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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贵会”）对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微电子”）申请配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

见，我们针对贵会提出的问题回复如下： 

 

 

1.申请人前次募集资金为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次募投项目“六英寸新

型功率半导体器件扩产项目”实际建设期 58 个月大幅慢于计划建设期 12 个月，

累计实现的实际效益亦与预计效益差距较大。其中 2016 年该项目实现效益

1750.10万元，而申请人 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061.87万元。

请申请人： 

（1）说明前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大幅延迟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申请人是

否已经及时披露迟延的程度、造成迟延的原因，是否依法及时履行了决策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补救。 

（2）说明前次募投项目实际效益相关数据的测算口径和方法，量化分析说

明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并结合公司 2016、2017年度的盈利情况，分析说明

募集资金对申请人净利润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反馈回复： 

一、说明前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大幅延迟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申请人是

否已经及时披露迟延的程度、造成迟延的原因，是否依法及时履行了决策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补救。 

（一）前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大幅延迟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期为 58个月的测算 

2011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2013 年 4 月 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2〕1350 号文批准，公司釆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实际募

得资金人民币 249,660,945.69元。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

行了前期投入。2013 年 5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以募集资金对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六

英寸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扩产项目）的自筹资金 65,362,173.44 元进行置换。截

止 2013年 6月 27日，公司已完成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工作，置换金额共计人民币 65,362,173.44 元。公司前次募投

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竣工决算，该募投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30,090.56 万元，超

过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收入合计 25,234.80 万元的部分为 4,855.76 万元，由公司

以自有资金投入。 

在测算前次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期时，公司从谨慎性出发，将前次募投项目的

第一笔资金投入时间即 2011年 3月作为建设期起点，公司前次募投项目于 2015

年 12月份进行了竣工决算。故测算的实际建设期为 58 个月。由于募集资金到账

前公司不具有垫付全部募投项目的资金支付能力，故在前次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

到账前，前次募投项目实施进展较慢。 

2、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没有大幅晚于预期 

根据发行人 2011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建设期为 12 个月，考虑到公司前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时间的不确定性，公司使用少量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公司前次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3 年 4 月，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相比预期资金使用计划 12个月迟延 8

个月，资金使用进度没有大幅晚于预期。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公司对前次

募投项目生产线设备及工艺进行了多次调试、验证，以确保募投项目的产品生产

的质量和效率，符合市场的 新需求，公司前次募投项目于 2015年 12月份进行

了竣工结算。2015 年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支出金额为 3,465.55 万元。 

3、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晚于预期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建设期晚于计划建设期主要原因如下： 

（1）为保证募投项目质量、提高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公司根据宏观经济环

境、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项目的投入，对募投项目实施进行了优化完

善。 

（2）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所用主要设备来源于进口采购，为了维护上市公司

利益，公司就部分设备的供应商选择、价格谈判及后续设备安装调试、工艺验证

也比预期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综上，上述原因符合前次募投项目实施时的实际情况，前次募投项目投产后，

募投项目为上市公司 2016年和 2017年的经营业绩贡献较大，所生产的产品能够

符合市场和客户需求，在 2017 年基本实现了满负荷生产，上市公司一定程度上

规避了经营风险，维护了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二）前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晚于预期所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2014年 8月 8日，公司在《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

中披露了前次募投项目实施进展的程度和延期的原因，即“由于项目所需瓶颈设

备未能按照计划采购到位，导致项目完成日期延缓，截止 2014年 6 月 30日，项

目进度完成 70%。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相关瓶颈设备的采购工作，加快推进募投

项目。”  该半年度报告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5年 4 月 28日，华微电子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审议通过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4 月 30 日，华微电子披露了《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和《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披露了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募投资金投资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015 年 6 月，公司该次募投项目部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将

95,906,148.10元募投项目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2015年 12月，前次募投项

目全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将剩余部分亦转入固定资产。 

（三）是否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补救 

前次募投项目出现延期情形后，公司成立了由主管生产的公司副总经理任组

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分析总结项目延期原因，并针对具体原因要求公司技术

管理部门根据市场及客户需求的变化加快产品工艺优化设计，缩短产品单工步工

艺认证时间，采购部门负责设备采购人员进行驻点采购，对部分疑难部件进行国

产采购替代，设备工程部分班组织设备调试，加快短流程进度，压缩工程批生产

周期。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部门协调会议，汇报项目实施进度，责任落实到具

体个人，以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在测算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期时从谨慎性出发，将前次募集资金

到账前公司自有资金的投入时间作为计算起点，由于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不具有

垫付全部募投项目的资金支付能力，故在前次募投项目资金到账前，前次募投项

目实施进展较慢。公司前次募投项目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3 年 4 月，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相比预期资金使用计划 12 个月

迟延 8个月，资金使用进度没有大幅晚于预期。前次募集资金到账实际建设期晚

于预期主要是公司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项目的投

入，对募投项目实施进行了优化完善。此外，公司就部分设备选择供应商、价格

谈判及后续设备安装调试也比预期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上述调整使上市公司一定

程度上规避了经营风险，维护了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具有合理性。公司已

在《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前次募投项目实

施延期的原因和实施进度，该半年度工作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 

 

 

 



 
 

二、说明前次募投项目实际效益相关数据的测算口径和方法，量化分析说

明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并结合公司 2016、2017年度的盈利情况，分析说明

募集资金对申请人净利润的影响。 

（一）前次募项目实际效益的测算口径和方法 

1、前次募投项目预测效益与实际效益情况 

根据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编写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六英寸新

型功率半导体器件扩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该项目达产第一年可实现

3,970 万的净利润，达产第二年可实现 4,906 万的净利润。截止 2015 年 12 月，

该项目已全部竣工投产，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为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和第二年。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众会字(2018)

第 0402 号〕，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前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效益情况如下：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1 

承诺效益 

近三年实际效益*2（万元） 

截止日 

累计实

现效益

*2（万

元）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3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5  2016  2017     

1 

六英寸新型

功率半导体

器件扩产项

目 

93.64% 

达产第一年 3,970

万 

达产第二年 4,906

万 

  1,750.10 2,724.99  4,475.09  否 

注 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

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 2：承诺效益为税后净利润，实际效益为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品销售毛利扣除相关期间费用及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其中相关期间费

用按照募投项目所产生的销售收入占公司整体销售收入的比重进行合理分配。 

2、测算口径和方法 

上述募投项目实际效益相关数据的测算口径及方法如下： 

（1）收入：因前次募投项目为原有 6 英寸生产线扩产项目，收入测算时将

6 寸线产品销售收入根据前次募投项目新形成产能和原有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

进行分配； 



 
 

（2）成本：因前次募投项目为原有 6 英寸生产线扩产项目，成本测算时将

6 寸线产品归集的成本根据前次募投项目新形成产能和原有产能占总产能的比

例进行分摊； 

（3）税金及附加：因前次募投项目为原有 6 英寸生产线扩产项目，全部为

生产设备投资，不涉及新增土地和房屋，税金及附加中与土地和厂房有关的税费

非前次募投项目增量费用，故未进行分摊。剩余税金及附加费用按照募投项目对

应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进行分摊； 

（3）销售费用：因前次募投项目为原有 6 英寸生产线扩产项目，全部为生

产设备投资，未新增销售人员，销售费用中原有销售人员的相关费用以及租金等

费用未进行分摊，剩余销售费用按照募投项目对应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进

行分摊； 

（4）管理费用：因前次募投项目为原有 6 英寸生产线扩产项目，全部为生

产设备投资，同时未新增管理人员，管理费用中原有管理人员的相关费用及折旧

摊销等费用未进行分摊，剩余管理费用按照募投项目对应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

比重进行分摊； 

（5）财务费用：前次募投项目投资所需资金主要通过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筹集，剩余资金通过公司自有资金投资，故未考虑财务费用； 

（6）项目利润=收入‐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7）所得税=项目利润×12.5%，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

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2012 年 4 月 20 日财税

[2012]27 号)的规定以及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印发

2015 年度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名单的通知》（发改高技

【2015】893 号），公司 2016 年可享受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免征所得税优惠政策，

2017 年可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即 12.5%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从谨慎性出

发，在测算前次募投项目 2016 年和 2017 年效益时均按 12.5%测算； 

（8）净利润=项目利润‐所得税。 

（二）前募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预期效益测算和实际效益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可

研 

2016年实

际 
差额  2017年可研

2017年 

实际 
差额 

收入    19,224.00    16,035.39  3,188.61  21,360.00  19,946.78  1,413.22 

销 量 （ 万

片） 
  21.60    17.94  3.66   24.00    23.85  -0.15

单价（元）    890.00    893.83  -3.83   890.00    836.35  -53.65

成本    13,364.00  13,151.87    212.13  14,304.00  15,780.02  ‐1,476.02

毛利    5,860.00    2,883.53  2,976.47    7,056.00    4,166.76  2,889.24 

毛利率  30.48%  17.98% -12.50% 33.03% 20.89%  12.14%

税 金 及 附

加 
  149.00    129.19    19.81    166.00    106.58    59.42

销售费用    192.00    274.45    ‐82.45    214.00    383.96    ‐169.96 

管理费用    533.00    479.76    53.24    556.00    561.94    ‐5.94 

财务费用    315.00  ‐   315.00    348.00  ‐    348.00 

营业利润    4,671.00    2,000.12  2,670.88    5,772.00    3,114.28  2,657.72 

减：所得税    701.00    250.01    450.99    866.00    389.28    476.72 

净利润    3,970.00    1,750.10  2,219.90    4,906.00    2,724.99  2,181.01 

    由上表可知，前次募投项目的实际效益与预期效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1、项目达产后第一年即 2016 年，与预期金额相比，实际收入减少 3,188.61

万元，从而造成毛利额和净利润较预期金额减少较大。实际收入减少的原因为由

于该产线为新产线，设备性能较好，自动化程度较高，公司在该产线上进行了新

产品研发试制，占用产能较多，导致产品产销量相对于预期偏低，从而影响了项

目销售收入及效益水平。 

2、项目达产后第二年即 2017 年，与预期金额相比，实际收入减少 1,413.22

万元，成本增加 1,476.02 万元，造成毛利额和净利润较预期金额减少较大。实际

收入减少的原因系由于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适度降低

了部分产品售价；成本增加系项目芯片封装费用以及职工薪酬相比达产第二年预

测值增加。 

（三）结合公司 2016 年度、2017年度的盈利情况，分析说明募集资金对申

请人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于 2015年 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次募集资金



 
 

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①  9,485.38 4,061.87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净利润②  2,724.99 1,750.10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净利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②/① 
28.73% 43.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前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现净利润①‐② 
6,760.39  2,311.77 

由上表可知，2017年及 2016年，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净利润占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28.73%和 43.09%，占比较高，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效提升了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对公司利润的增长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净利润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的比例由 2017 年的 43.09%下降到 2016 年的 28.73%，下降 14.36%，

主要原因是公司前次募投项目销量 2017 年比 2016 年增加 5.91 万片，扣除前次

募投项目后公司剩余产品销量2017年比 2016年增加34.38万片，由于公司2017

年度扣除前次募投项目剩余产品销量增加较大，增加的营业收入较多，从而导

致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净利润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

有所降低。此外，2017 年公司顺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加大了售价较高的光伏肖

特基产品的市场推广与销售，也是导致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净利润占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降低的因素之一。 

2017 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2016 年增加 5,423.51 万元，

增长 133.52%，原因如下： 

1、2017 年功率半导体行业市场环境好转 

根据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编写的《2017－2018 年中国功率器件市场发展

研究年度报告》，2017 年我国功率器件需求上涨，半导体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中国功率器件市场保持快速且稳定的增长。2017 年中国功率器件市场规模达到

1,665.5 亿元，与 2016 年相比，市场规模增加 171 亿元，增长 11.44%。 

2、公司产品产销量增加导致营业收入增加，毛利率上升 

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主要产品种类及结构没有明显变化。2017 年，随



 
 

着功率半导体市场环境好转，公司产品需求旺盛，5 英寸和 6 英寸生产线基本上

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整体产量较 2016 年增加 47.12 万片，增长 26.54%，销量

增加 45.01 万片，增长 25.57%，产销量的增加导致营业收入增加，单位成本下

降，毛利率有所上升。公司营业收入由 2016 年的 139,586.35 万元增加到 2017

年的163,489.03万元，增幅为17.12%，毛利率由2016年的19.59%上升到20.70%，

增长 1.11%。 

3、公司部分产品提价及客户结构调整对毛利率上升产生积极影响 

2017 年公司顺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对部分产品如场效应晶体管进行了一定

程度的提价，对售价较低无长远合作规划的客户进行了适当调整，加大了售价

较高的光伏肖特基产品的市场推广与销售。部分产品提价及客户结构调整对毛

利率上升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17.12%，毛利率增加 1.11

个百分点，而三项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变化较小，2017 年公司整体业绩增长主

要是行业市场环境好转，公司产销量增加所致。2017 年公司整体业绩良好，符

合行业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实际效益测算时的测算口径和方法合理，实际效益与预计效益

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虽然公司前次募投项目 2016 年、2017

年未达到预期效益，但 2016 年、2017 年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净利润

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较高，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有效提升了

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对公司利润的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8.2017 年年末、2016 年年末、2015 年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42,151.80 万元、34,531.11 万元和 36,573.28 万元，应收票据余额分别为

31,596.42 万元、18,941.40 万元和 15,660.33 万元，请发行人说明公司 2017

年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增长的原因，公司销售信用政策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以及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 

反馈回复： 



 
 

一、公司 2017 年应收账款增长的原因 

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增加 7,620.69 万元，

增幅为 22.07%，主要是因为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特别是 2017 年第 4 季度的收

入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与 2016 年相比，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增加 23,902.68

万元，增幅为 17.12%，其中公司 2017 年第 4 季度与 2016 年第 4 季度相比收入

增加 7,883.98 万元，增幅为 18.11%。 

二、公司 2017 年应收票据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应收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公司在确认收入后会给予下游客户一定

的付款信用期，信用期多数在 60 至 120 天之间，平均为 90 天左右，在日常结

算中公司不限制下游客户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考虑到银行承兑汇票从出票

日至到期日一般在 6 个月以内，年末应收票据余额主要是公司于 2017 年下半年

收到的。公司 2017 年年末应收票据余额主要与 2017 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

销售相关，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增减额 增减比例

第二和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合计（万元） 76,901.33  68,490.40 8,410.93 12.28%

下半年收到的应收票据（万元） 42,395.86 34,802.22 7,593.64 21.82%

收到票据占收入的比例 55.13% 50.81%  4.32%

期末应收票据（万元） 
31,596.42 18,941.40

12,655.0

2 
66.81%

其中：期末为开立应付票据而质押的

应收票据余额（万元） 
8,514.03 3,448.40 5,065.63 146.90%

如上表所示，公司 2017 年应收票据大幅增长的原因如下： 

1、公司 2017 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较多且客户在信用期到

期时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比例高于上年同期，此部分应收票据截止 2017 年

年末尚未到期收款导致应收票据余额增加； 

2、2017 年度，为加强资金管理，公司采用质押收到的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应付票据）的业务量增加，2017 年末用于开

立应付票据而质押的应收票据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5,065.63 万元，相应减少了背

书或贴现票据导致应收票据终止确认的数量，进而导致应收票据余额增加。 

三、2017 年公司销售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为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提升回款质量，公司根据客户的经营规模、资本

实力、信誉情况制定了不同的信用政策，并与主要客户协商确定了较为稳定的

信用账期，在结算方式上，公司不限制银行电汇或者银行承兑汇票付款。2017

年公司主要客户货款的结算周期均按销售政策执行，与以前年度不存在重大差

异；在结算方式上，2017 年客户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的比例与 2016 年相比

有所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周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或 

2017 年年末 
2016 年或 

2016 年年末 
2015 年或 

2015 年年末 

营业收入 163,489.03 139,586.35 130,065.97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合计 73,748.22 53,472.51 52,233.61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周转率 2.57 2.64 2.43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周转天数 142 138 150

由上表可知，2017 年、2016 年、2015 年，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周转率

分别为 2.57、2.64 和 2.43，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周转天数分别为 142 天、138

天和 150 天，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单 项 金 额 重 大 的 判 断 依 据 为 单 项 金 额
30,000,000.00 元（含 30,000,000.00 元）以上。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计提方法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当存在客观证据表
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所有款
项时，确认相应的坏账准备，根据该款项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单独进行减
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余额百分比法、其他方法） 

（1）按款项性质的组合 
对于未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款项性质特
征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
似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合的实



 
 

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各项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比例，据此计算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2）按款项账龄的组合 

对于未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划分为
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具
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组合的实际损失率
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的比例，据此计算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1）按款项性质的组合 个别认定法 

（2）按款项账龄的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2.00 2.00

1－2 年 5.00 5.00

2－3 年 10.00 10.00

3－4 年 50.00 50.00

4－5 年 50.00 50.00

5 年以上 90.00 9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
收回所有款项时，确认相应的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该款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
额，单独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2、报告期各期末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账龄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余额 坏账准备 余额 坏账准备 余额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42,174.92 837.43 34,586.26 691.73 36,973.66 741.19

1 至 2 年 600.10 30.01 412.38 20.62 224.82 11.24

2 至 3 年 200.84 20.08 211.55 21.16 103.27 10.33

3 至 4 年 20.22 10.11 100.24 50.12 1.90 0.95

4 至 5 年 99.47 49.74 - - 29.06 14.53



 
 

5 年以上 36.07 32.47 43.02 38.72 188.02 169.22

合计 43,131.64 979.84 35,353.44 822.34 37,520.74 947.46

从账龄结构来看，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对不同账龄

的应收账款已经按照会计政策计提了坏账准备。同时，公司制定了较完善的应

收管理制度、超期客户控制发货管理制度等，说应收账款的回收不存在重大风

险。 

3、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情况 

账龄 华微电子 士兰微 苏州固锝 扬杰科技 捷捷微电 

1 年以内 
（含 1 年） 

2.00% 5% 5% 5% 10% 

1－2 年 5.00% 10% 20% 10% 30% 

2－3 年 10.00% 30% 100% 50% 50% 

3－4 年 50.00% 100% 100% 100% 100% 

4－5 年 50.00% 100% 100% 100% 100% 

5 年以上 90.00% 100% 100% 100% 100% 

如上表所示，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具有一定

的差异，但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保持稳定，实际发生的坏账损

失很小，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符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 

假设报告期均采用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坏账计提比例，经测算公司净利润

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采用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
坏账计提比例计提的坏账
准备税前差异 

261.14 25.11 189.38

采用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
坏账计提比例计提的坏账
准备税后差异（A） 

221.97 21.34 160.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B） 
9,485.38 4,061.87 4,300.77

扣除采用同行业上市公司
可比坏账计提比例计提的
坏账准备税后差异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9,263.41 4,040.53  4,139.80 



 
 

润(B-A) 

采用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
坏账计提比例计提的坏账
准备税后差异占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
例（A/B） 

2.34% 0.53% 3.74%

注：1、假设公司自 2014 年末即采用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坏账计提比例；2、同行业上
市公司可比坏账计提比例采用如下数据：1 年以内（含 1 年）采取 5%的计提比例，1－2 年
采用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计提比例 18%，2－3 年采用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计提比例 58%，3
年以上均采用 100%的计提比例。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假设华微电子采用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坏账计提

比例进行计提的话，采用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坏账计提比例计提的坏账准备税

后差异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2.34%、0.53%、和 3.74%，

占比较低，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4、坏账准备计提和核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和核销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账面余额 43,140.86 35,362.66 37,662.28  32,541.03 

坏账准备 989.05 831.55 1,089.00  973.08 

账面价值 42,151.80 34,531.11 36,573.28  31,567.95 

计提比例 2.29% 2.35% 2.89% 2.99%

核销金额 0.00 161.82 0.55 不适用

下期核销金额占本期
末坏账准备比例 

不适用 0.00% 14.86% 0.06%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公司实际发生核销的应收账款远低于账面计提坏

账准备金额，公司近年来应收账款未出现异常情况且公司客户信用情况未发生

重大变化，公司坏账计提比例能够实际反映公司应收账款的面临的风险，未出

现需要调整的情况。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在报告期内得到了一贯执行，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 

截至公司 2017 年年报出具日，公司应收账款回款良好，未发现 17 年底应

收账款有无法收回而需要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五、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2017 年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增加 7,620.69 万元，增幅为

22.07%，主要是因为公司 2017 年第 4 季度的收入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加所

致。公司 2017 年应收票据大幅增长的原因系公司 2017 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较多且客户支付银行承兑汇票的比例高于上年同期，此部分应收

票据截止 2017 年年末尚未到期收款导致应收票据余额增加，此外，为加强资金

管理，公司采用质押收到的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应收票据）开出银行承兑汇

票（应付票据）的业务量增加，2017 年末用于开立应付票据而质押的应收票据

余额较上年末增加 5,065.63 万元，相应减少了背书或贴现票据导致应收票据终

止确认的数量，进而导致应收票据余额增加。2017 年公司销售信用政策未发生

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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