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7-108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及回复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7】第

27号的问询函, 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高度重视，董事会组织公司财务部门、

年报审计会计师相关人员开会讨论，认真研究问询函相关问题，公司于 10月 16

日完成相关回复，现将回复情况公告如下：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

补助为 6,177.97 万元，同比增长 19,079.96%，占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 196.32%。请逐笔说明计入营业外收入的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6,177.97万元，公司半年报披露时，将

上述政府补助合计 6,177.97 万元，全部确认为“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根据

财政部财会〔2017〕15 号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

关规定，对政府补助的确认、计量和列报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新修订的政府

补助准则的相关要求，经会计师核查，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6,177.97万元，

其中：应确认“其他收益”1,802.18 万元；应冲减“财务费用-借款利息”2,139.79

万元；应计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2,236.00万元。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7〕15 号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的相关规定，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应确认的具体政府补助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批文/依据 金额 性质 1 性质 2 

会计师核查后的会计处理 

计入其他收益 冲减借款利息 计入营业外收入 

1 纳税奖励资金 凤政【2017】64号文 2,173.90 与收益相关 与日常活动无关   2,173.90 

2 节能减排专项补贴资金 凤政【2017】63号文 1,777.97 与收益相关 与日常活动相关 1,777.97   

3 贷款贴息 凤政【2017】62号文 2,139.79 与收益相关 贷款贴息  2,139.79  

4 窑炉技改项目资金 财建【2012】1411号文 24.21 与资产相关 与日常活动相关 24.21   

5 高校毕业生见习岗位补贴 皖人社发【2013】43号文 3.36 与收益相关 与日常活动无关   3.36 

6 标准化建设项目奖励 滁质函【2017】20号文 25.00 与收益相关 与日常活动无关   25.00 

7 公益性岗位补贴 
皖人社发【2014】18号和凤

人社字【2014】119号文 
3.02 与收益相关 与日常活动无关 

 
 3.02 

8 安徽名牌奖励资金 滁政【2012】74号文 10.00 与收益相关 与日常活动无关   10.00 

9 员工岗位技能培训补贴 滁人社发【2017】48号文 18.72 与收益相关 与日常活动无关   18.72 

10 发明专利奖励资金 滁南字【2017】12号文 2.00 与收益相关 与日常活动无关   2.00 

 合计   6,177.97     1,802.18 2,139.79 2,236.00 



项目 1：2017 年 6 月，根据凤阳县财政局凤财【2017】64 号文件《关于给

予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纳税奖励的通知》，凤阳县财政局给予公司

2015年、2016年度纳税额度奖励 2,173.90万元，该笔资金已于 2017年 6月 27

日收到。根据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该笔

奖励资金系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项目 2：2017 年 6 月，根据凤阳县财政局凤财【2017】63 号文件《关于给

予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节能减排专项补贴的通知》，为推广煤改气工

作，鼓励企业做好节能减排的同时帮助行业龙头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

争力，给予公司 2016 度天然气采购总额 20%的节能减排专项补贴资金 1,777.97

万元，该笔资金已于 2017年 6 月 27日收到。根据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该笔奖励资金系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项目 3：2017 年 6 月，根据凤阳县财政局凤财【2017】62 号文件《关于给

予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贷款贴息的通知》内容，凤阳县财政局给予公

司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在金融机构发生的贷款利息 50%的利息补助共计

2,139.79 万元。该笔资金已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收到。根据最新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企

业应当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该笔资金冲减报告期内的“财务费用-

借款利息”。 

项目 4：系公司以前年度收到的与窑炉技改专项补助资金，本期应摊销确认

收益 24.21万元。根据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

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应当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

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该笔奖励资金系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项目 5-10:主要系公司收取的各项政府补贴资金，如标准化建设项目奖励，

安徽名牌奖励资金、岗位技能补贴等，根据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收到的根据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

“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核查程序】 

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公司收到的政府各项补助情况，履行了如下核查程

序： 

1、获取公司在报告期内收到的全部政府补助相关文件以及与资产相关补助

未执行完毕的政府补助文件，获取并检查政府补助项目相关资金管理使用的政策

法规等资料，判断补助项目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同时判断该笔补助资金

是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还是不相关； 

2、检查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银行收款附件，检查拨款单位及款项用途是否

与拨付文件一致； 

3、检查公司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账务处理是否及时、正确； 

4、检查公司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核算是否正确，对应补助资产建

设及使用情况，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摊销是否与对应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期

间一致，测算政府补助的摊销金额是否正确。 

【核查结论】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6,177.97万元，公司半年报披露时，

将收到的上述政府补助合计 6,177.97 万元，全部确认为“营业外收入-政府补

助”。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7〕15 号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的相关规定，对政府补助的确认、计量和列报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根据新政

府补助准则的相关要求，经会计师核查，公司本期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 6,177.97

万元，其中：应确认“其他收益”1,802.18万元；冲减“财务费用-借款利息”

2,139.79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2,236.00万元。 

上述列报差异对公司半年报利润无影响。 

以上处理符合财政部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

规定。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你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披露《安徽德



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上海际创赢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42%认

缴出资额的公告》，称你公司拟受让上海际创赢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42%

认缴出资额。上述交易截至本资产负债表日的进展情况为进展中。请说明上述

交易的具体进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协议、资金支付、工商变更等，上述

进度是否符合相关协议的约定，以及是否均已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2016年 3月 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

受让上海际创赢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42%认缴出资额的事项，披露了该

事项涉及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明确规定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后有

效，2016年 4月 22日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2016年 7月 7日上海际创赢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办理

了工商变更手续，公司在 2016 年 7月 12日拿到最新营业执照当日披露了《安徽

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股份”）受让上海际创赢浩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际创赢浩”）50.42%认缴出资额事项的后续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6-051号）。 

根据协议约定： 

“公司同意在其股权受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以换发新的工商登记

营业执照为准）20 个工作日内，向际创赢浩缴付按照如下计算公式计算的出资

额（第一期出资，即与上实创投同比例缴付出资）： 

公司第一期出资额=人民币 12,100.8 万元×上实创投在德力股份第一期出

资日时对际创赢浩的实缴出资额÷上实创投对际创赢浩的认缴出资额 

公司剩余的出资应根据贝琛网森基金投资项目的进度需要在贝琛管理向贝

琛网森基金各合伙人发出缴款通知后在通知规定的时间内与上实创投以同等比

例（指未缴出资与认缴出资的比例）缴付并注入际创赢浩。” 

截止目前公司根据贝琛网森基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分批次共已支付的出资额

为 11,000万元，按照协议约定的出资额尚有 1,100.8万元未出资到位,公司将根

据贝琛网森基金投资项目的进度要求进行出资。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均根据协议约定执行，并均已按照《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你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3.5 万吨高档玻璃器

皿生产线、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年产 2.3 万吨高档玻璃器皿项目、

滁州德力晶质玻璃有限公司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 2017 年上半年

均未达到预计收益。上述项目的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相关资产是否需计

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公司回复： 

1、2017年 1—6月份公司募投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项    目 
3.5 万吨高档玻璃生

产线项目（元）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2.3 万吨高档玻璃

生产线项目（元） 

滁州德力晶质玻璃

有限公司（元） 

主营业务收入 71,309,932.22  27,586,450.04 24,599,957.90 

主营业务成本 55,774,116.40  19,969,966.25 19,524,338.60 

税金及附加、管理

费用、销售费用 
12,768,277.51  5,019,474.64 11,872,421.18 

利润总额 2,767,538.31  2,597,009.15 -19,873,991.14 

净利润 2,075,653.73  1,947,756.86 -19,873,991.14 

未达到预期效益的说明： 

1.1、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3.5 万吨高档玻璃器皿生产线于 2012年 7月份正式

投入使用， 该募集资金募投项目历年实现效益情况：2012年实现 155.60万元，

2013 年实现 1,713.61 万元，2014 年实现 176.54 万元，2015 年实现 627.31 万

元。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该项目收益未能达到公司预期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①模具投入：由于该项目的产品为公司产品的升级，产品生产所需和公司原有模

具相比单价较高且模具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我公司采用的模具摊销方法为一次

摊销法，致使当期成本费用较高；②设备折旧：该项目的设备大多为进口设备，

设备原值较高；由于公司的生产特性，设备长期处于高温、震动、强酸碱腐蚀以

及超强度使用，根据《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九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对该项目

的玻璃熔炉、退火炉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进行折旧，致使当期成本费用较高；③

产品良率及价格未达预期。近年来公司所处的行业整体低迷，为了保持市场份额，

公司对该项目生产的部分产品做了促销，导致毛利率下降所致。 

2015年末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该项目进行改造升级，于 2016年 3月完成技

改，正式投入生产，截止 2017 年 6月 30日该项目生产运营正常。由于在原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上用自有资金进行升级改造，故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目前的使用效

益无法进行有效的单独分析与核算。 

1.2、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于 2012 年 10 月底全部完工并正式投入

使用；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该项目收益未能达到公司预期的主要原因为受市

场环境低迷的影响，以及随着人工成本、原料成本的上升以及公司为保持市场份

额，在经济下滑及餐饮业消费低迷的形势下，对部分产品做了促销导致毛利率下

降所致。 

募集资金投资的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后期已陆续使用自用资金进

行大修理，项目状态又发生较大的变化，故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效益目前无

法进行有效的单独分析与核算。 

1.3、公司“年产 2.3万的高档玻璃器皿项目”2016年 4 月份正式达产，基

本达到预计生产能力。该项目收益未能达到预期的主要原因为受市场环境低迷的

影响，以及随着人工成本、原料成本的上升以及公司为保持市场份额，在经济下

滑及餐饮业消费低迷的形势下，对部分产品做了促销导致毛利率下降。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由于在原自有资金投资项目上已进行升级改造，故募集资金项目使

用效益目前无法进行有效的单独分析与核算。 

1.4、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1月投产，2017年 1-6

月份含各项减值的亏损金额为 19,873,991.14元。受经济下滑及餐饮业消费低迷

对销的影响，该项目产能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释放，产品产销率未能达到预期；

前期由于对进口生产线的消化耗费了较大时间才使得良品率达到设计的预期，致

使公司产品成本较高；同时由于受行业整体低迷的影响，国外品牌在国内的销售

价格进行了调整，致使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未能达到原定的预期。 

2、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公司予以评估并已进行相应的减值计提，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分类 资产分类 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累计摊销 
计提减值        账面净值 

3.5万吨高档玻璃

生产线项目 

固定资产－机

器设备 
175,028,593.15 60,022,842.82 1,539,618.10    113,466,132.23 

3.5万吨高档玻璃

生产线项目 

固定资产－房

屋建筑物 
13,703,476.56 3,855,579.54 

 
     9,847,897.02 



项目分类 资产分类 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累计摊销 
计提减值        账面净值 

3.5万吨高档玻璃

生产线项目 

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 
1,327,199.70 269,906.34 

 
     1,057,293.36 

3.5万吨高档玻璃生产线项目合计 190,059,269.41 64,148,328.70 1,539,618.10 124,371,322.61 

2.3万吨高档玻璃

生产线项目 

固定资产－机

器设备 
93,655,676.27 12,598,802.86 

 
81,056,873.41 

2.3万吨高档玻璃

生产线项目 

固定资产－房

屋建筑物 
3,222,057.84 1,448,164.63 

 
1,773,893.21 

2.3万吨高档玻璃

生产线项目 

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 
1,183,847.32 240,753.44 

 
943,093.88 

2.3万吨高档玻璃生产线项目合计 98,061,581.43 14,287,720.93 
 

83,773,860.50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固定资产－机

器设备 
130,863,002.12 63,634,994.71 17,273,495.61 49,954,511.80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固定资产－房

屋建筑物 
11,857,188.23 5,866,401.30 1,489,840.52 4,500,946.41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 
2,814,271.03 635,891.94 

 
2,178,379.09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在建工程—设

备安装工程 
9,732,757.55 

 
1,997,500.00 7,735,257.55 

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合计 155,267,218.93 70,137,287.95 20,760,836.13 64,369,094.85 

意德丽塔（滁州）

水晶玻璃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机

器设备 
110,639,875.71 55,693,469.83 15,509,127.61 39,437,278.27 

意德丽塔（滁州）

水晶玻璃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房

屋建筑物 
53,490,436.92 9,121,544.07 7,403,272.39 36,965,620.46 

意德丽塔（滁州）

水晶玻璃有限公司 

无形资产－土

地使用权 
11,450,191.13 1,049,600.95 

 
10,400,590.18 

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

合计 
175,580,503.76 65,864,614.85 22,912,400.00 86,803,488.91 

上述募集资金项目没有实现预期效益主要系受行业整体低迷及市场竞争等

多重因素影响，使得产品销售价格以及毛利率未达预期，但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

重大变化。截止 2017 年 6 月末，上述资产减值情况为：2.3 万吨高档玻璃生产

线项目资产组经评估机构评估，未发生减值，无需计提减值准备；3.5万吨高档

玻璃生产线项目资产组经评估机构评估，未发生减值，计提的 1,539,618.10 元

减值系更换的设备爆口机、拉伸机按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玻璃器皿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资产组经评估机构价值测试，合计计提 20,760,836.13 元的减值准

备；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资产组经评估机构减值测试，计提

22,912,400.00元减值准备；本报告期内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减值判断，除已



计提的减值外，无新增减值。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

备 1,242.13 万元。请说明上述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情况与原因。 

公司回复： 

（1）本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存货跌价准备标准进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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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周转材料、库存商品。 

1）报告期末原材料主要系纯碱、重质碱、石英砂等，流动性较好，无积压

库存。期末计提的原材料减值准备主要系白玉瓷碎玻璃，由于公司已停产白玉瓷

产品，原材料结存的白玉瓷碎玻璃流动性较差，暂无使用计划，公司按照碎玻璃

市场价扣除相关处置费用后与账目结存成本比较，期末计提减值准备 29.33 万

元，其他原材料计提减值准备 12.36万元。 

2）公司产品生产周期短，在产品金额基本固定，主要系熔炉内玻璃溶液，

且金额较小。根据公司产销安排，流动性政策，本期在产品无新增减值准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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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经测算本报告期计提跌价准备 39.71万元。具体计提政策如

下： 

库龄 包装物计提比例 

1年以内  

1－2年 20.00% 

2－3年 50.00% 

3年以上 90.00% 

4）公司期末库存商品较多，整体经济环境持续低迷，公司所处行业中小企

业众多，主营业务毛利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受市场竞争影响，国外竞争对手在

国内的产品降价，在市场环境相对低迷的情况下，行业内低价促销等无序竞争明

显，报告期末存货出现一定积压，为保持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公司对部分市场及

产品加大了折让和促销力度，公司部分存货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对报告期末库存商品进行减值测试，具体政策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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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龄在 3

年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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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龄在 3 年以上常规产品和库龄超过 1 年的定制化产品，由于结存年限

较长，公司通过分析产品入库、销售等流动性情况，判断未来预计销售情况，对

未来无法通过市场变现，只能通过回炉二次利用的库存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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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常规产品及库龄未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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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截止 2017年 6月 30 日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为 3,437.65万元，

较期初增加 853.24万元，增长 33.01%。 

存货跌价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 转销 其他 

原材料 62.22 

   

20.53 

 

41.69 

在产品 12.89 

   

 

 

12.89 

库存商品 2,426.89 2,055.66 

  

1,202.52 

 

3,280.03 

周转材料 82.41 39.71 

  

19.08 

 

103.04 

合计 2,584.41 2,095.37 

  

1,242.13 

 

3,437.65 

（3）公司半年度报告中，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1,242.1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①“原材料”报告期内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20.53万元，转销原因：报告期内，

公司对无使用计划的“原材料—白玉瓷碎玻璃”进行销售，由于其已计提了减值



准备，故期末结转其销售成本时需将其已计提的减值准备转销所致。 

②“库存商品”报告期内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1,202.52 万元，转销原因：报

告期内，因公司产品销售需要，本期销售的产品中有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库存商品，

故期末结转产品销售成本时需将该产品已计提的减值准备转销所致。 

③“周转材料”报告期内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19.08万元，转销原因：报告期

内，公司产品生产所需，本期投入的“周转材料—包装物”中有已计提减值准备

的包装物，故期末结转其消耗成本时需将已计提的减值准备转销所致。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你公司报告期末房屋及建筑物、熔炉、退

炉、煤室发生炉、机器设备、其他设备等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共计

12,207.61 万元。请说明上述资产闲置的原因、未来使用计划，以及是否已计提

了充分的减值准备。 

公司回复： 

1、公司报告期末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其他设备等暂时闲置的固定资

产，账面价值共计 12,207.61 万元。公司存在资产闲置的原因主要分为： 

（1）根据窑炉使用情况，对部分炉龄期截止的窑炉需要维修检测或者大修

理，检修及技术升级改造期间，会导致部分设备资产暂时闲置； 

（2）公司根据市场产品需求变化情况，会新增生产线补充现有产品结构，

在设备正常投入使用之前，暂时闲置； 

（3）公司在正常生产经营，如设备故障可能会需要临时更换设备，故公司

会备用一部分设备替换使用，备用设备属于闲置状态； 

（4）公司生产线技改中，对拆除、替换及报废等原因，无法正常使用且无

后续使用计划的资产，处于闲置状态。 

2、公司期末闲置资产的情况及未来使用计划 

单位：元 

闲置原因 固定资产类别 固定资产原价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备注 

公司资产处于技

术升级改造期间

暂时闲置 

房屋、建筑物 11,066,820.68 5,298,164.61 272,820.82 5,495,835.25 
 

机器设备 184,533,178.25 78,432,186.53 17,854,563.05 88,246,428.67 
 

其他设备 8,832,544.27 3,155,376.16 941,419.20 4,735,748.91 
 

小        计 204,432,543.20 86,885,727.30 19,068,803.07 98,478,012.83 
 

新产品生产线未

投入使用暂时闲
机器设备 13,251,554.28 2,038,983.84 1,538,652.72 9,673,917.72 

 



置 

小        计 13,251,554.28 2,038,983.84 1,538,652.72 9,673,917.72 
 

正常生产经营需

要临时更换备用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20,101,692.11 8,859,048.13 1,471,799.55 9,770,844.43 
 

其他设备 438,028.14 371,485.47 0.00 66,542.67 
 

小        计 20,539,720.25 9,230,533.60 1,471,799.55 9,837,387.10 
 

无法正常使用且

无后续使用计划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9,210,979.29 1,977,687.95 3,146,528.12 4,086,763.22 
 

其他设备 
     

小        计 9,210,979.29 1,977,687.95 3,146,528.12 4,086,763.22 
 

合        计 247,434,797.02 100,132,932.69 25,225,783.46 122,076,080.87 
 

 

针对公司期末闲置资产，公司未来进一步的使用计划如下： 

1）公司根据窑炉使用情况，会对部分炉龄期截止的窑炉需要维修检测或者

大修理，检修及技术升级改造期间，会导致部分设备资产暂时闲置，待窑炉检修

合格后，设备即投入使用。 

2）公司 2013年购置的进口奶瓶生产线，计划补充公司产品结构，拓展新的

市场领域，但因设备存在技术问题无法正常使用，导致设备一直闲置。公司针对

该奶瓶生产线设备仍在积极与国外技术专家进行沟通，寻求技术突破，积极开拓

市场争取早日投入使用。 

3）对为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临时更换备用的资产，可根据生产需

求，进行调配替换使用。 

4）对公司生产线技改拆除、替换及报废等原因，无法正常使用的，公司对

此类资产暂无后续使用计划，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予以处理。 

3、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公司暂时闲置固定资产及其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元 

固定资产类别 固定资产原价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备注 

房屋、建筑物 11,066,820.68 5,298,164.61 272,820.82 5,495,835.25  

熔炉、退炉、煤

室发生炉 74,758,320.03 42,359,271.97 6,311,933.47 26,087,114.59  

机器设备 152,339,083.90 48,948,634.48 17,699,609.97 85,690,839.45  

其他设备 9,270,572.41 3,526,861.63 941,419.20 4,802,291.58  



合计 247,434,797.02 100,132,932.69 25,225,783.46 122,076,080.87  

截止 2017年 6月 30日末，公司闲置资产累计计提减值准备 25,225,783.46

元，其中：因窑炉技改暂时闲置的资产期末经减值测试无新增减值准备，期末累

计已计提减值准备 19,068,803.07 元；奶瓶生产线因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减值准备

1,538,652.72 元，已足额计提减值，本期无需新增计提减值准备；备用闲置设

备经减值测试，期末累计已计提 1,471,799.55 元减值准备，已足额计提；对公

司生产线技改拆除、替换及报废等原因，无法正常使用的资产：其中对十一分厂

窑炉技改拆除的焊接拉伸机和一台爆口机，上年末已委托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其可收回金额，合计计提减值准备 1,539,618.10 元，已足额计提减值准备；公

司对其余资产已按照资产预计净残值作为可收回金额，截止期末已累计计提减值

准备 1,606,910.02元，已足额计提减值准备。 

深交所问询：根据半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现金中的保证金等往来款同比下降-89.58%。请说明下降的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半年报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中的“保证金等往来款”

本期发生额 541.4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653.35 万元，下降 89.58%，主要

系：（1）上期公司退还 2015年度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参与方 1,000.00万元保

证金；（2）上期公司支付深圳市夏鸣信息技术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

标定金 1,453.30 万元；（3）本期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405.86 万元以及本期因业务合作需要向客户支付的投标保证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等事项综合影响所致。 

2017年 10月 13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关于安徽

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问

询函的回复》所涉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详细内容详见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 月 20日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