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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ST 钒钛                 公告编号：2016-34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6]第 335 号），针对问询函中

提及的事项，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回复。现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

如下： 

 

问题一：根据鞍钢集团公司 2011 年 11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进一步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鞍钢集团公司将尽最大努力逐步促使鞍山钢铁集团

公司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达到上市条件，除政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影响外，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五年内将其注入上市公司。2016 年 6 月 1 日，

你公司转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筹划重大资产出售事项。请你公司和鞍钢

集团公司说明本次筹划重大资产出售事项是否与上述承诺内容相违背，是

否涉及变更承诺，及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鉴于国际国内铁矿石价格自 2013 年底起出现“断崖式”下跌（62%

普氏铁矿石指数从约 140 跌至最低约 38），最大跌幅超过 70%。尽管 2016

年开年后铁矿石价格有一定的反弹，但当前价格仍偏低（62%普氏铁矿石指

数约 50 左右），本公司已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亏损，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与 2011 年底鞍钢集团做出的五年内将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未上市的铁矿石资产注入本公司的承诺存在差异。由于

目前铁矿石市场价格较鞍钢集团公司做出注资承诺时出现大幅下跌，当前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其他未上市铁矿石业务处于亏损状态，鞍钢集团公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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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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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向本公司注入铁矿石资产已不具备实施基础。为维护本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鞍钢集团公司计划不再向本公司继续注入铁矿石资产；同时本公

司计划将铁矿石资产出售给关联方，有利于减少和消除亏损，确保经营持

续稳定。 

鞍钢集团公司已计划待本次筹划的资产重组方案确定后，将变更承诺

事项一并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表决。 

 

问题二：报告期末，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卡拉拉”）净流动负债为 2.88 亿澳元，因卡拉拉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你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你公司拟采取措施消除强调事项段提及的不利因素，包括但不限

于协商取得新贷款、降成本等。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拟采取

相关措施的实际执行情况，对卡拉拉的负债和经营状况的影响，以及你公

司拟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回复： 

一、为了保证卡拉拉的持续运营，消除审计报告中提出的持续经营不

确定性风险，公司董事会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拟采取三项措施： 

（一）卡拉拉正在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协商为卡拉拉提供 2 亿美元的

额外贷款，卡拉拉预计将在 2016 年 4 月末前可以提款。 

（二）卡拉拉正在实施重大降成本措施，大部分降成本措施预计可以

在 2016 年中期开始执行。 

（三）卡拉拉一直以来得到鞍钢集团的财务支持以及得到中国银团（或

多个银团成员）提供的贷款，并且在过去需要的时候，鞍钢集团都成功的

支持了这些贷款。 

二、以上措施目前情况如下： 

（一）卡拉拉在鞍钢集团的支持下，2016 年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功

协商为卡拉拉提供 2 亿美元的额外贷款并于 2016 年 4 月已经全额提款。 

（二）卡拉拉正在尽最大努力进行降低成本的有关工作，卡拉拉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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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内部运营费用入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进内部运营费用降低以及运

营效率优化；对各大供应商以及小供应商安排进行重新谈判、重新招标等，

进一步削减成本，预计在一定期间内成本费用降低额约 1.5 亿澳元/年（年

化水平）。 

三、上述措施已经取得较好成果，截止 2016 年 5 月末，对卡拉拉财务

状况影响如下： 

（一）流动资产 4.26 亿澳元，流动负债 5.95 亿澳元，净流动负债为 1.69

亿澳元。 

（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1.33 亿澳元，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84 亿

澳元。 

四、后续措施 

（一）卡拉拉将建立降成本长效机制，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确保

内部运营费用持续降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按照协议落实供应商降本条

件，努力降低运营成本。 

（二）因偿还到期债务出现资金缺口时，卡拉拉将积极寻求鞍钢集团

提供必要的财务支持，以在鞍钢的帮助下协商取得新的贷款或其他资金来

源进行弥补，确保卡拉拉未来持续经营能力稳定可靠。  

 

问题三：年报显示，你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64.17%至 11.34 亿元，

主要是受贷款增加影响。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34.77%至

15.89亿元，主要是投资需求减少导致对外筹措资金减少所致。请结合你公

司对外筹措资金的情况，详细说明财务费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变化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回复：2014-2015 年，公司年报反映的财务费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均为公司实际发生数，同比变化合理。 

一、2015 年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比上升 4.43 亿元，增幅 64%，主要是利

息支出增加 4.73 亿元所致。主要是： 

（一）2014 年末有偿负债较 2014 年初增加 61.5 亿元（其中卡拉拉同



4 

比增加 23.9 亿元），将导致 2015 年比 2014 年增加利息支出 1.85 亿元，原

因：该增加有偿负债部分，在 2014 年度仅产生约 6 个月的利息，而在 2015

年将产生 12 个月的利息。 

（二）2015 年末有偿负债较 2015 年初增加 56.74 亿元，同时受融资品

种、期限双重因素影响，导致利息支出增加近 2.88 亿元。 

二、2015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比下降 8.46 亿元，

降幅 34.77%，主要是： 

（一）2015 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186.73 亿元较上年 158.72 亿元同比增

加 28.01 亿元，增幅 17.65%； 

（二）2015 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170.85 亿元较上年 134.37 亿元同比增

加 36.48 亿元，增幅 27.14%； 

（三）由于 2015 年内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幅高于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增

幅，因此，在 2015 年当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入（当年筹措资

金额增加）情况下，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较上年下降（即对外筹措

资金净额同比下降）。 

 

问题四：你公司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延长部分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

的折旧年限，导致减少 2015 年度折旧计提额 0.76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技

改投入和生产线检修等，详细说明上述会计估计变更的依据及合理性，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

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

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的规

定，为准确反映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及效益水平，根据 2015 年 8

月公司设备管理部门对公司设备使用状况的排查和专项治理结果，公司决

定对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进行调整。变更后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更符合实

际情况，将使公司的财务信息更为客观。具体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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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管理情况 

从 2013 年开始，公司大力开展以点检定修制为核心的设备管理体系，

下发了《建立完善“点检定修制”设备管理体系工作推进计划》、《关于规

范专职点检员管理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的制度。通过设备分级管理、优

化点检标准、推进标准化作业等手段，使每一台设备均处于安全受控状态，

避免非正常损坏。 

同时，加强技术攻关，采用修、配、改等技术手段，始终保持设备原

有的功能和精度，不断优化和提升设备的性能指标，2014 年技改投入 14.85

亿元，维修费支出 7.54 亿元，2015 年技改投入 11.45 亿元，维修费支出 5.15

亿元，设备性能进一步提高，有效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 

主要技改和维修项目重点在优化设备对工艺的匹配、提升设备性能、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方向，主要项目有：装备技术攻关、节能减排技术攻关、

金属钛粉制备及应用技术研究、耐磨钢球长寿化技术研究、半自磨衬板长

寿化技术研究、氯气加压机长寿化研究、管链机长寿化攻关、三号氯化炉

炉龄长寿化攻关、硫酸法钛白工艺技术攻关、钛渣冶炼技术攻关、海绵钛

达产达效攻关、备件长寿化攻关等。 

目前公司整体装备能力和水平处于国内同类型企业先进水平，部分装

备国内一流。 

（二）各类设备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延长 

1、设备管理水平提升，设备非正常损坏大幅度减少。经预测，公司主

要生产设备的平均使用寿命由 20 年延长至 25 年，管理工具及用具由 5 年

延长至 7 年。 

目前，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如：钻机、电铲、矿用机车、磨机、浓缩

机、钒焙烧炉、钛氯化炉、电炉、氯气压缩机、发电机组等自建厂以来一

直使用至今。2015 年 6 月，公司下发《关于开展设备隐患排查及专项治理

的通知》，设备管理部门 7 月组织对全公司设备使用状况进行了全面认真排

查，并及时进行了通报，对设备隐患进行专项治理。从排查结果看，相关

设备性能良好，可达到或超过设计使用寿命（比如矿业机车、浓缩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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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等设计使用寿命超过 30 年），能够达到机器设备、运输工具调整后

的预计使用年限。 

2、公司整体装备技术能力提升。近年来，国内外装备技术从设计、制

造、维修等方面运用了许多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大幅提高了设备的

可靠性和可维修性。公司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对老旧

设备进行维修改造，主要生产设备均保持完好受控。 

3、根据国标或行业标准延长了部分机器设备的最低使用年限，如

JB/T643-92 离心压缩机离心式压缩机设计寿命为 20年，如 HG/T 20580-2011 

钢制化工容器设计基础规定中对静设备的设计寿命做出了要求，基本为 15

年以上，HG/T 4081-2009 离心式氯气压缩机里为 20 年，按照上述标准，

对现用设备进行全面清理，均能达到或超过相关要求。 

二、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6 日发布《关于会计估

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50），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调整原因、调

整情况、调整的合理性、会计处理及预计对公司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说明。 

三、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会计师对企业的设备维修、检修、技改等投入及加大日常保养力度等

实施了核查，2015 年技改投入 11.45 亿元，维修费支出 5.15 亿元，未发现

所述会计估计变更的依据有重大的不合理之处，变更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以及所测算的折旧年限变更对 2015 年度攀钢钒钛净利润和股东权益的影响

数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或者不存在重大的不合

理之处。 

 

问题五：请你公司核实是否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5年修订）》第二十七条

的规定“属于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客户或供应商视为同一客户或供应商合并

列示”，披露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的情况。 

回复：公司按照重要性原则在 2015 年度报告中对前 5 大客户及供应商

资料予以披露，对属于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客户、供应商予以单独列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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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注信息中予以说明。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5 年修订）》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经公司核实，现对 2015 年度前 5 名销售客户和供应商的情况重新披露如下：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9,084,527,859.27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79.57%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客户 A 8,724,696,371.93  76.42% 

2 客户 B 102,349,922.01  0.90% 

3 客户 C 123,350,562.72  1.08% 

4 客户 D 73,393,788.97  0.64% 

5 客户 E 60,737,213.65  0.53% 

合计 -- 9,084,527,859.27 79.57%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6,825,224,746.37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75.53%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客户 A 4,874,938,428.88  53.95% 

2 客户 B 600,120,591.10  6.64% 

3 客户 C 590,530,826.81  6.53% 

4 客户 D 468,800,999.64  5.19% 

5 客户 E 290,833,899.94  3.22% 

合计 -- 6,825,224,746.37 75.53% 

 

问题六：你公司预付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77,752,656 元超过 1 年

未结算，主要原因为发电厂 300MW 工程未完工结算。请你公司说明发电厂

300MW工程的具体情况、完工进度、预付款项的性质，是否存在未及时转入

在建工程核算的情形。 

回复：截止 2015 年末，发电厂 300MW 工程已完成投资 7.22 亿元，完

工进度为 30.03%，仍处于在建状态。该笔预付款属于工程款中的设备款，

合同约定设备“168 小时热负荷试车合格后，买方在收到卖方合同总价 100%

增值税发票及卖方提供相关单据后一个月内结算”,目前项目尚未完工，设

备也未热负荷试车，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结算条件，预付款按合同约定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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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结算后再转入在建工程核算。 

 

问题七：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06 亿元。 

一、请分类说明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计算过程，包括报告期末存货数

量、单位成本、可变现净值及其确认依据等。 

二、“库存商品跌价准备-其他”的主要内容。 

三、在产品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四、在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背景下，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占存货余额比

例同比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会计师同时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0,599.51 万元，计算过程及依据

如下： 

（一）原材料原值 42,315.1 万元，其中积压库存 9,839.24 万元，可变

现净值低于成本，根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管理规定，本年计提原材料存货

跌价准备 3,383.11 万元。 

（二）辅助材料原值 4,197.76 万元，其中积压库存 1,211.45 万元，根

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管理规定，积压库存按账面金额的 20%计提减值准备

242.29 万元；死库存 345.58 万元，按账面价值的 90%计提减值准备 311.02

万元，共计提辅助材料跌价准备 553.31 万元。 

（三）备品备件原值 10,517.97 万元，其中积压库存 1,187.5 万元，根

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管理规定，积压库存按账面金额的 20%计提减值准备

237.5 万元；死库存 1,236.37 万元，按账面价值的 90%计提减值准备 1,112.73

万元。本年共计提备品备件跌价准备 1,350.23 万元。 

（四）库存商品原值 52,122.55 万元，根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管理规定，

产成品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部分，本年计提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

5,203.63 万元。 

（五）其他存货原值 1,048.87 万元，其中积压库存 114.23 万元，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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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管理规定，低值易耗品按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部分，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7.97 万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其他存货的跌价准备的主要内容是：矿业公司的低

值易耗品，按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管理规定计提 67.97 万元。 

三、公司 2015 年末的在产品未计提跌价准备，主要原因：由于 2015

年末钒钛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故在制品未计提减值

准备。 

四、在公司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背景下，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占存

货余额比例同比下降的原因，主要是 2015 年末钛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可变

现净值高于成本，较上年少计提钛产品跌价准备 4,420 万元所致。 

五、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一）会计师已严格复核存货减值准备的测算过程及计提金额。报告

期内攀钢钒钛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06 亿元为 2015 年累计计提数，在 2015

年因产成品实现销售转销 1.57 亿元，期末结存 6,556.00 万元，其中原材料

结存 1,033.00 万元，库存商品结存 4,584.00 万元，备品备件等 939.00 元。 

政策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第十五条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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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

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存货管理标准》6.1.2.2 为加强存量

资产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存货除按财务核算分类外，还必须按存货

的效用状况统计分类，包括：正常周转存货、积压存货、死库存存货，三

大类。积压存货和死库存存货统称为不良存货。6.1.2.2.1 正常周转存货：

指除死库存存货和积压存货以外的用于生产、销售等正常周转的存货。

6.1.2.2.2 积压存货：指产品类存货库龄超过三个月、其余类存货库龄超过

一年，且库存量远高于其正常周转量，实物形态较好，能满足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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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销售的需要，但在较长时期内不能进入周转，且预计销售净价低于其成

本的存货。6.1.2.2.3 死库存存货：指该存货已经丧失使用功能，或者虽然

实物形态良好，但由于设备改型、计划或工艺变更等原因，无法在公司内

部调剂使用，且预计售价远低于其成本的存货。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管理办法》（三）按照

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根据存货的效用状况，将存货分为正常库

存、积压库存和死库存。对积压库存和死库存按比例计提跌价准备。其中

积压库存按账面金额的 20%计提减值准备；死库存按账面金额的 90%计提

减值准备。 

（二）存货跌价准备-其他为低值易耗品； 

（三）公司 2015 年末的在产品未计提跌价准备，主要原因：由于 2015

年末钒钛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故在制品未计提减值

准备。 

（四）在公司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的背景下，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占

存货余额比例同比下降的原因，主要是 2014 年 12 月 31 日钛白粉计提跌价

准备 6,472.00 万元，2015 年 12 月 31 日钛白粉计提跌价准备 2,052.00 万元，

减少 4,420.00 万元。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三家公司库存商品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

额为 577.05+2,052.20+1,252.50+629.28= 4,511.03 万元。 

 

问题八：报告期，你公司对金达必确认投资收益-1.08 亿元，确认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其他调整金额为 0.64 亿元，但未计提减值准备。请你公

司说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其他调整的主要内容与依据，未对该项长期

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子公司

卡拉拉本年度资产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关键参数的确认依据和减值测试

结果。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攀钢钒钛下属全资子公司鞍钢香港对金达必确认投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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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1.08 亿元，确认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其他调整金额为 0.64 亿元。其他

调整金额 0.64 亿元主要是受港币兑换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依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19 号——外币折算》中外币财务报表折算的规定，对长期股权

投资及其投资收益等会计科目进行折算形成。 

卡拉拉是金达必的主要投资对象，卡拉拉 2015 年度未计提长期资产减

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中第五条关于资产减值迹

象的规定，我公司认为鞍钢香港对金达必的该项长期股权投资也没有出现

减值迹象。因此，我公司认为未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是合理

的。 

二、卡拉拉减值测试情况 

2015 年，卡拉拉减值测试继续沿用经澳洲审计师复核的估值模型，与

2013、2014 年减值测试使用方法完全一致，使用的是“使用价值”的估值

方法，即用未来现金流的现值来计算（净现值方法）。 

该模型使用的主要参数包括： 

（一）项目寿命期假设：79 年，为目前预计的可开采年限。 

（二）铁矿石价格假设：采用鞍钢提供的 62%铁矿石美元到岸价，价

格预测区间约为 45-94 美元/吨，最低约 45 美元/吨（2016 年）。 

（三）汇率假设：2015 年 12 月 RSM 预测数据，美元/澳元汇率区间约

为 0.65-0.68。 

（四）产量假设：为 2016 年 780 万吨/年，2017-2018 年 800 万吨/年，

2019 年以后 900 万吨/年。 

（五）成本假设：成本假设是按照目前成本预测。 

经过测试，卡拉拉项目净现值是 55.29 亿澳元，与中国准则账面价值

43.42 亿澳元相比，没有发生减值。 

三、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卡拉拉减值进行复核，最终我们认为卡拉拉 2015

年度依据中国会计准则不存在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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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九：你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18亿元，请详细说

明减值损失计提的具体过程，关键参数的确定依据，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准

确、完整。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2015 年 7 月 11 日，攀钢钒钛发布《关于发电厂停产及新建 300MW

发电机组的公告》，公告内容摘要“为落实国家节能减排部署，根据省市环

保部门要求，配合新建 300MW 发电机组建设施工，发电厂 3 台 100MW 机

组逐次停机，于近期停产。”，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攀钢钒钛发电厂 3

台 100MW 发电机组已停产，发电厂原 3 台无利用价值部分闲置资产 79,692

万元，累计折旧 58,301 万元，净值 21391 万元进行减值测算，测算根据公

司固定资产管理规定，按固定资产原值扣除预计净残值（残值率 3%）2,390

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9,000 万元。 

二、攀钢集团重庆钛业公司技术升级整体搬迁，对闲置固定资产中已

无利用价值的动产原值 67,887 万元，累计折旧 57,515 万元，已提减值准备

5,567 万元，净值 4,805 万元进行减值测试，保留 3%的残值 2036 万元后，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768 万元；不动产部分（房屋、建筑物）与土地等

不动产作为同一资产组进行单独测算，不存在减值，未计提减值准备。 

三、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一）2015年 7月 11日，攀钢钒钛发布《关于发电厂停产及新建 300MW

发电机组的公告》，公告内容摘要“为落实国家节能减排部署，根据省市环

保部门要求，配合新建 300MW 发电机组建设施工，发电厂 3 台 100MW 机

组逐次停机，于近期停产。”，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攀钢钒钛发电厂 3

台 100MW 发电机组已停产，发电厂原 3 台无利用价值部分的闲置资产原值

79,692.00 万元，累计折旧 58,301.00 万元，净值 21,391.00 万元进行减值测

算，测算根据公司固定资产管理规定，按固定资产原值扣除预计净残值（残

值率 3%）2,390.00 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9,000.00 万元。 

（二）攀钢集团重庆钛业公司技术升级整体搬迁，对闲置固定资产中

已无利用价值的资产原值 67,887.00 万元，累计折旧 57,515.00 万元，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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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准备 5,567.00 万元，净值 4,805.00 万元进行减值测试，保留 3%的残值

2,036.00 万元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768.00 万元。  

政策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五条 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

可能发生了减值：（五）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

置。 

《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是指假定固定资产预

计使用寿命已满并处于使用寿命终了时的预期状态，企业目前从该项资产

处置中获得的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标准》5.8.1 公司固定

资产折旧采用平均年限法，按固定资产原值扣除预计净残值（残值率 3%）、

合法折旧年限确定折旧率。 

 

问题十：钛业公司 1.5 万吨/年海绵钛工程一直处于在建工程，报告期

末工程进度为 99%，请你公司说明上述项目仍未转固的原因及合理性；

Karara 矿项目报告期内已转为固定资产，请说明上述资产的折旧年限，对

卡拉拉净利润的影响金额，是否需计提减值准备。 

回复： 

一、海绵钛项目 

截止 2015 年末，海绵钛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功能考核未完成 

海绵钛厂 2016 年 2 月初进行了攀钢海绵钛项目乌方性能考核，但由于

对引进技术的掌握、消化吸收不够，镁电解等关键工艺技术尚未完全攻克，

造成性能考核结果与设计指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 

1、海绵钛项目的镁电解工艺是国内、乃至全球首条以还原熔体氯化镁

为主要原料的流水线镁电解工艺，镁电解运行至今，电解直流电强度、电

流效率、粗镁产量分别只有 170KA、55-60%、25-28t/d，与设计值 200±10KA、

79-81%、43 t/d 差距巨大，这严重影响了海绵钛生产全流程的镁、氯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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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了还蒸工序规模生产，造成全厂经济指标与设计存在较大差距。 

2、生产海绵钛的还原蒸馏工序一方面受电解粗镁量少影响，另一方面

因加料计量不准、排料阀故障率高、真空系统不完善及还蒸技术本身掌握

不够等原因，海绵钛 0 级品率、布氏硬度 HB≤90 海绵钛产品比例、还原蒸

馏生产周期均低于设计值，海绵钛产品质量提升困难。 

（二）2015 年海绵钛合格品产量 7037.91 吨，仅达初设产能的 46.92%。 

（三）按设计产量 1.5 万吨/年比较，2015 年 1 级及 1 级以上产品产量

仅达到设计水平的 41.44%。 

综上所述，截至 2015 年末海绵钛仍处于在建状态，工程进度为 99%，

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在“在建工程”科目中核算。 

二、卡拉拉项目 

（一）2015 年 12 月 31 日，卡拉拉将主要在建工程资产转入固定资产，

上述资产折旧年限为 2 年至 37 年，其中，大部分资产折旧年限为 37 年，

转固后卡拉拉年折旧额预计约为 1.3 亿澳元。 

（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规定，卡拉拉公司

经测试，认为卡拉拉长期资产没有出现减值，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问题十一：你公司报告期内未确认因可抵扣亏损、预计辞退福利及其

他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并将 2014 年已确认的对应递延所得

税资产 8578 万转回。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会计处理的依据，是否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应用指南“确认由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应当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以

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的规定，由于 2015 年攀钢

钒钛母公司及所属矿业公司、鞍千矿业等单位出现亏损，且预计受公司关

联客户所处钢铁行业整体经营环境不景气，三家单位未来盈利能力存在不

确定性，因此，对前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冲销处理。 

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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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度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为

-8,870.92 万元，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递延所得税账面数为 4,202.44 万元； 

二、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2015 年度当期应纳税

所得额为-3,070.45 万元，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递延所得税账面数为

2,924.75 万元； 

三、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为-36,108.61

万元，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递延所得税账面数为 736.07 万元； 

2015 年攀钢钒钛母公司及所属矿业公司、鞍千矿业等单位出现较大程

度亏损，且预计受公司关联客户所处钢铁行业整体经营环境不景气影响，

三家单位未来盈利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对前期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进行减记处理。  

政策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第十五条 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

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

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第二十条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

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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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

得额时，减记的金额应当转回。 

 

问题十二：请你公司说明控股子公司攀钢集团重庆钛业公司技术升级

整体搬迁是否已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涉及的相关会计处理。 

回复： 

一、审议和披露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钛业”）是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本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2 年固定资

产投资方案》中包含了重庆钛业整体搬迁项目，即重庆钛业环保搬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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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万 t/a 硫酸法金红石型钛白粉项目，该议案也提交 2012 年 6 月 21 日召

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后续的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持续披露。 

二、环保搬迁项目总体情况 

根据重庆市政府要求，我公司位于重庆巴南走马二村 51 号的老厂区已

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全面停产，开始土地处置相关工作，同时在巴南区麻

柳园区建设 75kt/a 硫酸法钛白技术改造升级搬迁项目。截止 2016 年 6 月，

老厂区土地处置农房拆迁安置、厂房拆除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土壤

治理。新项目在建，预计 2016 年 7 月开始陆续投入试生产。 

搬迁中产生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的拆除损失、人员安置费、解决历

史遗留征地应拆迁而未拆迁的农房拆迁安置费、地面清表费用、历年形成

的弃渣处置费用、工业土壤治理费用、土地整治费用、老线停产至新项目

建成投产期间的人员费用等，预计全部损失约 6.5 亿元，其中，已计入 2015

年度的成本费用 1.84 亿元（含停产后人工费 0.69 亿元；停产后物料损失、

运渣、污水治理等费用 0.83 亿元；老厂区相关税费及老渣场维护费等 0.32

亿元）；剩余约 4.66 亿元成本（含资产损失 2.2 亿元；农房拆迁安置费用 1.5

亿元；土壤治理及脱裙费 0.6 亿元；规划费及停产后人员安置费 0.36 亿元）

将在 2016 年及以后年度土地处置收入中得到补偿。 

重庆钛业老厂区土地约 543 亩，经攀钢钒钛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同意将 543 亩土地交还给国土部门实施招拍挂。2016 年 1 月

已挂牌出让 262.25 亩（净地 208.15 亩），扣除国家规费后，预计可获得土

地收入约 4 亿元，目前正在与重庆市政府清算过程中。剩余约 281 亩，计

划在 2017 年底之前处置完毕。全部土地处置完成后，预计土地收入约 8 亿

元，足以弥补剩余搬迁损失 4.66 亿元。 

三、会计处理 

（一）硫酸法钛白项目计入在建工程核算，截止 2015 年末，该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 5.18 亿元，工程投入占项目预算比重为 68.05%。 

（二）搬迁损失及土地处置收益 

对搬迁业务视同为资产处置行为，按照资产处置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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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务处理。具体将土地及相关不动产作为资产组，包括土地的剩余账面成

本、搬迁土地上相关的不动产处置损失、需要支付的拆迁补偿费、土壤恢

复治理费用作为此次搬迁成本，计入非流动资产核算。 

老厂区土地拍卖款扣除重庆市政府所得后的净收入作为搬迁收入，扣

除上述成本后计入当年损益。 

 

问题十三：你公司付集团代付款的金额为 1.99亿元，支付攀钢集团往

来款 10.60 亿元。请说明上述款项的明细、性质，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 

回复： 

一、支付集团代付款 1.99 亿元，主要是归还攀钢集团公司年内临时代

支付采购款 1.9 亿元。该款项属于经营性资金往来。 

二、支付集团往来款 10.6 亿元，主要是 2015 年公司归还 2014 年末攀

钢集团欠款。款项构成及欠款形成原因： 

一是关联方攀钢钒 2014 年通过农行代攀钢钒钛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5 亿

元，攀钢钒钛贴现后用于支付采购款，该欠款 2015 年进行了归还。 

二是为弥补 2014 年各银行对公司抽贷形成的临时性资金缺口，攀钢集

团代攀钢钒钛筹措 5.6 亿元过桥资金，该欠款 2015 年进行了归还。 

以上两笔均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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