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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9        公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19-029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年 5

月 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213号），公司就相关情况进

行了自查，具体回复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2,570 万元、

3,258 万元、3,074 万元、7,946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105 万元、525 万元、189 万元、2,357 万元。请结合业务特点、行业

季节性等情况，并对比 2017 年各季度的变动情况，详细说明四个季

度营业收入、扣非后净利润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公司 2018 年度、2017 年度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及分季度收入构

成情况，如下： 

表 1：2018 年度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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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营业收入 2,570.41 3,258.02 3,074.47 7,946.39 16,84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4.90 868.86 250.48 3,474.75 4,758.99 

扣非后净利润 104.82 524.62 188.78 2,357.03 3,175.24 

 

表 2：2017 年度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营业收入 16.56  1,875.12  6,316.85  9,281.29  17,48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26.28  -340.84  1,867.43  6,148.74  5,549.05 

扣非后净利润 -2,081.16  -1,497.88  1,448.67  4,996.22  2,865.85 

 

表 3：2018 年分季度收入构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名称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木材销售 - 2,898.38 1,684.61 3,670.41 8,253.40 

林木资产转让 2,309.58 - 1,362.17 2,759.15 6,430.90 

林业技术服务 222.37 260.12 2.20 1,388.31 1,873.00 

其他 38.46 99.52 25.49 128.52 291.99 

小计 2,570.41 3,258.02 3,074.47 7,946.39 16,849.29 

 

表 4：2017 年分季度收入构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名称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木材销售 - 1,801.03 1,707.59 2,456.76 5,965.38 

林木资产转让 - - 4,397.89 5,372.03 9,769.92 

林业技术服务 - - 133.73 1,322.38 1,4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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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6.56 74.09 77.65 129.85 298.15 

小计 16.56 1,875.12 6,316.86 9,281.02 17,489.56 

 

    1、公司基本情况；行业特性及林业季节性导致 2018 年第一季度

及第二季度收入少和扣非后净利润少的原因 

    公司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公司森林资源在野

外、在山上，属于“无围墙露天工厂”，每年第一、第二季度为雨季，

时常下雨。公司森林资源分布山地或丘陵中，伐区木材生产是露天作

业，雨天无法作业，雨后一段时间，集材道路泥泞无法进行木材集运。

而下半年天气好，雨水少，气候适宜，适合木材生产。同时，公司木

材生产中业主会临时雇佣部分劳动力，上半年受节假日多及春耕的影

响，招工较难且成本较高，因此公司结合各季度的天气状况、业主用

工情况和年度生产目标制定生产计划,历年来第一、二季度采伐量、

销量少。根据相关客户购买计划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第二季度未安

排进行林木资产转让业务。 

    2、2018 年第三季度及第四季度收入和扣非后净利润较前两季度

高的原因 

    第一，行业特性及林业季节性。下半年天气好，雨水少，适合木

材生产，木材销量下半年业绩通常好于上半年，经营的业绩都是体现

在第三、四季度；第二，林业技术服务业务主要是测绘服务，此业务

有一定的项目周期，一般收入确认时点集中在第三、四季度。 

    3、对比 2017 年各季度的变动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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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对比 2017 年同期，公司收入及净利润上升明显。

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当年气候，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7 年

业务工作的总结以及 2018 年度生产计划、伐区规划、施工作业难易

程度和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的工作安排等情况，在 2018 年初提前进行

了业务工作安排，以保证全年的生产进度。 

 

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林业营业收入总额 14,870 万元，同比

减少 2.25%，公司木材销售量为 226,687 立方米，同比减少 22.41%。

请结合各木材品种、销售量、销售单价的情况，分析收入变动幅度远

低于销售量变动幅度的原因，及各产品毛利率变动的具体原因。 

 

    【说明】 

    1、收入变动幅度低于销售量变动幅度的原因说明 

    公司林业营业收入及木材销售量对比上年同期变动情况如下： 

    表 5：林业营业收入及木材销售量同期变动情况对比表：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增减变动比例 

林业营业收入（万元） 14,870.47 15,830.10 -2.25% 

销售量（万立方米） 22.67 29.22 -22.4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林业（林木产品）收入 14,870.47 万元，占

营业收入的 88.26%，同比减少 2.25%。公司林木产品收入主要包含：

杉原木、杉小径、松原木、松小径等。报告期内公司林木产品收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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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幅度低于销售量变动幅度，主要原因是：相关林木产品平均单价与

去年同期相比提高 20.23%。2017 年公司为盘活资产，公司出售了部

分地处偏远、经济效益较低的林木产品，这部分林木产品销售单价较

低，所以 2017 年林木产品销售单价略低于本报告期销售单价，林业

营业收入分产品列式主要指标具体如下： 

    表 6：林业营业收入分产品列式主要指标 

产品 林业收入(万元） 销售量（万立方米） 销售单价（元） 

名称 2018 年 2017 年 
增减变

动比例 
2018 年 2017 年 

增减变

动比例 
2018 年 2017 年 

增减变

动比例 

杉 
3,011.31 3,148.99 -4.37% 3.47 4.19 -17.30% 868.26 750.86 15.63% 

原木 

杉 
4,725.55 4,576.25 3.26% 5.6 6.16 -8.94% 843.25 743.57 13.41% 

小径 

松 
2,423.76 2,487.27 -2.55% 4.56 5.57 -18.22% 532.04 446.53 19.15% 

原木 

松 
2,907.53 3,217.59 -9.64% 5.37 7.34 -26.81% 541.4 438.51 23.46% 

小径 

杂 
728.69 1,002.64 -27.32% 1.65 2.63 -37.32% 442.06 381.23 15.95% 

原木 

杂 
887.79 1,302.82 -31.86% 2.02 3.32 -39.09% 439.03 392.42 11.88% 

小径 

合计 14,684.63 15,735.56 -6.68% 22.67 29.22 -22.38% 647.79 538.78 20.23% 

 

2、林业营业收入分产品列式各毛利率变动的具体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木材产品的平均毛利率为 66.42%，与上年同期

相比下降 1.53%，毛利率变动具体如下： 

表 7：木材产品毛利率变动情况汇总表 

产品名称 
收入（万元） 增减变 

动比例 

成本（万元） 增减变动

比例 

毛利率 增减变

动比例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杉原木 3,011.31 3,148.99 -4.37% 964.07 794.66 21.32% 67.99% 74.76% -6.78% 

杉小径 4,725.55 4,576.25 3.26% 1,613.33 1,359.07 18.71% 65.86% 70.30% -4.44% 

松原木 2,423.76 2,487.27 -2.55% 780.03 838.09 -6.93% 67.82% 66.3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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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小径 2,907.53 3,217.59 -9.64% 961.13 1,221.64 -21.32% 66.94% 62.03% 4.91% 

杂原木 728.69 1,002.64 -27.32% 260.88 328.01 -20.47% 64.20% 67.29% -3.09% 

杂小径 887.79 1,302.82 -31.86% 351.52 501.38 -29.89% 60.40% 61.52% -1.11% 

合计 14,684.63 15,735.56 -6.68% 4,930.96 5,042.85 -2.22% 66.42% 67.95% -1.53% 

 

     报告期内木材产品毛利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下降，主要原因是：

木材销售单价上涨 20.23%，低于木材单位成本上涨 25.98%。木材销

售单价上涨原因详见上述“问题二、1”之回复。 

    关于木材销售单位成本上涨 25.98%的原因如下：公司的林木资

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外购的林木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

关税费、保险费以及可直接归属于购买该资产的其他支出。自行营造

的消耗性林木资产和公益性林木资产的成本，包括郁闭前发生的造林

费、抚育费、营林设施费、良种试验费、调查设计费、资本化利息和

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自行营造的生产性林木资产的成本，

包括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前发生的造林费、抚育费、营林设施费、

良种试验费、调查设计费、资本化利息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

出，所以不同行政村的活立木成本不同。木材产品单位成本变化情况

汇总表如下： 

表 8：木材产品单位成本变化情况汇总表 

 

产品名称 
单位成本（元/立方米） 

增减变动比例 
2018 年 2017 年 

杉原木 277.97 189.48 46.70% 

杉小径 287.89 220.83 30.37% 

松原木 171.22 150.46 13.80% 

松小径 178.97 166.49 7.49% 

杂原木 158.26 124.72 26.90% 

杂小径 173.84 151.02 15.11% 

平均单位 217.52 172.66 25.98% 



 

7 

 

    三、根据《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的内容，报告期内，公司

林木资产转让收入为 6,430.90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38.17%。请说明

林木资产转让收入的主要内容，与公司林业产品销售收入的区别，并

结合“营业收入构成”说明其所属具体类别及金额。 

 

【说明】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木材市场需求和年度经营业务需要，公司林

木销售方式，主要采取木材销售及林木资产转让即不砍伐原木直接销

售等。木材销售主要采取木材招标模式，林木资产转让业务主要采取

邀约及主动洽谈寻求商机相结合等模式，本质上都是林木销售即公司

存货的销售。不砍伐原木直接销售方式能适当降低公司销售业务产生

的生产成本、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增加公司盈利能力。 

    木材销售及林木资产转让业务同属林业产品销售，在《公司2018

年度报告》的营业收入构成分产品列式中，包含了上述两种销售模式

的业务收入及构成，同时按照不同树材中的“原木”、“小径”的两

种列式方式进行了合并体现。 

 

四、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 4,594 万元，其中账龄为 1

年以上的占比为 54.19%，3 年以上的占比为 46.81%，未结算原因为

林权手续变更未完成。请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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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账龄超过 1 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的单位名称、关联关

系、购买林权的时间、购买金额。 

 

【说明】 

表 9：账龄超过 1 年且金额重要预付款项汇总表 

单位：万元 

单  位 购买林权时间 合同金额 预付金额 未结算原因 关联关系 

李小荣 2016年 10月 710.18 533.20 林权手续变更未完成 无 

陈智存 2016年 12月 599.79 416.73 林权手续变更未完成 无 

福建万芳园林艺术

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 350.00 350.00 林权手续变更未完成 无 

陈刘安 2017年 1 月 300.00 300.00 林权手续变更未完成 无 

唐志远 2016年 11月 266.90 266.90 林权手续变更未完成 无 

廖荣辉 2017年 1 月 200.00 200.00 林权手续变更未完成 无 

陈雪平 2016年 12月 200.00 200.00 林权手续变更未完成 无 

谢超山 2016年 9 月 120.00 120.00 林权手续变更未完成 无 

合计 2,746.87 2,386.82   

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 4,594万元，其中账龄为 1 年以上的占比为

54.19%，3 年以上的占比为 46.81%。 

 

（二）结合林权手续变更的流程，说明长时间未完成的原因及合

理性，是否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关联方变相占用资金的情形。 

 

【说明】 

结合林权办理变更流程中，林权转让人向林权所属当地林业站提

出申请（当地林业站根据林权证核对近年是否采伐及存在共有人，现

场勘验宗地，办理转权变更申请表），提交村集体审核签章（涉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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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小组共有的需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并提供每个共有人身份证复印

件）环节，因涉及林权共有人长期在外地无法及时面前确认，且 2018

年村委会换届选举，需由新一届村委会重新确认，导致时间延误。 

根据现行不动产登记管理办法要求，林权变更义务人（转权业主），

需要夫妻双方到登记中心现场面签确认转权事宜。部分转权业主外出

做生意，仅是节假日回家而非工作日，公司已委派工作人员进行跟踪

办理。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展林权证转权变更业务，还涉及其他转权业

务且相关业务较多，外业勘验还是采用林业局基层林业站勘验办理，

完成办理转权需要一定时间。 

    根据上述存在问题，公司已在前年开始安排工作人员协助办理转

权事宜，相关款项逐年减少，公司 2018 年度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上

年减少 64.82%。 

公司预付账款多为购买林权的预付款项，均出于公司战略发展考

虑，其交易具有商业实质。经核查，预付账款供应商均与公司无关联

关系，公司不存在通过交易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也不存

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五、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为 13.08 亿元，主要为消耗性生物

资产。请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为 4,932.72 万元，远低于

存货余额。请结合行业特征、消耗性生物资产耗用情况，说明上述情

况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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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公司的行业特征使得公司存货中的消耗性生物资产余额大 

    公司存货中的消耗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余额 13.08

亿元，约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的 100%。林木种植业的特殊性使得公

司存货余额大。 

    林木种植业与一般工业企业在业务模式、盈利模式、生产周期、

财务会计和政策影响等方面有较大差别，行业特殊性显著。和存货相

关的特性如下：第一，生产周期长。用材林需达到规定年龄才能主伐，

其中杉木为 16 年（及以上）、马尾松 21 年（及以上）、阔叶树 31

年（及以上），因此该等用材林必须规模化方可实现持续经营。会计

准则上，将实际生产过程所发生的支出费用化处理，长期性的资产归

入存货，与工业企业有明显区别。第二，盈利模式。在生物资产成本

计量模式下，林木种植业企业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森林蓄积量及其变

化。林木种植业企业通过养林，即森林生长增殖获益，其盈利模式重

在林木数量的增多，而工业企业通过制造加工增加附加值，重在品质

性能提升；当期销售效益未必反应林业种植企业林木数量增多的价值，

未及时采伐的林木会继续生长增殖，而当期销售却能较好反应工业企

业产品品质提升的价值，未及时实现销售的工业品会贬损、影响再生

产循环。公司对森林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可持续经营，长期大量培育

保有并适量采伐利用，实现长期养林，长期受益。 

    2、国家关于林业限制采伐的政策、公司具体采伐量和低比例的

林木资产转让，使得公司耗用存货的比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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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下，我国对森林采伐实行

限额采伐制度，对商品材采伐实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制度。采伐限额

和木材生产计划制度是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保障。公司依据森林经营方

案进行经营，同时遵照 FSC（目前全球范围内认可度最高标准的森林

管理委员会认证体系）标准，在年合理采伐量内采伐森林。 

    2018 年度公司因采伐及林木资产转让业务结转出存货的亩数合

计为 2.93 万亩，占公司总亩数的 3.61%。 

 

 

    （二）请按照林木种类分别说明存货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数量、占地面积、蓄积量、账面价值等。 

 

【说明】 

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账面价值合计 13.08 亿元，按行政村进行核

算，具体计量与结转方法见问题“五、（三）”之回复，公司消耗性

生物资产按林木种类分类情况如下： 

表 10：林木种类情况汇总表 

树种 林组 面积(万亩) 蓄积(万立方米) 

杉木 

幼龄林 9.93 3.22 

中龄林 3.95 19.61 

近熟林 5.20 44.23 

成过熟林 15.56 172.75 

马尾松 

幼龄林 2.68 6.40 

中龄林 5.40 29.80 

近熟林 8.73 41.41 

成过熟林 12.76 225.10 

阔叶树 

幼龄林 0.16 0.19 

中龄林 0.35 1.72 

近熟林 0.74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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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过熟林 6.97 53.12 

其他 8.75 0.00 

合计 81.19 602.09 

 

（三）请结合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可

变现净值的具体情况等，说明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1、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价值情况 

（1）林木资产初始计量方法 

公司的林木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外购的林木资产的成本

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保险费以及可直接归属于购买该资产的其

他支出。投资者投入的林木资产，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加上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林木资产的入账价值，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

不公允的，按公允价值确定实际成本。自行营造的消耗性林木资产和

公益性林木资产的成本，包括郁闭前发生的造林费、抚育费、营林设

施费、良种试验费、调查设计费、资本化利息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

必要支出。自行营造的生产性林木资产的成本，包括达到预定生产经

营目的前发生的造林费、抚育费、营林设施费、良种试验费、调查设

计费、资本化利息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 

（2）消耗性生物资产单位成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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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存货为可生长资源，每年森林资源持继增长。公司现有消耗

性生物资产账面余额13.08亿元，经营面积约80万亩，每亩平均金额

为1,611.04元。 

2、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的说明 

（1）存货跌价减值计提方法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制定的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

法： 

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

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

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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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常按照类别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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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林木种植业与一般工业企业在业务模式、盈利模式、生产周期、

财务会计和政策影响等方面有较大差别，行业特殊性显著。林木种植

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林木生产周期长，用材林需达到规定年龄才能

主伐，因此该等用材林必须规模化方可实现持续经营。公司消耗性生

物资产变现周期较长，与工业企业有明显区别。 

（2）存货跌价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 

公司存货跌价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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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各个行政村测试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情况，公司将各个行

政村的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金额与期末可变现净值对比，其中：可变

现净值=木材不含税销售平均单价*材积-预计进一步发生的采伐人员

的工资、规划设计费、道路补偿费、安全责任险-主要相关税费。其

中，主要相关税费是育林金。根据财政部《关于取消、停征和整合部

分政府性基金项目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11 号），2016

年 2 月 1 日起将育林金征收标准降为零，即各县（市、区）从 2016

年 2 月 1 日起停止征收育林金。2016 年 3 月 4 日，三明市林业局已

下发《三明市林业局关于林业“两费”非税收入票据管理有关事项的

通知》。2018 年度适用按零征收育林金。 

（3）森林资源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特殊性 

森林资源资产不同于其它消耗性生物资产损耗或折旧，它具有再

生性的特点，即通过经营管理，森林资源在林地上蓄积是不断增长，

而且木材市场一直较平稳增长，也就是增值过程。公司平均每年林木

采伐蓄积 11.5-20万立方米，远低于森林资源年生长量 38万立方米，

因此公司的存货不存在跌价减值。 

（4）森林资源消耗性生物资产精心管护 

公司对森林资源生物资产进行大量的安全保障投入，购买综合保

险，一般根据管护难易、因地制宜、区域细化的原则采取不同的管护

方式，平均每 5,000 至 7,000 亩设置一名专业护林员。护林员配置卫

星定位轨迹查寻 APP，实行精确定位护林，同时分区域采用无人机不

定时巡山护林。报告期内，不存在较大数量的林木盗伐案件，森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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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受害率平均在 0.35‰以下，本地火情多为地表树冠火，成过熟林

过火林木仅是销售价会略低 5%，报告期内未发生火情。 

公司经减值测试后未发现存在跌价的情形，无需未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5）销售价格变化情况 

公司结合 2018 年度木材平均销售单价 860.01 元/立方米（不考

虑出让林木资产的价格），并参考市场走势，预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木材预计售价为 800.00 元/立方米，公司以此预计售价进行存货

跌价测试，存货可变现净值高于消耗性生物资产单位成本，不存在减

值。 

 

（四）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存货执行的审计程序与获取的审计证

据，并对存货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的主要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会计师对存货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

并测试关键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2）获取本期存货明细表，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询问管理

层本期存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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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取本期新增的存货明细表， 

①对于外购增加的林木资产，检查林木资产转让合同、银行付

款单据、林权价值评估报告或评估表以及变更后的林权证原件，并

结合以前年度对外购林木资产交易金额及主要合同条款的函证程

序，核实外购林木资产的交易是否真实、入账时点是否及时、入账

金额是否准确； 

②对于公司抚育增加的林木资产，了解公司各树种郁闭度的确

定及郁闭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检查公司郁闭前

后发生的林木支出的归集是否正确，资本化、费用化处理是否恰当

合理； 

（4）获取本期减少的存货明细表，执行存货发出计价测试，

核实公司结转的营业成本数量、金额是否准确； 

（5）对存货实施监盘，实地查看存货状况，关注存货毁损、

火灾、盗砍等是否被有效识别； 

（6）取得管理层编制的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复核相关基础

数据是否准确，包括历史销售数据、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等，并检

查存货跌价准备计算是否准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末存货余额是真实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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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告期内，在建工程“基于 TD-LTE 智慧林业创新运用示范

项目”全部完工且未新增投入，金额合计 1,253.53 万元，本期转入

固定资产金额 462.21 万元、其他减少金额 791.32 万元。请补充说明

该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转入固定资产日期、其他减少的

具体内容，以及于 2018 年才转入固定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基于 TD-LTE 智慧林业创新运用示范项目”（以下简称“示范

项目”）以移动互联网及第四代移动通信(TD-LTE)技术在智慧林业中

的应用为切入点，构建形成林业立体感知、管理协调高效、生态价值

凸显、服务内外一体的林业发展新模式。通过示范项目的建设，探索

一条移动互联网及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在林业方面的成功应用模式，

为移动互联网及第四代移动通信(TD-LTE)技术在智慧林业的应用发

展奠定基础。 

1、该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转入固定资产日期的说

明 

示范项目达到可使用的状态日期为 2018 年 1 月 25 日。同月，相

关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2、示范项目其他减少的具体内容 

示范项目其他减少的具体内容为由在建工程软件部分转入无形

资产，情况如下： 

表 11：示范项目转入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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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类型 资产名称 金额（万元） 

固定资产 应用示范工程设备 462.21 

无形资产 

TD-LTE 林业安全生产应用系统 136.58 

TD-LTE护林员移动综合管理系统 487.01 

TD-LTE 林农财产确权子系统 12.82 

TD-LTE研发试验平台建设支撑软件 154.91 

小计 791.32 

合计 1,253.53 

 

3、2018 年转入固定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的说明 

示范项目在以前年度处于基建期，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不存

在延迟转固情形。 

示范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初大致完成项目实施，在经过近两个月

的系统试运行、相关调试及整改的同时，竣工决算资料也在相应进行。

2018 年 1 月 25 日系统运行基本稳定，各项功能可满足系统要求，系

统技术状态及稳定性、可靠性达到交付条件，经验收合格后，于同月

转入固定资产。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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