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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按照贵所《关于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21]302 号）（以下

简称“第三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我们就《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对苏州华之杰

电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华之杰”）审核问询问题中涉

及申报会计师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问询函回复使用的简称与《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会稿）》（以下简称“招股说

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如无特别说明，本问询函回复中的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

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问询函所列问题 宋体（加粗） 

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不加粗）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Gongzheng Tiany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SGP 

中国 . 江苏 . 无锡                    Wuxi . Jiangsu . China 

总机：86（510）68798988           Tel：86（510）68798988 

传真：86（510）68567788            Fax：86（510）68567788 

电子信箱：mail@gztycpa.cn            E-mail：mail@gztycp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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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关于产品划分 

根据现场检查，（1）发行人对中高端、低端产品的划分缺乏统一、明确的量

化标准。报告期发行人主要根据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群、产品性能、产品工

艺这四个标准将产品进行中高端、低端产品的划分，由于标准维度较多，并且

产品种类多、生产批次多、规格各异，导致出现同一存货编码的产品既是高端

产品又是低端产品的情形。（2）2020 年 8 月，发行人重新制定了具体明确的产

品档次分类标准。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公司中高端、低端产品的划分标准等，说明同一产

品既是高端产品又是低端产品的原因，公司产品划分出现前述情况的产品类别

及占比；说明公司对于各类产品中高端、低端的划分是否准确；（2）公司目前执

行的最新的产品中高端、低端划分标准、依据及可操作性；（3）公司首轮问询回

复、二轮问询回复中有关产品高、低端的划分，分高、低端的产品收入、成本、

占比、毛利率等的财务数据及分析内容是否准确，若否请进行修改。 

请申报会计师对（3）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结合公司中高端、低端产品的划分标准等，说明同一产品既是高端

产品又是低端产品的原因，公司产品划分出现前述情况的产品类别及占比；说

明公司对于各类产品中高端、低端的划分是否准确 

1、结合公司中高端、低端产品的划分标准等，说明同一产品既是高端产品

又是低端产品的原因，公司产品划分出现前述情况的产品类别及占比 

（1）公司中高端、低端产品的划分标准 

发行人系根据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群、产品性能、产品工艺这四个标准将

产品进行中高端、低端产品的划分，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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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细分 中高端产品 低端产品 

上游供应商 

客户

群 

上游供应商的产品及服务主要面

向高端客户群，并符合高端客户群

对于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及要求 

上游供应商的产品及服务主要面

向普通客户群 

品质

管控

体系 

上游供应商拥有一套完善及先进

的品质管控体系，保证产品的品质

处于行业顶尖水平 

上游供应商拥有一般的品质管控

体系，保证产品的品质稳定可靠 

原材

料 

上游供应商使用知名品牌、进口或

昂贵的原材料/元器件/零件进行

加工生产 

上游供应商使用大众品牌的普通

原材料/元器件/零件进行加工生

产 

生产

设备 

上游供应商使用高精度、高自动化

水平的生产设备进行生产 

上游供应商使用精度一般、低自

动化或无自动化水平的生产设备

进行生产 

产成

品 

上游供应商的产成品是符合发行

人需求的特殊性能指标的产品 

上游供应商的产成品是拥有普通

性能的产品 

下游客户群 
客户

属性 

产品主要供应高端品牌客户，或客

户品牌中的高端产品，具有较高的

附加价值 

产品主要供应普通品牌客户，或

客户品牌中的低端产品，具有较

为一般的附加价值 

性能 
性能

参数 

产品通过了严酷的、完备的可靠性

和性能测试，拥有高指标的性能参

数 

产品通过了普通的可靠性和性能

测试，拥有正常的性能参数 

工艺要求 
工艺

标准 

产品通过发行人特有或先进工艺

制成，在市场上拥有优势竞争地位 

产品通过发行人普通工艺制成，

在市场上无特殊的竞争优势 

（2）同一产品既是高端产品又是低端产品的原因 

因发行人产品种类众多，同一产品虽然在上游供应商、产品性能、工艺要求

等方面相同，但下游客户及终端应用场景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发行人在实际具

体分类时，系依据上述四项标准对相关产品进行高低端分类。因发行人产品品类

较多，发行人在具体分类中存在一定偏差，从而出现同一产品即是高端产品又是

低端产品的情形。 

（3）公司产品划分出现前述情况的产品类别及占比 

发行人对产品进行了仔细梳理，重新对产品进行了高低端分类，具体情况如

下： 

①产品高低端总体调整情况 

发行人针对同一产品既是高端产品又是低端产品的情况进行了重新分类，上

述重新分类事项对发行人 2018 年至 2020 年高低端产品影响金额分别为 365.46

万元、136.74 万元、121.39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0.62%、0.23%、

0.14%，影响程度较小。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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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高端 -121.39 -136.74 -365.46 

低端 121.39 136.74 365.46 

当期营业收入 88,799.29 59,576.56 59,347.70 

调整金额占比 0.14% 0.23% 0.62% 

②分产品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产品高低端产品重分类情况如下： 

A、2020 年调整情况 

单位：万元 

应用领域 项目 
2020 年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占比 

电动工具 

智能开关 29,929.23 29,929.23 - 0.00% 

高端 22,461.38 22,412.24 -49.14 -0.22% 

低端 7,467.85 7,516.99 49.14 0.66% 

智能控制器 18,152.15 18,152.15 - 0.00% 

高端 12,310.64 12,289.57 -21.07 -0.17% 

低端 5,841.50 5,862.57 21.07 0.36% 

无刷电机 16,317.67 16,317.67 - 0.00% 

高端 16,291.75 16,297.04 5.29 0.03% 

低端 25.93 20.63 -5.29 -20.41% 

精密结构件 6,697.17 6,697.17 - 0.00% 

高端 3,342.52 3,342.29 -0.23 -0.01% 

低端 3,354.65 3,354.88 0.23 0.01% 

其他 5,772.54 5,772.54 - 0.00% 

高端 1,676.95 1,676.03 -0.92 -0.06% 

低端 4,095.59 4,096.51 0.92 0.02% 

消费电子 

精密结构件 5,305.19 5,305.19 - 0.00% 

高端 1,029.34 992.83 -36.51 -3.55% 

低端 4,275.85 4,312.36 36.51 0.85% 

开关类 3,775.29 3,775.29 - 0.00% 

高端 931.23 912.41 -18.81 -2.02% 

低端 2,844.06 2,862.87 18.81 0.66% 

其他 53.17 53.17 - 0.00% 

高端 3.41 3.41 - 0.00% 

低端 49.77 49.77 - 0.00% 

总计 86,002.41 86,002.41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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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9 年调整情况 

单位：万元 

应用领域 项目 
2019 年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占比 

电动工具 

智能开关 16,067.25 16,067.25 - 0.00% 

高端 8,935.63 8,904.36 -31.27 -0.35% 

低端 7,131.63 7,162.89 31.27 0.44% 

智能控制器 12,759.41 12,759.41 - 0.00% 

高端 7,469.69 7,470.19 0.51 0.01% 

低端 5,289.73 5,289.22 -0.51 -0.01% 

无刷电机 7,693.46 7,693.46 - 0.00% 

高端 7,689.31 7,689.97 0.66 0.01% 

低端 4.15 3.49 -0.66 -15.87% 

精密结构件 7,611.84 7,611.84 - 0.00% 

高端 3,384.17 3,386.51 2.33 0.07% 

低端 4,227.66 4,225.33 -2.33 -0.06% 

其他 4,913.66 4,913.66 - 0.00% 

高端 1,557.27 1,561.08 3.81 0.24% 

低端 3,356.39 3,352.58 -3.81 -0.11% 

消费电子 

精密结构件 5,960.38 5,960.38 - 0.00% 

高端 981.72 885.88 -95.85 -9.76% 

低端 4,978.66 5,074.50 95.85 1.93% 

开关类 3,064.69 3,064.69 - 0.00% 

高端 877.10 860.16 -16.94 -1.93% 

低端 2,187.59 2,204.53 16.94 0.77% 

其他 119.09 119.09 - 0.00% 

高端 - - - - 

低端 119.09 119.09 - 0.00% 

总计 58,189.79 58,189.79 - 0.00% 

C、2018 年调整情况 

单位：万元 

应用领域 项目 
2018 年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金额 占比 

电动工具 智能开关 16,121.21 16,121.21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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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 6,986.46 6,977.74 -8.72 -0.12% 

低端 9,134.75 9,143.47 8.72 0.10% 

智能控制器 12,144.51 12,144.51 - 0.00% 

高端 5,173.75 5,173.86 0.11 0.00% 

低端 6,970.75 6,970.65 -0.11 0.00% 

无刷电机 4,917.19 4,917.19 - 0.00% 

高端 4,917.19 4,917.19 - 0.00% 

低端 - - - - 

精密结构件 7,601.44 7,601.44 - 0.00% 

高端 3,286.89 3,286.79 -0.11 0.00% 

低端 4,314.55 4,314.66 0.11 0.00% 

其他 5,203.56 5,203.56 - 0.00% 

高端 1,173.36 1,160.92 -12.44 -1.06% 

低端 4,030.20 4,042.64 12.44 0.31% 

消费电子 

精密结构件 8,396.65 8,396.65 - 0.00% 

高端 1,143.95 795.77 -348.18 -30.44% 

低端 7,252.70 7,600.88 348.18 4.80% 

开关类 3,786.23 3,786.23 - 0.00% 

高端 979.52 983.39 3.87 0.40% 

低端 2,806.71 2,802.84 -3.87 -0.14% 

其他 201.22 201.22 - 0.00% 

高端 - - - - 

低端 201.22 201.22 - 0.00% 

总计 58,372.01 58,372.01 - - 

2、说明公司对于各类产品中高端、低端的划分是否准确 

发行人根据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群、产品性能、产品工艺这四个标准将产

品进行中高端、低端产品的划分，上述划分标准系公司根据产品特性及产业链上

下游综合制定，划分标准合理。 

发行人在实际具体分类时，系依据上述四项标准对相关产品进行高低端分类。

因发行人产品品类较多，发行人在具体分类中存在一定误差，从而出现同一产品

即是高端产品又是低端产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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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目前执行的最新的产品中高端、低端划分标准、依据及可操作

性 

发行人的内部管理并不要求对相关产品根据中高端、低端进行划分和管理，

系于首轮问询时（即 2020 年 11 月-12 月）对产品进行了中高端、低端的划分，

上述划分标准、依据一直延续至今。即报告期内，发行人目前执行的产品中高端、

低端划分标准保持一致，具体划分标准、依据详见本题之“（1）公司中高端、低

端产品的划分标准”，上述划分标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三）公司首轮问询回复、二轮问询回复中有关产品高、低端的划分，分

高、低端的产品收入、成本、占比、毛利率等的财务数据及分析内容是否准确，

若否请进行修改 

发行人对产品进行了仔细梳理，重新对产品进行了高低端分类，并对首轮问

询回复、二轮问询回复中有关产品高、低端的划分，分高、低端的产品收入、成

本、占比、毛利率等的财务数据及分析内容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1、首轮问询回复修正 

发行人已修改首轮问询回复“问题 15.1/二、发行人说明/（三）电动工具零部

件中高、低价值产品的划分标准、各期销售占比，单价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否

具备可持续性，公司产品单价与市场价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原因/2、电动工具零

部件中高、低价值产品的销售占比”，修正后内容如下： 

“报告期内，电动工具零部件中高、低价值产品的销售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智能开关 20,620.97 100.00% 29,929.23 100.00% 

其中：高端 16,983.83 82.36% 22,412.24 74.88% 

低端 3,637.14 17.64% 7,516.99 25.12% 

智能控制器 10,799.69 100.00% 18,152.15 100.00% 

其中：高端 7,774.69 71.99% 12,289.57 67.70% 

低端 3,025.00 28.01% 5,862.57 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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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刷电机 20,634.87 100.00% 16,317.67 100.00% 

其中：高端 20,634.87 100.00% 16,297.04 99.87% 

低端 - - 20.63 0.13% 

精密结构件 4,407.49 100.00% 6,697.17 100.00% 

其中：高端 2,043.35 46.36% 3,342.29 49.91% 

低端 2,364.14 53.64% 3,354.88 50.09% 

其他 4,454.58 100.00% 5,772.54 100.00% 

其中：高端 1,896.52 42.57% 1,676.03 29.03% 

低端 2,558.06 57.43% 4,096.51 70.97% 

总计 60,917.59 - 76,868.76 - 

项目 
2019年 2018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智能开关 16,067.25 100.00% 16,121.21 100.00% 

其中：高端 8,904.36 55.42% 6,977.74 43.28% 

低端 7,162.89 44.58% 9,143.47 56.72% 

智能控制器 12,759.41 100.00% 12,144.51 100.00% 

其中：高端 7,470.19 58.55% 5,173.86 42.60% 

低端 5,289.22 41.45% 6,970.65 57.40% 

无刷电机 7,693.46 100.00% 4,917.19 100.00% 

其中：高端 7,689.97 99.95% 4,917.19 100.00% 

低端 3.49 0.05% - - 

精密结构件 7,611.84 100.00% 7,601.44 100.00% 

其中：高端 3,386.51 44.49% 3,286.79 43.24% 

低端 4,225.33 55.51% 4,314.66 56.76% 

其他 4,913.66 100.00% 5,203.56 100.00% 

其中：高端 1,561.08 31.77% 1,160.92 22.31% 

低端 3,352.58 68.23% 4,042.64 77.69% 

总计 49,045.63 - 45,987.91 - 

” 

发行人已修改首轮问询回复“问题 16.2/一、发行人披露/（一）补充简要披露

各主要产品中高、低端产品的具体内容、划分标准、营收、占比、毛利率情况；

分析高、低端产品销售结构变动对单价、单位成本影响的具体途径，进一步分析

主要产品毛利率的变动原因”及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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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营成果分析/（四）毛利贡献及毛利率分析/2、毛利率分析”，修改后内

容如下： 

“②高低端产品营收、占比、毛利率情况 

随着公司持续的研发投入及市场开发，公司高端产品的比重逐渐提升。以电

动工具零部件为例，高端产品占比从 2018 年的 46.79%逐渐提升至 2021 年 1-6

月的 80.98%。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电动工具零部件 

高端 49,333.26 80.98% 19.92% 

低端 11,584.34 19.02% 20.92% 

合计 60,917.59 100.00% 20.11% 

消费电子零部件 

高端 892.13 18.78% 35.20% 

低端 3,858.49 81.22% 25.76% 

合计 4,750.61 100.00% 27.53% 

项目 
2020年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电动工具零部件 

高端 56,017.17 72.87% 27.28% 

低端 20,851.60 27.13% 25.34% 

合计 76,868.76 100.00% 26.76% 

消费电子零部件 

高端 1,908.65 20.90% 39.98% 

低端 7,225.00 79.10% 24.65% 

合计 9,133.65 100.00% 27.85% 

项目 
2019年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电动工具零部件 

高端 29,012.11 59.15% 29.38% 

低端 20,033.52 40.85% 27.46% 

合计 49,045.63 100.00% 28.59% 

消费电子零部件 

高端 1,746.03 19.09% 42.55% 

低端 7,398.13 80.91% 27.12% 

合计 9,144.16 100.00% 30.06% 

项目 
2018年 

收入 占比 毛利率 

电动工具零部件 

高端 21,516.50 46.79% 27.01% 

低端 24,471.42 53.21% 28.71% 

合计 45,987.91 100.00% 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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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电子零部件 

高端 1,779.16 14.37% 41.90% 

低端 10,604.94 85.63% 28.76% 

合计 12,384.10 100.00% 30.65% 

（5）分析高、低端产品销售结构变动对单价、单位成本影响的具体途径，

进一步分析主要产品毛利率的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不同产品的单位售价、单位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元/件 

产品类型 产品小类 高低端 

2021年 1-6月 2020年 

单位 

售价 

单位 

成本 

单位 

售价 

单位 

成本 

电动工具 

零部件 

智能开关 

高端 16.50 11.40 16.87 11.60 

低端 13.37 10.90 13.93 10.37 

小计 15.84 11.29 16.02 11.24 

智能控制器 

高端 23.96 17.86 27.78 22.05 

低端 20.12 14.02 20.05 14.12 

小计 22.74 16.64 24.71 18.90 

无刷电机 

高端 162.73 153.86 138.11 105.56 

低端 - - 68.87 86.61 

小计 162.73 153.86 137.93 105.51 

精密结构件 

高端 5.36 3.24 5.48 3.37 

低端 0.74 0.60 0.79 0.57 

小计 1.24 0.88 1.38 0.93 

其他 

高端 9.12 5.94 8.01 5.05 

低端 2.22 1.89 2.06 1.69 

小计 3.27 2.51 2.63 2.01 

合计 8.93 7.13 7.85 5.75 

消费电子 

零部件 

精密结构件 

高端 0.92 0.61 0.89 0.53 

低端 0.67 0.53 0.59 0.47 

小计 0.71 0.54 0.63 0.48 

开关 

高端 0.24 0.15 0.23 0.14 

低端 0.34 0.24 0.27 0.18 

小计 0.32 0.22 0.26 0.17 

其他 

高端 12.12 4.50 11.35 3.57 

低端 2.47 1.66 4.08 3.12 

小计 2.84 1.77 4.26 3.13 



8-2-3-11 

合计 0.46 0.33 0.39 0.28 

总计 3.84 3.05 2.60 1.90 

产品类型 产品小类 高低端 

2019年 2018年 

单位 

售价 

单位 

成本 

单位 

售价 

单位 

成本 

电动工具 

零部件 

智能开关 

高端 14.88 9.98 14.49 10.32 

低端 13.97 10.47 13.72 10.47 

小计 14.46 10.21 14.05 10.40 

智能控制器 

高端 32.22 24.97 36.00 26.96 

低端 20.48 14.19 16.70 12.25 

小计 26.04 19.29 21.64 16.02 

无刷电机 

高端 195.53 146.68 198.12 169.41 

低端 70.39 77.65 - - 

小计 195.37 146.60 198.12 169.41 

精密结构件 

高端 5.58 3.43 5.19 3.19 

低端 0.87 0.56 0.87 0.48 

小计 1.40 0.88 1.36 0.78 

其他 

高端 8.20 4.58 7.55 4.13 

低端 2.07 1.71 2.13 1.58 

小计 2.71 2.01 2.54 1.77 

合计 5.51 3.94 4.91 3.54 

消费电子零

部件 

精密结构件 

高端 0.92 0.53 1.00 0.59 

低端 0.53 0.39 0.42 0.31 

小计 0.56 0.41 0.45 0.32 

开关 

高端 0.27 0.16 0.27 0.16 

低端 0.20 0.14 0.20 0.14 

小计 0.22 0.14 0.22 0.14 

其他 

高端 - - - - 

低端 5.59 4.43 4.60 3.75 

小计 5.59 4.43 4.60 3.75 

合计 0.37 0.26 0.34 0.24 

总计 1.74 1.24 1.28 0.92 

 

” 



8-2-3-12 

2、二轮问询回复修正 

发行人已修改二轮问询回复“问题八、关于毛利率/一、发行人说明/1、电动

工具高低端产品毛利率差异情况分析”，修正后内容如下： 

“1、电动工具高低端产品毛利率差异情况分析 

2017 年、2018 年电动工具零部件高端产品的毛利率低于低端产品，2019 年、

2020 年毛利率差别较小，上述情形主要是由于智能控制器、和精密结构件的毛

利率波动导致的。报告期内，发行人电动工具领域不同产品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智能开关 28.72% 29.81% 29.39% 25.93% 21.76% 

高端 30.92% 31.24% 32.91% 28.82% 25.90% 

低端 18.45% 25.52% 25.02% 23.73% 19.71% 

高端-低端 12.47% 5.72% 7.89% 5.09% 6.19% 

智能控制器 26.82% 23.52% 25.92% 25.99% 26.80% 

高端 25.47% 20.62% 22.50% 25.11% 24.34% 

低端 30.31% 29.60% 30.75% 26.64% 27.78% 

高端-低端 -4.85% -8.98% -8.24% -1.52% -3.45% 

无刷电机 5.45% 23.51% 24.96% 14.49% 8.97% 

高端 5.45% 23.57% 24.98% 14.49% 8.97% 

低端 - -25.75% -10.32% NA NA 

高端-低端 NA 49.32% 35.30% NA NA 

精密结构件 28.60% 32.71% 36.77% 42.39% 44.55% 

高端 39.62% 38.40% 38.42% 38.43% 41.05% 

低端 19.08% 27.05% 35.45% 45.42% 47.08% 

高端-低端 20.53% 11.35% 2.97% -6.99% -6.03% 

其他 23.46% 23.38% 25.95% 30.05% 32.89% 

高端 34.82% 37.02% 44.19% 45.25% 41.39% 

低端 15.04% 17.80% 17.46% 25.68% 30.68% 

高端-低端 19.78% 19.22% 26.72% 19.57% 10.71% 

（1）智能控制器毛利率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智能控制器业务的收入、单价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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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月 

收入 单价（元/件） 毛利率 

高端 7,774.69 23.96 25.47% 

低端 3,025.00 20.12 30.31% 

合计 10,799.69 22.74 26.82% 

项目 
2020 年 

收入 单价（元/件） 毛利率 

高端 12,289.57 27.78 20.62% 

低端 5,862.57 20.05 29.60% 

合计 18,152.15 24.71 23.52% 

项目 
2019年 

收入 单价（元/件） 毛利率 

高端 7,470.19 32.22 22.50% 

低端 5,289.22 20.48 30.75% 

合计 12,759.41 26.04 25.92% 

项目 
2018年 

收入 单价（元/件） 毛利率 

高端 5,173.86 36.00 25.11% 

低端 6,970.65 16.70 26.64% 

合计 12,144.51 21.64 25.99% 

项目 
2017年 

收入 单价（元/件） 毛利率 

高端 2,856.91 37.67 24.34% 

低端 7,218.50 18.68 27.78% 

合计 10,075.42 21.80 26.80% 

 

相比较拓邦股份、和而泰等智能控制器厂商而言，发行人进入智能控制器业

务时间相对较晚，业务规模亦相对较小。为进一步拓宽客户渠道、进入高端智能

控制器业务领域，发行人对高端智能控制器定价相对较低，导致其毛利率略低于

低端智能控制器。因而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高端智能控制器营业收入分别

较上年同期增长 81.10%、44.38%和 64.51%。 

（2）精密结构件毛利率构成情况分析 



8-2-3-14 

报告期内，发行人精密结构件业务的单价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元/件 

项目 
2021 年 1-6月 

收入 单价 毛利率 

高端 2,043.35 5.36 39.62% 

低端 2,364.14 0.74 19.08% 

合计 4,407.49 1.24 28.60% 

项目 
2020 年 

收入 单价 毛利率 

高端 3,342.29 5.48 38.40% 

低端 3,354.88 0.79 27.05% 

合计 6,697.17 1.38 32.71% 

项目 
2019年 

收入 单价（元/件） 毛利率 

高端 3,386.51 5.58 38.42% 

低端 4,225.33 0.87 35.45% 

合计 7,611.84 1.40 36.77% 

项目 
2018年 

收入 单价 毛利率 

高端 3,286.79 5.19 38.43% 

低端 4,314.66 0.87 45.42% 

合计 7,601.44 1.36 42.39% 

项目 
2017年 

收入 单价 毛利率 

高端 3,168.88 5.37 41.05% 

低端 4,367.01 0.88 47.08% 

合计 7,535.89 1.35 44.55% 

由于低端的精密结构件产品单价相对较低且占下游客户生产成本的比例较

低，客户对于该部分产品的单价敏感程度相对较低，因而 2017-2018 年低端的精

密结构件产品毛利率相对较高。由于电动工具零部件中的精密结构件部分产品结

构较为简单、生产工艺难度较低，竞争壁垒相对较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低

端精密结构件产品单价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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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智能控制器和精密结构件以外，智能开关、无刷电机及其他产品中的高端

产品毛利率均高于低端产品，上述原因综合导致发行人高低端电动工具零部件产

品毛利率呈现波动。 

2、消费电子零部件高低端产品毛利率差异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消费电子零部件不同产品分高低端收入、单价及毛利率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元/件 

项目 
2021年 1-6月 

收入 单价 毛利率 

精密结构件 2,409.49 0.71 23.45% 

高端 489.38 0.92 33.77% 

低端 1,920.12 0.67 20.82% 

开关类 2,169.30 0.32 31.28% 

高端 374.79 0.24 35.00% 

低端 1,794.51 0.34 30.50% 

其他 171.82 2.84 37.60% 

高端 27.96 12.12 62.87% 

低端 143.86 2.47 32.69% 

消费电子合计 4,750.61 0.46 27.53% 

项目 
2020年 

收入 单价 毛利率 

精密结构件 5,305.19 0.63 24.12% 

高端 992.83 0.89 40.18% 

低端 4,312.36 0.59 20.42% 

开关类 3,775.29 0.26 33.12% 

高端 912.41 0.23 39.66% 

低端 2,862.87 0.27 31.04% 

其他 53.17 4.26 26.44% 

高端 3.41 11.35 68.52% 

低端 49.77 4.08 23.56% 

消费电子合计 9,133.65 0.39 27.85% 

项目 
2019年 

收入 单价 毛利率 

精密结构件 5,960.38 0.56 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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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 885.88 0.92 42.42% 

低端 5,074.50 0.53 24.98% 

开关类 3,064.69 0.22 35.27% 

高端 860.16 0.27 42.69% 

低端 2,204.53 0.20 32.38% 

其他 119.09 5.59 20.85% 

高端 - NA NA 

低端 119.09 5.59 20.85% 

消费电子合计 9,144.16 0.37 30.06% 

项目 
2018年 

收入 单价 毛利率 

精密结构件 8,396.65 0.45 28.64% 

高端 795.77 1.00 41.18% 

低端 7,600.88 0.42 27.33% 

开关类 3,786.23 0.22 35.75% 

高端 983.39 0.27 42.49% 

低端 2,802.84 0.20 33.39% 

其他 201.22 4.60 18.42% 

高端 - NA NA 

低端 201.22 4.60 18.42% 

消费电子合计 12,384.10 0.34 30.65% 

项目 
2017年 

收入 单价 毛利率 

精密结构件 9,346.62 0.44 30.41% 

高端 710.55 1.01 53.40% 

低端 8,636.07 0.42 28.52% 

开关类 3,875.75 0.26 45.24% 

高端 1,100.32 0.30 48.10% 

低端 2,775.43 0.24 44.11% 

其他 157.48 2.97 19.94% 

高端 - NA NA 

低端 157.48 2.97 19.94% 

消费电子合计 13,379.86 0.37 34.59% 

 

整体而言，消费电子零部件中高端产品的毛利率整体高于低端产品，主要是

因为：一方面，由于消费电子零部件产品结构相对较为简单、生产工艺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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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单价整体较低，高低端产品单价差异并不太明显，因而下游客户对于高端产

品的单价并不敏感。另一方面，发行人的消费电子零部件销售主要以低端的精密

结构件和低端的开关类产品为主，由于该部分业务销售收入占比较高，下游客户

更为敏感，因而低端的消费电子零部件毛利率相对较低。”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就事项（3）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核查了公司在首轮问询回复、

二轮问询回复及招股说明书相关披露内容。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已更正首轮问询回复、二轮问询回复及招

股说明书中关于分高、低端的产品收入、成本、占比、毛利率等的财务数据及分

析内容，修改后内容准确。 

问题二、关于销售返利 

根据现场检查，（1）发行人对销售返利的会计处理与首轮问询回复存在差异。

发行人 2018 年、2019 年分别预提销售返利 680.24 万元和 789.94 万元，预提返

利时借记销售费用，贷记其他应付款；支付返利时，借记其他应付款，贷记应

收账款。首轮问询回复说明预提返利时借记营业收入，贷记其他流动负债；支

付返利时，借记其他流动负债，贷记应收账款，与实际情况不符。（2）另外，招

股说明书中存在“公司与贝仕达克返利政策不同，会计处理方式有所差异，公司

直接将返利金额冲减销售收入，而贝仕达克将返利金额计入销售费用，不同的

会计处理方式，导致公司智能控制器产品毛利率略低于贝仕达克”等的相关披露。 

请发行人说明：（1）公司销售返利的具体政策、执行情况，各期销售返利的

计提金额、实际支付情况，返利的实际会计核算及处理情况；公司返利会计处

理与首轮回复不一致的原因，公司相关申报材料中是否存在虚假表述；（2）结合

公司的销售返利政策、会计准则等，说明公司的销售返利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若否，请进行修改；（3）更正申报材料中有

关销售返利的信息披露，调整招股说明书“公司与贝仕达克返利政策不同，会计

处理方式有所差异”等的相关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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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报会计师对（1）（2）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公司销售返利的具体政策、执行情况，各期销售返利的计提金额、

实际支付情况，返利的实际会计核算及处理情况；公司返利会计处理与首轮回

复不一致的原因，公司相关申报材料中是否存在虚假表述 

1、公司的销售返利政策和执行情况 

（1）销售返利政策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 TTI 存在销售返利。根据公司与 TTI 协议规定，公司给

与 TTI 的销售返利一般由公司对 TTI 销售额的一定比例计提，个别年度结合了其

他因素，如 2017 年向 TTI 分享了汇率波动收益，2021 年与 TTI 分摊了因提前交

货产生的运输费用。公司对 TTI 销售额包括：公司向 TTI 直接销售金额及 TTI

指定的供应商从公司处的采购金额。除协议规定外，公司更新产品的销售将根据

当年具体招标情况确定返利比例。 

公司一般于次年根据原材料价格波动、设备投入、人力成本投入等因素与

TTI 进行议价，双方协商确定上年度销售返利最终金额。 

（2）返利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 TTI 的销售返利的执行情况如下： 

期间 返利政策 销售方式 
销售金额/ 

销售量 
应返利金额 返利比例 

2021

年 1-6

月 

返利金额为销售额

的 4.00% 

直接销售 23,636.56万元 923.74 4.00% 

间接销售 8,580.58万元 343.22 4.00% 

小计 32,217.14 万元 1,266.96 4.00% 

因空运原材料需额

外扣减的返利 
— — -241.95 — 

合计 -241.95 -241.95 — 

2020

年度 

返利金额为销售额

的 4.00% 

直接销售 21,301.86万元 850.58 4.00% 

间接销售 11,426.95万元 455.93 4.00% 

小计 32,728.80 万元 1,306.51 4.00% 

合计 — 1,30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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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返利金额为销售额

的 5.50% 

直接销售 2,553.91万元 140.46 5.50% 

间接销售 5,055.75万元 278.07 5.50% 

小计 7,609.66 万元 418.53 5.50% 

返利金额为销售量

乘以 2.16-3.56 不

等 

直接销售 8.57万件 153.31 2.68USD 

间接销售 — — — 

小计 8.57万件 153.31 2.68USD 

合计 — 571.84 — 

2018

年 

返利金额为销售额

的 4.50%-5.50%不等 

直接销售 7,884.19万元 404.04 5.12% 

间接销售 2,924.64万元 160.86 5.50% 

小计 10,808.83 万元 564.89 5.23% 

合计 — 564.89 — 

2017

年 

返利金额为销售额

的 6.00% 

直接销售 6,527.50万元 391.65 6.00% 

间接销售 769.00 万元 46.14 6.00% 

小计 7,296.50 万元 437.79 6.00% 

如 果 汇 率 降 低 至

1USD=6.95RMB，TTI

将会获得 6.39 与

6.95 之间的汇率差

价弥补 

 

— 254.64 — 

合计 — 692.43 — 

注：2021年 1-6月公司按照 4%计提的返利金额为 1,266.96万元。由于越南原材料供应

体系不够完备，越南华捷主要从国内采购主要原材料。2021 年 1-6 月，因 TTI 对发行人部

分订单交货提前，越南华捷从境内采购主要原材料采取了空运方式，双方就空运原材料额外

产生的运输费用进行了协商，约定将因空运原材料而产生的运输费用的 50%抵减当期返利，

抵减后金额即为预提的返利金额。 

2、报告期各期销售返利的计提金额、实际支付情况 

（1）销售返利计提金额 

2017 年度，公司原账面未预提返利，期后已根据与 TTI 的对账邮件补充确

认 2017 年的返利，并计入 2017 年的财务报表；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公司账

面参照上年的返利条款先行预提（因为最终的返利条款于次年方可确定），次年

根据与 TTI 确认的返利金额与原账面已计提返利的差额调整当年损益，2017 至

2019 年度，公司财务报表确认的对 TTI 返利均与双方确认数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对 TTI 返利的确认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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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年份 原账面预提金额 审计调整数 确认的返利金额 

2021年 1-6月 1,025.01 - 1,025.01 

2020年度 1,306.51 - 1,306.51 

2019年度 789.94 -218.10 571.84 

2018年度 680.24 -115.35 564.89 

2017年度 — 692.43 692.43 

合计 3,801.70 358.98 4,160.68 

（2）销售返利实际支付情况 

发行人按照客户下发的付款通知（DEBIT NOTE）支付返利。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公司 2017 年至 2021 年 1-6 月对 TTI 确认的返利尚有 3,013.57 万元尚未支

付。 

公司对报告期确认的 TTI 返利的支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支付金额 余额 支付依据 

2017年度 - 692.43 - 

2018年度 394.52 862.80 DEBIT NOTE 

2019年度 448.90 985.74 DEBIT NOTE 

2020年度 303.69 1,988.56 DEBIT NOTE 

2021年 1-6 月 - 3,013.57  

合计 1,147.11 3,013.57  

3、公司返利的实际会计核算及处理情况 

因发行人财务系统预提返利时设定为借记销售费用，贷记其他应付款；支付

返利时，借记其他应付款，贷记应收账款。由于财务系统中对销售返利的处理不

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在财务报表列报时按照准则要求进行调整，将销售费

用重分类列报于营业收入、将其他应付款重分类列报于其他流动负债；支付时，

则相应借其他流动负债，贷应收账款。 

具体调整过程如下： 

 



8-2-3-21 

事项 财务系统 列报调整 调整后分录 

预提返利 
借：销售费用 

贷：其他应付款 

借：营业收入 

贷：销售费用 

借：其他应付款 

贷：其他流动负债 

借：营业收入 

贷：其他流动负债 

支付返利 
借：其他应付款 

贷：应收账款 

借：其他流动负债 

贷：其他应付款 

借：其他流动负债 

贷：应收账款 

4、公司返利会计处理与首轮回复不一致的原因，公司相关申报材料中是否

存在虚假表述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问题 10：关于销售与主要客户/问题 10.2/一、发行人说

明/（一）报告期前五大客户的主要情况、历史合作情况如销售金额、时间、形

成规模化销售的时间、获客途径、是否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及主要条款、结算方式、

定价方式、是否存在销售折扣及具体财务处理方式；各期向前五大客户销售的具

体产品的数量、单价、金额、占比、毛利率等情况，对于同种产品销售单价差异

较大、同一客户收入及毛利率变动较大、毛利率显著高于或低于公司平均毛利率

的，请进一步分析具体原因/1、报告期前五大客户的主要情况、历史合作情况如

销售金额、时间、形成规模化销售的时间、获客途径、是否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及

主要条款、结算方式、定价方式、是否存在销售折扣及具体财务处理方式”可知，

发行人对 TTI 存在销售返利，财务处理方式为“返利金额冲减销售收入”。 

根据二轮问询回复“问题十一、其他财务问题/问题11.1/一、发行人说明/（一）

报告期内公司对销售返利的具体会计处理情况”公司对 TTI 返利的会计处理情况

如下：“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与 TTI 约定的返利政策计提对 TTI 的直接销售返利

和间接销售返利，并将返利金额全部冲减对 TTI 的销售收入，公司销售返利计提

与结算的具体会计处理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处理方式 

1 预提当期销售返利 
借：营业收入 

贷：其他流动负债——预提销售返利 

2 销售返利实际结算 
借：其他流动负债——预提销售返利 

贷：应收账款——客户 

” 

综上可知，发行人系按照最终会计处理进行回复，发行人的最终会计处理与

首轮回复及二轮回复不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公司相关申报材料不存在虚假表述。 



8-2-3-22 

（二）结合公司的销售返利政策、会计准则等，说明公司的销售返利会计

处理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若否，请进行修改 

2017 年至 2019 年度，公司执行旧收入准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2006）》第七条规定，销售商品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

折扣后的金额确定商品销售金额。商业折扣，是指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在商品

标价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公司根据协议给与 TTI 的销售返利，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关于商业折扣的规定，应该按照商业折扣做相关会计处理，即收入发生当期冲减

营业收入的同时预提销售返利（借记营业收入，贷记其他流动负债——预提销售

返利）。公司将抵减返利金额后的销售额相应确认销售收入，同时结转相关成本。 

2020 年度起，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2017 年修订）》规定，合同中存在可变对价的，企业应当按照期望值或最可能

发生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最佳估计数，但包含可变对价的交易价格，应当不超过

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企业在

评估累计已确认收入是否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时，应当同时考虑收入转回的

可能性及其比重。公司根据协议给与 TTI 的销售返利属于影响交易价格的可变对

价，满足“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前提，在对 TTI 销售时考虑返利对于当期

销售收入的影响。即收入发生当期冲减营业收入的同时预提销售返利（借记营业

收入，贷记其他流动负债——预提销售返利）。公司将抵减返利金额后的销售额

相应确认销售收入，同时结转相关成本。 

综上所述，公司对销售返利的最终会计处理正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

规定。 

（三）更正申报材料中有关销售返利的信息披露，调整招股说明书“公司与

贝仕达克返利政策不同，会计处理方式有所差异”等的相关信息披露 

发行人已调整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十一、经营

成果分析/（四）毛利贡献及毛利率分析/（3）主要产品毛利率分析/① 电动工具

零部件/B、智能控制器”中关于返利的相关表述，具体内容如下： 

“2018 至 2019 年，公司智能控制器产品毛利率与和而泰差异不大，但低于

贝仕达克，高于拓邦股份和朗科智能。2020 年，公司智能控制器产品毛利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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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邦股份差异不大，但低于和而泰、高于朗科智能。2018 至 2019 年，公司智能

控制器产品低于贝仕达克主要是因为贝仕达克对 TTI 的销售占比较高，且公司与

贝仕达克对返利的会计处理方式有所差异。公司对返利最终的会计处理系直接将

返利金额冲减销售收入，而贝仕达克将返利金额计入销售费用，不同的会计处理

方式，导致公司智能控制器产品毛利率略低于贝仕达克。2018 至 2019 年，公司

智能控制器产品高于拓邦股份和朗科智能主要是因为拓邦股份和朗科智能的上

述控制器产品范围包括了家用电器等产品，而家用电器控制器的毛利率低于电动

工具控制器。 

发行人已调整二轮问询回复“问题十一、其他财务问题/问题十一、其他财务

问题/一、发行人说明/2、公司对 TTI 返利的会计处理情况”中关于返利的相关表

述，具体内容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与 TTI 约定的返利政策计提对 TTI 的直接销售返利和

间接销售返利。因发行人财务系统预提返利时设定为借记销售费用，贷记其他应

付款；支付返利时，借记其他应付款，贷记应收账款。由于财务系统中对销售返

利的处理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在财务报表列报时按照准则要求进行调整，

将销售费用重分类列报于营业收入、将其他应付款重分类列报于其他流动负债；

支付时，则相应借其他流动负债，贷应收账款。 

具体调整过程如下： 

事项 财务系统 列报调整 调整后分录 

预提返利 
借：销售费用 

贷：其他应付款 

借：营业收入 

贷：销售费用 

借：其他应付款 

贷：其他流动负债 

借：营业收入 

贷：其他流动负债 

支付返利 
借：其他应付款 

贷：应收账款 

借：其他流动负债 

贷：其他应付款 

借：其他流动负债 

贷：应收账款 

” 

发行人已调整二轮问询回复“问题十一、其他财务问题/问题十一、其他财务

问题/一、发行人说明/3、公司返利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中关于返

利的相关表述，具体内容如下： 

“综上所述，公司对销售返利的最终会计处理正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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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会计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1、了解发行人销售返利的政策以及实际执行情况，检查返利计提情况； 

2、核查发行人账面未审返利预提金额与实际审定返利金额的差异原因； 

3、了解发行人返利支付方式，核查发行人返利实际支付情况，确认发行人

返利支付执行情况； 

4、查阅《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收入确认计量的说明，核查发行人返利核算

是否符合准则要求。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按照协议或约定计提返利，确认的返利和应计返利一致； 

2、发行人支付返利系根据客户下发的付款通知进行支付，发行人确认返利

金额与实际支付的返利金额存在差异具有商业合理性； 

3、发行人返利最终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行人返利会计处理与

首轮回复一致。 

问题三、关于存货 

根据现场检查，发行人 2017、2018、2019 年末对博世集团销售的相关产品

结存余额分别为 17.15 万元、150.56 万元、104.57 万元，由于给予博世集团产品

让利，发行人没有按照客户对产品进行存货减值测试，导致 2017—2019 年对相

关产品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分别为 5.06 万元、65.44 万元、33.72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公司各期给予博世集团让利的具体情况，结合各期末公司

销售给博世集团产品的结存情况、期后销售情况等，说明公司是否需补提存货

跌价准备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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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说明 

1、公司各期给与博世集团让利的具体情况 

公司致力于发展成为电动工具等领域的全球零部件设计及制造供应商，相比

较北美和亚洲市场而言，发行人在欧洲市场的份额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开发和

突破，欧洲市场预计将成为发行人未来业绩增长的潜在市场。 

而德国的博世集团作为世界 500 强之一，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

业务范围涵盖了汽油系统、柴油系统、汽车底盘控制系统、汽车电子驱动、起动

机与发电机、电动工具、家用电器、传动与控制技术、热力技术和安防系统等。

因此，发行人将深度绑定博世集团、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作为发行人的战略发展

目标之一。 

为了能够成功打入博世供应商体系，发行人在与博世集团刚开始合作时对于

部分产品给与了一定的让利，从而提高了在该客户系统内的竞争优势，从而成功

开启合作。 

2017 至 2019 年，公司对博世集团定制化产品单价让利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件 

期间 产品类别 单位成本 单位售价 单位让利 

2019 年度 

电子模组 10.19 7.10 3.09 

不带控制功能的开关 2.64 1.84 0.80 

其他 0.80 0.57 0.23 

2018 年度 

电子模组 13.36 8.88 4.48 

不带控制功能的开关 3.34 1.87 1.47 

其他 0.74 0.54 0.2 

2017 年度 

电子模组 12.75 8.86 3.89 

不带控制功能的开关 3.00 1.93 1.07 

其他 25.44 23.44 2.00 

注：单位让利金额=单位成本-单位售价，未考虑相关销售的费用情况 

报告期内，虽然发行人给博世集团提供了一部分让利，短期内减少了发行人

的净利润水平，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上述行为有利于发行人进一步开拓欧洲市

场。一方面，上述行为使得发行人成功进入了博世集团的供应链体系，能够进一

步获得博世集团持续的询价机会。另一方面，随着合作的持续深入，博世集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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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认可并信赖发行人的产品品质、供应能力等，逐步将部分其他高端产品的订单

交由发行人。如 2020 年，发行人中标了博世集团的无刷集成智能开关项目，成

功进入其高端产品供应链；此外，博世集团进一步确认了发行人作为其无刷电机

供应商的资格，即将开启无刷电机项目的合作。 

综上，发行人给与博世集团的短期让利行为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具备商业

合理性，且双方之前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利益输送情形。 

2、各期末公司销售给博世集团产品的结存情况、期后销售情况等 

2017-2019 年度各年末，博世集团定制化产品的结存情况、期后销售情况，

以及需补提如下：  

单位：万件、万元 

时点 产品类别 
期末结存 期后销售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2019 年末 

电子模组 1.68 17.12 1.68 11.93 

不带控制功能的开关 31.42 83.02 31.42 57.80 

其他 5.53 4.43 5.53 3.16 

合计 38.63 104.57 38.63 72.89 

2018 年末 

电子模组 1.43 19.08 1.43 12.68 

不带控制功能的开关 37.22 124.40 37.22 69.68 

其他 9.61 7.08 9.61 5.21 

合计 48.26 150.56 48.26 87.57 

2017 年末 

电子模组 0.83 10.54 0.83 7.33 

不带控制功能的开关 1.02 3.04 1.02 1.96 

其他 0.14 3.57 0.14 3.29 

合计 1.99 17.15 1.99 12.58 

3、公司是否需补提存货跌价准备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根据各期末对博世销售的相关产品结存余额，按照期后实际结算价格进行测

算，公司对博世产品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以及对各期利润总额的影响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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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存货余额 104.57 150.56 17.15 

跌价准备重测差额 33.72 65.44 5.06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额 31.72 -60.38 -5.06 

利润总额 8,834.64 8,911.39 5,401.65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0.36% -0.68% -0.09% 

根据上表测算结果，2017-2019 年各年末博世相关产品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金额分别为 5.06 万元、65.44 万元和 33.72 万元，上述事项导致的对利润总额的

影响额占各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0.09%、-0.68%和 0.36%，整体影响较小。 

2020 年末，公司对期末结存的博世集团定制化产品，按照该等存货的估计

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了其可变现净值，按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6.42 万元。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期末结存的博世集团定制化产品，按照该等存货

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了其可变现净值，按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9.07 万元。 

鉴于：（1）2017-2019 年各年末，公司对博世相关产品结存余额较小，应补

计提跌价准备金额较小，对利润总额影响较小，公司不存在主观调节利润的情形；

（2）2017-2019 年各年末结存的博世相关产品，已于次年全部实现销售；（3）2020

年末，公司已对期末结存的博世集团定制化产品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6.42 万元，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对期末结存的博世集

团定制化产品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9.07 万元。

因此，发行人未就 2017-2019 年对博世相关产品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进行追溯

调整。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 

（一）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1、访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与销售负责人，了解公司对博世集团进行战略性

让利的原因以及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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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得博世集团定制化产品各期末结存情况，以及期后销售单情况，测算

各期末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并分析对各期利润的影响额，确定是否需要

追溯调整。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给与博世集团的定制化产品给与战略性低价让利系为了进一步扩

大欧洲市场； 

2、2017-2019 年各年末博世相关产品结存余额较小，跌价准备金额也较小，

对利润总额影响不大。2020 年起，公司对存货中博世集团定制化产品，已按期

足额计提了因单价让利导致的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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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苏州华之杰电

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

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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