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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二重集团（德阳）重

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

[2014]0551 号），现就审核意见回复公告如下： 

1、 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07 亿元，公

司股票已因连续三年亏损被暂停上市。请说明公司是否已制定切实可

行的改善公司生产经营、提升盈利能力以避免股票终止上市的计划或

措施。 

回复：公司对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和退市风险有充分认识。目前

正在采取开源增收、降本增效等各项措施，努力扭转公司经营状况，

通过内外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力争使公司取得较好的经营效果，为

今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打好基础。2014 年公司已制定改善公司生产

经营的措施，具体包括：积极推进合作，争取各方支持，持续稳定经

营。加强传统产品市场的开拓；加大核电、石化等高盈利产品市场的

拓展；寻求及开发出适合公司的长线批量产品；积极开展业务协作，



着力推进提高项目总包能力；加快优势产品进入海外市场；努力盘活

资产，提高经营收现能力；开源节流，做好资金收支平衡，确保资金

链安全。但由于当前重机行业形势仍未明显好转，市场竞争仍然异常

激烈，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上述措施能否实现 2014 年扭亏、能否恢

复上市尚存在不确定性。 

 

2、请严格按照年报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充分披露新年度的经

营计划，包括：收入、费用、成本计划、新年度的经营目标以及相关

资金需求等方面信息。 

回复：2014 年是公司按照调整理顺后的新机制正式运行的第一

年，公司将坚持以“抓订单、降成本、重质量、促发展”为中心，制

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抓好落实，全力解决好影响经营生产运行的突出

矛盾和问题，充分调动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力保实现工作目标。 

2014年度的经营计划、经营目标以及相关资金需求包括：1、主

营业务收入预计实现57.72亿元；2、主营业务成本预计59.9亿元；3、

期间费用：销售费用0.93亿元，管理费用7.44亿元，财务费用7.01

亿元；4、预计现金流入总额150.08亿元，现金流出总额143.75亿元，

资金收支净额6.33亿元；5、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安排资金12.50亿元，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8.98亿元，银行贷款资金0.78亿元，其他资金2.74

亿元。 

 

3、根据年报，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相比上一年度增长 22.79%，

但营业利润率为-17.64%，其中分行业或分产品之间的利润率存在较

大差异。请结合同行业公司，就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按分行业或分产



品进行对比，若存在重大差异的，请详细分析原因。 

回复：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收入相比上一年度有所增长，公司主

营业务毛利率为-17.64%，比 2012年的-25.11%提高了 7.47个百分点，

收入的增长对固定成本的消化能力有所增强。但相应的营业成本也同

时增长。加之期间费用增加，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导致营业利润率为

负。 

（1）分类产品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额及其变动金额：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 

2013年 2012年 

毛利率变动 营业利

润率(%) 
营业利润额 

营业利

润率(%) 
营业利润额 

-17.64  -85,261.60  -25.11  -98,317.91  增加 7.47个百分点 

清洁能源发电设备 -28.34  -27,222.60  -56.65  -27,036.22  增加 28.31个百分点 

冶金成套及备件 -43.10  -45,709.70  -41.79  -51,769.06  减少 1.31个百分点 

重型石化容器 -33.62  -12,994.72  -11.83  -5,532.04  减少 21.79个百分点 

锻压及其他机械产品 -6.40  -5,456.68  -34.48  -16,439.01  增加 28.08个百分点 

（2）分类产品营业利润率变化的原因 

1）清洁能源发电设备 

营业利润率同比增长。主要原因是：核电产品市场逐渐恢复，同

时水电、火电产品市场均略有回升，使公司清洁能源产品销售收入较

上年度增加；在手可操作的清洁能源产品订单量有所增加，对固定成

本的消化能力有提升。 

2）冶金成套设备及备件 

营业利润率负增长。主要原因是：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新项目大

幅减少，同时重机行业产能继续释放，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产品价格

大幅下滑，加之公司总体产能利用不足。 

3）重型石化容器产品 



营业利润率负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储备的重型石化容器产品

订单偏少，其销售收入减少；市场低价竞争形势加剧，后续订单价格

下滑及公司产能利用不足。 

4）锻压及其他机械产品 

营业利润率同比增长。主要原因是：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锻压设备和拉伸机市场需求增长。 

（3）公司的产品结构、产品等级、生产工艺、制造流程和市场环境

与中国一重基本一致，因此选取中国一重进行同业对比具有可比性。 

1）公司与中国一重 2013年度主要类似的产品毛利率对比： 

单位：万元 

分产品 
中国一重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核能设备和大型铸锻件 196,038.97 163,245.52 16.73 

冶金成套 325,060.50 309,496.99 4.79 

重型压力容器 157,657.12 113,366.45 28.09 

分产品 
二重重装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清洁能源发电设备 96,069.26 123,291.87 -28.34 

冶金成套及备件 106,061.84 151,771.54 -43.10 

重型石化容器 38,654.68 51,649.40 -33.62 

公司与中国一重相比，主营产品的毛利率对比存在差异，主要原

因是本公司的材料工艺消耗水平及经营规模与其存在差异。在分类产

品中，一重的重型容器产品开发早于二重，其技术成熟度、产品业绩、

市场认可度高于二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该类产品为一重的毛利

率的提升提供了业绩支撑。 

此外，一重生产与销售规模大于二重，对生产性固定费用的消化

能力强。生产技术和工艺比二重成熟，材料和毛坯利用率比二重高，

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使毛利率得到提高。 



2）中国一重在科研实力、订单结构、产销规模、融资能力、期

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收支以及生产管控等方面也相对优于

本公司。 

 

4、年报披露的成本构成项目显示，机械设备制造的原材料及外

购件为 34.11 亿元，相比上一年度增加 2.19%，但直接人工和制造

费用分别为 11.37 亿元和 11.37 亿元，分别大幅增长 43.35%和

83.89%。请详细分析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并核实公

司披露的成本结构信息是否有误。若存在错误，请予以更正。 

经核实，公司披露的成本构成信息不存在差错，变化较大的主要

原因是：公司主要生产重型机械设备，当期销售成本为产品生产制造

周期内归集的各项成本费用，因产品生产周期较长，多为单件小批量

产品，各营业期间出产产品的产量及结构差异较大，导致不同生产周

期和不同产品结构的产品成本构成比例差异也较大。特别是 2012年、

2013年因公司生产任务量不足，且 2013 年销售较多长周期产品，如

生产周期为 12-18个月的中厚板轧机、锻压设备、水利机械、核电锻

件等产品产量同比增加，且产品多为异型结构件，加工难度大，作业

效率低，导致分摊的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相应增长。以上因素使得

2013 年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成本占比大幅上升，2013 年销售成本中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在成本占比由 19.45%上升至 39.58%。 

 

5、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和计提的减值准备分别为 41.77

亿元和 4.87 亿元，期初余额和计提的减值准备分别为 38.21 亿元和

2.51 亿元，分别增长 9.32%和 94.03%。请分析减值准备大幅增长的



原因。 

回复：公司按照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的有关规定、公司会计政策关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

方法等规定，按照谨慎性和重要性原则，对 2013 年度末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予以计提，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定。 

2013年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较 2012年增长 94.03%的主要原

因一是因应收账款账龄延长，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大。二是

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增加。 

详细分析原因如下： 

（1）按账龄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标准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下同） 0.5 

1-2年 5 

2-3年 40 

3-4年 80 

4-5年 80 

5年以上 100 

具体体现在：2013 年度在上一年度应收账款余额基础上，未收

回的 1 年以内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由 0.5%上升为 5%；1-2 年的应

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由 5%上升为 40%；2-3年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

例由 40%上升为 80%；4-5 年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由 80%上升为

100%，2013 年各应收账款因账龄延长对坏账准备计提的具体金额为： 

单位：万元 

账龄 
2013期初 2013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余额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248,023.29 1,240.08 264,427.98 1,322.14 

1至 2年 87,097.40 4,354.87 61,524.41 3,076.22 

2至 3年 19,782.88 7,913.15 40,686.04 16,274.41 

3至 4年 6,515.90 5,212.72 16,712.34 13,369.87 

4至 5年 4,269.12 3,415.30 2,833.11 2,266.49 



5年以上 3,023.17 3,023.17 7,019.72 7,019.72 

合计 368,711.76 25,159.28 393,203.60 43,328.85 

（2）按个别认定法，参照该应收账款的账龄计提标准，单独对

个别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使单项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

5406.38万元。 

上述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合计 4.87 亿元。 

 

6、财务报表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 2.88 亿

元，相比期初增加了 2.31 亿元。请分析应付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

因。 

回复：由于公司 2013 年末资金紧张，为确保正常生产经营所必

须的能源、原材料、工资、税金等现金支出，采取延期支付部分职工

年终考核计发薪酬的措施，以缓解年末资金紧张的局面，导致 2013

年 12 月 31 日时点上出现较大金额的应付未付职工薪酬余额。 

 

7、报告期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5 亿元，计入资产减值准备，

原因是对尚未履行完毕的销售合同，计提了相关存货跌价准备，并将

预计亏损超过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部分，确认为预计负债。审计

报告显示，报告期公司计入营业外支出的合同预计亏损额为 1.63 亿

元。请详细说明公司目前尚未履行完毕合同的情况，包括主要产品、

合同金额等，以及公司对尚未履行完毕销售合同计提跌价准备和预计

亏损的原因和依据，并以定量的方式分析公司相关的计提金额是否恰

当。 

回复：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年末尚未履行完毕合同在



手合同 50.82 亿元。其中：冶金设备及备件 21.15 亿元，清洁能源发

电设备 13.75 亿元，重型石化设备 8.87 亿元，锻压及其他设备 7.05

亿元。 

由于重机行业传统服务对象装备投资需求严重萎缩，行业产能严

重过剩，导致公司产品价格持续下滑，任务仍不饱和，部分产能放空，

固定费用消化能力不足，导致 2013 年年底在手订单预计成本高于售

价，存在较大金额的减值和预计亏损。 

存货跌价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计提依据：按照未履行完毕合同的未

实现收入是否小于未实现销售成本进行减值测试，未实现收入等于合

同收入减去以往年度已实现收入，未实现成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已

发生账面成本，二是后续制造成本。后续制造成本主要根据按照产品

结构，结合工艺参数、价格等因素进行测算。 

公司按产品类别计提存货跌准备和预计负债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未实现收入 已发生成本 后续预计成本 计提跌价 计提预计负债 

冶金设备及备件 196,635.35 68,401.30 133,397.27 12,830.47 12,382.79 

清洁能源发电设备 97,420.34 102,113.71 8,909.17 12,853.14 886.44 

重型石化设备 29,584.42 24,207.80 8,854.77 3,087.08 396.85 

锻压及其他设备 32,877.41 15,375.64 17,455.50 1,712.17 2,639.66 

其他产品和服务 —— —— —— 4,563.88 —— 

合计 356,517.52 210,098.45 168,616.71 35,046.74 16,305.74 

注：其他产品和服务主要指原材料和子公司辅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及预计负债计提的合理性：存货跌价准备及预计负

债计提测算中，由于合同签订金额与实际结算金额差异不大，因此未

实现收入金额相对准确；未实现销售成本的 55.48%为已发生在制成

本，该部分金额比较准确；未实现销售成本的 44.52%后续制造成本

预计，根据产品结构和现有工艺制造水平，该部分金额测算相对合理。 



8、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投资 6 个非募集资金项目金额合计

106.37 亿元。请说明公司对前述投资项目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回复：公司对年报披露的非募投资金项目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决策程序 信息披露 

调整产品结构、提

高生产效能、实现

大型铸锻件产品

节能环保生产技

术改造项目 

236,790 25,926 

该项目于 2010年 3月

26日经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2010

年 4月 23日 2009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0年 3月 30日、4

月 24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 

疏通发展高端瓶

颈项目 
199,442 77,058 

2008年 5月 18日第一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008年 6月 22日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发

行公司债券的《本次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

告的议案》审议通过了

该项目。 

未上市，在《二重重装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第三代核电锻件

自主化、批量化生

产配套技术改造

项目 

50,000 20,323 

该项目于 2009年年 10

月 30日经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2009

年 11 月 15 日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未上市，在《二重重装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2.5MW及以上风电

用变速箱和偏航、

变桨传动系统产

业化项目 

57,000 22,730 

2011年 8月 20日，经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决议，在二重集团

（德阳）精衡传动设备

有限公司以投资方式

实施该项目。 

2011年 8月 23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 

重大技术装备（江

苏镇江出海口基

地一期）建设项目 

300,240 270,000 

该项目于 2009年 2月

15日经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2009

年 3月 7日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未上市，在《二重重装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重大技术装备（江

苏镇江出海口基

地二期）建设项目 

220,212 55,000 

该项目于 2010年 3月

26日经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2010

年 4月 23日 2009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0年 3月 30日、4

月 24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 

合计 1,063,684       

 

9、年报显示，你公司副总经理屈大伟先生和闫杰先生报告期未

在公司而在关联方单位领取薪酬，请说明原因。 

回复：公司副总经理屈大伟先生是公司关联方单位——中国机械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交流干部。根据《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干部

交流管理办法》（国机人„2009‟350 号）的规定，屈大伟先生的工

资、奖金、各类保险及相关福利待遇由原单位负责发放，因此屈大伟

先生 2013年未在二重重装而在关联方单位领取薪酬。 

闫杰先生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开始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之前闫

杰先生在公司关联方单位任职。鉴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3 年度

薪酬考核办法》中没有闫杰先生的业绩考核内容且其 2013 年在公司

担任副总经理的时间较短，因此闫杰先生 2013 年未在二重重装而在

关联方单位领取薪酬。 

10、请分析公司报告期巨额亏损但所得税费用为 4,886 万元的原

因。 

回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需

要调整所得税费用。 

2013 年公司出现大幅亏损，2013 年末审计机构和公司根据行业

发展趋势和经营状况，判断在未来 5年内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

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并按谨慎性原则减记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4260.46 万元，加上 2013 年度个别盈利子公



司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合计 4886万元。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