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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7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统股份”）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22】第 158号）。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

行分析核查，现就关注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如下： 

一、结合你公司前次业绩预告时点对相关资产减值准备的测算情况，宏观

环境、行业现状、近期生猪市场价格走势，以及同行业公司业绩预告对相同因

素的考虑情况等，说明你公司对 2021 年末公司生物资产补充计提生物资产减值

准备的测算过程，以及补充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回复： 

1、前次业绩预告时点对相关资产减值准备的测算情况 

(1) 生物资产的减值的测算方式 

公司减值准备主要为存货及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形成，其中期末存货采

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将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部分的差额计

提确认减值准备；期末生产性生物资产按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孰低计

量，将生产性生物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部分的差额确认减值准备。 

存货主要用于近期出售，公司结合业绩预告时点近期市场销售价格及市

场波动情况、账面结存成本及预计新增养殖成本确认其可变现净值测算减值

准备，具体过程如下： 

采用各猪群现有成本加预计养殖到出栏 130KG 还需投入的成本之和与未

来可变现净值熟低。 

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用于自繁自育养殖，公司结合能繁母猪存栏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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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价格波动等确认其可收回金额测算减值准备，具体过程如下： 

生产性生物资产（种猪）：采用未来 3 年有效产仔猪的净现金流折现到

资产负债表日与成本比较计提减值。未来可变现净值计算方式：（现有种猪

数*（1-种猪淘汰率）*头均产仔*成活率*预计销价+淘汰种猪回收值-付现成

本）*折现率。 

生产性生物资产（后备种猪）：计算方式：可变现净值=基础重量价格+

超出基础重量*肥猪销售价与现有成本比较计提减值。 

(2) 前次业绩预告时点对相关资产减值准备的测算情况 

公司管理层结合 2021 年生猪出栏价格走势的判断认为，生猪出栏价格已

于 2021 年 3 季度跌至低位，2021 年 4 季度已出现明显的恢复性上涨，2022

年初虽出现小幅下跌，但生猪价格后续不会继续较大幅度下跌，故公司在

2022 年 1 月编制财务报表时对存货跌价准备进行减值测算时，使用 2021 年

12 月底的对外出售的猪肉价格对生物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消耗性生物

资产存货跌价准备 2,065 万元，存在减值情况的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测算过程

如下： 

单位：万元 

种 群 账面成本 
至出栏需耗用

成本 
预计养成成本 预计可回收值 减值额 

待产乳猪 3,768.21 15,810.27 19,578.48 18,466.38 1,112.1 

保育猪群 2,217.09 1,474.95 3,692.04 3,491.84 200.2 

育肥猪群 7,502.57 1,994.48 9,497.05 8,744.03 753.02 

合  计 13,487.87 19,279.7 32,767.57 30,702.25 2,065.32 

2、宏观环境、行业现状、近期生猪市场价格走势 

2021 年 1 月，随着猪瘟得到有效控制，我国生猪产能逐步恢复，出栏量上

涨，生猪价格持续大幅回落。到 2021 年 10 月 8 日，生猪价格阶段低点 10.78

元/kg，较 2019 年 11月价格最高点 40.98 元/kg 回落 73.69%，相对于以往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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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更高位急速跌落，加速了生猪产能的出清，到 2021 年底我国能繁母猪存栏

数已连续 6 个月环比逐月下降。 

同时，自 2021年 10月以来我国生猪需求季节性好转，市场上多地腌腊灌肠、

春节备货期带动生猪需求上涨。此外，中央及地方开展了 3万吨猪肉收储，生猪

价格出现短期小幅反弹，由最低点的 10.78 元/kg 上涨至 2021 年底的 16.30 元

/kg，增长 51.20%。 

基于 2021 年生猪价格走势和能繁母猪持续下降的考虑，公司管理层在

2022 年 1 月 29 日公告《2021 年度业绩预告》时判断，2022 年上半年生猪出

栏量有望趋势性向下，在猪肉需求刚性的情况下，预期生猪价格在 2022 年上

半年不会再继续较大幅度下跌。 

但是，进入 2022 年 2 月以后，随着春节后猪肉市场需求减少，生猪供大于

求导致生猪价格进一步回落，且降幅较大，远超公司管理层之前的判断。据国

家发展改革委会监测，2022 年 2 月 21 日-25 日，全国平均猪粮比价为 4.98:1，

进入《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确定的

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立即启动中央冻猪肉

储备收储工作，并指导各地积极收储。在此利好政策出台后，生猪价格仍然

没有止住下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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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东金 choice 数据，系列 1 为每日价格，系列 2为月平均价格。 

2022 年春节后生猪价格的重新较大幅度下跌，使得生猪养殖企业面临新一

轮的经营业绩压力。 

3、同行业公司业绩预告对相同因素的考虑情况 

报告期内，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情况及生物资产减值的情

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项目 牧原股份 温氏股份 正邦科技 新希望 天邦股份 华统股份 

营业收入 770至 800 未公告 465至 495 未公告 未公告 未公告 

净利润 70至 85 
-130至

-138 

-180至

-197 
-86至-96 -35至-40 

-1.7至

-2.3 

计提减值 未公告 25 12 10 8 2.17 

从上表可见，同行业公司中除牧原股份外，其他上市公司均出现亏损且

亏损幅度大；除牧原股份未公告具体的减值金额外，其他同行业上市公司均

对生物资产计提了减值。 

4、公司对 2021 年末公司生物资产补充计提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的测算过程，

以及补充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1）公司生物资产补充计提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的测算过程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经测算对存在减值的消耗性生物资产具体的减值

测算过程及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种 群 账面成本 
至出栏需耗用

成本 
预计养成成本 预计可回收值 减值额 

待产乳猪 11,955.06 74,530.45 86,485.51 77,705.23 8,780.28 

乳猪群 1,288.22 6,355.01 7,643.24 6,973.64 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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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猪群 4,919.27 6,354.32 1,1273.6 10,390.12 883.48 

育肥猪群 14,934.13 9,095.63 24,029.76 21,215.11 2,814.64 

合  计 33,096.69 96,335.41 129,432.1 116,284.09 13,148.01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经测算对存在减值的生产性生物资产（能繁母猪）具

体的减值测算过程及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种 群 
折现

率 

第一年净

现金流 

第二年净

现金流 

第三年净

现金流 

净现金流

现值 
成本现值 减值额 

能繁母

猪 
5% 268.65 7,184.78 4,400.32 10,573.83 14,243.52 3,669.69 

合  

计 
5% 268.65 7,184.78 4,400.32 10,573.83 14,243.52 3,669.69 

 

2021 年 12 月末，公司经测算对存在减值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后备）具体的

减值测算过程及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种 群 账面成本 基础价可回收值 超重可回收值 预计可回收值总额 减值额 

后备种猪 8,633.89 4,069.95 2,046.08 6,116.03 2,517.86 

合  计 8,633.89 4,069.95 2,046.08 6,116.03 2,517.86 

 

（2）补充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公司此次修正 2021 年度业绩预告并补充计提减值准备主要系资产负债表日

后生猪市场价格受市场供给影响继续下滑所致。 

生猪价格受行业、国家宏观政策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同时生猪养殖周期也相

对较长，实现出栏时的销售价格的预测存在较大难度，公司也已在原业绩预告中

提示商品猪价格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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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准确反映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计情况，公司结合生猪行业现状，近

期生猪价格走势、现有成本及预计新增成本确认减值准备并补提。同行业公司

2021 年度受生猪供给及价格下降影响，亦存在大额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但由于

各公司对未来生猪价格的预测存在一定差异，故减值幅度不一，公司补充计提减

值准备为公司管理层重新对猪肉价格进行预估并作出相应减值准备的补提，具有

合理性。 

二、说明你公司此前将相关政府补助计入当期“其他收益”的判断依据，

本次将其调整计入“递延收益”进行分摊的判断依据和合理性。 

回复： 

1、公司此前将相关政府补助计入当期“其他收益”的判断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 第四条“政府补助分为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

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第十条“对于同时包含与

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应当区分不同部分分别进行会计处

理；难以区分的，应当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为鼓励规模生猪养殖企业扩大养殖规模，增产保供，浙江省财政对承担生猪

增产保供任务的企业给予政策奖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陆续收到此类性质的财政

奖励资金。公司此前在收到该等政府补助资金时，依据政府下发的政策文件和资

金拨付凭证，认为此类政府补助资金属于产能或资产建设完成、种猪引种工作完

成后的一次性奖励，且政策文件中也未对资金用途作明确要求，结合“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

助”，结合准则定义，公司此前将该类政府补助资金认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计入当期“其他收益”。 

2、本次将其调整计入“递延收益”进行分摊的判断依据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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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门结合向政府申请补助时所注明的目的、项目性质、补助用途以

及政府下发补助时索引的政策依据等相关资料自查发现，前述政府补助虽属于事

后的一次性奖补资金，政策文件也未对资金用途作明确要求，但结合政策文件、

申报补助材料及资金拨付凭证来看，政府补助申报相关资料指明了补助资金所对

应的项目，且所对应项目主体为购建资产（形成固定资产或生产性生物资产），

公司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综合判断后将前述政府补助作为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计入“递延收益”，并对该等政府补助的前期账务处

理进行调整。递延收益将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分期计入当期损益，将增加相

应期间的损益。 

公司前述政府补助政策文件、申报补助材料等指明了补助资金所对应的项目

为资产，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编制的《上市公司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2019）》，公司将其分类调整计入“递延收益”进

行并按资产受益年限进行分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具有合理性。 

三、请提供本次业绩预告修正事项的内幕知情人信息，并自查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在公告前 1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

存在泄露内幕消息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对《2021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前 1 个月内（即 2022 年 1 月 26

日至 2022 年 2月 26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1、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本次自查的核查对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以及

《2021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以及电话、邮件等形式与董监高、5%以上

股东进行沟通确认。 

2、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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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2 年 2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1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同时对相关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记管理。 

公司已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5%以上股

东确认，同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了董监高每日

持股变化以及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其均不存在在公司披露《2021 年

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自查期间以及知悉内幕信息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在

本次公告公开披露前限定知情人员范围，对接触到本次公告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

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经核查，在本次公告前 1个月内，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公告的内幕信息进行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亦不存在泄露内幕消息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符合相关规定。 

四、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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