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22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7-072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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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 5月 5日收到了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对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6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108 号），现根据问询

函的要求，对深交所关注的相关事项进行回复并披露如下： 

1、2014 年至 2016 年，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

利润”）分别为 0.34 亿元、0.47 亿元和-2.5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2.31 亿元、-2.57 亿元、-2.45 亿元，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34 亿元、2.12 亿元和 8.95 亿元，请结合行业

状况、公司经营、财务情况等详细说明你公司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利润为负、连续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请对你

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并说明你公司为改善主营业务经营业

绩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一）公司 2014年-2016年连续三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情况如下： 

项  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175,803,152.26 2,098,704,939.40 2,158,280,815.05 

营业成本 1,843,220,516.84 1,717,967,546.34 1,653,168,445.84 

营业毛利 332,582,635.42  380,737,393.06  505,112,369.21 



   

毛利率 15.29% 18.14% 23.40% 

期间费用    411,912,273.61     435,368,430.25   368,673,257.47  

资产减值损失    123,698,008.93     170,038,406.56   309,319,691.10  

营业外收支净额    268,725,475.74     321,524,762.14  -15,389,414.35   

净利润    35,322,778.00      53,374,547.52   -257,523,26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33,793,571.17      47,158,057.49    -252,161,594.67  

扣非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 
-230,870,890.62 -256,793,189.52 -244,919,867.05 

2014年公司营业外收支净额 2.69亿元，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数控公司)确认土地收储收益 1.38 亿元、公司及子

公司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马公司)摊销与资产相关的拆迁补

偿 0.51 亿元、收到搬迁补偿款利息补贴 0.31 亿元，均为非经常性损益；2015

年公司营业外收支净额 3.22亿元，主要系齐重数控公司确认土地收储收益 2.15

亿元、公司及浙江天马公司摊销与资产相关的拆迁补偿 0.51 亿元、收到搬迁补

偿款利息补贴 0.26亿元，均为非经常性损益。 

（二）公司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所属行业主要为传统机械制造业，产品细分主要为轴承及机床产品。

2014年-2016年，得益于公司风电轴承行情好转，公司整体轴承毛利率在提高，

营业毛利逐年增加，但机床行业发展持续低迷，最近三年毛利率持续下降。公

司最近三年轴承及机床毛利率情况如下： 

产 品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轴承 17.93 19.73 24.94 

机床 2.05 1.26 -5.28 

公司最近三年轴承毛利率水平有所提高，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机床产品

毛利率逐年下降，尤其是 2016 年已经出现亏损销售，机床产品贡献的营业毛利

逐年下降，2014 年至 2016 年机床产品营业毛利分别为 885.11 万元、355.67 万



   

元和-751.65 万元。2014 年至 2016 年合并层面营业毛利及毛利率分别为

33,258.26万元（15.29%）；38,073.74 万元，（18.14%）；50,511.24，（23.4%）。 

2. 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毛利逐年在提高，但毛利率水平较低，主要系公司所

属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较大，相应的每年的资产折旧成本均较高，较大的侵蚀了

公司的产品利润。公司最近三年各期末固定资产余额及各期计提的固定资产折

旧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末/年度 2015年末/年度 2016年末/年度 

固定资产原值 347,029.00 382,019.38 393,056.99 

折旧计提额 24,513.76 25,524.77 27,205.49 

3. 从公司经营角度，公司最近三年费用规模较大，较大的侵蚀了公司的营

业毛利，尤其是齐重数控公司，在收入及毛利逐年下降的情况下，费用规模虽然

有所下降，但因薪酬等固定支出存在，费用总体规模仍较大。公司及齐重数控公

司 2014年-2016费用发生情况如下： 

(1) 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财务费用        6,658.68        5,171.58       1,680.76 

销售费用 9,547.98 9,457.18 8,861.64 

管理费用 24,984.57 28,908.08 26,324.92 

  合  计 41,191.23 43,536.84 36,867.32 

(2) 齐重数控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财务费用        1,678.50        1,417.44          927.10 

销售费用 4,364.67 4,079.58 2,510.76 



   

管理费用 6,985.61 7,938.30 5,704.79 

  合  计 13,028.78 13,435.32 9,142.65 

4. 2014 年至 2016 年，公司计提了较多的资产减值损失，尤其是受机床行

业不景气影响的齐重数控公司，相关资产产生了较多减值，具体如下： 

(1) 2014 年，齐重数控公司货款回收不理想，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7,124.56 万元；存货周转速度放缓，市场价格下降，存货出现减值迹象，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1,769.61 万元；因机床行业发展低迷，齐重数控公司收购的齐齐

哈尔重型铸造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为负，齐重数控公司收购时形成的商誉

2,764.96万元出现减值迹象，于 2014年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2) 2015 年，齐重数控公司货款回收情况继续恶化，尤其是 3 年以上应收

账款较多，公司补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0,765.44万元；存货周转率进一步下降，

市场价格继续下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762.74万元； 

(3) 2016 年，1)齐重数控公司机床产品出现了亏损销售，且期后销售形势

未见好转，毛利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齐重数控公司补提存货跌价准备 6,627.90

万元；2)因机床行业发展低迷及竞争的加剧，机床投产量下降，导致齐重数控公

司固定资产利用率下降，2016 年计提固定资产跌价准备 2,708.40万元；3)2016

年末，已完成收储的 A-04、A-05 地块尚未收回的土地收储款 59,134.00 万元，

因齐齐哈尔市政府资金紧张，未来收回时间不确定，存在信用风险，齐重数控公

司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10,713.40 万元；4)尚未完成收储的 A-08 地块

上房屋建筑物目前只剩下钢架结构，已不具备使用价值，因 A-08 地块未来收储

时间和预计可回收金额均难以确定，齐重数控公司按照净值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7,930.70万元。 

综合(1)至(3)，齐重数控公司最近三年分别计提相关资产减值损失

11,659.13 万元、14,528.18 万元和 27,980.40 万元，较大的减少了公司最近三

年的营业毛利。 

5. 公司 2014 年至 2016 年主要经营活动未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立足于传统

的轴承及机床行业，在传统机械制造业行业低迷的情况下，公司虽在货款回收、



   

去库存及控制成本方面加强力度，减少资金的占用，但在没有其他新的利润增长

点的情况下，公司实现盈利的难度较大。 

综上，公司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 

（三）连续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原因 

将公司最近三年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净利润 3,532.28 5,337.45 -25,752.33 

  资产减值损失 12,369.80 17,003.84 30,931.97 

  折旧摊销 25,563.29 26,808.82 28,818.37 

  处置资产的损失 -14,681.66 -21,845.63 10,169.33 

  存货的减少 22,282.64 609.43 17,574.79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31,494.93 -8,742.88 28,220.57 

  其他事项合计 -4,180.10 1,999.62 -44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91.32 21,170.65 89,516.44 

2014-2016年，公司连续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主

要受资产减值损失、齐重数控公司土地收储事项以及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影响导

致。 

1. 2014-2016 年，公司连续三年计提了大额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资产减值损

失，详见本回复（二）之所述。 

2. 2014 年和 2015 年，公司处置资产的损失，主要受子公司齐重数控公司

土地收储事项的影响所致。齐重数控公司被收储的土地使用权被划分成 A-05、

A-04、A-08三块地块进行收储，土地收储款分别为 45,000万元、35,134万元、

20,077 万元。A-05、A-04 地块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0 月完成收储，

收储收入减去已发生的收储成本，最终按收储净额 13,841.43 万元、21,547.77

万元，分别计入 2014年度和 2015年度营业外收入，该事项增加了 2014年和 2015

年的净利润，但并未形成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入。截至 2016年 12月，已经收储



   

的两块地块尚未收回的土地收储款为 59,134 万元，预计收回时间不确定，且尚

未完成收储的 A-08 地块，未来收储时间和预计可回收金额均难以确定，齐重数

控公司将原已计入固定资产清理无实物的拆除支出 5,286.73万元结转至 2016年

营业外支出。该事项减少了 2016 年的净利润，但并未形成 2016 年公司的经营性

现金流出。 

3. 公司最近三年行业发展低迷，公司致力于去库存，减少资金占用，最近

三年存货规模逐年下降，减少了经营性现金的付出；同时，公司应收款回收不够

理想，最近三年销售形成的应收账款逐年增长，2016 年随着公司及子公司浙江

天马轴承有限公司共计 4.27 亿元的拆迁补偿款收到，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入较

2014及 2015年大幅增长。 

（四）持续经营能力分析 

公司将在努力保证现有主营业务经营稳定的前提下，根据未来整体战略规

划，实现业务转型，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实现公司的持续发展。 

1、轴承业务和数控机床业务。公司目前的轴承业务和数控机床业务盈利乏

力。公司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优势，努力保证主营业务经营稳定。同时加大市

场开拓力度，通过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库存等手段，实现业绩稳

定发展。 

2、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拟在新拓大数据服务领域，通过两种模式盈

利，一是自建数据库，通过内源头数据分析服务盈利；二是依托开源数据，出售

整合服务而获利。 

3、出售盈利状况不佳的资产。考虑到公司原有的轴承业务和数控机床业务

盈利乏力，公司计划战略收缩轴承业务和数控机床业务的业务规模，并考虑在适

当时机，将出售盈利状况不佳的 资产，以进一步改善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2、你公司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数控”）2015

年和 2016 年净利润分别为-6,014 万元、-45,547 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3.06

亿元、2.22 亿元，请结合该子公司主要产品收入、毛利、费用、非经常性损益

等详细分析齐重数控报告期收入、利润大幅下降且大额亏损的原因。 



   

回复： 

公司之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数控公司)2015 年

至 2016 年利润大幅下降且大额亏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齐重数控公司受整

体经济环境的影响，机床产品利润下滑，2016 年出现亏损销售，二是土地收储

事项导致齐重数控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损失和确认大额非经常性损益导致。齐

重数控公司 2015年、2016年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 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1.营业收入 305,687,982.85   221,715,370.20  

2.毛利  3,983,294.89   -12,319,801.90  

3.期间费用 134,353,210.32   91,426,483.23  

4.资产减值损失 145,281,797.62   275,349,203.92  

5.营业外收支净额 222,914,994.57   -73,184,821.51  

6.净利润 -60,139,202.15  -455,473,663.85  

（一）营业收入和毛利 

2015年和2016年齐重数控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06亿元、2.22亿元，毛利分

别为398万元和-1,232万元，特别是2016年，机床产品已出现毛利红字，主要受

机床产品市场环境影响导致。2015年和2016年机床产品营业收入分别为2.82亿元

和2.10亿元，毛利率分别为1.26%和-5.28%，受市场环境影响，机床产品利润下

滑。齐重数控公司近两年主要销售常规型号的小尺寸机床，加上市场竞争激烈，

单位售价较低。齐重数控公司为了提高销量，在维持原有价格体系的同时，适当

的降低了某些型号机床的销售单价，导致出现亏损销售。除了机床产品销售结构

和销售价格受市场环境影响外，齐重数控公司销售策略和生产计划也受到市场环

境的一定影响。一方面，公司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消化库存，调整了销售策

略，部分型号机床亏本销售；另一方面，考虑到传统机床行业未来市场环境仍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调整了生产计划，减少了投产量，但是固定人工、设备折旧费

用仍在发生，导致单位机床分摊的工费较上年增加，平均单位成本上升，造成2016

年机床产品的毛利率出现了红字。毛利红字是齐重数控2016年利润下降且出现大



   

额亏损的原因之一。 

（二）期间费用 

2015年和2016年齐重数控公司期间费用分别为1.34亿元和9,142.65万元，期

间费用率分别为43,95%和41.24%，齐重数控公司2016年费用发生规模较2015年有

所下降，但两年变动不大，2016年仍处于较高水平。在2016年营业收入及营业利

润下滑情况下，居高不下的费用率水平也是造成齐重数控公司2016年利润下降且

出现大额亏损的原因之一。 

（三）资产减值损失 

2015年和2016年，齐重数控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分别高达1.45亿元和

2.75亿元，主要系应收款项计提大额坏账准备以及存货和固定资产出现减值迹

象，计提大额的跌价准备导致。两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具体明细如下： 

项  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坏账准备 107,654,409.51  100,679,236.00 

存货跌价准备  37,627,388.11  66,278,984.38 

固定资产跌价准备  106,390,983.54 

小  计 145,281,797.62 275,349,203.92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2015年末，受经济形势的影响，齐重数控公司应收账款收回情况不理想，尚

未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较大，且大部分账龄超过2年，齐重数控公司按照账龄分

析法计提坏账准备10,926.28万元。2016年末，齐重数控公司应收账款无需补提

坏账准备，但2014年和2015年已完成收储工作的A-05、A-04地块的收储款，截至

2016年末，仍有59,134万元尚未收回，未来何时收回不确定，存在信用风险，齐

重数控公司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10,713.40万元。土地收储款2016年计

提坏账准备，是导致齐重数控公司2016年利润下降且出现大额亏损的原因之一。 

2.存货跌价准备 

2015年，齐重数控公司机床产品市场销售形势不好，部分产品亏损销售，同

时部分原材料和在产品出现预计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金额的减值迹象，齐重数控



   

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762.74万元。 

2016年，齐重数控公司机床产品出现了亏损销售，平均毛利率为-5.28%，且

期后齐重数控机床销售形势进一步恶化，毛利率持续下降，齐重数控公司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6,627.90万元。2016年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导致齐重数控公司

2016年利润下降且出现大额亏损的原因之一。 

3.固定资产减值 

2016年末，考虑到尚未收储的A-08地块未来收储时间和预计可回收金额均难

以确定，且原已计入划分为持有代售资产的房屋建筑物目前只剩下钢架结构，已

不具备使用价值，基于谨慎性原则，齐重数控公司按照净值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7,930.70万元。另外，期末设备类资产经过减值测试，也存在减值迹象，计提

减值准备2,708.40万元。该等事项是导致齐重数控公司2016年利润下降且出现大

额亏损的原因之一。 

（四）非经常性损益 

齐重数控公司2015年和2016年计入营业外收支的事项主要是土地收储以及

固定资产清理。2015年，齐重数控公司完成A-04地块的收储工作，土地收储款减

去已发生的收储成本，最终按净额21,547.77万元计入2015年营业外收入。2016

年，齐重数控公司未完成A-08地块的收储工作，且未来收储时间和预计可回收金

额难以确定，基于谨慎性原则，齐重数控公司将原已计入固定资产清理无实物的

拆除支出5,286.73万元结转至2016年营业外支出。另外，齐重数控公司在2016

年报废了部分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并按照账面净值3,070.79万元计入2016年营

业外支出3,070.79万元，也影响了2016年非经常性损益。 

综上(一)至(四)，齐重数控公司 2016 年因行业不景气导致营业收入下降且

出现毛利亏损，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费用发生水平居高不下且因土地收储事项

和资产处置导致较大的非经常性亏损的情况下，齐重数控公司 2016 年利润出现

了大幅下降且出现大额亏损。 

3、你公司预计 2017年向关联方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精密”）购买和销售商品发生额分别为 4 亿、1.2 亿，成都精密 2016 年为你公



   

司子公司，2017 年 3月，你公司披露将成都精密的股权转让。2016 年度，成都

精密与你公司未发生业务往来，请说明你公司预计 2017年与成都精密关联交易

大幅增加，且同时发生购买和销售业务的原因及必要性。 

回复： 

基于公司未来业务转型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公司现有的轴承业务盈利乏力，

公司计划战略收缩轴承业务规模。但是不增加投资与改装设备就意味着现有轴承

业务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因此为应对未来轴承市场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挑战，公司

于 2017 年 3 月将成都精密整体置出。成都精密未来将通过投资与改装设备系统

的组合调整产品结构，实现技术与原材料的升级改造。正是基于上述背景，考虑

到资源整合的需要，公司计划 2017 年度通过关联购销业务保证公司轴承业务线

的升级改造与持续稳定发展。2017 年计划向成都精密采购热处理件约 4 亿，同

时计划将余废材料约 1.2亿销售给成都精密。 

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交

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关联方利用关

联交易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4、报告期末，子公司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账面价值约 4.75 亿元的年产

2200 万套精密轴承、300 台精密数控机床建设项目厂房尚未办妥产权证书，你

公司在 2013 年年报中披露，2013 年末相关产权证书按照流程已在办理过程中。

请说明相关产权证书截至目前尚未办理完毕的原因、预计办毕时间、办理是否

存在障碍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回复： 

公司早在 2010 年制定公司十三五发展规划时，就将企业的中长期发展和结

合城市建设布局，以及本企业所处位置等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且将杭州本部

外迁搬移等一并筹划。选择在浙江德清县建设天马产业园，该园规划 840亩，项

目名称为《年产 2200 万套精密轴承、300 台精密数控机床项目》该项目经湖州

市经信委立项备案，且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通过德清县规划设计方案论证，于

2011 年 4 月 1 日德清县人民政府同意提前介入形式开建，并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动工。最早开建的厂房于 2013 年底投入试运行，现已投入正常生产。但该项

目的产权证至今尚在办理之中，主要原因如下： 

（一）本项目规划用地 839 亩，规划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至今为止分期

分批供地 14批次，已供 720亩，已建 32.7万平方米。尚余 120 余亩供地未到位

和 12.3 万平方米待建。致使导致项目不能及时竣工验收，故导致产权证无法及

时办理。 

（二）本项目规模较大，当地政府可用于建设用地指标比较紧张，故不能及

时供地，拖延了企业建设步伐。同时，政府在极其紧张的用地指标中已经供给本

公司 720亩用地已实属不易，已给企业极大的支持，没有影响企业的发展进程。 

（三）我司一直与当地相关部门沟通磋商，能否将已建项目先申请办理产权

证，除上述因素外，政府部门和企业也正在积极想办法，争取早日办结产权证。

截至目前已建项目资料，材料齐全，只要通过竣工验收后，就可办理产权登记。

可望在 2017年底前办理完已建项目产房的产权证。 

（四）产权证办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不存在重大障碍或对公司产生任何不

利影响。 

5、报告期末，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为 8,386 万元。请你公司说

明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依据以及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 2016年末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8,385.58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7,054.17 1,200.19 

递延收益 392.48 58.87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7,359.32 1,605.59 

搬迁补偿 35,495.14 5,520.93 

  合  计 50,301.11 8,385.58 

 



   

二、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依据以及合理性 

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

(以下简称所得税准则)，根据所得税准则相关规定，公司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核算所得税，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确认资产负债表中除递延所

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的其他资产和负债项目的账面价值，并按照所得

税准则中对于资产和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方法，以适用的税收法规为基础，确定

资产负债表中有关资产、负债项目的计税基础。对于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

税基础之间存在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照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确认资产负债表

日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应有余额。同时，根据所得税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以未来

期间很可能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2016年末公司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说明如下： 

（一）资产减值准备 

2016 年末，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等

资产按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但根据税收法规规定，

公司在计算交纳所得税时，计提的上述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不允许税前扣除，2016

年末公司上述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产生了差异。公司对未来期间很可

能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上述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纳税主体(公司及

部分子公司)，按照其适用的税率对该等纳税主体 2016年末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纳税主体 
资产减值准备 

    余额 

适用所得税 

税率 

递延所得税资产 

  余额 

天马股份公司 696.37 25% 174.09 

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 4,929.94 15% 739.49 

其他子公司 1,427.86 15%、25% 286.61 

  合  计 7,054.17  1,200.19 

 (二)递延收益 



   

2016 年公司之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马公司)

收到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补助款。该补助款与成都天马公司购建资产相关，应在

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截至 2016年末尚未摊销完毕余额 392.48万元，

列示 2016年递延收益科目。根据税收法规相关规定，成都天马公司应于 2016年

收到补助款时计缴相关企业所得税，递延收益在以后期间分期摊销转入营业外收

入时由成都天马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递延收益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产

生的上述差异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成都天马公司按照适用税率 15%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 58.87万元。 

 (三)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公司 2016年存在集团内部交易，且未在 2016年全部实现对外销售，存货余

额中包括内部销售毛利，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予以

了抵消，根据税收法规相关规定，该部分内部销售毛利，在未来期间存货对外销

售时，可以减少未来期间的应交所得税。存货内部销售毛利导致存货 2016 年末

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产生差异，公司按照内部销售毛利未来实现主体及对应

的所得税税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如下： 

单位：万元 

纳税主体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适用所得税税率 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 

天马股份公司 4,947.95 25% 1,236.99 

其他子公司 2,411.37 15%、25% 368.60 

  合  计 7,359.32  1,605.59 

 (四) 搬迁补偿 

2016 年末，公司因拆迁补偿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系公司及子公司浙江天马

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马公司)2013年整体搬迁事项形成： 

1.2013 年，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对天马股份公司座落于杭州市

石祥路 208号的土地及房屋建筑物实施收储。补偿款总额 63,220.28 万元扣除各

项搬迁支出后余额 47,897.90 万元公司用于异地资产重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该余额应在相关资产使用年限内平均分摊，截至 2016 年末尚未摊销完毕余



   

额 33,528.53 万元，列示财务报表递延收益科目。该补偿款余额公司已于 2013

年按照当年适用税率 15%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税收法规相关规定，递延收益在

未来期间摊销转入营业外收入时由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递延收益账面价值

与计税基础之间产生的上述差异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公司按照适用税率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29.28万元； 

2.2013年，根据浙江天马公司与德清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协议书》，

浙江天马公司整体搬迁至德清天马产业园。补偿款总额 11,718.00 万元扣除各项

搬迁支出后余额 3,025.55 万元用于异地资产重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该

余额应在相关资产使用年限内平均分摊，截至 2016 年末尚未摊销完毕余额

1,966.61 万元，列示财务报表递延收益科目。该补偿款余额浙江天马公司已于

2013年按照当年适用税率 25%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税收法规相关规定，递延收

益在未来期间摊销转入营业外收入时由浙江天马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递延

收益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产生的上述差异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浙江天马

公司按照适用税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491.65万元。 

公司 2016 年末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纳税主体为公司及主要盈利型子公

司，如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等。该等公司主要经

营活动为轴承的产销，最近三年轴承综合毛利率逐年上升(详见问题一回复所

述），轴承业务营业毛利贡献能力逐年增长。基于此公司判断未来有足够应纳税

所得额用来抵扣此部分暂时性差异。 

综上，公司根据所得税准则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按照适用税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合理。 

 

年审会计师意见： 

一、公司 2016年末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8,385.58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7,054.17 1,200.19 



   

递延收益 392.48 58.87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7,359.32 1,605.59 

搬迁补偿 35,495.14 5,520.93 

  合  计 50,301.11 8,385.58 

 

二、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依据以及合理性 

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

(以下简称所得税准则)，根据所得税准则相关规定，公司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核算所得税，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确认资产负债表中除递延所

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的其他资产和负债项目的账面价值，并按照所得

税准则中对于资产和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方法，以适用的税收法规为基础，确定

资产负债表中有关资产、负债项目的计税基础。对于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

税基础之间存在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照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确认资产负债表

日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应有余额。同时，根据所得税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以未来

期间很可能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2016年末公司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说明如下： 

（一）资产减值准备 

2016 年末，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等

资产按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但根据税收法规规定，

公司在计算交纳所得税时，计提的上述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不允许税前扣除，2016

年末公司上述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产生了差异。公司对未来期间很可

能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上述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纳税主体(公司及

部分子公司)，按照其适用的税率对该等纳税主体 2016年末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纳税主体 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适用所得税税率 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 



   

天马股份公司 696.37 25% 174.09 

成都天马铁路轴

承有限公司 
4,929.94 15% 739.49 

其他子公司 1,427.86 15%、25% 286.61 

  合  计 7,054.17  1,200.19 

 （二）递延收益 

2016 年公司之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马公司)

收到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补助款。该补助款与成都天马公司购建资产相关，应在

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截至 2016年末尚未摊销完毕余额 392.48万元，

列示 2016年递延收益科目。根据税收法规相关规定，成都天马公司应于 2016年

收到补助款时计缴相关企业所得税，递延收益在以后期间分期摊销转入营业外收

入时由成都天马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递延收益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产

生的上述差异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成都天马公司按照适用税率 15%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 58.87万元。 

 （三）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公司 2016年存在集团内部交易，且未在 2016年全部实现对外销售，存货余

额中包括内部销售毛利，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予以

了抵消，根据税收法规相关规定，该部分内部销售毛利，在未来期间存货对外销

售时，可以减少未来期间的应交所得税。存货内部销售毛利导致存货 2016 年末

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产生差异，公司按照内部销售毛利未来实现主体及对应

的所得税税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如下： 

 

单位：万元 

纳税主体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适用所得税税率 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 

天马股份公司 4,947.95 25% 1,236.99 

其他子公司 2,411.37 15%、25% 368.60 



   

  合  计 7,359.32  1,605.59 

 （四）搬迁补偿 

2016 年末，公司因拆迁补偿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系公司及子公司浙江天马

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马公司)2013年整体搬迁事项形成： 

1.2013 年，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对天马股份公司座落于杭州市

石祥路 208号的土地及房屋建筑物实施收储。补偿款总额 63,220.28 万元扣除各

项搬迁支出后余额 47,897.90 万元公司用于异地资产重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该余额应在相关资产使用年限内平均分摊，截至 2016 年末尚未摊销完毕余

额 33,528.53 万元，列示财务报表递延收益科目。该补偿款余额公司已于 2013

年按照当年适用税率 15%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税收法规相关规定，递延收益在

未来期间摊销转入营业外收入时由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递延收益账面价值

与计税基础之间产生的上述差异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公司按照适用税率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29.28万元； 

2.2013年，根据浙江天马公司与德清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协议书》，

浙江天马公司整体搬迁至德清天马产业园。补偿款总额 11,718.00 万元扣除各项

搬迁支出后余额 3,025.55 万元用于异地资产重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该

余额应在相关资产使用年限内平均分摊，截至 2016 年末尚未摊销完毕余额

1,966.61 万元，列示财务报表递延收益科目。该补偿款余额浙江天马公司已于

2013年按照当年适用税率 25%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税收法规相关规定，递延收

益在未来期间摊销转入营业外收入时由浙江天马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递延

收益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产生的上述差异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浙江天马

公司按照适用税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491.65万元。 

综上，公司根据所得税准则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按照适用税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合理。 

我们对公司 2016年末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一）取得并检查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算表、计提资产减值依据的各项评估

报告等资料，并根据公司制定的会计政策复算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取得公司



   

2016 年度所得税计算表，核实公司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未在应纳税所得额

中予以扣除； 

（二）对于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取得补助文件、银行进账单，公司所

得税计算表，核实公司已在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时计缴了企业所得税； 

（三）取得 2016 年公司内部交易明细表及未实现利润计算表，检查公司内

部交易原始凭证，复算公司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核实期末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

以及相应的未实现纳税主体； 

（四）对于拆迁补偿产生的暂时性差异：1.取得公司与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

革和经济局、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上塘分指挥部签订的《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2.取得浙江天马公司与德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书》；

3.取得公司及浙江天马公司收到拆迁补偿款的银行进账单；4.取得公司及浙江天

马公司 2013 年所得税汇算清缴资料；5.取得公司及浙江天马公司缴纳搬迁收益

所得税之后各期的所得税计算表。经核实，截至 2016 年末，公司及浙江天马公

司搬迁损益已全部在 2013 年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尚待以后年度逐年结转营业外

收入的搬迁损益余额 35,495.14 万元按照适用税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5,520.93万元； 

（五）对 2016 年末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判断各纳税主

体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因 2016 年末资产、负债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差

异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于 2016 年末依据所得税准则相关规定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余额 8,385.58万元合理。 

6、报告期你公司收到拆迁补偿欠款利息补贴 905 万元以及 2014 年有效投

入、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等项目奖励 499 万元，请说明上述政府补助收到的时

间、原因，是否达到信息披露标准，以及是否及时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一、拆迁补偿欠款利息补贴收到的时间和原因 

公司于 2016年收到搬迁补偿款欠款利息 905万元，其中，公司收到 823.66



   

万元，子公司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马公司）收到 81.62万元，

具体收到的时间和原因说明如下： 

（一）天马股份公司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 590 号）、《浙江

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若干意见》（浙政发

〔2011〕57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的若干意见》（杭政〔2011〕40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

房〔2011〕77 号）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2013 年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

革和经济局对天马股份公司座落于杭州市石祥路 208 号的土地及房屋建筑物实

施收储。 

2013 年 9 月 27 日，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

改造指挥部上塘分指挥部和天马股份公司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天马股

份公司被收储范围的土地、厂房及其不能搬迁的附属设施等资产的补偿总额为

63,220.28万元。根据协议规定，补偿款应于房屋全部腾空后分两次支付，第一

次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之前支付 1 亿元，第二笔补偿款于 2014 年 1 月 30 日之

前支付 5.32 亿元。若逾期支付，从逾期之日起，每逾期一天，应按照银行一年

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补偿款利息补贴。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收到搬

迁补偿款 29,000万元，公司在 2016年收到剩余的全部搬迁补偿款 34,220.28万

元。因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上塘分

指挥部补偿款支付出现逾期，故按照协议规定，支付公司逾期利息补贴。公司在

2016 年 3 月 30 日收到利息补贴 359.17 万元，2016 年 6 月 30 日收到利息补贴

352.25万元，2016年 9月 14 日收到利息补贴 112.24万元，2016年共计收到利

息补贴 823.66万元。 

（二）浙江天马公司 

根据浙江天马公司与德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书》，浙江天

马公司整体搬迁至德清县临杭工业区天马产业园,浙江德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支付各项搬迁补偿合计 11,718.00 万元，根据协议，补偿款具体支付进度如



   

下：协议签订后即刻支付 500 万元，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5,359 万元，剩

余款项于公司腾空交接之日起两个月内全部付清，若逾期未付清，每逾期一日，

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补偿款利息补贴。搬迁工作已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完成，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已收到搬迁补偿款 3,218万元，尚

未收到的搬迁补偿款为 8,500 万元。因德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补偿款支付

出现逾期，故按照协议规定，支付浙江天马公司利息补贴。浙江天马公司于 2016

年 3月 28日收到利息补贴 81.62 万元。 

二、2014 年有效投入、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等项目奖励 

根据德清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德清县财政局德经信发〔2015〕47 号文

件，2016 年 2 月 5 日子公司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收到德清县财政局技术改造

项目奖励款 498.72万元。 

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十一章“11.11.4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披露：（十四）获得大额

政府补贴等额外收益或者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重大影响”，公司理解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 50%以上。 2015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

7,555,120,854.9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50,753,304.61 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13,029.27 元。上述每次拆迁补偿欠款利息补

贴、奖励款均未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产、净资产、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以上，即 3,777,560,427.50元、2,375,376,652.31 元、

23,606,514.64 元以上，且对公司 2016 年度当期利润无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

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故公司未披露。 

7、在你公司现金流量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报

告期，你公司收到征地补偿款 4.27 亿元，请说明具体明细、相关土地补偿的情

况、会计处理以及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一、公司 2016年收到征地补偿款明细 



   

公司 2016年收到的征地补偿款 4.27亿元，包括公司收到杭州市拱墅区城中

村改造指挥部上塘分指挥部支付的征地补偿款 34,220.28 万元和子公司浙江天

马轴承有限公司收到的浙江德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支付的征地补偿款8,500

万元。 

二、相关土地补偿情况 

（一）天马股份公司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 590 号）、《浙江

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若干意见》（浙政发

〔2011〕57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的若干意见》（杭政〔2011〕40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

房〔2011〕77 号）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2013 年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

革和经济局对天马股份公司座落于杭州市石祥路 208 号的土地及房屋建筑物实

施收储。 

2013 年 9 月 27 日，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

改造指挥部上塘分指挥部和天马股份公司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天马股

份公司被收储范围的土地、厂房及其不能搬迁的附属设施等资产的补偿总额为

63,220.28万元。主要补偿范围为：房屋补偿、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非住宅

搬迁补助费、土地使用权补偿、设备设施及停车停业等损失补偿。 

根据协议规定，补偿金额分两次支付，第一次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之前支

付 1 亿元，第二笔补偿款于 2014 年 1 月 30 日之前支付 5.32 亿元。天马股份公

司实际于 2013年、2014年、2015 年、2016年分别收到补偿款 10,000.00万元、

9,000.00 万元、10,000.00 万元和 34,220.28 万元，截至 2016 年末搬迁补偿款

已全部收到。 

(二) 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 

根据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马公司）与浙江德清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协议书》，浙江天马公司整体搬迁至德清县临杭工业区天

马产业园,浙江德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支付各项搬迁补偿合计 11,718.00 万



   

元，主要补偿范围为：房屋补偿、土地使用权补偿、职工安置补偿、设备设施及

停产停业等损失补偿。 

根据协议规定，补偿金额分期支付，协议签订后即刻支付 500万元，第二期

于 2013年 3月 31日前支付 5,359 万元，剩余款项于公司腾空交接之日起两个月

内全部付清。浙江天马公司于 2013年、2015年、2016年分别收到补偿款 2,218

万元、1,000万元和 8,500万元。截至 2016年末搬迁补偿款已全部收到。 

三、相关会计处理  

结合业务性质、合同条款及交易目的，本次搬迁事项涉及公司及浙江天马公

司新生产基地德清天马产业园相关资产的购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及浙江天马公司将搬迁补偿款总额计入递延收益，对弥补搬迁费用、搬迁资

产净损失部分自递延收益转入营业外收入，剩余用于补偿异地新生产基地资产购

建部分，暂挂递延收益，并按照购建资产综合使用年限 10 年进行摊销。具体会

计处理如下： 

（一） 公司 

1.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搬迁相关合同义务已经完成，公司在 2013

年将搬迁补偿款 63,220.28万元计入递延收益，对收到的搬迁补偿款 1亿元计入

银行存款，暂未收到的搬迁补偿款 53,220.28 万元计入其他应收款。公司 2014

年、2015年、2016年分别收到补偿款 9,000.00万元、10,000.00 万元、34,220.28

万元，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搬迁补偿款已全部收到； 

2.公司本部 2013 年搬迁完成，发生搬迁支出 15,184.12 万元，其中，搬迁

资产净损失 9,706.95万元，支付给员工的经济补偿 5,041.11 万元，搬迁运输费

等相关费用 436.06 万元。公司本部将搬迁补偿款中弥补上述搬迁支出部分自递

延收益转入 2013年营业外收入；子公司杭州天马轴承有限公司 2013年因搬迁决

定注销，补偿款 138.26万元自递延收益转入 2013年营业外收入； 

3.2013年-2015年，公司各年末暂未收到计入其他应收款的搬迁补偿款余额

分别为 53,220.28 万元、44,220.28 万元、34,220.28 万元。上述未收款项付款

单位系当地政府机关，因资金规划问题，未能及时支付剩余款项。期末公司对其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现存在减值迹象，各期末未计提坏账准备；  

4.公司本部搬迁补偿款扣除弥补搬迁支出后余额 47,897.90 万元，用于补偿

异地新生产基地德清天马产业园相关资产的购建，自 2014 年开始按照资产综合

使用年限 10年逐年摊销，每年摊销金额 4,789.79万元，由递延收益转入各期营

业外收入（政府补助），其中 2014 年、2015年、2016年各摊销 4,789.79万元。 

（二）浙江天马公司 

1.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浙江天马公司搬迁相关合同义务已经完成，浙江

天马公司在 2013 年将搬迁补偿款 11,718.00 万元计入递延收益，对收到的搬迁

补偿款 2,218.00万元计入银行存款，暂未收到的搬迁补偿款 9,500.00万元计入

其他应收款。浙江天马公司 2015 年、2016 年分别收到补偿款 1,000.00 万元、

8,500.00万元，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搬迁补偿款已全部收到；  

2.浙江天马公司 2013年搬迁完成，发生搬迁支出 8,692.45 万元，其中，搬

迁资产净损失 8,382.15万元，支付给员工的经济补偿 310.30 万元。浙江天马公

司将搬迁补偿款中弥补上述搬迁支出部分自递延收益转入 2013 年营业外收入；  

3.2013年-2015年，浙江天马公司各年末暂未收到计入其他应收款的搬迁补

偿款余额分别为 9,500.00万元、9,500.00万元、8,500.00万元。上述未收款项

付款单位系当地政府机关，因资金规划问题，未能及时支付剩余款项。期末浙江

天马公司对其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未发现存在减值迹象，各期末未计提坏账准备；  

4.浙江天马公司搬迁补偿款扣除弥补搬迁支出后余额 3,025.55 万元，用于

补偿异地新生产基地德清天马产业园相关资产的购建，自 2013 年 7 月开始按照

资产综合使用年限 10年逐年摊销，每年摊销金额 302.55万元，由递延收益转入

各期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其中 2013 年摊销 151.28 万元，2014 年、2015

年、2016年各摊销 302.55万元。 

四、审批程序 

2013年 9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同意公

司就杭州总部生产基地整体搬迁事项与杭州市拱墅区发展改革和经济局签署《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刊登了《关于签订搬迁补偿协议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3-020）。2014 年 1 月 2 日刊登了《关于本部搬迁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3-025）。 

五、信息披露 

2016年 6月 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

了《关于收到搬迁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4），于 2016年 6月 27日

收到杭州市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上塘分指挥部搬迁补偿款 5,000万元；2016

年 8月 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了《关于收

到搬迁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6），于 2016 年 8 月 3 日收到杭州市

拱墅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上塘分指挥部搬迁补偿款 27,700万元。 

上述每次拆迁补偿欠款利息补贴、奖励款均未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总资产、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以上，即

3,777,560,427.50 元、2,375,376,652.31 元、23,606,514.64 元以上，且对公

司 2016 年度当期利润无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故公司未

披露。 

公司 2016年 1月收到补偿款 1,520万元；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 2016年 1

月收到补偿款 3,500 万元，7 月收到补偿款 3,000 万元，8 月收到 2,000 万元,

合计 8,500万元。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十一章“11.11.4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披露：

（十四）获得大额政府补贴等额外收益或者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

权益或者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重大影响”，公司理解为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 50%以上。2015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7,555,120,854.9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50,753,304.61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13,029.27元。上述补偿款均未达到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产、净资产的 50％以上，即 3,777,560,427.50 元、

2,375,376,652.31元。2016年1月收到补偿款3,500万元与7月收到补偿款3,000



   

万元虽超过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0%即 23,606,514.64元以上，但

对公司 2016 年度当期利润无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故公

司未披露。 

8、你公司现金流量表显示，报告期支付、收回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保证金分别为 2.84 亿元、3.08 亿元，分别较上年增加 395%、1,047%，请说明

上述保证金的形成原因以及报告期支付、收回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保证金

的发生额较上年增幅较大的原因。 

回复： 

公司 2015年及 2016年支付、收回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保证金均系银

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形成原因系公司根据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需求，与银行签订票据承兑协议，根据协议，在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时在保证金账

户缴存的保证金，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公司支付时，相应保证金转回公司。2015

年及 2016年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支付及收回情况如下： 

项  目 2016 年 2015 年 变化百分比(%) 

支付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保证金 
284,385,834.01 57,500,154.29 394.58 

收回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保证金 
308,524,396.01 26,890,682.68 1,047.33 

公司 2016年支付、收回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保证金较上年增加较大，

主要系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马公司)2016年收到

的大面额银行承兑汇票较 2015 年增加明显，为增加票据使用灵活性，成都天马

公司将大面额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给银行，并开具小面额的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的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银行自动托收并转存成都天马公司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作为

已开立的小面额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成都天马公司支付

时，保证金相应转回公司。成都天马公司 2015年、2016年支付、收回不属于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保证金情况如下： 

  项  目 2016 年 2015 年 



   

支付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保证金 280,188,661.44 28,977,467.00 

收回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保证金 286,880,898.44 14,076,314.20 

9、你公司 2016 年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2016 年，你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63 亿元，截至 2016 年 12月

31 日，母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1.8亿元，请结合公司业绩、资金需求、

发展规划等，说明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 

回复：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母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179,985,512.76

元，但 2016年度合并报表层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52,161,594.67

元，为保障子公司正常运营，同时考虑到公司已经对外披露的投资计划，本年度

暂不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章程》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条件如下：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在满足相关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未来三年（2015 年-201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1）利润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

利；在具备现金分红条件时，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向投资者进行利润分

配。 

（2）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  

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且审计机构对当年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并保证公司正常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

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且

连续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根据公司已经披露的公告，公司设立北京星河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

册资本 5亿元，为认缴出资；拟由全资孙公司北京星河之光投资者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 1亿元对上海峰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增资，参与设立天马诚合互

联网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并购基金、设立星河恒天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并购基金、设立浙商产融投资基金、对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6.4

亿元。上述合计金额 33.4亿元。 

出于未来整体战略规划和业务转型的需要，在保证公司正常和长期发展的

前提下，公司将在原有轴承业务和数控机床业务经营稳定的基础上，开辟新的利

润增长点，逐步开展互联网创业服务开放平台业务，即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集成众多服务机构，向包括创业企业在内的中小微企业提供

一站式的企业 SaaS 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大数据服务

平台和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商业平台。 

综上，为保障公司发展所需资金，公司 2016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符合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 

10、你公司在年报报告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披露，报告期末前十大股东

之间以及前十大流通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实际控制人马兴法是沈高伟、陈

建冬的姑父，是马全法的弟弟。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徐茂栋，请你

公司对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信息披露予以核查。 

回复：经核查，报告期末前十大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大流通股东与前十名股东

之间，实际控制人马兴法是沈高伟、陈建冬的姑父，是马全法的弟弟。披露有误。

应为马兴法是沈高伟、陈建冬的姑父，是马全法的弟弟。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与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天马轴承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天马集团将其持有

的公司 356,000,000 股股份（对应股份比例约 29.97%）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

给喀什星河。2016年 12月 2日，公司收到天马集团的通知，上述协议转让的股

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日期为 2016年 12月 1日，并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本次证券过户登记完成后，喀什星河持有公司 356,000,000 股股份（占股

本总额的 29.97%），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股份转让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喀什星河持有天马股份 29.97%的股权并成为天马股份的控股股东。控股

股东由天马集团变更为喀什星河，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马兴法变更为徐茂栋。 

11、请在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

请 9、其他应收款：（5）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中，

补充披露应收齐齐哈尔市土地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土地收储款的账龄及坏账准

备期末余额。 

回复：现补充披露如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账面余额 账龄 

齐齐哈尔市土地矿业

权储备交易中心 

土地收储款 351,340,000.00 1-2年 

齐齐哈尔市土地矿业

权储备交易中心 

土地收储款 240,000,000.00 2-3年 

12、2017 年 4 月 29 日，你公司披露拟对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耀灼创投”）增资 6.4 亿元，请补充披露对耀灼创投增资的必要性、

增资资金的具体投资方向。 

回复： 

1、对耀灼创投增资的必要性 

2017年 1月 26日，公司公告拟出资不超过 6.4亿元，与专业机构浙江诚合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出资设立并购基金天马诚合互联网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投资互联网成长性企业的股权；2月 18日，公司公告拟出资不超过 4.6亿

元，与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出资设立并购基金星河恒天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投资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等领域项目；4月 29日，公司公

告变更星河恒天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并购基金的合作机构，由恒天中岩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恒天中岩相关权利义务由



   

恒天融泽承继。 

针对上述两支并购基金，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耀灼创投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

人进行出资，合计需出资不超过 11 亿元。为增强并购基金劣后级有限合伙人的

资金实力，便于合作机构对外募集优先级资金，降低并购基金设立难度，公司本

次拟先行对耀灼创投增资 6.4 亿元。 

2、增资资金的具体投资方向 

本次增资资金实际实缴后，将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全部用于向天马诚合

互联网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星河恒天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两支并

购基金出资。不足的劣后级出资义务部分，公司将以母公司借款的形式，向耀灼

创投提供资金支持。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盖章页】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5月 12日 


	1、2014年至2016年，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分别为0.34亿元、0.47亿元和-2.5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2.31亿元、-2.57亿元、-2.45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34亿元、2.12亿元和8.95亿元，请结合行业状况、公司经营、财务情况等详细说明你公司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连续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请对你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并说明你公司为改...
	2、你公司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数控”）2015年和2016年净利润分别为-6,014万元、-45,547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3.06亿元、2.22亿元，请结合该子公司主要产品收入、毛利、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详细分析齐重数控报告期收入、利润大幅下降且大额亏损的原因。
	3、你公司预计2017年向关联方成都天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精密”）购买和销售商品发生额分别为4亿、1.2亿，成都精密2016年为你公司子公司，2017年3月，你公司披露将成都精密的股权转让。2016年度，成都精密与你公司未发生业务往来，请说明你公司预计2017年与成都精密关联交易大幅增加，且同时发生购买和销售业务的原因及必要性。
	4、报告期末，子公司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账面价值约4.75亿元的年产2200万套精密轴承、300台精密数控机床建设项目厂房尚未办妥产权证书，你公司在2013年年报中披露，2013年末相关产权证书按照流程已在办理过程中。请说明相关产权证书截至目前尚未办理完毕的原因、预计办毕时间、办理是否存在障碍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5、报告期末，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为8,386万元。请你公司说明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具体依据以及合理性，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6、报告期你公司收到拆迁补偿欠款利息补贴905万元以及2014年有效投入、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等项目奖励499万元，请说明上述政府补助收到的时间、原因，是否达到信息披露标准，以及是否及时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7、在你公司现金流量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报告期，你公司收到征地补偿款4.27亿元，请说明具体明细、相关土地补偿的情况、会计处理以及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8、你公司现金流量表显示，报告期支付、收回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保证金分别为2.84亿元、3.08亿元，分别较上年增加395%、1,047%，请说明上述保证金的形成原因以及报告期支付、收回不属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保证金的发生额较上年增幅较大的原因。
	9、你公司2016年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2016年，你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63亿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母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1.8亿元，请结合公司业绩、资金需求、发展规划等，说明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
	10、你公司在年报报告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披露，报告期末前十大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大流通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实际控制人马兴法是沈高伟、陈建冬的姑父，是马全法的弟弟。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徐茂栋，请你公司对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信息披露予以核查。
	11、请在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请9、其他应收款：（5）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中，补充披露应收齐齐哈尔市土地矿业权储备交易中心土地收储款的账龄及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12、2017年4月29日，你公司披露拟对子公司喀什耀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灼创投”）增资6.4亿元，请补充披露对耀灼创投增资的必要性、增资资金的具体投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