3,382万元。公司鉴于品牌吕系列产品库存仍处于较高水平，

为保持库存商品效期，主动减缓了结算进度。公司与爱茉莉合作多

年，对方信用状况良好，且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信用损失的情况。公

司按照外部评级法，对该项其他应收款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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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积极与爱茉莉沟通，对该款项结算方式变更(例如通过现金

进行结算)的可行性进行协商。 

 

上海麦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麦芃”) 

2020-2022年，公司对上海麦芃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减值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时间 原值 减值准备 净额 

2020年 12 月 31日 5,138  (1,115) 4,023  

收回款项 (2,990)   

2021年 12 月 31日 2,148  (637) 1,511  

收回款项 (311)   

2022年 12 月 31日 1,837  (1,837) -  

于2019年，公司开始与上海麦芃合作，采购 “凡客”品牌的

服装服饰。服装行业通常需要为下一季生产产品锁定原材料及面料

而预付货款。2020年初超预期事件爆发后，凡客未能按计划安排生

产，服装行业整体销售量也在下滑。公司与上海麦芃协商后决定不

再继续生产，并经公司内部审批，与麦芃签订了还款承诺函。上海

麦芃承诺对截止2020年12月31日的预收采购款5,138万元予以全额

退回。因此，公司将该笔预付款项转为其他应收款核算，并于2020

年末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了减值。 

2021年，公司实际收回2,990万元。2021年年末，公司根据预

期信用损失模型对剩余应收款项重新评估了可回收金额。根据上海

麦芃2021年12月签署的还款计划，约定上海麦芃应于2022年2月、6

月和12月分别归还150万元、1,000万元及998万元。然而，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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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麦芃未严格按照还款计划还款，公司在2022年实际仅收回311

万元。 

于2022年10月，上海麦芃发生股权变更，原凡客品牌公司相关

负责人员均退股，上海麦芃无进一步还款意向。公司与对方沟通多

次未得到有效回复。于2022年12月，公司向上海麦芃发出公函催款，

并于2023年1月委托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向麦芃发出律师

函，均未得到回复。因此，公司于2022年末，对剩余未收回的1,837

万元款项全额计提了减值。公司目前正与麦芃接洽，商谈可能的资

产抵偿方案。 

综上所述，公司在评价其他应收账的预期信用损失时，充分考

虑了欠款方的信用状况、交易背景、信用期等因素，计提的减值具

备合理性。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计提的会计政策未进行

调整，具有一致性，公司其他应收款的信用减值计提是及时、充分

的。 

 

（3）具体列示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具体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单位名称、关联关系、交易背景、期末余额、减值计提金额、

历次发生时间及金额、信用期政策、逾期后支付情况等，结合上述

问题说明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及时。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相关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 

名称 

关联

关系 
交易背景 信用期政策 

逾期后支

付情况 
款项性质 

账龄

结构 

期末原

值 

坏账准

备余额 

杭州明馥 否 应退采购款 不适用 未支付 品牌方往 7个月 3,854  (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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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款 -2年 

上海麦芃 否 应退采购款 不适用 未支付 
品牌方往

来款 
2-3年 1,837  (1,837)  

其他 否 
   

品牌方往

来款 

1个月

-2年 
601 (601) 

合计 6,292  (6,292)  

杭州明馥和上海麦芃相关款项情况请参见第三大题第(二)问。

其他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款项金额不重大。 

 

年审会计师意见： 

基于我们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没有

发现公司对于上述其他应收款相关问题的回复中与2022年度财务

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2022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公司管理层

获得的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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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预付款项： 

年报披露，公司预付款项期末账面余额 1.57 亿元，余额前

五名的预付款项总额 1.19 亿元，占比 75.42%，账龄均为一年以

内。请公司补充披露：（1）具体列示预付款项前五名的具体名称、

信用状况、关联关系、交易背景、付款时间及比例、期末余额、

结算周期等，说明是否存在未及时结算的情况；（2）结合品牌方

供货协议、公司采购政策等，说明公司采用预付方式进行交易的

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具体列示预付款项前五名的具体名称、信用状况、关

联关系、交易背景、付款时间及比例、期末余额、结算周期等，

说明是否存在未及时结算的情况； 

 

预付款项前五名的具体名称、信用状况、关联关系、交易背

景、付款时间及比例、期末余额、结算周期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供应商名称 
信用

状况 
关联关系 交易背景 

付款时间及

比例 

期末

余额 
结算周期 

是否存在未及

时结算情况 

爱茉莉太平洋

贸易有限公司 
良好 非关联方 

预付款项主要为2022年

12月的雪花秀换货挂款

（注1）约4,500万元，悦

诗风吟的换货挂款约130

万元，剩余主要为悦诗风

吟和吕等品牌的正常预

付采购货款。 

换货转挂款

以及付款时

间均为2022

年1-12月，

详见下附表

一 

5,975 

先款后货，

确 认 收 到

货 款 后 的

七 个 工 作

日内发货。 

均已于期后到

货，不存在未

及时结算的情

况。 

 

汉高(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汉高”) 

良好 非关联方 

为施华蔻2022年12月预

付2023年1月的订货款，

应收品牌方款项转货款

形成预付（注2）。 

应收品牌方

款项转预付

货款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730 先款后货 

均已于期后到

货，不存在未

及时结算的情

况 

杭州阿里妈妈 良好 存在关联 主要为2022年底预付的 其 中 1,330 1,407 主 要 为 预 不存在，均在



28 

 

软件服务有限

公司 

关系，是

对本公司

有重大影

响的股东

之子公司 

2023年雅漾全年品专充

值1,330万元，及其他站

内推广费用充值余额。 

万预付品专

付款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剩余金

额为其他站

内推广费用

充值未消耗

完 毕 的 余

额。 

充 值 的 品

专 及 其 他

站 内 推 广

费。 

期后根据店铺

运营需要正常

消耗，详见附

表二 

浙江阿里巴巴

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 

良好 

存在关联

关系， 

对本公司

有重大影

响的股东

之子公司 

主要为店铺充值的推广

账户余额。 

均为店铺一

年内充值的

推广费未消

耗完毕的余

额。 

395 

主 要 为 推

广 账 户 充

值。 

不存在，均在

期后根据店铺

运营需要正常

消耗，详见附

表二 

佳丽宝化妆品

(中国)有限公

司 

良好 非关联方 
主要为KATE 2022年12月

预付的采购货款。 

付款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49 

先款后货，

确 认 收 到

货款的7个

工 作 日 内

完成发货。 

均已于期后到

货，不存在未

及时结算的情

况 

 

注 1:对于现款后货的采购发生换货时，公司将需要替换的商品送达品牌方指定仓库后，借记预付款

项，贷记库存商品。当更换后的货物送达公司时，借记库存商品，贷记预付款项。于 2023 年上半

年，公司对雪花秀品牌库存商品除换货外无进货，换货主要原因为更新新上市产品。 

 

注 2:公司在促销活动完成时，确认应收供应商补贴款计入其他应收款，并冲减成本。对于应收汉高

的补贴款，可以用于后续采购商品款的抵扣，当公司向品牌方开具红字通知单时，公司借记预付款

项，贷记其他应收款。当公司收货入库时，借记库存商品，贷记预付款项。 

 

附表一：预付款项付款时间及比例列示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供应商名

称 
总金额 

1个月以内 1-3个月 4-6个月 7-9个月 10-12个月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爱茉莉太

平洋贸易

有限公司 5,975 1,158 19.38% 4,809 80.49% -  -  -  -  8 0.13% 

汉高（中

国）投资有

限公司 3,730 3,730  100.00% -  -  -  -  -  -  -  -  

杭州阿里

妈妈软件

服务有限

公司 1,407 1,407  100.00% -  -  -  -  -  -  -  -  

浙江阿里 395 268 67.85% 111 28.10% 3 0.76% 1  0.25% 12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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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通信

技术有限

公司 

佳丽宝化

妆品（中

国）有限公

司 349 349 100.00% - - - - - - - - 

合计 11,856  6,912 58.30% 4,920  41.50% 3 0.03% 1 0.01% 20 0.16% 

 

附表二：期后站内推广消耗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供应商名称 总金额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

31日消耗情况 
未消耗部分的原因 

杭州阿里妈妈软件

服务有限公司 1,407 613  系雅漾2023年6-12月品专摊销费用 

浙江阿里巴巴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 395 358 店铺按需决定推广充值的使用 

合计 1,802 971  

如上述表格所列示，公司前五名的预付款项不存在未及时结

算的情况。 

 

（2）结合品牌方供货协议、公司采购政策等，说明公司采用预

付方式进行交易的原因。 

 

从采购政策上看，公司对供应商有严格的审核，就支付条款

进行谈判时要求尽可能获得信用期或一定的信用额度。 

品牌方是公司最主要的供应商，与品牌方供货协议中约定的

结算方式最终取决于与品牌方谈判的结果。品牌方供货协议需要

副总经理的审批，并向总经理汇报。对于规模较大、信用较好且

长期稳定合作的大品牌集团，如爱茉莉集团、汉高集团及佳丽宝

集团等，由于品牌方处于谈判的强势方，公司通常会同意先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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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的预付结算条款。预付环节，财务专员复核预付账款相应的支

持文件，由业务总监、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依次审批。每季度

末，应付会计跟踪预付账款到货情况，若逾期未到货，识别出减

值风险，则提交至财务总监审阅，以判断是否应当终止采购并将

预付款转入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通常，品牌方在大促（如 6.18

和双 11）前会给予公司临时的大促账期或者银票结算选择来缓

解公司大额进货带来的短期资金压力。对于规模较小的品牌，公

司谈判时会尽可能争取较长的信用期或较高信用额度，减少预

付。另外，对于阿里巴巴和阿里妈妈大型知名平台方，店铺运营

方先充值后消耗是行业惯例，公司的充值额可以在一年内消耗完

毕。 

综上，上述公司采用预付方式的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 

 

年审会计师意见： 

基于我们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

没有发现公司对于上述预付款项相关问题的回复中与 2022 年度

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公

司管理层获得的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

一致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