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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境外业务未来规划
公司目前业务重心聚焦于国内城轨市场，境外业务在目前公司业务中占比较小。公司愿景为成为

国际化公司，因此除了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外，公司也重视境外市场的探索，积极布局境外专利，寻求机会
拓展境外业务。

2016年，公司中标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越南河内城市轨道交通吉灵-河东线工程信号系统及集
成项目，作为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包商参与了越南核心的吉灵-河东线项目的信号系统工程，该
项目于2021年11月开通。越南河内线是公司的第一条海外线路，为公司后续的海外市场开拓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2019年以来，公司与港铁公司建立合作，在香港先后开展了列车智能检测系统（TIDS）、PB-TACS系
统等一系列新技术合作或实验，后续将以与港铁公司合作设立的智慧铁路科技有限公司为平台，进一步
深化合作，并开拓亚太等更加广阔的市场。

综上，公司境外业务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4、海外业务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定期报告中对海外业务进行了风险提示如下：

“（一）宏观环境风险
轨道交通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轨道交通建设与宏观经济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联系密

切。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缓慢，我国经济运行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
好局面。

当前国内环境较稳定，海外受整体宏观经济以及海外国家政策影响，形势不明朗，增加拓展国际业
务的不确定性，对公司海外经营存在较大影响。”

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境外收入存在一定波动，国际业务的拓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公司境外业务收入占比较

低，对公司经营影响较小；
2、公司境外业务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已针对境外经营进行了风险提示。
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阅读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有关海外业务信息，获取了2023年上半年执行中的海外业务明

细表，查阅了上述大额海外业务相关合同，向管理层了解2023年上半年海外业务的履约情况及收入确认
方式，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与我们执行上述核查程序过程中了解的情况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问题四
关于应收账款情况。2023年上半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157,061.47万元，同比增长32%，占营业收

入的208%，同比增长81个百分点；一年以内应收账款107,368.09万元，占营业收入的142%。其中，第一
季度应收账款余额142,573.53万元，占营业收入的483%，同比增长189个百分点。请公司：(1)结合客户
构成、收入确认政策、信用政策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较大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策以及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要
求；(2)结合业务模式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2022年以来公司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
致的原因；(3)按同一控制口径列示前五大应收账款对应的客户名称、账面余额、应收账款形成时间及信
用期、期后回款情况，结合应收账款周转率、逾期金额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
充分，是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关于预期信用损失的规范要求。

请持续督导机构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客户构成、收入确认政策、信用政策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占

营业收入比例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策以及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收入确认政策是
否符合会计准则要求

1、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1）客户构成及信用政策
公司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总承包业务的客户均为各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商，通常为国企单

位，具有较强的政府属性，公司在与客户签订合同时，付款条件通常约定预付款、项目进行中进度款（到
货款）、开通款、预验收、竣工验收款和工程质量保证金，且一般采用客户的标准合同模板，不会单独就其
中条款进行改动，通常只能接受合同约定的付款安排，不存在为了争取市场而放宽信用政策从而造成应
收账款增加的情况。

（2）收入确认政策
公司信号系统总承包业务按照“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确认收入。采用“投入法”确认履约进

度，履约进度按照已投入成本占预算总成本的比例确定，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合同总收入乘以履约进度
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收入。

（3）应收账款确认政策
根据客户出具的验收单中应收对价款满足该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款项计入应收账款，根据合

同约定客户并不付全款（通常在60%-70%），剩余款需要在项目开通、预验收、竣工验收时才能结清，且信
号系统总承包项目周期通常较长，一般持续3年左右，在执行项目增多导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4）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最近两年及一期，公司与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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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30日/2023年1-6月

应 收 账 款
账面价值

2,356,
649.99

137,785.88

216,244.31

44,649.19

81,822.32

71,268.77

103,384.40

430,257.84

103,384.40

157,061.47

营业收入

1,663,
301.02

58,556.30

82,375.59

22,420.83

27,304.04

52,629.87

74,939.97

283,075.37

58,556.30

75,460.70

应 收
账 款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141.69
%

235.30
%

262.51
%

199.14
%

299.67
%

135.42
%

137.96
%

201.67
%

199.14
%

208.14
%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2,267,
208.12

144,275.20

232,881.72

50,315.75

85,599.32

70,176.85

116,978.79

423,919.39

116,978.79

161,203.78

营业收入

4,020,
320.78

126,916.54

177,295.29

65,185.87

70,546.07

106,717.28

255,956.18

688,991.14

126,916.54

246,7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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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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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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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5
%

77.19%

121.34
%

65.76%

45.70%

87.34%

77.19%

65.33%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1,985,
375.73

131,
343.16

278,
874.51

46,326.71

87,845.29

62,370.59

130,
465.16

388,
943.02

130,
465.16

108,
509.59

营业收入

3,835,
829.71

138,
172.28

221,
480.45

73,716.81

94,039.25

106,
449.53

290,
613.47

680,
043.07

138,
172.28

258,
2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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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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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51.76%

95.06%

125.91
%

62.84%

93.41%

58.59%

44.89%

76.07%

62.84%

42.02%

由上表可见，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的情况符合行业特点，占比与可比公司相比处于
合理范围内。

综上所述，公司受业务特点、收入确认与约定付款进度之间的时间性差异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
收入比例较大，具有合理性。

2、公司收入确认政策
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如下：
（1）信号系统总承包项目
按照履约进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本公司按照投入法确认履约进度，履约进度按照已投入成

本占预算总成本的比例确定。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履约进度进行重新估计，以使其能够反映履约
情况的变化。

（2）产品销售
①不需公司提供安装调试服务的产品，货到现场经验收后，公司取得验收单及收款权利时确认收

入；
②货到现场需安装调试的产品，货到现场并安装调试后业经验收，公司取得验收单及收款权利时确

认收入。
（3）轨道交通运营维保维护服务
①运营维保服务收入按照直线法在合同期内确认收入；
②运营维护服务收入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符合行业惯例，与业务模式可比性相对较高的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

异，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众合科技

中国通号

收入确认政策

（1)信号系统设备及建安收入确认
按照履约进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本公司按照投入法确认履约进度，履约进度按照已投入成
本占预算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2)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收入确认①运营服务收入本公司按照直线法在合同期内确认收入。②质保期服务收入本公司在出质保时确认收入。

（1）销售商品合同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销售商品合同通常仅包含转让商品的履约义务。本公司通常在综合考虑了下
列因素的基础上，以控制权转移时点确认收入：取得商品的现时收款权利、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
险和报酬的转移、商品的法定所有权的转移、商品实物资产的转移、客户接受该商品。
（2）提供服务合同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提供服务合同通常包含系统集成等履约义务，由于本公司履约过程中所提供
的服务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本公司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
项，本公司将其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
定的除外。本公司按照投入法确定提供服务的履约进度。对于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本公司
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
确定为止。

综上所述，公司收入确认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一收入（2017）》的规定执行，不存在提前
确认收入的情况，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二）结合业务模式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2022年以来公司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
不一致的原因

1、公司的业务模式
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为在自主研发和生产关键设备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以总承包商

形式承接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工程项目，公司从分包商采购部分信号系统子系统，与公司自主研制和
生产的核心子系统进行系统集成，同时根据用户需求对信号系统产品进行再开发，为城市轨道交通用户
提供定制化的信号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总承包业务的客户均为各地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运营商，具有较强的政府属性，通常只能接受合同约定的付款安排；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和
公司的会计收入确定节点存在差异。客户出具的验收单中应收对价款满足该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
款项计入应收账款，根据合同约定并不付全款（通常在60%-70%），剩余款项需要在项目开通、预验收、竣
工验收时才能结清，公司在持续承接工程项目的同时，应收账款余额不断增加，收入确认与约定付款进
度之间存在时间性差异。

2、2022年以来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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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30日/2023年1-6月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较上年末变动比例

3.95%

-4.50%

-7.14%

-11.26%

-4.41%

1.56%

-11.62%

-4.78%

-4.50%

-2.57%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例

-9.52%

5.59%

41.77%

-21.98%

9.79%

27.99%

-23.54%

4.30%

5.59%

-19.35%

2022年6月30日/2022年1-6月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较上年末变动比例

8.59%

5.81%

-10.43%

-1.80%

-13.44%

-7.08%

15.48%

-0.41%

-1.80%

9.59%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例

2.90%

-6.09%

10.05%

-7.01%

-12.26%

-18.32%

-20.69%

-7.35%

-7.01%

-10.38%

公司2022年上半年较2021年同期营业收入下降，应收账款上升，营业收入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
变动趋势一致，但2022年上半年应收账款增长幅度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主要原因为：客户本
期已验收金额未按预期回款，导致期末应收账款增长幅度较大。

公司2023年上半年较2022年同期营业收入下降，应收账款也下降，营业收入下降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趋势不一致，主要原因为：公司受部分工程项目延期及前期公司新增订单量影响较大导致营业收入下
降。

综上所述，公司营业收入的变动趋势与应收账款的变动趋势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具有合理原因，符合
业务模式及行业惯例。

（三）按同一控制口径列示前五大应收账款对应的客户名称、账面余额、应收账款形成时间及信用
期、期后回款情况，结合应收账款周转率、逾期金额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是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关于预期信用损失的规范要求

1、前五大应收账款对应的客户名称、账面余额、应收账款形成时间及信用期、期后回款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前五大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期末余额

31,251.87

20,683.68

17,330.22

12,747.80

10,033.43

92,047.00

占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合计数

的比例(%)

17.45

11.55

9.68

7.12

5.60

51.40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1,165.81

1,636.92

1,121.96

676.41

425.98

5,027.08

2023年1-8月回款
情况

6,013.72

8,274.15

5,130.64

3,678.16

6,975.66

30,072.33

截至2023年6月30日，前五大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期末余额

29,829.40

17,242.89

16,906.14

11,964.80

11,336.69

87,279.92

占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合计数

的比例(%)

17.02

9.84

9.64

6.83

6.47

49.80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1,158.05

1,641.74

1,340.59

520.73

581.68

5,242.79

2023年7-8月回款
情况

584.26

1,270.65

3,876.49

5,731.40

2、结合应收账款周转率、逾期金额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是否符
合新金融工具准则关于预期信用损失的规范要求

（1）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1-6月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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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96.SZ

300150.SZ

603508.SH

000925.SZ

可比公司平均数

可比公司中位数

688015.SH

公司名称

中国通号

鼎汉技术

神州高铁

辉煌科技

世纪瑞尔

思维列控

众合科技

交控科技

应收账款周转率

2023年1-6月

0.72

0.42

0.37

0.47

0.33

0.74

0.68

0.53

0.47

0.47

2022年度

1.89

0.92

0.69

1.35

0.81

1.61

2.07

1.34

1.35

1.83

2021年度

2.01

1.18

0.77

1.6

1.22

2.2

2.34

1.62

1.60

2.66

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1-6月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2.66、1.83、0.47，除2023年1-6月
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余各年指标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3年1-6月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2023年1-6月，公司受部分工程项目延期及前期公司新
增订单量影响，营业收入下降，导致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

（2）2021年12月31日-2023年6月30日公司逾期金额及占比如下：
单位：万元

逾期账龄
2023/6/30

金额 占比

2022/12/31

金额 占比

2021/12/31

金额 占比

未逾期

逾 期 1 年
以内

逾期 1-2
年

逾期 2-3
年

逾 期 3 年
以上

逾期金额
合计

应收账款
合计

93,827.74

64,963.38

10,930.07

2,808.50

2,768.06

81,470.01

175,297.75

53.52%

37.06%

6.24%

1.60%

1.58%

46.48%

100.00%

115,955.03

43,571.48

14,874.90

2,074.14

2,574.09

63,094.61

179,049.64

64.76%

24.33%

8.31%

1.16%

1.44%

35.24%

100.00%

68,436.98

40,954.72

4,102.64

1,677.24

2,641.94

49,376.54

117,813.52

58.09%

34.76%

3.48%

1.42%

2.24%

41.91%

100.00%

（3）公司应收账款计提方法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进行减值处理

并确认损失准备。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以及合同资产，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
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公司自 2019 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于应收款项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模型，即始终按照预
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
当期损益。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的确认是基于迁徙模型所测算出的历史损失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前瞻
性因素的调整所得出，具体过程如下：（下述方法为计算2022年末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的过程）

第一步：确定历史数据集合
选取公司 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末、2022年末应收账款“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组合”的账龄数据以计算历史损失率。
第二步：计算平均迁徙率
计算上年末各账龄段余额至下年末仍未收回的金额占上年末该账龄段余额的比重，并计算出各账

龄段 3 年平均迁徙率。
第三步：计算历史损失率
使用本账龄段及后续所有账龄段的平均迁徙率相乘计算得出历史损失率。
第四步：计算预期损失率
基于当前可观察以及考虑前瞻性因素对第三步中所计算的历史信用损失率进行调整，以反映并未

影响历史数据所属期间的当前状况及未来状况预测的影响，并且剔除与未来合同现金流量不相关的历
史期间状况的影响。

第五步：计提当期坏账损失
公司根据期末逾期账龄与测算的预期损失率计算期末坏账准备，与期初坏账准备的差额形成损失

准备的增加或减少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综上所述，公司与同行业应收账款周转率无明显差异，且公司每年度均按照已披露的会计政策，充

分测试并确认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并无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较大主要系业务特点、收入确认与约定付款进度之间的时间

性差异导致，具有合理性；公司不存在放宽信用政策以及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公司收入确认政策符合
会计准则要求；

2、2022年以来公司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具有合理原因，符合公司业务模式和行业
特点；

3、截至2023年6月末，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关于预期信用损失的规范
要求，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阅读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有关应收账款信息，获取了2023年6月30日应收账款余额明细

表、收入计算明细表，向管理层了解2023年上半年收入确认方式、客户信用政策，获取前五大应收账款明
细表、账龄明细表和期后回款凭证。我们认为2023年上半年收入确认政策、坏账准备计提方式与我们执
行上述核查程序过程中了解的情况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问题五
关于信用及资产减值情况。2022年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达8,590.55万元和1,063.82万元，

合计减值9,654.37万元，同比增长255%，占归母净利润的42%。请公司：(1)补充披露计提减值准备履行
的审议程序，是否存在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的情形；(2)列示三年一期公司计提减值的
金额及占比，结合相关资产、应收款项等形成的过程、减值损失确认的具体情况及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说明减值方法是否存在较大变化，计提减值金额较上期变动的原因，是否存在以前期间计提不充分的情
形。

请持续督导机构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计提减值准备履行的审议程序，是否存在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的

情形
经自查，公司存在未按规定披露2022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公司在2022年度报告的编制过程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财务制度等相关规定，为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公司对截至2022年12月31
日公司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截至2022年12月31日可能发生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有关资产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2022年度，因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客户付款审批流程延长，集中在年底的部分项目款项未按预期回
款，因此公司按照会计准则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 8,590.55万元、资产减值损失 1,063.82万元，总计 9,
654.37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净利润的 42.07%。上述减值计提情况在公司 2022年度的业绩快报、2022年
年度报告、2022年度审计报告中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2022年度审计报告均按规定
履行了公司审议程序，但未按规定以临时公告的形式对上述减值计提情况予以单独披露。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信息披露问题，认真吸取教训，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业务规范，进一步提升相关人员对法律法
规的理解，强化信息披露的规范性，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二）列示三年一期公司计提减值的金额及占比，结合相关资产、应收款项等形成的过程、减值损失
确认的具体情况及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说明减值方法是否存在较大变化，计提减值金额较上期变动的
原因，是否存在以前期间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1、最近三年一期公司计提减值的金额及占比
2020年度：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应收款

合同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工程质量保证
金

合计

期末账面余额

92,019.76

1,700.00

5,477.15

31,950.96

11,078.50

142,226.37

期末减值准备金
额

6,523.83

29.24

94.21

639.78

190.55

7,477.61

占比

7.09%

1.72%

1.72%

2.00%

1.72%

5.26%

利润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计提减值损失
金额

2,139.40

26.50

44.97

232.29

-36.24

2,406.92

2021年度：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应收款

合同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工程
质量保证金

其他非流动资产-工程质量保证
金

其他非流动资产-承租及物业保
证金

合计

期末账面余额

1,065.23

117,813.52

3,501.74

25,297.62

3,137.30

15,810.43

1,181.91

167,807.75

期末减值准
备金额

15.55

9,303.93

51.13

459.81

45.80

230.83

17.26

10,124.31

占比

1.46%

7.90%

1.46%

1.82%

1.46%

1.46%

1.46%

6.03%

利润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计提减值损失金
额

15.55

2,780.10

-29.24

-43.08

-179.97

45.80

40.28

17.26

2,646.70

2022年度：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应收款

合同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工程质量保
证金

其他非流动资产-承租及物业
保证金

合计

期末账面余额

317.56

179,049.64

789.20

3,325.82

31,755.64

6,049.26

27,554.39

1,106.19

249,947.70

期末减值准备
金额

8.26

17,845.86

20.52

86.47

915.06

157.28

716.41

28.76

19,778.62

占比

2.60%

9.97%

2.60%

2.60%

2.88%

2.60%

2.60%

2.60%

7.91%

利润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计提减值
损失金额

-7.30

8,541.93

20.52

35.40

455.25

111.48

485.58

11.50

9,654.36

2023年1-6月：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应收款

合同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工程质量保证金

其他非流动资产-工程质量
保证金

其他非流动资产-承租及物
业保证金

合计

期末账面余额

25.00

175,297.75

1,323.49

3,521.41

28,464.13

182.20

4,156.52

29,465.85

1,106.19

243,542.54

期 末 减 值 准 备
金额

0.65

18,236.29

34.41

91.56

829.48

4.74

108.07

766.11

28.76

20,100.07

占比

2.60%

10.40%

2.60%

2.60%

2.91%

2.60%

2.60%

2.60%

2.60%

8.25%

利润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计提减值损
失金额

-7.61

1,201.92

13.89

5.09

-85.58

4.74

-49.21

49.70

1,132.94

2、相关应收款项类资产形成的过程
（1）合同资产：公司信号系统总承包业务在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款项及项目验收形成的

应收对价款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比例计算出1年以内到期的应收工程质量保证金列示为合
同资产，上述资产均为是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
他因素（结算/出保），均属于未逾期资产，期末按照未逾期计提坏账准备。

（2）应收账款：公司在执行信号系统总承包业务中，根据客户出具的验收单中应收对价款中满足该
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款项计入应收账款，形成的应收账款按照项目进行核算，信号系统总承包业务
合同约定的重要请款节点包括：预付阶段、到货验收、预验收、竣工验收、质保期完成等几个阶段，报告期
末，根据是否满足请款节点，分别把该项目应收款项余额分为五类：未逾期、逾期1年以内、逾期1-2年、
逾期2-3年、逾期3年以上，基本原则是：对于未达到请款节点的应收款项划分为未逾期类别，对于超过
请款节点但不到1年的应收款项划分为逾期1年以内，其他以此类推。期末按照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

（3）其他非流动资产/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验收形成的应收对价款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质
量保证金比例计算出应收工程质量保证金、公司承租房产向出租方缴纳的承租及物业保证金，在报表列
示中依据流动性原则，将到期在1年以上的应收工程质量保证金/承租及物业保证金列示为其他非流动
资产，将于1年以内到期的列示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应收工程质量保证金在完成项目质保期后取得收取款项的权利；公司承租房产向出租方缴纳的承
租及物业保证金在租赁到期后取得收取款项的权利，上述两项应收款项均属于未逾期资产，期末按照未
逾期计提坏账准备。

（4）应收票据：持有应收票据主要目的为到期收取现金流量或者只是偶然发生(即使价值重大) 对外
贴现或背书，管理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属于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且不符合《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一一会计类第2号》之“2-10 金融资产管理业务模式中"出售"的判断标准”。公司将上述持
有目的银行承兑汇票（信用等级较高的“6+9”以外的银行）、商业承兑汇票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报为“应收
票据”。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均为未到期的银行、商业承兑汇票，期末按照未逾期计提坏账准备。

（5）应收款项融资：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持有该票据具有收取现金流量和出售的双重目的，且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会计类第2
号》之“2-10 金融资产管理业务模式中“出售”的判断标准”。公司将上述持有目的的银行承兑汇票（信
用等级较高的“6+9”银行）、应收云信款项（无追索权）、应收E信款项（无追索权）列报为“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期末余额均为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期末按照未逾期计提坏账准备。
注：6 家大型商业银行分别为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交通银行，9 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为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

（6）其他应收款：主要核算公司应收已支付未到期的押金及保证金，公司在合同义务没有履行完毕
前无收取款项的权利，期末按照未逾期计提坏账准备。

3、减值损失确认的具体情况及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进行减值处理

并确认损失准备。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以及合同资产，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
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公司自 2019 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于应收款项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模型，即始终按照预
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
当期损益。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的确认是基于迁徙模型所测算出的历史损失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前瞻
性因素的调整所得出，具体过程如下：（下述方法为计算2022年末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的过程）

（1）第一步：确定历史数据集合
选取公司 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末、2022年末应收账款“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组合”的账龄数据以计算历史损失率。
（2）第二步：计算平均迁徙率
计算上年末各账龄段余额至下年末仍未收回的金额占上年末该账龄段余额的比重，并计算出各账

龄段 3 年平均迁徙率。
（3）第三步：计算历史损失率
使用本账龄段及后续所有账龄段的平均迁徙率相乘计算得出历史损失率。
（4）第四步：计算预期损失率
基于当前可观察以及考虑前瞻性因素对第三步中所计算的历史信用损失率进行调整，以反映并未

影响历史数据所属期间的当前状况及未来状况预测的影响，并且剔除与未来合同现金流量不相关的历
史期间状况的影响。

公司各年度审定的逾期损失率如下：
逾期账龄

未逾期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2020年度

1.72%

7.28%

45.95%

74.60%

100.00%

100.00%

100.00%

2021年度

1.46%

5.90%

45.51%

82.24%

100.00%

100.00%

100.00%

2022年度

2.60%

9.26%

44.73%

75.63%

100.00%

100.00%

100.00%

2023年1-6月

2.60%

9.26%

44.73%

75.63%

100.00%

100.00%

100.00%

综上所述，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均采用此方法计提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其他应收
款、合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工程质量保证金/承租及物业保证金、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长期应
收款/工程质量保证金坏账准备，不存在改变计提减值方法的情况。

4、计提减值金额较上期变动的原因
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各地的地铁建设运营公司，具有较强的政府属性，信用度较高。同时，因合同执

行期较长，公司与客户存在长期合作关系，部分客户也有多个项目合作，均未出现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
情况，公司对所有应收款项均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充分且完整。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公司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要求确定金融资产减值的测试方法并进行相应的会计

处理，坏账损失计提金额的变动主要受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及当年确定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共同影响，变动
情况及分析如下：

（1）应收账款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及计提减值金额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未逾期

逾期 1 年以内

逾期 1-2 年

逾期 2-3 年

逾期 3 年以上

合计

2020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

65,677.74

20,891.72

2,543.30

796.81

2,110.19

92,019.76

坏账准备

1,129.65

1,520.92

1,168.65

594.42

2,110.19

6,523.83

计提比例（%）

1.72

7.28

45.95

74.60

100.00

7.09

单位：万元

名称

未逾期

逾期 1 年以内

逾期 1-2 年

逾期 2-3 年

逾期 3 年以上

合计

2021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

68,436.98

40,954.72

4,102.64

1,677.24

2,641.94

117,813.52

坏账准备

999.18

2,416.33

1,867.11

1,379.37

2,641.94

9,303.93

计提比例（%）

1.46

5.90

45.51

82.24

100.00

7.90

单位：万元

名称

未逾期

逾期 1 年以内

逾期 1-2 年

逾期 2-3 年

逾期 3 年以上

合计

2022年末

应收账款余额

115,955.03

43,571.48

14,874.90

2,074.14

2,574.09

179,049.64

坏账准备

3,014.84

4,034.72

6,653.54

1,568.67

2,574.09

17,845.86

计提比例（%）

2.60

9.26

44.73

75.63

100.00

9.97

单位：万元

名称

未逾期

逾期 1 年以内

逾期 1-2 年

逾期 2-3 年

逾期 3 年以上

合计

2023年6月30日

应收账款

93,827.74

64,963.38

10,930.07

2,808.50

2,768.06

175,297.75

坏账准备

2,439.53

6,015.61

4,889.02

2,124.07

2,768.06

18,236.29

计提比例（%）

2.60

9.26

44.73

75.63

100.00

10.40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减值准备余额分别为6,523.83万元、9,303.93万元、17,845.86万元
和18,236.29万元，计提比例分别为7.09%、7.90%、9.97%和10.40%，余额及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变动原
因分析如下：

2021年底较2020年底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增加2,780.10万元，变动原因分析：
计提比例变动分析：2021年末我司应收款项分类中未逾期、逾期1年以内、逾期1-2年较2020年计提

比例降低，主要是由于该三个类别迁移率降低，导致历史损失率降低所致。主要为成都地铁3号线一期、
北京燕房线、重庆环线、北京新机场线、济南R2线2020年之前形成的应收款项分类到逾期1年以内、逾期
1-2年共计8,400.88万元在2021年收回，使得上述三个类别的迁移率降低。

应收账款余额变动分析：公司在正常业务执行当中，根据合同约定客户并不付全款（通常在 60%-
70%），剩余款项需要在项目开通、预验收、竣工验收时才能结清，且信号系统总承包项目周期通常较长，
一般持续3年左右，在执行项目增多导致应收账款的规模增加。

2022年底较2021年底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增加8,541.93万元，变动原因分析：
计提比例变动分析：2022年公司应收款项分类中未逾期、逾期1年以内较2021年计提比例上升，主

要是由于该两个类别迁移率上升，导致历史损失率上升。厦门 3号线、天津 10号线、天津地铁 6号线二
期、深圳12号线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客户付款审批流程延长，导致增加逾期1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共
计15,616.95万元，使得未逾期迁移率上升；朔黄工程化、重庆互联互通、深圳全自动化平台项目逾期账龄
6,232.27万元迁徙至逾期1-2年，使得逾期1年以内迁移率上升。

应收账款余额变动分析：
①2022年末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客户付款审批流程延长，青岛13号线、厦门3号线、南宁5号线、天

津10号线、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深圳12号线、南宁4号线共计应回款22,474.54万元未按预期回款导致
减值损失增加。

②公司在正常业务执行当中，根据合同约定客户并不付全款（通常在60%-70%），剩余款项需要在项
目开通、预验收、竣工验收时才能结清，且信号系统总承包项目周期通常较长，一般持续3年左右，在执行
项目增多导致应收账款的规模增加。

2023年6月底较2022年底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增加390.43万元，变动原因分析：
计提比例变动分析：根据公司《集团财务核算管理办法》规定，公司每年年末对当年坏账计提比例进

行测算，2023年1-6月计提比例沿用2022年度审定测算的计提比例。
应收账款余额变动分析：
①2022年末受公共卫生事件应回未回的款项22,474.54万元已在2023年1-2月回款，致上述项目应

收账款余额减少。
②公司在正常业务执行当中，根据合同约定客户并不付全款（通常在60%-70%），剩余款项需要在项

目开通、预验收、竣工验收时才能结清，且信号系统总承包项目周期通常较长，一般持续3年左右，在执行
项目增多导致应收账款的规模增加。

（2）公司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非流动资
产均为未逾期款项（合同资产中汕头线已完工未结算91.8万元按照单项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所以合同资
产计提比例较当年未逾期损失率略高），公司近三年未逾期损失率为 1.72%、1.46%、2.60%，变动幅度较
小，计提坏账损失金额主要受当期上述应收款项余额变动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每年度均按照已披露的会计政策，充分测试并确认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以前期间
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 2022年度计提大额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存在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

形。持续督导机构已督促公司积极整改，加强对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学习，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2、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应收款项及相关资产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计提减值准备，减值方法未发生

重大变化，计提减值金额较上期变动受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及当年确定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共同影响，不存
在以前期间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回复：
基于以上核查程序，我们认为2020-2022年度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变动分析与

我们执行2020-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了解到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公司上述关于2023年上
半年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与资产减值损失会计政策的说明与我们在上述核查程序中了解到的情况不
存在重大不一致。

问题六
关于应收账款保理情况。2023年上半年，公司应收账款保理产生的投资收益新增811.49万元。请

公司补充披露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方情况及关联关系、开展保理
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应收账款明细及账龄、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保理费用率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有追索权债权转让，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持续督导机构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交易对手方情况及关联关系
天津轨道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理商”），成立于2022年06月28日，注册资本为50000万

人民币，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西昌道200号铭海中心2号楼-5、6-709-1，经营范
围（许可项目）：商业保理业务。

天津轨道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客户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户”）均属于天
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轨道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二）开展保理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的会议建议，“天津6号线二期、天津10号线、天津4号线（公司未

承接该线路）目前所欠工程款将采取公开型无追索保理合同方式进行支付，保理单位为天津轨道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保理金额为欠款的一部分，除保理合同外，暂无其他支付手段”，考虑到客户暂无其他回款
途径且公司有回款需求，为加快项目回款进度，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同意，公司于2022年12月与保理商
签署《公开无追索权保理合同》《补充协议》《代付协议》（以下简称“保理合同”），向保理商转让债务人应
收账款共计11,353.98万元。2023年1月，保理商已委托债务人向公司支付7,674.15万元工程款，剩余款
项正在催收中。

（三）应收账款明细及账龄
公司应收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明细及账龄如下：

单位：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项目

天津10号线

天津6号线二期

合计

应收账款期末
余额

10,430.31

9,096.98

19,527.29

逾期账龄

未逾期

8,053.15

4,085.52

12,138.67

逾期1年以内

2,377.16

4,673.48

7,050.64

逾期1-2年

337.98

337.98

应收账款期末坏
账准备

429.51

690.16

1,119.67

应收账款期末账面
价值

10,000.80

8,406.82

18,407.62

单位：万元
2023年1月31日

项目

天津10号线

天津6号线二期

合计

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

7,932.83

3,920.31

11,853.14

逾期账龄

未逾期

7,932.83

3,920.31

11,853.14

应收账款期末
坏账准备

206.25

101.93

308.18

应收账款期末账面
价值

7,726.58

3,818.38

11,544.96

（四）保理费用率
公司与保理商签署的保理合同约定“折价率为[0]%/年、保理服务费率为0%”。
（五）是否有追索权债权转让
公司与保理商签署的保理合同为《公开无追索权保理合同》，合同条款第一条定义“（2）公开型无追

索权国内保理:指保理商以受让目标应收账款债权为前提，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和方式向卖方支付应
收账款转让对价并为之提供应收账款管理、催收、买方坏账担保等国内保理服务。为免疑义，“无追索
权”指在发生买方信用风险导致保理商未能在应收账款债权到期日前(含当日)足额回收应收账款债权项
下资金时，保理商放弃对卖方的追索权，自行承担相应的坏账风险；但是，如目标应收账款债权发生争议/
商业纠纷导致或可能导致保理商未能在应收账款债权到期日前(含当日)足额回收应收账款债权项下资
金或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回购情形，则保理商有权立即向卖方进行追索，要求其回购目标应收账款债权、
支付回购价款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公司应收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天津6号线二期、天津10号线）均已完成结算/全功能开通，
已确认的应收债权不存在应收账款债权发生争议/商业纠纷情况。

综上，公司签订的是《公开无追索权保理合同》,根据合同定义约定，公司无追索权债权转让。
（六）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以下简称《准则》）第十四条规定:“金融资产转移整

体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应当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被转移金融资产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
2、因转移金融资产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

确认部分的金额之和。”
上述保理业务为不附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转移，满

足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公司对应收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天津10号线、天津6号线二期）
款项进行终止确认，将应收到的保理款项与所转让应收账款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计入投资收益-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确认投资收益计算过程：
单位：万元

项目

①2022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账面
价值

其中：原值

坏账准备

②2023年1月31日应收账款账面价
值

其中：原值

坏账准备

③因转移金融资产而收到的对价

④被转移金融资产在终止确认日的
账面价值（①-②）

⑤保理确认的投资收益（③-④）

天津10号线

10,000.80

10,430.31

429.51

7,726.58

7,932.83

206.25

2,497.48

2,274.22

223.26

天津6号线二期

8,406.82

9,096.98

690.16

3,818.38

3,920.31

101.93

5,176.67

4,588.44

588.23

合计

18,407.62

19,527.29

1,119.67

11,544.96

11,853.14

308.18

7,674.15

6,862.66

811.49

借：银行存款 7,674.15万元
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811.49万元
贷：应收账款-原值-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天津10号线/天津6号线二期 7,674.15万元
贷：投资收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811.49万元
公司保理业务的应收对价款为应收账款的原值，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应收账款原值减去已计提的

坏账准备。在满足应收账款终止确认的条件时，同步终止确认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公司该项应收账款保
理业务过程中产生的投资收益 811.49万元等于应收对价款（应收账款原值7,674.15万元）减去终止确认
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应收账款原值 7,674.15万元减去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811.49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确认投资收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开展保理业务系应客户付款安排的要求，交易对手与公司无关联关系，相关债权转让未附追索

权，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阅读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有关投资收益信息，查阅公司开展保理业务的相关合同和审批

流程，获取保理业务相关项目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明细表。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关于2023年半年报中应
收账款保理业务会计处理的说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七
关于存货情况。2023年上半年，公司期末存货余额65,809.39万元，同比增长12%，未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请公司结合存货库龄、在手订单覆盖率、存货周转率、可变现净值测算过程和依据、同行业可比公
司情况，说明各类存货均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请持续督导机构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最近一年及一期末的存货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

合同履约成本

低值易耗品

发出商品

合计

2023年6月30日

期末余额

15,263.70

6,827.93

11,662.51

4,314.18

149.52

27,591.55

65,809.39

占比

23.19%

10.38%

17.72%

6.56%

0.22%

41.93%

100.00%

2022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14,717.04

5,609.50

10,056.11

3,825.40

150.49

24,280.17

58,638.71

占比

25.10%

9.57%

17.15%

6.52%

0.25%

41.41%

100.00%

从上表可见：2023年上半年末和2022年末，公司主要存货由发出商品、原材料和库存商品构成，占比

分别为82.84%、83.66%，占比较为稳定。
（二）公司存货余额的在手订单覆盖率
截至2023年6月末，公司在手订单合计 64.41亿元（不含税），在手订单可覆盖公司的存货余额。公

司各类存货余额及订单支持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

合同履约成本

低值易耗品

发出商品

合计

2023年6月30日

期末余额

15,263.70

6,827.93

11,662.51

4,314.18

149.52

27,591.55

65,809.39

订单支持的金额

12,046.98

6,827.93

11,662.51

4,314.18

149.52

27,591.55

62,592.67

订单支持的比例

78.93%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5.11%

订单不支持原因

安全库存

2023年6月末，公司订单支持的金额占存货账面价值的比例为95.11%，订单支持比例合理。
对于上述有订单支持的库存，是为了订单销售计划而进行的备货。
1、原材料库存方面，公司根据项目进度及销售订单进行备货。项目商务人员和采购部确定订单的

交货日期、数量等信息，达成一致后由生产计划员在ERP系统中制定批次需求计划，公司结合期末库存
情况，进一步生成采购计划和生产计划。

2、发出商品和合同履约成本主要为已发往客户或施工单位但尚未达到验收条件的信号系统软硬件
设备或服务，按照项目进行归集。公司根据合同进度约定表和客户的要求，向施工现场提供信号系统设
备或服务，故而，发出商品和合同履约成本余额均有相关订单支持。

3、在产品方面，公司立足于总承包商角色，主要自制关键核心部件，相关设备根据项目订单预计需
求安排生产，生产完工后转入项目库交付客户。

4、库存商品为根据项目订单直接外采及生产完毕待发货的信号系统设备，余额相对稳定。
对于上述无订单支持的原材料库存，系为公司避免价格上涨，以及生产及供货风险而储备的安全库

存量。公司在实践中进行了原材料备货，对不同物料均设置了相应的安全库存，充分考虑采购周期及批
量采购制定合理采购计划，同时结合生产周期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满足工程项目订单需求。对于该类存
货，公司有专门的部门定期进行跟踪，确定其当前使用情况、与后续订单需求的匹配度及保管情况，对于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材料依照公司内部流程做对外销售或报废处理。

综上，公司存货水平与订单情况相匹配。
（三）公司存货的库龄情况
截至2023年6月末，公司存货期末余额的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

合同履约成本

低值易耗品

发出商品

合计

存货期末余额占比

期末余额

15,263.70

6,827.93

11,662.51

4,314.18

149.52

27,591.55

65,809.39

100.00%

库 龄

1年以内

12,132.93

4,487.09

7,167.33

2,930.77

17.75

20,921.51

47,657.39

72.42%

1-2年

2,827.27

803.30

2,393.81

1,030.21

19.92

3,902.49

10,977.01

16.68%

2-3年

222.57

972.45

1,174.09

353.20

24.57

1,097.18

3,844.05

5.84%

3年以上

80.93

565.09

927.27

-

87.28

1,670.38

3,330.95

5.06%

2023年6月末，公司存货库龄以 1 年以内为主，占比为72.42%，存货库龄结构合理。
库龄时间为3年以上的原材料和库存商品主要为公司持有相应的安全库存材料和已开通项目储备

的维保备品备件。
库龄时间为3年以上的在产品主要为公司根据订单交货期安排生产后，部分项目因被通知延缓建设

而导致公司延迟出货，为确保产能利用率，公司会暂停该批订单的生产而将其他项目订单优先进行排产
所致。

库龄时间为3年以上的发出商品和合同履约成本主要为信号系统工程项目周期一般在3年左右，工
程建设时间较长，工程复杂度较高，客户通常会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安排设备/服务的安装及验收。

（四）可变现净值的测算过程和依据
公司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合同履约成本及发出商品，报告期末，存货在资产负

债表日的余额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公司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取得确凿证据为基础，并
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具体方法如下：

1、原材料、在产品减值测试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持有的原材料、在产品等，均与在执行合同有关，该部分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

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公司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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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试公司报告期末持有的原材料、在产品等均不
存在减值。

2、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和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测试情况
对于报告期末的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和合同履约成本，主要与信号系统业务客户签订的合同有关，

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考虑相关费用及税金后，确定其可变现净值。经测试，公司报告
期末持有的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和合同履约成本均不存在减值。

（五）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1、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周转率情况
2023年1-6月和 2022 年度，公司存货周转率及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88009.SH

300011.SZ

000008.SZ

002296.SZ

300150.SZ

603508.SH

000925.SZ

可比公司平均数

可比公司中位数

688015.SH

公司名称

中国通号

鼎汉技术

神州高铁

辉煌科技

世纪瑞尔

思维列控

众合科技

交控科技

存货周转率

2023年1-6月

0.30

0.81

0.39

0.24

0.37

0.66

0.39

0.45

0.39

0.54

2022年度

0.76

1.79

0.81

0.80

1.31

1.29

1.42

1.17

1.29

1.53

注：数据来源于Choice数据。
由上表可知，2023年上半年和 2022 年度，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0.54和1.53，与同行业公司相比，

处于合理水平。
2、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情况
截至2023年6月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88009.SH

300011.SZ

000008.SZ

002296.SZ

300150.SZ

603508.SH

000925.SZ

可比公司平均数

可比公司中位数

688015.SH

公司名称

中国通号

鼎汉技术

神州高铁

辉煌科技

世纪瑞尔

思维列控

众合科技

交控科技

存货跌价计提比例

0.19%

9.30%

7.47%

0.00%

1.08%

0.00%

7.68%

3.67%

1.08%

0.00%

注：数据来源于Choice数据。
由上表可知，公司与同行业公司辉煌科技和思维列控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一致，与其他公司

存在不一致，主要是各公司的存货构成、存货管理、存货状态以及市场价格变动等情况存在差异所致。
公司存货依据订单进行持有，存货管理良好，于期末对主要存货实施盘点观察或检测、识别，并按照会计
准则的要求对各类别存货进行减值测试，确认报告期期末不存在需要计提跌价准备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已充分考虑存货库龄、在手订单覆盖率、存货周转率、可变现净值测算过程和依据、
同行业可比公司等情况，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截至2023年6月末，公司存货库龄以一年以内为主，库龄结构较为合理；存货在手订单覆盖率较高；

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处于合理水平；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对各类别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具有合理性。

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阅读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有关存货信息，获取了2023年上半年存货可变现净值测算表，

我们将公司采用的计算方法与2022年度采用的计算方法进行比较，不存在重大差异；我们根据公司提供
的数据，按照公司的计算方法执行了重新计算程序，我们的计算结果与公司的计算结果不存在重大差
异。

问题八
关于研发费用情况。根据半年报，公司研发人员合计483人，较上年同期减少67人，研发费用中职

工薪酬费用7,590.16万元，同比增长3%，使用权资产/租赁费1,211.42万元，同比增长22%。请公司：(1)说
明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研发人员变动与薪酬费用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以及研发费用与生产成本或
其他费用的区分标准；(2)结合研发项目情况，说明使用权资产/租赁费形成原因、具体用途以及较上年同
期变动原因。

请持续督导机构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 说明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研发人员变动与薪酬费用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以及研发费用与

生产成本或其他费用的区分标准；
1、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
2023年上半年及上年同期，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职工薪酬费用

折旧摊销费

使用权资产/租赁费

费用性领料

认证费

差旅交通费

委托研发费用

知识产权费

测试检测费

其他

合计

2023年1-6月

金额

7,590.16

1,775.19

1,211.42

705.34

274.05

243.96

93.69

30.58

10.21

474.86

12,409.46

占比

61.16%

14.31%

9.76%

5.68%

2.21%

1.97%

0.75%

0.25%

0.08%

3.83%

100.00%

2022年1-6月

金额

7,388.48

1,442.23

996.59

623.89

307.09

138.01

372.58

136.62

84.45

335.41

11,825.35

占比

62.46%

12.20%

8.43%

5.28%

2.60%

1.17%

3.15%

1.16%

0.71%

2.84%

100.00%

2023年上半年及上年同期，公司的研发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材料投入、折旧及摊销、使用权资产/租
赁费构成，合计占比分别为90.91%、88.37%，占比较为稳定。

2、研发人员变动与薪酬费用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
2023年上半年及上年同期，研发人员数量和研发人员薪酬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2023年1-6月

项目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4月

2023年5月

2023年6月

平均人数

研发人员薪酬（万元）

研发人员平均薪酬（万元）

人数/金额

521

506

506

504

495

483

503

7,590.16

15.09

2022年1-6月

项目

2022年1月

2022年2月

2022年3月

2022年4月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平均人数

研发人员薪酬（万元）

研发人员平均薪酬（万元）

人数/金额

529

536

525

540

542

550

537

7,388.48

13.76

变动情况

-8

-30

-19

-36

-47

-67

-34

201.68

1.33

注：研发人员平均薪酬=研发人员薪酬/按月平均计算的研发人员人数。
从上表可知：“根据半年报，公司研发人员合计 483 人，较上年同期减少 67 人”，相关人数的变化

为2023年6月末与2022年6月末人数的时点差异，而2023年半年报与上年同期平均人数的变化为减少
34人，主要原因为：根据公司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需要，对研发人员结构进行了调整。

同时，2023年1-6月较上年同期平均薪酬有所增加，主要原因为：①为了加速核心技术迭代升级，确
保公司未来的技术领先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公司持续研发投入，在对研发人员结构进行优化的基础上，
提高了高技术人才的薪酬水平，导致平均工资上升；②2023年上半年社保公积金受2022年7月份基数调
整影响，金额也有所增加。

综上，公司研发人员变动与薪酬费用变化趋势不一致具有合理原因。
3、研发费用与生产成本或其他费用的区分标准
（1）公司研发项目是指公司承接的为工程化应用开展的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活动，通常由研发中心

牵头负责。公司科研项目是指带有研究性质的对于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项目，通常由研究院牵头负
责。

（2）研发费用开支范围：公司明确研发部门、工程部门、职能部门职责；明确研发任务、工程任务、职
能任务；明确管理人员、销售人员、研发人员、生产人员及工程人员分类管理；公司承担研发任务的主要
部门为研究院和研发中心，以上两部门开展研发活动发生的相关费用计入研发费用。

（3）研发费用开支标准：研发费用执行预算控制，明确费用开支范围；研发项目明确立项、关闭依
据。通过以上管理标准，保证研发项目费用归集真实、准确、完整。

（4）根据研发支出范围，公司相应设置了会计核算明细科目，用以归集研发支出具体金额。研发项
目立项后，财务核算建立项目明细账，按照项目据实归集发生的相关费用：①研发人员开展研发任务时，
根据不同项目投入工时分摊人工费用，归集项目人工；②项目直接费用开支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并通过
OA审批流程控制，保证各项费用按项目归集，准确核算各项目费用；③项目材料费，通过ERP流程控制，
在材料领用投入项目时，归集核算各项目消耗材料费；④设备折旧、房租等间接费用按照研发投入设备、
房租使用面积等方法分摊至各项目。

(二)结合研发项目情况，说明使用权资产/租赁费形成原因、具体用途以及较上年同期变动原因
2023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研发项目内容：进一步升级 I-CBTC 和 FAO 技术，并持续投入基于感知

的车车通信列车运行控制系统（PB-TACS）、自主虚拟编组运行系统（AVCOS）等核心系统；加大重载铁路
移动闭塞列车控制系统、市域铁路的研发投入；面向城轨智慧应用，研发一体化综合承载“天枢”平台。

研发费用中使用权资产/租赁费主要包括房租物业费用、房屋租赁装修费、租用期1年以内的研发软
件使用费，使用权资产/租赁费的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房租物业费用

房屋租赁装修费

租用期1年以内的研发软件使用费

合计

2023年1-6月

969.99

80.06

161.37

1,211.42

2022年1-6月

996.59

-

-

996.59

房租物业费用是指将房租物业费按照研发部门的房屋使用面积分摊至各研发项目。
房屋租赁装修费是指在研发场地发生的装修费分摊至相关的研发项目，2022年下半年成都研发中

心场地装修完成并开始摊销，2023年1-6月成都研发中心场地装修费用于“面向硬联挂解编的FAO产品
研发项目”和“面向既有线改造的车车通信产品研发项目”使用。

租用期 1年以内的研发软件使用费是指 2023年上半年为了研发的需要，租用了 1年期的软件使用
权，相关租用费用分摊至相关的研发项目，该软件主要用于国家级科研项目“基于泛在感知的一体化城
轨运行控制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使用。

因此，2023年上半年使用权资产/租赁费较上年同期变动主要系房屋租赁装修费和租用期1年以内
的研发软件使用权所致。

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下转B7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