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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08   证券简称：中信重工   公告编号：临2017-034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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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对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670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对《问询函》中提到的问题

逐一进行了认真讨论和分析，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回复。现就回复内

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业绩波动情况 

年报披露，公司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的下降幅度则分别为 6.20%

和 1289.02%。但根据行业信息，2016 年重机行业全年主营收入同比

增长 1.50%，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13.36%。公司业绩表现与重机行业整

体表现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收入的下降，成本、费用与资产减

值损失的大幅上升。 

（一）关于收入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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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四季度毛利率大幅下降。根据公司年报披露数据测算，你

公司三四季度营业成本大幅增加，毛利率由一二季度的 19.90%和

31.21%大幅下降至-12.57%和-30.71%。请公司分别从收入端和成本端

的变动情况，量化说明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2016 年公司第三、四季度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营

业收入下降的同时，成本未明显下降，甚至有所上升。造成该种情形

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受公司所服务的煤炭、冶金、矿山、建材等行

业持续去产能的影响，公司的订单量和价格均受到了较大影响，导致

收入减少；另一方面，由于 2016 年大宗商品、原材料、动能价格上

涨明显，尤其是 2016 年下半年，公司材料成本较 2016 年上半年增长

52.28%，燃料动力成本增长 36.54%，使公司的营业成本在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持续居于高位。受上述两方面因素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受

到双重挤压，导致公司第三季度、第四季度毛利率大幅下滑。 

 

2.直接人工与制造费用的变动与收入不匹配。根据主营业务分行

业情况表，传统产业中，矿山行业、建材行业、冶金行业、煤炭行业、

有色行业的营业收入分别较去年变动-27.49%、-1.39%、-23.90%、

-62.09%、25.74%。与之对应，根据成本分析表，矿山行业、冶金行

业和煤炭行业的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下降幅度均远低于营业收入下

降幅度，建材行业的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则逆势大幅上升，有色行业

的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的增长幅度也远高于其营业收入。根据当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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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环境，单位人工成本并无大幅上升，企业单位制造费用一般也保持

稳定。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行业的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营业成本与

营业收入变动情况不匹配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目前主要采取的是以销定产的生产组织模式，公司的产品属

于单件小批制造，不同产品存在着不同的工艺和制造要求，因此每个

行业板块当期的产品构成对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有着不同程度的影

响。 

2016 年，公司建材行业板块在收入略有降低的同时，直接人工

和制造费用上升，主要是由于本年度建材行业板块中成套项目占比较

大，成套项目造价较高且包含建筑安装部分，周期较长，造成直接人

工和制造费用相对上升。 

2016 年，公司有色行业板块中备件产品占比较高，由于部分备

件为新产品，造成此类产品消耗的人工和制造费用较成熟产品有所增

加。 

2016 年对于矿山行业、冶金行业和煤炭行业等板块而言，直接

人工及制造费用中的部分成本属于固定成本性质，营业收入因外部因

素大幅下降时，尽管公司采取了多种降本增效措施，此部分成本下降

的空间不大。 

 

3.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的变动与收入不匹配。年报披露，公司本

年度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均同比去年上升 55%左右，由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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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年度并未产生消费税，上述两税费均按营业税和增值税发生额的

一定比例缴纳，公司营业税和增值税又是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的，

但公司本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6.2%。请公司补充披露城市维护建设

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变动情况与营业收入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请会计

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 2016年度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均同比去年上升 55%

左右，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公司因 2016年新并入子公司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下称“开诚智能”）致使当期新增城建税 277.94 万元，教育费

附加 198.53万元，导致年末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均同比上升 26%左

右。 

第二，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

“免、抵、退”税办法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5〕25号）规定，自 2005年 1 月 1日起，经国务院正式

审核批准的当期免抵的增值税税额应纳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

附加的计征范围，分别按规定的税（费）率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

育费附加，公司 2016 年度出口抵顶内销应纳增值税额为 10,380.65

万元，较 2015年度增加 5,575.30 万元，相应计提的城建税和教育费

附加不能减免，造成年度内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加。 

 

（二）关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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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季度费用大幅上升。根据公司年报披露数据测算，公司第四

季度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均大幅上升，分别是前三

季度平均值的 5.33 倍、3.03 倍和 2.31 倍，而同期公司营业收入仅

是前三季度平均值的 1.69 倍。请公司补充披露第四季度上述三项费

用增长幅度远超营业收入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第四季度营业税金及附加大幅上升的原因为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颁布了财会[2016]22 号《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要求自发

布之日起施行，2016 年 5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之间发生的交易按该

规定调整。按照该规定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将 2016 年 5月至 12 月发

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列示在“税金及附

加”项目中，并于第四季度进行了调整，影响金额为 2,062.85 万元。 

公司第四季度销售费用上升的原因为公司于第四季度根据年度

经营情况计提了销售人员的年终绩效工资 1,793.20 万元，且年度内

发生的销售咨询费用大部分在四季度列支。 

公司第四季度管理费用上升的原因为公司第四季度结算费用（主

要是研发课题结题费用）较多，四季度共列支研发费用 12,307.50 万

元，较前三季度平均值增加 65.82%。年末根据年度经营情况计提了

年终绩效工资 7,227.58 万元，致使管理费用于第四季度上升。 

 

5.递延所得税费用的计量。年报披露，公司在递延所得税资产中，

仅确认可抵扣亏损 596 万元，有合计 19.08 亿元的可抵扣亏损未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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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这表明公司对未来盈利预期不佳，预期未来 5 年内

仅能实现税前利润 596 万元。但公司在“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

论与分析”中又称，“我国重型机械工业产品逐步得到国际市场认可，

为产品进一步‘走出去’提供了契机，也为重机行业提供了新的发展

机遇”，“预计未来在国家‘十三五’规划指导下，我国重型机械行业

的发展将继续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扭转当前面临的不利市场形

势，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请公司说明其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

认与其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是否存在不一致。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 2016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中，可抵扣亏损未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大部分为当年产生，基于谨慎性原则未于当年确认。在国家

“十三五”规划指导下，公司对重型机械行业的未来发展非常有信心，

也在积极实施转型，但是由于宏观经济的走势尚存在一定的波动，公

司转型产生的效果及经营效益在影响时间和实现程度上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6.费用中其他项目大幅增长。年报披露，公司本年度的费用有大

量新增的“其他”项目。其中，税金及附加中其他项目由去年的零发

生额增长至 2062.85 万元，销售费用中其他项目较上年增长 139.62%

至 1644.31 万元，管理费用中的其他项目较上年增长 16.03%至

6298.01 万元，财务费用中的其他项目较上年增长 176.90%至 8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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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其他项目的具体构成；（2）上述其

他项目本年度大幅增长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2016 年度费用中其他项目的具体构成见下表： 

单位：万元 

科目 金额 其他项目具体构成 

税金及附加 2062.85 
5月至 12月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 

销售费用 1644.31 

售后服务费、物料消耗费、广告与业

务宣传费、折旧与摊销等与销售相关

的费用 

管理费用 6298.07 
财产保险费、劳务费、修理费、物料

消耗费、业务宣传费等费用 

财务费用 890.81 金融机构手续费 

由于税金及附加上年度未进行重分类列示，为了保持披露口径一

致，2016 年度税金及附加中的房产税等项目未进行分项列示。 

（2）费用中其他项目本年度大幅上涨的原因如下： 

1、税金及附加中其他项目增长的原因为，公司按财政部颁布的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对 5 月至 12 月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进行了调整并入其他项目，金额为 2,062.85 万

元，其中本年度新并入开诚智能导致税金及附加中其他项目增加

227.36 万元； 

2、销售费用中其他项目增长的原因为，公司 2016 年度售后发生

的服务费用增加 502.00 万元，以及本年度新并入开诚智能导致销售

费用其他项目增加 203.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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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费用中其他项目增长的原因为，公司 2016 年度财产保险

费较上年增加 407.51 万元、劳务费较上年增加 316.01 万元，以及本

年度新并入开诚智能导致该费用其他项目增加 53.54 万元； 

4、财务费用中其他项目增长的原因为，金融机构手续费增加

498.67 万元，以及本年度新并入开诚智能导致该费用其他项目增加

21.34 万元。 

 

7.关于研发课题结题费用。年报披露，公司第四季度结算费用 

（主要是研发课题结题费用）较多，使成本及管理费用大幅上升。请

公司补充披露上述研发课题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课题性质、立

项时间、结题时间、研发成果、结题依据等、所涉金额和会计处理。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 2016 年第四季度共发生研发费用约 12,307.50 万元，其中于

四季度结题的主要研发课题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课题名称 
课题

性质 

立项 

时间 

结题 

时间 
研发成果 结题依据 金额 会计处理 

TBM 研究与

推广 
研发 2016.01 2016.12 

实现了小直径 TBM连续皮带出

渣工艺，打破了国内在用 TBM

唯有大直径连续皮带出渣的

模式，显著提高了功效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878,103.10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超深井大载

重高速提升

装备及关键

安全技术研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提升高度 1200m－

1600m、提升速度 16m/s 以上、

提升载荷 40－50t提升设备的

研制，实现了恒减速控制，保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009,101.95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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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证了多通道恒减速控制同步

性、精度，以及闸控系统的故

障自我修复功能。实现全数字

实时监控和运行控制的保护，

形成超深矿井提升装备设计

理论。 

5.5×4PIII

以上大型提

升机制造研

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 5.5M 以上大型提升机及

核心部件制造的研制，形成新

的加工工艺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487,645.22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智能化提升

机研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智能化提升机自适应

控制方案及设计工作，进行了

样机试制和厂内试验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611,693.25  

进入管理费用 -

研发费用 -费用

化支出 

高压辊磨机

新领域的拓

展应用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高压辊磨机+立式搅拌磨

工艺系统研究，系统能耗较传

统破碎工艺下降 15%以上，建

立了静压数据库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4,414,212.70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磨机小齿轮

支撑结构研

究及优化 

研发 2016.01 2016.12 

首次使用振动监测和信号处

理的方法解决双齿轮驱动大

型磨机滚动轴承的损坏问题；

首次设计一种专用于大型双

驱矿用磨机小齿轮轴组；首次

设计一种磨机小齿轮轴滑动

轴承支撑方案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369,484.67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数控成型磨

齿机磨销窑

磨类齿轮

（轴）齿根

凸台方法研

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善形成新的工艺，提高窑磨

类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334,073.58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齿轮磨销烧

伤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优化工艺及参数，提高产品的

质量和使用寿命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112,873.66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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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脱硫用

过滤机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石膏脱水楼工艺系统带

式过滤机改盘式过滤机改造

方案的确定，建成国内首创、

国际先进的示范工程；完成

80、140、180 过滤机的系列化

设计及脱水楼工艺系统的研

究开发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889,927.26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日 产

500-600 吨

石灰环形套

筒 窑 的 开

发  

研发 2016.01 2016.12 

部分部件的实现变频控制；新

型的换热器壳程结构提高了

换热器的综合性能等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210,199.98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超大型磨机

多瓣零件加

工及总装试

车技术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形成了特大型磨机加工、制

造、装配等相关成套工艺、规

范和检验规程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5,040,314.79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大型高压辊

磨制造技术

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实现了对大型高压辊磨机制

造技术的创新和优化；形成了

一套大型高压辊磨机制造加

工工艺规范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6,464,581.93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大型多驱立

磨减速器开

发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基于受载弹性位移矢

量同步性的箱体技术优化设

计；完成了多电机均载控制等

技术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317,195.62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CAE 仿真规

范体系的研

究与建立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产品总体仿真技术规

范与管理框架；完成了研发设

计相适应的仿真标准；完成了

仿真分析管理规范及过程管

控及质量保证规范；完成了通

用仿真技术规范和主导产品

关键部件仿真技术规范；完成

了仿真标准流程及仿真数据

平台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499,868.87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底吹吹炼炉

制造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形成生产工艺规范，完成大型

薄壁箱体压制成型系列模具，

提升了制作效率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832,021.27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3200m
3
高炉

炉渣干法处

理余热回收

工艺及装备

的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提高了高炉炉渣冷却质量与

余热品质；提高了余热发电

量；降低了能耗，减少了污染

物排放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056,699.93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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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数控机

床数控刀具

效率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形成了典型的机械加工先进

操作法，制订了专用刀具数控

刀具使用规范，提升了数控机

床加工效率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68,070.10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耐磨堆焊辊

体焊接工艺

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解决了传统焊接工艺容易导

致大块耐磨堆焊层整块剥落

的技术难题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048,516.40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干熄焦工程

焦罐及行走

台车装焊工

艺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降低了焦罐制作难度，提高了

焊接效率，减少了焊接变形，

完成了 3项干熄焦工程的行走

台车加工制造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658,217.48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煤焦油清洁

高效利用成

套工艺技术

研究 

研究

开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不同煤焦油原料的特性

研究，进行了煤焦油原料品位

的评价并形成了报告；完成煤

焦油物性在软件中的定义研

究，能够用模拟数据表征煤焦

油的物性；完成煤焦油蒸馏及

加氢工艺流程的模拟研究并

形成报告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731,486.93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磨机整体端

盖制造工艺

优化 

研发 2016.01 2016.12 

攻克了磨机整体端盖加工制

造难题，形成了磨机端盖制造

典型工艺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704,802.47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磨机关键技

术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建立稳定可靠的数学模型，促

进了磨机智能化的发展，为磨

机智能化提供一种最基础的

测量手段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424,106.44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大齿轮加工

工艺优化 
研发 2016.01 2016.12 

优化了大齿轮的加工工艺，攻

克了大齿圈加工制造难题；提

高了加工效率及产品质量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786,378.40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多轴联动数

控机床加工

方法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实现了对多轴联动数控机床

加工方法的创新和优化；形成

了一套多轴联动数控机床加

工工艺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457,815.26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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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t/h 全

移动破碎站

技术方案研

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开发出处理能力

700~1000t/h、智能化程度高、

灵活性好的矿山用全移动破

碎站成套系统和关键设备技

术，以及成套化、智能化集成

控制系统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4,033,804.18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大型支撑辊

制造技术研

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同类型重量最重、精度

最高的大型支撑辊制造与加

工，形成了加工工艺规范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301,861.84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新型数控刀

具的应用研

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对各种新型数控刀具

的使用方法和工艺的创新，提

高了加工效率，形成了先进的

操作方法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956,695.44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矿用设备

智能化标准

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提出了完整的矿用设备智能

化标准体系；给出了矿用设备

智能化标准具体标准项目；依

据需求的紧迫性，给出了标准

项目的制定优先级；给出了具

体标准的主要技术路线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3,246,466.50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大型立式搅

拌磨更换螺

旋衬板机械

手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大型立式搅拌磨更换

螺旋衬板机械手的研制，满足

了大型螺旋衬板的更换要求，

该机械手在国内属于首创，填

补了国内空白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379,622.73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立式搅拌磨

螺旋搅拌器

的制作工艺

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螺旋搅拌器的研制，形

成了相关工艺规范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682,981.14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2500KW大型

立式搅拌磨

及卧式搅拌

磨的开发研

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一种新型绿色节能的磨

矿设备立式搅拌磨设计研究；

完成高效、节能、智能化选矿

粉磨工艺系统研究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784,594.51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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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机

械》采编系

统的合作开

发、测试和

投用 

研发 2016.01 2016.12 采编平台已经全面投入使用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9,543,602.50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PM2.5 雾霾

处理装置研

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除霾塔”的设计、研

发，可深度净化 PM2.5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973,331.12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高压辊磨制

造技术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新型高压辊磨的设计

研发与生产制造；形成核心部

件的制造加工方法与工艺规

范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501,265.27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大型磨机端

盖锥面厚度

控制制造技

术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解决了大型磨机端盖锥面厚

度不均的问题，攻克了特大型

磨机端盖分瓣加工的技术难

关，保证精度满足产品设计要

求和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形成

了相关关键件的典型工艺。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425,471.04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定量分析半

自磨衬板结

构对其磨矿

性 能 的 影

响、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 DEM模拟半自磨衬板结

构对磨机内部能量分布规律

的影响分析，建立了半自磨衬

板结构对其磨矿性能影响定

量分析的方法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266,880.56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热解半焦后

段处理技术

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开发出了大型盘式干燥机，是

此类设备第一次应用于半焦

干燥领域。克服了以前该类设

备规格小，产量低的特点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464,995.62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12Cr2Mo1V

钢加氢锻件

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提高了 12Cr2Mo1V 钢加氢锻件

的强度，满足了技术指标要

求，提高了产品的冲击强度；

形成 12Cr2Mo1V 钢加氢锻件工

艺实验流程控制规范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436,427.14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垃圾处理技

术完善及应

用研究 

研究

开发 
2016.01 2016.12 

完成新型垃圾焚烧炉-炉排炉

的产品设计；完成水泥窑协同

处置城市垃圾示范项目的技

术改造；完成水泥窑协同处置

污泥技术的工艺设计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733,262.45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炉冷烧结机

余热发电系

统优化及产

业化 

研究

开发 
2016.01 2016.12 

优化工艺，完成示范工程建

设；作为牵头单位，成果申报

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流

程工业系统优化及节能技术》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205,196.57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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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渣锭工艺

技术研究研

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掌握了超低碳不锈钢、超高强

度钢、高铬轧辊等典型产品的

电渣重熔工艺技术，形成了相

应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电渣重

熔专用工艺等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475,791.80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钢渣全流程

深化利用技

术研究 

研究

开发 
2016.01 2016.12 

完成钢渣技术现状调研报告、

热闷工艺设备技术方案、钢渣

细碎磁选技术方案、立磨用于

钢铁渣方案等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738,018.97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大型磨机端

盖防变形工

艺技术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优化了工艺，形成了分体端盖

的铸造工艺设计规范及三项

端盖制造规范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133,624.96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大型承压球

铁件的研制

与开发 

研发 2016.01 2016.12 

研制成功大规格的承压球铁

件；优化了大型承压球铁件的

核心制造工艺，形成了新的工

艺规范；提高了大型承压球铁

件的技术性能与产品质量，延

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技术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610,848.17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抗磨白口铸

铁工艺技术

研究与应用 

研发 2016.01 2016.12 

形成了抗磨白口铸铁的加工

工艺规范；研制了新型配套加

工工装与模具；提高了产品质

量，延长了使用寿命，缩短了

加工制造周期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526,744.87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4×33MVA工

业硅冶炼工

程成套技术

的开发 

研究

开发 
2016.01 2016.12 

完成 4×33MVA 工业硅工艺系

统的设计方案、工艺系统计算

书的编制、完成 4×33MVA 工

业硅冶炼系统废气负压除尘

工艺技术方案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411,540.52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永磁电机变

频驱动控制

系统研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永磁电机变频驱动控

制系统的算法研究、试验及研

制工作；完成了永磁电机驱动

高压变频器的工业应用，节能

效果较为显著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152,905.83  

进入管理费用 -

研发费用 -费用

化支出 

大功率磨机

驱动高压变

频器研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大功率磨机驱动高压

变频器的研制工作，功率单

元，最大规格额定电流 900A，

可满足 10kV12000kW 功率需求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2,417,566.28  

进入管理费用 -

研发费用 -费用

化支出 

底吹熔炼炉

加工、装配

技术研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底吹熔炼炉的研发、制造

与装配；集成了综合节能新技

术，减少了大气污染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980,170.80 

“管理费用-研

发支出-费用化

支出”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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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岩掘进机

智能电液系

统研制 

研发 2016.01 2016.12 

采用 DCS 集散控制理念，完成

了掘进机电气系统的优化设

计，使掘进机功能更加完善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302,667.51  

进入管理费用 -

研发费用 -费用

化支出 

新型圆锥破

碎机液压润

滑系统研制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的第一套多缸圆锥破碎

机样机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329,376.28  

进入管理费用 -

研发费用 -费用

化支出 

自行式重型

机械手的研

制和应用 

研发 2016.01 2016.12 

完成了现场试验。试验表明：

我公司研发的重型机械手采

用 7自由度、线控和遥控设计，

操作灵活，方便使用，可提升

作业效率，缩短检修时间，大

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同

时工人作业安全得到了有效

保障 

结题总结报

告；专家验

收 

  

1,111,649.47  

进入管理费用 -

研发费用 -费用

化支出 

 

（三）关于资产减值损失 

8.关于坏账准备的计提。年报披露，在公司应收账款分类中，组

合 2 的账面余额由年初的 10.73 亿元大幅下降为年末的 1.90 亿元，同

时组合 1 的账面余额由年初的 16.29 亿元大幅增长至年末的 30.53 亿

元。由于公司不对组合 2 计提坏账准备，因此公司本年度坏账准备由

去年的 2.70 亿元大幅上升至 4.77 亿元。根据公司对于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计提政策的说明，对组合 2 采用实际损失率法计提坏账准备，并

对采用实际损失率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解释为“对于尚在质保期内

的应收质保金，由于其信用风险与其他应收账款不同，因此采用单项

分析的方法计提坏账准备”。此外，根据公司《关于 2015 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披露的信息，2015 年末组合 2 中的

应收账款有“未到付款节点的应收款项”和“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



16 

 

保金”两类。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至 2016 年末，是否所有“未

到付款节点的应收款项”和“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保金”都被划分

为组合 2 中；（2）组合 2 中的应收账款余额相比 2015 年末大幅下降

的原因，公司是否存在信用政策和质保金政策的变更；（3）前三季度

定期报告中各类别应收账款的余额，并结合数据说明年末对应收账款

的分类是否与前三季度存在重大差异；（4）组合 2 中包含“未到付款

节点的应收款项”，按照该分类标准，公司所有的应收账款都曾可被

分为该类别，但并非所有应收账款均未发生过坏账损失，公司不对该

类别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是否与以前年度的实际损失率不符；

（5）组合 2 中包含‚“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保金”，但公司所有的

“应收质保金”都曾在质保期内，公司不对该类别的应收账款计提坏

账准备，是否与以前年度的实际损失率不符；（6）如公司组合 2 中的

应收账款中含有“未到付款节点的应收款项”，是否与其在“重要会

计政策与会计估计”中披露的内容存在不一致。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截至 2016 年末，是否所有“未到付款节点的应收款项”和

“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保金”都被划分为组合 2 中； 

公司 2016年度按信用风险特征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 2的划分标

准为：对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保金、未到付款节点时间(即尚在信

用期内)的应收账款，采用单项分析的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2016 年末公司对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保金、未到付款节点时

间(即尚在信用期内)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测试，未到付款节点和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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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期内的应收账款列入组合 2，采用单项分析的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上述应收账款中于 2016 年末到期且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并入组合 1

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2）组合 2 中的应收账款余额相比 2015 年末大幅下降的原因，

公司是否存在信用政策和质保金政策的变更； 

公司组合 2 中的应收账款 2016 年末余额为 1.90 亿元，较 2015

年末下降原因是公司组合 2 中：（1）未到付款节点的应收账款,2015

年末为 3.21 亿元，此类应收账款原销售合同中约定给对方有一定的

信用期，对方有担保。2016 年确认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无此类合同，

确认收入后直接并入组合 1 中按账龄计提了坏账准备，新增为零，

2015 年末的 3.21 亿元于 2016 年末已到收款期尚未收回款项的应收

账款 3.20 亿元并入组合 1 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当年已收回 0.01 亿

元，2016年末余额为零；（2）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保金 2015 年末

为 7.53 亿元，2016 年新增 1.68 亿元，2016 年末已到收款期且尚未

收回的质保金 4.77 亿元并入组合 1 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当年已收

回 2.54 亿元，2016年末余额为 1.90 亿元。公司 2016 年未变更信用

政策和质保金政策。 

（3）前三季度定期报告中各类别应收账款的余额，并结合数据

说明年末对应收账款的分类是否与前三季度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组合 1 余额为 305,259.63 万元，组合 2

余额为 19,035.50 万元；2016 年 9 月 30 日组合 1 余额为 223,813.99

万元，组合 2 余额为 91,986.77 万元；2016 年 6 月 30 日组合 1 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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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96,793.30 万元，组合 2 余额为 129,419.50 万元；2016 年 3 月 31

日组合 1 余额为 199,539.34 万元，组合 2 余额为 123,665.78 万元。 

公司前三季度和年末均按照会计政策中的规定对应收账款进行

组合分类并计提坏账准备，其中组合 2 中“未到付款节点的应收款项”

和“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保金”到期后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并入组

合 1 按账龄分析的方法计提坏账准备，年末在分类上不存在重大差异。 

（4）组合 2 中包含“未到付款节点的应收款项”，按照该分类标

准，公司所有的应收账款都曾可被分为该类别，但并非所有应收账款

均未发生过坏账损失，公司不对该类别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是

否与以前年度的实际损失率不符； 

公司应收账款包括“已到付款节点的应收账款”、“未到付款节点

的应收账款”和“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保金”。组合 2中不包含“已

到付款节点的应收账款”。2016年组合 2中未到付款节点的应收款项：

2015年末为 3.21 亿元，此类应收账款原销售合同中约定给对方有一

定的信用期，对方有担保。2016 年确认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无此类

合同，确认收入后直接并入组合 1中按账龄计提了坏账准备，新增为

零。2015 年末的 3.21 亿元于 2016 年末已到收款期尚未收回款项的

应收账款3.20亿元并入组合1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当年已收回0.01

亿元，2016年末余额为零，此类事项因有其特殊性，且对方有担保，

形成的应收账款在历史上未形成实际损失，不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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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合 2 中包含‚“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保金”，但公司所

有的“应收质保金”都曾在质保期内，公司不对该类别的应收账款计

提坏账准备，是否与以前年度的实际损失率不符； 

组合 2 中包含的“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保金”，质保期（在信

用期内）最长为 18 个月，该应收账款尚在质保期内，此类项目应收

账款以往未发生实际损失，经逐项实际测试上述“尚在质保期内的应

收质保金”未来在质保期内不会发生实际损失。2014 年至 2016 年公

司应收账款的实际损失率分别为 0.01%、0%、0.18%，其中因质保金

产生的损失为零，因此未计提坏账准备。待质保期到期后仍未收到款

项的应收账款并入组合 1 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与以前年度的实

际损失率相符。 

（6）如公司组合 2 中的应收账款中含有“未到付款节点的应收

款项”，是否与其在“重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中披露的内容存在

不一致。 

公司组合 2 中应包含“未到付款节点的应收款项”和“尚在质保

期内的应收质保金”，（1）“未到付款节点的应收款项” 2015 年末为

3.21亿元，2016 年新增为零，2016 年末已到收款期尚未收回款项的

应收账款3.20亿元并入组合1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当年已收回0.01

亿元，2016 年末“未到付款节点的应收款项”余额为零；（2）2016

年末组合 2 中全部为“尚在质保期内的应收质保金”。因此与“重要

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中披露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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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四季度的大额资产减值损失。根据公司年报披露数据测算，公

司在 2016 年第四季度大幅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4.19 亿元。请公司补充

披露在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中没有计提相应资产减值损失的原因。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首先，公司于前三季度末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计提减值

准备的相关会计政策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7,090.51 万元，并根据

存货的情况对其可变现净值进行了合理估计，对长期资产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进行了初步测试。其次，于第四季度根据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

定，按每年 9 月初下发的《关于开展 XXXX 年度资产清查盘点工作

的通知》安排，公司每年以 9 月 30 日为时点对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

查盘点，并根据资产减值测试结果于第四季度对应收款项、存货、固

定资产、在建工程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38,852.80 万元。 

公司每年都对收购西班牙公司产生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2016

年末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所属西班牙子公

司全部权益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087.94 万元。 

 

10.关于能源管理合同项目的减值。年报披露，公司本年对在建

工程中能源管理合同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6100 万元。请公司结合行业

发展状况、项目实施情况等披露计提上述减值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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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公司于2016年末对在建工程中能源管理合同XX项目计提了减值

准备。从行业的发展状况来看，焦化产业是为冶金产业服务的重要基

础能源原材料产业，在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财政税收及稳定就

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干熄焦相对于湿熄焦，能够充分回收红焦湿

热用以发电或提供蒸汽，大大提高余热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减排；

能够显著改善焦炭质量，从而降低炼铁成本，提高生铁产量；能够大

幅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由此干熄焦工艺的发展

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成为国家重点推荐鼓励发展的清洁生产技术。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带动了焦炭行业

的快速发展，国内焦炭产能迅猛扩张，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产能过剩，

同时国内钢铁行业疲软，致使焦炭价格不断下跌，严重侵蚀了焦化企

业的利润，再加上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出口下降较快，整个焦炭行业

利润普遍下滑。 

鉴于焦炭行业市场环境的恶化，我公司于2012年10月开始执行的

XX公司《合同能源管理合同》于2015年6月完工，由于项目执行中环

境发生了变化，造成项目迟迟未能按期验收，且效益分享未能如期支

付，公司承担的购买用于项目的设备、土建、安装的全部费用未能产

生效益。鉴于以上原因，项目负责人于2016年下半年对该项目进行了

阶段性试生产测试，根据测试实际节能效果和合同约定，对未来项目

收益进行了测算。公司根据项目的测算情况、按照该项目账面价值扣

除已累计回收价款及预计收益折现现值，确定未来可能减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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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万元，为此计提了减值准备6,100万元。 

 

二、关于其他财务信息披露 

11.关于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年报披露，2016 年开诚智能共实

现扣非净利润 1.10 亿元，略高于其业绩承诺金额（1 亿元），但开诚

智能本年营业收入较 2015 年有所下降。此外，公司在收购开诚智能

的交易中有配套募集资金 3.18 亿元用于开诚智能营运资金安排。请

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开诚智能 2016 年度的利润表，并结合

利润表说明开诚智能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完成业绩承

诺的原因；（2）开诚智能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下降的原因，是否与重

组时的盈利预测相符；（3）在计算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时，是否扣除了

上述配套募集资金的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标的公司开诚智能 2016 年度的利润表，并结合利润表说明

开诚智能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 

2016 年度开诚公司的利润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一、营业收入 36,311.35 36,433.31 

减： 营业成本 11,288.02 15,389.25 

  税金及附加 703.82 406.35 

  期间费用 9,720.76 8,924.24 

  资产减值损失 1,803.90 678.14 

加： 投资损失 -40.45 -316.88 

二、营业利润 12,754.40 10,718.45 

加： 营业外收支 293.91 113.42 

三、利润总额 13,048.31 10,8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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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所得税费用 1,679.24 1,839.33 

四、净利润 11,369.07 8,992.54 

2016 年开诚智能实现营业收入 36,311.35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

减少 121.97 万元，下降 0.33%，其原因为开诚智能的收入结构发生了

变化。2016 年，开诚智能在原有以生产销售变频器为主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特种机器人产业，2016 年度特种机器人产品实现收入

20,498.54 万元，由于特种机器人产品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因此开诚

智能在营业收入略微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当年的业绩承诺指标。 

（2）开诚智能 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下降的原因，是否与重组时的

盈利预测相符； 

重组后，开诚智能紧紧围绕中信重工的战略转型，借助中信重工

的品牌效应，凭借自身十多年的技术积累，通过对研发、生产、采购、

市场推广、海内外交流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强力推进特种机器

人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特种机器人产业研制基地，全年机器人订货

1409台。 

由于开诚智能特种机器人 2016 年取得良好的市场效应，且特种

机器人产品具有高附加值，因此，尽管受煤炭行业去产能影响，但开

诚智能由于特种机器人产业在 2016 年取得了较好的业绩，虽然开诚

智能 2016 年的收入未达到重组时预测的营业收入，但盈利水平与重

组时的盈利预测基本一致，完成了业绩承诺。 

（3）在计算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时，是否扣除了上述配套募集资

金的影响。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信重工机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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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向许开成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812 号）文件，截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止，中信

重工向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 152,792,792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55 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 847,999,995.6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3,441,828.89 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 814,558,166.71 元。募集资金已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京永验字（2015）第 21154 号）予以确认，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本次募集资金已按照约定使用完毕，其中 5.3 亿元用于支付本次资产

收购的现金对价，2.85 亿元按照市场化利率以借款形式用于补充开诚

智能营运资金。在计算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时，已计算了相应的利息费

用，扣除了配套募集资金的影响。 

 

12.大量保证金长期挂账。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存在大

量保证金，且多笔保证金的账龄长达 4-5 年。请公司补充披露：（1）

存在长期挂账保证金的原因；（2）上述保证金与应收账款中的应收质

保金在性质上有何差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存在长期挂账保证金的原因； 

公司其他应收款中账龄较长的保证金主要为保证按期支付租赁

合同本息而支付的款项，到期还本付息后即可退还，目前项目运行正

常，金额为 889.44 万元。其余为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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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万元，其中账龄较长的主要原因为成套项目周期长尚未退回，公

司已经根据会计政策计提了坏账。 

（2）上述保证金与应收账款中的应收质保金在性质上有何差异。 

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挂账的保证金主要为合同签订前期支付给客

户的履约保证金或投标保证金，该类保证金不包含在合同总价中，且

根据合同签订和执行情况，客户须将保证金或投标保证金退还给公司；

而应收账款中的应收质保金属于合同总价的一部分，客户须在质保期

结束后按期如约支付。 

 

13.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中的利息收入。年报披露，公司在“收

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有利息收入 1.40 亿元。请公司

补充披露将上述利息收入划分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原因。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取得的利息收入为公司在年度内货币资金存入银行产生的

利息收入，且利息收入中没有来自于 3个月以上定期存款的产生的利

息收入。公司持有货币资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短期内对外支付的流动

性需求，而不是以获取利息收入或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故将其划分

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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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税费返还的下降。年报披露，公司本年度收到的税费返还从

2015 年度的 1.53 亿元大幅下降至 0.61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发生上

述变化的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本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收到的税费返还大幅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当年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减少。根据税收相关规定，生

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的增值税一律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免抵退税

额包括出口抵顶内销应纳税额和退税额，首先，公司 2016 年出口抵

顶内销应纳增值税额为 10,380.65 万元，较上年增加 5,575.30 万元，

致使公司 2016 年度应退税额为 6,053.70 万元，较上年减少 3,937.21

万元；其次，由于出口退税款当月退税下月到账，每年 12 月份的出

口退税款于下年年初到账，导致公司 2016 年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减少

5,140.59 万元，上述两原因造成公司 2016 年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合计

减少 9,077.80 万元。 

 

15.关于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板块财务信息的披露。年报披露，公

司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4.29 亿元、营业成本 2.72 亿

元，分别较去年增长 103.54%和下降 90.79%。经过测算，可以推算

该板块 2015 年营业收入 2.11 亿元、营业成本 29.53 亿元，毛利率为

-1299.53%。然而根据公司披露的毛利率变动情况，又可以推算出该

板块去年毛利率为 32.23%。上述两项数字明显存在矛盾。请公司进

一步核实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更正。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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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经公司进一步核实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查对，公司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板块收入、成本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分产

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

成本

比上

年增

减（%） 

毛利

率比

上年

增减

（%） 

机器

人及

智能

装备

制造

板块 

428,666,388.35 272,314,193.28 36.47 103.54 90.79 4.24 

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中将上表中“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减”披露

为“-90.79%”，实际应为“90.79%”。 

 

三、关于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 

16.关于资产减值损失的披露。年报披露，你公司本年度发生资

产减值损失 4.90 亿元，是上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7.9 倍。请公司结合

相关规则的要求，说明是否就此履行了必要的披露义务。 

回复： 

本着谨慎性、一贯性原则,公司对 2016年末存在可能发生资产减

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等进

行减值测试。经过全面清查和测试，公司对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并

会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49,031.25万元，其中计

提坏账准备 20,163.65 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9,441.82 万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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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37.12 万元，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6,100.72

万元，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087.94 万元。由于计提的坏账准备、存

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均是按照每一个单一合同或项目的具

体情况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的，单一合同或项目计提减值准

备的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0%；本年度计提的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为子公司能源合同管理项目，计提金额为 6,100.72

万元，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69%；公司 2016 年末委托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所属西班牙子公司全部权

益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087.94 万元，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35%。而按照资产减值事项对净利润的影响，则上述资产减值事项

金额超过公司上一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的 10%。上述资产减值事项公司

已在 2016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未以临时公告形式予以披露。 

17.关于政府补助的披露。年报披露，公司本年度共有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 8037.6 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是上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的 1.30 倍。请公司补充披露取得政府补助的依据、发放主体、发放

事由等情况，并结合相关规则的要求，说明是否就此履行了必要的披

露义务。 

回复： 

公司 2016 年度政府补助的依据、发放主体、发放事由等情况如

下： 

单位：元 



29 

 

序号 政府补助项目  金额  依据 发放主体 发放事由 

1 税费返还 21,221,250.23 

《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

软件产品增值

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

100号） 

国库 
软件产品增值

税先征后退 

2 
转制科研院所事

业费拨款 
3,815,200.00 

国 科 发 资

【2016】144号 

科学技术部

资源配置与

管理司 

转制科研院所

经费 

3 稳岗补贴 6,091,901.00 
豫人社【2015】

3号 

洛阳市财政

局 

关于失业保险

支持企业稳定

岗位的实施意

见 

4 

洛阳市财政局河

南省重大科技专

项经费 

3,000,000.00 
洛财预【2016】

305号 

洛阳市财政

局 

重大科技专项

经费 

5 

河南省重大科技

专项项目启动经

费 

3,000,000.00 
洛财预【2015】

844号 

洛阳市涧西

区财政局 

2015年河南省

重大科技专项

项目启动经费

下达 

6 

2016 年省产业集

聚区科研服务平

台专项资金（第二

批） 

3,000,000.00 
洛财预【2016】

455号 

洛阳市财政

局 

2016年省产业

集聚区科研服

务平台专项资

金（第二批）

下达 

7 

“流程工业系统

优化与节能技术

项 目 ”

2016YFB0601405

中信重工乔文存 

2,780,000.00 
国科高发财字

【2016】37号 
科技部 

国家重大研发

计划“流程工

业系统优化与

节 能 技 术 项

目”专项资金

下达 

8 

大型矿用磨机智

能化关键技术研

发资金 

2,400,000.00 
洛财预【2016】

65号 

洛阳市财政

局 

2016年洛阳市

应用技术研究

与开发资金 

9 
国防军工能力建

设项目 
2,170,000.00 

国防军工能力

建设项目 
财政部 

国防军工能力

建设项目 

10 
洛阳市产业发展

扶持资金 
2,012,467.29 

伊滨财【2016】

98号 

洛阳伊滨区

管委会财政

局 

洛阳市产业发

展扶持资金奖

励 

11 

2013GZD0020GM14

0-60 高压辊磨机

项目资金 

2,000,000.00 
河南省科技厅

批复 
科技部 

2013年度国家

重点新产品计

划战略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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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12 
2016 年度军工项

目国家补贴 
1,885,838.45 

国家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下

发《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

军品增值税政

策 的 通 知 》

（ [2015]140

号） 

财政部 
军工产品项目

免税 

13 

高效炉冷烧结矿

余热发电成套装

备产业化项目贴

息资金 

1,700,000.00 

财建【2013】517

号、发改投资

【 2013】 1286

号、发改办能源

【 2013】 1558

号  

财政部 

高效炉冷烧结

矿余热发电成

套装备产业化

项目 

14 

973 计 划

2014CB049401 项

目（李济顺）超深

矿井提升系统的

刚柔耦合振动机

理动载荷及传递

规律研究 

1,154,000.00 
国 科 发 资

【2016】133号 
科技部 

国家 973 计划

课题专项经费 

15 

973 计 划

2014CB049402 项

目（邹声勇）超深

矿井提升装备的

高提升能力创新

结构设计研究 

1,150,000.00 
国 科 发 资

【2016】133号 
科技部 

国家 973 计划

课题专项经费 

16  其他 22,995,376.36 

国科高发财字

【2016】37号、

唐财教（2016）

70 号/唐山市

财政局关于下

达 2016 年支持

市县科技创新

专项资金的通

知 、 洛 财 预

【 2016 】 119

号、国科发资

【 2016 】 416

号，等等 

科技部、唐山

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财政

局集中支付

中心、 

洛阳市财政

局等 

 共包括国家

重大研发计划

专项资金、机

器 人 团 队 创

新、国家 973

计划课题专项

经费、各种奖

励等 60项。 

  合    计 80,376,0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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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 年度收到的各项政府补助共 75 项，合计 8,037.60 万元，

其中，第 1 项税费返还、第 3 项稳岗补贴为年度内多次补助的累计金

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政府补助单笔均未

构成第 11.12.7 条所规定的大额政府补贴，而全年累计数则超过第 9.2

条所规定的大额政府补贴。上述政府补助事项公司已在 2016 年度报

告及审计报告中予以披露，未以临时公告形式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6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