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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所”、“我们”或“申报会计

师”）通过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悉贵所出具的《关于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487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我们会同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圣泉集团”或“公司”)对贵所意见落实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并分

别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论证分析，现将问询函所列问题的落实情况逐条书面回复如

下，请予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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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公司调减前次募投“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高

端电子化学品项目”的投资金额，并将剩余资金用于新建“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

项目”、“年产 3000 吨功能糖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

（1）“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高端电子化学品

项目”投资金额调减的原因，项目实施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2）新建“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年产 3000 吨功能糖项目”的主要考虑及必要性，与公司现

有业务及产品的主要联系区别；（3）公司前次各募投项目的最新实施进度、后续投入

计划，部分募投项目不适用效益测算或未明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的具体原因。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高端电子化学

品项目”投资金额调减的原因，项目实施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1、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 

陶瓷过滤器和冒口生产线最早于 2007 年开始建设，生产技术相对落后，自动化程

度较低，因此发行人拟对其进行自动化改造。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

造及扩产项目募投项目原定拟投资金额 14,414.00万元，截至募投项目变更日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 1,715.45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1）自动化设备技术测试未达预期效果 

由于陶瓷过滤器、冒口行业相对小众，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厂商主要是公司及英国福

士科（FOSECO）对自动化设备有一定需求，其他厂商规模较小对自动化要求不高，因此

行业内自动化设备生产厂家较少，自动化设备一般需特殊定制。在自动化设备厂家实际

定制生产时，由于该类设备生产经验不足，导致设备交付后的实际使用效果和发行人最

初的预期效果差异较大，以过滤器视觉自动检测线为例，在设计阶段发行人预期其检测

13种缺陷的准确率预计可达到 98%以上，但实际使用测试时只能达到 90%左右，大幅低

于发行人预期效果。因此在采购少量自动化设备运行试验不达预期效果后，发行人未再

进行大规模购置。 

（2）自动化设备开发进度未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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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募投项目设计阶段，发行人预期自动化改造阶段的非标定制设备种类较多，包括

自动配料系统、预处理生产线、涂挂烘干生产线、自动上棉机、自动检测包装线、PSM 自

动成型机、MKJ自动成型机、自动包装机、全自动成型机、自动转线系统等众多设备单

元，由于设备定制厂家对此设计经验不足，同时单个设备单元订单金额也相对较小，因

此设备供应商开发动力也不足，进而导致设备开发周期延长，无法即时交付验收，进一

步减缓了本项目投资进度。 

综上，由于相关自动化设备技术测试和开发进度未达预期，发行人在新增了部分自

动化设备后，虽然起到了一定的辅助效果，但较发行人预期效果差异较大，产能也未发

生变化，因此发行人减缓了投入进度。本项目实施环境虽然未发生重大变化，但由于自

动化设备无法达到发行人的预期，且预计短期内达到难度较大，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发行人将“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使用的募

集资金由 14,414.00 万元调减至 1,715.45 万元，调减的募集资金 12,698.55 万元及利

息收入 132.43 万元投入建设“年产 1000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 

2、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 

“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项目产品包括特种环氧树脂、液体酚醛电子树脂、苯氧树

脂和含磷环氧树脂等。该项目拟使用的募集资金 15,230.00万元，截至募投项目变更日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5,440.67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1）部分共用辅助设备及对应的安装工程无需投资 

该项目在实际建设时，对于循环水系统、空压制氮系统、制冷系统、循环系统等共

用设施，经公司评估可以与临近项目已建成的部分共用，因此不再单独建设，节省了对

应的设备采购成本及安装费用。根据公司估计，此部分共用设施可以节省投资成本 1,500

万元左右。 

（2）设备采购成本下降 

本项目生产产品为高端电子级树脂，对设备要求较高，因此在募投项目投资预算时，

发行人以质量更优、标准更高的钛合金材质反应设备进行投资估算，设备购置成本整体

预算高达 9,700 万元。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经过进一步论证，采用不锈钢 316L 材质的

反应设备，可以在满足募投项目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大幅降低建设投资成本，基于经济

环境下行及成本控制的考虑，公司最终选择以不锈钢 316L 材质的反应设备为主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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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购置，截至募投项目变更日，公司实际投入设备购置资金 3,537.83 万元。钛合金市

场钛板价格在 11 万元/吨至 12 万元/吨左右、不锈钢 316L 市场价格在 2.40 万元/吨至

2.60万元/吨左右，若按照钛合金材质标准购置，根据公司初步估计，本项目主要设备

预期采购价格将提高至目前采购价格的 2至 4倍左右。 

除上述主要因素外，本项目部分合同尾款及质保金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募集资

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也是募集资金结余较多的次要原因。 

综上，在经济环境下行的情况下，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公司通过共用部分辅助设

施、替换反应设备材质的方式，降低了本项目投资建设成本。本项目实施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项目建成后，高端树脂产能预计增加 10,800 吨，与募投项目设计时预计增加

产能一致。因此在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决定对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进行结项，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的 4,060 万元投入

建设“年产 3000吨功能糖项目”，3,222.02 万元投入建设“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

项目”，其他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新建“年产 1000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年产 3000 吨功能糖项目”的主要

考虑及必要性，与公司现有业务及产品的主要联系区别； 

1、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本项目计划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聚苯醚是合成树脂的高端细分产品之一，

其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能够满足在潮湿、负载、高温的条件下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

广泛应用于电子电气、汽车工业、机械工业、化工领域。 

随着人工智能（AI），万物互联（IoT），尤其是近来以 ChatGPT为代表的一系列 OpenAI

产品，因其高传输速率、高性能、高功耗等特性，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对于 PCB 板中的覆

铜板材料性能提出进一步要求。聚苯醚（PPO）作为高速覆铜板的主要原材料，在低信号

传输损耗性等级以上的高端服务器领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聚苯醚树脂分子结构中

不含极性基团，具有优良的介电性能、耐热性能，这些优异性能满足高速覆铜板对高频

高速的要求。因此随着高速覆铜板需求的快速增长，聚苯醚（PPO）的市场需求也在迅速

扩大。 

由于聚苯醚在高端服务器的对应的极低信号传输损耗的应用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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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所以随着高端服务器的市场的推进，聚苯醚市场供应愈发紧张。2020 年初以来，

全球新冠疫情对我国高端服务器的高速覆铜板等原材料市场供给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国高端服务器的高速覆铜板产业面临核心原材料断供风险。因此聚苯醚及高速覆铜板

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可以突破高端服务器的高速覆铜板“卡脖子”关键技术，对

我国高端服务器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根据相关行业研究报告预计，2023年至 2025 年，由 AI服务器渗透、CPU服务器升

级带来的 PPO 市场空间分别为 2,416 吨、5,672 吨与 9,251 吨，PPO 市场迎来重要机遇

期。 

（2）与公司现有业务及产品的主要联系区别 

聚苯醚是公司现有产品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的细分产品，也是合成树脂的高端产品

之一。一般来讲，覆铜板（CCL）作为电子电路的基材，是所有电子产品的基础，其通常

由铜箔、玻璃布和树脂三部分组成。根据应用不同，CCL 对树脂的性能要求也不同，一

般都是按照介电性能进行分类，其中：普通电子酚醛树脂、普通电子环氧树脂等市场需

求最大，性能要求相对较低；特殊酚醛树脂、特殊环氧树脂性能相对较高，应用领域也

相对高端；活性酯树脂、BMI 树脂、聚苯醚、碳氢树脂等性能最高，但一般应用于高端

领域，需求也相对较小。 

因此，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是公司对现有合成树脂产品的有效补充，拓

宽了公司树脂产业链领域。 

2、年产 3000 吨功能糖项目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本项目计划年产 3,000吨功能糖，包括 2,000 吨木糖和 1,000 吨稀有功能糖，是公

司两大战略产业中生物质新材料及新能源产业的一部分，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整体经

营规划。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特别是我国已经进入全面老龄化社会,公众健

康问题由家庭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和超体重人群等“三高一

超”人群持续增长。功能糖作为健康产业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全民健康方面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功能糖是减糖、低 GI（血糖生成指数）的天然健康食品，其功能越来越

受到人们青睐。在作为食品直接消费的同时，功能糖还具有广泛的食品工业用途，可以

用于无热量甜味剂、加工肉食及热加工粮食制品中作风味改良剂、肉类香精原料、食品

抗氧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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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艾瑞咨询预计，2023 年我国木糖消费量将达到 9.70 万吨。根据 Data Bridge 

Market Research 数据，2021 年全球木糖市场规模达 17.9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1.89

亿元）。预计 2029年全球木糖市场规模将达到 27.3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85.65亿元），

2022年-2029 年年复合增长率 5.4%。 

本项目建成后，能够实现木糖和稀有功能糖的联产，提高公司木糖和稀有功能糖的

供应能力。 

（2）与公司现有业务及产品的主要联系区别 

公司新建 3000 吨功能糖项目是基于公司生物质产业的发展需要。木糖是生产木糖

醇的主要原料，2022 年之前公司一直专注于木糖生产，将木糖作为原料产品销售给国内

外其他木糖醇生产企业，由于公司不直接生产木糖醇，因此获取使用木糖醇的高价值终

端客户较为困难。2022年公司投产 1.5 万吨木糖醇项目，木糖的自用需求增加，因此为

更好的满足市场需要，同时兼顾公司木糖醇项目生产所需的木糖自给，公司决定投资建

设此项目。 

同时，公司早期曾建有稀有功能糖生产线，但设备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时提

纯浓度较低进而经济效益不佳，同时当时稀有功能糖行业环境一般，因此该生产线设备

被改造为其他功能糖的生产线。近年来，随着市场环境的好转，稀有功能糖市场需求旺

盛，本项目高标准建设 1000 吨稀有功能糖生产线，同时联产 2000 吨木糖，产出的稀有

功能糖可以进一步销售，提高本项目的经济效益。 

（三）公司前次各募投项目的最新实施进度、后续投入计划，部分募投项目不适用

效益测算或未明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的具体原因； 

1、公司前次各募投项目的最新实施进度、后续投入计划 

截至 2023年 7月 18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最新建设进度及后续投入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变更前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变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金

额 

实施进

度 

预计完成

时间 

1 
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

脂配套扩产项目 
91,847.00 91,847.00 91,847.00 90,817.90  98.88% 

2023 年 8

月 31 日 

2 
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

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
14,414.00 14,414.00 1,715.45 1,715.45 100.00% 

2023 年 3

月已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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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变更前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变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金

额 

实施进

度 

预计完成

时间 

扩产项目 并结项 

3 科创中心建设项目 14,551.14 14,551.14 14,551.14 - - 
2024 年 12

月 31 日 

4 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 15,230.00 15,230.00 5,440.67 5,440.67 100.00% 

2023 年 3

月已变更

并结项 

5 补充流动资金 47,941.17 47,941.17 50,588.92 50,588.92 100.00% 已完成 

6 
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

苯醚项目 
16,053.00 - 16,053.00 1,614.23  10.06% 

2024 年 9

月 30 日 

7 
年产 3000 吨功能糖项

目 
4,060.00 - 4,060.00 1,083.17  26.68% 

2024 年 3

月 31 日 

合计 204,096.31 183,983.31 184,256.18 151,260.34   

注 1：变更前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差异 272.87 万元为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净额所

致，其中 132.43万元投入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140.44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注 2：建设进度计算公式为:截至 2023 年 7月 18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变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金额。 

截至 2023年 7月 18日，上述募投项目中：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配套扩产项目

主体已完工并转固，预计 2023年 8月 31日前全部完工并结项；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

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已完成变更并结项；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已完成变更并

结项；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全部完成补充流动资金。 

除上述项目外，科创中心建设项目、年产 1000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和年产 3000 吨

功能糖项目的后续投入计划如下： 

（1）科创中心建设项目 

2020 年至 2022 年，公司考虑经济环境下行等因素下，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物流

运输条件存在不确定性等因素，为提高募集资金利用率，暂缓了短期内无法带来直接经

济效益的科创中心项目，因此该项目进展缓慢。2023 年 3月，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科创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延期，将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至 2024年末。 

该项目已取得立项、环评等批复文件，其后续计划如下：2024 年 3月 31 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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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包括场地平整、土方开挖、地下建筑层施工、地下防水施工、回

填土及基础验收等工作；2024年 9月 30 日前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包括各楼层主体墙、

内墙填充墙、柱梁、板、梯、钢筋、模板砼等施工及主体验收工作；2024年 12月 31日

前完成装饰装修及研发设备安装，包括墙面、地面、吊顶、玻璃幕墙、给排水、采暖、

电气、室外工程等施工，以及研发设备购置安装，并完成最终竣工验收。 

（2）年产 1000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 

年产 1000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6,053.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年产 1000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已取得环评、安评等批复文件，目前正在进行

土地平整施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614.23万元。 

该项目原预计最晚完工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30 日，鉴于聚苯醚市场目前供不应求，

公司决定加快推进该项目建设，并计划 2024 年 3月 31日前开始投产，其后续具体计划

如下： 

主要事项 具体节点 计划完成日期 

建设工程 

基础工程施工 2023.9.30前 

主体工程施工 2023.12.31前 

罐区、外管廊等施工 2024.2.29 前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 

选定设备预定供应商 2023.9.30前 

设备进厂验收 2023.12.31前 

设备完成安装调试 2024.2.29 前 

投产 开始投产 2024.3.31前 

如上表所示，公司计划加快推进该项目建设，并计划于 2024 年 3 月末之前开始投

产，并根据投产期间产品的试生产情况进行竣工验收，最晚竣工验收时点不晚于 2024年

9月末。截至 2023年 7月 18日，公司已与建筑施工公司、设备供应商等进行多次沟通，

并与部分合作单位签署了合作合同，主要如下： 

合同事项 合同金额（万元） 

设备采购合同 2,586.35  

EPC总包合同 2,200.00 

建筑施工合同 1,635.00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35.00 

合计 6,4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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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公司正在积极联系并考察其他供应商，目前正在沟通谈判过程中。 

（3）年产 3000吨功能糖项目 

年产 3000吨功能糖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4,060.00 万元，截至 2023 年 7月 18日

使用 1,083.17 万元，主要为设备采购预付款及前期费用。 

该项目预计完工时间为 2024 年 3月 31日，其后续计划如下： 

主要事项 具体节点 计划完成日期 

建设工程 

基础工程施工 2023.8.31 前 

主体工程施工 2023.10.31 前 

管廊、机电柜等附属施工 2023.12.31 前 

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 

选定设备预定供应商 2023.8.31 前 

设备进厂验收 2023.10.31 前 

设备完成安装调试 2023.12.31 前 

投产及验收 开始投产并竣工验收 2024.3.31 前 

如上表所示，公司计划稳步推进该项目建设，并计划于 2024 年 3 月末之前开始投

产和竣工验收。截至 2023 年 7月 18日，公司已与设备供应商、建筑施工公司等进行多

次沟通，并与部分合作单位签署了合作合同，主要如下： 

合同事项 合同金额（万元） 

设备采购合同 1,536.68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56.00 

合计 1,592.68 

除此之外，公司正在积极联系并考察其他供应商，目前正在沟通谈判过程中，本项

目预计 2024 年 3月 31日前完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综上所述，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均按照实施计划有序推进，上述募投项目进展均在预

计完成时间内，符合预期，项目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部分募投项目不适用效益测算或未明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的具体原因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效益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项目名称 效益实现情况 是否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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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2020 年度

效益情况 

2021 年度

效益情况 

2022 年度

效益情况   

截至 2022

年末累计

实现效益 

预计效益 

1 

酚醛高端复合材料

及树脂配套扩产项

目 

不适用 1,493.47 3,367.24 4,860.71 不适用 

2 

铸造用陶瓷过滤

器、冒口生产线自

动化改造及扩产项

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科创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高端电子化学品项

目 
不适用 不适用 1,069.13 1,069.13 不适用 

5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 
年产 1000吨官能化

聚苯醚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7 
年产 3000吨功能糖

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不适用效益测算的募投项目 

上述募投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均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与具体产品的生产销售

无关，不适用效益测算；科创中心建设项目、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年产 3000

吨功能糖项目尚未完工，未进行生产，不适用效益测算；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

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虽然已投入少部分自动化设备进行自动化改造，但生产线的

产能未发生变化，与具体产品的生产销售亦无直接关联，无法单独测算效益实现情况。 

（2）是否达到预计效益为不适用的募投项目 

上述募投项目中，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配套扩产项目和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是

否达到预计效益为不适用的具体原因为： 

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配套扩产项目主体工程主要分三期建设，一期主体工程已

于 2021 年 3 月转固，二期主体工程已于 2021 年 7 月转固，三期主体工程已于 2022 年

3月转固，截至 2022 年末在建工程余额为 3,891.88 万元，主要是仓库、分离过滤与回

收装置、机电设备安装、管道等安装等附属设施尚未全部完工。 

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主体工程于 2022 年 6月转固，截至 2022年末在建工程余额为

421.07万元，主要是蒸馏设施、冷冻设施、管道、蒸发设施等附属设施尚未全部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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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项目的主体工程于 2022 年完工，但截至 2022年末部分设施尚未完全完工，因

此生产线仅部分投产，由于生产线一般在主体完工后尚需经历一段时间的调试安装、试

生产、改进及产能爬坡等阶段，方能达到连续生产标准状态，因此在未进行生产前无法

进行效益测算；而预计效益为一般为项目全部投产后一个完整年度的效益实现情况，因

此在上述生产线部分投产且未满一个完整年度的情况下，上述项目的效益实现情况无法

与预计效益直接进行比较。 

综上，酚醛高端复合材料及树脂配套扩产项目 2020 年不适用效益测算，2021 年、

2022年度效益实现情况无法与预计效益直接进行比较。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 2020 年、

2021年不适用效益测算，2022年度效益实现情况无法与预计效益直接进行比较。 

二、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我们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管理层及项目负责人员，进一步了解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

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高端电子化学品项目调减投资金额的具体原因，判断其项目

实施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2、访谈发行人管理层及项目负责人员，了解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年产

3000吨功能糖项目建设背景，以及与公司现有业务及产品的主要联系和区别；查询相关

行业研究报告，进一步判断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3、取得募集资金投入明细表、相关合同，了解各募投项目最新实施进度；访谈发行

人管理层，了解各募投项目后续投入计划；访谈发行人财务人员，了解部分募投项目不

适用效益测算、部分募投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为不适用的具体原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铸造用陶瓷过滤器、冒口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及扩产项目”和“高端电子化学

品项目”投资金额调减的原因具有合理性，项目实施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新建“年产 1000 吨官能化聚苯醚项目”和“年产 3000 吨功能糖项目”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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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情况，是公司现有业务的进一步深化； 

（3）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均按照实施计划有序推进，后续投入计划具有可行性，项

目实施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部分募投项目不适用效益测算、部分项目预计效益为不适

用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问题 3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大。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区分产品或业

务类别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金额及具体依据，报告期内不同年

度存货计提比例差异较大的原因；（2）结合产品用途、产品保质期限等情况，说明公司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减值产品相关业务的变化情况，说明相关资产是否存

在减值迹象。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142,112.69 193,040.54 166,725.18 

跌价准备 7,716.34 41,124.00 60,739.82 

账面价值 134,396.35 151,916.54 105,985.36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5.43% 21.30% 36.43%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别为 60,739.82 万元、41,124.00万元和

7,716.34万元，金额相对较大，主要是卫生防护用品、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L-阿

拉伯糖跌价准备计提较多，其中 L-阿拉伯糖属于主营业务中的生物质产品，石墨烯纤维

服饰产业存货属于主营业务中的其他；报告期各期末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36.43%、21.30%和 5.43%，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显著下降，主要系公司存货中卫

生防护用品减少，相应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有所下降所致，具体分析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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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分产品或业务类别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金额及具

体依据，报告期内不同年度存货计提比例差异较大的原因 

1、相关存货类别与主营业务收入的对应关系，采购、存货及成本的勾稽关系情况 

（1）相关存货类别与主营业务收入的对应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合成树脂及复

合材料 
840,643.67 657,003.69 778,545.00 582,037.97 542,475.53 400,529.48 

生物质产品 66,298.80 59,251.27 40,849.87 40,811.45 30,000.14 20,487.29 

卫生防护用品 15,007.85 14,581.66 27,191.86 22,340.43 230,081.44 80,232.95 

其他 22,261.04 17,802.97 22,100.46 16,086.82 21,448.57 16,273.70 

合计 944,211.36 748,639.58 868,687.18 661,276.67 824,005.68 517,523.42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为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生物质产品、卫生防护用品和其他四

类，公司的存货按照主营业务类别划分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合成树脂及复

合材料存货 

账面余额 71,901.68  94,677.88  53,513.15  

跌价准备 1.79  1.93  8.79  

账面价值 71,899.89  94,675.95  53,504.36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0.00% 0.00% 0.02% 

生物质产品存

货 

账面余额 41,108.85  30,277.87  18,403.76  

其中：L-阿拉伯糖 2,420.85 5,988.86 8,497.51 

跌价准备 1,407.17  3,735.86  5,391.34  

其中：L-阿拉伯糖 1,407.17 3,735.86 5,391.34 

账面价值 39,701.68  26,542.00  13,012.42  

其中：L-阿拉伯糖 1,013.68 2,253.00 3,106.17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3.42% 12.34% 29.29% 

其中：L-阿拉伯糖 58.13% 62.38% 63.45% 

卫生防护用品 账面余额 3,793.68  47,441.31  75,7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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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存货 跌价准备 2,722.24  34,171.72  51,753.46  

账面价值 1,071.43  13,269.59  24,038.56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71.76% 72.03% 68.28% 

其他存货 

账面余额 25,308.48  20,643.48  19,016.24  

其中：石墨烯纤维

服饰产业存货 
4,164.00 6,623.51 9,339.28 

跌价准备 3,585.14  3,214.49  3,586.23  

其中：石墨烯纤维

服饰产业存货 
2,806.98 2,609.42 3,058.34 

账面价值 21,723.35  17,428.99  15,430.02  

其中：石墨烯纤维

服饰产业存货 
1,357.02 4,014.09 6,280.94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14.17% 15.57% 18.86% 

 
其中：石墨烯纤维

服饰产业存货 
67.41% 39.40% 32.75% 

合计 

账面余额 142,112.69 193,040.54 166,725.18 

跌价准备 7,716.34 41,124.00 60,739.82 

账面价值 134,396.35 151,916.54 105,985.36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5.43% 21.30% 36.43%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存货跌价主要为生物质产品中的 L-阿拉伯糖、

卫生防护用品和其他产品中的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具体的减值情况详见下文分析。 

（2）采购、存货及成本的勾稽关系 

①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存货 

报告期内，公司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存货的采购、存货及成本的勾稽关系如下： 

项目 公式 

2022 年度

/2022 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月

31日 

期初存货余额 a 94,675.95 53,504.36 46,206.61 

本期采购的材料及服务 b 582,535.01 583,490.02 368,780.19 

本期归集人工成本 c 19,294.31 22,047.55 14,860.31 

本期归集其他费用 d 61,365.51 52,959.05 48,601.72 

其他部门领用的存货（在

建工程、研发及销售等） 
e 28,967.20 35,287.06 24,4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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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式 

2022 年度

/2022 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月

31日 

当年新增减值影响 f - - - 

期末存货余额 g 71,899.89 94,675.95 53,504.36 

营业成本测算 
H=a+b+c+

d-e-f-g 
657,003.69 582,037.97 400,529.48 

营业成本列报 i 657,003.69 582,037.97 400,529.48 

差异 j=h-i - - - 

注 1：期初期末存货金额以净值列式，同时考虑当期新增计提减值的影响； 

注 2：本期采购包括所购原材料、能源及加工服务等；本期归集的其他费用包括当期生

产过程中计入成本的除能源外的制造费用以及销售运费等；其他部门领用的存货包括工

程项目领用、研发领用、其他业务支出及报废和捐赠等。 

②生物质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生物质产品存货的采购、存货及成本的勾稽关系如下： 

项目 公式 

2022 年度

/2022 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日 

期初存货余额 a 26,542.00 13,012.42 9,198.32 

本期采购的材料及服务 b 73,608.18 64,275.67 29,075.19 

本期归集人工成本 c 5,082.48 3,946.42 2,577.96 

本期归集其他费用 d 17,137.18 15,124.63 11,392.51 

其他部门领用的存货（在建

工程、研发及销售等） 
e 23,416.90 29,005.68 18,744.27 

当年新增减值影响 f - - - 

期末存货余额 g 39,701.68 26,542.00 13,012.42 

营业成本测算 
H=a+b+c+

d-e-f-g 
59,251.27 40,811.45 20,487.29 

营业成本列报 i 59,251.27 40,811.45 20,487.29 

差异 j=h-i - - - 

注 1：期初期末存货金额以净值列式，同时考虑当期新增计提减值的影响；生物质产品

中 L-阿拉伯糖存货跌价均在报告期前计提，报告期内无新增计提减值； 

注 2：本期采购包括所购原材料、能源及加工服务等；本期归集的其他费用包括当期生

产过程中计入成本的除能源外的制造费用以及销售运费等；其他部门领用的存货包括工

程项目领用、研发领用、其他业务支出及报废和捐赠等。 

③卫生防护用品 

报告期内，公司卫生防护用品存货的采购、存货及成本的勾稽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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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式 

2022 年度

/2022 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日 

期初存货余额 a 13,269.59 24,038.56 19.21 

本期采购的材料及服务 b 2,886.45 5,156.82 130,313.69 

本期归集人工成本 c 549.05 2,534.73 16,693.52 

本期归集其他费用 d 1,694.23 6,842.42 23,580.35 

其他部门领用的存货（在建

工程、研发及销售等） 
e 2,746.23 2,891.01 2,143.80 

当年新增减值影响 f - 71.50 64,191.46 

期末存货余额 g 1,071.43 13,269.59 24,038.56 

营业成本测算 

H=a+b+c

+d-e-f-

g 

14,581.66 22,340.43 80,232.95 

营业成本列报 i 14,581.66 22,340.43 80,232.95 

差异 j=h-i - - - 

注 1：期初期末存货金额以净值列式，同时考虑当期新增计提减值的影响； 

注 2：本期采购包括所购原材料、能源及加工服务等；本期归集的其他费用包括当期生

产过程中计入成本的除能源外的制造费用以及销售运费等；其他部门领用的存货包括工

程项目领用、研发领用、其他业务支出及报废和捐赠等。 

④其他存货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存货的采购、存货及成本的勾稽关系如下： 

项目 公式 

2022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月

31日 

期初存货余额 a 17,428.99 15,430.02 15,554.42 

本期采购的材料及服务 b 17,403.92 14,294.44 13,947.76 

本期归集人工成本 c 2,675.82 2,214.53 935.89 

本期归集其他费用 d 3,409.43 3,017.41 3,262.54 

其他部门领用的存货（在

建工程、研发及销售等） 
e 1,107.99 1,414.06 1,468.99 

当年新增减值影响 f 283.84 26.53 527.89 

期末存货余额 g 21,723.35 17,428.99 15,430.02 

营业成本测算 
H=a+b+c+

d-e-f-g 
17,802.97 16,086.82 16,273.70 

营业成本列报 i 17,802.97 16,086.82 16,273.70 

差异 j=h-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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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期初期末存货金额以净值列式，同时考虑当期新增计提减值的影响；其他存货中

石墨烯纤维服饰存货跌价均在报告期前计提，报告期内无新增计提减值； 

注 2：本期采购包括所购原材料、能源及加工服务等；本期归集的其他费用包括当期生

产过程中计入成本的除能源外的制造费用以及销售运费等；其他部门领用的存货包括工

程项目领用、研发领用、其他业务支出及报废和捐赠等。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存货及成本之间勾稽一致。 

 

2、分产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金额及具体依据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产品主要有卫生防护用品、生物质产品中的 L-阿拉伯糖、

其他中的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将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进行比较，存

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库存商品、在产品

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

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截至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对于卫生防护用品、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

存货和 L-阿拉伯糖存货已基本停产，均按照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来确定可变现净值。 

（1）卫生防护用品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卫生防护用品存货跌价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3,793.68 47,441.31 75,792.02 

跌价准备 2,722.24 34,171.72 51,753.46 

账面价值 1,071.43 13,269.59 24,038.56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71.76% 72.03% 68.28%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卫生防护用品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 75,792.02万元、47,441.31

万元和 3,793.68万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68.28%、72.03%和 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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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卫生防护用品以口罩为主，2020年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公司卫生防护用品产

品需求量显著提升；随着 2020年生产量的提升，公司 2020 年末卫生防护用品的存货金

额较大。报告期各期末，卫生防护用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较高，主要原因系 2020年

下半年以来随着卫生防护用品市场供应量提升，相关产品的售价显著下降，公司根据期

末的可变现净值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具体政策如下： 

公司卫生防护用品业务的库存商品可分为有订单的存货和无订单的存货。对于有订

单的存货，公司根据合同签订价格对该部分库存商品的可变现净值进行测试。对于无订

单的存货，公司依据产品的市场价格对该部分库存商品的可变现净值进行测试。对于不

同类别、不同销售地区的库存商品，公司通过向大客户询价及查询相应市场电商平台的

公开价格等方式获取产品的市场价格。对于卫生防护用品业务的原材料、周转材料及在

产品，公司按照产成品的销售价格，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作为原材料、周转材料及在产品的可变现净值，并与存货成本进

行比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具体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3,793.68 47,441.31 75,792.02 

预测销售收入 1,165.78 15,985.15 36,855.06 

销售费用 46.68 1,990.23 5,774.73 

税金及附加 19.70 270.15 622.85 

预计可变现净值 1,099.40 13,724.77 30,457.48 

减值金额 2,722.24 34,171.72 51,753.46 

注：卫生防护用品存货减值测试中，存在账面余额减去预计可变现净值小于减值金额的

情况，系由于公司对卫生防护用品存货每一单项进行可变现净值测算，存在个别产品预

计可变现净值大于账面余额的情况，对于此类存货仍按账面余额计量，未计提减值。 

（2）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跌价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4,164.00 6,623.51 9,339.28 

跌价准备 2,806.98 2,609.42 3,0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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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 1,357.02 4,014.09 6,280.94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67.41% 39.40% 32.75% 

报告期内，随着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逐步对外销售，其账面余额逐年降低。报

告期各期末，公司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 9,339.28 万元、6,623.51

万元和 4,164.00万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32.75%、39.40%和 67.41%。 

公司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主要是以石墨烯为原料生产的石墨烯纱线、服饰等产

品，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系对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进行去库存销售。公司每期末将

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进行比较，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具体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4,164.00 6,623.51 9,339.28 

预测销售收入 1,409.02 4,167.89 6,521.58 

销售费用 28.18 83.36 130.43 

税金及附加 23.81 70.44 110.21 

预计可变现净值 1,357.02 4,014.09 6,280.93 

减值金额 2,806.98 2,609.42 3,058.34 

（3）L-阿拉伯糖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 L-阿拉伯糖存货跌价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2,420.85 5,988.86 8,497.51 

跌价准备 1,407.17 3,735.86 5,391.34 

账面价值 1,013.68 2,253.00 3,106.17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58.13% 62.38% 63.45% 

报告期内，随着 L-阿拉伯糖存货逐步对外销售，其账面余额逐年降低。报告期各期

末，公司 L-阿拉伯糖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 8,497.51 万元、5,988.86 万元和 2,420.85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63.45%、62.38%和 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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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L-阿拉伯糖存货为公司生物质产品中的阿拉伯糖产品，由于其库存消化较慢

且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将其单独分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每期末将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进行比较，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具体减值测试过程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2,420.85 5,988.86 8,497.51 

预测销售收入 1,509.86 3,440.82 4,795.25 

预计回执加工成本 244.19 613.54 888.75 

销售费用 226.48 516.12 719.29 

税金及附加 25.52 58.15 81.04 

预计可变现净值 1,013.68 2,253.00 3,106.17 

减值金额 1,407.17 3,735.86 5,391.34 

注：部分阿拉伯糖需通过回置加工后重新包装对外销售，其预计可变现净值=预测销售

收入-预计回执加工成本-销售费用-税金及附加 

（4）其他存货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131,734.16 132,986.86 73,096.37 

跌价准备 779.95 607.00 536.68 

账面价值 130,954.22 132,379.86 72,559.69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0.59% 0.46% 0.73%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除卫生防护用品、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及 L-阿拉伯糖存货外的

其他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 73,096.37 万元、132,986.86 万元和 131,734.16 万元，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0.73%、0.46%和 0.59%。 

公司每期末将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进行比较，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其他存货主要以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存货为主，随着公司生产及销

售规模的扩张，公司主营产品在报告期内销售结转情况较好，大部分其他存货预计可变

现净值大于存货成本，不存在减值迹象。其中部分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具体减值测试过

程如下： 



 

21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月 31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额 13,927.79 10,456.18 6,769.23 

预测销售收入 14,775.15 11,051.78 7,085.86 

销售费用 1,377.60 1,015.81 733.56 

税金及附加 249.70 186.77 119.75 

预计可变现净值 13,147.85 9,849.19 6,232.56 

减值金额 779.95 607.00 536.68 

3、不同年度存货计提比例差异较大的原因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分别为 36.43%、21.30%和 5.43%，计提

比例显著下降，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类别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2022 

年末 

卫生防护用品 3,793.68 2.67% 2,722.24 35.28% 71.76% 

石墨烯纤维服

饰产业存货 
4,164.00 2.93% 2,806.98 36.38% 67.41% 

L-阿拉伯糖 2,420.85 1.70% 1,407.17 18.24% 58.13% 

其他存货 131,734.16 92.70% 779.95 10.11% 0.59% 

合计 142,112.69 100.00% 7,716.34 100.00% 5.43% 

2021 

年末 

卫生防护用品 47,441.31 24.58% 34,171.72 83.09% 72.03% 

石墨烯纤维服

饰产业存货 
6,623.51 3.43% 2,609.42 6.35% 39.40% 

L-阿拉伯糖 5,988.86 3.10% 3,735.86 9.08% 62.38% 

其他存货 132,986.86 68.89% 607.00 1.48% 0.46% 

合计 193,040.54 100.00% 41,124.00 100.00% 21.30% 

2020 

年末 

卫生防护用品 75,792.02 45.46% 51,753.46 85.21% 68.28% 

石墨烯纤维服

饰产业存货 
9,339.28 5.60% 3,058.34 5.04% 32.75% 

L-阿拉伯糖 8,497.51 5.10% 5,391.34 8.88% 63.45% 

其他存货 73,096.37 43.84% 536.68 0.88% 0.73% 

合计 166,725.18 100.00% 60,739.82 100.00% 36.43%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卫生防护用品存货余额分别为 75,792.02 万元、47,441.3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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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 3,793.68 万元，占公司整体存货的比例分别为 45.46%、24.58%和 2.67%；公司卫

生防护用品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别为 51,753.46 万元、34,171.72 万元和 2,722.24 万

元，占公司整体存货跌价准备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85.21%、83.09%和 35.28%，可见公司

2020年及 2021 年末存货跌价主要来自于卫生防护用品。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卫生防护

用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较大且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由于 2020年至 2022年口罩等卫

生防护用品外部市场环境急剧变化所致，随着市场需求减少，公司已逐步停止相关卫生

防护用品的生产，相关存货已逐步清理，截至 2022 年末，卫生防护用品存货的占比已

明显降低。 

报告期各期末，剔除卫生防护用品存货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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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面余额 138,319.01 145,599.23 90,933.16 

跌价准备 4,994.10 6,952.28 8,986.36 

账面价值 133,324.91  138,646.95  81,946.80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3.61% 4.77% 9.88% 

报告期各期末，剔除卫生防护用品存货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9.88%、

4.77%和 3.61%，报告期内随着长库龄存货的消化，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趋于正常。 

整体来说，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率显著下降，主要原因系随着公司跌价计提比

例较高的卫生防护用品存货的销售，卫生防护用品相关存货余额、跌价准备金额有所下

降，同时由于公司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等其他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较低的存货金额有所上

升，导致公司整体存货跌价计提比例有所降低，存在合理性。 

剔除卫生防护用品存货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彤程新材 1.43% 0.00% 0.00% 

宏昌电子 3.31% 3.38% 0.59% 

兴业股份 2.80% 0.17% 0.41% 

平均值 2.51% 1.19% 0.33% 

发行人 3.61% 4.77%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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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高仍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主要原因系： 

公司产品的种类较多，同行业上市公司产品较为单一。除卫生防护用品用品外，公

司的业务涵盖酚醛树脂、呋喃树脂、冷芯盒树脂、环氧树脂等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纤

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生物质化工产品及衍生产品，医药中间体、石墨烯纤维服饰

等其他产品。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主营产品类型如下： 

公司名称 主营产品 

彤程新材 
主要产品为橡胶用酚醛树脂，包括增粘树脂、补强树脂、粘合树

脂等 

宏昌电子 主要产品为电子级环氧树脂、覆铜板、半固化片等 

兴业股份 主要产品为铸造树脂、铸造涂料、固化剂等 

发行人 

除酚醛树脂、环氧树脂、呋喃树脂和冷芯盒树脂（铸造树脂）、

固化剂、陶瓷过滤器等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还有纤维素、半纤

维素、木质素等生物质化工产品及衍生产品、卫生防护用品等其

他产品 

公司的多种存货种类中，个别存货如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L-阿拉伯糖存货跌

价计提金额较高导致整体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的提高。 

若仅以公司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存货与同行业公司对比，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彤程新材 1.43% 0.00% 0.00% 

宏昌电子 3.31% 3.38% 0.59% 

兴业股份 2.80% 0.17% 0.41% 

平均值 2.51% 1.19% 0.33% 

发行人 0.00% 0.00% 0.02% 

公司每年末对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将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进

行对比，绝大部分存货未发生减值，因此仅计提了少量存货跌价。公司合成树脂及复合

材料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主要原因系： 

①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情况较好。报告期内，公司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业务与同

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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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复合增长率 

彤程新材 249,173.98 230,627.29 204,242.98 10.45% 

宏昌电子 300,753.48 443,057.21 248,968.41 9.91% 

兴业股份 177,023.95 195,579.34 144,477.71 10.69% 

发行人 840,643.67 778,545.00 542,475.53 24.48% 

注：发行人以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业务销售收入数据计算，同行业公司以主营业务收入计算。 

报告期内，公司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业务保持稳定增长，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高

达 24.48%，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2021 至 2022年度，在下游需求下降及市场竞争激烈

的情况下，公司对下游市场充分预判并以新产品开发、扩大产品应用领域等策略，依靠

产品优良的性能和公司稳定的供应能力，实现了销售收入的逆势增长，而同行业公司中

仅有彤程新材的销售收入有所上升。 

②公司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产品销售毛利率较高。报告期内，公司合成树脂及复合

材料产品与同行业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彤程新材 23.99% 24.92% 33.51% 

宏昌电子 9.14% 14.58% 16.03% 

兴业股份 14.81% 14.21% 17.12% 

平均值 15.98% 17.90% 22.22% 

发行人 21.85% 25.24% 26.17% 

注：发行人列式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业务毛利率，同行业公司列式公司整体毛利率。 

报告期内，公司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产品盈利情况较好，毛利率分别为 26.17%、

25.24%和 21.85%，虽受到下游需求及市场竞争的影响毛利率略有下降，但仍持续高于同

行业公司均值。 

综上，公司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业务销售情况较好，毛利率较高，在各期末相关存

货不存在大规模的减值迹象，因此减值计提比例较低。对于存在减值迹象的石墨烯纤维

服饰产业存货、L-阿拉伯糖、卫生防护用品存货，公司均计提了充足的存货跌价准备，

导致公司整体存货跌价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存在合理

性。 

4、在产品截至最近一期末期后结转率较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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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中在产品的期后结转及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账面余额 17,573.20 32,145.67 16,955.26 

跌价准备 2,842.61 2,858.67 3,080.31 

账面价值 14,730.59 29,287.00 13,874.95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跌价准备/账面余额） 
16.18% 8.89% 18.17% 

期后结转金额 13,997.96 29,267.51 14,229.99 

未结转金额 3,575.24 2,878.16 2,725.27 

期后结转率 

（期后结转金额/账面余额） 
79.66% 91.05% 83.93% 

注：期后结转计算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在产品余额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结转率分别为 83.93%、

91.05%和 79.66%，公司在产品结转率较低，主要原因系公司部分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

货及卫生防护用品在产品无对应销售订单，未完成生产或对外销售所致。公司对在产品

存货计提了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18.17%、8.89%和 16.18%，主要系对于库龄较长

的在产品进行减值测试，将其可变现净值与账面存货成本进行对比后计提减值。 

报告期各期末，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仍未结转的在产品金额分别为 2,725.27 万

元、2,878.16 万元、3,575.24 万元，其对应未结转的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石墨烯纤维服

饰产业存货 
2,409.87 67.40% 2,410.10 83.74% 2,410.10 88.44% 

卫生防护用品 300.80 8.41% 300.80 10.45% 300.80 11.04% 

其他 864.58 24.18% 167.26 5.81% 14.37 0.53% 

合计 3,575.24 100.00% 2,878.16 100.00% 2,725.27 100.00% 

若去除未结转的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及卫生防护用品在产品的影响，公司报告

期各期末在产品的期后结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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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在产品金额 14,862.53  29,434.77  14,244.36  

期后结转金额 13,997.96 29,267.51 14,229.99 

期后结转率 94.18% 99.43% 99.90% 

注：期后结转计算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报告期各期末，若去除该部分存货影响，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在产品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期后结转率为 99.90%、99.43%和 94.18%，期后结转情况较好。 

公司在产品的期后结转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 

①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 

公司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的在产品主要为通过生物质化工提取的石墨烯纤维

材料及制备的石墨烯纱线、石墨烯粉料以及纤维材料等，此类在产品既可以继续生产也

可以直接对外出售，在报告期期后，此类在产品无销售订单因而继续作为在产品核算，

导致公司在产品期后结转率较低。报告期各期末，对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尚未结转的

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在产品存货的存货跌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账面余额 2,409.87 2,410.10 2,410.10 

跌价准备 1,739.28 1,065.95 777.05 

账面价值 670.58 1,344.15 1,633.05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跌价准备/账面余额） 
72.17% 44.23% 32.24%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对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进行减值测试，以期末的可变现净

值与存货成本进行对比后计提减值，减值计提充分。 

②卫生防护用品 

公司卫生防护用品在产品主要为经过初步加工后的无纺布、熔喷布以及加工后尚未

包装及贴标的口罩等，由于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卫生防护用品市场需求下降，公司已逐

步停止卫生防护用品产品的生产，因此部分在产品期后结转情况较差。报告期各期末，

对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尚未结转的卫生防护用品在产品存货的存货跌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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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账面余额 300.80 300.80 300.80 

跌价准备 269.27 269.27 131.97 

账面价值 31.52 31.52 168.83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跌价准备/账面余额） 
89.52% 89.52% 43.87%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对卫生防护用品存货进行减值测试，以期末的可变现净值与存

货成本进行对比后计提减值，减值计提充分。 

 

（二）结合产品用途、产品保质期限等情况，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卫生防护用品 

（1）产品用途 

公司卫生防护用品主要为一次性熔喷布口罩、KN95级防护口罩等，对有害颗粒物和

病菌具有高效低阻过滤功能，用于民用日常防护。 

（2）产品保质期限 

公司卫生防护用品产品的保质期一般为三年，公司卫生防护用品的库龄及跌价计提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龄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2022 年末 3,793.68 2,722.24 1,071.43 - - 3,793.68 - 

2021 年末 47,441.31 34,171.72 13,269.59 - 47,441.31 - - 

2020 年末 75,792.02 51,753.46 24,038.56 75,787.79 0.04 0.20 3.99 

除 2020年末公司有 3.99万元的存货库龄超过了 3年外，公司报告期各期末无库龄

超过三年的卫生防护用品存货，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卫生防护用品的存货跌价计提比例

分别为 68.28%、72.03%和 71.76%，系公司根据期末的可变现净值与存货成本进行对比

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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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 

（1）产品用途 

公司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主要是通过生物质化工提取的石墨烯纤维材料及制

备的石墨烯纱线、服饰等产品，主要用途为保暖和装饰的衣物、配饰等。 

（2）产品保质期限 

公司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没有明显的保质期要求，均可以继续加工或直接对外

出售，由于部分存货的库龄较长，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在期末对相关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按照存货跌价计提的政策计提了折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龄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2022 年末 4,164.00 2,806.98 1,357.02 - - - 4,164.00 

2021 年末 6,623.51 2,609.42 4,014.09 - 181.81 884.67 5,557.03 

2020 年末 9,339.28 3,058.34 6,280.94 1,722.70 1,898.86 889.26 4,828.45 

公司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库龄集中在三年以上，随着库存的出清报告期各期末

的账面余额有所降低，由于公司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无明显的保质期要求，公司不

存在因超过保质期而报废、损毁的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石墨

烯纤维服饰产业存货跌价计提比例分别为 32.75%、39.40%和 67.41%，系公司根据期末

的可变现净值与存货成本进行对比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3、L-阿拉伯糖 

（1）产品用途 

L-阿拉伯糖是从玉米芯中提取的天然糖类，作为一项重要功能糖，可以在人体小肠

内抑制蔗糖被蔗糖酶分解，从而抑制蔗糖吸收，主要作为代糖替代蔗糖用做甜味剂。 

（2）产品保质期限 

L-阿拉伯糖产品没有明显的保质期要求，根据《食品标识管理规定》（质检总局令

123号）第九条“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可以免除标注保质期”，由于盐和糖能够增加食物

渗透压，让微生物无法生存，公司 L-阿拉伯糖产品存放时间不会影响其食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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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谨慎性，公司在 L-阿拉伯糖产品销售时将其的保质期标注为 2年。对于存放时间较

长可能影响品质的 L-阿拉伯糖，公司可以对其进行回置加工生成新产品以提升其品质。

公司在期末对相关存货进行减值测试，按照存货跌价计提的政策计提了折旧，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龄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2022 年末 2,420.85 1,407.17 1,013.68 - - - 2,420.85 

2021 年末 5,988.86 3,735.86 2,253.00 - - - 5,988.86 

2020 年末 8,497.51 5,391.34 3,106.17 - - 203.81 8,293.70 

注：对于进行包装更换及回置生产的 L-阿拉伯糖，库龄仍按原始库龄披露。 

公司 L-阿拉伯糖存货的库龄集中在三年以上，随着库存的销售报告期各期末的账

面余额有所降低。由于公司可以对 L-阿拉伯糖回置生产和更换包装进行销售，且 L-阿

拉伯糖无明显的保质期要求，公司不存在因超过保质期而报废、损毁的 L-阿拉伯糖存

货。报告期各期末，公司 L-阿拉伯糖存货跌价计提比例分别为 63.45%、62.38%和 58.13%，

系公司根据期末的可变现净值与存货成本进行对比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4、其他存货 

（1）产品用途 

公司的其他存货主要为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及其他生物质产品相关存货，包括苯酚、

甲醇、甲醛、糠醇等原材料以及酚醛树脂、呋喃树脂等多种树脂产品等，用于公司主营

业务产品的生产、销售。 

（2）产品保质期限 

公司的其他存货中对保质期限要求较高的产品主要为酚醛树脂、呋喃树脂等树脂类

产品，此类树脂产品根据产品活性、储存条件的特性不同，保质期主要在 6个月到 12个

月不等，个别液体类酚醛树脂产品的保质期在三个月以内。公司会根据存货的自然属性

和保质期，合理规划库存，对于有保质期的其他存货，公司在保质期内完成主要销售并

提醒客户及时使用，不存在大量产品过期减值的问题，公司除卫生防护用品、石墨烯纤

维服饰产业及 L-阿拉伯糖外其他存货的库龄及跌价计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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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期间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龄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2022 年末 131,734.16 779.95 130,954.22 111,937.90 13,959.70 4,363.00 1,473.56 

2021 年末 132,986.86 607.00 132,379.86 124,551.18 6,006.27 1,141.38 1,288.03 

2020 年末 73,096.37 536.68 72,559.69 68,464.29 2,548.03 935.41 1,148.65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存货的库龄主要集中在一年以内，跌价计提比例分别为

0.73%、0.46%和 0.59%，系公司根据期末的可变现净值与存货成本进行对比后计提，主

要系此类存货周转及销售情况良好，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大部分产品不存在明显的减值

迹象；对于存在减值迹象的产品公司已按照期末的可变现净值与存货成本对比进行减值

测试，对存在减值的产品计提了充分的跌价准备。 

整体来看，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谨慎、充分。 

（三）减值产品相关业务的变化情况，说明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1、卫生防护用品业务 

2020 年，口罩等卫生防护用品市场需求增加，发行人响应政府号召及市场需求加大

了口罩等卫生防护用品业务的产品供应；2020 年下半年以来，口罩等卫生防护用品业务

市场需求显著下滑，公司考虑到卫生防护用品市场供需及价格已恢复到正常水平，已逐

步停止卫生防护用品产品的生产，计划未来在清理现有库存的基础上，采取以单定产的

生产模式来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截至 2022年末，公司所持有的与卫生防护用品相关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末 

账面余额 12,006.03 

累计折旧 5,514.23 

减值准备 5,679.26 

账面价值 812.54 

减值计提比例（以减去折旧后原值计

算） 
84.94% 

截至 2022年末，公司与卫生防护用品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金额为 812.54

万元，占公司整体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比例为 0.22%，占比较低。考虑到卫生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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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不可持续性，公司对卫生防护用品业务相关的生产设备按照 3年期计提折旧，对

其他办公设备如空调、运输设备等按照公司正常会计政策计提折旧。同时公司在报告期

各期末测算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根据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部分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对与卫生防护用品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5,679.26

万元，计提比例为 84.94%，减值计提较为充分。 

2、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 

公司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是公司在生物质化工领域中探索出的产品应用领域之一。

生物质化工的产品分为木质素、半纤维素和纤维素，其中木质素和半纤维素分别应用于

分散剂、代糖等领域，纤维素可用于纸品制备，由于公司以玉米芯为原材料生产的纤维

素聚合度较低，不适合用于生产纸浆，遂公司探索在其他领域应用。2014 年起，公司和

黑龙江大学、青岛大学等合作研发成功了以纤维素为原料制备生物质石墨烯、生物质石

墨烯复合改性粘胶纤维纺丝等工艺，实现了纤维产品的工业化量产，由于石墨烯纤维具

有抑菌、低温远红外、抗静电等特性，公司将其用于功能性服饰和纺织品的生产。由于

产品售价较高等因素，相关存货销售情况不佳，截至 2020 年末存货账面余额 9,339.28

万元。2020年至 2022 年，公司加大产品销售力度，去库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截至 2022

年末石墨烯纤维服饰相关存货账面余额为 4,164.00 万元，跌价计提比例为 67.41%。目

前，公司已停止石墨烯纤维材料的生产，公司新增生物质化工项目主要以植物秸秆为原

材料，其生产的纤维素可以用作制作纸浆、纸品等。 

截至 2022年末，公司所持有的与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相关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末 

账面余额 730.78 

累计折旧 205.88 

减值准备 154.34 

账面价值 370.56 

减值计提比例（以减去折旧后原值计算） 29.40%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与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相关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金额为

370.56万元，占公司整体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比例为 0.10%，占比较低。公司与石墨烯

纤维服饰产业相关的固定资产主要为粗磨、精磨以及浓缩和包装设备等，此类设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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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生物质产品生产车间继续使用；公司生产出生物质石墨烯浆料及粉料后，后续制

备石墨烯纱线及服饰成品的相关工序均为委外加工，不涉及持有专用生产设备，因此公

司持有的相关生产设备不存在大额减值的情况。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对与石墨烯纤维

服饰产业相关的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比例为 29.40%，减值计提较为充分。 

3、L-阿拉伯糖 

L-阿拉伯糖是以玉米芯为主要原材料，将玉米芯中的半纤维素通过水解的方式提取

出来后经过过滤分离、浓缩、结晶、干燥等工艺生产而来，公司有多年的玉米芯相关生

物质产品生产经验，自 2008 年起发展 L-阿拉伯糖产品。由于下游市场需求及订单未达

公司逾期，公司形成了一定长库存的 L-阿拉伯糖产品，截至 2020 年末，L-阿拉伯糖存

货账面余额为 8,497.51万元。2020 年至 2022年，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增强，下游市场

对 L-阿拉伯糖等代糖的需求量有所上升，公司的库存 L-阿拉伯糖实现了较快的销售，

截至 2022年末，L-阿拉伯糖存货账面余额为 2,420.85 万元，跌价计提比例为 58.13%。

根据近两年的销售情况以及对未来 L-阿拉伯糖市场的预期，公司预计后续将继续推进

木糖、L-阿拉伯糖等玉米芯加工产业链产品生产，并持续改进生产工艺以提升产品品质

以满足市场需求。 

截至 2022年末，公司所持有的与 L-阿拉伯糖相关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末 

账面余额 581.95 

累计折旧 552.85 

减值准备 - 

账面价值 29.10 

减值计提比例（以减去折旧后原值计算） - 

公司生产 L-阿拉伯糖的设备多为可用于生产其他生物质产品如木糖醇的通用设备，

多数设备已调整至其他车间供其他生物质产品生产。截至 2022 年末，公司与 L-阿拉伯

糖相关的专用固定资产均已按照 5%的残值率全额计提折旧，账面价值金额为 29.10 万

元，占公司整体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比例为 0.01%，占比较低。因此截至 2022 年末，公

司与 L-阿拉伯糖相关的专用固定资产已全额计提折旧，账面价值较低，不存在减值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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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我们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存货及跌价减值测试明细表，了解发行人存货减值的测试方法及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分析存货金额变动情况、减值计提情况、具体依据及变动原因； 

2、通过访谈发行人管理层及财务人员以及公开渠道查询，了解及分析相关存货的

产品用途、保质期限情况，检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和方法是否合理； 

3、访谈发行人管理层及财务人员，了解减值产品相关业务的发展变化情况，取得

与减值产品相关的固定资产明细表，分析其折旧及减值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发行人在期末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存货的存货成本与可变

现净值孰低法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由于卫生防护用品产品的市场需求波动较大，相关

存货不同年度的账面余额及跌价计提金额变动较大，导致公司不同年度存货计提比例差

异较大，具备合理性； 

2、发行人卫生防护用品主要用于民用日常防护，保质期在三年左右；石墨烯纤维

服饰产业存货和 L-阿拉伯糖无明显的保质期要求；其他存货的保质期根据产品活性、储

存条件的不同主要在 6-12 个月。发行人根据存货的自然属性和保质期合理安排库存及

销售，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谨慎、充分； 

3、公司目前已停止卫生防护用品及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的业务，后续视市场情况

继续推进 L-阿拉伯糖等玉米芯加工产业链产品生产。卫生防护用品资产有减值迹象，减

值计提充分；石墨烯纤维服饰产业资产可用于其他生物质产品生产且部分工序均为外协

加工，相关资产金额较小且减值计提充分；L-阿拉伯糖资产已全额计提折旧，不存在减

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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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济南圣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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