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6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6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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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

年报问询函【2017】第2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在收到《问询函》后，

公司董事会组织人员对《问询函》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落实，对年报《问询函》

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9 亿元，同比增长 56.38%；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54 亿元，扭亏为盈。同时，

你公司预计 2017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亏损 0.9 亿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6925 万元。请说明： 

1、请结合行业特性、主要产品供求关系等说明经营业绩波动较大的原因及

合理性，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主要产品为商品代鸡苗和鸡肉制品，因鸡肉产品业绩多年来变动不大，

对公司影响较小，在此主要分析商品代鸡苗状况。 

公司从事父母代种鸡养殖业务，行业特性和供求关系如下： 

不可逆性：种鸡为生物资产，为公司的重要资产，养殖周期一般为69周，

0~22周为育成育雏期，23~69周为产蛋期，种蛋经21天孵化产出商品代鸡苗。

整个养殖过程为连续性生产不能中断，否则影响种鸡质量和后续产生的效益；种

蛋一旦开始上孵，也即不可逆转，直至孵出商品代鸡苗，中途出现停顿等情况将

严重影响鸡苗孵化质量；因此商品代鸡苗的产能在一开始饲养种鸡就被确定，且

不可逆转。 



 

鸡苗和种蛋难以存储：商品代鸡苗孵出后需48小时销售完毕，48小时后商

品鸡性能将受到一定影响，因此难以存储；种蛋存储周期为一周左右，太长时间

不上孵的种蛋再行孵化会对生产的鸡苗质量有较大影响。 

产品价格波动性：商品代鸡苗属于白羽肉鸡养殖链条中一个中间产品，其价

格受到鸡苗供需、饲料成本、鸡肉价格、毛鸡价格、禽流感以及疫病等多种因素

影响，因此价格具有强烈的波动性，经营实践中每天一价，甚至一天多价的情况

都有发生，所以产品无固定价格。 

上游引种的影响：国内白羽肉鸡养殖一般为“祖代—父母代—商品代”，期

间每一代传递均产生倍数级的扩张，行业一般认为我国祖代鸡年引种量在100万

套左右时是较为合理的。自2011年起国内祖代鸡引种量连续三年大幅增加，2013

年引种量达到150余万套，因养殖周期向下传导，行业自2012年起自2015年一

直呈衰退样式；2014年行业内开始自律降低祖代鸡引种量，加之2015年国外禽

流感封关祖代鸡引种量大幅下滑，受此影响，行情在2016年逐步复苏。因此上

游祖代鸡引种量变动将会使下游产量产生连锁反应，对产品价格产生影响。 

下游需求端影响：我国鸡肉消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较为稳定，但近年来

受突发的禽流感、速生鸡及媒体负面报道等事件影响，每次事件都会对终端鸡肉

消费信心造成打击，继而向上传导影响商品代鸡苗产品价格。 

公司预计的2017年一季度经营业绩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业绩贡献主要为商品代鸡苗，公司预计2017年一季度亏损0.9亿元至1.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波动加大的原因，一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多点发生人

感染H7N9病例，鸡肉消费信心遭到打压，传导至使鸡苗价格下降；二是2016年

度白羽肉鸡养殖行业活跃，因祖代引种受阻，从业者较为看好未来行情，业内出

现不少强制换羽情形，导致四季度开始商品代鸡苗供给量逐步增加，价格开始一

路走低，两重原因叠加影响所致。公司2017年始截至年报披露日，商品代鸡苗

销售价格大幅低于上年同期，公司因此预计2017年一季度亏损0.9亿元至1.2亿

元。 

针对公司业绩波动较为剧烈的现象，公司拟采取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产业内多元化予以应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增加商品鸡养殖量和屠宰规模：公司将继续加大商品鸡自养量，以供子公司



 

屠宰用，逐步达到完全的自养自宰，保证产品质量、扩大规模、提高效益； 

积极开拓以鸡粪为原料的生物肥料产业：完善子公司民和生物产业布局，电

力、生物燃气、固体有机肥、叶面肥和冲施肥等产品规划和销售渠道建设，以居

民消费升级、更加注重绿色有机产品为契机，加快发展，以期尽快实现盈利； 

发展熟食业务：经多年实验开发，公司熟食及调理食品已渐趋成熟，公司将

根据市场状况适当扩大规模，进行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提升鸡肉产品附加值； 

上述方面的不断实施和完善，将降低商品代鸡苗业务收益在公司所占的比

重，降低鸡苗价格波动对公司盈利的冲击，有利于公司盈利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2、报告期内，你公司分季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6925 万元、8528 万元、

9543 万元和-9617 万元。请说明公司第四季度经营业绩大幅亏损的主要原因，经

营业绩是否存在季节性波动； 

【回复】 

公司主营产品鸡苗第四季度平均售价比第三季度下降了23%，单位成本上升

了9%，销量下降了4%，该因素降低利润6130万元； 

由于资产负债表日公司主要产品鸡苗售价低于成本，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8127万元，该因素降低利润8127万元； 

根据2017年1月9日生效的公司与山东益生种禽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

让协议，公司2016年12月31日计提长期股权减值准备819万元，该因素降低利

润819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第四季度大幅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产品售价大幅下

降，导致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并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以及计提长期股权减值准备

所致。公司经营业绩受市场因素影响较大，存在一定的市场波动，与季节因素关

联性不大。 

3、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费用为 4166 万元，同比减少 15.12%。请说明营

业收入和销售费用变动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公司2016年度主营产品鸡苗市场价格同比上涨118.67%，导致营业收入

大幅增长。鸡苗收入的上涨主要受市场影响，不会大幅增加销售费用； 

(2)公司2015年度为推广“新状态”有机肥投入广告费1285万元，属于新产



 

品初始推广期，投入较大，2016年度投入227万元，同比减少82.33%，是导致

销售费用同比减少15.12%的主要原因。 

公司营业收入和销售费用变动不匹配具有合理性。 

二、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省内和省外的毛利率分别为 36.65%和 12.64%。

请结合主要产品的产品价格、成本等说明毛利率省内和省外差异较大的原因及

合理性。 

【回复】 

公司的主要产品是鸡苗和鸡肉制品，占当年营业收入的90%以上，下面分别

对鸡苗和鸡肉制品的省内省外毛利做一对比，详细数据如下： 

区域 

雏鸡 鸡肉 

合并 
毛利 权重 毛利 权重 

省内 48.63% 48.26% 8.62% 21.30% 36.65% 

省外 42.73% 5.08% 7.61% 18.38% 12.64% 

合计 48.07% 53.34% 8.16% 39.68% 30.90% 

由上表可以看出，由于公司对省内外产品明细市场定位以及销售策略不同，

同一产品省内外销售毛利有差异，鸡苗和鸡肉制品省内毛利比省外略高，处于合

理水平。 

2016年度公司主营产品鸡苗毛利为48.63%，处于较高水平。鸡苗属于生物

资产，销售范围具有特殊性和局限性，主要是省内销售，2016年度鸡苗省内销

售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48.26%。由此可见，在省内销售的产品毛利高、占比高

是导致年报中合并毛利率省内和省外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 

三、2017 年 2 月，你公司披露《关于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种蛋、种鸡等存货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合计计提 8946 万

元的资产减值准备，占报告期内净利润的比例为 58.17%，其中存货、长期股权

投资分别计提 8127 万元和 819 万元的减值准备。请说明： 

1、你公司存货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采购、验收、仓储、装运出

库等方面的设计和执行情况； 

【回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生产经营模式，公司



 

制定了存货的内部控制制度: 

(1)存货采购: 生产部门根据生产用量及库存情况，填写请购单，经分管领导

签字审批后交采购部。采购部门收到请购单后，根据仓储及市场情况定制采购计

划，由分管领导签字审批后询价并选定供应商，购买合同由总经理签字审批完成

后交采购部门执行。 

(2)验收入库：采购的材料运达后，质量检验员比较所收材料与采购订单的

要求是否相符，并检查其质量等级。验收合格后，质量检验员签发验收单，作为

检验材料的依据。根据验收单，仓库管理员清点材料数量并签字复审，对已检验

合格的材料进行入库保管。仓储区应相对独立，限制无关人员接近。 

(3)付款结算：采购部门以发票、验收合格单、材料入库单或签订的合同经

部门经理、总经理签字审批后，交财务部申请付款。 

(4)领料出库：使用部门凭签字的材料出库单到仓库领料，仓库管理员核对

无误后办理出库。 

(5)期末盘存：公司年度终了组织相关部门对存货进行盘点，财务部等部门

对盘点结果进行复盘。盘点结果编写存货盘点明细表，发现差异及时查明原因并

报批处理。 

(6)往来对账：每半年应付账款记账员与供应商对账核对，若有差异，及时

查明原因并报批处理。 

2、请结合产品特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等，说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原因、依据、可变现净值的计算过程，以及以前年度是否足额计提了存货的跌

价准备，请年审会计师对此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存货包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销售或耗用而储备的原材料、产成品、

消耗性生物资产、低值易耗品等。消耗性生物资产分为幼雏及育肥雏、存栏种鸡、

库存种蛋、商品鸡。 

(1)库存种蛋按照 2016 年度种蛋孵出鸡苗的平均出雏率计算出鸡苗数量，

按照 2016 年 12 月 31 日鸡苗销售价格减去估计的孵化费用及销售费用后的金

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详细计算过程如下： 



 

 

日期 

种蛋期末库存 

出雏

率% 

鸡苗预计产

量 

鸡苗指标 

变现净值 应提跌价准备 

数量(枚) 
单

价 
账面金额(元) 售价 

孵

化

费 

销售

费 

净售

价 

2016.12.31 23,814,379  1.36  32,387,555.44  85.78% 20,427,974  0.59  0.14  0.04  0.41  8,375,469.34  24,012,086.10  

(2)存栏种鸡按照不同批次的服役期及平均产蛋数量计算出合格种蛋数量，再按照 2016 年度种蛋孵出鸡苗的平均出雏率计算出

鸡苗数量，按照 2016 年 12 月 31 日鸡苗销售价格减去估计的后期饲养成本及孵化费用、销售费用后的金额与种鸡淘汰变现价值两者

之间较高者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详细计算过程如下： 

场别 
账面金额

① 
估计残值② 

存栏只

数 

剩余

产蛋

月数 

年产

蛋(枚

/只) 

预计产蛋 出雏率 预计产雏 

鸡

苗

售

价 

鸡

苗

成

本 

销

售

费

用 

鸡苗

净价 

鸡苗变现净值

③ 

跌价准备④

=①-② 

种鸡

10场 
2,508,030.65 1,600,872.00 76,232 3 158 3,284,906 85.78% 2,817,792 0.59 1.41 0.04 -0.86 -2,423,301.12 907,158.65 

种鸡

12场 
5,345,689.93 1,343,391.00 63,971 9 158 8,269,706 85.78% 7,093,754 0.59 1.41 0.04 -0.86 -6,100,628.44 4,002,298.93 

种鸡

13场 
10,500,241.88 2,432,724.00 115,844 10 158 16,639,411 85.78% 14,273,287 0.59 1.41 0.04 -0.86 -12,275,026.82 8,067,517.88 

种鸡

18场 
1,866,321.36 1,332,702.00 63,462 2 158 1,823,090 85.78% 1,563,847 0.59 1.41 0.04 -0.86 -1,344,908.42 533,619.36 



 

种鸡

19场 
2,179,694.26 1,141,728.00 54,368 5 158 3,904,611 85.78% 3,349,375 0.59 1.41 0.04 -0.86 -2,880,462.50 1,037,966.26 

种鸡

20场 
5,518,143.39 1,569,981.00 74,761 8 158 8,590,719 85.78% 7,369,119 0.59 1.41 0.04 -0.86 -6,337,442.34 3,948,162.39 

种鸡

26场 
11,932,311.95 2,789,829.00 132,849 10 158 19,081,947 85.78% 16,368,494 0.59 1.41 0.04 -0.86 -14,076,904.84 9,142,482.95 

种鸡

27场 
3,358,137.15 2,009,994.00 95,714 4 158 5,499,204 85.78% 4,717,217 0.59 1.41 0.04 -0.86 -4,056,806.62 1,348,143.15 

种鸡

28场 
3,349,867.66 1,766,436.00 84,116 5 158 6,041,058 85.78% 5,182,020 0.59 1.41 0.04 -0.86 -4,456,537.20 1,583,431.66 

种鸡

29场 
4,464,831.52 2,176,734.00 103,654 5 158 7,444,242 85.78% 6,385,671 0.59 1.41 0.04 -0.86 -5,491,677.06 2,288,097.52 

种鸡 2

场 
2,471,978.04 1,699,677.00 80,937 3 158 3,487,649 85.78% 2,991,705 0.59 1.41 0.04 -0.86 -2,572,866.30 772,301.04 

种鸡

30场 
4,081,191.25 2,049,138.00 97,578 5 158 7,007,875 85.78% 6,011,355 0.59 1.41 0.04 -0.86 -5,169,765.30 2,032,053.25 

种鸡

36场 
4,379,948.39 2,204,685.00 104,985 2 158 3,015,933 85.78% 2,587,067 0.59 1.41 0.04 -0.86 -2,224,877.62 2,175,263.39 

种鸡

38场 
10,050,408.88 2,809,191.00 133,771 8 158 15,371,504 85.78% 13,185,676 0.59 1.41 0.04 -0.86 -11,339,681.36 7,241,217.88 

种鸡

39场 
3,375,544.11 2,438,814.00 116,134 2 158 3,336,213 85.78% 2,861,804 0.59 1.41 0.04 -0.86 -2,461,151.44 936,730.11 

种鸡

41场 
3,443,092.96 2,129,568.00 101,408 3 158 4,369,763 85.78% 3,748,383 0.59 1.41 0.04 -0.86 -3,223,609.38 1,313,524.96 

种鸡 4

场 
8,982,412.30 2,142,924.00 102,044 9 158 13,191,506 85.78% 11,315,674 0.59 1.41 0.04 -0.86 -9,731,479.64 6,839,488.30 



 

种鸡 7

场 
3,598,594.12 1,055,334.00 50,254 8 158 5,774,641 85.78% 4,953,487 0.59 1.41 0.04 -0.86 -4,259,998.82 2,543,260.12 

种鸡 9

场 
2,143,455.22 1,601,019.00 76,239 3 158 3,285,208 85.78% 2,818,051 0.59 1.41 0.04 -0.86 -2,423,523.86 542,436.22 

合计 93,549,895.02 36,294,741.00 1,728,321   158 139,419,186 85.78% 119,593,778 0.59 1.41 0.04 -0.86 -102,850,649.08 57,255,154.02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2 年第 42 号》文件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不得滥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或以此为名少提减值准备。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现

净值一般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公司测算存货跌价准备所使用的资产负债表日鸡苗售价不存在异常情况，基本体

现了当时的存货价值。计提的减值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具有充分性和合理性。 

2015 年末公司按照一贯会计政策足额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3500 万元，2016 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与前期保持一致，遵循

了一贯性原则。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经复核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与前期保持一

致，符合一贯性原则。年审会计师认为民和股份上述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充分、合理。 



 

3、上述股权投资的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以及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的原因、依据和可变现净值的计算过程。 

【回复】 

公司为进入肉鸡养殖行业的上游环节—祖代鸡养殖领域，延伸公司产业链，

使公司产业链更加完整，并增加公司父母代种鸡苗的采购渠道，2012年与山东

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等合资成立安徽民益和种禽养

殖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占30%。 

因安徽民益和种禽养殖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亏损，同时受国外封关及白

羽肉鸡联盟行业去产能因素影响，近期祖代鸡引种受限，其生产基本处于停滞状

态，为盘活资产，提高资金流动性和利用效率，公司将持有的30%参股公司股权

以1,800万元转让给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1月9

日签署生效。 

基于谨慎项原则，公司在2016年度根据长期投资账面余值与协议转让价格

之间的差额计提了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公司依据资产负债表日后签署的协议转让

价格确定可变现净值符合会计准则要求，具有合理性。 

四、报告期内，你公司来自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

为 43.03%，其中来自第一名供应商的采购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19.81%。请说

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是否存在对主要供应商的重大依赖。 

【回复】 

供应商第一名和第二名分别为玉米供应商和豆粕供应商，大宗原料玉米和豆

粕是饲料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占比在80%以上。公司生产的饲料主要用于饲养种

鸡和商品鸡，基本自用。鉴于养殖行业的特殊性，为了保证饲料的质量安全，公

司对玉米和豆粕等原材料的质量和供应商有着严格的要求，不轻易更换。山东为

我国重要玉米种植区域，供应量充足，且公司地处山东烟台蓬莱市，距离我国东

北玉米、豆粕产区海运仅100余公里，交通运输方便，因此公司对玉米和豆粕供

应商不存在重大依赖。 

供应商第三名为父母代种鸡苗供应商，报告期公司父母代种鸡主要向行业排

名第一采购，双方已有二十多年的稳固合作关系，因行业的特殊性，全国祖代鸡

场仅十余家，且主要集中在前几名，从地域远近、产品质量及合作关系考虑，公



 

司选择其为主要供应商，公司对父母代种鸡苗供应商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五、根据年报披露，父母代肉种鸡养殖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在我国，种鸡

饲养的模式主要分为两种：平养与笼养，目前国内大部分养殖企业采用平养方

式，公司则采用全程笼养方式。请对比分析平养和笼养的异同点，并说明笼养

模式存在的风险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肉用种鸡全程笼养及其配套技术为本公司自行研发，获得国家“星火计

划科技成果奖”、公司配套研发的“鸡鲜精液稀释及冻业技术”获得“山东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在国内种鸡饲养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肉种鸡全程笼养技术主要特点如下： 

1、根据种鸡不同的生产时期，设计不同的笼具，实行育雏期、育成期、产

蛋期三阶段全程笼养； 

2、改变传统垫料平养模式，采用多层饲养，使种鸡离开地面，不接触粪便

和垫料，减少粪便污染的机会，种鸡不易发生肠道传染病，特别是避免发生球虫

病，利于疾病的控制。笼养技术提高了肉种鸡的成活率，笼养方式育雏、育成期

的成活率在 97%以上，产蛋期死淘率在 10%以下，各项目指标均优； 

3、笼养采用食槽上料，配备乳头饮水器，保证每只鸡有足够的料位，不会

出现抢食挤压现象，同时减少了饲料的污染和浪费； 

4、采用笼养方式，可使饲养密度提高，土地和房舍利用率提高，节约土建

投资； 

5、笼养便于掌握鸡群的成长发育情况，并可根据种鸡的生长周期调整喂料

量；利于人工限饲，每周抽样称重一次，并根据种鸡的生产情况及时调笼，提高

了鸡群的整齐度和生产性能，使饲养管理更加方便； 

6、笼养公母配比 1:20，而平养必须达到 1:10，少用公鸡，经过选育，有利

于选拨优秀公鸡，使其遗传潜力得到更大的发挥。笼养种鸡采用人工授精，受精

率比平养高 2%—3%。人工授精技术替代了种鸡的自然交配，提高了种鸡受精率，

降低了死胚率，避免了因交配而造成的感染、提高了受精率、杜绝了因输精而带

来的交叉感染、减少种公鸡饲养量、减少非生产性饲料开支。 

存在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1、笼养舍内环境控制难度大。公司根据多年经验积累，设计出适合于笼养

特点的环境控制设备。并在行业内率先组建内部局域网，做到 24 小时全天候监

控，对于鸡舍的温度、湿度、通风、保温，给予全方位的调节控制，为种鸡营造

稳定适宜的生产环境。 

2、由于笼养劳动强度远大于平养，工人招收难度大，培训难度大，公司广

开招工门路，并给予优厚的工资待遇，创造合适的生活环境，同时增强公司老工

人的留职率。积极进行设备改造，增加自动化设备的使用，以降低人工劳动强度。 

六、报告期末，你公司存在对自然人高作岗的其他应收款为 8.26 万元，款

项性质为垫付款，账龄为 2-3 年。请说明上述垫付款的形成原因、长期未收回的

原因，以及是否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回复】 

应收款项形成的原因：自然人高作岗为公司提供运输鸡苗服务，双方签订

了运输合同。2014年 5月 8日高作岗将价值 9.55万元的鸡苗在运往客户途中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整车鸡苗受损，后经采取措施挽回损失 1.29 万元。根据合同

约定，高作岗应承担赔偿损失 8.26万元。 

    公司已经按照相关会计政策对该笔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1.65万元。 

    公司已加大催款力度，力争尽早收回该笔款项。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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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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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你公司存货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采购、验收、仓储、装运出库等方面的设计和执行情况；
	【回复】
	2、请结合产品特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等，说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依据、可变现净值的计算过程，以及以前年度是否足额计提了存货的跌价准备，请年审会计师对此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1)库存种蛋按照2016年度种蛋孵出鸡苗的平均出雏率计算出鸡苗数量，按照2016年12月31日鸡苗销售价格减去估计的孵化费用及销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详细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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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年第42号》文件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不得滥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或以此为名少提减值准备。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一般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公司测算存货跌价准备所使用的资产负债表日鸡苗售价不存在异常情况，基本体现了当时的存货价值。计提的减值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具有充分性和合理性。
	2015年末公司按照一贯会计政策足额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3500万元，2016年度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与前期保持一致，遵循了一贯性原则。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经复核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与前期保持一致，符合一贯性原则。年审会计师认为民和股份上述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充分、合理。
	3、上述股权投资的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以及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原因、依据和可变现净值的计算过程。
	【回复】
	四、报告期内，你公司来自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为43.03%，其中来自第一名供应商的采购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为19.81%。请说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是否存在对主要供应商的重大依赖。
	【回复】
	五、根据年报披露，父母代肉种鸡养殖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在我国，种鸡饲养的模式主要分为两种：平养与笼养，目前国内大部分养殖企业采用平养方式，公司则采用全程笼养方式。请对比分析平养和笼养的异同点，并说明笼养模式存在的风险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2、由于笼养劳动强度远大于平养，工人招收难度大，培训难度大，公司广开招工门路，并给予优厚的工资待遇，创造合适的生活环境，同时增强公司老工人的留职率。积极进行设备改造，增加自动化设备的使用，以降低人工劳动强度。
	六、报告期末，你公司存在对自然人高作岗的其他应收款为8.26万元，款项性质为垫付款，账龄为2-3年。请说明上述垫付款的形成原因、长期未收回的原因，以及是否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回复】
	应收款项形成的原因：自然人高作岗为公司提供运输鸡苗服务，双方签订了运输合同。2014年5月8日高作岗将价值9.55万元的鸡苗在运往客户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整车鸡苗受损，后经采取措施挽回损失1.29万元。根据合同约定，高作岗应承担赔偿损失8.26万元。
	公司已经按照相关会计政策对该笔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1.65万元。
	公司已加大催款力度，力争尽早收回该笔款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