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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年报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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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18日，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429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就事

后审核问询函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经营情况和盈利能力 

1.年报披露，公司发电设备产量继续维持高位、市场订单总体稳定、产品

制造及海外工程进展顺利、研发创新成果显著。但年报同时显示，公司2016年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出现“双降”且近十年来首次出现亏损。其中，营业收入332.86

亿元，同比下滑7.59%；归母净利润-17.84亿元，扣非后净利润-19.83亿元。公

司年报的业务与财务信息披露不一致，且对于公司年度总体经营不佳的原因分

析不足。请公司：（1）补充披露清洁高效发电设备、新能源、水能及环保设备、

工程及服务各板块的具体构成，包括但不限于各类产品的营业收入及占比、营

业成本及占比、毛利率、与上年相比的变化情况；（2）结合上述具体产品的收

入贡献、销量、价格变化等分析收入出现下滑的原因；（3）结合宏观环境、行

业状况及发展趋势、上下游情况及相互关系等，综合分析净利润及扣非后净利

润出现亏损的原因，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重大影响的因素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1） 2016年公司分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及变动情况表： 

分产品 营业收入（元）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较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元） 

营业成本 

占比（%） 

营业成本较 

上年增减（%） 

毛利率 

（%） 

毛利率较上年 

增减（百分点） 

清洁高效发电设备

（火电、燃机、核电

常规岛） 

19,674,428,536.27 59.11 -14.58 16,557,435,538.20 56.55 -14.29 15.84 -0.28 

新能源 

（风电、核电核岛） 
7,936,769,747.08 23.84 73.09 7,179,233,035.00 24.52 79.12 9.54 -3.05 

水能及环保设备（水

电、环保设备） 
1,604,246,497.40 4.82 -38.99 1,672,691,854.29 5.71 -17.84 -4.27 -26.84 

工程及服务 

（工程承包、电站服

务、其他） 

3,892,915,040.98 11.70 -29.51 3,755,143,536.93 12.83 -15.24 3.54 -16.24 

合计 33,108,359,821.73 99.47 -7.44 29,164,503,964.42 99.61 -2.11 11.91 -4.80 

      

（2）2016年度销售量与上年基本持平，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下降7.44%，主要是由于发电设备行业需求减少，市场竞争激烈，发

电设备尤其是水火电产品价格持续下滑，导致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其中占比最高的清洁高效发电设备（营业收入占比近60%）收入同比

下滑14.58%。



 

 

（3）报告期内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332.86 亿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5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7.84 亿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506.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为-19.83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26.77％。 

本公司处于电力装备制造行业，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大型发电成套设备、电

站项目工程承包及服务等。报告期内，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国际能源供

求格局呈现出增长低迷、生产过剩、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等特点；从行业来看，中

国电力需求明显下滑，电力装机容量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发电设备市场需求锐减，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使得水火电发电设备价格持续下滑。 

报告期内业绩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1)本年除新能源板块收入略有增长外，

其他板块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 27.32亿元，

下降 7.59%，导致减少利润约 4.60亿元；(2)由于产品价格下降的原因, 特别是

公司前期承接的风电合同产生较大亏损，尽管公司努力推行“降本增效”，但成

本下降的幅度仍然低于价格下降的幅度，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11.91%，

较上年下降 4.80个百分点，减少利润约 15.91 亿元；（3）公司推进瘦身健体、

提质增效的工作，加大了深化内部改革的力度，根据会计准则计提的辞退福利较

上年增加 4.03亿元。 

 

2、公司各行业板块的成本结构及主要产品的产销量是对投资者决策影响重

大的经营数据。请公司：（1）补充披露分产品的成本结构；（2）补充披露分

产品的生产量、销售量、库存量情况，与上年相比的变化情况。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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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本结构 

 
成本构成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金额（万元） 
占总成本比

例% 
金额（万元） 

占总成本比

例% 

清洁高

效发电

设备 

原材料 1,422,960.35 85.94 1,648,097.23 85.31 

人工成本 73,790.58 4.46 114,336.23 5.92 

其他费用 158,992.62 9.60 169,456.22 8.77 

合计 1,655,743.55 100.00 1,931,889.68 100.00 

新能源 

原材料 558,261.97 77.76 286,131.25 71.39 

人工成本 24,031.22 3.35 24,213.42 6.04 

其他费用 135,630.11 18.89 90,458.93 22.57 

合计 717,923.30 100.00 400,803.60 100.00 

水能及

环保设

备 

原材料 133,209.94 79.64 158,158.23 77.68 

人工成本 11,542.38 6.90 16,705.38 8.21 

其他费用 22,516.87 13.46 28,730.22 14.11 

合计 167,269.19 100.00 203,593.82 100.00 

工程及

服务 

原材料 216,112.84 57.55 250,198.42 56.48 

人工成本 17,152.49 4.57 12,679.06 2.86 

其他费用 142,249.02 37.88 180,146.09 40.66 

合计 375,514.35 100.00 443,023.57 100.00 

 

(2) 产销情况 

   单位  

2016 年 同比增减 

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水轮发电机组 MW 771 875 671 -68.07% -54.55% -13.42% 

汽轮发电机 MW 26976 17146 15340 11.66% -30.65% 178.40% 

风力发电机组 MW 1260 1413 338 -21.15% 51.95% -31.17% 

电站汽轮机 MW 28194 22924 9909 6.88% -6.96% 113.62% 

电站锅炉 MW 21089 21089 0 -8.88% -12.94%   

 

3、年报披露，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净利润分别为439.48万元、-3.46亿元、

-7.23亿元、-7.19亿元，波动较大，二季度后大幅下滑且出现亏损；但年报同

时显示，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542.6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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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30.91亿元、23.21亿元、34.98亿元，均为正数且基本呈现逐月上升的态势。

上述两项财务数据出现较大背离。请公司结合行业情况、经营情况进一步说明：

（1）各季度净利润出现大幅波动且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2）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一季度与后三季度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3）净利润与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出现背离的原因及合理性。（4）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处于电力装备制造行业，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大型发电成套设备、

及电站项目工程承包及服务等。受项目实际生产进度及项目验收时点等影响，公

司营业收入季度间确认不均衡，2016年度各季度净利润出现大幅波动：（单位：

人民币亿元） 

项 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二季度 VS

一季度 

三季度 VS

二季度 

四季度 VS

三季度 

营业收入 92.87 89.32 54.20 96.46 -3.55 -35.12 42.26 

营业成本 83.87 78.22 47.98 82.70 -5.65 -30.24 34.72 

营业毛利 9.00 11.10 6.22 13.76 2.10 -4.88 7.54 

销售费用 2.40 2.70 1.81 7.55 0.30 -0.89 5.74 

管理费用 6.26 8.41 8.23 12.73 2.16 -0.19 4.51 

财务费用 -0.70 -1.84 -1.02 -2.85 -1.14 0.81 -1.83 

资产减值损

失 
0.26 6.28 4.52 3.92 6.02 -1.76 -0.60 

营业利润 0.38 -3.81 -7.72 -8.81 -4.20 -3.90 -1.09 

利润总额 0.54 -3.98 -7.42 -8.58 -4.53 -3.44 -1.16 

净利润 0.16 -3.54 -7.12 -7.10 -3.70 -3.59 0.02 

从上表可以看出： 

1）公司2016年度二季度净利润较一季度减少3.70亿元，主要系二季度实现收

入项目毛利率高于一季度，相应的营业毛利增加2.10亿元；为落实“三去一降一

补”工作任务，公司加大对非正常存货清理力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资产减值损

失增加6.02亿元；以及部分子公司实施员工内退计划、相应的辞退福利增加所致。 

2）公司2016年度三季度净利润较二季度减少3.59亿元，主要系三季度营业收

入减少，相应的营业毛利减少4.88亿元所致。 

3）公司2016年度四季度净利润较三季度增加0.02亿元，主要系四季度营业收

入增加，相应的营业毛利增加7.54亿元；自2016年10月1日起，公司对销售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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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整机按销售收入的3%变更为6%计提质量保证费，及年末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进行复核，对已实现销售、质保期未满项目计提产品质量服务费，销售费用增加

5.74亿元；以及部分子公司实施员工内退计划、相应的辞退福利增加所致。 

（2）公司的产品主要根据业主需求进行定制开发实施，项目执行周期长，项

目根据合同实施进度收款，同时存在提前备料的情况，以及各季度应缴纳增值税

除与当期实现销售收入相关外，还与能够取得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相关，因此

各季度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出现较大波动：（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 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二季度 VS

一季度 

三季度 VS

二季度 

四季度 VS

三季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71.19 102.38 87.25 124.09 31.19 -15.13 36.84 

收到的税费返还 0.74 0.06 0.16 0.23 -0.68 0.10 0.07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3.75 -0.10 4.93 -0.53 -3.85 5.03 -5.46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 
75.68 102.34 92.34 123.79 26.66 -10.00 31.45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55.19 53.84 52.42 69.44 -1.35 -1.42 17.0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6.68 7.20 8.56 12.49 0.52 1.36 3.93 

支付的各项税费 7.67 7.56 5.48 5.39 -0.11 -2.08 -0.09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5.59 2.83 2.66 1.50 -2.76 -0.17 -1.16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 
75.13 71.43 69.12 88.82 -3.70 -2.31 1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0.55 30.91 23.22 34.97 30.36 -7.69 11.75 

从上表可以看出： 

1）公司2016年度二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一季度增加30.36亿

元，主要系二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一季度增加31.19亿元所致。 

2）公司2016年度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二季度减少7.69亿

元，主要系三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二季度减少15.13亿元，收

到的政府补助、利息收入等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5.03亿元，以及支付

的各项税费减少2.08亿元所致。 

3）公司2016年度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三季度增加11.7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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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要系四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三季度增加36.84亿元，收

到的政府补助、利息收入等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5.46亿元，以及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17.02亿元，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增加3.93亿元所致。 

（3）公司2016年度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关系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本年金额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7.59 

加：资产减值准备 14.15 

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10.25 

无形资产摊销、投资性房地产摊销 0.62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0.0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0.05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0.05 

财务费用 -1.18 

投资损失 -2.45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少 -3.18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 -0.08 

存货的减少 64.6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25.31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65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2016年度净利润-17.59亿元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89.65亿元相差107.24亿元，主要系公司为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任

务，加大存货清理力度，存货原值较年初减少64.60亿元，加大对应收款项催收

力度，应收款项余额较年初减少25.31亿元，以及发生资产减值损失14.15亿元所

致。 

(4)会计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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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东方电气2016年度各季度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构

成及变动原因进行检查和了解，并对2016年度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

计算过程进行核实。经检查，我们认为，东方电气2016年度各季度净利润出现大

幅波动且下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一季度与后三季度变动较大、净利

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出现背离符合东方电气实际经营活动和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 

 

二、关于公司成本费用 

4、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产量增加3%，销售量减少7.59%，但库存量减少

21.97%，存货账面价值为198.71亿元，大幅下降70.29亿元，同比减少26.13%。

同时，公司营业收入的降幅为7.59%，而公司营业成本降幅为2.28%，营业成本

与营业收入的下降幅度不匹配。请公司：（1）根据产供销的业务流程具体列示

从期初库存、生产量、销售量变动至期末库存量的计算过程；（2）结合价量变

化、存货结构的变动情况说明本期存货大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3）补充披

露与存货相关的成本费用的归集和结转是否合规、是否与实际业务流程一致;

（4）补充说明营业成本降幅小于营业收入降幅的原因，是否存在少计存货、多

计成本费用的情况。（5）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根据一贯性原则计量期末和期初库存量，即：期末库存=期初库存

+报告期生产量-报告期销售量。 

本公司的产品生产通常按照完工节点来确认产品是否完工（如汽轮发电机以

发电机定子入库做为完工节点），并统计相应整机的产量；当产品出库量达到一

定比例后，计算产品的销售量；已经产出但未达到销售条件的产品作为库存产品。 

2016年公司的产量为水轮发电机组 771MW，汽轮发电机 26976MW，风电机组

1260MW，电站汽轮机 28194MW，电站锅炉 21089MW；销售量为水轮发电机组 875MW，

汽轮发电机 17146MW，风电机组 1413MW，电站汽轮机 22924MW，电站锅炉 21089MW；

期末库存量为水轮发电机组 671MW，汽轮发电机 15340MW，风电机组 338MW，电

站汽轮机 9909MW。 

（2）本报告期，公司为了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任务，加大了非正常

存货的清理力度，努力提高存货使用效率；同时根据同行业水平来看，公司存货

一直处于行业较高水平，在最大限度满足用户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充分预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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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经营状况和发展趋势，通过加强采购计划管理，合理安排生产进度等措施，

积极压降存货，提高存货周转率。公司与存货相关的成本费用的归集和结转均按

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 2016年末存货与 2015年末存货构成比较如下：（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金额 2015年12月31日金额 变动金额 

存货余额 占比 跌价准备 存货余额 占比 跌价准备 存货余额 占比 跌价准备 

原材料(含材料采购) 36.05 15.71% 6.34 35.63 12.12% 3.35 0.42 3.60% 2.99 

自制半成品及在产品 153.49 66.91% 9.71 193.39 65.78% 7.66 -39.91 1.13% 2.05 

库存商品（产成品） 8.16 3.56% 0.76 13.47 4.58% 0.94 -5.31 -1.02% -0.18 

周转材料（包装物、低值

易耗品等） 
0.56 0.24% 0.05 0.53 0.18% 0.03 0.04 0.06% 0.02 

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 31.15 13.58% 13.84 50.99 17.34% 13.04 -19.84 -3.76% 0.80 

合计 229.41 100% 30.70 294.01 100% 25.02 -64.60 0.00% 5.68 

从上表可以看出： 

1）公司 2016 年末存货余额较 2015 年末减少 64.60 亿元，其中自制半成品

及在产品减少 39.91 亿元，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减少 19.84亿元，主要系受发电

设备行业需求减少的影响所致。 

2）公司 2016年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较 2015年末增加 5.68亿元，主要系为

了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任务，公司加大了对非正常存货的清理力度，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3）公司主业为发电设备制造，系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设计开发产品，在产品

及产成品主要系按照订单（具体项目）为成本核算对象归集原材料、人工成本及

制造费用等生产成本，按照产品销售核算收入的项目，在实现销售收入时结转营

业成本，按照建造合同核算收入的项目，根据完工进度确认营业成本。 

   （4）公司2016年度营业成本降幅小于营业收入降幅，主要系近年受发电设备

行业需求减少的影响，产品价格显著下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公司在承接

时或执行中发现项目很可能亏损时计提预计合同损失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在

项目完工时将计提的预计合同损失或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冲减营业成本（除执行

建造合同项目在建造合同完工之前调整资产减值损失外），公司2015年末存货跌

价准备余额25.02亿元较2014年末15.67亿元增加9.35亿元，2015年末存货跌价准

备对2016年度营业成本的影响，大于2014年末存货跌价准备对2015年度营业成本

的影响所致。不存在少计存货、多计成本费用的情况。 



 

 10 

(5)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东方电气在产品和产成品产销存计算表进行检查变动、对东方电气

2016 年末存货变动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东方电气成本归集和结转进行了检查，

并对东方电气收入成本变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东方电气

存货成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存货变动及产销存符合东方电气实际经营情

况，不存在少计存货、多计成本费用的情况。 

 

5.本期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14.98亿元，其中存货跌价损失11.89亿元，是

构成公司本年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历年年报， 2013至2016年公司存货跌

价损失分别4.21亿元、7.44亿元、12.57亿元、11.89亿元，且近两年出现大幅

上升。请公司：（1）补充披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涉及的产品品种、计提依据及

主要考虑；（2）结合近四年跌价准备计提情况，补充披露继前一报告期大幅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后，本期继续大幅计提的合理性，是否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

匹配。（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2016年度、2015年度资产减值损失中，按照产品类别区分的存货

跌价损失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16 年末金额 2015 年末金额 

存货跌价损失 11.89 12.57 

其中：原材料（含材料采购） 3.37 2.42 

自制半成品及在产品 6.19 5.27 

其中：清洁高效发电设备 5.27 4.10 

 新能源 0.81 1.06 

 水能及环保设备   

 工程及服务 0.12 0.12 

库存商品（产成品） 0.11 0.28 

其中：清洁高效发电设备 0.04 0.00 

 新能源 0.01 0.24 

 水能及环保设备 0.06 0.04 

 工程及服务   

周转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 0.03 0.03 

建造合同形成的存货 2.19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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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末金额 2015 年末金额 

其中：清洁高效发电设备 1.41 3.23 

 新能源 0.09 0.17 

 水能及环保设备 0.70 1.16 

 工程及服务 -0.01 0.01 

公司对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原因及依据： 

1）原材料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主要系因产品工艺变更导致前期采购材料

长期积压，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所致，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计提跌

价准备。 

2）自制半成品、在产品和库存商品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主要系受市场竞

争激烈影响，承接的部分项目产品售价低于生产成本，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

成本计提跌价准备。 

3）建造合同项目计提的跌价准备，主要系部分执行建造合同的项目，预计

总成本高于合同收入，按照预计总成本高于合同收入计提跌价准备。 

（2）公司发电设备制造周期长，需要按照生产计划提前备料，备料及生产

过程中受市场变化、项目暂停或停止、原材料价格波动、产品工艺变更等影响，

导致形成非正常存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公司每年对非正常存货进行清理，

对于因各种原因发生减值的非正常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2013度至2016年度资产减值损失中存货跌价损失分别为4.21亿元、7.44

亿元、12.57亿元和11.89 亿元，2015年度和2016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较2013

年度、2014年度大幅增加，主要受近年受发电设备行业需求减少的影响，产品价

格大幅下降，亏损合同较以前年度增多，相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相应增加。 

（3）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东方电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测算过程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内部审批程序进行了检查。我们认为，东方电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合理。 

 

6.年报披露，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7.59%，但销售费用为14.47亿元，同

比上升49.96%，其中产品质量服务费为11.27亿元，同比上升80.24%。年报披露

原因为本集团年末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对已实现销售、质保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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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项目增加产品质量服务费计提所致。同时，公司2016年底进行了会计估计变

更，将风电产品质保金计提比例从3%提高至6%。请公司补充披露：（1）近三年

风电产品质保金的计提情况及其对对应期间净利润的影响；（2）目前风电产品

质保期长度，结合可比公司情况进一步说明本期提高质保金计提比例的依据；

（3）在本年已存在亏损的情况下，是否存在本期多计提费用的情形，请会计师

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近三年风电产品质保金的计提情况及其对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度按照风电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计

提质量保证费用0.70亿元、0.96亿元和2.85亿元，2016年度计提金额较2015年度

增加，主要系2016年风电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较2015年度增加36.91亿元)，以及

自2016年10月1日起质量保证费用的计提比例由3%变更为6%所致。 

 近年来，随着风电合同质保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五年不等，公司风电产

品质保费用逐年增加，在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度因计提的质量保证费用

不足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分别为1.23亿元、2.52亿元和4.20亿元。 

此外，公司2016年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规定，对风电销售

服务费用发生情况进行了清理，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了复核，对已实现销

售、质保期未满的风电产品计提质量保证费用3.89亿元。 

（2）近年来，受风电产品价格下降，尤其是质保期已从两年陆续增加到三

年、五年不等的影响，按照3%计提的产品质量保证费用已不足以支付风电项目在

质保期内发生的费用。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因计提不足而直接列

支的质量保证费用分别为1.23亿元、2.52亿元和4.20亿元。 

同行业如金风科技2015年度营业收入300.62亿元，销售费用中的质量保证费

用19.79亿元，质保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为6.58%；2016年营业收入263.96亿元，

销售费用中的质量保证费用13.48亿元，质保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为5.11%。 

参考同行业以及公司自身质保费用的发生情况，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同意，对

风电产品质量保证费用的计提比例进行会计估计变更，自2016年10月1日起公司

对销售的风电整机按销售收入的3%变更为6%计提质量保证费用。 

（3）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东方电气风电产品合同对质保期的约定进行了检查，对东方电气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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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变更产品质量保证费的测算过程、董事会审批决议等进行了检查，并对同行业

上市公司产品质量保证费计提比例进行了对比分析。我们认为，东方电气风电产

品质量保证费计提比例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不存在多计提费用的情

形。 

 

7.年报披露，长期应付职工薪酬金额为 4.6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19

亿元，同比上升 223.45%，年报解释为主要系本集团本年内退人员增加所致。这

也是公司本年度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公开数据，母公司及主要子公

司需承担费用的离退休职工人数为 13431 人，2016 年该类人员数量为 13523 人，

增加 92 人。请公司：（1）结合离退休职工人数变化、辞退福利计提标准等进

一步说明本年大额计提辞退福利的原因，辞退福利的计算过程；（2）在本年已

存在亏损的情况下，是否存在本期多计提费用的情形，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年报中，母公司及主要子公司为离退休职工需承担费用是指公司为离

退休人员支付的统筹外费用，主要包括离休人员医疗费和离退休人员其他统筹外

费用。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需承担统筹外费用的离退休人员共计人 13523

人，较上年度末增加 92人（均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规定办理退休的人员）。

2016年度公司离退休人员 13523人共发生统筹外费用 5369万元，不在长期应付

职工薪酬中核算，与当年计提的辞退福利费用无关。 

辞退福利是指按国家和公司规定，对内部退养人员按政策计提的相关费用以

及因辞退职工依法支付的经济补偿金。2016 年度，根据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有

关工作要求，公司持续深化劳动用工市场化改革，通过优化组织、调整结构、开

展三定、实施各类政策性离岗休息等措施进行减员分流，公司据实核算每一名内

退人员自内退之月起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需要发生的费用总额并在当年度一

次性计提。全年公司从业人员净减少 3188 人，导致当年计提辞退福利费用较上

年增加，其中需一年以上支付的辞退福利列入长期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 4.62 亿

元，比年初增加 3.19 亿元。 

 （2）会计师意见： 

我们对东方电气 2016 年度内退方案、备案审批程序、内退人员支出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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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进行了检查。我们认为，东方电气对内退人员计提的辞退福利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不存在本年多计提费用的情形。 

三、其他问题 

8.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59.54 亿元，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金额为 210.26 亿元，其中，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占比 39%，账龄在三年以上的

占比 24.7%。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产品披露应收账款的结构及账龄情况，

来自建造合同及销售商品的应收账款的金额及占比；（2）结合建造合同及销售

商品的信用期说明应收账款目前账龄结构是否与信用政策相匹配；（3）年报风

险提示披露，部分电站项目建造进度放缓，公司面临应收账款持续增长、货款

回收难度加大的风险，请公司结合以前年度电站项目建设情况及其他下游客户

经营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补充说明是否足额计提坏账准备。 

     回复： 

（1）因公司行业的特殊性和业务的复杂性，公司在应收账款披露方式上按照

一贯性原则及行业通用的做法，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在附注中区分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款项、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不重

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列示各类应收款项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分

别占应收款项期初余额合计数、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以及对应各类应收款项

的坏账准备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和计提比例。 

（2）公司产品存在制造周期长、按项目进度收款、质保期长及项目建设过

程中不确定因素多（如停建、缓建等）等特点，且存在安装调试后需进一步维修、

更换、调试和最终验收几个阶段，有的项目周期甚至超过十年。公司合同收款主

要分为预收款、投料款、进度款、完工款和质保金。实行商品销售确认的收入项

目，在确认收入时确认应收账款，冲抵预收款后余额列示为应收账款，其应收账

款主要为应收的质保金，也存在部分未按期付款的项目进度款；按建造合同确认

收入的项目，在按项目验收（或付款）节点上确认工程结算和应收账款，冲抵预

收款后余额列示为应收账款，项目实施过程中应收账款为未收到的项目进度款，

项目实施完毕后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的质保金。公司 2016 年末应收账款中质保

金比例大约为 48.59%。根据建造合同及销售商品的信用期来看，公司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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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结构与信用政策是匹配的。 

（3）按照《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目标，到 2020 年煤电装机规模要

控制在 11 亿千瓦以内，“十三五”新增煤电项目将十分有限。从行业竞争来看，

中国“十三五”电力需求增速明显下滑，新增电力设备市场急剧下滑,火电等化

石能源市场需求锐减。 

本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发电公司，根据统计数据，2016 年，煤电企业利润

出现断崖式下跌，五大发电集团煤电利润同比下降 68.6%；2017年，煤电产能过

剩风险显现，燃煤发电企业或面临全面亏损。根据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年报显

示，2012年至 2016 年 5年期间，应收账款呈逐年递增态势。 

综上，本公司年报风险提示披露，部分电站项目建造进度放缓，公司面临应

收账款持续增长、货款回收难度加大的风险是客观的，但公司积极加大收款力度，

近两年应收账款呈下降态势，同时公司按会计政策对相关的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

准备 56.67亿元，占应收账款余额 26.21%，公司认为已充分计提了坏账准备。 

 

9.年报披露，在建工程账面价值由年初的 4.48 亿元减少至 1.08 亿元，其

中转入长期资产金额为 5.59 亿元，和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中由在建工程转入部

分的金额不一致，相差 4498.44 万元。请公司核实勾稽情况，如有错误，请予

以修改，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经公司认真核实相关情况，确认数据及勾稽关系无误。本年从在建工

程转入长期资产金额为 559,259,685.89 元，分别转至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投

资性房地产，金额分别为 509,733,718.25元、4,541,527.23元和 44,984,440.41

元。 

（2）会计师发表意见 

我们对东方电气在建工程本年结转长期资产构成进行了检查。我们认为，东

方电气 2016年在建工程结转长期资产的数据无误。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