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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是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

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

、

长期股权投资

、

固定资产

、

在建工程

、

长期待摊费用

、

递延所得税资产等

，

总资产账面值为

８７

，

３８９．７８

万元

；

负债包括流动负债

，

总负债账面值为

２８

，

９３５．４４

万

元

；

净资产账面值

５８

，

４５４．３４

万元

。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本次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

并且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３

、

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除了以企业持续经营为假设前提外

，

还包括

：

（

１

）

一般假设

１

）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

，

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环

境无重大变化

，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

２

）

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

，

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

３

）

除非另有说明

，

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

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

４

）

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

（

２

）

特殊假设

１

）

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

，

经营范围

、

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

２

）

有关利率

、

汇率

、

赋税基准及税率

、

政策性征收费用等除已知的以外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３

）

本次评估测算各项参数取值均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

４

）

公司生产经营所消耗的主要原材料

、

辅料的供应方式无重大变化

；

成本

、

费用控制能按相关计划实现

；

５

）

公司未来的投资及产量计划能够如期实现

，

未来产销量一致

；

６

）

公司提供的储量

、

生产经营等数据真实

、

可信

；

７

）

公司生产区用地能根据土地使用权转让框架协议从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至陕西华泽公司名下

（

截止

本报告书签署日

，

该土地使用权已转至陕西华泽名下

）；

８

）

在公司存续期内

，

不存在因对外担保等事项导致的大额或有负债

；

９

）

未来公司保持现有的收入取得方式和信用政策不变

，

不会遇到重大的款项回收问题

；

１０

）

本次预测以公司评估基准日股权结构为框架

，

未考虑基准日后可能发生的股权变化或重组

；

１１

）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的重大不利影响

。

４

、

评估方法及重要评估参数

（

１

）

评估方法的选择

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有成本法

、

收益法和市场法

。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成本法也称资产基础法

，

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的评估思路

。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

，

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

路

。

收益法是从企业获利能力的角度衡量企业的价值

，

建立在经济学的预期效用理论基础上

。

收益法中常用的两

种具体方法是收益资本化法和未来收益折现法

。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

，

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

、

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

、

股东权益

、

证券等

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

市场法中常用的两种方法是参考企业比较法和并购案例

比较法

。

按照

《

资产评估准则

－

基本准则

》，

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

、

价值类型

、

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

恰当选择一种

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

本次评估由于目前有色金属行业相关企业盈利能力相差较大

，

在选取参照物方面具有极大难度

，

且由于企业并购

交易案例少

，

市场公开资料较缺乏

，

故不宜采用市场法

。

因此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

，

以及评估方法的适

用条件

，

选择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

通过对成本法

、

收益法评估结论的分析

，

最终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项目的评估结论

。

（

２

）

评估方法介绍

①

成本法

１

）

关于流动资产的评估

流动资产的评估

，

主要采用成本法

。

Ａ

、

对于货币资金的评估

，

评估人员通过对现金进行盘点及对银行存款核对银行对帐单

，

有未达帐项的

，

对余额调

节表进行试算平衡

，

核对无误后

，

以经核实后的帐面价值确认评估价值

。

Ｂ

、

对于应收款项

（

应收账款

、

预付帐款

、

其他应收款

），

评估人员通过核查账簿

、

原始凭证

，

在进行经济内容和账龄分

析的基础上

，

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

。

坏账准备评估为零

。

Ｃ

、

关于存货的评估

，

主要采用成本法

。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存货主要有

：

原材料

、

产成品

、

在产品

。

对于原材料

，

根据企业提供的存货清单

，

评估人员核实了

有关购置发票和会计凭证

，

了解了存货的保管

、

内部控制制度

，

并对其进行了监盘和抽点

，

评估价值以经核实后的数量

并参考近期市场价进行计算

；

对于产成品

，

根据其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用

、

全部税金和适当数额的税后净利润确定评估

值

；

对于在产品

，

以剔除不合理费用后的帐面值确认为评估值

。

２

）

长期投资的评估

本次评估的长期投资为对全资子公司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

通过对被投资单位进行整体评

估来确定被投资单位基准日的净资产

，

以评估后被投资单位的净资产乘以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得出长期投资的评估价

值

。

３

）

关于机器设备的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

。

计算公式为

：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根据企业提供的机器设备明细清单

，

逐一进行了核对

，

做到账表相符

，

同时通过对有关的合同

、

法律权属证明及会

计凭证审查核实对其权属予以确认

。

组织评估人员对主要设备进行了必要的现场勘察和核实

。

Ａ

、

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全价

＝

设备购置价格

（

不含税价

）

＋

运杂费

＋

安装调试费

＋

其他费用

＋

资金成本

ａ

、

对于机器设备

，

重置全价计算公式中的设备购置价格为设备出厂价

（

不含税价

）。

设备的运杂费的计算基数为设

备原价

，

即设备出厂价

。

凡能询到基准日市场价格的设备

，

以此价格再加上运杂费

、

安装调试费

、

其它费用及资金成本来确定其重置全价

；

凡无法从市场询到价格的设备

，

通过查阅报价手册

，

参考近期购买设备时各厂商的报价

（

不含税价

），

再加上运杂

费

、

安装调试费

、

其它费用及资金成本来确定其重置全价

；

凡无法询价的设备

，

用类比法以类似设备的价格

（

不含税价

）

加以修正后

，

以此价格为基础再加上运杂费

、

安装调试

费

、

其它费用及资金成本来确定其重置全价

；

ｂ

、

对于零星购置的小型设备

，

其运杂费

、

安装费

、

其他费用和资金成本视具体情况而定

，

一般运杂费和安装费包含

在设备费中

，

其他费用和资金成本可忽略不计

。

其中

：

国内运杂费是指从设备起运地点到设备安装现场的运输费用

，

运杂费率按运输距离的长短来确定

。

对于安装调试费

，

根据合同中约定内容

，

若合同价不包含安装

、

调试费用

，

根据决算资料统计实际安装调试费用

，

剔

出其中非正常因素造成的不合理费用后

，

并参考行业定额中有关规定

，

合理确定其费用

；

合同中若包含上述费用

，

则不

再重复计算

。

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根据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以及行业相关规定计取

。

对于资金成本

，

对大

、

中型设备按项目工程合理工期计算其资金成本

。

资金成本

＝

（

设备购置价格

＋

运杂费

＋

安装调试费

＋

其他费用

）

×

贷款利率

×０．５×

合理工期

资金成本根据合理工期及基准日执行的贷款利率按均匀投入来确定

。

Ｂ

、

成新率的确定

对于机器设备中的大型

、

关键设备

，

根据其经济寿命年限在确定理论成新率的基础上

，

结合现场勘察情况进行修正

后

，

得到综合成新率

。

理论成新率是根据各类设备的经济寿命年限的规定

，

以及该设备的实际使用年限等因素确定

。

现

场勘察修正系数主要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的现场考察

，

并查阅有关设备的运行状况

、

主要技术指标等资料

，

以及向有关

工程技术人员

、

操作维护人员询问该设备的技术状况

、

大修次数

、

维修保养的情况综合确定

。

综合成新率

＝

理论成新率

＋

现场勘查修正系数

对于设备中的一般小型设备

，

根据设备的工作环境

，

现有技术状况

，

结合其经济寿命年限来确定其综合成新率

。

对更新换代快

、

价格变化大

，

功能性贬值大的电子设备其成新率视其工作功能和使用年限来确定其综合成新

率

。

对超期服役的设备以现场勘察成新率确定综合成新率

，

如能发挥其功能

，

其成新率不低于

１５％

。

Ｃ

、

评估值的确定

将重置全价和成新率相乘

，

得出评估值

。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综合成新率

４

）

关于房屋建筑物的评估

根据房屋建筑物的特点

，

对自建的建

（

构

）

筑物

、

管道沟槽采用成本法评估

；

对外购商品房采用市场法评估

。

Ａ

、

成本法

计算公式为

：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ａ

、

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全价

＝

建安工程造价

＋

前期费用及其它费用

＋

资金成本

Ｉ

、

对于大型

、

价值高

、

重要的建

（

构

）

筑物

，

根据当地执行的定额标准和有关取费文件

，

工程量依据企业提供的决算

资料和图纸

，

分别计算土建工程费用和安装工程费用

，

并计算出建筑安装工程总造价

。

ＩＩ

、

对于价值量小

、

结构简单的建

（

构

）

筑物采用单方造价法确定其建安综合造价

。

对各类建筑物在其结构类型及使用功能的基础上确定其基准单方造价

，

该单方造价反映了该类型建

（

构

）

筑物在评

估基准日及所在地正常的施工水平

、

施工质量和一般装修标准下的造价情况

。

在此基础上根据建

（

构

）

筑物的个性

（

如不

同的层高

、

跨度

、

装修情况

、

施工困难程度等

）

和现场测量的工作量

，

采用概预算的方法进行价格调增和调减

，

将增减额

折入建筑物的单方造价内

，

最终确定出实际的单方造价标准

，

以此作为建筑物重置全价的计算依据

。

根据行业标准和地方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规定

，

确定前期费用和其他费用

；

根据基准日贷款利率和该类别建筑物

的正常建设工期

，

确定资金成本

；

最后计算出重置全价

。

ｂ

、

成新率的评定

Ｉ

、

勘察成新率的确定

建筑物

：

对主要建筑物逐项查阅各类建筑物的竣工资料

，

了解其历年来的维修

、

管理情况

，

并经现场勘察后

，

分别对

建筑物的结构

、

装修

、

设备三部分进行打分

，

填写成新率的现场勘察表

，

逐一确定这些建筑物的勘察成新率

。

构筑物

：

调查了解构筑物的维修

、

使用情况

，

并结合现场勘查

，

分别对主要构筑物基础

、

主体

、

照明设备等部分进行

打分

，

填写成新率的现场勘察表

，

逐一确定各构筑物的勘察成新率修正值

。

ＩＩ

、

理论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耐用年限和已使用年限确定理论成新率

。

ＩＩＩ

、

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综合成新率的确定是根据理论成新率与现场勘察成新率的权重比确定的

。

综合成新率

＝

理论成新率

×４０％＋

现场勘察成新率

×６０％

ｃ

、

评估值的计算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综合成新率

Ｂ

、

市场法

选取三个可比实例

，

进行各项因素的修正

，

按以下公式确定评估值

。

修正价格

＝

参照物交易价格

×

正常交易情况

／

参照物交易情况

×

待估房地产区域因素值

／

参照物房地产区域因素值

×

待估房地产个别因素值

／

参照物房地产个别因素值

×

待估房地产评估基准日价格指数

／

参照物房地产交易日价格指数

５

）

关于在建工程的评估

此次在建工程采用成本法评估

。

为避免资产重复计价和遗漏资产价值

，

结合本次在建工程特点

，

针对各项在建工程

类型和具体情况

，

采用以下评估方法

：

对于未完工项目

，

开工时间距基准日半年内的在建项目

，

根据其在建工程申报金额

，

经账实核对后

，

剔除其中不合

理支出的余值作为评估值

。

开工时间距基准日半年以上的在建项目

，

如账面价值中不包含资本成本

，

需加计资金成本

。

如果账面值与评估基准日价格水平有较大差异的

，

应根据评估基准日价格水平进行调整工程造价

。

已完工项目

，

对付清工程款项且确认无潜在负债的已完工程项目

，

按固定资产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

对于纯费用类在建项目因无物质实体

，

经核实所发生的支付对未来将开工的建设项目是必需的或对未来的所有者

有实际价值的

，

在确认其与关联的资产项目不存在重复计价的情况下

，

以核实后帐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

否则按零值处

理

。

６

）

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评估

根据

《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

以下简称

《

规程

》）

及待估宗地的实际情况

，

本次评估的已办证土地为出让取得

，

考虑到

待估宗地所在区域的土地取得费用和土地开发成本费用的资料较齐全

，

故可采用成本逼近法评估

；

待估宗地所在区域

基准地价为

２００２

年发布

，

该基准地价已不能反映现在的土地使用权价格水平

，

因此

，

无法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对

待估宗地进行评估

；

待估宗地为工业用地

，

土地收益体现在企业效益中

，

且不易剥离

，

故不适用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

；

待

估宗地所在区域内土地交易不活跃

，

公开交易信息缺乏

，

无法取得的可供比较的交易案例

，

故不适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

估

；

待估宗地为工业用地

，

且已开发利用

，

其开发完后的价值含在企业价值中

，

故不适用剩余法进行评估

。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

，

再加上一定的利润

、

利息

、

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

收益来确定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

。

成本逼近法的一般公式为

：

土地价格

＝

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

＋

土地开发费

＋

投资利息

＋

投资利润

＋

土地增值收益

７

）

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

递延所得税资产是指企业根据所得税准则确认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所得税资产

。

主要是计提坏账准备产生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

本次评估按所得税准则规定和现行所得税率计算确定评估值

。

８

）

关于负债的评估

本次评估的负债为流动负债

，

包括短期借款

、

应付账款

、

预收账款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交税费

、

其他应付款等

。

评估人

员根据企业提供的各科目明细表

，

对原始凭证进行了审核

，

以经过审查核实后的

、

基准日存在的

、

需支付的负债作为其

评估值

，

对于各类负债中

，

经核实并非实际承担的负债项目

，

按零值计算

。

②

收益法

１

）

收益法模型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通过对企业整体价值的评估来间接获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据此乘以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比例

计算得出拟评估股权的价值

。

本次评估的股权价值没有考虑控股权溢价和少数股权折价的影响

。

本次收益法评估的企业价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

企业价值

＝

营业性资产价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股东权益价值

＝

企业价值

－

有息债务

有息债务

：

指基准日账面上需要付息的债务

，

包括短期借款

，

带息应付票据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

长期借款等

。

其中营业性资产价值按以下公式确定

：

式中

：

Ｐ

为营业性资产价值

；

ｉ

为折现率

；

ｔ

为预测年度

；

Ｒ

ｔ

为第

ｔ

年净现金流量

；

Ｐ

ｎ

为第

ｎ

年后的连续价值

；

ｎ

为预测第

ｎ

年

。

２

）

预测期的确定

预测期的持续年数应当等于企业的寿命

，

企业的寿命是不确定的

，

通常采用持续经营假设

，

即假设企业将无限期的

持续下去

，

将预测的时间分为两个阶段

，

详细的预测期和后续期

，

或称永续期

。

根据陕陕西华泽的经营情况及本次评估目的

，

对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采用详细预测

，

２０１５

年后经营基本稳定

，

按永

续期预测

。

３

）

自由现金流量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

，

计算公式如下

：

（

预测期内每年

）

自由现金流量

＝

息税前利润

×

（

１－

所得税率

）

＋

折旧及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追加额

＝

销售收入

－

销售成本

－

销售税金及附加

＋

其它业务利润

－

期间费用

（

管理费用

、

营业费用

）

＋

投资收益

－

所得税

＋

折旧

及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追加额

４

）

连续价值

收益期为永续

，

连续价值

Ｐｎ ＝Ｒｎ＋１ ／ ｉ

。

Ｒｎ＋１

按预测末年现金流调整确定

。

主要调整为资本性支出

，

资本性支出能够确保企业能够正常的稳定的持久的经

营下去

。

５

）

折现率的确定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

，

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

则折现率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

本

（

ＷＡＣＣ

）。

公式如下

：

６

）

溢余资产价值的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的

，

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

。

７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的确定

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的

，

不产生效益的资产

，

此类资产不产生利润

，

以及在收益预测中未进行

预测的资产

。

８

）

长期股权投资价值的确定

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确定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

５

、

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结论采用成本法评估结果

，

即

：

陕西华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１９７

，

５５５．１６

万元

。

（

１

）

成本法评估结论及各项资产评估值增减值原因

截止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８７

，

３８９．７８

万元

，

评估值为

２２６

，

４６５．９２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３９

，

０７６．１４

万元

，

增值率

１５９．１４％

。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８

，

９３５．４４

万元

，

评估值为

２８

，

９１０．７６

万元

，

评估减值

２４．６８

万元

，

减值率

０．０９％

。

净 资 产 账 面 价 值 为

５８

，

４５４．３４

万 元

，

评 估 值 为

１９７

，

５５５．１６

万 元

，

评 估 增 值

１３９

，

１００．８２

万 元

，

增 值 率

２３７．９６％

。

具体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

项目 序号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

万元

）

Ｂ

（

万元

）

Ｃ＝Ｂ－Ａ

（

万元

）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５０

，

２３１．８３ ５１

，

７１１．４７ １

，

４７９．６４ ２．９５％

非流动资产

２ ３７

，

１５７．９５ １７４

，

７５４．４５ １３７

，

５９６．５０ ３７０．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２８

，

０８７．７６ １６２

，

５３６．７２ １３４

，

４４８．９６ ４７８．６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４ ０ ０ ０ －

固定资产

５ ８

，

１８３．８２ １１

，

７７２．５５ ３

，

５８８．７３ ４３．８５％

其中

：

建筑物

６ １

，

４０２．８６ ４

，

４３６．９０ ３

，

０３４．０４ ２１６．２８％

机器设备

７ ６

，

７８０．９６ ７

，

３３５．６４ ５５４．６８ ８．１８％

土地

８ ０ ０ ０ －

在建工程

９ ４９１．１３ ３１３．６ －１７７．５３ －３６．１５％

无形资产

１０ ０ ０ ０ －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１１ ０ ０ ０ －

矿业权

１２ ０ ０ ０ －

其他资产

１３ ３９５．２５ １３１．５９ －２６３．６６ －６６．７１％

资产总计

１４ ８７

，

３８９．７８ ２２６

，

４６５．９２ １３９

，

０７６．１４ １５９．１４％

流动负债

１５ ２８

，

９３５．４４ ２８

，

９１０．７６ －２４．６８ －０．０９％

非流动负债

１６ ０ ０ ０ －

负债总计

１７ ２８

，

９３５．４４ ２８

，

９１０．７６ －２４．６８ －０．０９％

净资产

１８ ５８

，

４５４．３４ １９７

，

５５５．１６ １３９

，

１００．８２ ２３７．９６％

各项资产和负债增减值原因如下

：

①

应收账款

、

预付账款

、

其他应收款

应收账款

、

预付账款

、

其他应收款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

：

评估值按照可收回金额确定

，

而企业财务核算的账面值

为计提坏账准备后的净值

，

可收回金额与账面净值差异导致评估增值

。

②

存货

１

）

原材料增值原因

：

主要是由于部分对市场价较为敏感的原材料基准日市场价有所上涨

，

从而导致增值

；

２

）

产成品增值原因

：

是由于产成品还原为完全成本大于账面成本

，

从而导致增值

。

③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主要原因是由于按成本法评估的子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

④

固定资产

１

）

设备类资产原值增值

９．０４％

，

净值增值

８．１８％

，

其主要原因如下

：

Ａ

、

机器设备原值增值

１１．６９％

、

净值增值

１０．７１％

原值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设备购置年限较早

，

原材料的市场价格上浮较大

，

人工费也有所增加

，

加之在评估计

算的过程中也相应的考虑了部分设备的其他费用及资金成本

，

故造成增值

。

净值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原值增值造成的

，

加之企业会计折旧年限低于评估经济寿命年限也是增值的主要原因之

一

；

同时

，

企业对设备维护较好

，

定期对设备进行防腐处理

，

故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

这也是造成评估净值增值的原

因

。

Ｂ

、

运输设备原值减值

４．９５％

、

净值增值

１．３９％

原值减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厂家近年技术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

，

使得车辆的市场价格不断下降

，

从而导致运

输设备原值的减值

；

净值增值是由于企业会计折旧年限低于评估经济寿命年限

。

Ｃ

、

电子设备评估原值减值

１６．１４％

、

净值减值

１７．１１％

该类设备更新换代较快

，

市场竞争激烈

、

市场价格持续走跌

，

是造成原值减值的原因之一

；

净值减值是由原值减值

所致

。

２

）

房屋建

（

构

）

筑物

Ａ

、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原值增值率

２２４．８６％

，

净值增值率

２７７．８４％

原值增值的主要原因为近年来工程建设中人

、

材

、

机费用上涨导致工程造价上升

；。

评估净值增值是受评估原值增

值的影响所致

。

Ｂ

、

构筑物评估原值增值

２５．７５％

，

净值增值

１８．９７％

原值增值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近年来的材料人工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

，

以及评估时考虑了前期费用和资金利息等

造成评估原值的增值

；

净值增值是受原值增值所致

。

Ｃ

、

管道和沟槽原值增值

１７．７７％

，

净值增值

３１．９６％

原值增值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近年来的材料人工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

，

以及评估时考虑了前期费用和资金利息等

造成评估原值的增值

；

净值增值是受原值增值所致

。

⑤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是在建工程

－

设备安装工程中对设备的防腐以及修理设备领用的材料等

，

已在相应

的固定资产设备中进行了评估

，

在建工程中评估为零所致

。

⑥

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减值的原因主要是防腐费用已在相关设备评估价值中考虑

，

评估为零造成减值

。

⑦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原因

：

由坏账准备为基础计算的递延资产账面值与由风险损失评估的递延资产差异造成评估减值

。

⑧

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减值原因

：

是由于外币按基准日汇率确认的评估值小于账面值所致

。

（

２

）

收益法评估结论及各项资产评估值增减值原因

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８７

，

３８９．７８

万元

，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８

，

９３５．４４

万

元

，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９８

，

８３５．７８

万元

，

增值额为

１４０

，

３８１．４４

万元

，

增值率为

２４０．１６％

。

增值原因

：

企业的账面反映的是企业历史成本的简单加和的价值

，

而收益法是将企业未来的收益折现后确定的价

值

，

且企业具有的采矿权

、

商誉等无形资产在收益法中进行了反映

，

评估结果中涵盖了所有资产的价值

，

故造成评估结

果有较大的增值

。

（

３

）

两种方法的评估结论差异及分析

成本法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

１９７

，

５５５．１６

万元

，

收益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９８

，

８３５．７８

万元

，

两者相差

１

，

２８０．６２

万元

，

差异率为

０．６５％

。

作为企业主要资产的矿业权在成本法评估中也是采用收益途径评估的

，

因此成本法与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差异比较

小

。

（

４

）

评估结果的选取

鉴于以下原因

，

本次选用成本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

即

：

陕西华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１９７

，

５５５．１６

万元

）：

近年来国内外有色金属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

国内外有色金属市场价格一路

下跌

，

且未来经济形势仍将可能出现有色金属市场价格的较大波动

。

２０１０

年经济刺激计划使部分国家经济形势的企稳

复苏

，

有色金属价格有所回升

，

但是随之而来的各国将面对严重的通胀压力

，

高额的财政赤字

，

将会给经济带来不利影

响

，

各国经济恢复的连续性也存在不确定性

，

经济危机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

。

因此

，

未来经济形势仍将可能出现有色金

属市场价格的较大波动

。

尽管收益法预测采用了相关企业历史数据为依据

，

由于价格因素对未来收益的预测敏感度较

高

，

受价格波动较大的影响

，

造成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不确定性较大

，

从而影响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

６

、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

（

１

）

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生产区用地是由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无偿租赁给陕西华泽公司使用

，

根据

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与陕西华泽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框架协议

，

决定将该宗土地所有权转让给

陕西华泽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已完成土地使用权人的更名

，

更名后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

：

西莲国用

（

２０１１

出

）

第

３３８

号

，

宗地面

积

４８

，

０９２．３６

平方米

，

土地使用权人

：

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

。

截止评估基准日

，

企业正在办理相关转让手续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土地使用权相关转让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

（

２

）

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生产区房屋尚有

４

项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

面积合计

１２０

平方米

，

账面原值

２８

，

９１９．４６

元

，

账面净值

２０

，

９０６．３７

元

。

因该

４

项房产非生产所需的主要建筑物

、

面积较小

，

故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

企业承

诺该房屋建筑物产权归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所有

，

无权属争议

。

基准日后

，

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共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２２

项

，

面积共

１５

，

２８３．５８

平方米

，

本次申报的房屋建

筑物面积与房产证证载面积一致

。

（

３

）

子公司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尚有

１２

项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

面积合计

６６８．４９

平方米

。

因该

１２

项房产非生产所需的主要建筑物

、

面积较小

，

未能及时办理房屋产权证

。

企业承诺产权归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所有

，

无权属纠纷

，

并尽快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

（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支行签订了

《

国家开发银行人民币资金借

款合同

》，

合同编号为

６３０００８０６３２００７１１００９２

，

抵押物为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

，

采矿许可证号为

Ｃ６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３２１００４９４８８

，

评估价值为

５８

，

５２３．７３

万元

；

同时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支行还与陕西星王锌业有限公司签

订了

《

国家开发银行人民币资金贷款保证合同

》，

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

贷款金额共计

８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

平安鑫海又与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支行签订了

《

国家开发银行人民

币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

合同编号为

６３０００８０６３２００７１１００９３

，

贷款金额由

８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还款

期限不变

，

抵押物增加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屋所有权证和一块工业用地

，

房产证号

：

平房公字第

Ｚ－３３１

，

共

计房屋建筑物

３１

套

；

土地证号为

：

平政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１１５８５１７６

号

，

面积为

２４４

，

８６６．００

平方米

。

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或

有负债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

（

５

）

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有五征

７ＹＰ－１１５０ＤＡ４

自卸三轮车

３

辆及子公司平安鑫海的陕汽

ＳＸ３２５１ＵＭ３８４

自

卸货车

２

辆

，

由于只在厂区内行驶

，

未办理车辆行驶证

，

企业承诺产权归其所有

，

无权属纠纷

。

（

６

）

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出具日期间

，

中国人民银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对人民币贷款利率进行了调整

，

本次收

益法评估中已考虑了此次调整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

（

十

）

下属分公司

———

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西安昆明路分公司

分公司名称

：

西安昆明路分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营业场所

：

西安市莲湖区昆明路

８

号

单位负责人

：

王瑞祥

经营范围

：

有色金属

、

镍精矿

、

高冰镍的销售

（

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辅材料

、

仪

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的产品及技术除外

）。

二

、

陕西华泽全资子公司

———

平安鑫海概况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

平安县古城乡石壁村

法人代表

：

王涛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人民币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６３２１２１１０２００３９８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

：

平国税字

６３２１２１７５７４４４００９

号

平地税字

６３２１２１７５７４４４００９

号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

７５７４４４００－９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有色金属铁精粉

、

镍钴氢氧化物

、

氧化镁的生产和销售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化工产品

（

不含易燃易

爆危险品

）；

锌精矿

、

镍精矿

、

高冰镍的经营和销售

；

矿石的开采加工和销售以及资源开发

（

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

经营期限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３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二

）

历史沿革

１

、

公司设立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９

日

，

星王集团和自然人王涛共同出资设立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

设立时

，

平安鑫海的注册资

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星王集团出资

８００

万元

，

持有平安鑫海

８０％

的股权

；

王涛出资

２００

万元

，

持有平安鑫海

２０％

的股

权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青海明鑫会计师事务所海东分所对上述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青会东验字

［

２００５

］

第

８７

号

《

验资报告

》。

平安鑫海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星王集团

８００ ８０％

王涛

２００ ２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历次变更

（

１

）

第一次变更

———

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平安鑫海召开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星王集团将其持有的平安鑫海

８０％

的股权

（

即

８００

万元出资

）

转让给西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

同日

，

星王集团与西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安鑫海

”）

签订了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协议约定

，

陕西星

王无偿将其持有的平安鑫海

８０％

的股权

（

即

８００

万元出资

）

转让给西安鑫海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平安鑫海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

。

变更后

，

平安鑫海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西安鑫海

８００ ８０％

王涛

２００ ２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

第二次变更

———

注册地址变更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平安鑫海召开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平安鑫海的注册地址由

“

海东地区平安县平安镇乐

都路

８

号

”

变更为

“

平安县古城乡石壁村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平安鑫海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

。

（

３

）

第三次变更

———

注册资本的增加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

，

平安鑫海召开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西安鑫海以资产对平安鑫海进行增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增

资后

，

平安鑫海的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

，

青海明鑫会计师事务所乐都分所对上述增资事项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青会事乐验字

（

２００６

）

第

３６

号

《

验资报告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平安鑫海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

。

变更后

，

平安鑫海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西安鑫海

２

，

８００ ９３．３３％

王涛

２００ ６．６７％

合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４

）

第四次变更

———

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平安鑫海召开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西安鑫海将其持有的

９３．３３％

的股权

（

即

２

，

８００

万元出

资

）

转让给陕西华泽

。

根据西安鑫海与陕西华泽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以及

《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约定

，

股权转让价格以平安鑫海

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

，

即西安鑫海以

２５

，

９９９

，

８８５．８６

元价格将其持有的平安鑫海

９３．３３％

的股权

（

即

２

，

８００

万元出资

）

转

让给陕西华泽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平安鑫海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

。

变更后

，

平安鑫海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陕西华泽

２

，

８００ ９３．３３％

王涛

２００ ６．６７％

合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５

）

第五次变更

———

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平安鑫海召开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王涛将其持有的平安鑫海的

６．６７％

的股权

（

即

２００

万

元出资

）

全部转让给陕西华泽

。

根据双方签订

《

股权转让确认书

》

以及

《

股权转让之补充协议

》，

王涛将其持有的平安鑫海

６．６７％

的股权以

１

元的价

格转让给陕西华泽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平安鑫海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

。

变更后

，

平安鑫海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陕西华泽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６

）

第六次变更

———

经营范围的变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平安鑫海召开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原来的

“

有色金属的生产和销售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化工产品

（

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

）；

锌精矿

、

镍精矿

、

高冰镍的经营和销售以及资源开发

（

以上

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

变更为

“

有色金属铁精粉

、

镍钴氢氧化物

、

氧化镁的生产和销售

（

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除外

）；

化工产品

（

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

）；

锌精矿

、

镍精矿

、

高冰镍的经营和销售

；

矿石的开采加工和销售以

及资源开发

（

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平安鑫海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

。

（

７

）

第七次变更

———

注册资本的增加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陕西华泽作出股东决定

，

同意陕西华泽对平安鑫海增资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

陕西华泽以其拥有的对

平安鑫海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债权资产对平安鑫海进行增资

；

增资后

，

平安鑫海的注册资本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

，

青海中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增资事项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中恒信验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５

号

《

验资报告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

平安鑫海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

。

变更后

，

平安鑫海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陕西华泽

２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２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

三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

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６４０８

号

《

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平安鑫海的资产总额

为

８３９

，

７０９

，

７１９．７４

元

，

其中流动资产为

２４６

，

３７５

，

１４８．１４

元

，

非流动资产为

５９３

，

３３４

，

５７１．６０

元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７３２

号

《

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平安鑫海的资产总额

为

８７１

，

１８７

，

４０８．６２

元

，

其中流动资产为

２８８

，

４４６

，

０２１．５８

元

，

非流动资产为

５８２

，

７４１

，

３８７．０４

元

。

平安鑫海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情况见本报告书

“

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

”

的

“

六

、

陕西华泽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

平安鑫海的资产权属清晰

，

除下述

“

对外抵押

、

担保情况

”

外其他相关资产不存在抵押

、

质押等权利限制

；

同时

，

平安

鑫海的资产不存在涉及诉讼

、

仲裁

、

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２

、

对外抵押

、

担保情况

（

１

）

采矿权抵押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

，

平 安 鑫 海 向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青 海 省 分 行 贷 款

８

，

５００

万 元 人 民 币

（

借 款 合 同 编 号

：

６３０００８０６３２００７１１００９２

），

借款期限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起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止

，

并以平安鑫海拥有的元石山铁镍矿采

矿权

（

采矿许可证号

：

Ｃ６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３２１００４９４８８

）

作抵押

。

青海省国土厅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出具

《

确认函

》，

确认平安鑫海拥有的元石山镍铁矿采矿权除存在上述抵押权外

，

该采矿权不存在其他抵押或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

根据陕西华泽及平安鑫海的书面说明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平安鑫海上述银行借款已经还清

，

目前平安鑫海正

在办理解除上述抵押权的手续

。

（

２

）

房产

、

土地使用权抵押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

平 安 鑫 海 与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青 海 省 分 行 签 订

《

借 款 合 同 变 更 协 议

》 （

合 同 编 号

：

６３０００８０６３２００７１１５１９３

），

将原编号为

６３０００８０６３２００７１１００９２

的借款合同下的借款金额由

８

，

５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

，

并将平安鑫海的房产

（

房产证号

：

平房公字第

Ｚ－３３１

号

）

及土地使用权

（

土地证号为

：

平政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１１５８５１７６

号

）

抵押给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

。

根据陕西华泽及平安鑫海的书面说明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平安鑫海上述银

行借款已经还清

，

目前平安鑫海正在办理解除平政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１１５８５１７６

号土地使用权抵押权的手续

。

房产证号为平房公字第

Ｚ－３３１

号的房产占用的土地使用权的证号为平政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１１５８５１７６

号和东国用

（

２００８

出

）

第

００２７９４

号

。

房产证号为平安县房权证平安镇字第

Ｚ－４０１

号和平安县房权证平安镇字第

Ｚ－４０２

号的房产占

用的土地使用权的证号为平政国用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１１５８５１７６

号

。

君合律师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根据

《

物权法

》

的规定

，

以建筑物抵押的

，

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

权一并抵押

。

抵押人未一并抵押的

，

未抵押的财产视为一并抵押

；

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

，

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

押

。

抵押人未一并抵押的

，

未抵押的财产视为一并抵押

。

因此

，

证号为东国用

（

２００８

出

）

第

００２７９４

号的土地使用权应视

为已被抵押

，

证号为平安县房权证平安镇字第

Ｚ－４０１

号和平安县房权证平安镇字第

Ｚ－４０２

号的房产应视为已被抵押

。

３

、

主要负债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６４０７

号

《

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平安鑫海负债总额为

３６２

，

１０７

，

８５２．７３

元

，

其中流动负债

３２０

，

１０７

，

８５２．７３

元

，

非流动负债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７３２

号

《

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平安鑫海负债总额为

２９８

，

６７３

，

８５７．２７

元

，

其中流动负债

２７２

，

６７３

，

８５７．２７

元

，

非流动负债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负债明细如下

：

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金额

（

元

）

占总负债比例 金额

（

元

）

占总负债比例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１％

应付账款

６６

，

１４３

，

６８０．０３ ２２．１５％ １２０

，

３２７

，

５７６．０６ ３３．２３％

预收账款

２０

，

２０９．２０ ０．０１％ ６６７

，

９３９．５０ ０．１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８１８

，

９６８．１７ ０．２７％ ７９８

，

６３５．１３ ０．２２％

应交税费

９６

，

９１５

，

６９８．７５ ３２．４５％ ５８

，

２１７

，

５６９．３０ １６．０８％

其他应付款

７７５

，

３０１．１２ ０．２６％ ３２

，

０９６

，

１３２．７４ ８．８６％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７％ 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７２

，

６７３

，

８５７．２７ ９３．５７％ ３２０

，

１０７

，

８５２．７３ ８８．４０％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１％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１％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０％

负债合计

２９８

，

６７３

，

８５７．２７ １００％ ３６２

，

１０７

，

８５２．７３ １００％

（

四

）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１

、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平安鑫海的主营业务为镍铁矿资源的采选

、

冶炼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

主要产品为硫酸镍

，

副产品为铁精粉

。

公司目前拥有年产

１５

，

０００

吨硫酸镍及铁精粉

１２０

，

０００

吨的生产线

，

２０１１

年生产硫酸镍

９

，

７９５．３０

吨

、

铁精粉

４４

，

５１０．００

吨

。

２

、

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７３２

号

、

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３３５５

号

、

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６４０８

号

《

审计报告

》，

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科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元

）

２８８

，

４４６

，

０２１．５８ １７５

，

２５５

，

２４９．５８ １１０

，

９０８

，

３６０．５９

非流动资产

（

元

）

５８２

，

７４１

，

３８７．０４ ６０２

，

７４７

，

８４０．６９ ５６６

，

９７３

，

９６１．３１

资产合计

（

元

）

８７１

，

１８７

，

４０８．６２ ７７８

，

００３

，

０９０．２７ ６７７

，

８８２

，

３２１．９０

流动负债

（

元

）

２７２

，

６７３

，

８５７．２７ ５５０

，

５７４

，

８９２．７２ ５１７

，

２６３

，

１２０．６０

非流动负债

（

元

）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计

（

元

）

２９８

，

６７３

，

８５７．２７ ６１７

，

５７４

，

８９２．７２ ５７３

，

２６３

，

１２０．６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

元

）

５７２

，

５１３

，

５５１．３５ １６０

，

４２８

，

１９７．５５ １０４

，

６１９

，

２０１．３０

科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７９

，

６６６

，

４２０．３９ １３４

，

１６８

，

１５０．５１ ４５

，

２７８

，

８４７．２２

营业利润

（

元

）

１７４

，

０８０

，

０１１．０３ ４７

，

０５２

，

７１０．３９ ６

，

４５５

，

２９２．２２

利润总额

（

元

）

１７５

，

３１０

，

４５５．６８ ５１

，

２３６

，

０８６．８９ １０

，

３２１

，

４９３．８１

净利润

（

元

）

１５０

，

８０８

，

８８６．６７ ５１

，

２３６

，

０８６．８９ １０

，

３２１

，

４９３．８１

（

五

）

平安鑫海涉及的报批事项和相关证照情况

１

、

涉及的报批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平安鑫海涉及的报批事项已获得相关批文情况如下

：

审批事

项

发文单位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发文时间

立项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

《

关于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年产

３０００

吨金

属镍中间产品及

１２

万吨铁精矿项目核准的批复

》

青经投

［

２００７

］

１０６

号

２００７－４－２７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

《

关于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年产

３０００

吨金

属镍中间产品工程调整投资的批复

》

青经投

［

２００７

］

２６８

号

２００７－９－２４

青海省经济委员会

《

企业工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

》

青经投备案

［

２０１０

］

５２

号

２０１０－１１－１７

环评批

复

青海省环保厅

《

关于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元石山镍铁矿

采

、

冶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

青环发

［

２００６

］

４３６

号

２００６－１２－１５

青海省环保厅

《

关于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元石山镍铁矿

采

、

冶工程复核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

青环发

［

２０１０

］

５７０

号

２０１０－８－６

环保验

收

青海省环保厅

《

关于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青海省元石山镍

铁矿采

、

冶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

》

青环验

［

２０１０

］

３２

号

２０１０－１２－３

水土保

持

青海省水土保持局

《

关于对平安县元石山镍铁矿采

、

冶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的批复

》

青水保

（

２００６

）

１１５

号

２００６－８－２９

用地 青海省人民政府

《

关于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元石山镍铁矿开

发用地的批复

》

青政土函

（

２００８

）

１８

号

２００８－４－１１

安全生

产

海东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

《

关于元石山镍铁采矿工程

＜

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

评

审批复

》

东安监

［

２０１０

］

４３

号

２０１０－５－２１

海东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

《

关于元石山镍铁采矿项目安全实施验收意见

》

东安监

［

２０１０

］

５１

号

２０１０－６－９

２

、

相关证照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平安鑫海取得的相关证照情况如下

：

①

采矿许可证

矿山名称 证号 开采矿种

生产规模

（

万吨

／

年

）

矿区面积

（

平方公里

）

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平安县元石山铁镍矿

Ｃ６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３２１００４９４８８

镍矿

、

钴矿

、

铁矿

４０ ２．１４１２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

点号

Ｘ

坐标

Ｙ

坐标

）

开采深度 开采方式 有效期限

矿

１．４０１９５１３．８１

，

３４４９６６２８．７７

矿

２．４０１９４６２．６５

，

３４４９８２７６．５３

矿

３．４０２０７６０．８９

，

３４４９８３１６．８４

矿

４．４０２０８１２．０５

，

３４４９６６６９．０８

由

３

，

１８０

米至

２

，

７００

米标高

露天

／

地下开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②

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及其他相关许可证

１

）

安全生产许可证

单位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范围 有效期 发证机关

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平安县元石山镍铁

矿

（

青

）

ＦＭ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０

］

０１８

号

镍矿

、

铁矿

、

钴矿开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

青海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２

）

安全资格证书

姓名 性别 证书编号 资格类型 单位类型 有效期 发证机关

王涛 男 第

１００６３０３００００１１９

号 主要负责人 非煤矿山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

青海省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

３

）

青海省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

单位名称 地址 证书编号 核定使用品种 发证日期 发证单位

平安鑫海

平安县古城乡石壁村

元石山

公爆证字

［

２００９

］

第壹

号

炸药

、

导火索

、

雷管

、

导

爆管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

平安县公安局

③

排污许可证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排放污染物

／

许可类别 有效期 发证机关

平安鑫海

６３２１００２０１２０１８

工业粉尘

、

二氧化硫 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青海省海东地区环

境保护局

④

取水许可证

证照名称 证照编号 取水量 取水用途 取水方式 发证机关 有效期

取水许可证

取水

（

平政

）

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３０

号

２０．１９６

万立方

米

工业用水 凿井

平安县水政水资

源办公室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

（

六

）

最近三年曾进行增资

、

股权交易及资产评估情况

１

、

最近三年内的增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陕西华泽作出股东决定

，

同意陕西华泽对平安鑫海增资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

陕西华泽以其拥有的对

平安鑫海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债权资产对平安鑫海进行增资

。

增资后

，

平安鑫海的注册资本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最近三年内的股权交易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平安鑫海召开第六次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王涛将其持有的平安鑫海的

６．６７％

的股权

（

即

２００

万元出资

）

全部转让给陕西华泽

。

根据双方签订

《

股权转让确认书

》

以及

《

股权转让之补充协议

》，

王涛将其持有的平安鑫海

６．６７％

的股权以

１

元的价

格转让给陕西华泽

。

除上述交易外

，

平安鑫海最近三年无其他股权交易行为

。

３

、

最近三年内的评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中企华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５８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对平安鑫海整体价值进行了评估

，

最终确定的评估值为

１３７

，

９６３．８３

万元

。

（

七

）

平安鑫海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２９２

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企华对在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平安鑫海股东

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

，

采用了成本法和收益法

，

并最终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果

，

即平安鑫海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１６２

，

０５２．０２

万元

。

１

、

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评估范围具体包括

：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

应收账款

、

预付账款

、

其他应收款和存货等

）、

非流动资产

（

房屋建筑物

、

机

器设备

、

在建工程

、

土地使用权

、

矿业权

、

其他无形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等

）、

流动负债

、

非流动负债等

。

２

、

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结论采用成本法评估结果

，

即

：

平安鑫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１６２

，

０５２．０２

万元

。

（

１

）

成本法评估结论及各项资产评估值增减值原因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

，

企业申报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８３

，

９７０．９７

万元

，

总负债为

３６

，

２１０．７９

万元

，

净资产为

４７

，

７６０．１８

万元

（

账面值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评估后总资产为

１９８

，

２６２．８１

万元

，

总负

债为

３６

，

２１０．７９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６２

，

０５２．０２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１４

，

２９１．８４

万元

，

增值率

２３９．３０％

。

具体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

项目 序号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

万元

）

Ｂ

（

万元

）

Ｃ＝Ｂ－Ａ

（

万元

）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２４

，

６３７．５１ ３２

，

１８４．４５ ７

，

５４６．９４ ３０．６３％

非流动资产

２ ５９

，

３３３．４６ １６６

，

０７８．３６ １０６

，

７４４．９０ １７９．９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０ ０ ０ －

投资性房地产

４ ０ ０ ０ －

固定资产

５ ４５

，

７８２．１９ ４３

，

８１３．３７ －１

，

９６８．８２ －４．３％

其中

：

建筑物

６ ２３

，

４３４．７３ ２２

，

０６１．３４ －１

，

３７３．３９ －５．８６％

机器设备

７ ２２

，

３４７．４６ ２１

，

７５２．０３ －５９５．４３ －２．６６％

土地

８ ０ ０ ０ －

在建工程

９ １

，

０７７．７１ １

，

１０５．４０ ２７．６９ ２．５７％

无形资产

１０ １２

，

２４９．８６ １２１

，

０６１．８２ １０８

，

８１１．９６ ８８８．２７％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１１ １

，

４６２．３０ ３

，

５３９．２８ ２

，

０７６．９８ １４２．０４％

矿业权

１２ １０

，

７８５．６６ １１７

，

５２０．０８ １０６

，

７３４．４２ ９８９．６％

其他资产

１３ ２２３．６９ ９５．３ －１２８．３９ －５７．４％

资产总计

１４ ８３

，

９７０．９７ １９８

，

２６２．８１ １１４

，

２９１．８４ １３６．１１％

流动负债

１５ ３２

，

０１０．７９ ３２

，

０１０．７９ ０ －

非流动负债

１６ ４

，

２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０．００ ０ －

负债总计

１７ ３６

，

２１０．７９ ３６

，

２１０．７９ ０ －

净资产

１８ ４７

，

７６０．１８ １６２

，

０５２．０２ １１４

，

２９１．８４ ２３９．３０％

各项资产评估值增减值原因如下

：

①

应收账款

、

预付账款

、

其他应收款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

：

评估值按照可收回金额确定

，

而企业财务核算的账面

值为计提坏账准备后的净值

，

可收回金额与账面净值差异导致评估增值

。

②

原材料评估增值主要是由于原材料中混煤

、

块煤和柴油市场价格敏感

，

２０１１

年市场价格呈上涨趋势

，

评估时取

此类原材料基准日的不含税市场价格作为评估值

，

故导致增值

；

产成品评估增值主要是由于评估值是按产品基准日不

含税售价扣除相关税金

、

费用后确定的完全成本

，

并且矿石及相关产品市场状况较好

，

市场价格呈上涨趋势

，

故导致增

值

。

③

固定资产

１

）

设备类资产原值增值

３．８８％

，

净值减值

２．６６％

，

其主要原因如下

：

机器设备原值增值

３．９４％

，

净值减值

２．５８％

，

机器设备原值增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因近年来原材料价格上涨

，

导致

部分机器设备价格小幅上涨

；

净值减值的主要原因是企业折旧期间与评估折旧期间有一定的差异

，

评估是以设备安装

完毕开始启用就开始计算成新率

，

而企业是以整个工程全部竣工

，

决算后开始计算折旧

，

评估计算成新率时点是在企业

折旧时点之前

，

故造成评估净值减值

。

车辆原值减值

３．２５％

，

净值减值

２０．２３％

，

原值减值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厂家近年技术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

，

使得车

辆的市场价格不断下降

，

从而导致车辆的评估原值减值

；

净值减值除受原值减值影响外

，

主要是因为部分车辆长期在厂

区与平安县城之间往返

，

导致其里程成新率过低造成的

。

电子设备原值减值

１８．３４％

，

净值减值

２５．９０％

，

该类设备更新换代较快

，

市场竞争激烈

、

市场价格持续走跌

，

是造成

原值减值的主要原因

，

评估净值减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评估原值的减值造成的

。

２

）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原值增值

３．８６％

，

净值减值

５．８６％

。

原值增值主要是因为构成房屋建筑物评估值的建筑材

料

、

人工费以及资金利率在评估基准日时较房屋建筑物建成时有较大涨幅所致

，

净值减值是由于确定账面净值的房屋

建筑物会计折旧年限与确定评估净值的房屋建筑物尚可使用年限差异造成

。

④

在建工程评估增值

２．５７％

。

原因是本次评估对开工时间距基准日半年以上

，

且账面值不包含资金成本的在建工

程加计资金成本所致

。

⑤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

：

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执行全国工业用地最低限价

，

故全国各地的工业用地涨幅较

大

，

本次评估的土地使用权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了较大增值幅度

。

⑥

采矿权评估增值的原因主要是近年资源市场价格上涨

，

而本次评估采用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测算的

，

造成评估

结果增值

。

⑦

其他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购买的财务软件已作摊销

，

而评估是以市场购买价作评估值

，

形

成的差异造成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

⑧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原因

：

由坏账准备为基础计算的递延资产账面值与由风险损失评估的递延资产差异造成评

估减值

。

（

２

）

收益法评估结论及各项资产评估值增减值原因

在评估基准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

，

经审计后的企业账面净资产为

４７

，

７６０．１８

万元

，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为

１６２

，

１７５．１１

万元

，

较账面增值

１１４

，

４１４．９３

万元

，

增值率为

２３９．５６％

。

增值原因如下

：

企业的账面反映的是企业历史成本的简单加和的价值

，

而收益法是将企业未来的收益折现后确定

的价值

，

且企业具有的采矿权等无形资产在收益法中进行了反映

，

评估结果中涵盖了所有资产的价值

，

故造成评估结果

有较大幅度的增值

。

（

３

）

两种方法的评估结论差异及分析

收益法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比成本法高

１２３．０９

万元

，

差异率为

０．０８％

。

成本法与收益法的差异不大

，

主要原因

为

：

企业尚处于技改完成初期

，

且作为主要资产的矿业权在成本法评估中是采用折现现金流法评估的

，

因此成本法与收

益法的评估结果差异不大

。

（

４

）

评估结果的选取

鉴于以下原因

，

本次优先选用成本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

即

：

平安鑫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１６２

，

０５２．０２

万元

）：

①

成本法与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差异不大

，

且作为资源类企业的主要资产矿业权在成本法中已采用收益途径进行了

评估

；

②

近年来国内外有色金属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

国内外有色金属市场价格一

路下跌

，

且未来经济形势仍将可能出现有色金属市场价格的较大波动

。

２０１０

年经济刺激计划使部分国家经济形势的企

稳复苏

，

有色金属价格有所回升

，

但是随之而来的各国将面对严重的通胀压力

，

高额的财政赤字

，

将会给经济带来不利

影响

，

各国经济恢复的连续性也存在不确定性

，

经济危机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

。

因此

，

未来经济形势仍将可能出现有色

金属市场价格的较大波动

。

尽管收益法预测采用了相关企业历史数据为依据

，

由于价格因素对未来收益的预测敏感度

较高

，

受价格波动较大的影响

，

造成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不确定性较大

，

从而影响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

③

由于企业尚处于技改完成初期

，

本次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各项参数数据大部分来自于矿山的可研报告

，

未来实际

经营可能会与设计资料存在差异

，

未来年度的收益预测的不确定性等原因可能会造成未来企业现金流较大的波动

，

从

而影响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

（

八

）

元石山铁镍矿采矿权的评估情况

中企华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

，

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

，

对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平安县元石

山铁镍矿在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的采矿权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矿评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８２

号

《

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平安县元石山铁镍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评估机构及人员

平安鑫海平安县元石山铁镍矿采矿权的评估机构为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签字注册矿业权评估师为时召兵

、

王军好

。

２

、

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本项目评估的对象是平安鑫海平安县元石山铁镍矿采矿权

。

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平安县元石山铁镍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

Ｃ６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３２１００４９４８８

；

开采矿种

：

镍矿

、

铁矿

、

钴矿

；

开采方式

：

露天开采

；

生产规模

：

４０

万吨

／

年

；

矿区面积

：

２．１４１２

平方公里

；

有效期限

：

１４

年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开采深度

：

由

３１８０

米至

２７００

米标高

。

矿区范围由

４

个拐点圈定

，

各拐点坐标如下

：

点号

Ｘ

坐标

Ｙ

坐标

Ａ ４０１９５１３．８１ ３４４９６６２８．７７

Ｂ ４０１９４６２．６５ ３４４９８２７６．５３

Ｃ ４０２０７６０．３９ ３４４９８３１６．８４

Ｄ ４０２０８１２．０５ ３４４９６６６９．０８

３

、

评估假设

评估报告所称采矿权评估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

、

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

（

１

）

以设定的资源储量

、

生产方式

、

生产规模

、

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

（

２

）

所遵循的有关政策

、

法律

、

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

所遵循的有关社会

、

政治

、

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

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

（

３

）

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

、

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

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

（

４

）

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

４

、

评估方法及重要评估参数

元石山铁镍矿为生产矿山

，

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储量已经通过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评审并在国土资源部备案

，

矿山管理规范

，

财务报表

、

生产报表及可研报告等资料均比较齐全

。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

，

委托评估

的采矿权在未来的生产中仍具有一定规模

、

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

，

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

，

基本达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

，

根据

《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

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

（

ＣＭＶＳ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８

）》

和

《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

ＣＭＶＳ１２１００－２００８

）》

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

其计算公式

为

：

式中

：

Ｐ－

矿业权评估价值

；

ＣＩ－

年现金流入量

；

ＣＯ－

年现金流出量

；

ｉ－

折现率

；

ｔ－

年序号

（

ｉ ＝１

，

２

，

３

，…，

ｎ

）；

ｎ－

计算年限

。

本次评估所用的矿产资源储量主要依据

《

青海省平安县元石山铁镍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３１８０－２７００ｍ

标高

）》（

以

下简称

“

储量核实报告

”） 、

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出具的编号为中矿联储评字

［

２００９

］

７７

号的

《

＜

青海省平安县元石山镍

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３１８０－２７００ｍ

）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

国土资源部出具编号为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０９

］

３３４

号

的

《

关于

＜

青海省平安县元石山镍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３１８０－２７００ｍ

标高

）

＞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

以及

《

青海

省平安县元石山铁镍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

及其审查意见书

（

以下简称

“

开发方案

”）。

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参数的选取参考

《

青海元石山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以下简称

“

可研报告

”）

及有关生产统计资料

、《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

ＣＭＶＳ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

其他有关政策法规

、

技术经济规范和评估

人员掌握的资料确定

。

由北京恩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储量核实报告

，

其资源储量的估算范围包括采矿许可证范围及青海省国

土资源厅划定的扩大开采范围批复

；

估算工业指标基本符合

《

铜

、

铅

、

锌

、

银

、

镍

、

钼矿地质勘查规范

》（

ＤＺ ／ Ｔ０２１４－２００２

）

中一般工业指标的要求

；

资源储量归类编码符合

《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

标准

；

选用垂直断面法估算资源储量

，

符合矿

山实际情况

；

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确定基本合理

。

储量核实报告经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评审通过

，

并经国土资源部备案

。

因此

，

储量核实报告中的资源储量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评估的依据

。

由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编制的可研报告

，

评估人员经过分析后认为该报告所设定的项目投资经济指标参数基本反映

评估对象在特定条件下所能实现的投资

、

所能实现的投资

、

成本和收益水平

，

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矿山成本费用选取的基

础依据

。

（

１

）

保有资源储量

依据储量核实报告

，

截止核实报告基准日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矿区保有资源储量镍铁矿石量

１

，

０４２．２７

万吨

，

镍金

属量

９３

，

４５８．６０

吨

，

平均地质品位

０．９０％

，

铁金属量

２

，

３５７

，

８６８．６９

吨

，

平均地质品位

２２．６０％

，

伴生钴金属量

４

，

８９３．７９９

吨

，

平均地质品位

０．０４７％

。

其中

：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

３３２

）

镍铁矿石量

２０７．１１

万吨

，

镍金属量

１８

，

８０９．５９

吨

，

平均地质

品位

０．９１％

，

铁金属量

６２５

，

３８８．４３

吨

，

平均地质品位

３０．２０％

，

伴生钴金属量

１

，

１２１．０３３

吨

，

平均地质品位

０．０５４％

；

推断

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３３３

）

镍铁矿石量

８３５．１６

万吨

，

镍金属量

７４

，

６４９．００

吨

，

平均地质品位

０．８９％

，

铁金属量

１

，

７３２

，

４８０．２６

吨

，

平均地质品位

２０．７０％

，

伴生钴金属量

３

，

７７２．７６６

吨

，

平均地质品位

０．０４５％

。

另外

，

尚有单独铁矿体资源量

２１７．０１

万吨

，

其中

：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

３３２

）

中铁矿石量

８０．１１

万吨

，

铁金属量

２５１

，

５３５．８４

吨

，

平均地质品位

３１．４０％

；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３３３

）

铁矿石量

１３６．９０

万吨

，

铁金属量

３７１

，

５８２．４３

吨

，

平均地质品位

２７．１４％

。

据企业采矿生产报表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共动用铁镍矿石

４４．６８

万吨矿石

，

则评估基准日矿山保有资源储

量为

９９７．５９

（

＝２０７．１１－４４．６８＋８３５．１６

）

万吨

。

由于动用量较小

，

本次评估暂不考虑其对资源储量品位的影响

。

（

２

）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

基础储量

＋Σ

资源量

×

该级别的资源量的可信度系数

根据

《

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

》（

ＣＭＶＳ３０３００－２０１０

），

内蕴经济资源量

（

３３３

）

可参考

（

预

）

可行性研

究

、

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取值

。（

预

）

可行性研究

、

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中未予设计利用

，

可

信度系数在

０．５－０．８

范围中取值

。

根据开发方案

，（

３３３

）

级内蕴经济资源量设计可信度系数为

０．８

，

本次评估可信度系数

确定为

０．８

。

据企业生产实践

，

因铁矿体影响硫酸镍的回收率及产品品位

，

暂不予镍铁矿石混合进行处理

，

因此

，

本次评估利用

的矿石为镍铁矿体

。

根据开发方案

，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设计露天境界内可开采利用的铁镍矿石资源储量为

８２１．４１

万吨

，

其中

３３２

矿石量

１０８．７８

万吨

，

３３３

矿石量为

７１２．６３

万吨

。

因此

，

本次评估基准日评估可利用资源储量为

６３４．２０

（

＝

１０８．７８－４４．６８ ＋７１２．６３×０．８

）

万吨

。

经计算

：

露天开采评估利用的镍

、

铁

、

钴平均地质品位分别为

：

０．９０％

、

２１．８０％

、

０．０４４％

。

井工开采设计开采利用的铁镍矿石资源储量为

１９９．９５

万吨

，

其中

３３２

矿石量

９０．７６

万吨

，

３３３

矿石量为

１０９．１９

万

吨

（

３３３

可信度系数为

０．８

）。

则评估基准日井工开采评估可利用资源储量为

１７８．１１

（

＝９０．７６ ＋１０９．１９×０．８

）

万吨

。

（

３

）

开拓方式和采选工艺

开发方案设计本矿山采用露天开采

、

汽车公路开拓运输方案

。

根据矿体赋存条件

，

对山坡露天部分沿山坡地形掘进单壁沟

，

向山坡方向推进

，

采剥工作面采用移动坑线开拓

，

即

从上盘向下盘推进

；

凹陷露天采用固定坑线进行开拓

，

入车沟和开段沟均为

１８ｍ

。

矿石经凿岩

、

爆破

，

块度符合要求后

，

由挖掘机直接装载

，

装入自卸汽车

，

运往选冶厂

。

废石由挖掘机直接装入自卸

汽车后运往就近的排土场集中排放

。

根据试验研究和元石山铁镍矿的具体特点

，

矿山硫酸镍生产采用

“

还原焙烧

－

氨浸

－

镍萃取反萃

－

铁磁选

－

硫化沉

钴

”

工艺方案

。

（

４

）

产品方案

据可研报告和矿山生产实际情况

，

产品方案为硫酸镍

（

含镍

２１．５０％

）、

铁精粉

（

６０％

）、

硫化钴精矿

（

３０％

）。

（

５

）

采选技术指标

根据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元石山镍铁矿生产技术指标统计表

，

元石山镍矿露天开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采矿回采

率平均为

９５％

，

贫化率为

５％

左右

，

设计露天开采采矿回收率及贫化率也为

９５％

和

５％

。

本次评估采矿回收率及贫化率

确定为

９５％

和

５％

。

井工开采设计采矿回收率及贫化率分别为

８５％

和

１０％

，

本次评估井工开采采矿回收率及贫化率分

别确定为

８５％

和

１０％

。

根据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元石山镍铁矿生产技术指标统计表

，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硫酸镍的回收率统计

分别为

７０．５％

、

８１％

、

７６．９％

，

由于前半年进行技改造和矿石含水量过高影响了硫酸镍的回收率

，

７－９

月硫酸镍回收率为

８１％－８１．２３％

，

硫酸镍含镍品位

２１．５４％

左右

；

经对磁选车间技改后

，

目前铁的回收率在

５４％

左右

。

基本与可研报告设计

硫酸镍选冶回收率为

８０％

、

铁回收率

６０％

相近

。

经评估人员了解

，

对于含

ＭｇＯ

大于

１０％

、

含镍

１％

左右且镍赋存状态不太复杂的红土镍矿

，

通常采用还原焙烧

－

氨

浸工艺处理

，

其主要优点是试剂可循环使用

，

消耗量小

，

能综合回收镍和钴

；

缺点是浸出率偏低

，

镍

、

钴金属回收率分别

为

７５％－８５％

和

４０％－６０％

。

采用还原焙烧

－

氨浸工艺法的生产厂目前国内仅元石山镍矿

，

国外主要有古巴的尼卡罗冶炼

厂

、

印度的苏金达厂

、

阿尔巴尼亚的爱尔巴桑钢铁联合企业

、

斯洛伐克的谢列德冶炼厂

、

菲律宾的诺诺克镍厂

、

澳大利亚

雅布鲁精炼厂及加拿大

ＩＮＣＯ

的铜崖铁矿回收厂等

，

其镍金属浸出率最低

７５％

，

最高大于

９５％

，

钴的回收率最低

４０％

，

最高大于

９５％

。

结合本项目情况

，

本次评估按设计确定镍

、

钴选矿回收率分别为

８０．００％

、

５０．００％

。

因此

，

则本次评估镍

、

铁

、

钴综合回收率分别为

８０．００％

、

６０．００％

、

５０．００％

。

本项目矿山除主矿种元素镍

、

铁现阶段进行回收利用外

，

钴元素赋存于萃取镍后的氨液中

，

由于初期钴含量较低

，

生产中待其达到一定浓度后再沉钴提取

（

成本中硫化铵即为提取钴

），

矿山计划于

２０１３

年起回收利用钴

，

本次评估按其

平均品位计算

，

因此

，

钴回收率按设计指标选取

。

（

６

）

评估用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

评估用可采储量

＝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量

－

采矿损失量

＝

（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量

）

×

采矿回采率

根据开发方案

，

本矿露天开采

，

评估基准日开采境界内评估利用矿石量为

６３４．２０

万吨

，

设计损失为

０

（

已在评估利

用资源储量中扣除

），

故评估利用可采储量等于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乘以采矿回采率

。

将上述数据代入公式

，

则

评估用可采储量

（

矿石量

）

＝６３４．２０ × ９５％＝６０２．４９

（

万吨

）

评估用可采储量中镍

、

铁

、

钴平均地质品位分别为

：

０．９０％

、

２１．８０％

、

０．０４４％

。

同理

，

井工开采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为

１７８．１１

万吨

，

采矿回收率为

８５％

，

则可采储量为

（

矿石量

）

＝１７８．１１×８５％＝１５１．４０

（

万吨

）

（

７

）

生产能力

矿山目前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

４０

万吨

／

年

，

选矿厂设计规模为

４０

万吨

／

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共处理矿石

２１．７

万

吨

，

目前选矿厂月处理已达

４

万吨以上

。

因此

，

本次评估矿山露天开采部分未来采选生产能力确定为

４０

万吨

／

年

，

但鉴

于矿山刚进行完技术改造

，

达产生产时间较短

，

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

，

谨慎起见

，

２０１１

年

７－１２

月考虑其生产负荷为设

计能力的

８０％

。

据开发方案

，

井工开采设计年生产规模为

２０

万吨

／

年

，

选矿也可以满足其开采规模

，

本次评估井工开采

生产规模确定为

２０

万吨

／

年

。

（

８

）

服务年限

式中

：

Ｔ－

矿井服务年限

；

Ｑ－

可采储量

；

Ａ－

矿井生产能力

；

ρ－

矿石贫化率

。

将有关参数代入上述公式得本次评估露天开采未来正常服务年限为

：

Ｔ＝６０２．４９ ÷

（

４０×

（

１－５％

））

＝１５．８６

（

年

）

井工开采年限为

：

Ｔ＝１５１．４０ ÷

（

２０×

（

１－１０％

））

＝８．４１

（

年

）

因此

，

本次评估露天计算年限为

１５．９６

（

＝１５．８６ ＋２０％÷２

）

年

，

其中

２０１３

年后加收利用钴

。

由于开发方案及可研报告未对地下开采部分的有关经济参数进行设计和论证

，

本次评估未对地下开采部分进行评

估计算

。

（

９

）

销售收入

①

计算公式

销售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

以达产后

２０１３

年为例

，

本项目硫酸镍年产量为

：

４０．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９０％×

（

１－５．００％

）

×８０．００％÷２１．５０％＝１２

，

６５５．８４

（

吨

）

铁精粉年产量为

：

４０．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２１．８０％×

（

１－５．００％

）

×６０．００％÷６０％＝８２

，

８４０．２７

（

吨

）

硫化钴精粉含钴年产量为

：

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４％×

（

１－５．００％

）

×５０．００％＝８４．４１

（

吨

）

③

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

《

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

》（

２００６

年

），

一般采用当地平均价格

，

原则上以评估基准日前的三个

年度内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计算中的价格参数

，

对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大

、

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

，

可向前延长至

５

年

，

本项目产品硫酸镍

、

铁精粉及硫化钴精矿均属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矿产品

，

本次评估矿产品价格拟

按基准日前

５

年期

（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的价格平均值确定

。

硫酸镍价格

：

企业自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生产以来

（

且生产销售不均衡

），

工艺经多次改进

，

至

２０１１

年二季度生产才趋于

正常

，

历史价格资料较少

，

无法满足评估需要

。

经评估人员查询中国有色网

（

ｃｎｍｎ．ｃｏｍ．ｃｎ

）

发布的当期硫酸镍现货报价

，

含镍

２１％

以上硫酸镍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份各年度平均售价

（

含税

）

分别为

７２

，

２９１．６７

元

／

吨

、

４２

，

１１４．２９

元

／

吨

、

２９

，

４０９．７２

元

／

吨

、

４２

，

０３７．５

元

／

吨

、

４３

，

６６６．６７

元

／

吨

，

四年一期算术平均

４５

，

９０３．９７

元

／

吨

，

平均不含税价格

３９

，

２３４．１６

元

／

吨

。

企业

以往价格与市场有一定差距

，

其原因是企业产品产量较小

，

尚处于市场认可和品牌初建阶段

，

营销策略以中间商客户为

主

，

采用较低产品价格有利于较快进入市场及资金回收

。

鉴于此

，

本次评估出于谨慎性原则

，

按低于公开市场产品价格

的

１５％

左右选取

，

即硫酸镍不含税价格

３４

，

０００

（

＝３９

，

２３４．１６×８５％

、

取整

）

元

／

吨

，

即硫酸镍不含税价格

３４

，

０００

元

／

吨

。

铁精粉价格

：

矿山所在地青海省非国内铁精粉主要产区

，

公开市场价格难以查询

，

据企业产品销售统计表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矿山以来签订的铁精粉

（

５６％

）

销售合同含税价格一直不低于

６５０

元

（

不含税

５５５

）

元

／

吨

，

而国内五年期铁精粉

（

６５－６６％

）

平均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８９４．８７

元

／

吨

（

中国有色网

（

ｃｎｍｎ．ｃｏｍ．ｃｎ

）），

同期甘肃酒泉地区

６５％

左右铁精粉不含税

价格为

８９８．５２

元

／

吨

；

评估人员判断在目前国内铁精矿资源紧缺条件下

，

未来铁精粉价格下降可能性较小

，

因此

，

谨慎

起见

，

本次评估未来铁精粉

（

６０％

）

不含税价格确定为

５６０．００

元

／

吨

。

硫化钴精矿含钴价格

：

评估人员经查询中国有色网

（

ｃｎｍｎ．ｃｏｍ．ｃｎ

）

发布的当期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场报价

，

钴金属

近四年一期平均销售价格为

４３１

，

０１０．２０

元

／

吨

，

不含税价格为

３６８

，

３８４．７９

元

／

吨

，

硫化钴含钴金属

（

品位

３０％

）

计价系

数按

６０％

计算

，

则硫化钴精矿含钴的销售价格取值为

２２１

，

０３０．８７

（

＝３６８

，

３８４．７９×６０％

）

元

／

吨

，

取整为

２２．１０

万元

／

吨计

算

。

④

计算示例

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

硫酸镍年销售收入

＝１２

，

６９６．７６×３４

，

０００．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４３

，

０２９．８６

（

万元

）

铁精粉年销售收入

＝８２

，

８４０．２７×５６０．００÷１０

，

０００＝４

，

６３９．０６

（

万元

）

硫化钴精矿含钴年销售收入

＝８４．４１×２２．１０＝１

，

８６５．４６９

（

万元

）

年销售收入合计

４９

，

５３４．３７

万元

。

（

１０

）

投资估算

①

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

《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

本次评估依据青海省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

非流动资产评估汇总

表

”、“

固定资产评估汇总表

”、“

在建工程评估汇总表

”、“

无形资产评估汇总表

”

及相应的评估明细表中的评估价值作为

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

。

根据

“

固定资产评估汇总表

”、“

在建工程评估汇总表

”

及相应的评估明细表

，

元石山铁镍矿采选固定资产评估原值

为

５２

，

４８６．２７

万元

，

评估净值为

４３

，

８１３．３７

万元

，

其中

：

房屋建筑物评估原值

２５

，

４６１．４８

万元

，

评估净值

２２

，

０６１．３４

万

元

；

机器设备评估原值

２７

，

０２４．７

万元

，

评估净值

２１

，

７５２．０３

万元

。

在建工程原值

１

，

０７７．７１

万元

，

评估价值

１

，

１０５．４０

万

元

，

其中房屋建筑物评估值

１

，

０８２．８７

万元

，

设备安装评估值

２２．５３

万元

。

因此

，

本次评估确定固定资产投资原值总额为

５３

，

５９１．６７

万元

，

净值总额为

４４

，

９１８．７７

万元

，

其中

：

房屋建筑物原值

２６

，

５４４．３５

万元

，

净值

２３

，

１４４．２１

万元

；

机器设备原值

２７

，

０４７．３２

万元

，

净值

２１

，

７７４．５６

万元

。

根据

《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

本次评估将固定资产净值在评估基准日一次性全部投入

。

②

无形资产投资

根据

《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

任何企业收益均为各资本要素投入的报酬

，

矿山企业投入资本要素主要包

括固定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

、

土地

、

矿业权

。

当估算某种资本要素的收益

、

并将其收益折现作为资产价值时

，

需将其他要

素的投入成本及其报酬扣除或者通过收益分成

、

折现率等方式考虑

。

因此

，

收益途径评估矿业权时

，

需扣除土地的投入

成本及其报酬

。

土地作为企业资本要素之一

，

视利用方式不同分为土地使用权

（

资产

）、

土地租赁

（

费用

）、

土地补偿

（

费

用

、

资产

）

三种方式考虑

。

平安鑫海已经取得工业场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

本次评估采用土地使用权

（

资产

）

的形式考虑土地资本要素

。

根据无形资产评估汇总表

，

评估基准日矿山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３

，

５３９．２８

万元

。

无形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一次性

全部投入

。

③

流动资金投资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

，

主要是用于购买原材料

、

燃料

、

动力

、

工资及福利

，

支付管理费用

等

。

流动资金按扩大指标法估算

，

根据

《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

有色金属矿山的固定资产资金率为

１５％－

２０％

，

本项目流动资金按固定资产原值的

１８％

计

。

因此

，

本项目所需流动资金为

：

５３

，

５９１．６７ ×１８％＝９

，

６４６．５０

（

万元

）

本次评估流动资金在评估基准日投入

，

流动资金在本次评估期满全部回收

。

（

１１

）

成本费用

①

关于成本估算的原则与方法的说明

矿山

２００９

年后半年试生以来

，

生产投入的各种主要材料都进入在建工程和待摊项目核算

，

成本费用发生不均衡

；

２０１０

年后半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以技改为主

，

不能反映正常持续生产规模相应的成本费用水平

，

本次评估未予以采用

。

本项目评估成本费用参数主要依据可研报告

，

因可研编制时间为

２００６

年底

，

主要材料

、

动力价格发生了变化

，

本次

按企业实际发生价格和询价进行调整选取

，

个别参数依据

《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

及国家财税的有关规定确

定

，

以此测算评估基准日后未来矿山生产年限内的采

、

选成本费用

。

本项目评估采用

“

费用要素法

”

估算成本费用

。

采矿成本

：

元石山铁镍矿露天矿采矿全部为外包形式

，

根据

“

露采承包合同

”，

完全通电后开采矿石工程价格为

１３－

１５

元

／

吨

，

本次评估取

１６．５

元

／

吨

；

废石剥离价格

２０

元

／

立方

，

本次评估取

２０

元

／

立方

；

矿体围岩自然体重一般在

２．２－２．９

吨

／

立方

，

本次评估取

２．６

吨

／

立方

。

根据

《

开发方案

》，

其剥采比为

１５．５３

，

扣除单独铁矿所占矿量

，

经计算

，

剥采比为

１７．８３

；

因此吨原矿的采矿承包费计

算如下

：

１６．５＋２０×１７．８３÷２．６＝１５３．６５

（

元

）。

②

外购材料费

(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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