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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西藏天路            股票代码:600326           编号:临 2018—11 号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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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 4月 16日，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藏天路”）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西藏天路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32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问

询函》关注事项予以回复并披露。公司高度重视，于 2018年 4月 17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

露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交所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

公告》（临 2018-08号），并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内容进行了逐项复核与分析，现

回复公告如下： 

第一，关于年报披露质量。公司年报中出现如毛利率较上年变化百分点数据异常、现

金流变动原因描述不当、担保总额占净资产比例数据缺失等多处明显问题。（1）请公司

严肃认真地梳理、核对年报全文并做相应修订，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同时请核实相关更正

是否对公司年度财务报表数据的准确性产生影响；（2）公司随年报同时提交的审计报告

中并未附有已审财务报表及附注，请公司补充披露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全文，并逐

项核对审计报告中的相应数据是否有误；（3）请公司说明导致相关错误的原因，及与之

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否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4）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

意见，并说明对于公司年报出现多处错误的情况，在审计过程中是否已勤勉尽责。 

回复： 

一.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了《西藏天路 2017 年年度报告》。期

后，公司与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全面梳理核查。经核查，《公

司 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毛利率较上年变化百分点数据异常、现金流变动原因描述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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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总额占净资产比例数据缺失等共计 10 项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根

据其形成原因、性质进行逐一分析核实后，对《2017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修订，并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了《西藏天路 2017 年年度报告的

更正公告》（临 2018-07）和《西藏天路 2017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公司同时披露

了《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

更正公告（临 2018-07号）的说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在说明中明确提出：公司此次信

息更正“不影响已发表审计意见类型”。 

二. 

公司将于本公告同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西藏天路 2017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天运【2018】审字第 90352 号）全文。经逐项

核对，已审会计报表附注中“十、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1）金融工具分类信息-金融

负债分类”和“34应付账款—（2）账龄超过 1年的重要应付账款）账龄超过 1年的重要

应付账款”披露错误。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临 2018-07 号）的说明》，说明

中明确提出：公司此次信息更正“不影响已发表审计意见类型”,并在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的审计报告中对上述两处错误予以更正。 

三. 

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上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制定了《西藏天路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自成立以来，公司对日常信息及定期报告披露过程中始终严格执行上述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相关规定，以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

准确性和合规性。 

通过认真梳理与分析，造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财务相关信息披露更正的原因

为：公司虽然建立健全了较为完善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但在内控制度的实际执行过

程中，因个别财务人员工作不细致、不认真，更新数据时财务人员与年审会计师之间沟通

审核不及时，造成了《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的部分财务信息录入错误或未能及时更新，

从而出现信息披露错误。 

《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部分财务数据披露错误与公司 2017年度相关的财务报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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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披露并无直接对应关系。同时公司就上述财务数据披露错误事项及相关更正情况与年

审会计师进行了充分沟通，年审会计师已明确上述事项“不影响已发表审计意见类型”。

因此，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部分财务数据披露错误不会影响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

制度的有效性。本次更正，反映出公司在财务基础管理、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信息披

露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下一步，公司将引培并举，持续加大财务、信息披露专业人员

的培养力度，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和奖罚机制，狠抓制度执行力，同时进一步加强与会计师

事务所的沟通，全面提升公司财务基础管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 

四. 

上述《西藏天路 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错误事项除已审会计报表附注中“十、

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1）金融工具分类信息-金融负债分类”和“34 应付账款—（2）

账龄超过 1年的重要应付账款）账龄超过 1年的重要应付账款”披露与财务报表附注一致

外，其他是由于公司财务人员信息录入错误形成；《西藏天路 2017 年年度报告》部分财

务数据披露错误与公司 2017 年度相关的财务报告编制和披露并无直接对应关系。 

会计师于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前已取得构成《西藏天路 2017年年度报告》的相关信息，

并详细阅读，在《西藏天路 2017 年年度报告》中拟披露的相关信息与会计师已审计财务

报表之间不存在不一致事项和可能影响会计师已发表审计意见类型的其他信息。公告后会

计师从公开网站获得《西藏天路 2017 年年度报告》并阅读，发现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与

已审财务报表附注不一致现象。会计师与公司进行逐一核对并查找错误原因，经核实形成

差错的原因为公司财务人员在填制年度报告时，财务人员与会计师沟通、数据衔接不及时，

信息录入错误。公司已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要求于 2018 年 4月 17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了

《西藏天路 2017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临 2018-07号）和《西藏天路 2017年年度报

告（修订版）》，同时披露了《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西藏天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临 2018-07 号）的说明》。 

会计师在公司 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严格执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的规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获取了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

况以及 2017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同时会计师在审计

过程中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21 号—含有已审计财务报表的文件中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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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对公司 2017 年度公告的中期报告等其他信息进行了详细阅读，在阅读其他信息

时未发现与财务信息不一致的其他信息。 

基于上述，会计师在公司 2017年度年报审计过程中勤勉尽责的执行了各项审计程序，

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为已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

同日刊登在上交所网站上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意见》。 

第二，关于分季度经营数据。报告期内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基本与前两季度的水平

保持一致，但该季度实现的净利润却呈显著下降，仅为上一季度净利润的 1.5%。（1）请

公司具体分析第四季度收入与净利润明显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逐项列示相关影响事项

及会计处理；（2）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及公司一贯采用的会计政策，是否涉

及前期报表的会计差错调整。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 

公司 2017 年第四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06 万元，2017 年第三季度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94.32万元。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基本与报告期内前两季度的

水平保持一致，但该季度实现的净利润下降，仅为上一季度净利润的 1.5%。其中第四季

度与三季度经营数据对比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 变化值 变化比例 

营业收入 105,702.84 101,538.20 4,164.64 4.10% 

营业成本 79,835.53 67,452.02 12,383.51 18.36% 

管理费用 13,254.36 7,105.90 6,148.46 86.53% 

资产处置收益 -3,141.07  -3,141.07 -100.00% 

净利润 6,843.23 24,004.45 -17,161.22 -71.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6.06 12,894.32 -12,708.26 -98.56% 

第四季度公司净利润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为：第四季度建筑板块收入冲回、建材板块

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增加、年末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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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板块收入冲回 

公司建筑板块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异常变动的主要原因：公司承建的“区直行政事业单

位周转房一期工程”项目于 2010年 7月 14日开工，于 2010年 11月完成基础工程。但在

继续施工过程中因建设用地受军方空域限制及军用光缆线未迁移等因素影响，在开挖基础

和完成部分基础浇筑后，按照业主要求自 2010 年 11 月 15 日起停工。经多方沟通协调，

项目于 2011年 9月 21日复工建设，于 2012年 8 月 25日完成主体验收，于 2013年 10月

16 日完成竣工验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和公司的《建造合同实施细则》

的规定，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确定的预计合同总收入为 30,168.05 万元，预计

合同总成本为 32,329.12 万元。公司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1、公司建筑施工收入相关会计政策 

天路公司建筑施工项目的收入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和《天路公司建造

合同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1）合同总收入的构成及确认依据： 

    初始金额确定：建造承包商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最初商定的合同总金额。 

变更金额：合同变更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构成合同收入： 

1）客户能够认可因变更而增加的收入； 

2）该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 

索赔金额：索赔款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构成合同收入： 

1）根据谈判情况，预计对方能够同意该项索赔； 

2）对方同意接受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奖励：奖励款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构成合同收入： 

1）根据合同目前完成情况，足以判断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能够达到或超过规定

的标准； 

2）奖励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对上述收入按照业主结算或者竣工决算报告确认施工合同收入。 

2、项目具体会计处理过程 

（1）原合同内收入会计处理 

“区直行政事业单位周转房一期工程”公司与业主单位于 2010年 6月签订施工合同,

合同总金额 20,168.05 万元,工程于 2013 年 10 月完成竣工验收,业主主管部门于 2014 年

1月批准合同变更为 30,168.05 万元,公司于 2013 年年末已对合同内 30,168.05 万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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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完毕。 

（2）2017年半年报会计处理 

2013 年之后，公司多次与业主沟通办理项目竣工决算工作，最终业主上级主管部门

于 2017年 1月批示，业主单位、相关资金结算单位会同公司尽快确定财务决算中介机构，

按照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原则，完成竣工决算和资金支付。业主单位依据其主管部门的会

议精神，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了专业造价咨询机构对该项目进行竣工决算审计工作。 

业主委托的造价咨询机构于 2017 年 6 月完成竣工决算审计，竣工决算审计报告总额

为 35,446.40 万元，较原合同预计总收入增加 5,110.29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建

造合同》和《天路公司建造合同实施细则》规定的预计合同总收入确认条件为合同内收入

按照完工百分比确认，对于合同外增量收入按照业主确认的竣工决算金额确认，根据公司

与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规定，业主在取的相关结算报告 14 天内予以确定，期间未提出异

议则视为同意，期间业主未提出异议也未签字确认,同时结合业主上级主管部门的会议精

神，该竣工决算审计报告金额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和《天路公司建造合同实

施细则》规定的预计合同总收入中变更索赔收入的调增条件。公司在半年报时依据《企业

会计准则—建造合同》和《天路公司建造合同实施细则》的规定，对该项目预计合同总收

入进行调整，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完工百分比确认当期收入，由于该项目成本已全部确认，

当期收入为实际合同总收入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收入后的金额，即当期确认收入

为 5,110.29万元。 

（3）2017年年报会计处理 

2017 年下半年公司与业主对竣工结算报告批复事项多次沟通未果，公司相关项目负

责人员于2018年1月与业主单位进行了正式沟通得知：业主已将竣工决算审计报告于 2017

年 9月报送资金结算单位予以审核，资金结算单位提出需对业主确认的竣工决算报告进行

复核。业主将根据资金结算单位复核结果对竣工决算审计报告进行最终批复，公司与业主

原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并未对资金结算审核事项进行约定，原合同外变更增加金额尚需资金

结算单位复核，业主不能按照原合同规定及其主管单位会议精神的要求直接确认该项变更

收入，该事项导致公司与业主已签订的施工合同履行条件发生变化，相关变更增加金额确

认达到公司期末预计合同总收入调整条件，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和《天

路公司建造合同实施细则》结合上述合同履行外部环境的变化，年末对预计合同总收入进

行调减，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完工百分比确认当期收入，由于该项目成本已全部确认，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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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为预计合同总收入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收入后的金额，即当期确认收入为

-5,110.29万元。 

上述“区直行政事业单位周转房一期工程”项目 2017 年年末对该项目合同收入进行

调整，是由于受该项目原签订合同履行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影响，导致公司报告期内预

计合同总收入确认依据发生变化，公司年末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

和《天路公司建造合同实施细则》的规定，并符合公司一贯采用的会计政策。 

（二）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增加 

1、营业成本年末结算影响：公司建材板块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第三季度增加 3,183.60

万元，第四季度营业成本较第三季度增加 9,130.94 万元。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 增减变化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建材板块 98,902.25 72,749.58 95,718.65 63,618.64 3,183.60 9,130.94 

公司建材板块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第三季度增加 3,183.60 万元，营业成本较第三季

度增加 9,130.94 万元。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争股份”）第四季度毛利率由 27.07%下降至 18.32%，下降 8.75个百分点；公司控股子公

司西藏昌都高争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都高争”）第四季度毛利率由 32.49%

下降至 14.61%，下降 17.88 个百分点；经测算，由于上述建材板块毛利率的下降影响营

业成本增加 6,241.95万元，减少公司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93.26万

元。影响高争建材和昌都高争第四季度毛利率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为： 

（1）高争股份：一是高争股份 2017 年全年生产水泥 301.50 万吨，其中自产熟料生

产水泥217.68万吨，外购熟料生产水泥 83.82万吨。三季度外购熟料生产水泥为 13,456.80

吨，消耗外购熟料成本 675.59 万元，外购熟料生产水泥的成本为 502.04 元/吨（不含税

价），由于青海至拉萨距离较远，铁路运力限制，主要靠公路汽车运输，2017 年相关部

门对货物运输超载、超限运输的整治及环保对散装运输的环保监管加大，运输成本增加，

四季度外购熟料生产水泥为 68,967.19 吨，消耗外购熟料成本 5,210.85 万元，外购熟料

生产水泥的成本为 755.55 元/吨（不含税价），自产熟料成本全年在 292.00 元/吨左右，

由于四季度比三季度使用外购熟料生产的水泥比使用自产熟料生产的水泥多销售

55,510.39 万元，成本增加 2,584,29 万元，四季度使用外购熟料因三、四季度价格变化

增加成本 1,398.71 万元，因此毛利率下降。二是水泥销售价格影响，三季度水泥销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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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单价 524.14元/吨（不含税单价），四季度水泥销售平均单价 522.55元/吨（不含税单

价），每吨下降 1.59元/吨，影响收入 174.85万元。 

（2）昌都高争：一是昌都高争于 2017年 12 月开始进入销售淡季。为顺利完成 2018

年生产任务，昌都高争对相关生产用机械设备进行大维修，辅材消耗增加导致成本增加

806.86 万元。二是昌都高争本年较好完成了董事会制定的相关指标，按照昌都高争绩效

考核管理制度的规定，为了让公司员工分享经营成果，拟定为一线职工发放三个月绩效奖

金，于 2017 年 12 月计提一线职工绩效奖金 417.09 万元。三是受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及

12 月份检修过程停工等因素影响，2017 年第四度昌都高争单位产品成本上涨，由此增加

成本 860.15万元。 

2、管理费用增加：公司管理费用第四季度较第三季度增加 6,148.46 万元。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 
增减变化 

增长金额 增长比率（% 

管理费用 13,254.36 7,105.90 6,148.46 86.53 

影响公司 2017年第四季度管理费用较第三季度大幅度增长的主要事项如下： 

（1）年末职工绩效工资费用支出影响 1,298.59 万元。根据《西藏自治区国资委监管

企业薪酬考核绩效办法》及《西藏天路职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公司于 2017

年年末计提绩效奖金1,298.59万元，其中公司本部计提 484.98万元，高争股份计提 492.31

万元，下属控股子公司藏中建材计提 321.30万元。 

（2）建材板块技术服务费支出影响 1,549.03 万元。一是高争股份与湖南中源科技有

限公司于 2017 年签订的《技术服务协议》，约定 2017 年度考核完成利润总额为 2.65 亿

元，利润总额超出部分按照《技术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比例支付超额利润奖。高争股份依

据《技术服务协议》相关条款在 2017 年四季度确认 947.14万元技术服务费。二是藏中建

材与湖南中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年签订的《技术服务协议》，约定 2017 年度考核完成

利润总额为 2.10 亿元，利润总额超出部分按照《技术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比例支付超额

利润奖。藏中建材依据《技术服务协议》相关条款在 2017年四季度确认 601.89 万元技术

服务费。 

（3）建材板块检修费支出影响 1,791.74万元。一是建材板块根据设备全年运行情况，

在设备达不到预计产量和设备运转效率及设备耐火材料磨损程度时，应对设备进行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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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运检修。藏中建材 2017 年四季度为设备集中检修期，四季度（主要为 12 月份）设备停

产检修配件支出 1,841.01 万元，三季度为设备正常维护费用 693.15万元，增加 1,147.86

万元，增加的检修费用为 2017 年度实际发生，计入当年度维修成本。二是高争股份四季

度设备检修维护费用比三季度增加 643.88万元，主要原因为，三季度发生的厂区水泥库、

熟料库等环保项目维修费在 12月份完工并结算，费用集中在 12月份，因属于本年度成本

费用，故四季度检修费用较三季度有所增加。 

（4）摊销费用年末支出影响 997.65 万元。一是藏中建材四季度发生低值易耗品

118.75万元和绿化费 190.94 万元，按照公司会计政策规定在发生当期转入成本。二是天

路矿业“无形资产—未探明矿区权益”全年应摊销数额 687.96 万元在本报告期期末进行

摊销。天路矿业本年度应按月摊销未探明矿区权益，公司一次性在 12 月摊销全年的未探

明矿区权益，此事项未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分期摊销，属于 2017 年报告期内会计差错，

公司于 2017年四季度对其进行调整，本调整事项对 2017年度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此项

会计差错对公司已披露中期报告财务数据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一季报 半年报 三季报 

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55.88 19,957.33 32,851.65 

摊销影响数 171.99 343.98 515.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影响数 154.79 309.58 464.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影响比例 3.72% 1.55% 1.41%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管理费用第四季度较第三季度共计增加 5,637.01 万元，减少公司

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3.42 万元。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第四季度增加额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额 

工资 1,298.59 944.36 

技术服务费 1,549.03 898.35 

维修费 1,791.74 953.54 

一次性摊销费用 997.65 707.17 

合计 5,637.01 3,503.42 

（三）年末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1、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做好“十三五”期间重点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

标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4〕419 号）、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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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做好“十三五”期间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藏工信发〔2014〕

303号）、西藏日喀则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日地工信）35号、日喀则地区关于日喀则高

争水泥有限公司关闭生产线的批复(日地环〔2014〕125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对日喀则高争水泥厂厂区进行拆除，日喀则地区环保部门也做了拆除验收，资产

处置净损失 949.69万元。 

2、按照（工信部产业〔2014〕419号）、（藏工信发〔2014〕303 号）和西藏阿里地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按要求淘汰落后产能的通知》（阿工信（2017）138号）等相关

文件要求，经藏中建材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对阿里高争水泥厂房进行拆

除，资产处置净损失 2,241.91 万元。 

3、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的时间，2017年四季度对日喀则高争水泥厂和阿里高争水泥厂

不符合国家环保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涉及的生产设备进行处置，形成资产处置损失

3,191.60万元。 

经测算，上述固定资产处置减少公司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0.21

万元。 

综上，通过上述对报告期内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经营数据的对比分析，由于建筑行业

收入冲回、营业成本、管理费用、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等因素共计影响四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54.60 万元，综合分析上述影响因素，公司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

生产经营状况客观合理。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 变化值 变化比例 

营业收入 110,813.13 101,538.20 9,274.93 9.13% 

营业成本 73,593.58 67,452.02 6,141.56 9.11% 

管理费用 7,617.35 7,105.90 511.45 7.20% 

净利润 26,973.55 24,004.45 2,969.10 12.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854.60 12,894.32 960.28 7.45% 

二. 

公司控股子公司一次性在 12 月摊销全年的未探明矿区权益，未按照会计准则的分期

摊销，构成 2017 年报告期内会计差错；《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中规定追溯调整（或追溯重述）前期比较数据的情况限于：前期重大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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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更正；该会计差错对公司已披露的中期报告相关财务数据不产生重大影响，不构成《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中规定的重

大会计差错标准，公司未对 2017 年已披露的中期报告相关财务数据进行更正，公司对于

该项差错的处理方式符合会计处理的一般性规定。 

上述建筑行业收入冲回、营业成本、管理费用、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等影响因素

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及公司一贯采用的会计政策，不涉及前期报表的会计差错调

整。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上交所网站上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之回复意见》。 

第三，关于水利工程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水利工程部分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均为负数，

年报披露为拉洛水利项目结算调整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项目概况以及目前的

工程进度；（2）公司对该项目已累计确认的收入与成本，以及相关收入与成本的确认政

策和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3）本期冲减相关金额的原因，该笔款项前期进行会计

确认的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公司一贯采用的会计政策，是否涉及前期报表的会计

差错调整。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 

拉洛项目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西部、雅鲁藏布江以南，萨迦县及桑珠孜区境内，

是雅鲁藏布江右岸一级支流夏布曲干流中游上的控制性工程，为大（2）型Ⅱ等工程。主

体工程主要包括枢纽和灌溉两部分，枢纽工程由大坝、泄水建筑物、电站、灌溉引水隧洞

等组成，水库总库容 2.96 亿立方米。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天源路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源路桥”）承建的标段为西藏拉洛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贝琼隧洞施工第二标

段项目（以下简称“拉洛项目”），2015年 6月 8日开工，合同工期 45 个月。拉洛项目

设计桩号为 35+522—42+734，其中关键线路项目贝琼隧洞设计桩号为 35+673—40+883，

总长 5.21km，纵坡 0.67‰，采用现浇混凝土圆拱直墙式断面。其设计引水流量为 1.73m3/s。

断面设计尺寸确定为 2.3×2．99m(宽×高)，洞内设计水深为 0.77m。本工程招投标阶段，

施工支洞设计为一条即 1#施工支洞，施工阶段增加一条即 2#施工支洞，目前两条支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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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贯通。由于业主设计及工程施工过程中相关施工条件影响项目施工进度缓慢。该项目截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预计总收入 11,517.18 万元，预计总成本 11,344.42 万元，完工进

度为 46.42%。 

二.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拉洛项目预计总收入 11,517.18万元，预计总成本 11,344.42

万元，累计确认收入 5,346.31 万元，累计确认成本 5,266.11万元。 

公司对新承接项目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确认的依据：项目中标后，按照《西藏天路建

造合同实施细则》的要求，由项目部依据合同各项要求制定施工计划，按照编制的施工计

划预测项目合同收入和预计总成本，交由公司审核批准。公司经营部牵头，人力资源部、

设备物资部、市场部、财务部等组成的建造合同管理委员会对项目报送的合同收入和预计

总成本进行审核，审核批准后交由项目部实施；若审核未通过，项目部按照建造合同管理

委员会的意见重新修改编制，重新申报，直至批准。 

已承接施工的项目每年末按照《西藏天路建造合同实施细则》的要求由项目部对未完

工程量需要投入的成本进行再次预测，编制建造合同总收入、预计总成本表报公司建造合

同管理委员会再次审批，待批准后实施。 

公司各项目部每月根据实际发生的包括分包成本、材料成本等和公司建造合同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预计总成本计算完工百分比，确认当期收入成本；若项目实际成本已经发生，

公司建造合同管理委员会尚未批准已上报项目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在资产负债表日，项

目部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确认建造合同收入，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

同费用；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项目部实际成本确认依据：原材料以出库并实际使用做为当期实际成本确认依据；分

包成本以与分包商确认的结算作为当期实际成本确认依据，其他各项成本以成本实际发生

并完成作为当期成本确认依据，按照法律法规计提的规定需要计提的除外，需要按照相关

规定计提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如专项储备等。 

公司建造合同管理委员会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和《西藏天路建

造合同实施细则》的要求对项目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进行审批。具体如下： 

建造合同收入、成本的确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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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造合同结果能够可靠的估计：在资产负债表日，建造合同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

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依据是同时

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合同总收入能够可靠计量；二是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三是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区分和可靠计量；四是合同完工进度和为完成合同

尚需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确定。 

2）建造合同结果不能够可靠的估计：在资产负债表日，建造合同结果不能够可靠估

计的，公司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确认建造合同收入，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

认为合同费用；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不确定因素不复存在的，转为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

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合同完工进度的确认方法:合同的完工进度按照累计实际发生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

成本的比例确定。 

合同预计损失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建造合同的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而形成

合同预计损失，提取损失准备，并确认为当期费用。在工程施工期间，随工程施工进度将

已提取的损失准备冲减合同费用。 

三. 

本期冲减相关金额的原因是由于劳务协作队伍退出，之前完成的工程质量存在瑕疵，

业主不予验收，需要修复才能达到验收标准，该项分包成本前期确认的依据是与劳务协作

队伍确认的结算，相关会计处理符合公司一贯采用的会计政策，不涉及前期报表的会计差

错调整。 

由于拉洛项目总体施工难度大，与公司合作的其中一家劳务协作队伍施工进度缓慢，

且不能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存在不能按期完工的违约风险。经西

藏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天源路桥与该劳务协作队伍解除合同，由天源路桥支付该

协作队伍所欠农民工工资后，其余款项不再支付。为了加强该项目管理，天源路桥重新选

派项目管理团队，并重新招标新的劳务协作队伍。 

由于原劳务协作队伍已完工程存在质量瑕疵，新接手的劳务协作队伍需要修复才能达

到合格验收标准，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此项修复支出应由原劳务协作队伍无条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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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晰三方债权债务关系和保证工程进度，不形成三角债影响新劳务协作队伍的资金周

转，故将确认的原劳务协作队伍已完未结工程成本冲回，原劳务协作队伍未完工程和需要

修复的工程全部交由新劳务协作队伍完成，并按照新签合同进行结算（经项目部测算，对

工程质量存在瑕疵的工程进行修复，支出可以控制在 200万元以内）；由此冲回当期成本

203.70万元，相应冲回当期收入 220.00万元；本次对当期成本的调整，对项目预计总成

本不产生重大影响，无需在调整当期对预计总成本进行调整，年末再根据《西藏天路建造

合同实施细则》的规定，重新预测项目收入和预计总成本。 

年末项目部根据《西藏天路建造合同实施细则》的规定对该项目合同收入和预计总成

本进行测算，根据已完工部分成本投入和未完工作量的情况，如项目后期施工难度大、工

期需要延长等因素重新测算项目预计总成本，上报公司建造合同管理委员会审核并得到批

准，项目部根据批准的合同收入和预计总成本对当期确认的收入、成本进行调整，由此减

少当期收入 176.21万元。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上交所网站上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之回复意见》。 

第四，关于客户及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23.67亿元，占年度销售

总额的 71.49%；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6.70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 74.16%。（1）在前

五名客户情况列表中，公司使用“中标额”为统计口径，不符合《格式准则第 2号》的规

定，请重新以“销售额”统计列示；（2）请补充披露是否存在对主要客户或供应商依赖

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回复： 

一. 

由于对相关披露准则理解错误，在前五名客户情况列表中，公司使用“中标额”代替

“销售额”统计列示了前五名客户。经核实后，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为 79,612.48 万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22.17%。其中前五名客户中与关联方西藏高争集团建材有限公司按市

场价格销售水泥 9,441.16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2.63%。公司 2017年度前五名客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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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排名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年销售总额 
占年度销售总

额比例 

1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重点公路建设项目

管理中心及下属交通运输局 
31,497.98 

359,095.86 

8.77% 

2 西藏西辰商贸有限公司 16,669.75 4.64% 

3 拉林铁路—福建铁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217.90 3.68% 

4 西藏高争集团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9,441.16 2.63% 

5 拉萨运鑫商贸有限公司 8,785.69 2.45% 

合计 79,612.48 22.17% 

二. 

公司 2017年度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79,612.48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22.17%。其中

2017 年度销售额第一名客户收入来源系西藏自治区内相关道路工程施工，其收入占公司

全年收入总额的 8.77%，公司均通过市场公开招投标获得，对其不存在依赖性。同时公司

将不断解放思想，选准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跳出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惯性，把市场、管

理、人才和创新驱动作为引领发展、占据竞争制高点的强大动力和转型提效的重要突破口，

狠抓“十三五”期间西藏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机遇，多措并举，在继续巩固和加强区

内市场占有率的基础上，坚持开放发展，积极参与风险可控、效益较好的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项目，统筹利用区内区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公司建筑业稳健发展。 

第五，关于减值计提。本期公司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上期大幅增加近三百倍，年报披

露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所致。（1）请结合公司本期业务收入变化、应收款项来源、账龄

结构等具体分析坏账准备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并核实对应账龄数据变化与以前年度报

表数据勾稽关系是否准确；（2）存货中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账面价值 2.27

亿元，请结合相关项目的具体情况，分析说明未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及合理。请年审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 

（一）公司业务收入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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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建材行业收入 307,625.29 85.67 186,444.29 74.54 

建筑行业收入 48,675.25 13.55 63,409.54 25.35 

矿业及其他收入 2,795.33 0.78 271.89 0.11 

合计 359,095.87 100.00 250,125.73 100.00 

通过对公司本期业务收入变化分析，公司 2017 年度业务收入中建材板块收入占比

85.67%、建筑板块收入占比 13.55%、矿业及其他收入占比 0.78%，建材板块收入本期较上

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建筑板块收入本期较上期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二）公司应收账款来源及账龄构成 

1、应收账款按业务类型分类及来源 

单位：人民币  万元 

类型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长率（%）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21,703.64 16,569.50 5,134.14 30.99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组合 1：正常信用风险组合 49,536.33 39,862.52 9,673.81 24.27 

组合 2：无信用风险组合     

组合小计 49,536.33 39,862.52 9,673.81 24.27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94.35 294.35  - 

合计 71,534.32 56,726.37 14,807.95 26.10 

业务收入合计 359,095.87 250,125.73 108,970.14 43.57 

应收账款与业务收入占比 19.92% 22.68% -2.76% -12.16% 

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建筑施工工程款和应收建材销售款，主要客户为建筑板块中西藏

交通厅及下属相关单位。2017年末应收账款较 2016 年末增加 14,807.95 万元，增长率为

26.10%；2017 年度业务收入较 2016 年度增加 108,970.14 万元，增长率为 43.57%，公司

应收账款增长率远低于业务收入增长率是由于本年业务收入增长主要为建材行业拉动，公

司建材产品销售基本为现销为主。 

2、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构成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账龄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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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以内（含 1年） 23,099.54 19,992.62 3,906.92 19.54 

1至 2年 7,254.32 4,266.95 3,887.37 91.10 

2至 3年 5,376.99 6,313.53 -2,781.54 -44.06 

3至 4年 4,943.77 3,480.47 1,908.30 54.83 

4至 5年 3,679.32 3,143.88 235.44 7.49 

5年以上 5,182.39 2,665.07 2,517.32 94.46 

合计 49,536.33 39,862.52 9,673.81 24.27 

公司 2017 年年末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较 2016 年年末增加 9,673.81

万元，其中 3年以上应收账款增加 4,516.07万元。 

3、坏账准备合理性分析 

公司本年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变化较大主要原因是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所形成，公

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主要为按账龄组合计提，通过对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析，应收账款计

提坏账准备变化主要为公司 3 年以上应收账款较上年增加 4,516.07 万元，按照公司坏账

准备计提政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5%、8%、10%、50%、50%、100%。公

司 3年以上应收账款计提比例较 3年以下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比例有较大增长，上述 3年以

上应收账款主要为公司建筑工程板块中工程款，由于业主资金原因，支付周期长。 

通过对公司本期业务收入变化、应收账款来源、应收账款账龄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增

加主要为公司业务收入快速增长所带动，同时公司业务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公司应收账款

增长速度，应收账款与业务收入占比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本期资产减值损失变化主要原

因为建筑板块应收账款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所致，相关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充分合理。 

4、坏账准备对应账龄数据与以前年度报表数据勾稽关系分析 

通过对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数据变化与以前年度报表数据勾稽关系对比分析核实。公司

对应收账款账龄划分是根据每笔应收款项的实际发生时间并按照“先发生先收回”原则予

以确定，并在各会计期间保持一致，本年度下属子公司昌都高争根据股东会决议将老厂相

关债权债务并入昌都高争年度报表，其中对并入的债权债务在年度报表中按照原发生时间

予以确定，公司本年应收账款账龄数据变化与以前年度报表数据勾稽关系准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账龄 年末余额 并入金额 剔除并入金额后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1年以内（含 1年） 23,099.54  23,099.54 19,9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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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 2年 7,254.32  7,254.32 4,266.95 

2至 3年 5,376.99 1,338.95 4,038.04 6,313.53 

3至 4年 4,943.77  4,943.77 3,480.47 

4至 5年 3,679.32 397.58 3,281.74 3,143.88 

5年以上 5,182.39  5,182.39 2,665.07 

合计 49,536.33 1,736.53 47,799.80 39,862.52 

二. 

公司本报告期末“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账面价值 22,676.45万元，主要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总收

入 

预计总成

本 
完工进度 工程施工 累计结算 

已完工未

结算 

区直行政事业单位周转房一期工程 30,168.05 32,329.12 100.00% 30,168.05 20,168.05 10,000.00 

公路危桥改造工程施工第二标段项目 12,637.58 12,220.54 57.52% 7,269.42 5,264.77 2,004.64 

滇察项目 15,784.01 14,864.22 97.77% 15,431.44 13,649.56 1,781.88 

那曲比扎公路一期改建工程一标项目 13,602.98 13,443.02 96.05% 13,065.66 11,328.18 1,737.48 

拉洛水利贝琼隧洞施工第二标段项目 11,517.18 11,344.42 46.42% 5,346.31 4,286.37 1,059.93 

云南红河州建个元高速公路项目 45,045.05 33,783.78 1.80% 810.7  810.7 

贡拉项目 16,245.10 14,642.69 97.93% 15,911.70 15,130.00 781.71 

安徽长九（神山）灰岩矿项目 4,630.82 4,208.57 68.41% 3,167.95 2,639.58 528.36 

萨查项目 5,219.11 5,025.95 9.10% 474.48  474.48 

查雄项目 1,840.55 1,793.91 65.91% 1,213.14 898.92 314.22 

由公司经营部牵头，人力资源部、设备物资部、市场部、财务部等组成的建造合同管

理委员会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和《建造合同实施细则》的规定，

年末对在建施工项目上报的合同收入和预计总成本情况进行复核。项目上报的合同收入和

预计总成本合理，则批复同意执行。目前在建项目不存在合同总收入小于预计总成本事项，

“已完工未结算”均处于正常执行和结算过程中，不存在合同履行争议和较大不确定性事

项。同时公司在建项目业主单位主要为西藏交通厅及下属相关单位，公司与其日常工程结

算过程中均能够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目前主体已完工结算尚未完成的工程项目中“区

直机关行政事业周转房项目”余额 10,000.00万元，该工程本年度业主方委托的中介机构

已出具的竣工结算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确认工程造价金额为 35,446.40 万元，造价金额

为较合同总收入 30,168.05 万元增加 5,110.29万元，竣工结算审计报告正在审批中。“公

路危桥改造工程施工第二标段项目”“滇察项目”“西藏那曲地区比如县城至扎拉乡段公

路一期改建工程第一标段项目”“西藏拉洛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贝琼隧洞施工第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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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项目”四个项目为公路隧道施工项目，项目“已完工未结算”余额 6,860.95 万元，其

中“公路危桥改造工程施工第二标段项目”“滇察项目”“西藏那曲地区比如县城至扎拉

乡段公路一期改建工程第一标段项目”基本处于尾工，相关工程结算正在办理中。“云南

红河州建个元高速公路项目”“萨查项目”属于新开工项目。 

公司年末在建项目和工程主体完工结算尚未完成项目分为西藏境内交通工程和部分

区外工程，年末“已完工未结算”形成原因主要是由于项目部申报结算与业主结算批复时

间差所形成，形成时间差异的情况有以下 3种：一是项目部月末申报当期产值，业主下月

批复形成的时间差异；二是合同约定按照节点结算，未达到节点时，业主不予结算形成的

时间差异；三是项目主体已经接近完工时，后几期账单业主结算滞后，待项目最终项目结

算完成后调整账面结算形成的时间差异。通过对“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分析，公司期末

已完工未结算工程均为施工过程中正常发生的成本，期后公司根据工程进度已陆续和业主

进行结算，同时，公司施工项目业主主要为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所属交通运输局，其

具有履行合同的良好信誉，公司期末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

业，因此，公司期末“已完工未结算”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上交所网站上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之回复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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