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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天健审 〔zO20〕 103s5号

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 审计志见     ,

我们审计了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集华投资公司)财务报表,包

括 ⒛18年 12月 31日 、zO19年 12月 31日 和 ⒛zO年 7月 31日 的资产负债表 ,

⒛18年度、⒛19年度和 ⒛⒛ 年 卜7月 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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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允反映了集华投资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 、⒛19年 12月 31日 和 ⒛⒛ 年 7

月 31日 的财务状况,以及 ⒛18年度、⒛19年度和 ⒛⒛ 年 卜7月 的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
“
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
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集华投资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

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

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集华投资公司管理层 (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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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

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集华投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 (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

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集华投资公司治理层 (以下简称治理层)负责监督集华投资公司的财务报告

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贵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

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

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

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

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

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

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

大错报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 目的并非对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

性。

(四 )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

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集华投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

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杲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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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

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

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集华投资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t

(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

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

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合伙 ) 中国注册会计师 :J幺
∫
;l/△

中国洼册会计丿币:|

二○二○年十二月十七 日

:刂再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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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         ·

财务报表附注

⒛18年 1月 1日 至 ⒛20年 7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公司基本怙况

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系 由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士兰微公司)投资设立,于 zO15年 12月 4日 在杭州市高新区 (滨江)市场监督管理

局登记注册。经增资后,公司现由士兰微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8MA27WEOsOH的 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102,∞0

万元。

本公司经营范围: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除证券、期货 )。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一)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编制基础。

(二)持续经营能力评价

本公司不存在导致对报告期末起 12个月内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三、工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二)会计期间

会计年度自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 止。本财务报表所载财务信息的会计期间为

⒛18年 1月 1日 起至⒛⒛年 7月 31日 止。

(三)营业周期

公司经营业务的营业周期较短,以 12个月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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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记账本位币 

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列示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是指库存现金以及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

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六) 金融工具 

1. 2019年度和 2020 年 1-7月 

(1)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三类：(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 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四类：(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2) 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

负债；(3) 不属于上述(1)或(2)的财务担保合同，以及不属于上述(1)并以低于市场利率贷

款的贷款承诺；(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2)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依据、计量方法和终止确认条件 

1)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依据和初始计量方法 

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

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但是，公司初始确认的应收账款未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或公司不考

虑未超过一年的合同中的融资成分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所定义的交

易价格进行初始计量。 

2)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方法 

①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以摊余成本计量且不属于任何套期关系

的一部分的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终止确认、重分类、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或确

认减值时，计入当期损益。 

②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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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减值损失或利得及汇兑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其他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终止确认时，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③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获得的股利（属于投资成本收回部分的除外）计入当期损

益，其他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终止确认时，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

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 

④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包括利息和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除非该金融资产属于套期关系的一部分。 

3) 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方法 

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此类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负债的衍生工具）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对于此类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因公

司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公

允价值变动金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除非该处理会造成或扩大损益中的会计错配。此类金融

负债产生的其他利得或损失（包括利息费用、除因公司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公允价值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除非该金融负债属于套期关系的一部分。终止确认时，将之前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 

② 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相关规定进行计量。 

③ 不属于上述 1)或 2)的财务担保合同，以及不属于上述 1)并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

贷款承诺 

在初始确认后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之中的较高者进行后续计量：① 按照金融工具的减值

规定确定的损失准备金额；② 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相

关规定所确定的累计摊销额后的余额。 

④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以摊余成本计量且不属于任何套期关系的一部分的金

融负债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终止确认、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时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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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① 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终止确认金融资产： 

A.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 

B. 金融资产已转移，且该转移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关于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的规定。 

② 当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时，相应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

该部分金融负债）。 

(3)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转

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

风险和报酬的，继续确认所转移的金融资产。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1) 未保留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

该金融资产，并将转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2) 保留了对该

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

负债。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1) 所

转移金融资产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2) 因转移金融资产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之和。转移了金融资产的一部分，

且该被转移部分整体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转移前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

部分和继续确认部分之间，按照转移日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1) 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2) 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与原直接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之和。 

(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公司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确定相

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公司将估值技术使用的输入值分以下层级，并依次使用： 

1) 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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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包括：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除

报价以外的其他可观察输入值，如在正常报价间隔期间可观察的利率和收益率曲线等；市场

验证的输入值等； 

3) 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包括不能直接观察或无法由

可观察市场数据验证的利率、股票波动率、企业合并中承担的弃置义务的未来现金流量、使

用自身数据作出的财务预测等。 

(5) 金融工具减值 

1) 金融工具减值计量和会计处理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合同资产、租赁应收款、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外的贷款承诺、不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或不属于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

的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进行减值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信用

损失，是指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

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其中，对于公司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

减值的金融资产，按照该金融资产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 

对于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仅将自初始确认后

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累计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且不含重大融资成分或者公

司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的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租赁应收款、由《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且包含重大融资

成分的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

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上述计量方法以外的金融资产，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

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公司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

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公司按照该金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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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公司利用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

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

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 

于资产负债表日，若公司判断金融工具只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则假定该金融工具的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当

以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时，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具划分为不同组合。 

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

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损失准备抵减该

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债权投资，公司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其损失准备，不抵减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2) 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金融工具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其他应收款——账龄组合 款项性质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

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

和未来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3) 按组合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 

① 具体组合及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应收账款——账龄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

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编制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

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 

② 应收账款——账龄组合的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账  龄 
应收账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1 年以内（含，下同） 5 

1-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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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 30 

3 年以上 100 

(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不相互抵销。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公司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1) 公司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

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的；(2) 公司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

该金融负债。 

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转移，公司不对已转移的金融资产和相关负债进行抵销。 

2. 2018年度  

(1)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两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债。 

(2)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依据、计量方法和终止确认条件 

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

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公司按照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且不扣除将来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可能发生

的交易费用，但下列情况除外：(1) 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贷款和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

按摊余成本计量；(2)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

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按照成本计量。 

公司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对金融负债进行后续计量，但下列情况除外：(1) 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不扣除将来结清金

融负债时可能发生的交易费用；(2) 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

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负债，按照成本计量；(3) 不属于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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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或没有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并将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在初始确认后按照下

列两项金额之中的较高者进行后续计量：1)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确

定的金额；2) 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原则确定的累积

摊销额后的余额。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或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

险和报酬已转移时，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解除时，相应

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公司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确定相

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公司将估值技术使用的输入值分以下层级，并依次使用： 

1) 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

价； 

2) 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3) 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4) 金融资产的减值测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1) 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

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2) 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先将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区分开来，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

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

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

减值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账面价值高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差

额确认减值损失。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

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并计入减值损失。对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

资，在期后公允价值回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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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予以转回并计入当期损益。对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期后公允价值回

升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发生减值时，将该权益工具投资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类

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发生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予转回。 

(七) 应收款项 

1. 2019年度和 2020 年 1-7月 

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三(六)1(5) 金融工具减值之说明。 

2. 2018年度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且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以及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单项

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根据相同账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

报告期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确定具体提取比例为：账龄 1年以内（含，下同）的，

按其余额的 2%计提；账龄 1-2年的，按其余额的 20%计提；账龄 2-3年的，按其余额的 50%

计提；账龄 3 年以上的，按其余额的 100%计提。对有确凿证据表明可收回性存在明显差异

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

账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根据其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八) 长期股权投资 

1.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判断 

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存在共有的控制，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动必须经过分享控制权

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认定为共同控制。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

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认定为重大影响。 

2. 投资成本的确定 

(1)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承担债务或

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

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其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合

并对价的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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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留存收益。 

(2)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在购买日按照支付的合并对价的公允价值作为其

初始投资成本。 

(3) 除企业合并形成以外的：以支付现金取得的，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其初始

投资成本；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初始投资成本；

以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确定其初始

投资成本。 

3. 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对被投资单位能够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4. 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在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减值的，

按照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九) 职工薪酬 

1. 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2. 短期薪酬的会计处理方法 

在职工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

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3. 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离职后福利分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 

(1) 在职工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设定提存计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确认为负

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2) 对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通常包括下列步骤： 

1) 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采用无偏且相互一致的精算假设对有关人口统计变量和

财务变量等作出估计，计量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并确定相关义务的所属期间。同时，

对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予以折现，以确定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和当期服务成本； 

2) 设定受益计划存在资产的，将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减去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

值所形成的赤字或盈余确认为一项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设定受益计划存在盈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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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设定受益计划的盈余和资产上限两项的孰低者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 

3) 期末，将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确认为服务成本、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

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以及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等三部分，其

中服务成本和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重新

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且在后续会计期间不

允许转回至损益，但可以在权益范围内转移这些在其他综合收益确认的金额。 

4. 辞退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向职工提供的辞退福利，在下列两者孰早日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

当期损益：(1) 公司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时；

(2) 公司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 

5.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向职工提供的其他长期福利，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按照设定提存计划的有关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除此之外的其他长期福利，按照设定受益计划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为

简化相关会计处理，将其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确认为服务成本、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

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以及重新计量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等组成项

目的总净额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十) 收入 

1. 2020年 1-7月 

(1) 收入确认原则 

于合同开始日，公司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确定各单

项履约义务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

约义务：(1) 客户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2) 客户能

够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在建商品或服务；(3) 公司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或服务具有不可

替代用途，且公司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公司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

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

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在客户取得相关商

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时，公司考虑下列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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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2) 公司已将该

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3) 公司已将该商品实

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4) 公司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5) 客户已接受该商品；(6) 

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2) 收入计量原则 

1) 公司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交易价格是公司因向客户转

让商品或服务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不包括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以及预期将退还给客

户的款项。 

2) 合同中存在可变对价的，公司按照期望值或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最佳估

计数，但包含可变对价的交易价格，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

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 

3) 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公司按照假定客户在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即以现

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价格。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

际利率法摊销。合同开始日，公司预计客户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与客户支付价款间隔不超

过一年的，不考虑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 

4)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司于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

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2. 2018年度和 2019 年度 

(1)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 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购货方；(2) 公司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

品实施有效控制；(3)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5)

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 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同时满足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并按已经发生的成本占

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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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可靠估计的，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

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

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劳务收入。 

(3) 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在同时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收入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时，确

认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利息收入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

定；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十一) 政府补助 

1. 政府补助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 公司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的条件；

(2) 公司能够收到政府补助。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

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2.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

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 

3.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对于同时包含

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难以区分与资产相关或与收益相关的，整体

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

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

成本；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4. 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费用。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5. 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的会计处理方法 

(1) 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公司提供贷款的，

以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作为借款的入账价值，按照借款本金和该政策性优惠利率计算相关借

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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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公司的，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四、税（费）项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  种 计 税 依 据 税  率 

增值税 提供应税劳务 6%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五、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一) 资产负债表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项  目 2020.7.31 2019.12.31 2018.12.31 

银行存款 659,503.09 10,677,065.38 536,713.81 

合  计 659,503.09 10,677,065.38 536,713.81 

 

2. 其他应收款 

(1) 类别明细情况 

种  类 

2020.7.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5,607,319.48 100.00 1,280,365.98 5.00 24,326,953.50 

其中：其他应收款 25,607,319.48 100.00 1,280,365.98 5.00 24,326,953.50 

合  计 25,607,319.48 100.00 1,280,365.98 5.00 24,326,953.50 

（续上表） 

种  类 

2019.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0,231,777.79 100.00 511,588.89 5.00 9,720,1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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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其他应收款 10,231,777.79 100.00 511,588.89 5.00 9,720,188.90 

合  计 10,231,777.79 100.00 511,588.89 5.00 9,720,188.90 

(2) 采用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组合名称 

2020.7.31 2019.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

例(%) 

账龄组合 25,607,319.48 1,280,365.98 5.00 10,231,777.79 511,588.89 5.00 

其中：1 年以内 25,607,319.48 1,280,365.98 5.00 10,231,777.79 511,588.89 5.00 

小  计 25,607,319.48 1,280,365.98 5.00 10,231,777.79 511,588.89 5.00 

(3) 应收关联方款项 

关联方名称 2020.7.31 2019.12.31 

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士兰集昕公司） 
25,607,319.48 10,231,777.79 

小  计 25,607,319.48 10,231,777.79 

 

3. 长期股权投资 

(1) 明细情况 

项  目 
2020.7.31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对联营企业投资 835,516,714.34  835,516,714.34 

合  计 835,516,714.34  835,516,714.34 

（续上表） 

项  目 
2019.12.31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对联营企业投资 681,869,172.41  681,869,172.41 

合  计 681,869,172.41  681,869,172.41 

（续上表） 

项  目 
2018.12.31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对联营企业投资 342,526,774.17  342,526,774.17 

合  计 342,526,774.17  342,526,774.17 

(2) 对联营企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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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 1-7月 

被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比

例(%) 

表决权比

例(%) 
成本 损益调整 其他权益变动 期末数 

士兰集昕公司 47.25 47.25 1,000,000,000.00 -216,625,652.77 52,142,367.11 835,516,714.34 

小  计   1,000,000,000.00 -216,625,652.77 52,142,367.11 835,516,714.34 

2) 2019年度 

被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比

例(%) 

表决权比

例(%) 
成本 损益调整 其他权益变动 期末数 

士兰集昕公司 46.65 46.65 800,000,000.00 -170,273,194.70 52,142,367.11 681,869,172.41 

小  计   800,000,000.00 -170,273,194.70 52,142,367.11 681,869,172.41 

3) 2018年度 

被投资单位名称 
持股比

例(%) 

表决权比

例(%) 
成本 损益调整 其他权益变动 期末数 

士兰集昕公司 31.76 31.76 400,000,000.00 -109,615,592.94 52,142,367.11 342,526,774.17 

小  计   400,000,000.00 -109,615,592.94 52,142,367.11 342,526,774.17 

 

4. 应交税费 

项  目 2020.7.31 2019.12.31 2018.12.31 

企业所得税 136,509.54 46,810.58 51,114.16 

增值税 5,830.03 13,119.50  

城市维护建设税 408.10   

教育费附加 174.90   

地方教育附加 116.60   

合  计 143,039.17 59,930.08 51,114.16 

 

5. 实收资本 

(1) 明细情况 

股东名称 2020.7.31 2019.12.31 2018.12.3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0 400,000,000.00 200,000,000.00 

士兰微公司 525,000,000.00 420,000,000.00 210,000,000.00 

合  计 1,025,000,000.00 820,000,000.00 4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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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收资本变动情况的说明 

1) 2019年度 

根据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人民

615,000,000.00 元，由全体出资者分 2 期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缴足，变更后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025,000,000.00 元。本期出资为第 1 期，出资额为人民币 410,000,000.00

元，由士兰微公司出资 210,000,000.00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00,000,000.00 元。本次实收资本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429号）。公司已于 2019年 12月 5日办妥工

商变更备案手续。 

2) 2020年 1-7月 

根据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人民

615,000,000.00 元，由全体出资者分 2 期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缴足，变更后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025,000,000.00 元。本期出资为第 2 期，出资额为人民币 205,000,000.00

元，由士兰微公司出资 105,000,000.00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00,000,000.00 元。本次实收资本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105号）。 

 

6. 资本公积 

项  目 2020.7.31 2019.12.31 2018.12.31 

其他资本公积 52,142,367.11 52,142,367.11 52,142,367.11 

合  计 52,142,367.11 52,142,367.11 52,142,367.11 

 

7. 未分配利润 

项  目 2020.7.31 2019.12.31 2018.12.31 

期初未分配利润 -169,935,870.50 -109,129,993.29 -50,545,081.14 

加：本期净利润 -46,846,364.85 -60,805,877.21 -58,584,912.15 

期末未分配利润 -216,782,235.35 -169,935,870.50 -109,129,993.29 

 

(二) 利润表项目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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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税金及附加 

项  目 2020年 1-7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印花税 25,625.00 51,250.00  

城市维护建设税 408.10  716.42 

教育费附加 174.90  307.04 

地方教育附加 116.60  204.69 

合  计 26,324.60 51,250.00 1,228.15 

 

2. 管理费用 

项  目 2020年 1-7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中介费 30,000.00 20,000.00  

差旅费  148.00  

办公费   150.00 

合  计 30,000.00 20,148.00 150.00 

 

3. 财务费用 

项  目 2020年 1-7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利息收入 -413,618.35 -260,950.69 -342,757.21 

手续费 800.00 806.00 200.00 

合  计 -412,818.35 -260,144.69 -342,557.21 

 

4. 其他收益 

项  目 2020年 1-7月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注] 10,000.00 

合  计 10,000.00 

[注]本期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五(四)之说明 

 

5. 投资收益 

项  目 2020年 1-7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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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46,352,458.07 -60,657,601.76 -59,340,796.44 

处置金融工具取得的投资收益  295,671.23  

其中：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95,671.23  

合  计 -46,352,458.07 -60,361,930.53 -59,340,796.44 

 

6. 信用减值损失 

项  目 2020年 1-7月 2019年度 

坏账损失 -768,777.09 -511,588.89 

合  计 -768,777.09 -511,588.89 

 

7. 资产减值损失 

项  目 2018年度 

坏账损失 500,000.00 

合  计 500,000.00 

 

8. 所得税费用 

项  目 2020年 1-7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当期所得税费用 91,623.44 121,104.48 85,294.77 

合  计 91,623.44 121,104.48 85,294.77 

 

(三) 现金流量表项目注释 

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 2020 年 1-7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1)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46,846,364.85 -60,805,877.21 -58,584,912.15 

加：资产减值准备 768,777.09 511,588.89 -500,000.00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

生物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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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375,541.69 -231,777.79 -341,154.27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46,352,458.07 60,361,930.53 59,340,796.44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

填列) 
  -10,234.6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

填列) 
83,109.09 8,815.92 -17,613.80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62.29 -155,319.66 -113,118.41 

(2)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659,503.09 10,677,065.38 536,713.8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0,677,065.38 536,713.81 298,443.32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017,562.29 10,140,351.57 238,270.49 

2.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项    目 2020 年 1-7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1) 现金 659,503.09 10,677,065.38 536,7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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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库存现金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659,503.09 10,677,065.38 536,713.81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2) 现金等价物    

其中：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59,503.09 10,677,065.38 536,713.81 

 

(四) 政府补助 

2020年 1-7月 

项  目 金额 列报项目 说明 

滨江市场监管局

两直资金补助 
10,000.00 其他收益 

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杭州市滨江区

人民政府《关于兑现杭州高新区（滨江）小微企业与个体

工商户“两直”补助资金的通知》 

小  计 10,000.00   

 

六、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一)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系 

士兰微公司 控股股东 

士兰集昕公司 联营企业 

(二) 关联方交易情况 

1. 关联方未结算项目金额详见本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注释。 

2. 拆出资金 

(1) 2020年 1-7月 

资金拆入方  期初余额 本期拆出金额 本期收回金额 期末余额 本期结算利息 

士兰集昕公司 10,000,000.00 15,000,000.00  25,000,000.00 375,541.69 

合  计 10,000,000.00 15,000,000.00  25,000,000.00 375,541.69 

(2) 2019年度 

资金拆入方  期初余额 本期拆出金额 本期收回金额 期末余额 本期结算利息 

士兰集昕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231,7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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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0,000,000.00  10,000,000.00 231,777.79 

(3) 2018年度 

资金拆入方  期初余额 本期拆出金额 本期收回金额 期末余额 本期结算利息 

士兰集昕公司 10,000,000.00  10,000,000.00  351,388.90 

合  计 10,000,000.00  10,000,000.00  351,388.90 

 

七、其他重要事项 

(一)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本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保

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

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

溯调整 2019年 1月 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

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

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租赁应收款。 

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月 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 1月 1日 

其他流动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2. 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以下简称新CAS22）

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以下简称原 CAS22）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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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贷款和应收款项 536,713.81 
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 
536,713.81 

其他流动资产 -

银行理财产品 

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 
1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总金融

资产 

10,000,000.00 

3. 2019年 1月 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9

年 1 月 1 日） 

1) 金融资产 

①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按原 CAS22 列示

的 余 额 和 按 新

CAS22 列示的余

额 

536,713.81   536,713.81 

     

其他流动资产-银

行理财产品 
    

按原 CAS22 列示

的余额 
10,000,000.00    

减：转出至交易性

金 融 资 产 ( 新

CAS22) 

 -10,000,000.00   

按新 CAS22 列示

的余额 
    

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总金融资产 
10,536,713.81 -10,000,000.00  536,713.81 

②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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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 CAS22 列示

的 余 额 和 按 新

CAS22 列示的余

额 

    

加：自其他流动资

产 
 10,000,000.00   

按新 CAS22 列示

的余额 
   1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总金融

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二)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影响 

公司自 2020年 1 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

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执

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无影响。 

(三) 公司本期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或有事项、承诺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 

 

八、其他补充资料 

非经常性损益 

项  目 2020 年 1-7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95,671.23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 ·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f公 司期初至台并日的当期诤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 ll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日

小 计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 (所得税减少以
“- 表示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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