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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2019 中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

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系由重庆

市双桥区财政局以实物资产出资组建，于 2004 年 3 月 17 日在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公司现持有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 9150011175926372XN 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 20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北中路 109 号 1 楼。法定代表人：程飞龙。

本公司经营范围：对经开区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凭资

质证书执业)、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高新科技成果转化等进行投资、建设、管理和资本运作，

在授权范围内开展国有资产多种形式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

律法规规定应取得行政许可的，在取得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

本公司将重庆市庆通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宜居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和重庆市双

通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等 7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

注七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之说明。

本财务报表业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一) 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编制基础。

(二) 持续经营能力评价

本公司不存在导致对报告期末起 12 个月内的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

况。

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四、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一) 会计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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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二) 记账本位币

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三)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公司一般以历史成

本计量，对某些金融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被合

并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按公允价值减去预计

费用后的净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价。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

准备。

(四) 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1.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按照合并日被合并方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

中的账面价值计量。公司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

份额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面值总额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

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2.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在购买日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

额，确认为商誉；如果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首

先对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及合并成本的计量进行

复核，经复核后合并成本仍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

额计入当期损益。

(五)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母公司将其控制的所有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合并财务报表以母公司及

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根据其他有关资料由母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合并财务报表》编制。

(六)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列示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是指库存现金以及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

企业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七) 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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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两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债。

2.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依据、计量方法和终止确认条件

本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初始确认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和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

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公司按照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且不扣除将来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可能发生

的交易费用，但下列情况除外：(1) 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贷款和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

按摊余成本计量；(2)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

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按照成本计量。

公司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对金融负债进行后续计量，但下列情况除外：(1) 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不扣除将来结清金

融负债时可能发生的交易费用；(2) 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

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负债，按照成本计量；(3) 不属于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或没有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并将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在初始确认后按照下

列两项金额之中的较高者进行后续计量：1)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确

定的金额；2) 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原则确定的累积

摊销额后的余额。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与套期保值有关外，按照如下

方法处理：(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

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在资产持有期间所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

认为投资收益；处置时，将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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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持有

期间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计入投资收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现金股利，于被投

资单位宣告发放股利时计入投资收益；处置时，将实际收到的金额与账面价值扣除原直接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后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或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

险和报酬已转移时，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解除时，相应

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3.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公司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融

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继续确认所转移的金融资产，并

将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

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1) 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

产；(2) 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

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1) 所

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2) 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

变动累计额之和。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

值，在终止确认部分和未终止确认部分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

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1) 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2) 终止确认部分的对价，

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之和。

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公司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确定相

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公司将估值技术使用的输入值分以下层级，并依次使用：

(1) 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

报价；

(2) 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

值，包括：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

除报价以外的其他可观察输入值，如在正常报价间隔期间可观察的利率和收益率曲线等；市

场验证的输入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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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包括不能直接观察或无法由

可观察市场数据验证的利率、股票波动率、企业合并中承担的弃置义务的未来现金流量、使

用自身数据作出的财务预测等。

5. 金融资产的减值测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1) 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

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2) 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先将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区分开来，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

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

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

减值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账面价值高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差

额确认减值损失。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表明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

①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②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

③公司出于经济或法律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出让步；

④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⑤因债务人发生重大财务困难，该债务工具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

⑥其他表明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况。

2) 表明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

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以及被投资单位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使公司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单独进行检查。对于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权益工具投资，若其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低于其成本超过 50%（含 50%）或低于

其成本持续时间超过 12 个月（含 12 个月）的，则表明其发生减值；若其于资产负债表日的

公允价值低于其成本超过 20%（含 20%）但尚未达到 50%的，或低于其成本持续时间超过 6

个月（含 6 个月）但未超过 12 个月的，本公司会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诸如价格波动率

等，判断该权益工具投资是否发生减值。对于以成本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公司综合考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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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单位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判断该权益工

具是否发生减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

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并计入减值损失。对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

资，在期后公允价值回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

失予以转回并计入当期损益。对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期后公允价值回

升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以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发生减值时，将该权益工具投资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类

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发生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予转回。

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公司具有抵销已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法定权利，且目前可执行该种法定权利，

同时公司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时，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以相互抵销后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除此以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

分别列示，不予相互抵销。

7. 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是指能证明拥有公司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的合同。公司发行

（含再融资）、回购、出售或注销权益工具作为权益的变动处理。公司不确认权益工具的公

允价值变动。与权益性交易相关的交易费用从权益中扣减。

公司对权益工具持有方的各种分配（不包括股票股利），减少股东权益。

(八) 应收款项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

额标准
金额 500 万元以上（含）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1) 具体组合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以相同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进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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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组合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应收款项

无风险组合
备用金、保证金、押金、建设资金及政府及政府相关部门

等性质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关联方组合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测试未发生减值的，不计提坏账

无风险组合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测试未发生减值的，不计提坏账

(2) 账龄分析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年，以下同） 0 0

1-2 年 5 5

2-3 年 10 10

3-4 年 20 20

4-5 年 30 30

5 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可收回性存在明显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九) 存货

1. 存货的分类

存货分为开发成本。

2. 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项目开发时，按单个项目归集所发生的实际成本。存货发出时，采用个别计价法确定发

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3.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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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4. 存货的盘存制度

存货的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十) 长期股权投资

1. 共同控制、重要影响的判断

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存在共有的控制，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动必须经过分享控制权

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认定为共同控制。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

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认定为重大影响。

2. 投资成本的确定

(1)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承担债务或

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

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其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合

并对价的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

调整留存收益。

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判断是否属于

“一揽子交易”。属于“一揽子交易”的，把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

处理。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在合并日，根据合并后应享有被合并方净资产在最终控制

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确定初始投资成本。合并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

本，与达到合并前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合并日进一步取得股份新支付对价的账面价

值之和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2)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在购买日按照支付的合并对价的公允价值作为其

初始投资成本。

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区分个别财务

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1)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按照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

为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2)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判断是否属于“一揽子交易”。属于“一揽子交易”的，把各

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对于购买日之

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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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权益法核算下的其

他综合收益等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收益。但由于被投资方重

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变动而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除外。

(3) 除企业合并形成以外的：以支付现金取得的，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其初始

投资成本；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初始投资成本；

以债务重组方式取得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确定其初始

投资成本。

3. 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

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4.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投资至丧失控制权的处理方法

(1) 个别财务报表

对处置的股权，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剩余股权，

对被投资单位仍具有重大影响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实施共同控制的，转为权益法核算；不能再

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确认为金融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进行核算。

(2) 合并财务报表

1)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投资至丧失控制权，且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

在丧失控制权之前，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

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资本溢价不足冲减的，

冲减留存收益。

丧失对原子公司控制权时，对于剩余股权，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

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

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

资收益，同时冲减商誉。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

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

2)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投资至丧失控制权，且属于“一揽子交易”的

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子公司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但是，在丧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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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在合并财务报表

中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一并转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损益。

(十一) 投资性房地产

1.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和已

出租的建筑物。

2.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并采用与固定

资产和无形资产相同的方法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

(十二)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确认条件、计价和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年限超过一个会

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在同时满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

认。

2. 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项 目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通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0 5.00 9.5-19

运输工具 年限平均法 5 5.00 19

专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 5.00 19

3. 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固定资产发生减值的，按照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

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十三) 借款费用

1.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予以资

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2. 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

(1) 当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开始资本化：1) 资产支出已经发生；2) 借款费

用已经发生；3) 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

始。

(2) 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并且中断时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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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超过 3 个月，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中断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确认为当期费用，直至资

产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重新开始。

(3) 当所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

用停止资本化。

3.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

利息费用（包括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的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

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应予资本化的利息

金额；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占用了一般借款的，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

门借款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

的利息金额。

(十四) 无形资产

1. 无形资产包括软件，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2.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使用寿命内按照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

期实现方式系统合理地摊销，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采用直线法摊销。具体年限如

下：

项 目 摊销年限(年)

软件 15

3. 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发生减值的，按照账面价值

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十五) 职工薪酬

1. 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2. 短期薪酬的会计处理方法

在职工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

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3. 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离职后福利分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

(1) 在职工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设定提存计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确认为负

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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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通常包括下列步骤：

1) 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采用无偏且相互一致的精算假设对有关人口统计变量和

财务变量等作出估计，计量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并确定相关义务的所属期间。同时，

对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予以折现，以确定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和当期服务成本；

2) 设定受益计划存在资产的，将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减去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公允价

值所形成的赤字或盈余确认为一项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设定受益计划存在盈余

的，以设定受益计划的盈余和资产上限两项的孰低者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

3) 期末，将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确认为服务成本、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

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以及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等三部分，其

中服务成本和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利息净额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重新

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且在后续会计期间不

允许转回至损益，但可以在权益范围内转移这些在其他综合收益确认的金额。

4. 辞退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向职工提供的辞退福利，在下列两者孰早日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

当期损益：(1) 公司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时；

(2) 公司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

5.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向职工提供的其他长期福利，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按照设定提存计划的有关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除此之外的其他长期福利，按照设定受益计划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为

简化相关会计处理，将其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确认为服务成本、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

净资产的利息净额以及重新计量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等组成项

目的总净额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十六)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按其公允价值，即以实际收到的款项(收到对价的公允价值)扣减交易费用的差

额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并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对实际收到的借入资金净额和到期应偿

还金额之间的差额采用实际利率法在借款期间内摊销，摊销金额计入相关资产构建成本。

(十七) 收入

1. 收入确认原则

(1) 销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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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 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购货方；2) 公司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

品实施有效控制；3)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5) 相

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 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同时满足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的收入，并按已经发生的成本占

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

够可靠估计的，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

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

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劳务收入。

(3) 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在同时满足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收入金额能够可靠计量时，确

认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利息收入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

定；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2. 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本公司土地整治收入的确认采用权责发生制原则，签订了销售合同并履行了合同规定的

义务，已经完工并验收合格，即开发产品的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公司

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开发产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的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该项目已经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的

计量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十八) 政府补助

1. 政府补助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 公司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的条件；

(2) 公司能够收到政府补助。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

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2.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与资产相关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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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按照名

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

废或发生毁损的，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

3.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对于同时包含

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难以区分与资产相关或与收益相关的，整体

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

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

成本；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4. 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费用。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5. 政策性优惠贷款贴息的会计处理方法

(1) 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公司提供贷款

的，以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作为借款的入账价值，按照借款本金和该政策性优惠利率计算相

关借款费用。

(2) 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公司的，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十九) 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1．根据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

目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数之间的差额），按照预期收

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算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2.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限。资产负债表日，有确凿证据表明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确认以前会计期间未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3．资产负债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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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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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回减记的金额。

4. 公司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

情况产生的所得税：(1) 企业合并；(2) 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

(二十) 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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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为承租人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将租金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确认为当

期损益，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为出租人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将租金确认为当期损益，发生的初始

直接费用，除金额较大的予以资本化并分期计入损益外，均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在

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 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为承租人时，在租赁期开始日，公司以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

款额现值中两者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

价值，其差额为未确认融资费用，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计入租赁资产价值。在租赁期各个

期间，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

公司为出租人时，在租赁期开始日，公司以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

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

费用及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各个期间，采

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收入。

五、税（费）项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 种 计 税 依 据 税 率

增值税 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 11%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缴流转税税额 2%

房产税
从价计征的，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30%后余值的

1.2%计缴；从租计征的，按租金收入的 12%计缴
1.2%、1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六、合并财务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库存现金 172,059.95 96,7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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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 629,033,847.53 548,578,021.00

其他货币资金 40,200,000.00 87,000,000.00

合 计 669,405,907.48 635,674,775.98

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 账龄分析

账 龄
期末数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2,244,911,178.73 100.00 2,244,911,178.73

合 计 2,244,911,178.73 100.00 2,244,911,178.73

（续上表）

账 龄
期初数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1,813,930,996.67 100.00 1,813,930,996.67

合 计 1,813,930,996.67 100.00 1,813,930,996.67

3. 其他应收款

单位 期末余额

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 695,843,294.02

重庆和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43,501,000.00

重庆市双桥新车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4,624,010.55

重庆丽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37,894,499.99

重庆润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0,000,000.00

合计 1,671,862,804.56

4. 存货

项 目
期末数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开发成本 19,979,617,612.66 19,979,617,612.66

开发产品 10,143,549,531.25 10,143,549,531.25

合 计 30,123,167,143.91 30,123,167,1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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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 目
期初数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开发成本 19,979,617,612.66 19,979,617,612.66

开发产品 10,190,289,150.60 10,190,289,150.60

合 计 30,169,906,763.26 30,169,906,763.26

5. 其他流动资产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红字税金 1,041,600.00 1,041,600.00

合 计 1,041,600.00 1,041,600.00

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707,800,000.00 957,800,000.00

合 计 707,800,000.00 957,800,000.00

7. 长期股权投资

(1) 分类情况

项 目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对合营联营企业投资 302,919,120.45 302,919,120.45

合 计 302,919,120.45 302,919,120.45

（续上表）

项 目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对合营联营企业投资 218,169,531.41 218,169,531.41

合 计 218,169,531.41 218,169,531.41

8. 投资性房地产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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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建筑物 851,928,490.37 851,928,490.37

合 计 851,928,490.37 851,928,490.37

9. 固定资产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1) 账面原值小计 3,649,579.22 27,167.00 3,676,746.22

运输工具 2,678,550.52 2,678,550.52

通用设备 541,028.70 27,167.00 568,195.70

专用设备 430,000.00 430,000.00

(2) 累计折旧小计 3,011,545.82 50,865.10 3,062,410.92

运输工具 2,296,810.58 41,978.10 2,338,788.68

通用设备 401,551.91 8,887.00 410,438.91

专用设备 313,183.33 313,183.33

(3) 账面净值小计 638,033.40 614,335.30

运输工具 381,739.94 339,761.84

通用设备 139,476.79 157,756.79

专用设备 116,816.67 116,816.67

(4) 减值准备小计

运输工具

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

(5) 账面价值合计 638,033.40 614,335.30

运输工具 381,739.94 339,761.84

通用设备 139,476.79 157,756.79

专用设备 116,816.67 116,816.67

10. 无形资产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1) 账面原值小计 9,000,000.00 9,000,000.00

软件 9,000,000.00 9,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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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累计摊销小计 1,200,000.00 1,200,000.00

软件 1,200,000.00 1,200,000.00

(3) 账面净值小计 7,800,000.00 7,800,000.00

软件 7,800,000.00 7,800,000.00

(4) 减值准备小计

软件

(5) 账面价值合计 7,800,000.00 7,800,000.00

软件 7,800,000.00 7,800,000.00

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 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递延

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递延

所得税资产

坏账准备 227,447,743.25 56,861,935.82 227,447,743.25 56,861,935.82

合 计 227,447,743.25 56,861,935.82 227,447,743.25 56,861,935.82

(2)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24,435,621.32 24,435,621.32

可抵扣亏损 2,656,595.46 2,656,595.46

小 计 27,092,216.78 27,092,216.78

12. 短期借款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信用借款 9,800,000.00 150,000,000.00

抵押借款 30,000,000.00 90,000,000.00

保证借款 210,000,000.00 40,000,000.00

质押借款 38,300,000.00 82,200,000.00

合 计 288,100,000.00 362,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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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种 类 期末数 期初数

工程款 271,297,720.91 257,613,710.11

合 计 271,297,720.91 257,613,710.11

14. 预收款项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保安服务费 379,920.11

往来款 -140,000,000.00

合 计 379,920.11 -140,000,000.00

15. 应交税费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值税 500,584,295.55 456,215,500.74

营业税 23,449,974.81 23,506,648.90

企业所得税 517,929,731.35 520,445,581.22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64,991.79 1,070,808.04

教育费附加 336,640.21 340,058.63

地方教育附加 280,150.91 276,284.39

其他 150,554.01

土地使用税 725.94

合 计 1,043,796,338.63 1,001,855,607.86

16. 其他应付款

(1) 明细情况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应付利息 25,341,999.79 130,108,166.46

其他应付款 2,735,585,584.26 3,328,567,871.32

合 计 2,760,927,584.05 3,458,676,0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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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付利息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企业债券利息 20,695,500.00 125,373,000.00

借款利息 4,646,499.79 4,735,166.46

小 计 25,341,999.79 130,108,166.46

(2) 其他应付款

1) 明细情况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往来款 2,735,585,584.26 3,328,567,871.32

合 计 2,735,585,584.26 3,328,567,871.32

2) 账龄 1年以上重要的其他应付款

债权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未偿还原因

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北

展土地整治开发有限公司
1,789,900,000.00 1 年以内、2-4 年 暂未支付

小 计 1,789,900,000.00

1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988,880,000.00 1,010,09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 198,597,411.08 1,178,731,337.34

合 计 1,187,477,411.08 2,188,821,337.34

18. 长期借款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信用借款 1,787,500,000.00 90,000,000.00

抵押借款 1,444,700,000.00 1,335,760,000.00

质押借款 150,000,000.00 595,000,000.00

合 计 3,382,200,000.00 2,020,760,000.00

19. 应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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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3 渝双桥债 180,597,411.08

14 渝双桥债 536,813,532.13 325,366,032.13

17 双桥经开 MTN001 842,433,735.56 842,433,735.56

18 双桥经开 MTN001 694,132,085.82 638,902,085.82

18 双桥 PPN001 1,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合 计 3,073,379,353.51 2,987,299,264.59

20. 长期应付款

(1) 明细情况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长期应付款 318,900,000.00 511,000,000.00 34,163,979.37 795,736,020.63

专项应付款 160,680,698.16 160,680,698.16

合 计 479,580,698.16 511,000,000.00 34,163,979.37 956,416,718.79

(2) 长期应付款明细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合 计 795,736,020.63 318,900,000.00

融资租赁款 765,736,020.63 288,900,000.00

基金融资 30,000,000.00 30,000,000.00

(3) 专项应付款明细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污水管网补助 129,806,598.16 129,806,598.16

农村公路补助 26,966,000.00 26,966,000.00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 1,731,700.00 1,731,700.00

棚户区改造资金 1,100,000.00 1,100,000.00

公路建设资金 1,076,400.00 1,076,400.00

小 计 160,680,698.16 160,680,698.16

21. 递延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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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细情况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政府补助 356,930,000.00 356,930,000.00

合 计 356,930,000.00 356,930,000.00

(2) 政府补助明细情况

项 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期初数

本期新增

补助金额

本期计入其

他收益金额
期末数

车城工业园区二期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项目

与资产相关 14,000,000.00 14,000,000.00

出口基地建设项目 与资产相关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橡胶产业园项目 与资产相关 12,500,000.00 12,500,000.00

通乡油路项目 与资产相关 24,000,000.00 24,000,000.00

西湖大道北段道路

工程
与资产相关 21,950,000.00 21,950,000.00

经开大道建设工程

项目一期工程
与资产相关 29,480,000.00 29,480,000.00

二期标准厂房及宿

舍建设工程项目
与资产相关 105,000,000.00 105,000,000.00

小 计 356,930,000.00 356,930,000.00

22. 实收资本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合 计 2,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23. 资本公积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资本溢价 2,442,500.00 2,442,500.00

其他资本公积 19,764,483,126.20 19,764,483,126.20

合 计 19,766,925,626.20 19,766,925,6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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