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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专项说明 

 

致同专字（2023）第 110A01911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 2023 年 7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

174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致同”“我们”）对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瑞联新材”、“发行人”或“公司”）的落实函中提到的需要会计

师说明或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有关问题的核查情况和核查

意见的说明如下：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 

赛特广场 5 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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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根据申报材料，1）“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比例为 43.68%，目

前已结项；2）“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及“科研检测中心项目”延期原因包括

新增的固定资产及研发设备折旧费用将大幅增加。 

请发行人说明：（1）“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比例较低但已结项

的原因，并说明结余资金的后续使用计划；（2）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及“科

研检测中心项目”相关固定资产是否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是否存在按照相关

规定应达产但实际未达产的情况。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比例较低但已结项的原因，并说明

结余资金的后续使用计划 

（一）“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比例较低但已结项的原因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比例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

比例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与已使用

募集资金金额的

差额 

资源无害化处理

项目 
3,115.00 1,369.04 43.95% 1,745.96 

由上表可知，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的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为 3,115.00 万元，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369.04 万元，已使用募

集资金比例为 43.95%，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为

1,745.96 万元。 

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比例较低但已结项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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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自筹资金投入未能用募集资金置换 

（1）由于对规定理解不到位原因，部分自筹资金投入未能用募集资金置换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 年修订）》（中国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第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以在募集资金到账后六个月内，以募集资

金置换自筹资金。置换事项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

并由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披露。”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问答》（第三期，2019 年 12 月 13 日）第 10.4 条进

一步说明了：“置换的资金仅限于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已投入的自筹资金，置换

的项目必须是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中的原定项目，募集资金到账后投入的项目不属

于可以置换的范围。” 

由于对上述规定的理解不到位，公司相关经办人员误以为可置换的资金包含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投入的自筹资金。因此 2020 年 8 月 26 日 IPO 募集资金到账

后，公司相关经办人员仍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至 2020 年 9 月 27 日期间使用自筹

资金支付了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的工程合同款等资本性支出 445.45 万元。后续公

司相关经办人员准备使用募资资金置换该部分自筹资金时，发现不符合上述规定

关于资金置换的要求，导致募集资金未能置换该部分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由于部分费用由蒲城海泰按月统一支付原因，部分自筹资金投入未能

用募集资金置换 

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蒲城海泰，项目位于蒲

城县工业园区内。除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外，蒲城海泰还包括其它生产车间等。

由于所有车间的人工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由蒲城海泰按月统一支付，因此资源

无害化项目试运行期间的相关支出无法直接使用募集资金账户支付，且由于支出

时间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导致该相关支出无法使用募集资金置换，该部分金额

合计为 564.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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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工程合同尾款尚未支付 

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虽已结项，但仍有部分工程合同尾款尚未支付，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待支付的合同尾款金额合计为 201.10 万元。 

3、公司缩短了系统调试运行时间且加强了费用控制，减少了相关支出 

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原计划系统调试运行时间为一年，实际试运行时间为 9

个月。由于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为公司内部首个资源焚烧处理的项目，公司相关

项目经验不足，导致试运行时间及预算金额估算存在偏差，该项目实际试运行时

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 3 个月，减少了部分相关支出。 

同时，在使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坚持谨慎、节约的原则，加强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

理降低了支出。 

综上所述，由于部分自筹资金投入未能用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工程合同尾款

尚未支付、公司缩短了系统调试运行时间且加强了费用控制等因素，资源无害化

处理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比例较低但已结项，具备合理性。 

（二）结余资金的后续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后续拟将上述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结项后的

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二、“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及“科研检测中心项目”相关固定资产是否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是否存在按照相关规定应达产但实际未达产的情况 

（一）在建工程项目进度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建工程“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及“科研

检测中心项目”的增减变动、结转情况及项目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初在建

工程 
本期投入 

本期转

固 

期末在建

工程 
项目预算 

工程已投

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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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液晶显示

材料生产项目 
4,882.33 1,806.59 51.09 6,637.82 30,377.00 50.79% 

科研检测中心

项目 
3,715.58 1,087.09 - 4,802.67 16,963.00 44.92% 

由上表可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工

程投入比例为 50.79%；公司“科研检测中心项目”工程投入比例为 44.92%。 

（二）项目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第九条“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这

项资产达到可预定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即结转固定资产时点为

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第十三条“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可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判断：（1）符合资本

化条件的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或者生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实质上已经

全部完成；（2）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与设计要求、合同规定

或者生产要求基本相符；（3）继续发生在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上支出的金额很少或者几乎不再发生。”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及“科研检测中心

项目”的建设进度、预计可使用状态及项目计划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进度 预定可使用状态判断 工程计划 

高端液晶

显示材料

生产项目 

新建两个生产

车间及其配套

的辅助工程和

服务设施，用

于高端单体液

晶等产品的生

产。 

310 车间建设：车间房屋结构、室内

设备平台、墙体已完工；但设备安

装及与设备安装相关的必要改造、

通风、消防、供暖、排水等尚未完

工。 

车间主体结构建造完成，但相关安装

工程尚未完毕；无法达到生产要求的

可使用状态，且未来仍需持续投入资

金。该车间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 

公司将根据各项

工程的实施进度，

在工程单独或连

同其他工程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及时转固； 

项 目 整 体 预 计

2024 年第四季度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 

311 车间建设：311 车间房屋钢结构

主体完成，外立面、门窗地面工程

正在进行。 

311 车间外立面、门窗地面工程未完

成，尚未达到生产要求。该车间尚未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其他配套辅助工程： 

该项目大部分辅助工程和服务设施

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其中包括

402 库房、409 库房、410 固废房、废

水站二期和其相关的辅助设施； 

尚有办公楼、消防水池及泵房等设

施尚未投入建设。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2 间仓库、

固废房、废水站二期和其配套的消防

工程等设施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并转为固定资产。 

办公楼、消防水池及泵房等设施尚未

开工，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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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检测

中心项目 

新建科研检测

中心大楼，购

置相关研发、

检测设备，及

建设配套的辅

助工程和服务

设施等。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科研检测中

心大楼的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

工程、外立面工程、消防工程及大

楼电梯工程等已基本完成。 

针对科研检测中心三、五层实验室

的装修装饰和针对全部楼层的公共

区域装修装饰、电气供暖排水等，

已基本完成，尚需验收及整改； 

此外，一、二、七层办公区域装修

已完成 30%左右。四、六层待公司对

于产品、产线等研讨布局后进行装

修。 

1、科研大楼仅完成主体结构建设。

相关实验室、公共区域等装修和配套

设施安装尚未完成； 

2、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项目状

态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符合公司科

研目的的电气化、排污、通风、实验

室家具安装等要求，无法投入科研使

用； 

3、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共区

域装饰装修工程合同预付款进度为

30%，后续针对已有装修合同，和尚

未签订合同的其他楼层科研环境装

修建设等，仍会有进一步投入。 

综上，该项目目前尚未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公司预计三、五层

实验室在 2023 年

下半年装修完毕，

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并转入固定

资产。其他部分工

程预期将于 2024

年第四季度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

并整体完工验收。 

由上表可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及“科

研检测中心项目”中，仅个别仓库、固废房、废水站等配套设施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已转入固定资产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计提相关折旧费。其余工程皆未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不存在按照相关规定应达产但实际未达产的情况。 

三、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定期报告、资源无害化处理项目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及支出明细等资料，了解该项目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及使用募集

资金比例较低但已结项的原因；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了解该项目结余资金

的后续使用计划； 

2、获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规划、合同、发票、付款单据等，检查项目入

账价值及会计处理是否准确；访谈了公司相关项目的负责人员，了解了项目主要

建设目的、建设内容、建设进度、相关合同实施情况和项目未来建设规划；实地

走访、观察了项目建设工地，核查其项目实际施工进度是否与公司描述一致，相

关会计记录是否据实反映了项目实际进展情况，评估公司对“高端液晶显示材料

生产项目”及“科研检测中心项目”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判断是否合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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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由于部分自筹资金投入未能用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工程合同尾款尚未支

付、公司缩短了系统调试运行时间且加强了费用控制等因素，资源无害化处理项

目使用募集资金比例较低但已结项，具备合理性；公司后续拟将资源无害化处理

项目结项后的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2、“高端液晶显示材料生产项目”及“科研检测中心项目”相关在建工程主要工

程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个别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仓库、固废房、废水

站等配套工程设施已转入固定资产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计提相关折旧费，不

存在按照相关规定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而未转为固定资产、应达产但实际未达

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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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存货 

根据申报材料，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02、2.38 和

1.57，剔除部分同行业公司后，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2）报告期各

期末发行人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比例分别为 11.84%、10.08%及 8.72%。 

请发行人说明：（1）剔除部分同行业公司的原因，2022 年存货周转率下降的

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一致；（2）结合业绩情况、库龄

分布及占比、计提方式、期后结转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存

货跌价准备比例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具有充分性。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剔除部分同行业公司的原因，2022 年存货周转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一致 

（一）剔除部分同行业公司的原因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发行人及可比公司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单位：次 

公司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万润股份 1.76 2.05 1.36 

康鹏科技 2.04 2.41 1.73 

八亿时空 1.75 1.93 1.84 

强力新材 1.66 2.24 1.77 

濮阳惠成 5.73 8.28 7.50 

莱特光电 1.97 2.67 2.74 

博瑞医药 1.57 2.28 2.08 

凯莱英 3.63 2.43 2.87 

平均值 2.51 3.04 2.73 

发行人 1.57 2.38 2.02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02、2.38 和 1.57，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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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其中，濮阳惠成的存货周转率显著高于公司及其他同

行业可比公司，主要系产品结构差异所致。 

濮阳惠成系公司显示材料业务的可比公司，但具体产品结构与公司存在显著

差异，濮阳惠成主要产品为顺酐酸酐衍生物和 OLED 相关功能材料中间体，2022

年度占营业成本比例分别为 74.05%、13.44%。顺酐酸酐衍生物业务为影响濮阳惠

成存货周转率的主导因素，与公司显示材料业务的可比性较低。此外，濮阳惠成

是国内顺酐酸酐衍生物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子电气、涂料、复合

材料等领域，与显示材料下游的消费电子行业相关性较低，从变动趋势角度亦不

具有可比性。 

综上所述，为保证数据可比性，剔除濮阳惠成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2022 年公司存货周转率下降的原因 

2021 年度、2022 年度，公司营业成本、存货及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变化 金额 

营业成本 90,718.79 -8.05% 98,662.19 

其中：显示材料 80,278.66 -4.92% 84,436.94 

年末存货 62,472.03 18.37% 52,776.20 

平均存货 57,624.12 38.91% 41,484.48 

存货周转率（次） 1.57 -0.81 2.38 

从成本结构可以看出，公司营业成本主要来源于显示材料业务，存货周转率

主要受显示材料业务影响。2022 年度，公司的存货周转率为 1.57，较上年度下降

0.81 次，降幅较大，主要原因如下：①2022 年上半年，公司显示材料业务收入

80,663.41 万元，同比增长 44.03%，基于上半年显示材料业务的高速增长，公司持

续保持了较大的备货力度；2022 年下半年，显示面板厂商受终端消费电子需求减

少影响，减少了对上游显示材料的采购，导致公司库存消化速度降低，2022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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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较上年末增长 18.37%，平均存货较上年末增长 38.91%；②营业成本同样受销

售规模缩减影响，较上年度降低 8.05%。 

综上，平均存货的增长和营业成本的减少共同导致本年存货周转率的下降。 

（三）公司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分析 

为保证数据可比性，剔除濮阳惠成后，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公司及同行业

可比公司的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单位：次 

公司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存货周转率 变动 存货周转率 

万润股份 1.76 -0.29 2.05 

康鹏科技 2.04 -0.37 2.41 

八亿时空 1.75 -0.18 1.93 

强力新材 1.66 -0.58 2.24 

莱特光电 1.97 -0.70 2.67 

博瑞医药 1.57 -0.71 2.28 

凯莱英 3.63 1.20 2.43 

平均值 2.05 -0.24 2.29 

发行人 1.57 -0.81 2.38 

2022 年度，受显示材料行业需求下降影响，同行业公司存货周转率平均值较

上年度降低 0.24 次。公司存货周转率较上年度降低 0.81 次，与同行业公司变动

趋势一致，但下降幅度较大，主要系同行业公司间产品结构和业务差异、凯莱英

存货周转率大幅上升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1、产品结构和业务差异分析 

2022 年度，公司的显示材料可比公司中，强力新材和莱特光电的存货周转率

变动趋势与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万润股份、康鹏科技、八亿时空的存货周转率

降幅较小，2022 年度分别下降 0.29 次、0.37 次和 0.18 次，上述可比公司的产品

结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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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可比业务名称 
营业收入 

可比业务 营业收入合计数 占比 

万润股份 功能性材料 299,878.29 508,046.20 59.03% 

康鹏科技 显示材料 30,268.50 120,937.16 25.03% 

八亿时空 

液晶材料 89,427.95 

93,304.34 

95.85% 

其中：混合液晶 88,484.60 94.83% 

液晶单体 943.35 1.01% 

发行人 显示材料 124,987.89 147,720.96 84.61% 

由上表可知，万润股份的功能材料业务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59.03%，未披露功

能材料中显示材料的具体营收及占比；康鹏科技的显示材料业务占营业收入比例

为 25.03%，两家同行业公司的显示材料营收比皆低于公司的 84.61%，其存货周转

率受到显示材料行业下行影响较小，因此下降幅度有限。 

八亿时空相较公司存货周转率下降较少主要是因为：①八亿时空主要生产混

合液晶产品，是公司的液晶单体产品的下游公司。八亿时空整个生产过程长达 

90-160 天，常规备货周期约 150 天，比公司 1-3 个月的生产周期和 1-3 个月的备

货周期长，存货周转率整体维持在较低水平，变动幅度亦低于同行业水平；②八

亿时空客户较为集中，第一大客户京东方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

60.76%，其单一客户占比较大的特点也使得其订单量较为稳定，对产量和备货量

的预计较为准确，因此存货周转率受到行业波动的敏感性也相对较低。 

2、凯莱英存货周转率大幅上升，拉高存货周转率平均水平 

凯莱英是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CDMO）解决方案提供商，仅为公司医药

中间体业务的同行业公司。2022 年度，凯莱英受益于境外大订单的交付和小分子

领域、新兴领域业务的发力，业务规模大幅扩张，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109.02%，

而存货受产能限制仅增长 8.19%，增长幅度较低，因此存货周转率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除凯莱英外，2022 年度同行业公司存货周转率皆呈现下降趋势，

下降程度受到不同公司之间产品结构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变动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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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基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业绩情况、库龄分布及占比、计提方式、期后结转情况及同行业

可比公司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比例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存货跌

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具有充分性 

（一）存货跌价计提政策及计提比例 

1、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如下：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通

常按照类别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资产负债表日，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

素已经消失的，存货跌价准备在原已计提的金额内转回。 

公司按照类别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方法如下： 

项目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库存商

品、发出

商品、在

产品 

1、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有正常销售 

对于本年及期后有销售且销售量超过 10 公斤的产品，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法确认存货跌价准备； 

2、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无正常销售 

对于无正常销售（本年及期后无销售或销售量在 10 公斤以内）的产品，按无正常

销售年限进行计提：1 年内无正常销售的产品，按 5%和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差额孰

高计提跌价；1-2 年无正常销售的产品，按 10%和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差额孰高计提

跌价；2 年以上无正常销售的产品，按 95%计提跌价。 

原材料 

1、对原材料可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按账面价值和可变现净值的差异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通用原材料的用途可广泛用于产品生产，对于近期购入的原材料，预计可变

现净值通常高于账面价值，因此若无明显减值迹象，公司不计提跌价准备；1-2

年的原材料，公司按 5%和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差额孰高计提跌价；2 年以上原材料，

原材料品质受到影响，可使用价值也会降低，由于该部分原材料公司仍可用于生

产过程中配方调整及研发试生产，故公司按原材料原值金额的 95%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2、对于专门用于某种库存商品、在产品的原材料，公司会根据该种库存商品、在

产品的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确定该原材料是否需要进行补充计提。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及变化原因概述 

（1）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及计提比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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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6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存货余额  55,799.47  68,439.73 58,691.60 34,248.35 

存货跌价准备 5,605.32  5,967.70 5,915.39 4,055.60 

存货跌价计提比例 10.05% 8.72% 10.08% 11.84% 

由上表可知，公司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11.84%、10.08%、 

8.72%和 10.05%，2022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比例较其他年度略低，存货跌价准备比

例总体变动不大。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变化原因概述 

报告期内，2020 年末至 2022 年末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主

要为各期末存货的构成结构变化，导致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下降。2020 年末至 2022

年末，公司存货规模逐年扩大的同时，当年新增存货占比上升。在公司采用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的存货跌价计提政策下，当年新增存货无法销售或大幅

降价的风险较低，因此存货跌价准备比例逐年下降。具体分析如下： 

公司各存货类别的跌价准备及计提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库存商品 原材料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

额 
30,923.50  38,312.25  22,405.31  14,794.62  12,661.68  14,955.53  14,538.48  7,862.62  

存货跌

价准备 
3,534.68  3,995.29  3,502.65  2,395.92  1,806.64  1,705.01  1,668.27   1,311.03  

存货跌

价计提

比例 

11.43% 10.43% 15.63% 16.19% 14.27% 11.40% 11.47% 16.67% 

项目 

在产品 发出商品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

额 
8,931.68  11,320.24  14,624.07  9,756.47  3,269.10  3,818.20  7,023.90  1,673.48  

存货跌

价准备 
 174.07   212.11   655.75   295.32   89.93   55.30   88.73   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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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跌

价计提

比例 

1.95% 1.87% 4.48% 3.03% 2.75% 1.45% 1.26% 3.19% 

由上表可知，公司 2021 年末相较 2020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下降的主

要原因如下： 

（1）原材料跌价计提比例的下降：2021 年显示材料需求大幅增长，公司销

售大幅上升，因此公司为满足下游需求，进行了大量的备料，新增原材料较多，

在市场需求旺盛、跌价因素较少的情况下，新增原材料占比的大幅上升使得跌价

计提比例大幅下降。 

（2）发出商品跌价比例的下降：市场旺盛也使得公司以负毛利销售的情况

减少，发出商品跌价计提比例也有所下降。 

公司 2022 年末相较 2021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库存商品跌价计提比例的下降：本年新增库存商品较多，新增库存商

品占库存商品比例较往年大幅上升，且新增库存商品普遍为 2022 年上半年下游

需求量较大、销售较多的产品。因此在 2022 年下半年，虽销售有所下降，出货

速度有所放缓，但公司毛利率较为稳定，该部分新增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普遍大于

成本，跌价因素较少，使得跌价计提比例有所下降。 

（2）在产品跌价计提比例的下降：在 2022 年下半年市场需求走弱、公司销

售下降的背景下，公司年末仍处于在制状态存货的最终产品通常是订单覆盖高、

销售风险较小的产品，这使得在产品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有所下降。 

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小幅上升，主要为当年新增存

货占比下降等原因所致。 

（二）业绩情况与存货跌价准备的下降分析 

1、2021 年相较 2020 年变动分析 

公司 2021 年相较 2020 年，受益于全球范围的居家办公趋势和 OLED 产品的

市场发展带来的对个人电脑、手机、平板等终端消费电子的需求增长，公司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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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面板行业需求大幅增长。公司为满足下游需求，进行了产能扩张、扩大了生

产规模，使得当年新采购的、库龄在 1 年以内的原材料库存大幅增加。根据公司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库龄 1 年以内的通用原材料在没有明显的减值迹象时，

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这使得本年原材料存货跌价计提比例由 16.67%下降至

11.47%。 

此外，由于 2021 年销售规模扩大，年末发出商品余额大幅上升。根据公司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发出商品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确认存货跌价准

备。发出商品是已有销售价格和明确可计量成本的存货，计提跌价的情形主要为

商品以负毛利进行的销售。本年显示材料行业需求增加，跌价因素较少，以负毛

利销售的情况减少，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由 3.19%降至 1.26%。 

综上，原材料和发出商品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的下降带动了本年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从 11.84%下降至 10.08%。 

2、2022 年相较 2021 年变动分析 

2022 年上半年，受到下游客户需求旺盛的影响，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长，生

产备货也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自 2022 年第三季度开始，受到居家办公带来的增

量需求基本释放完毕、厂商采购意愿降低和宏观经济恢复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

公司订单和销售出现下降。这导致公司下半年出货速度放缓，年末库存商品余额

增加，本年内生产的库存商品占存货的比重增加。 

2021 年及 2022 年末，库存商品余额分别为 22,405.31 万元和 38,312.25 万元，

增幅为 71.00%，但跌价准备仅从 3,502.65 万元增长至 3,995.29 万元，增幅仅有

14.06%。其中结存余额前 30 的主要产品，本年新增余额合计 9,476.16 万元，其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仅为 1.81%，该部分产品皆为正常销售或安全库存备货所需

的产品，仅因市场下滑导致暂时结存。 

本年内生产的新增库存商品普遍为 2022 年上半年下游需求量较大、销售较

多的产品。2022 年下半年虽销售有所下降，但公司毛利率较为稳定，该部分存货

跌价因素较少。因此，本年库存商品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由 15.63%下降至 10.43%。 

此外，本年在产品跌价准备也出现一定的下降，由 2021 年末的 4.48%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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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末的 1.87%。在产品计提跌价的情形一般受到其最终产品影响。2022 年在

产品余额 11,320.24 万元，较 2021 年的 14,624.07 万元下降 22.59%。在 2022 年下半

年市场需求走弱、公司销售下降的背景下，公司年末结余的在产品的最终产品通

常是订单覆盖高、销售风险较小的产品，因此计提的跌价准备有所减少。 

综上，库存商品和在产品的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的下降带动了本年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比例从 10.08%下降至 8.72%。 

3、2023 年 1-6 月变动分析 

2023 年 1-6 月，受到公司销售逐步回暖和去库存的影响，库存余额显著下降，

由 2022 年末的 68,439.73 万元，下降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 55,799.47 万元。但由

于公司业绩上升时期备货量较大，仍有部分存货尚需消化。其中，2021 年度至

2022 年上半年采购的部分原材料，其库龄已超过一年或两年以上，按照公司原材

料存货跌价的计提政策，需要对该部分原材料计提更多的跌价准备。 

（三）库龄分布及占比与存货跌价准备的下降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存货库龄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库龄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1 年以内 44,214.93  79.24% 59,968.73 87.62% 50,839.96 86.62% 27,285.69 79.67% 

1-2 年 6,350.17  11.38% 3,960.73 5.79% 4,486.71 7.64% 3,739.42 10.92% 

2 年以上 5,234.37  9.38% 4,510.27 6.59% 3,364.93 5.73% 3,223.24 9.41% 

合计 55,799.47  100.00% 68,439.73 100.00% 58,691.60 100.00% 34,248.35 100.00% 

1、2021 年相较 2020 年变动库龄分析 

公司 2021 年末相较 2020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原材

料和发出商品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的下降。 

（1）原材料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下降库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原材料库龄及占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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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1 年以内 9,881.49  78.04% 12,065.97 80.68% 12,524.05 86.14% 5,672.82 72.15% 

1-2 年   827.55  6.54% 1,311.66 8.77% 460.85 3.17% 1,305.54 16.60% 

2 年以上 1,952.63  15.42% 1,577.90 10.55% 1,553.58 10.69% 884.26 11.25% 

合计 12,661.68  100.00% 14,955.53 100.00% 14,538.48 100.00% 7,862.62 100.00% 

由上表可知，2021 年末相较 2020 年末，1 年以内库龄的原材料余额占总原

材料余额比从 72.15%大幅上升至上升至 86.14%。根据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

策，库龄 1 年以内的通用原材料在没有明显的减值迹象时，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这使得本年原材料存货跌价计提比例由 16.67%下降至 11.47%。 

（2）发出商品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下降库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发出商品库龄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1 年以内 3,269.10  100.00% 3,818.20 100.00% 7,023.90 100.00% 1,673.48 100.00% 

1-2 年 -  0.00% - 0.00% - 0.00% - 0.00% 

2 年以上 - 0.00% - 0.00% - 0.00% - 0.00% 

合计 3,269.10  100.00% 3,818.20 100.00% 7,023.90 100.00% 1,673.48 100.00% 

公司发出商品库龄皆在 1 年以内，本年发出商品余额 7,023.90 万元，较上年

大幅上升 319.72%。但由于 2021 年显示材料行业需求增加，跌价因素较少，负毛

利销售情况减少，其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从 3.19%下降至 1.26%，带动了公司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的整体下降。 

2、2022 年相较 2021 年变动库龄分析 

公司 2022 年末相较 2021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的下降是由于库存商品

和在产品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的下降。 

（1）库存商品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下降库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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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存商品库龄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1 年以内 22,119.14  71.53% 32,730.81 85.43% 16,568.10 73.95% 10,021.76 67.74% 

1-2 年  5,522.62  17.86% 2,649.07 6.91% 4,025.86 17.97% 2,433.88 16.45% 

2 年以上  3,281.74  10.61% 2,932.37 7.65% 1,811.35 8.08% 2,338.98 15.81% 

合计 30,923.50  100.00% 38,312.25 100.00% 22,405.31 100.00% 14,794.62 100.00% 

由上表可知，2022 年末相较 2021 年末，1 年以内库龄的库存商品余额占总

库存商品余额比从 73.95%大幅上升至 85.43%。根据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对于期后及本年有销售的库存商品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确认存货跌价

准备，对于本年及期后无正常销售的库存商品按照无正常销售确认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 1 年以内新增的库存商品通常是订单覆盖高、销售风险较小的产品。因

此，1 年以内库存商品占比的上升使得本年库存商品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下降。 

（2）在产品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下降库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产品库龄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1 年以内 8,931.68  100.00% 11,320.24 100.00% 14,624.07 100.00% 9,703.17 99.45% 

1-2 年 -    0.00% - 0.00% - 0.00% 53.30 0.55% 

2 年以上 -    0.00% - 0.00% - 0.00% - 0.00% 

合计 8,931.68  100.00% 11,320.24 100.00% 14,624.07 100.00% 9,756.47 100.00% 

由上表可知，2022 年末和 2021 年末，公司在产品的库龄皆为 1 年以内。在

2022 年下半年公司销售有所下降的背景下，依然维持生产的产品普遍都是销售情

况较好、毛利较为稳定的产品，其跌价风险较小。因此，本年在产品存货跌价计

提比例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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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 年 1-6 月相较 2022 年变动库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原材料库龄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1 年以内 9,881.49  78.04% 12,065.97 80.68% 12,524.05 86.14% 5,672.82 72.15% 

1-2 年   827.55  6.54% 1,311.66 8.77% 460.85 3.17% 1,305.54 16.60% 

2 年以上 1,952.63  15.42% 1,577.90 10.55% 1,553.58 10.69% 884.26 11.25% 

合计 12,661.68  100.00% 14,955.53 100.00% 14,538.48 100.00% 7,862.62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存商品库龄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原值 占比 

1 年以内 22,119.14  71.53% 32,730.81 85.43% 16,568.10 73.95% 10,021.76 67.74% 

1-2 年  5,522.62  17.86% 2,649.07 6.91% 4,025.86 17.97% 2,433.88 16.45% 

2 年以上  3,281.74  10.61% 2,932.37 7.65% 1,811.35 8.08% 2,338.98 15.81% 

合计 30,923.50  100.00% 38,312.25 100.00% 22,405.31 100.00% 14,794.62 100.00% 

由上表可知，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原材料及库存商品的长库龄占比皆有

所提升，其中库龄超过 2 年的原材料占比从 2022 年末的 10.55%上升至 15.42%，

相应原材料的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也从 2022 年末的 11.40%上升至了 14.27%，是导

致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比例有所回升的主要原因。此外，库龄超过 1 年的库存商品

占比 14.56%上升至 28.47%，但由于多数新增的 1-2 年库龄的库存商品是上年度生

产的订单覆盖高、销售风险较小的产品，相应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仅从 10.43%小幅

上升至 11.43%，也是导致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比例有所回升的原因之一。 

（四）计提方式与存货跌价准备的下降分析 

报告期内，按不同方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及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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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按有正常销

售计提 
32,661.21  58.53% 43,606.81 63.72% 37,360.26 63.66% 20,724.99 60.51% 

按无正常销

售年限计提 
10,476.58  18.78% 9,877.39 14.43% 6,792.85 11.57% 5,660.74 16.53% 

按原材料可

使用情况计

提 

12,661.68  22.69% 14,955.53 21.85% 14,538.48 24.77% 7,862.62 22.96% 

合计 55,799.47  100.00% 68,439.73 100.00% 58,691.60 100.00% 34,248.35 100.00%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按有正常销售计提的存货余额占比分别为 60.51%、

63.66%、63.72%和 58.53%，占比较为稳定，是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方法。 

此外，按无正常销售年限计提的存货占比相对较小，报告期内分别为 16.53%、

11.57%、14.43%和 18.78%；按原材料可使用情况计提的存货报告期内占比分别为

22.96%、24.77%、21.85%和 22.69%。 

报告期内，按不同方法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及计提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按有正常销售

计提 
1,119.51  3.43% 1,364.57 3.13% 1,958.43 5.24% 1,411.19 6.81% 

按无正常销售

年限计提 
2,679.17  25.57% 2,898.12 29.34% 2,435.89 35.86% 1,333.38 23.55% 

按原材料可使

用情况计提 
1,806.64  14.27% 1,705.01 11.40% 1,521.07 10.46% 1,311.03 16.67% 

合计 5,605.32  10.05% 5,967.70 8.72% 5,915.39 10.08% 4,055.60 11.84% 

由上表可知，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按有正常销售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比例分别为 6.81%，5.24%和 3.13%，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20 年度至 2022 年

度公司整体处在一个扩张发展期，存货余额逐年上涨，但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的存货也持续增多，带动了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的下降。其主要原因为①2020

年至 2022 年中期，受益于下游显示面板行业需求旺盛，公司销售持续增长，跌

价因素较少；②2022 年第三季度开始，公司销售开始下降，存货出货速度放缓，

但毛利率一直保持稳定并有小幅提升，新增存货跌价风险较小。 

按无正常销售年限计提的存货占比较小，且其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较高、



 

7-2-2-21 

较为充分。其中，一般 2 年以上无正常销售的长库龄存货，公司认为其未来再接

到订单可能性较小，均按照 95%计提跌价准备。 

按原材料可使用情况计提的，其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在 2021 年因当年新

购原材料较多而下降，2022 年相较 2021 年保持稳定。2023 年 1-6 月相较 2022 年

上升较多，主要是受到 2 年以上原材料库存的增加所致。 

（五）期后结转与存货跌价准备分析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存货期后结转与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①存货账面余额 ②期后结转 
③已计提的

跌价准备 

期后结转及跌价

占原值比例 

（②+③）/① 

2023 年 6 月 30 日 55,799.47  29,189.69  5,605.32  62.36% 

2022 年 12 月 31 日 68,439.73 50,014.02  5,967.70 81.80% 

2021 年 12 月 31 日 58,691.60 52,401.87 5,915.39 99.36%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4,248.35 29,327.83 4,055.60 97.47% 

由上表可知，2020 年末及 2021 年末，存货期后结转及存货跌价准备合计占

存货账面余额比皆达到 97%以上，说明公司的存货跌价计提具备合理性和充分性，

能够较为完整、准确的反映公司存货跌价风险。2022 年末以及 2023 年 6 月 30 日，

由于期后时间较短，结转情况尚未完全体现。 

（六）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可比同行业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万润股份 6.77% 9.85% 6.52% 6.16% 

康鹏科技 未披露 6.50% 10.88% 14.84% 

八亿时空 6.30% 4.94% 6.94% 7.12% 

强力新材 6.86% 5.83% 3.65% 4.08% 

莱特光电 14.57% 22.51% 37.84% 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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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医药 3.97% 6.13% 6.44% 5.66% 

凯莱英 无减值 无减值 无减值 无减值 

算数平均值 5.97% 7.97% 10.32% 9.19% 

发行人 10.05% 8.72% 10.08% 11.84% 

由上表可知，2020 年末至 2022 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

公司平均比例没有显著差异。此外，除莱特光电外，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均普遍高于同行业公司或与同行业公司相当，体现出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较

同行业公司的充分性及对于存货减值风险评估的谨慎性。 

莱特光电计提比例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估计与公

司存在差异。公司以本年及期后有销售的产品的销售价格作为可变现净值，而莱

特光电认为超过一年未实现销售的库存产品及其对应的半成品，其可变现净值为

0，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因此，莱特光电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显著高于

所有同行业公司。 

（七）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 2020 年末至 2022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比例逐年下降，主要系

2020 年至 2022 年存货规模逐年扩大的同时当年新增存货占比上升所致。在公司

采用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的存货跌价计提政策下，当年新增存货的无法销

售或大幅降价的风险较低，因此存货跌价准备比例逐年下降；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存货跌价准备比例有所回升，主要为当年新增存货占比下降，长库龄存货

占比上升所致，具备合理性。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式和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公司报告期各期末的存货期后结转情况良好，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具有充分

性，公司对于存货减值风险的评估具有谨慎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7-2-2-23 

1、获取并查阅报告期内存货各构成项目明细及库龄表，统计报告期各期末

存货期后销售及期后领用情况； 

2、获取并查阅报告期内存货各构成项目的存货跌价准备表，访谈了公司相

关的财务人员，详细了解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方法； 

3、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了解其存货周转率变化和

其主要业务，并与公司存货周转率进行比较分析； 

4、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了解其各类存货跌价准备

的计提政策及计提比例，并与公司各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比例进行比较分析。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剔除濮阳惠成的原因系产品结构差异导致其存货周转率显著高于公司及

其他同行业公司，使得其不具备可比性。存货周转率与行业平均值比较分析时，

剔除濮阳惠成后，公司存货周转率与行业平均值相比具备合理性。2022 年存货周

转率下降的主要是由于 2022 年下半年公司显示材料销售情况发生变化，存货的

持续增长和营业成本的下降所导致。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周转率变动趋势

无重大差异； 

2、2020 年末至 2022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系 2020 年至 2022

年存货规模逐年扩大的同时当年新增存货占比上升所致。在公司采用的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法的存货跌价计提政策下，当年新增存货的无法销售或大幅降价的

风险较低，因此存货跌价准备比例逐年下降；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存货跌价准

备比例有所回升，主要为当年新增存货占比下降，长库龄存货占比上升所致，具

备合理性。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及期后结转情况，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具有

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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