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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业字[2016] 7724-4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出具的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159 号内容，我们作为安徽德力日用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就贵部问询函中需由会计师进

行核查并说明的事项，回复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 亿元，同比降低 9.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6,268.99 万元，同比降低-753.04%。请结合主要产品毛利率、产销量变化、同

行业情况，说明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亿元，同比降低 9.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268.99 万元，同比降低 753.04%。报告期公司利润下滑的原因主要系销售量下降，

销售收入下降，毛利率下降，且本期计提较多的资产减值准备等综合影响。 

1.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毛利率变化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收入分类 

2015 年 2014 年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餐厨用具 20,468.15 16,323.12 20.25% 23,844.69 17,458.67 26.78% -6.53% 

酒具水具 59,632.80 46,759.77 21.59% 56,927.92 42,908.64 24.63% -3.04% 

其他用具 5,462.18 4,231.58 22.53% 13,871.83 10,253.83 26.08% -3.55% 

合    计 85,563.13 67,314.47 21.33% 94,644.44 70,621.14 25.38% -4.05% 

报告期公司收入下降 9.6%，成本下降 4.68%，综合影响毛利率下降 4.05%。 

1.1 报告期内产品平均单位售价和单位成本变化情况表： 

项   目 2015 年 2014 年 
增减变动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万元） 85,563.13 94,644.44 -9,081.31 -9.60% 

营业成本（万元） 67,314.47 70,621.14 -3,306.67 -4.68% 

销售重量（吨） 154,550 161,249 -6,699.00 -4.15% 

单位售价（元/吨） 5,536.27 5,869.46 -333.18 -5.68% 

单位成本（元/吨） 4,355.51 4,379.63 -24.12 -0.55% 

分产品单价如下 

收入分类 

2015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万

元) 

销售数量

(吨) 

平均单价

(万元/

吨） 

营业收入

(万元) 

销售数量

(吨) 

平均单价

(万元/

吨） 

餐厨用具 20,468.15 32,177.00 0.6361 23,844.69 32,980.00 0.7230 

酒具水具 59,632.80 109,763.00 0.5433 56,927.92 111,204.00 0.5119 

其他用具 5,462.18 12,610.00 0.4332 13,871.83 17,065.00 0.8129 

合    计 85,563.13 154,550.00 0.5536 94,644.44 161,249.00 0.5869 

注：酒具水具含公司子公司意德丽塔的水晶料酒具产品，该类产品单价较高，影响 15

年酒具水具的平均单价上升。 

报告期内，受市场竞争影响，国外竞争对手在国内的产品降价，同时由于公司所处行业

中小企业众多，在市场景气度低迷的情况下，行业内低价促销等无序竞争明显。为保持一定

的市场占有率，公司本期对部分市场及产品加大了折让和促销力度。报告期内，销售量和销

售额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报告期内公司销售量下降 4.15%，平均单价下降 5.68%，报告期

的单位成本较 14 年略微下降 0.55%，报告期售价的下降幅度超过了单位成本的下降幅度，

导致本报告期综合毛利较上期下降 4.05%。 

2.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产销量变化情况表： 

项    目 

2015 年 2014 年 
产销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产量（吨） 销量（吨） 产销率 产量（吨） 销量（吨） 产销率 

餐厨用具 29,521 32,177 109.00% 31,244 32,980 105.56% 3.44% 

酒具水具 115,385 109,763 95.13% 116,371 111,204 95.56% -0.43% 

其他用具 14,176 12,610 88.95% 17,752 17,065 96.13% -7.18% 

合    计 159,082 154,550 97.15% 165,367 161,249 97.51% -0.36% 

受市场经济形势影响，公司本期销售下滑，酒具水具和其他用具产销比不足 100%，存

货存在一定积压，期末部分存货受销售价格下降影响，需要计提存货减值准备。本期末公司

对存货累计计提减值准备 22,949,021.02 元。 

3. 上市公司玻璃制品企业报告期主营业务毛利率比较情况表： 



公司名称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行业细分 

山东药玻 32.41% 27.55% 医用玻璃 

洛阳玻璃 -0.81% 6.55% 浮法玻璃，房地产行业 

山东华鹏 28.84% 29.70% 
日用玻璃：瓶罐、器皿，产品

质量、工艺有显著优势 

本公司 21.33% 25.38%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日用玻璃器皿，包括餐厨用具和酒具水具等，山东华鹏主要生产瓶罐、

器皿等，山东药玻主要生产医用玻璃，洛阳玻璃主要生产建筑玻璃，上述公司相应产品在生

产工艺、成本结构、销售客户等方面与本公司均有明显差异，故公司与上述企业不具有可比

性。 

会计师对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及生产与仓储循环的内部控制进行了解和测试，依据内控

的测试结果，执行具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会计师对本期公司收入下滑及毛利率下滑的原因

进行了重点分析，包括销售单价变化、成本单价变化、原料价格变化、能源价格变化、销售

客户变化等。经分析，会计师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收入下滑及毛利率下滑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因收入及毛利的下降对报告期净利润下降的影响较大。 

二、报告期内，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5,732.84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114.29%。其

中，坏账损失计提 2,260.14 万元，存货跌价损失计提 1,775.81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计提 717.77 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比增长 80.07%、357.57%、366.49%。请分别结合你公司坏

账准备计提政策的变化、存货的构成和主营业务销售状况及在手订单情况、固定资产的使

用状况等，分别说明你公司在报告期内大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原因，计提依据和计提金

额的合理性。 

【回复】 

1.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变化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率 

坏账损失 2,260.14 1,255.14 1,005.00 80.07% 

存货跌价损失 1,775.82 388.10 1,387.72 357.57%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717.77 153.87 563.90 366.49% 

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979.12 878.22 100.91 11.49% 

合计 5,732.84 2,675.32 3,057.53 114.29% 

1.1 应收账款在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坏账准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615.88 2,124.67 24.00 4,716.54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50.79 135.47 0.50 185.76 

合计 2,666.66 2,260.14 24.50 4,902.30 

公司坏账计提政策为：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进行检

查，本公司有以下证据表明其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①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②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③债权人出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出让步。 

④债务人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⑤其他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a、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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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余额在 200 万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对于有客观证据表

明已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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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据此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b、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单项金额重大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指期末单项金额达到重大标准的，且经

单独减值测试后未发现明显减值风险的，并按款项发生时间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应收款

项。 

单项金额不重大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指期末单项金额未达到重大标准的，

且没有确切依据证明债务人无法继续履行信用义务，并按款项发生时间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的应收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按账龄划分为若干组合，并按不同账龄段相应的比例

计提坏账准备。 

应收款项组合在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减值，具体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半年以内 3.00% 3.00% 

半年至 1年 5.00% 5.00% 

1－2年 20.00% 20.00% 

2－3年 50.00% 5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c、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对单项金额不重大但个别信用风险特征明显不同，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

收款项，按账龄分析法计提的坏账准备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本公司单独进行减值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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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据此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本期公司应收账款增加，主要受市场经济整体下滑的影响，公司销售收入下滑，为保持

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公司给相关合作期限长、信誉好的客户给予了延长收款的期限；加

之前期应收往来单位受经济环境影响回款困难，公司期末的应收款项账龄结构中，长账龄的

款项增加，造成公司按照坏账政策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本期末，按照公司应收款项账龄

结构变化，公司应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260.1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5.00万元。 

   本期公司应收款项的坏账政策未发生变化，在报告期末公司按照客户发生额合理划分了

账龄结构，并依据坏账计提政策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期末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账龄结构

及计提的坏账准备明细表如下： 

                                                                   

单位：元 

应收账款账龄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 年）    

半年以内（含半年） 171,671,698.90 5,158,248.91 3.00 

半年－1年(含 1年) 43,221,131.31 2,161,056.57 5.00 

1年以内小计 214,892,830.21 7,319,305.48 3.41 

1-2年(含 2年) 44,765,934.44 8,953,186.87 20.00 

2-3年(含 3年) 23,867,163.05 11,933,581.53 50.00 

3年以上 18,959,355.71 18,959,355.71 100.00 

合  计 302,485,283.41 47,165,429.59 15.59 

单位：元 

其他应收款账龄 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计提比例（%） 

半年以内（含半年） 44,656,880.03 1,339,706.40 3.00 

半年-1年(含 1 年) 303,151.24 15,157.56 5.00 

1年以内小计 44,960,031.27 1,354,863.96 3.01 



其他应收款账龄 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计提比例（%） 

1-2年(含 2年) 347,209.00 69,441.80 20.00 

2-3年(含 3年) 202,545.00 101,272.50 50.00 

3年以上 332,000.00 332,000.00 100.00 

合  计 45,841,785.27 1,857,578.26 4.05 

会计师获取了期末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明细表，进行账龄分析。对公司销售与收款

循环内部控制流程进行了解及测试；结合收入程序检查，对期末应收账款的余额进行确认，

函证期末大额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对账龄较长的应收款项询问公司管理层及销售部相关

人员长期挂账的原因及回收的风险。根据账龄结构进行坏账测算。经测算，公司按照期末应

收账款账龄结构需要计提坏账准备 47,165,429.59 元（余额），金额计提较多主要系长账龄

的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较多，其他应收款需要计提坏账准备 1,857,578.26 元（余额），本期

公司已足额计提坏账准备。 

1.2 存货减值准备的计提 

1.2.1 期末存货的构成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31,513,045.60 29,989.85 

128,930.8300 

22,374,427.3900 

415,672.9500 

31,483,055.75 34,900,219.19 23,647.65 34,876,571.54 

在产品 2,501,836.40 128,930.83 2,372,905.57 5,133,879.59 127,750.46 5,006,129.13 

库存商品 240,158,610.59 22,374,427.39 217,784,183.20 210,491,763.90 5,301,310.52 205,190,453.38 

周转材料 15,474,182.55 415,672.95 15,058,509.60 14,387,626.78 735,754.90 13,651,871.88 

发出商品 10,023,129.62  10,023,129.62 7,409,495.67  7,409,495.67 

委托加工物

资 

150.95  150.95    

合  计 299,670,955.71 22,949,021.02 276,721,934.69 

 

272,322,985.13 6,188,463.53 266,134,521.60 

1.2.2 报告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期末余

额 转回 转销 合计 

原材料 23,647.65 6,342.20    29,989.85 

在产品 127,750.46 1,180.37    128,930.83 

库存商品 5,301,310.52 17,073,116.87    22,374,427.39 

周转材料 735,754.90 677,522.42  997,604.37 997,604.37 415,672.95 

合  计 6,188,463.53 17,758,161.86  997,604.37 997,604.37 22,949,021.02 



 

公司库存商品主要系玻璃制品，存在易碎性，另公司库龄较长存货及部分订制品无法正

常销售，需考虑回炉或随产品赠送，此部分存货存在明显减值，需要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存货》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

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根据存货类别划分为原材料、周转材料、包装物、库存商品、在产品。 

a) 期末原材料流动性较好，无新增挤压库存，本期末计提的原材料减值准备主要系子

公司莱恩模具的原材料铸铁，由于莱恩模具已无实际生产经营活动，故将其期末库存的少量

原材料按照废铁市价计算可变现净值，进而计算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b) 公司产品生产周期短，在产品金额基本固定，且金额较小。根据公司产销安排，经

测算，在产品不存在减值情况，不计提减值准备。 

c) 周转材料主要系包装物，部分包装物库存时间较长，存在霉烂毁损现象，公司对包

装物的减值测试方法采用“库龄分析法”，按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减值，具体

如下： 

库龄 包装物计提比例 

1年以内 0.00% 

1－2年 20.00% 

2－3年 50.00% 

3年以上 90.00% 

d) 公司期末库存商品较多，因公司产品为玻璃制品，存在特殊性，且本期收入下滑，

期末存货出现一定挤压，且受公司调低产品销售价格影响，公司部分存货存在减值迹象。公

司对期末库存商品计提减值准备区分常规产品和定制化产品（礼品促销品），区分标准为（1）

库龄超过 3年的常规产品和库龄超过 1 年的定制化产品；（2）库龄未超过 3 年的常规产品和

库龄未超过 1 年的定制产品。对不同产品采用可变现净值的测算方法如下： 

i. 对库龄超过 3 年的常规产品和库龄超过 1 年的定制化产品，由于其存货流动性差，

公司判断未来无法通过市场变现，只能通过回炉二次利用，公司对此部分积压库存，按照碎

玻璃的市价来测算应计提的减值准备。可变现净值为库存重量（吨）*碎玻璃单价（元/吨）

的金额，碎玻璃单价即资产负债表日的采购单价。 

ii. 对库龄未超过 3 年的常规产品和库龄未超过 1年的定制产品。此类产品具有一定的

流动性，公司对此类产品按照预计资产负债表日的市场销售价格计算可变现净值，可变现净

值的确定方法为：资产负债表日库存商品的售价（不含税）*库存数量*（1-销售费用率），

销售费用率=（本年营业税金及附加+本年销售费用）/本年营业务收入，售价即该库存商品

最近月份的售价。 



     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较期初增加 16,760,557.49 元，主要系本期库存商品部分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报告期末系受经济环境影响，本期销售量下降，期末库存商品较期初增加

2,966.68 万元。由表 1.1 报告期内产品平均单位售价和单位成本变化情况表可见，报告期

内，单位售价下降 5.68%，单位成本下降 0.55%，由于单位售价下降的幅度大于单位成本下

降的幅度，期末以资产负债表日售价为基础计算的部分产品可变现净值大于账面成本，本期

对库存商品计提了 17,073,116.87 元跌价准备。 

会计师对公司生产与仓储循环的内部控制进行的了解和测试，对期末存货进行了抽盘；

观察期末存货的存放环境及状态，与仓管人员进行询问了解公司存货保管情况及销售情况；

分析公司期末库存结构；对本期存货收发记录进行检查，进行了计价测试、成本分配测算及

检查，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等审计程序。经核查，会计师认为，针对公司期末存货的特殊性，

公司按照流动性区分存货并分别测算存货可变现净值，分别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的方法合理。

经测算公司期末存货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22,949,021.02 元，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较期初增加较

多，主要系产品售价下降，部分产品可变净值低于账面成本，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3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单位：元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538,652.72 7,177,657.62  8,716,310.34 

合计 1,538,652.72 7,177,657.62  8,716,310.34 

受市场经济形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由于产能过剩，公司在 2015 年度较大幅度的调整

了产能、产品结构并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产能、产品结构按照目前市场形势进行了整体规划，

公司部分窑炉车间闲置未来暂无技改计划，部分机器设备在本期末存在闲置、报废、毁损等

情况无法使用，存在明显减值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规定，公司对期末存

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对固定资产减值测试按照资产未来可收回金额大于账

面价值的部分计提减值准备，因公司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主要系因产能调整而出现的大量淘

汰、报废及毁损的资产，该资产可收回金额按照其预计可收回残值测算。经测试，公司需要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717.77 万元。 

会计师对期末固定资产进行全面盘点，并对期末固定资产的状态进行观察，向管理层询

问公司经营计划及生产计划，对期末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经测试，

公司本期末固定资产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8,716,310.34 元，已足额计提。 

1.4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单位：元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8,782,157.79 9,791,215.23  18,573,373.02 

合计 8,782,157.79 9,791,215.23  18,573,373.02 



受市场经济形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由于产能过剩，公司在 2015 年度较大幅度的调整

了产能、产品结构，公司部分窑炉技改项目暂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规定，

公司期末在建工程存在明显减值迹象，公司对暂无改造计划、无法继续使用的玻璃窑炉进行

减值测试，按照在建工程未来可变现净值大于账面价值的部分，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经

测试，本期应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979.12 万元。 

会计师对期末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全面盘点；获取公司在建工程技改方案及预算；检查在

建工程本期投入金额的合理性；询问公司设备管理人员及管理层了解公司经营计划及建设计

划；对部分已经停工无下一步技改方案的窑炉项目，进行了减值测试。经测试，公司期末在

建工程本期应补提减值准备 9,791,215.23 元。期末在建工程累计计提减值准备

18,573,373.02 元。已足额计提。 

综上，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期末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计提的减

值准备的理由充分，计提依据合理和计提金额合理。 

三、根据年报披露，短期薪酬变动表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应付职工薪酬 1.56 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9.13%。而报告期末，你公司在职人数为 2,895 人，较去年同比增长 34.53%。

请结合你公司员工人数变动情况和薪资结构调整情况，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公司职工薪酬发

生额的合理性。 

回复 

（1）公司 2015 年度的职工薪酬整体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率 

短期薪酬总额（万元）    15,579.03     17,143.88       -1,564.85  -9.13% 

其中：劳务派遣薪酬（万元）       759.57      3,225.63       -2,466.06  -76.45% 

在职员工总数不含劳务派遣人员(人）        2,895         2,152             743  34.53% 

劳务派遣员工总数（人）          217         1,170            -953  -81.45% 

含劳务派遣员工总数（人）        3,112         3,322            -210  -6.32% 

（2）公司 2015 年和 2014年的员工构成及变化情况如下（含劳务派遣）： 

员工类别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生产人员 2,585 2,675 

销售人员 124 124 

管理人员 245 301 

研发人员 158 222 

合计 3,112 3,322 

（3）报告期内工资构成及平均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元 

员工类别 
2015 年工薪总额 2014 年工薪总额 人均工薪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2015 年 2014 年 

生产人员 108,583,345.39 69.70% 105,521,608.58 61.55% 42,005.16 39,447.33 

销售人员 15,059,602.56 9.67% 19,111,987.37 11.15% 121,448.41 154,128.93 

管理人员 27,382,012.88 17.58% 33,955,720.86 19.81% 111,763.32 112,809.70 

研发人员 4,765,364.46 3.06% 12,849,501.92 7.50% 30,160.53 57,880.64 

合计 155,790,325.29 100.00% 171,438,818.73 100.00% 50,061.16 51,607.11 

（4）本期公司应付职工薪酬 1.56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9.13%。主要是受市场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公司在报告期内对产能、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以及在报告期内对相关分厂大

炉炉龄到期进行了停炉维修，部分车间的工人虽然属于在编岗位，但全年工作时间减少，导

致本期发生的应付职工薪酬总额减少。 

（5）本期公司在职人数为 2,895 人，较去年末增加 743 人，同比增长 34.53%，包含劳

务派遣人员本公司职工人数为 3112 人，较去年末减少 210 人，下降 6.32%。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职工薪酬》的有关规定，公司的职工薪酬应包含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劳务派遣员工

主要为公司生产所用的一些包装工、基层辅助工等。本报告期内公司进行人员编制调整，在

部分岗位减少了劳务派遣员工的使用人数，改用公司聘用，编制为在职人员。由于该部分员

工是在本期陆续加入公司，故公司期末在职人数较期初增加较多，而薪酬总额却同比下降。 

会计师对公司的工薪与人事循环的内部控制进行了了解与测试；编制应付职工薪酬明细

表，进行分析性复核；获取职工花名册，检查公司人员变化情况，与生产及销售情况进行对

比分析；检查公司薪酬计提及发放的原始凭证，结合费用类及成本类项目的检查等。经核查，

2015 年公司员工人数变动情况和薪资结构合理，报告期内公司职工薪酬发生合理。 

四、2014 年 5 月 16 日，公司与国金纵横合作发起设立国金天睿。合作协议约定，公司

出资 2.48 亿元，占出资总额的 99%，为有限合伙人；国金纵横出资 250 万元，占出资总额

的 1%，为普通合伙人。2014 年你公司实际出资 3,500 万元，国金纵横实际出资 35.35 万元。

2014 年你公司将对国金天睿的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不纳入合并报表。2015 年，

国金天睿完成了对鹿游科技有限公司、四九游、星艾网络的投资，公司称，因国金天睿的

上述投资实际是为你公司产业转型服务，故公司在 2015 年年报中将国金天睿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请补充披露： 

（1）请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详细说明 2015 年公司将国金天睿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的依据及合理性。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相关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

定，本准则所称相关活动，是指对被投资方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被投资方的相关活



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通常包括商品或劳务的销售和购买、金融资产的管理、资产

的购买和处置、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及融资活动等。投资方应当在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

况的基础上对是否控制被投资方进行判断。一旦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变化导致对控制定义所涉

及的相关要素发生变化的，投资方应当进行重新评估。相关事实和情况主要包括： 

（一） 被投资方的设立目的。 

（二） 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以及如何对相关活动作出决策。 

（三） 投资方享有的权利是否使其目前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四） 投资方是否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 

（五） 投资方是否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六） 投资方与其他方的关系 

2015 年公司将国金天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理由如下： 

（1）公司在固定报告中多次披露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未来上市公司将在稳定主营业

务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借鉴产业投资的平台、资源和经验，利用资本运作实现公司跨行业并

购整合目标，加快公司高新技术制造和其他先进行业双主业的转型步伐，提升公司的综合盈

利能力。为了积极推进公司转型步伐的进度，在开拓公司投资渠道的同时合理降低公司投资

整合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通过借助合作方在轻工、互联网业内的丰富经验及其专业判断与

投资能力，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建立先进的商业盈利模式，积极把握产业并购中的行业机会。

公司与深圳国金纵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发起设立专门为公司对外投资服务的深圳国金

天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依合作协议约定，该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是：轻工、文化

传媒类股权投资，可以看出,当初设立该合伙企业的目的是为公司产业转型进行服务的。 

（2）根据公司所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对下列有关事项作出决议，每个合伙人

按其出资份额行使和计算表决权，表决方式为记名式投票或者举手表决，（三）和（四）项

需由违反本合伙协议或本合伙企业合伙协议实施细则的被更换、退伙、除名合伙人以外的其

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他项由代表合伙企业三分之二（2/3）以上出资的合伙人同意，并作

出决议： 

a) 审议批准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报告； 

b) 审议批准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竟争业务与关联交易； 

c) 决定合伙人的入伙、退伙，决定合伙人的除名事项； 

d) 决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人选、除名及更换事项； 

e) 本合伙企业合伙协议、实施细则未明确约定的其他非经营管理、投资决策类事

宜。 

由于在该合伙企业中公司出资份额已占 99%，代表了合伙企业三分之二以上的合伙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合并财务报表》有关“控制”的判断条件之一：投资方享有的权利是

否使其目前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故公司有权利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公司

能够对国金天睿实施控制，且在 2015 年度公司对外披露的拟对文化传媒行业的标的资产进

行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故在 2015年度新增纳入合并范围。 

在 2014 年深圳国金天睿成立之初，尚未开展实际的业务活动， 国金天睿和公司在转型

过程中未进行较大的投资，2014 年公司对国金天睿的 3,500.00 万元投资根据实质重于形式

的原则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深圳国金天睿未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对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不构成影响。 

会计师核查了公司对国金天睿的投资协议及国金天睿的章程，检查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始

单据，检查了国金天睿对外投资的原始单据，会计师经判断，认为公司 2015 年对国金天睿

享有控制权，满足《企业会计师准则-合并财务报表》的控制条件，应纳入合并报表。 

（2）请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详细说明公司将国金天睿对鹿游科技有限

公司、四九游、星艾网络的投资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依据及合理性。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规定：指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期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 

鹿游科技系本公司直接投资，公司于 2015 年 7月 13 日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4000 万元认购上海鹿游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鹿游科技”）1.470588 万股，获得鹿游科技 10%的股份。详见 2015 年 7 月

21 日的董事会公告，公告编号：2015-034。 

 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深圳国金天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已对外参股广州四

九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3,000.00 万、上海星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750.00 万和北京

若森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3,350.00 万。 

 公司对鹿游科技的投资以及深圳国金对四九游、星艾网络、若森数字的投资均未达到

“控制”或“重大影响”条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不属于股权投资，且公

司对上述投资也无法获取公允价值计量，也不能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公司持有到期日不能确定，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属于“三无投

资“，应将上述投资划分到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综上所述，会计师检查了国金天睿对外投资的投资协议、被投资公司的章程及投资的原

始凭证，会计师对国金天睿的投资进行判断，认为国金天睿将上述相关投资纳入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会计科目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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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会计师： 周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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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15年度的职工薪酬整体变化情况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