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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X i g e m a  C p a s ( S p e c i a l  G e n e r a l  P a r t n e r s h i p )  

                      

关于对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的答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关于对西安宝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

第 208 号）已收悉，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西安宝德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德股份”或“公司”）聘请的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

构，对关注函中需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核查，现将

核查情况回复如下：（以下如未特别注明，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问题一： 

“1.公告显示，你公司将酒类流通业务中由上游经销商直接发往下游客户（以

下简称“直发模式”）的收入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核算，并将该部分利润认定为

非经常性损益，同时将 2021 年度与 2022 年一季度部分相同产品的毛利差额认定

为非经常损益，上述两项合计导致扣非后净利润减少 120 万元。” 

“（1）请你公司结合酒类流通业务的经营模式和开展过程、不同销售模式在

供应商、客户、货物流转及存放方式、资金流向、合同条款对权利义务的约定、

产品品牌、定价、毛利率、收入会计计量方式等方面的异同说明你公司对于酒类

流通业务的收入计量方式是否有明确、恰当的判断标准，直发模式是否具备商业

实质，是否有真实货物流转、是否存在通过增加贸易环节虚增收入及利润的情形。” 

回复： 

近年来公司油田自动化业务处于历史低位，同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

经营业绩不佳，为了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需求，2020 年起公

司管理层及治理层积极调整公司产业结构，在维持原有石油自动化业务稳定的同

时，拟通过并购重组及自主经营等方式开展酒类流通业务，实现公司双主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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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司盈利及可持续经营能力。 

2020 年按照公司发展战略实施并购重组名品世家，由于相关政策以及市场环

境变化于 2021年 11月终止重组方案。 

在开展并购酒类流通业务的同时，公司于 2021年初成立天禄盛世（北京）酒

业有限公司（简称“天禄盛世”）自主经营酒类流通业务，对接上游知名酒类厂商

及酒业流通商，开拓下游客户。天禄盛世成立时间较短，尚处于酒类销售业务的

起步阶段，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销售及供货渠道，形成了初步业务模式，相关业务

已经稳步开展，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的重要构成部分。 

目前天禄盛世酒类流通业务模式主要包括批发和团购，同时建立线上网店进

行酒品零售业务。酒类流通业务供应商主要系名酒生产厂家及酒类经销商；下游

客户主要包括地方经销商与团购客户。其中： 

根据货物是否由上游供应商直发下游客户分为直发模式和入库模式。客户、

客户资金流向、合同条款对权利义务的约定、产品供应商、货物流转及存放方式、

产品品牌、定价、毛利率、收入会计计量方式等情况如下： 

1.客户及客户资金流向 

酒类贸易业务客户主要系经销商与团购客户，双方业务资金主要以银行转账

方式直接将资金汇入天禄盛世公司账户。 

2.合同条款对权利义务的约定 

根据目前天禄盛世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协议约定：天禄盛世根据客户需求将所

购酒类产品运输至客户指定地点后，经客户现场查验清点无误予以验收后商品的

所有权转移至客户；产品交付客户签收并验收合格前的一切风险由天禄盛世承担。

所出售商品一经客户验货合格后除质量问题外概不退货，天禄盛世对货物的质量

提供保证，因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的费用由天禄盛世承担。 

3.产品供应商、产品品牌 

直发模式产品主要以贵州茅台酒、国台、钓鱼台、五粮液 1618等产品，上游

供应商主要以贵州茅台酒、国台酒、钓鱼台经销商为主，例如：常州汇润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苏州汇云太网络有限公司等。 

入库模式销售产品主要以汉代酱酒系列、第八代五粮液、经典五粮液以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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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酱香系列酒，上游供应商主要系宜宾五粮液酒类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江西汉代

酒业有限公司、北京元东商贸有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等各大酒类生产商及经销商。 

4.货物流转及存放方式 

直发模式下天禄盛世与上游供应商签订采购协议并按照协议支付货款后，未

直接提货并由上游供应商代为保管，在天禄盛世提出发货申请后，由上游供应商

安排物流直接发送至天禄指定地点，由下游客户进行现场清点验收，查验无误后

在货物签收单上签字盖章。 

入库模式下天禄盛世采购的货物由上游供应商通过物流运输等方式发往天禄

盛世租赁的仓库，经现场核对查验无误后予以签收入库；天禄盛世根据下游客户

采购订单的数量及发货地址办理出库进行发货，待商品运送至指定地点后由客户

点验签收。 

5.定价、毛利率 

直发模式产品主要系大宗贸易销售，主要通过低价销售提高酒品的流转速度，

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公司市场影响力，为公司后续业务发展奠基。因此产品

销售价格偏低，毛利率较低，2021年经销商直发模式业务综合毛利率为 5.95%。 

厂家直发模式主要是公司取得五粮液、汉代酒经销权，根据客户需求指定厂

家直发客户，2021年毛利率为 43.67%。 

入库产品客户群体包括经销商、团购及散客等，酒类产品销售价格主要根据

不同时期酒品市场供求关系进行产品销售价格定价，2021 年度入库模式业务综合

毛利率为 18.91%。 

6.收入会计计量方式 

公司业务收入构成可分为：经销商直发模式；厂家直发模式；入库模式。2021

年度公司账面收入分类： 

收入类别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毛利 销售毛利率 

经销商直发模式 18,090,408.87 17,014,587.59 1,075,821.28 5.95% 

厂家直发模式 2,512,849.56 1,415,588.49 1,097,261.07 43.67% 

入库模式 23,625,316.74 19,156,737.58 4,468,579.16 18.91% 

合计 44,228,575.17 37,586,913.66 6,641,661.51 15.02% 

将经销商直发业务按净额法调整后收入列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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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类别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毛利 备注 

经销商直发模式 1,075,821.28   1,075,821.28  

厂家直发模式 2,512,849.56 1,415,588.49 1,097,261.07  

入库模式 23,625,316.74 19,156,737.58 4,468,579.16  

合计 27,213,987.58 20,572,326.07 6,641,661.51  

注：厂家直发模式含厂家及厂家直属销售公司。 

经销商直发模式下，产品由上游供应商直接运输至下游客户，天禄盛世以中

间商或代理商的身份参与到业务过程中，此种交易模式目前在酒类流通行业中是

比较常见的一种业务模式，主要是为了节约商品流转业务过程中的成本。但是由

于天禄盛世对产品实物流转过程并不控制，在交易中的身份类似代理人身份，基

于谨慎性考虑，对于该类直发模式下产品销售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 

厂家直发模式，考虑其产品由厂家直供，交易背景清晰，按照总额法确认收

入。 

入库模式下天禄盛世与上游供应商签订框架协议，下达采购订单，按照合同

约定支付货款后供应商通过物流运输将酒品配送至公司指定的仓库。公司根据下

游客户的订单要求，将货物通过物流及快递等方式从仓库发送给客户。通过物流

配送的客户签收后由物流将签收单带回，通过快递配送的客户收货后公司取得快

递公司的电子签收回执。该种模式下公司在将酒品转让给客户之前能够控制商品

的入库、存储、发运，能够自主定价，承担了存货主要风险，双方根据签订的购

销合同履行交付结算义务，具有真实货物交割过程，该种业务模式交易背景清晰，

天禄盛世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 

7.商业实质的判断 

直发模式，由上游供应商直接将货物运输至下游客户，存在实物流转的过程，

虽然天禄盛世在整个业务环节中虽然对货物流转过程缺乏控制，但基于天禄盛世

与客户签订的协议约定，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同时此种交易模

式目前在酒类流通行业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业务模式，存在商业实质。 

入库模式下公司在将酒品转让给客户之前能够控制商品的入库、存储、发运，

能够自主定价，承担了存货主要风险，具有真实货物交割过程，该种业务模式交

易背景清晰，判断具有商业实质。 

综上所述，天禄盛世不存在通过增加贸易环节虚增收入及利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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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不同销售模式下相同产品在 2022 年一季度及 2021

年度的单价、销量、毛利率差异情况及产生差异的原因，调整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的相关产品的品牌、收入、毛利额等情况。” 

回复： 

一、不同销售模式下相同产品在 2022 年一季度及 2021 年度的单价、销量、

毛利率差异情况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1.入库模式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产品名称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数量 平均单价 毛利率 数量 平均单价 毛利率 

第八代五粮液 12,115.00 1,134.00 11.90% 874.00 1,082.00 8.78% 

经典五粮液 3,113.00 2,431.00 33.46% 819.00 2,615.00 42.31% 

五粮液小五粮 574.00 403.00 25.65% 460.00 418.00 28.21% 

仁怀酱香-仁之诚 106.00 322.00 53.84% 2,586.00 201.00 26.02% 

仁怀酱香-仁之道 2,473.00 424.00 36.57% 364.00 481.00 44.12% 

仁怀酱香-仁之信 151.00 232.00 48.79% 24.00 169.00 29.59% 

仁怀酱香-仁之义 61.00 459.00 56.64% 114.00 482.00 58.73% 

飞天茅台 918.00 1,506.00 -0.31% 402.00 1,503.00 0.27% 

汉代古酱 240.00 291.00 39.18% 3,720.00 255.00 30.59% 

汉代酱酒礼御十年 312.00 711.00 27.74% 624.00 410.00 44.35% 

汉代酱酒礼御十五年 96.00 773.00 60.36% 462.00 675.00 50.07% 

习酒·时代辉煌(2021)    39,666.00 279.00 2.77% 

（1）飞天茅台两期对比产品销售价格偏差不大，毛利率较低，主要原因为飞

天茅台是市场较为通行的产品，对下游客户有较强的吸引力，天禄盛世除了直接

销售飞天茅台获得利润，更重要的是以飞天茅台销售为契机，提高市场竞争力，

包括品牌知名度、对下游客户的吸引力和议价能力，并且有助于带动其他酒类产

品销售（例如五粮液、仁怀酱香系列等），通过其他产品的销售获得利润，因此茅

台毛利率较低。 

（2）经典五粮液销售毛利 2022 年 1-3月较 2021年增长了 9个百分比，主要

系天禄盛世前期自五粮液平台商采购成本较高，2021年 12月取得经典五粮液经销

权后采购价格较前期降低了 17%左右，导致 2022年 1-3月销售毛利较 2021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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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此外由于 2022年 1-3月经典五粮液主要以团购为主，客户主要系终端客户，

平均销售价格较 2021年略有增长导致。 

（3）“仁怀酱香系列”中仁之诚、仁之信两种酒品的销售价格偏差主要系 2021

年天禄盛世向采购仁之诚、仁之信的客户提供了飞天茅台产品支持；2022 年尚未

向该等客户提供飞天茅台支持，故公司 2021 年客户的议价能力较 2022 年更强，

致使两种酒品的两期对比销售价格有所偏差。 

（4）汉代古酱、汉代酱酒礼御十五年 2022 年 1-3月产品毛利较 2021年度下

滑较多，主要由于天禄盛世 2021年底汉代酱酒库存较大，为了提高库存周转率，

进行了降价销售，导致产品毛利下降。汉代酱酒礼御十年 2022年 1-3月销售毛利

较 2021年度高主要系天禄盛世未取得汉代酒业经销权前采购成本较高导致。 

2.经销商直发模式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产品名称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数量 平均单价 毛利率 数量 平均单价 毛利率 

五粮液小五粮 8,914.00 330.00 4.55%    

五粮液 1618 3,000.00 986.00 4.77%    

国台上品珍酿 10,125.00 210.00 4.50%    

国台大师工造精品酒 8,962.00 270.00 5.74%    

钓鱼台·窖藏 3,900.00 506.50 13.33%    

国台-酱师    15,120.00 228.00 5.71% 

国台-酱师工造    52,800.00 123.00 6.30% 

习酒·时代辉煌(2021)    11,034.00 279.00 2.77% 

经销商直发模式酒品销售毛利较低，主要系“直发模式”下产品流转直接由

上游供应商发往下游客户，货物流转过程中产生的运输费用由上游经销商承担，

天禄盛世不需要承担额外的费用；此外“直发模式”订单数量及金额较大，宝德

股份通过有竞争力的较低价格销售能够提高酒品的流转速度，扩大公司业务规模，

提升公司市场影响力，为公司后续业务发展奠基。 

3.厂家直发模式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产品名称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数量 平均单价 毛利率 数量 平均单价 毛利率 

汉代古酱 1,260.00 399.00 55.64%    

汉代酱酒礼御十年 960.00 599.00 5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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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数量 平均单价 毛利率 数量 平均单价 毛利率 

汉代酱酒礼御十五年 960.00 899.00 62.51%    

汉代系列酒公司从厂家取得经销权直接拿货，并根据客户需求指定厂家直发

客户，毛利较高。 

 

二、调整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相关产品的品牌、收入、毛利额等情况 

1.经销商直发模式下利润计入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类别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53度茅台王子酒（金王子） 622.12  255.75  41.11% 

第八代五粮液 52° 4,570.80 13.28 0.29% 

钓鱼台·窖藏 1,748,097.35 232,964.51 13.33% 

钓鱼台·景泰蓝 4,608.85 1,502.66 32.60% 

飞天茅台 3,980,575.23 655,619.49 16.47% 

贵州茅台酒 2,953,017.70 -280,610.08 -9.50% 

国台大师工造精品定制酒 2,153,736.29 123,709.86 5.74% 

国台上品珍酿 1,876,539.82 84,504.20 4.50% 

经典五粮液 52° 12,738.05 2,118.58 16.63% 

牛年生肖纪念酒 2,548.67 619.47 24.31% 

五粮液 1618 2,617,699.12 124,778.77 4.77% 

五粮液 52度 10,592.92 504.42 4.76% 

五粮液小五粮 52° 2,603,203.54 118,327.09 4.55% 

珍酒珍十五 121,858.41      11,513.28  9.45% 

合计    18,090,408.87     1,075,821.28   

基于谨慎性考虑，对于经销商直发模式下产品销售列报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

所形成的利润总额为 1,075,821.28元，扣税后 806,865.96元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2. 2021 年度与 2022 年一季度部分相同产品的毛利差额认定为非经常损益情

况 

通过对 2021 年及 2022 年 1-3 月酒类产品销售情况对比，汉代古酱、汉代酱

酒礼御十年、汉代酱酒礼御十五年销售给经销商的价格及毛利情况波动幅度较大，

两期对比情况如下： 



8 

产品名称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数量 单价 销售收入 毛利率 数量 单价 销售收入 毛利率 

汉代古酱 1,320.00 399.00  466,088.50  55.64% 3,720.00 255.00 839,469.03 30.59% 

汉代酱酒礼

御十年 
1,020.00 599.00  540,690.26  58.72% 624.00 449.00 226,486.73 44.35% 

汉代酱酒礼

御十五年 
1,020.00 899.00  811,486.72  62.51% 462.00 675.00 250,884.95 50.07% 

合计   1,818,265.48    1,316,840.71  

其中：同类产品销售毛利对比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销售收入 毛利额 毛利率 销售收入 毛利额 毛利率 

汉代古酱  466,088.50  259,327.40 55.64% 839,469.03 256,778.65 30.59% 

汉代酱酒礼御十

年 
 540,690.26  317,517.70 58.72% 226,486.73 100,440.35 44.35% 

汉代酱酒礼御十

五年 
 811,486.72  508,918.72 62.51% 250,884.95 125,628.30 50.07% 

合计 1,818,265.48 1,135,233.65  1,316,840.71 482,847.30  

2022 年 1-3 月天禄盛世为应对淡季销售及降库存而对汉代系列酒采取较大幅

度降价措施，导致毛利变化较大。将汉代系列酒 2022 年较 2021 年存在价格下降

的销售额部分，按照两期产品销售价差计算的利润差额为 505,805.32元。计算过

程如下： 

产品名称 2021年销售数量 2021年销售收入 
按照 2022年产品销售

价格计算收入 
利润差异 

汉代古酱 1,320.00  466,088.50         297,876.11  168,212.39 

汉代酱酒礼御十年 1,020.00  540,690.26         405,292.04  135,398.22 

汉代酱酒礼御十五年 1,020.00  811,486.72         609,292.04  202,194.68 

合计  1,818,265.48   1,312,460.18  505,805.30 

对该毛利差额是否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我们拟实施包括现场核查等进一步程

序进行判断，目前尚不能确定。 

 

（3）请你公司结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

经常性损益》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认定标准详细说明将上述两类情形下的利润

调整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原因及依据，非经常性损益的计量是否准确、完整，仅

将酒类流通业务形成的部分利润而非全部利润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合理性，修正

前后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对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判断依据、认定标准是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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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如是请详细说明。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主营业务和其他经营业

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主营业务和其他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该交易或事项的

性质、金额和发生频率，影响了正常反映公司经营、盈利能力的各项交易、事项

产生的损益。 

1.公司本期将前述两类情形下的利润调整计入非经常性损益说明如下： 

（1）“经销商直发模式”主要系酒类流通业务中直接由上游经销商将产品发

往下游客户，公司该类业务模式整体业务运营时间较短，前期业务开展主要依赖

相关人员介绍，尚不能判断是否形成稳定业务模式，不能公允地评价该类业务可

持续性。在交易过程中天禄盛世对商品的实物流转环节缺乏控制，基于谨慎性考

虑，该类贸易业务实现的净利润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2）将 2021年度与 2022年一季度部分相同产品的毛利差额是否认定为非经

常性损益，我们拟实施包括现场核查等进一步程序进行判断，目前尚不能确定。 

2. 修正前后会计师对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判断依据、认定标准情况。主要

是受西安、北京疫情防控情况影响，会计师对公司酒类贸易各种业务模式的了解、

对异地审计程序的实施，及进一步审计程序是一个渐进过程。对当期开展的酒类

贸易利润是否属于非经常损益的判断也是结合对业务的不断深入了解，对政策动

态、市场案例及相关规则的学习而不断总结和认识。 

修正前会计师对于酒类贸易是否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未作出认定，目前会计

师对经销商直发模式下的利润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对其他模式下利润是否属于

非经常性损益还在进一步论证，尚未做出明确判断。 

 

 

问题二： 

“2.请你公司说明本次补充确认的报告期应承担 125 万元成本费用的具体情

况，包括相关事项的发生背景、时间、金额、计入的会计科目、需补充确认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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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依据及结论，对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的影响，未同步修正净利润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进一步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通过

少计成本费用等方式调节利润的问题，是否存在规避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0.3.10 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的终止上市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本次补充确认的报告期应承担 125 万元成本费用的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 

债权人减免资金拆借利息  292,537.50 

高管绩效金额调整 444,000.00 

董事长年终奖励公司应分摊金额  500,000.00 

合计 1,236,537.50 

2.相关事项的发生背景、时间、金额、计入的会计科目、需补充确认的判断

依据及结论 

（1）债权人减免资金拆借利息 

宝德股份全资子公司西安宝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宝德智能”）向自然

人何小岩拆借资金 1,400.00万元。资金拆借明细如下： 

借款时间 借款金额 借款利率 约定还款时间 备注 

2019-9-6 10,000,000.00 4.35% 2021-12-31 
分别于 2020年 9月、2021年 9月签订

了展期协议 

2020-5-28 2,000,000.00 4.35% 2021-12-31 2021年 5月签订了展期协议 

2021-7-28 2,000,000.00 0.00% 2021-12-31  

合计 14,000,000.00    

2021 年 6 月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由于整体石油行业经济下行及疫情影

响，针对双方 2019 年 9 月、2020 年 5 月签订的两次借款 1,200.00 万元，借款利

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7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借款

利息予以免除，利息金额合计 292,537.50元。我们通过访谈了解到何小岩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敏的同学。基于谨慎性原则将上述免除的利息调整计入

当期“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及“资本公积”。 

（2）高管绩效金额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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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宝德股份高管人员王伟、刘悦、蔡艳伶、赵萍签订了《2021年度

绩效责任书》，明确 2021 年年度绩效目标任务：①财务指标任务—主营业务收入

大于 1亿元，或 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正；②重组工作目标—第

三季度前完成名品世家的并购重组工作。 

因年度绩效目标任务节点考核未达标，2021年 9-12月公司高管人员绩效薪酬

降低金额合计 44.40 万元。考虑到该下调薪酬为临时性调整，基于谨慎性原则，

本期将该部分调整金额 444,000.00元应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3）董事长年终奖励公司应分摊金额 

公司董事长王伟同时在关联方中植国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植

国际”）及其他关联方兼职，我们通过核查王伟个人资金流水发现王伟同时在关联

方领取奖金情况如下： 

资金往来时间 金额 对方单位 款项性质 

2021-2-7 1,500,000.00 青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代发 2020年奖金 

2022-1-28 1,500,000.00 青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代发 2021年奖金 

董事长王伟先生在关联方任职并发放工资的事项为任上市公司董事长之前存

在并持续发生的事实，自 2020 年 5月起任宝德股份董事长并发放工资，2021年 2

月起任天禄盛世董事长未发放工资。报告期内，王伟先生的工资总额为 300万元,

其中中植国际关联方负担薪酬总额 200.00 万元，宝德股份负担薪酬总额 100.00

万元，天禄盛世负担薪酬总额为 0元。 

会计师建议按照负担薪酬的比例对此年终奖金进行分摊，宝德股份承担比例

为 1/3 ,金额 50.00万元。调整计入“管理费用”和“资本公积”。 

3.对 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未同步修正净利润的原因

及合理性 

前述调整事项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进行补充确认，影响 2021年扣非净利润降低

了 123.65 万元，调整后宝德股份 2021 年的净利润仍然在原预计区间内，因此未

同步修正业绩预告净利润金额。 

  

对于问题1（1）、1（2），我们所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 

（1）查询前期并购重组名品世家相关事项经过，获取天禄盛世最新工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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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证，检查其经营合规性。 

（2）获取品牌酒品经销资质及相关协议，核实其经销权的真实性和合规性。 

（3）了解、评价并测试酒业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评价公司收入确认方法是否符合准则及会计政策规定。 

（4）获取公司2021年酒品购销业务台账，详细核实公司2021年酒类销售业务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5）获取并检查公司和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客户基本情况，识别

相关合同条款与条件，核对发票、出库单及发运凭据，检查购货方收货或验收依

据，抽查主要客户回款的银行收款原始凭证，核对客户回款的银行对账单记录，

判断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合规、充分；对营业收入执行截止测试，确认收入确认是

否跨期。 

（6）获取并检查公司和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分析了解主要供应商基本情

况，核对发票、入库单及物流凭据，抽查付款的银行收款原始凭证，核对银行对

账单记录，对期末存货实施盘点，判断采购业务及期末存货确认依据是否真实。  

（7）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对比分析酒业收入、成本的月份、年度、分产品、

分客户的变化，分析测算主要产品的售价、成本及毛利的核算是否正确及其变动

的合理性。 

（8）向客户及供应商发函，函证当期销售数量、金额、应收账款余额，核实

销售的真实性。函证当期采购量、采购金额，核实期末应付款及预付款真实性。 

（9）访谈公司高管及酒业相关人员，了解公司酒类业务销售与采购模式，分

析其商业模式的类别、特点及实质。 

（10）访谈主要供应商和客户，了解供应商和客户的经营情况，核实双方的

合同条款、合同执行情况、交易的品类数量及金额等，是否与公司、业务人员或

关联方存在合同外其他利益关系及资金往来等情况。了解酒类贸易业务的商业实

质。 

对于问题1（3），我们所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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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

益》的相关规定，对酒类贸易的业务开展情况、期后经营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和

判断。 

（2）对公司酒类贸易各种业务模式及背景进一步进行深入了解； 

（3）对政策动态、市场案例及相关规则进一步认识。 

对于问题2，我们所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 

（1）核查高管及酒业相关人员银行卡2021年及2022年1-4月上旬资金流水，

核实是否存在账外经营资金运作，是否存在由个人代公司承担费用、其他方通过

个人与公司发生利益关系的情形。  

（2）我们对本期财务账项及业务信息中涉及或可能涉及成本费用完整性的事

项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复核。 

后续程序： 

（1）对公司将2021年度与2022年一季度部分相同产品的毛利差额认定为非经

常损益事项，我们拟实施包括现场核查等进一步程序进行判断是否为非经常性损

益。 

（2）结合现行政策、市场案例及对公司业务进一步了解，对酒业其他业务模

式下利润是否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做出明确判断。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铁军 

                                           (项目合伙人) 

      中国      西安市                中国注册会计师：晏焕勇 

                                                 2022年 4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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