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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

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61 号）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61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我们对问询函中要求会计师发表意见的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2、根据你公司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上市

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2018 年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35.89 亿元，其中内蒙古中环光伏材

料有限公司余额为 7.3 亿元、天津中环领先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余额为 5.2 亿元、天津环欧国

际硅材料有限公司余额为 4.7 亿元、呼和浩特环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余额为 4.3 亿元、无

锡中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余额为 3.8 亿元、东方环晟光伏(江苏)有限公司余额为 1.5 亿元、

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余额为 1.4 亿元、苏尼特左旗环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余额为

1.3 亿元；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金额为 7,135.55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2）上述款项及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金额的具体会计处理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2018 年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35.89 亿元，主要构成

如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与公司

的关系 

占用金额

（亿元） 

占用形成

的原因 
计入会计科目 

1 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子公司 7.3 往来款 其他应收款 

2 天津中环领先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子公司 5.2 往来款 其他应收款 

3 天津环欧国际硅材料有限公司 子公司 4.7 往来款 其他应收款 

4 呼和浩特环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4.3 往来款 其他应收款 

5 无锡中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子公司 3.8 往来款 其他应收款 

6 东方环晟光伏(江苏)有限公司 
联营公

司 
1.5 

服务费、融

资租赁 

其他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 

7 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 子公司 1.4 往来款 其他应收款 

8 苏尼特左旗环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1.3 往来款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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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了加强内部资金管控，提高资金营运效率,同时充分发挥对外融资、融债优势，

发挥资金的协同管理的效益，保证公司及下属公司资金运行安全，对下属公司资金进行统筹

安排、集中管控、集约资源。为保障合规运营，公司特建立了相关资金管理制度，对于控股

范围内子公司实行资金统一筹划，统一管理。 

上述子公司除东方环晟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是生产、销售、电站开发公司，公

司统一协调、统一对外募集资金、发行中期票据、对外融资等方式筹措资金，并将资金按发

行文件或融资约定转入子公司使用，以支持各公司的生产经营、项目开发等资金需求，期末

应收各子公司余额均计入其他应收款。 

东方环晟光伏(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环晟）余额为 1.5 亿元，具体会计处理是：  

1、公司子公司国电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光伏）为宜兴产业园区内公司代收代

付园区水费、电费、动力费等费用，东方环晟期末尚余 115 万元未支付，计入其他应收款。 

2、公司子公司天津中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融资租赁）与东方环晟开展

4 年期、不超过 2.4 亿元人民币的设备直租业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东方环晟剩余应

还本息合计 15,369.92 万元，计入长期应收款。 

综上所述，融资租赁产生的应收款项计入长期应收款，其他款项作为往来款计入其他应

收款，公司的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金额为 7,135.55 万元，主要构成如下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占用金额（万

元）） 
占用形成的原因 占用性质 

1 
华夏聚光（内蒙古）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 
5,004.56 预付设备款 经营性占用 

2 天津环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6.86  预付设备款 经营性占用 

3 无锡中环应用材料有限公司  2,114.13  预付工程款 经营性占用 

 合计 7,135.55   

具体会计处理是： 

1、2015 年 1 月，公司子公司呼和浩特环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聚）与华

夏聚光（内蒙古）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聚光）签订 C7 系统（七倍聚光跟踪系

统）光伏设备供应合同,合同金额 87,666.04 万元。截止到 2018 年末环聚实际支付 87,666.04

万元，C7 设备中部分物料是进口设备，由于在建设及运行期间，部分进口零部件发生故障，

按合同约定需要进行换货调整,实际到货货值 82,661.48 万元，其余未完成换货，故形成

5,004.56 万元的预付设备款，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 

2、2018 年 8 月，公司子公司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领先）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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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环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环博）签订 4 台自动去边机采购合同，合同总价为 889.20

万元，根据合同约定，中环领先已经支付 400.14 万元。2018 年 11 月，其中 2 台自动去边机

已到货，对应合同金额为 444.60 万元（含 16%增值税），由于发票未开，按暂估价 383.28

万元（不含增值税）入账，与已支付的款项差为 16.86 万元，该笔款项期末计入其他非流动

资产。 

3、2017 年国电光伏与无锡中环应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应材）签订《合作协

议》，主要针对 106 厂房的修缮内容以及修缮费用、修缮物的归属进行了约定。基于《合作

协议》，双方于 2018 年 8 月签订了修缮项目的付款协议，按约定国电光伏支付给中环应材

2.38 亿元修缮款。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中环应材移交给国电光伏 2.17 亿元工程量,剩余

2,114.13 万元工程量因为尚未完成竣工验收，在 2018 年末未进行移交, 该笔款项期末计入其

他非流动资产。 

综上所述，上述款项为预付设备款及工程款，符合非流动资产的定义，公司的账务处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公司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2018 年末占用资金余额，以及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

金额的具体会计处理，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检查相关科目明细账，了解重大明细项目的内容及性质，进行类别分析； 

2、检查发票、合同、协议及入库和运输单据等相关证实交易的支持性文件，确定会计

处理是否正确； 

3、结合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监盘程序，检查在资产负债日前后的入库资料，确定相

关账务处理计入了正确的会计期间。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2018 年末占用资金余额，以及计入其

他非流动资产科目金额的具体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 4、报告期内，你公司研发投入 7.75 亿元，其中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 3.56 亿元，

同比上升 191.02%。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报告期研发投入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公司研发投入

资本化的具体项目、金额、确认时点、依据，并结合同行业公司的研发资本化政策，说明

研发投入资本化确认的合理性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的要求，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

项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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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期研发投入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工业 4.0，提升产品品质，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7.56

亿元，同期增长 42.63%；加权劳动生产效率 172 万元/人，同期增长 15.48%；实现产业升级

和降本增效，满足了产品大直径化、PERC 电池升级等产业需求，积极应对了“531”政策

引起的价格波动。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 7.75 亿元，其中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 3.56 亿元（半导体材料 0.11

亿元，新能源材料 3.45 亿元）。 

在新能源研发投入方面，2018 年成为单晶产品攻城略地的一年，市场单晶份额由 2017

年的 28%发展到 2018年的 48%。根据PVInfoLink预测，2019年单晶市场份额将达到 57%。

P 型 PERC 电池以优异的性价比在未来几年将继续引领单晶市场，N 型电池（HJT、IBC）由

于高转化效率等优势，市场份额会不断提升。目前公司单晶硅的综合实力、整体产销规模位

列全球前列，其中高效 N 型硅片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2018 年上半年，受行业产品价格波

动及国内“531”政策的影响，给公司经营带来一定难度。公司认真分析行业变化和市场形

势，以客户需求和价值为导向，在技术创新及内部技术项目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求变，顺应

市场需求，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光伏行业的终极目标是“降本增效”，为此公司专注于

单晶硅的研发与产业化推广，持续加大研发费用的投入，缩短与多晶硅的成本差距。通过研

发项目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硅材料技术成果并实现产业化，以提高企业自主研发能

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特色，增强市场的竞争能力。在薄

利时代，技术创新是光伏企业立于市场不败之地的“法宝”。今后技术开发整体方向为降低

成本、提升品质，提高产品竞争力。 

在半导体研发投入方面，随着 IGBT 在节能、变频领域应用的进一步扩大，IGBT 在中国

消费类电子、汽车电子、风能发电、智能电网、机车牵引、电机变频调速等市场继续以较快

的速度发展。公司加大研发投入，通过项目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8 英寸区熔单晶硅材

料技术并实现产业化，以提高企业自主研发和自主设计起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特色，增强未来市场的竞争能力，以促进硅基材料制造业的整体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半导体产业取得了飞速发展，中国半导体产业已经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关注的

焦点。8 英寸及 12 英寸是发展方向，目前其在国内就已经占据了三分之二的份额，预计未

来三年 8 英寸及 12 英寸份额还会继续提升，公司紧跟发展趋势，加快 8 英寸甚至 12 英寸

的单晶及加工研发进度，因此加大研发投入，以扩大市场份额，增强未来市场的竞争能力。 

二、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的具体项目、金额、确认时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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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材料 2018 年研发资本化 344,505,947.66 元，明细如下： 

公司 项目名称  资本化金额  资本化时点 

中环光伏 RD-2018-01DW 线切机提效降本项目   20,655,044.66  2018 年 8 月 

中环光伏 RD-2018-02提升硅单晶生长拉速项目研发   14,700,607.74  2018 年 5 月 

中环光伏 RD-2018-05硅单晶电阻率控制优化项目研发    5,141,474.54  2018 年 11 月 

中环光伏 RD-2018-09全氮单晶升级项目研发   28,819,614.36  2018 年 4 月 

中环光伏 RD-2018-10改善硅片表面脏污不良项目研发   18,294,656.01  2018 年 4 月 

中环光伏 RD-2018-11DW 细线化及提速降耗项目研发   36,200,670.64  2018 年 4 月 

中环光伏 RD-2018-12硅单晶薄片项目开发   16,726,054.93  2018 年 4 月 

中环光伏 
RD-2018-13低氧大尺寸 N型太阳能级硅单晶工艺的

研发及产业化 
  18,380,734.86  2018 年 5 月 

中环光伏 RD-2018-14涂层+碳酸钡石英坩埚项目   16,739,294.85  2018 年 11 月 

中环光伏 CZ 单晶品质改善及流程优化项目   24,181,717.29  2017 年 4 月 

中环协鑫 提升硅单晶生长拉速项目   21,403,414.91  2018 年 8 月 

中环协鑫 降低硅单晶氧含量研发项目   22,379,205.49  2018 年 8 月 

中环协鑫 硅单晶多次复投技术项目研发项目   16,160,143.81  2018 年 8 月 

中环协鑫 硅单晶电阻率控制优化项目   33,109,041.24  2018 年 8 月 

中环协鑫 降低硅单晶旋涡缺陷项目研发   33,351,279.90  2018 年 8 月 

中环协鑫 提升硅单晶少子寿命项目   18,262,992.43  2018 年 11 月 

合计 344,505,947.66   

半导体材料 2018 年研发资本化 11,428,401.97 元，明细如下： 

研发投入资本化确认依据：根据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无形资产》，企业内部研究开发的

无形资产项目应当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

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的调查。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

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公司内

部研发项目以是否对应专利受理通知书来区分研究阶段及开发阶段。上述研发项目在资本化

时点对应专利已受理，研发投入已进入开发阶段并开始资本化。 

三、结合同行业公司的研发资本化政策，说明研发投入资本化确认的合理性及是否符合

公司 项目名称 资本化金额 资本化时点 

天津领先 IGBT 用区熔单晶国产产业化项目 3,688,360.98 2018 年 10 月 

天津领先 8 寸产品良率改善项目 7,740,040.99 2018 年 10 月 

合计 11,428,401.97  



6 
 

企业会计准则等的要求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自行进行的研究开发项目，区分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研究阶

段的支出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符合准则规定五个条件的资本化。

本公司按照准则规定执行，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

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不能满足下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计入当期损益：①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② 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

用或出售的意图；③ 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

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用性；④ 

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

该无形资产；⑤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

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公司研发投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核查了公司相关会计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 

    2、检查了公司各研发项目的立项文件、批复文件、研发项目预算、可行性分析文件、

结项报告、实验总结或进度报告、专利受理通知书等，了解项目管理的过程、内容； 

    3、获取公司各项目研发投入明细表，查验各明细项目的各项投入数据的真实性、会计

处理的公允性。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的确认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问题 5、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18.75 亿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1.66 亿元；

存货账面净值为 17.09 亿元，占你公司总资产比例的 4%。请你公司结合存货构成及产销情

况，说明存货增加的原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及充分性，请对比同行业公司情况说

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是否处于较低水平，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结合存货构成及产销情况，说明存货增加的原因 

（一）存货构成及产销情况 

1、存货产品类别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存货产品类别如下表： 

单位：万元 



7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原材料 76,893.21 41.01% 49,117.47 29.26% 

在产品 59,558.57 31.77% 60,703.16 36.16% 

库存商品 45,964.03 24.51% 49,852.18 29.70% 

自制半成品 - 0.00% - 0.00% 

委托加工材料 2,626.82 1.40% 1,533.59 0.91% 

低值易耗品 1,781.24 0.95% 2,276.58 1.36% 

包装物 131.98 0.07% 94.41 0.06% 

发出商品 539.77 0.29% 4,290.29 2.56% 

合计 187,495.62 100.00% 167,867.68 100.00% 

由上表可见，2018 年公司存货余额主要由原材料、在产品和库存商品组成，其合计数

占存货余额的比重报告期为 97.29%。 

2、存货产销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半导体硅片、半导体器件、太阳能硅片及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以及光伏电站的建设及运营业务。主要产品为光伏硅片、半导体硅片和电力。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产销情况如下：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8 年 2017 年 

光伏硅片 

产量 万片 300,375.27 124,832.84 

销量 万片 291,980.00 124,011.32 

库存 万片 10,780.78 2,385.51 

产销率 97.21% 99.34% 

半导体硅片 

产量 百万平方英寸 380.13 230.92 

销量 百万平方英寸 374.15 248.90 

库存 百万平方英寸 14.50 8.53 

产销率 98.43% 107.79% 

电力 

产量 万度 46,199.75 27,296.93 

销量 万度 46,199.75 27,296.93 

产销率 100.00% 100.00% 

注：光伏硅片包含外销部分太阳能硅棒产品折算；半导体硅片包含外销部分半导体硅棒产品

折算。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销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光伏硅片、半导体硅片和电力等

主要产品不存在滞销和大幅贬值情况。 

（二）公司存货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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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存货增加主要为原材料（多晶硅料）增加，系公司太阳能单晶硅材料产业化四

期和四期改造项目上量，2018 年实现太阳能硅片产量 30.04 亿片，较上年同期增长 140.62%，

所需多晶硅料日耗用量及储备量增加。 

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及充分性 

（一）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期末在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的基础上，按照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提取或

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过程中，

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

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

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

合同或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

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

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各类产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76,893.21 1,816.86 75,076.35 

在产品 59,558.57 8,610.41 50,948.16 

库存商品 45,964.03 6,048.14 39,915.89 

委托加工材料 2,626.82 15.87 2,610.95 

低值易耗品 1,781.24 - 1,781.24 

包装物 131.98 - 131.98 

发出商品 539.77 145.95 393.82 

合计 187,495.62 16,637.24 170,858.39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49,117.47 70.98 49,0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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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 60,703.16 523.73 60,179.43 

库存商品 49,852.18 1,827.46 48,024.72 

委托加工材料 1,533.59 444.91 1,088.68 

低值易耗品 2,276.58 - 2,276.58 

包装物 94.41 - 94.41 

发出商品 4,290.29 136.41 4,153.88 

合计 167,867.68 3,003.50 164,864.18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的规定，按照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

原则对存货进行跌价准备。报告期末，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账面余额比例为 8.87%，具体

计提情况说明如下： 

1、原材料跌价准备 

2018 年四季度，公司对部分原有长晶设备进行升级改造，相关备品备件不能继续使用。

2018 年底，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上述辅料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合计金额为

1,816.86 万元。 

2、在产品和库存商品跌价准备 

2018 年末，公司分别计提 8,610.41 万元在产品跌价准备和 6,048.14 万元库存商品跌价

准备，主要原因为： 

（1）“531 新政”加速行业“去补贴化”，降本增效成为光伏行业发展的方向，推动了

市场对高效太阳能产品的需求，同时也提高了对单晶高效产品的品质要求。公司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对部分在电阻率和含氧量等指标不符合新标准的硅棒，计提了 3,214.15 万元在

产品跌价准备； 

（2）受“531 新政”影响，硅片价格大幅下跌，因上游原材料价格调整的滞后效应以

及需要消化部分前期库存，导致期末存货中的部分在产品和库存商品成本较高，公司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分别计提了 5,396.26 万元在产品跌价准备和 2,511.08 万元库存商品跌价

准备； 

（3）2018 年 4 季度开始，受国际市场形势影响，中国家电及照明产品出口量严重下滑，

功率整流器件产品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现象，其销售价格出现大幅下跌，公司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对于相关库存商品计提了 3,537.06 万元跌价准备。 

三、对比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是否处于较低水平 

报告期内与同行业相比，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余额的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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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股份 

存货跌价准备        2,002.71         3,706.61  

存货账面余额    240,042.53     125,048.20  

占存货比率 0.83% 2.96% 

中环股份 

存货跌价准备 3,003.50 4,773.96 

存货账面余额 167,867.68 148,232.52 

占存货比率 1.79% 3.22% 

如上表所述，2016 年末及 2017 年末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账面余额比例略高

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2018 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余额的比例为

8.87%；同行业上市公司隆基股份 2018 年度报告尚未公告，不具有可比性。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存货大幅增加的情况，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充足，与同

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不存在处于行业较低水平情况。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公司存货的增加以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核查公司相关的库存管理制度，公司各期末的存货盘点报告及盘点清单； 

2、获取公司存货库龄明细表、存货跌价准备计算明细表，主要产品售价合同及发票，

查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3、查询了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半年报、季度报等，获取了报告期内相关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政策、各期主要财务数据，与公司存货主要财务指标进行分析比较。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存货大幅增加的情况，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充足，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不存在处于行业较低水平情况。 

 

问题 7、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37.90 亿元，较期初余额上

升 84.14%。请你公司结合本年度业务开展情况及销售政策说明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大

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请结合你公司回款周期、回款情况及当前经营状况等，说

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 结合本年度业务开展情况及销售政策说明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加的 

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根据业务不同，产品回款周期不同，执行不同的信用政策：①太阳能硅片业务：国

内太阳能硅片客户，公司采用款到发货方式；对于国外客户的应收账款，在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进行投保，并对于长期合作的国外大客户，收取预收款作为保证金，给予 15 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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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期；其他国外客户，给予 30-60 天的信用期；②半导体硅片业务：信用期为 30-90 天；③

光伏组件业务：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预收款比例为 10%-30%，产品发货后 1-3 个月内结清

总价款的 30%-40%，到货安装后 1-3 个月内结清总价款的 30%，10%的尾款于质保期届满后

收取；④电力业务，国家电网对电力补贴的结算周期较长，一般在 1 年以上。报告期内，公

司未对信用政策进行大幅调整。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37.90 亿元，较期初余额上升 84.14%；其

中，1）应收票据账面价值 10.69 亿元，较期初增长 51.81%，主要系公司国内销售客户的结

算方式主要是通过票据结算，2018 年内销收入 104.73 亿，较同期增长 61.46%，以及经营资

金的周转量持续扩大，导致期末应收票据大幅增长。2）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27.21 亿元，较

期初增长 100.94%，主要系①销售规模的增加，2018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37.56 亿，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42.63%；②受“531 新政”的影响，三季度下游光伏电站开工进度放缓，公司

光伏组件的产品需求减少。2018 年 11 月，国家能源局调整光伏发电发展规划，带动我国光

伏产业回暖。公司的光伏组件产品在第四季度集中销售，由于光伏组件产品的回款较长，期

末形成了大量应收账款，但这些应收账款都处于正常信用期内，不存在回收风险。 

二、 结合公司回款周期、回款情况及当前经营状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坏帐准备的计提 

是否充分 

（一）应收账款回款周期、回款情况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期末余额    282,170.35     144,326.36  

减：期后回款金额      84,566.52       96,473.53  

未回收金额    197,603.83       47,852.83  

回款比例 30% 67% 

2017 年末应收账款于 2018 年度收回 9.65 亿元，回款比例为 67%；2018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已收回 8.46 亿元，回款比例为 30%，因期后时间只有

三个月，回款比例低于 2016 年和 2017 年，但大部分客户应收款项处于正常回款周期内。 

（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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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含 1,000 万元）的应收账

款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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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

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

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

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 组合中进行减值

测试。 

②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出口退税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同一控制范围的内部单位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绿色可再生能源补贴 不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的账龄组合（不含出口退税款、同一

控制范围的内部单位、绿色可再生能源补贴） 
账龄分析法 

单项金额不重大的账龄组合（不含出口退税款、同

一控制范围的内部单位、绿色可再生能源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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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至 6 月 0% 0% 

7 至 12 月 3% 3% 

1 至 2 年 10% 10% 

2 至 3 年 30% 30% 

3 至 4 年 50% 50% 

4 年以上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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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

值的，如：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

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

项等。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2）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 

准备 

计提 

比例 
净额 

2018-

12-3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144.39 0.40 1,144.39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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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 

准备 

计提 

比例 
净额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75,699.18 97.71 3,563.23 1.29 272,135.95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5,326.78 1.89 5,326.78 100.00  

合计 282,170.35 100.00 10,034.40 - 272,135.95 

2017-

12-3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089.54 0.75 1,089.54 100.00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38,171.73 95.74 2,740.06 1.98 135,431.66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5,065.10 3.51 5,065.10 100.00 - 

合计 144,326.36 100.00 8,894.70 - 135,431.66 

其中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中，应收账款按账龄分布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余额 占比 余额 比例 

0-6 个月 198,533.65 88.15 97,833.00 92.22 

6-12 个月 11,869.66 5.27 3,726.82 3.51 

1-2 年 12,765.77 5.67 1,115.06 1.05 

2-3 年 132.77 0.06 984.92 0.93 

3-4 年 56.26 0.02 401.00 0.38 

4-5 年 292.72 0.13 715.06 0.68 

5 年以上 1,569.88 0.70 1,305.71 1.23 

合计 225,220.72 100.00 106,081.57 100.00 

注：上述信用风险特征组合中未包含绿色可再生能源补贴应收账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在 1 年以内，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

在 90%以上，公司应收账款质量较好。公司 5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约为 1%左右，主

要为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应收账款，公司已经按照坏账准备政策对 5 年以上应收账款 100%计

提减值准备。 

综上，公司综合考虑业务模式、客户性质以及相应风险特征等因素，制定了合理的坏账

准备计提政策，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均严格按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计提

了充足的坏账准备，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公司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应收票据明细账，检查期末应收票据盘点资料及盘点清单，结合销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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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查验了应收票据的真实性； 

2、获取了公司应收账款明细账，结合公司的银行存款对账单等，查验了应收账款的期

后回款情况； 

3、查询了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半年报、季度报等，获取了报告期内相关应收账

款坏账计提政策以及各期主要财务数据，与公司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主要财务指标进行分析

比较； 

4、分析比较公司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变动情况，结合公司经营变化及所处行

业变化，判断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增长是否符合公司经营情况；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应收账款规模水平合理，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计提充分。 

 

问题 10、你公司因收购天津市环欧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形成 2.15 亿元商誉，截至

报告期期末，相关商誉未计提减值准备。请你公司结合被投资单位的具体运营情况说明商

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具体依据及其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

项意见。 

【回复】 

一、结合被投资单位的具体运营情况说明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未计提商誉减值的

具体依据及其合理性 

（一）公司商誉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商誉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收购时间 商誉原值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天津市环欧半导体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2008 年 5 月 21,468.32 - 21,468.32 

上述商誉是公司于 2008 年 5 月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向中环集团收购天津市环欧半

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欧公司”）31.38%少数股东权益形成的。收购中实际

合并成本 39,875.19 万元，根据当时的会计准则的规定，在扣除合并日公司享有的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18,406.87 万元后的余额为本次投资所形成的商誉。 

（二）被投资单位的具体运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环欧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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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总资产 498,437.45 495,772.47 

净资产 299,732.28 197,797.78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68,649.28 448,888.17 

净利润 3,267.90 20,629.79 

注：为环欧公司母公司单体报表数据 

2018 年，根据半导体行业发展情况和公司所处环境的变化，公司调整了对半导体板块

业务的战略布局，对半导体业务进行了整合，将天津地区半导体业务整合到环欧公司全资子

公司天津中环领先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领先”）中，由其统一运营，以达到

业务协同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环欧公司以资产出资方式向天津领先增资，将环欧公司持有的

半导体相关业务及资产注入天津领先。整合完成后，公司半导体硅片及半导体器件业务统一

由天津领先负责，环欧公司主要负责公司光伏产业的钻石线切割业务的运营。 

（三）商誉减值测试方法 

对于收购环欧公司形成的商誉，公司委托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天津华夏金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商誉减值评估报告，对产生商誉的资产组进行测试，根据估值目的、估

值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相关情况，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进行估值。  

（四）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具体依据及其合理性 

1、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具体依据 

2018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华夏金信

评报字【2019】052 号），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的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永续期 

营业收入 67,658.81  67,211.36  71,647.39  73,785.55  74,723.56  74,723.56  

营业成本 52,494.64  53,582.05  58,975.07  60,552.99  62,023.51  62,023.51  

毛利率 22.41% 20.28% 17.69% 17.93% 17.00% 17.00% 

销售费用 414.85  412.11  439.31  452.42  458.17  458.17  

管理费用 3,361.42  3,367.82  3,549.36  3,652.15  3,707.72  3,707.72  

财务费用 33.83  33.61  35.82  36.89  37.36  37.36  

营业利润 10,883.46  9,376.22  8,224.72  8,656.63  8,076.94  8,076.94  

净利润 10,883.46  9,376.22  8,224.72  8,656.63  8,076.94  8,076.94  

折旧摊销 2,255.41  2,103.05  1,975.69  1,915.70  1,491.26  1,530.33 

营运资金追加额 727.40 (156.61) 1,552.61 748.36 328.30 - 

企业自由现金流 12,404.47  11,628.88  8,640.80  9,816.97  9,232.90  9,5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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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现率 10.95% 10.95% 10.95% 10.95% 10.95% 10.95% 

折现系数  0.9013   0.8124   0.7322   0.6600   0.5948   5.43  

折现值  11,180.42   9,447.08   6,326.94   6,478.83   5,492.08  51,918.92 

折现值合计 90,844.27 

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可收回金额 
90,844.27 

经测算，2018 年末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90,844.27 万元，高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

价值 65,285.77 万元，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综上，2018 年末，公司聘请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资产组进行评估，根据

目前减值测试的初步结果，2018 年末公司商誉未发生减值。 

2、未来相关资产减值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 

2018 年末，公司的商誉账面价值 21,468.32 万元，商誉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净

资产比重为1.37%。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78,902.27万元，商誉占净利润比重为27.21%，

净利润远高于商誉账面价值。 

相关资产组运营情况良好，发生减值可能性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公司商誉情况，会计师执行了如下程序： 

1、核查了公司收购相关资产时的协议、资产评估报告； 

2、复核了商誉计算的准确性； 

3、取得环欧公司审计报告，复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4、会计师对商誉减值事项执行如下审计程序： 

（1）复核商誉减值迹象的判断是否合理； 

（2）复核商誉所在资产组的划分是否合理； 

（3）复核评估师确定的减值测试方法与模型是否恰当； 

（4）复核评估师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依据的基础数据是否准确、所选取的关键参数是

否恰当，评价所采用的关键假设、所作出的重大估计和判断、所选取的价值类型是否合理，

分析减值测试方法与价值类型是否匹配； 

（5）充分关注期后事项对商誉减值测试结论的影响； 

5、核查了公司年报关于商誉减值准备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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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收购完成后，公司各方资产得到有效整合，环欧公司 2008 年及

2010 年度均已达到承诺业绩，2009 年未完成部分已由中环集团以现金方式补足。公司商誉

对应的资产组确认合理，资产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测算，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90,844.27 万元，高于商誉商誉账面价值 21,468.32 万元

与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43,817.45 万元的合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未来相关资产减值可能性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商誉减值测试

的过程、参数选取依据及减值测试结果合理谨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天津中环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61 号）的回复》之签署页） 

 

 

 

 

 

 

 

经办注册会计师：                                         

丁  琛               李  媛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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