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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23       证券简称：翠微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42 

债券代码：188895       债券简称：21 翠微 01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公司 2023 年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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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翠微股份”“公司”）于近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 3405 号）（以下简称《工

作函》），公司就《工作函》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研究核实，现将回复公告

如下： 

问题 1：关于新增退还资金。根据前期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科融通在收

单业务中存在部分标准类商户交易使用优惠类商户交易费率上送清算网络的情

形，已按新要求签署了相关协议，将额外新增涉及资金分批次退还至待处理账户，

预计影响损益约-4 亿元。三季报显示，2023 年第三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3.7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5,803.24 万元。此外，公司于 2019 年收购海科融通 98.2975%股权（系当年

发行股份及现金收购注入），2020-2022 年，海科融通的业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

104.27%、103.85%、102.84%，踩线完成。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公司对海科融通

进行了资产减值测试，确认其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月 31日的可收回金额

为 166,300 万元，发生减值 28,113.08 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本次新增退还资金的会计处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涉

及的会计科目、金额、处理依据等，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2）结合前期海科融通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以及本次新增退还资金的

款项性质和交易背景，说明公司前期关于已完成三年业绩承诺的认定是否恰当。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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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充披露本次新增退还资金的会计处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涉及的会计

科目、金额、处理依据等，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一）手续费差额形成的背景 

海科融通主要从事银行卡收单业务，主要盈利模式为通过 POS 机等终端产

品为银行卡特约商户提供交易资金结算服务，向商户收取收单服务费。结算上，

以向商户收取的手续费为基础，转接清算机构扣除自身收取的交易费用（即通道

成本）后，将剩余手续费支付给收单机构（如海科融通）；收单机构根据与商户

拓展服务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向其支付服务费，另有部分金额直接补贴给终端商

户，最后剩下的净手续费金额为收单机构的收益。根据海科融通 2019-2021 年三

年历史数据测算分析，约 80%手续费金额（扣除通道成本后）分配给了商户拓展

服务机构或补贴给商户，海科融通仅保留约 20%的手续费。 

2016 年 9 月 6 日，国家发改委和人民银行正式实施《关于完善银行卡刷卡

手续费定价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96 费改”），设置标准类、优惠类和公益类

三个商户类别，对优惠类商户在成本侧实行不同程度的优惠。“96 费改”后，广

大商家对低费率低成本的手续费需要强烈，但大量小微商家因为经营形式、经营

场地等限制，难以通过相关资质审核，故支付机构采取将部分标准类商户交易使

用优惠类商户交易费率上送清算网络，让大量小微商户享受更优惠的费率。海科

融通按照行业惯例开展业务，在收单业务中存在部分标准类商户交易使用优惠类

商户交易费率上送清算网络的情形，形成手续费差额。 

（二）前次退还资金的会计处理 

根据国家相关单位调查结果，海科融通于 2022 年 7 月向转接清算机构出具

手续费差额返还《承诺函》，确认需退还资金 6.47 亿元，承诺分批次于 2022 年

支付 1.40 亿元，剩余 5.07 亿元于 2023 年 7 月前支付完毕。海科融通采取将部分

标准类商户交易使用优惠类商户交易费率上送清算网络交易，让大量小微商户享

受更优惠的费率，属于行业惯例。本次手续费差额返还打破了原有行业惯例，属

于行业监管环境发生变化，具有特殊性、偶发性。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会同同行业公司、审计机构进行了充分讨论，最终一致认为应在出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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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差额返还《承诺函》的当期进行会计处理，调整当期损益。 

如前所述，手续费差额并不全部由收单机构获取，而需按约定的结算比例支

付给商户拓展服务机构或补贴给商家。根据海科融通 2019-2021 年三年历史数据

测算分析，约 80%手续费金额（扣除通道成本后）分配给了商户拓展服务机构或

补贴给商户，海科融通仅保留约 20%的手续费。 

本次手续费差额返还，公司除返还自身留存的收益，还超额返还了已分配给

商户拓展服务机构或补贴给商户的部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2008〕43 号公告)的规定，非经

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

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作出正常

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因此，公司区分手续费差额返还的损益性质，

将差额的约 80%作为非经常性损益，计入营业外支出，将差额的约 20%作为经常

性损益，冲减当期营业收入。 

按照上述原则，2022 年度，公司根据 2022 年 7 月出具的《承诺函》（退还

资金 6.47 亿元），进行会计处理如下： 

借：营业收入          13,661.79 万元 

    营业外支出         50,991.21 万元 

   贷：其他应付款            50,653.00 万元 

       银行存款               14,000.00 万元 

（三）本次新增退还资金的会计处理 

2023 年 10 月，按照国家有关部委要求，在前次确定的手续费差额之外，按

不同口径新增确定部分手续费差额返还。根据新要求，海科融通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向转接清算机构出具《承诺函》（退还资金 4.19 亿元），对本次新增手续费

差额返还事项进行确认，并支付相关金额。本次新增退还资金根据不同主管部门

的要求执行，手续费差额的计算口径也存在差异，与前次退还应独立考虑。 

此外，本次新增退还与前次退还的性质类似，公司采用一致的会计处理方式，

即将差额的约 80%作为非经常性损益，计入营业外支出，将差额的约 20%作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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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冲减当期营业收入。在 2023 年三季度，公司根据 2023 年 10 月出具

的《承诺函》，对新增 4.19 亿元返还资金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营业收入          8,857.96 万元 

    营业外支出         33,061.39 万元 

   贷：其他应付款            41,919.35 万元 

综上，公司已就前次资金退还及本次新增资金退还进行了合理的会计处理，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二、结合前期海科融通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以及本次新增退还资金的款项性

质和交易背景，说明公司前期关于已完成三年业绩承诺的认定是否恰当 

根据交易过程中各方签署的协议，业绩承诺方承诺，海科融通于本次交易实

施完毕当年起算三年内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应不低于其收益法评估预测期内对应年度的净利润。若未能实现，业绩承诺

方应按本协议的具体约定向翠微股份进行补偿。 

2020-2022年，海科融通收益法评估预测的净利润（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

联评报字[2020]第245号《资产评估报告》）以及海科融通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收益法评估预测的净利润 17,455.82 20,820.05 23,995.95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27.05 21,562.12 24,678.49 

公司已充分考虑前次手续费差额退还的事项，并按照前述会计处理方式进行

财务处理，海科融通已实现 2020-2022 年度业绩承诺。同时，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就海科融通 2020-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北京海

科融通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

[2021]007442 号、大华核字 12022]008790 号、大华核字[2023]0010622 号），确认

海科融通已实现 2020-2022 年度业绩承诺。 

如前所述，2023 年新增退还资金根据不同主管部门的要求执行，手续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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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计算口径也存在差异，与前次退还应独立考虑。公司结合《企业会计准则》

要求，并保持与前次手续费差额退还一致的会计处理方式，于新增退还当期单独

对本次新增退还资金进行会计处理。本次新增退还资金不会对海科融通前期财务

数据造成影响，不涉及追溯调整海科融通 2020-2022 年度业绩，海科融通已实现

2020-2022 年度业绩承诺的认定恰当。 

 

问题 2：关于第三方支付业务。三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285.95%，系第三方支付业务交易额

减少，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半年报显示，2023 年 1-6 月，海科融通实现营业

收入 13.34亿元，同比增加 1.29%，实现净利润 5,077.18万元，同比减少 148.91%。 

请公司：（1）结合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半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情况，说

明报告期内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交易额减少的原因；（2）结合公司第三方支付业

务经营模式、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业绩，以及公司定价策略、成

本构成等情况，说明第三季度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扣非归母净利润和综合毛利

率同比下滑的原因；（3）结合前述问题以及前次工作函回复的减值测试过程，包

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毛利率等情况，说明海科融通是否存在进一

步减值风险。 

【回复】 

一、结合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半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情况，说明报告期

内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交易额减少的原因 

2023 年 1-6 月、2023 年 1-9 月，海科融通第三方支付业务收入及交易额情

况如下： 

期间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同比增长 

2023年 

1-9月 

2022年 

1-9月 
同比增长 

第三方支付业务

收入（万元） 
133,398.73 131,680.08 1.31% 

209,118.59

（注） 
228,211.07 -8.37% 

交易额（亿元） 7,930.78 9,112.83 -12.97% 11,891.59 13,465.22 -11.69% 

净手续费率 0.17% 0.14% 16.40% 0.18% 0.17% 3.76% 

注：不考虑本次新增退还资金影响。 

海科融通从事银行卡收单业务，其第三方支付业务的收入由银行卡收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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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和净手续费率（商户手续费率扣除通道成本）共同决定，且交易额会受到手续

费率的直接影响。一方面，在增加机具投放和市场营销力度的情况下，收单机构

可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加交易额；另一方面，提高商户手续费会导致商户流失，

降低交易额。因此，收单机构会根据具体市场情况、行业发展趋势、竞争态势等，

积极调整业务拓展策略和定价策略，以实现业务发展目标。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6 月，海科融通基于当时的监管政策、行业态势，持

续加强 POS 机具投放力度，抢占市场份额，新增交易额实现快速增长。2022 年

下半年以来，第三方支付行业监管趋严，海科融通加强合规运营管理，放缓机具

投放力度，并适当提高手续费率，导致交易额出现下降。在交易额、手续费率变

动的双重影响下，2023 年 1-6 月，海科融通出现交易额同比下降，但营业收入仍

同比增长 1.31%；2023 年 1-9 月，由于交易额在第三季度进一步下降，营业收入

同比下滑 8.37%。 

2022 年下半年以来，行业监管形势迅速变化，海科融通以合规稳健经营为

第一目标，持续调整业务发展策略，导致经营业绩出现阶段性波动。长期来看，

海科融通提供的银行卡收单服务是现代商业社会不可或缺的资金转付清算桥梁，

支付业务许可证本身也有其稀缺性。随着监管政策陆续调整到位，各支付机构逐

步适应监管新形势，行业有望重回平稳发展阶段，头部支付机构也有望实现交易

额、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合理增长。 

二、结合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经营模式、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可比公司经

营业绩，以及公司定价策略、成本构成等情况，说明第三季度公司第三方支付业

务扣非归母净利润和综合毛利率同比下滑的原因 

2023 年 1-9 月，海科融通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和综合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9月 2022年 1-9月 同比增长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2,042.13 19,104.78 -36.97% 

综合毛利率 14.99% 19.06% -21.39% 

2023 年 1-9 月，海科融通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综合毛利率出现同比下降，主

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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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监管政策持续调整，企业在适应监管新形势的过程中，经营业绩

有所波动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按照“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

创新监管”的指导思想，坚持“总量控制、结构优化、提高质量、有序发展”的

原则，健全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手段，加大专项治理和执法力度，进一步提升监

管有效性。监管政策的变动将直接影响收单机构的业务发展策略，导致收单机构

经营业绩波动。以 2022 年下半年开展的全行业手续费差额清理为例，事实上打

破了过往行业惯例，重塑行业价格体系，收单机构需要在新的监管要求下逐步调

整市场策略，建立新的市场平衡。 

2023 年 1-6 月及 2022 年同期，同行业可比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的收入、毛

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收入单位：万元 

公司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 1-6月 

拉卡拉 
毛利率 27.55% 25.30% 

支付业务收入 254,098.17 255,472.50 

新国都 
毛利率 28.82% 19.99% 

支付业务收入 133,833.44 165,314.36 

仁东控股 
毛利率 13.64% 16.41% 

支付业务收入 84,981.12 74,273.97 

海科融通 
毛利率 12.80% 20.82% 

支付业务收入 133,398.73 131,680.08 

注：可比公司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告，由于业务分类口径、会计政策等存在差异，毛

利率、收入的绝对额不具有直接可比性，此处重点关注其波动情况。 

第三方支付行业竞争较为激烈，面对行业监管政策变化，行业内企业很难同

时维持支付业务收入增长和毛利率水平稳定，经营业绩呈现一定波动，符合行业

实际情况。各家企业基于市场情况、自身实际等因素，可能在相同时点采取不同

的业务发展策略，进而导致收入与毛利率的变动情况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2023

年 1-6 月，拉卡拉、新国都支付业务毛利率水平同比上升，但收入同比下降；同

期，仁东控股、海科融通毛利率水平下降，但收入同比增长。 

面对新的监管形势，海科融通积极顺应行业发展变化，动态调整业务发展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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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从而导致其经营业绩出现波动，符合行业特点及其经营实际。 

（二）市场竞争充分，业务发展策略需要适应市场变化 

2023 年 1-9 月及 2022 年同期，海科融通交易额、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变动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9月 2022年 1-9月 同比增长 

交易额（亿元） 11,891.59 13,465.22 -11.69% 

营业收入 209,118.59 228,211.07 -8.37% 

营业成本 177,781.03 184,706.68 -3.75% 

其中：分润 153,346.39 165,703.71 -7.46% 

机具摊销 24,434.64 19,002.97 28.58% 

如前所述，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海科融通将不断调整业务发展策略以适应行

业监管形势、竞争形势的变化。从成本构成看，海科融通收单业务的成本包括向

商户拓展服务机构支付的分润和 POS 机具投放后形成的摊销（海科融通在机具

投放后分 36 个月摊销）。相对而言，分润成本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及时与商户拓展

服务机构协商调整，具有一定灵活性；前期，公司根据当时的业务发展策略实施

POS 机具投放后，在未来年度固定摊销，在市场快速变化的情况下，该部分成本

具有相对刚性。 

由上表，2023 年 1-9 月海科融通交易额、营业收入、分润成本等变动趋势基

本一致，但机具摊销成本明显上升，主要系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海

科融通基于当时的监管政策、行业态势，持续加强 POS 机具投放力度，以抢占

市场份额，该部分新增投放的机具导致 2023 年 1-9 月的机具摊销成本同比增加。

2022 年下半年以来，第三方支付行业监管趋严，海科融通加强合规运营管理，放

缓机具投放力度，并适当提高手续费率，导致交易额、营业收入下降，与机具摊

销成本的变动方向出现背离，进而导致海科融通毛利率、净利润同比下滑。 

综上，海科融通在适应新监管形势的过程中，主动进行了业务发展策略调整，

导致出现业绩波动，符合行业特点及其经营实际。同时，海科融通作为持有《支

付业务许可证》（全国范围银行卡收单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其支付业

务许可证的稀缺性没有改变；随着监管政策陆续调整到位，各支付机构逐步适应



9 

 

监管新形势，行业有望重回平稳发展阶段。在行业监管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海科

融通作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合规管理水平较高，风险意识较强，未来有望

进一步巩固自身行业地位，持续提升经营业绩。 

三、结合前述问题以及前次工作函回复的减值测试过程，包括但不限于营业

收入、收入增长率、毛利率等情况，说明海科融通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风险 

2022 年 1-9 月、2022 年和 2023 年 1-9 月，海科融通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

和毛利率情况及其与评估报告预测数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1-9 月 

（不考虑新增

退还影响） 

2023 年预测数 

营业收入 228,211.07 304,026.24 200,260.63 209,118.59 304,901.50 

毛利率 19.06% 18.23% 11.23% 14.99% 14.92% 

收入增长率 32.99% 28.96% -12.25% -8.37% 0.50% 

注：海科融通 2023 年预测数取自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23]第 1198 号《资产评

估报告》。 

本次新增退还资金事件导致海科融通冲减 2023 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8,857.96 万元，对海科融通当期的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毛利率等造成不利影

响。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对海科融通进行评估减值测试，

在《资产评估报告》出具时点尚无法预知本次新增退还资金及其影响，前次评估

减值测试已完成。在不考虑本次新增退还资金影响的情况下，2023 年 1-9 月，海

科融通营业收入为 209,118.59 万元，占 2023 年预测数的 68.59%，收入增长率-

8.37%，略低于评估报告 2023 年全年预测数；同时，海科融通毛利率为 14.99%，

略高于评估报告 2023 年全年预测数。根据海科融通管理层判断，其 2023 年 1-9

月的经营性业绩完成情况处于合理范围内，在不考虑本次新增退还资金影响的情

况下，预计 2023 年可以超额完成《资产评估报告》预测的业绩。 

如前所述，海科融通的牌照稀缺性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在行业监管不断

加强的背景下，有利于头部机构进一步巩固行业地位。2023 年 1-9 月，海科融通

经营性业绩处于管理层合理可预期范围内；不考虑本次新增退还资金影响，海科

融通预计 2023 年可以超额完成《资产评估报告》预测的业绩。海科融通前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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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减值测试已经完成，本次新增退还资金系期后非经营性事项，不影响前次评估

减值测试结果；未来，随着公司加强管理并提升经营业绩，海科融通进一步减值

的风险较小。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