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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兰兰丝一末晚会计师事务所
二二--====== Pan-Chin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关于东莞六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键函( 2022) 8-20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己对《关于东莞六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审核函 (2022) 010608 号，以下简称意见

落实函)所提及的东莞六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淳科技或公司)

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关于东莞六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 (天健函 (2022) 8-91 号 ) 。 因公司补充了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我们为

此作了追加核查，现汇报如下。

本说明中，期后数据未经审计，此外，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

具有如下含义:

六淳科技、公司 指

昆山六淳 指

深圳六淳 指

苹果公司 指

苹果 指

华为 指

富士康 指

鹏鼎控股 指

东莞六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六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六淳胶粘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Applelnc . 

Applelnc. 旗下的电子产品品牌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旗下的电子产品品牌

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业成光

电(深圳1)有限公司、业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业成光电(无锡)有

限公司、鸿富锦精密电子(重庆)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1)

有限公司、富士康(昆山)电脑接插件有限公司、重庆璜馍精密电

子有限公司及富誉电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等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包括庆鼎精密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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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有限公司、宏启胜精密电子(秦皇岛)有限公司等

京东方 指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鸿富瀚 指 深圳市鸿富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博硕科技 指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达瑞电子 指 东莞市达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恒铭达 指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智动力 指 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飞荣达 指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安洁科技 指 苏州安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领益智造 指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一、关于研发费用

申请文件和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研发费用分别为 1 ， 014.42 万

元、 1 ， 387.52 万元、 2.500.33 万元，研发费用率分别为 3.42% 、 3.44%和 4.49%。

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研发费用的确认与计量侬据，研发费用的金额及具

体构成，研发人员与其他人员是否有明确区分，研发费用是否按照项目或产品

进行归集，如是，请按项目或产晶列示各年度研发投入金额及进度情况，是否

存在其他成本费用支出混入研发费用的情形。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意见落实函问题。

(一)研发费用的确认与计量依据

为了能够准确确认和计量研发费用，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制

定了《研发投入核算管理制度》明确研发费用支出的核算范围，按研发项目进行

归集和核算。

研发费用主要包括职工薪酬、材料消耗及其他费用。职工薪酬系从事研究开

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包括基本工资、奖金、补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

材料消耗系为实施研究开发项目而发生的材料支出和模具费:其他费用包括用于

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费和为研究开发活动所发生的相关费用，

如水电费、检测费等。

(二) 研发费用的金额及具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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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的金额及具体构成如下:

金额(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职工薪酬 887. 72 1, 310.91 877.91 72 1. 14 

材料消耗 496.61 1, 164.44 492.34 272.86 

其他费用 26.42 24. 98 17.26 20.42 

合计 1, 410.76 2, 500. 33 1, 387.52 1, 014.42 

报告期内，公司的研发费用主要由职工薪酬和材料消耗构成，两者合计占比

在 95%以上。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的薪酬分别为 72 1. 14 万元、 877.91 万元、 1 ， 310.91

万元和 887. 72 万元，呈上升趋势，主要是随着业务规模扩张，新产品开发需求

增加，公司加强了研发团队建设，增加了研发人员，提高了薪酬水平。此外，子

公司昆山六淳作为公司在长三角地区的重要产业布局，一直持续进行研发投入，

相应增加研发人员薪酬。报告期内，研发人员平均人数及人均薪酬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职工薪酬(万元〉 887.72 1, 310. 91 877.91 721. 14 

平均人数(人) 119.00 86.00 58.00 49.00 

人均薪酬(万兀/
7.44 15.24 15.03 14.64 

人)

注:平均人数=每月发放工资人数的平均值;人均薪酬=当期职工薪酬总额/

平均人数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的材料消耗分别为 272.86 万元、 492.34 万元、

1 ， 164.44 万元和 496.61 万元，主要系随着业务规模扩张，为适应下游客户不断

增加的新产品开发需求，公司加大了研发打样的投入。报告期各期，公司进行的

研发项目数量分别是 14 项、 17 项、 29 项和 30 项，随着研发项目数量的增加，

公司研发项目所需的材料消耗规模也逐步扩大。

(三) 研发费用是否按照项目或产品进行归集，如是，请按项目或产品列示

各年度研发投入金额及进度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各年度按项目归集的研发投入金额及进度情况如下:

序
号 研发项目

实施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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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金属宿片压印雕刻
135.00 141. 37 未结项1 

工艺方案的研究

高效平刀模切自动排
130.00 110. 57 未结项2 

废工艺的研发

铝片冲贴一体化工艺
125.00 93. 15 未结项3 

的研发

高精度矩形通孔状料
95.00 84.26 己结项4 

带拼接技术的研发

新型转贴工艺及模具
85.00 84.24 己结项5 

治具的研发

采用晴合同步排料的
150.00 83.40 未结项6 

圆刀模具的研发

二体化快速成型冲压
130.00 73.69 未结项7 

打样技术的研发

胶体钢片内外孔高精
60.00 59.40 己结项8 

度套贴模具的研发

边斩边套工艺中复合
60.00 58.61 己结项9 

模切刀模具的研发

全自动冲压锚雕清洗
125.00 52. 78 未结项10 

检查包装工艺的研发

高效率高精度冲裁模
50. 00 49.94 已结项11 

具的研发

采用切刀面设计的金
90.00 38.68 未结项12 

属模具的研发

高精度可转移式模切
55.00 36.84 未结项13 

定位装置的研发

高精度自动贴片技术
150.00 35.60 未结项14 

的研发

立式带转帖的平压平
128. 00 30.45 未结项15 

模切机的研发

新型贴合纠偏装置的
25.00 25. 56 己结项16 

研发

圆刀模切排废装置的
50.00 25. 14 未结项17 

研发

薄料高良品率拉料技
175.00 22.90 未结项18 

术的研发

耳机网纱热熔分切贴
180.00 21. 92 未结项19 

合技术的研发

PSA 保护膜高精度对
100.00 19.63 未结项20 

贴工艺的研发

新型模切件双层泊具
18.00 17.44 己结项21 

的研发

22 治具贴合装置的研发 15.00 14. 71 已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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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型防错位拉料设备

60.00 9. 50 未结项
的研发

24 
带铝?自泡棉精准自动

150.00 9. 38 未结项
贴合关键技术的研发

25 
冲压件侧面扣角工艺

105.00 7.44 未结项
的研发

小孔废料排废关键工
95.00 7. 31 未结项26 

艺的研发

27 
多孔产品的排废泊具

47.00 2.85 未结项
的研发

28 
屏蔽罩多工站连线工

280.00 45 1. 15 己结项
艺的研发

29 
冲压双面胶自动贴合

198.00 181. 77 己结项
转贴工艺的研发

30 织物类产品热切项目 110.00 163. 72 己结项

石墨烯材料异步追标
110.00 163. 72 己结项31 

项目

3C 电子模切材料高

32 效成型工艺关键技术 195.00 69.17 163. 54 己结项

的研发

3C 电子精密组件无

33 毛刺批量成型关键技 135.00 67.86 154. 81 己结项

术的研发

3C 电子精密组件快
70.00 56.97 112.27 己结项34 

速成型技术的研发

高效精确的产品重点
105.00 105. 52 己结项35 

尺寸检测装置的研发

一种高精度卷式自动
70. 10 104. 34 己结项36 

对贴立项书

一种模内对贴冲型项
70. 10 104. 34 己结项37 

目

用于高速冲压模具的
85.00 85. 96 己结项38 

拉料装置的研发

一种防止模具粘胶的
50.40 66.93 己结项39 

除胶装置的研发

可调节贴合机分条刀
90.00 57.36 己结项40 

设备的研发

41 
模具自动贴胶装置的

52.00 52. 81 己结项
研发

关于陶瓷片材料高速
55.40 50.45 己结项42 

冲切的研发

一站式多工位包装工
102.00 49.61 已结项43 

艺的研发

第 5 页共 24 页

2-6



便捷可调限高的模切
65.00 34.49 己结项44 

技术的研发

模切高效自动化取料
65.00 34. 37 己结项45 

工艺的研发

卷料胶带料筒式收卷
33.60 34.09 己结项46 

装置的研发

硬质材料的冲压模具
30.00 30.09 己结项47 

的研发

一种可以调节断张角
32.00 29. 38 己结项48 

度的设备研发

新型高效模切件厚度
28.00 29. 26 己结项49 

防呆治具的研发

圆刀辑轴自带定位
33.60 29. 18 己结项50 

PIN 套切工艺的研发

多层覆膜自动贴胶工
60.00 29. 18 已结项51 

艺的研发

一种简易的卫星圆刀
41. 00 28. 76 己结项52 

机调刀器装置的研发

多层结构产品新型治
41. 00 22.05 己结项53 

具精确对贴的研发

可调式主从单兀取料
125.00 153. 50 己结项54 

工艺的研发

蜂窝式腔体多单兀真
130.00 148.86 己结项55 

空贴胶工艺的研发

卫星式圆轮模切工艺
120.00 128.49 己结项56 

的研发

双向自调防偏移智能
118.00 117.87 己结项57 

导向机构的研发

无刀痕 PNL 背胶的研
110.00 117.78 己结项58 

发

双轴自动成型式简便
105.00 105. 51 己结项59 

包装工艺的研发

拼接式 PNL 背胶的研
95.00 93.31 己结项60 

发

多层次高截面低电阻
55.00 29. 08 91. 78 己结项61 

铜锚的研发

高效易安装可调限位
90.00 87.91 己结项62 

提废辑的研发

L 形固定板双限位模
105.00 77. 71 己结项63 

盘机构的研发

模切自动激光定位装
67.00 72.92 己结项64 

置的研发

65 背胶无损收料装置的 36.00 54.43 50.85 己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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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

高精度冲压产品自动
49.00 47.66 45.45 己结项66 

成型打码装置的研发

冲压件精准自动贴胶
40.00 43.87 己结项67 

装置的研发

多层胶带无气泡压合
40.00 30.52 47.30 己结项68 

技术的研发

无基材双面胶的模切
35.00 13. 75 17.20 己结项69 

成型工艺的研发

模切排废生产力口工工
33.00 7.42 23.39 己结项70 

艺的研发

走料跳距及模具精准
26.00 29.91 己结项71 

定位装置的研发

物料自动化对贴装置
23.00 22.85 己结项72 

的研发

钢片自动载带包装机
120.00 142.51 己结项73 

的研发

套孔双面胶冲切工艺
130.00 134.62 己结项74 

的研发

电子兀器件胶带粘贴
100.00 115.50 己结项75 

设备的研发

视觉定位上料机械手
100.00 95.27 己结项76 

的研发

钢片贴胶转贴工艺的
95.00 90. 71 己结项77 

研发

钢片重叠检测技术的
95.00 90. 50 己结项78 

研发

立体结构钢片上料工
85.00 82.32 己结项79 

艺的研发

精密钢片对位重合粘
80.00 78. 78 己结项80 

贴技术的研发

81 
多孔胶片真空吸附排

45.00 43. 57 己结项
废工艺的研发

合计 7, 047.20 1, 410.76 2, 500.33 1, 387.5 2 I 1, 014.42 

由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依照研发费用的确认与计量依据，对研发

费用按照项目进行归集。随着公司研发投入的逐步加强，新产品开发数量增多，

特别是达到量产规模的新产品为公司的盈利能用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 研发费用列示的准确性

第 7 页共 24 页

2-8



公司根据研发项目设立研发费用台账，记录各项目研发支出。财务部门根据

研发费用支出范围和标准、支出受益对象和性质，判断是否可以将发生的支出列

入研发费用。主要内容包括:

L 职工薪酬

公司人事部门负责计算各部门员工工资薪酬、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经人事部

门负责人审批汇总后交财务部门，财务人员复核汇总表金额，并按照汇总表所列

各部门薪酬情况将薪酬类支出分别计入各成本费用类科目，根据工资表归集核算

研发人员职工薪酬，将从事研发工作的研发人员薪酬归集为研发费用。公司研发

人员均专职从事相关研发工作，不存在将非从事研发工作人员薪酬计入研发费用

的情形。

2. 材料消耗

材料消耗包括了材料支出和模具费。

对于材料支出，各研发项目组成员根据研发项目下达任务工单，经生产控制

部门审核后传递至仓库，仓库人员根据工单信息在 ERP 系统中生成领料出库单，

经仓库主管确认后发料。月末，财务人员根据研发任务工单的领料清单将研发领

料费用归集至研发费用。公司的研发费用领料归集与产品的领料成本相互独立，

不存在将产品销售成本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况。

对于模具费，各研发项目组成员根据研发需求申请采购模具，财务人员根据

采购订单、送货单、检验报告、发票等原始单据将费用归集至研发费用。

3. 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折旧摊销和水电支出等。

对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按照研发项目使用的机器

工时占机器总工时的比例分摊至各研发项目。

其他研发支出主要通过费用报销等方式将相关费用计入发生当期的研发费

用。具体流程为:研发人员提供费用原始单据并填制报销申请单或付款申请单，

经部门主管、财务部及总经理审核流程批准后，由财务相关人员将费用归集至研

发费用，不存在其他非研发类支出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况。

公司财务部门严格按照研发费用支出范围和标准，准确判断是否可以将发生

的支出列入研发费用，并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仅将与研发活动相关的支出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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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发费用，研发费用归集准确。

(五)核查程序及结论

1.核查程序

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薪酬发放明细表、员工名册等，抽查薪酬发放的原始凭证，分

析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费用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检查是否存在不属于研发部门

的人员薪酬在研发费用中列支的情况:

(2) 查阅公司《研发投入核算管理制度))，访谈公司管理层并了解报告期内

研发费用的确认与计量依据:

(3) 获取研发费用明细表，查看研发项目的支出构成情况，检查与研发费用

相关的合同、发票、付款单据、领料单等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检查研发

费用归集的准确性，相关支出是否严格区分其用途、性质据实列支，是否存在将

研发无关的支出在研发支出中核算的情形:

(4) 获取公司报告期内各期研发费用归集和分摊明细表，结合项目进度资料

对各期项目及变动情况进行检查，分析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确认准确、计量依据符合相关规

定:公司按照研发费用核算要求，明确区分研发人员与其他人员;研发费用按照

项目进行归集，不存在其他应计入其他成本费用的支出混入研发费用的情形。

二、关于毛利率

申请文件和问询回复显示 E

(1) 2021 年，发行人毛利率由 2020 年的 34.20%增长至 37.05%，与大部分

可比公司 2021 年毛利率下滑的情况存在差异。

(2)发行人平板电脑应用类产晶 2020-2021 年毛利率分别为 39.10% 、45.49% ，

可比公司恒铭达可比业务毛利率下滑 3.94 个百分点:智能手机应用类产晶

2020-2021 年毛利率分别为 31.99% 、 32.54%，恒铭达可比业务毛利率大幅下滑

13.41 个百分点。

请发行人说明 2021 年发行人整体毛利率和分产品毛利率均上升且与罔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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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公司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结合发行人和可比公司期后业绩情况说明

发行人毛利率上升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意见落实函问题 2)

(一) 2021 年公司整体毛利率和分产品毛利率均上升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

1.公司 2021 年度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的原因

(1) 子公司扭亏为盈，且盈利规模提升

公司自 2016 年以来的营业收入、毛利率情况列示如下:

项 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万元)
26, 222.18 55,693.46 40,369.04 29,668.84 25,946. 36 

综合毛利率 34.94% 37.11% 34.24% 33.48% 32.52% 

注 1: 2016 年度、 2017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6,038.14 12,308.04 

29.80% 28.98% 

注 2: 公司 2015 年 12 月设立， 2016 年 4 月向关联方深圳六淳购买经营性资

产、逐步承继其客户资源开始产生收入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山六淳于 2019 年建成投产，经过前期市场开拓、工艺优

化等过程，其主要产品逐步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盈利能力提升较快:营业收入

从 2019 年的 166.92 万元提升到 2021 年的 10， 582.25 万元，收入占比从 2019 年

的 O. 56%提升到 2021 年的 19.00%; 综合毛利率从 2019 年的-4.58%提升到 2021

年的 29.44%，毛利额从 2019 年的-7.64 万元提升到 2021 年的 3， 115.12 万元;

从而有力地提升了公司的整体毛利率水平。

项 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昆山六淳的营业收入(万
5, 280.57 10, 582.25 3, 726. 19 166.92 

元〉

昆山六淳的毛利额(万元) 1, 535.73 3, 115. 12 233. 13 一7.64

昆山六淳的综合毛利率 29. 08% 29.44% 6.26% -4. 58% 

注:昆山六淳的营业收入、毛利额为抵销内部交易后的金额，下同

虽然公司综合毛利率从 2020 年度的 34.24%增长为 2021 年度的 37. 11%，提

升了 2.87 个百分点;但是，如果假设公司的合并范围不包括昆山六淳，则公司

的综合毛利率仅从 2020 年度的 37.08%增长为 2021 年度的 38.91%，提升幅度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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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 83 个百分点。 2021 年昆山六淳盈利能力提升对公司整体毛利率提升贡献

1. 04 个百分点。

项 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综合毛利率 34.94% 37.11% 34.24% 

假设公司合并范围不包括昆山六淳的综
36.42% 38.91% 37.08% 

合毛利率

(2) 新产品毛利率较高，销售规模增加

2021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产品中的新产品销售占比提高，对当年度的整体

毛利率提升发挥了一定作用，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项目 收入金额 毛利率 收入金额 收入占 毛利率

(万元)
收入占比 毛利率

贡献 (万元) 比
毛利率

贡献

全部主营
55, 315.96 100.00% 37.05% 37.05% 

业务产品
40, 205.90 100.00% 34. 20% 34.20% 

其中:新
35, 500.61 64. 18% 40.44% 25.95% 23, 895.76 59.43% 36.87% 21. 91% 

产品

存量产品 19, 815.36 35.82% 30.98% 11. 10% 16, 310. 13 40.57% 30. 30% 12.29% 

注:毛利率贡献=收入占比×毛利率

2021 年度，新产品对当期毛利率的贡献比例相对 2020 年度有所提高，反映

了公司通过前期研发打样在 2021 年度争取了较多高毛利率的新产品订单，对当

年度的毛利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终端电子产品通过不断更新法代吸引消费者，保持或提高销售价格以及利润

率，相应地，适配终端新机型的功能性器件价格以及毛利率一般也相对较高:通

过为终端新机型提供配套功能性器件的研发打样服务，争取新款产品的订单，是

功能性器件行业持续创新、保持或提高盈利能力的重要驱动因素。

2020 年-2021 年不同应用场景分类下收入占比及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应用场景分类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平板电脑 45. 75% 45.49% 49. 01% 39. 10% 

智能手机 36. 12% 32. 54% 41. 27% 31. 99% 

笔记本/台式电脑 11. 90% 19.66% 6.84% 20. 94% 

可穿戴电子设备等 5.25% 33.08% 2.43%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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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汽车电子 I 0.98% I 41 肌 I O. 45% I 33. 38% 

考虑到笔记本/台式电脑应用类、可穿戴电子设备等应用类以及汽车电子应

用类产品销售占比较低，对公司整体毛利率影响较小，下面主要针对公司不断开

发新产品对平板电脑应用类、智能手机应用类产品毛利率变化的影响进行具体的

业务层面原因分析。

1) 平板电脑应用类产品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目 收入金额 收入占 毛利率 收入金额 收入占 毛利率

(万元) 比
毛利率

贡献 (万元〉 比
毛利率

贡献

平板电脑应
25, 308.50 100.00% 45.49% 45.49% 19, 705.82 100.00% 39. 10% 39. 10% 

用类产品

其中 z 新产
15, 853.07 62.64% 48. 90% 30.63% 11, 319.89 57.44% 42.05% 24. 16% 

品

存量产品 9, 455.43 37.36% 39. 77% 14. 86% 8, 385.93 42. 56% 35.11% 14.94% 

项

注:此处收入占比的分母是指平板电脑应用类产品的销售收入

2021 年度，公司通过提前介入下游客户关于终端产品配套功能性器件的研

发打样，积极开发新产品，特别是争取到大量 iPad 新机型的配套功能性器件订

单，当年适配新款 iPad Pro 和 iPad mini 等机型的产品收入约1. 4 亿; iPad 新

机型刚上市时一般售价相对较高，其供应链的整体利润空间较大，相应配套的新

款功能性器件产品毛利率一般也较高:由于 2021 年度平板电脑应用类产品中的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相对 2020 年度大幅提高，因此， 2021 年度平板电脑应用类

产品的整体毛利率水平提升较快。

2) 智能手机应用类产品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目 收入金额 收入占 毛利率 收入金额 收入占 毛利率

(万元) 比
毛利率

贡献 (万元) 比
毛利率

贡献

智能手机应
19, 982.62 100.00% 32. 54% 32.54% 16, 594.40 100.00% 31. 99% 31. 99% 

用类产品

其中:新产
13, 673.86 68. 43% 34.89% 23.87% 10, 343.95 62. 33% 34. 71% 21. 64% 

口口口

存量产品 6, 308. 76 31. 57% 27. 46% 8.67% 6, 250.45 37. 67% 27.48% 10.35% 

注:此处收入占比的分母是指智能手机应用类产品的销售收入

2021 年度，公司加大适配 iPhone13 系列手机的功能性器件打样投入，争取

到相关配套的功能性器件产品订单:由于 iPhone13 系列手机的市场需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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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相应适配的功能性器件产品销售增长较快， 2021 年度收入规模约1. 1 亿元。

由于新产品的毛利率相对较高，随着销售收入占比的提高，智能手机应用类产品

的整体毛利率也有所提升。

2. 整体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的对比情况

2020 年度以及 2021 年度，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业务的主营业务毛利

率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披露的业务名称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飞荣达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15. 70% 23. 24% 

智动力 功能性电子器件 27. 10% 26. 43% 

恒铭达 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 30.23% 41. 65% 

达瑞电子 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 40.85% 44. 98% 

博硕科技 电子产品功能性器件 49.01% 48.61% 

鸿富瀚 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 39.97% 40.91% 

平均值 33.81% 37. 79% 

公司 电子产品精密功能性器件 37.05% 34.20% 
L一一-

注 1: 领益智造未严格区分功能性器件和结构性器件，安洁科技自 2020 年

度起也不再单独披露"智能终端功能件及模组类产品"，导致可比性降低，因此

暂不列示这两家可比公司的毛利率比较情况

注 2: 恒铭达的不包括其通信机柜等产品

注 3: 鸿富瀚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 2020 年度毛利率为

41. 84% ， 2021 年度报告披露的 2020 年度"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毛利率为 40.91%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业务毛利率的变动趋势存在差异，具体分析如下:

(1) 公司与飞荣达的毛利率变动趋势差异分析

飞荣达 2021 年度的整体毛利率较 2020 年度下降 7. 54 个百分点，根据其定

期报告，主要原因包括: 1) 受中美贸易冲突及芯片供应紧缺等影响， H 客户订

单量减少， R 客户订单不及预期，手机终端产能利用率下降; 2) 受 5G 通信市场

行业整体影响，客户量产项目需求减少，导致飞荣达的基站天线、天线振子等产

品销售未达预期; 3) 海外疫情管控导致部分海外客户的项目暂时停滞甚或延迟:

4) 受上游市场部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飞荣达的材料采购成本增加，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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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毛利率出现下滑的情况; 5) 随着飞荣达江苏高导材料科技园区新项目(以

下简称江苏园区)的建成及投产，厂房及设备固定费用分摊增加较多。同时，为

保障生产的顺利开展，并考虑到 2022 年业务及产能释放的前期人力储备需求，

2021 年下半年人员规模增长幅度进一步加大，导致人力成本增加。上述江苏园

区项目 2021 年的产出规模较低，规模效应尚未体现。

飞荣达主要从事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热管理材料及器件、基站天线及相关

器件、防护功能器件、轻量化材料及器件、功能组件等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

售，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29.29 亿元和 30.58 亿元，销售规模

大幅高于公司。由于电磁屏蔽材料及器件产品品种繁多，不同类型电磁屏蔽材料

的结构、性能、功能指标、客户定制化要求不同，使用的材料、生产过程和最终

产品形态会存在较大差异，毛利率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同时飞荣达的主要终端客

户为华为、微软、爱立信等，与公司的终端客户重叠度较低。因此，具体细分产

品的销售规模、类别差异以及终端品牌商的差异等导致公司毛利率与飞荣达的毛

利率变动趋势不一致。

(2) 公司与智动力的毛利率变动趋势差异分析

2020 年至 2021 年，公司与智动力的毛利率均有所上升，变动趋势一致，

只是智动力的上升幅度较小。根据其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2021 年度，智动力

的"功能性电子器件"由于订单数量增加导致当年度的销售数量同比增加 53. 72% , 

生产数量同比增加 56.08%; 相关销售数量系未分规格型号的简单相加，未考虑

各个规格销售单价差异，但是，在规模效应的影响下，当期营业成本有所下降，

从而提升了"功能性电子器件"的毛利率。

(3) 公司与恒铭达的毛利率变动趋势差异分析

恒铭达的 2021 年度的整体毛利率较 2020 年度下降 1 1. 42 个百分点，根据其

定期报告等公开信息披露，主要原因是: 2021 年上半年度，为了扩大技术优势

以及优化产品结构，恒铭达加大了研发力度;受原有旧机种部分产品季节性降价

以及新产品处于量产初期阶段的原因，上半年度盈利水平受到了一定影响。 2021

年下半年，恒铭达前期研发投入的成果开始显现，随着新产品生产规模及运营效

率的进一步提升，逐步修复了前期因技术攻坚、产能受限的影响。基于具体细分

产品的销售规模、类别差异以及细分产品的毛利率变动等因素，公司与恒铭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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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变动趋势不一致，详见本题第(一)项第 3 点"基于不同应用场景的产品

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的对比情况"。

(4) 公司与达瑞电子的毛利率变动趋势差异分析

达瑞电子"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的 2021 年度整体毛利率较 2020 年下降

4. 13 个百分点，根据达瑞电子的定期报告以及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其主要原

因是: 1) 达瑞电子与客户主要的结算外币是美元与港币，受外汇贬值影响较大;

2) 2021 年上半年，部分新产品刚进入量产阶段，规模效益尚未充分显现，整体

拉低了毛利率水平。

根据达瑞电子的招股说明书，由于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种类非常多，在同行

业可比公司中，达瑞电子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主要产品手机屏类产品除与智动力

有部分应用领域相同外，与其他可比公司产品均不相同。此外，由于终端电子产

品品种多，即使是同种类终端电子产品在功能和性能上会存在较大差异，造成需

要配套的功能性器件繁多，而不同类型功能性器件的结构、性能、功能指标不同，

使用的材料、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品形态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也使得同行业可比

公司之间的毛利率变化趋势存在差异。

根据达瑞电子的招股说明书，从具体产品来看， 2017 年至 2020 年 1-6 月期

间，达瑞电子的消费电子功能器件的毛利率增长，主要是由于手机类功能性器件

毛利率上涨所致:而公司的产品按照不同应用场景来看，毛利率提升的主要驱动

因素来自于平板电脑应用类产品。因此，不同的产品应用领域的差异导致了公司

与达瑞电子的毛利率变动趋势不一致。

(5) 公司与博硕科技的毛利率变动趋势差异分析

2020 年至 2021 年，公司与博硕科技的毛利率均有所上升，变动趋势一致。

根据博硕科技的定期报告， 2021 年度，博硕科技与原有优质客户的合作关系进

一步深入，并与新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使得相关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同时，管

理层积极布局智能家居、智能安防、电子雾化器类产品等领域，新客户拓展顺利。

因此， 2021 年度，博硕科技"电子产品功能性器件"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9.72% ，

进一步扩大规模效应，毛利率持续提升。

(6) 公司与鸿富瀚的毛利率变动趋势差异分析

根据鸿富瀚的招股说明书， 2019 年度消费电子功能器件产品销售毛利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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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主要原因为苹果公司推出具有较强创新性和性价比的 iPhonel 1/ 11 Pro 系

列、 iPad Air /mini 系列，销售情况良好，鸿富瀚为之配套研发设计新的功能性

器件，毛利率得到显著提升。 2020 年度毛利率较 2019 年继续上升 0.55 个百

分点，主要是为客户提供、 OLED 屏幕类和 FPC 类天线类项目相关的功能性器件，

其产品结构和加工精度均要求较高，产品毛利率相对较高;另外，受疫情影响，

2020 年度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的需求大幅增加，其中平板电脑的毛利率较高的

项目收入显著增长，平板电脑整体毛利率亦有所上升。

根据鸿富瀚《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31 )，鸿富瀚认为: 2021 年度综合毛利率较 2020 年度有所下降，主要系

自动化设备毛利率下降所致。 按照鸿富瀚《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

复的公告》、 2021 年度报告所列示的 2020 年度"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毛利率

40.91%以及 2021 年度"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毛利率 39.97%来看，其消费电子

功能性器件毛利率持续保持前期的较高水平:鸿富瀚的"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

销售收入也持续上升， 2021 年度同比增长 14. 13%，获得了富士康、鹏鼎控股和

京东方在内的主要客户的好评和持续订单。

公司则是在前期市场开拓的基础上努力推动子公司扭亏为盈，不断开发新产

品，积极争取适配终端新机型的高毛利率订单，从而提升自身盈利能力，逐步缩

小与鸿富瀚等可比公司的毛利率水平差距。

3. 基于不同应用场景的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的对比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完成上市后，大多数未再按照不同应用场景分类披露其收入、

毛利率等信息:能够基于不同应用场景分类进行毛利率比较的同行业可比公司为

恒铭达，下面就恒铭达与公司基于不同应用场景的产品毛利率对比分析如下: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公司简称 比较项目

数值 同比变化 数值

收入占比 18. 60% -13.05% 31. 65% 
平板电脑应用类产品

毛利率 40. 96% 一3. 94% 44.90% 

恒铭达 收入占比 34.81% 9. 12% 25.69% 
智能手机应用类产品

毛利率 20. 82% -13.41% 34. 23% 

全部产品 收入占比 100.00%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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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26.80% -11. 63% 38.43% 

收入占比 45. 75% -3.26% 49.01% 
平板电脑应用类产品

毛利率 45.49% 6.39% 39. 10% 

收入占比 36. 12% 5. 15% 41. 27% 
公司 智能手机应用类产品

毛利率 32.54% 0.55% 31. 99% 

收入占比 100.00% 0.00% 100.00% 
全部产品

毛利率 37.11% 2.87% 34.24% 

公司与恒铭达基于不同应用场景的产品毛利率变动趋势不一致，主要原因包

括:

(1) 产品结构的差异

恒铭达主要产品包括消费电子精密功能性器件、防护产品、外盒保护膜。根

据恒铭达的招股说明书， 2018 年 1-6 月，其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消费电子防

护产品、消费电子外盒保护膜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23.50%、 45.26%及 3 1. 24%。根

据恒铭达的招股说明书，其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手表以及其他消费电子类产品

应用场景均包括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消费电子防护产品、消费电子外盒保护膜

三种功能的产品。公司主要产品为电子产品精密功能性器件，与恒铭达的消费电

子功能性器件部分产品相对较为接近，而与恒铭达的消费电子防护产品、消费电

子外盒保护膜结构差异较大。具体产品结构的差异导致公司相关应用场景(包括

平板电脑应用类、智能手机应用类等〉的产品毛利率与恒铭达存在较大差异。

(2) 客户结构和销售规模的差异

恒铭达的终端客户主要包括苹果、华为、小米等，公司的终端客户主要包括

苹果、华为、小米、 OPPO 、 VIVO、三星等，恒铭达未披露终端品牌的销售占比。

报告期内，公司终端应用于苹果品牌的功能性器件销售收入分别为 22， 692.20 万

元、 28 ， 667.95 万元、毡， 365.36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76.81%、 7 1. 30%、

76.59%，占比较高。报告期内，恒铭达的前五大直接客户的销售占比分别为 74.36%、

58. 71%、 65.89%，而公司前五大直接客户销售占比分别为 8 1. 90%、 72.63%、 77.25% ，

公司的客户集中度明显高于恒铭达。即使是同一应用场景的产品也会因为终端品

牌的销售占比、主要客户集中度的差异导致相关毛利率变化趋势不一致。

2020 年度以及 2021 年度，恒铭达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6.44 亿元、 11.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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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规模高于公司。一般来说，在市场开拓与规模扩张阶段，企业会采用一定的

低价竞争策略来抢占市场份额，随着销售领域的拓展及销售规模扩大，毛利率无

法维持在较高水平。因此，销售规模的差异、销售策略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同一应用场景的产品毛利率。

(3) 不同应用领域的业务发展态势差异

平板电脑应用类产品是公司一直持续深耕的产品应用领域，竞争优势相对明

显:公司作为未上市企业，主要依靠内生增长积累，目前平板电脑应用类产品的

经营规模已处于行业内前列，收入规模以及收入增长速度均超过恒铭达，公司通

过不断开发新产品，适配终端新机型，有力地提升了盈利能力。

智能手机应用类产品则是恒铭达的发展重点。 2021 年度，恒铭达的智能手

机应用类产品收入增长 137. 94%，收入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其收入规模和占比最

大的细分产品。智能手机应用类产品销售规模大幅增长得益于恒铭达 2021 年上

半年加大了研发力度，但是，受限于产能和技术攻关难度， 2021 年上半年新产

品未能放量，整体毛利率水平受到了严重拖累。相应地，公司的智能手机应用类

产品的发展保持了稳中有升的态势，通过挖掘现有客户的新机型匹配需求， 2021 

年度收入增长 20.42%，毛利率持续提升。

(二)结合公司和可比公司期后业绩情况说明公司毛利率上升的合理性和

可持续性

公司和可比公司期后业绩 (2022 年 1-3 月)情况如下:

营业收入 毛利额 净利润 综合毛利率

公司名称 金额 同比增 金额 同比增 金额 同比增

(万元〉 幅 (万元〉 幅 (万元)
同比增幅 数值

减

领益智造 706, 481.84 9.93% 117, 380.76 -3.20% 30, 058.82 一35. 34% 16.61% • 2.25% 

安洁科技 105, 455.08 44.68% 25, 893.78 51. 26% 8, 452.78 1, 941. 53% 24.55% 1. 07% 

飞荣达 75, 345.59 20.29% 8, 975.70 -29.21% -2 , 493.75 196.46% 11. 91% - 8. 33% 

智动力 48, 710. 19 -21. 02% 6, 852.44 -44.31% 1, 064.66 一76. 19% 14.07% 一5.88%

恒铭达 31 , 079.47 81. 05% 7, 893.29 54.37% 3, 460.47 93. 84% 25.40% • 4. 39% 

达瑞电子 25, 278.90 13. 24% 7, 128.40 一39.67% 2, 204.51 -59. 72% 28.20% 一12. 35% 

博硕科技 20, 273.03 44. 72% 9, 486.91 23.36% 6, 410.40 29.84% 46.80% 一8. 10% 

鸿富瀚 13, 848.90 一4.49% 5, 548.35 6.62% 3, 126.86 6.00% 40.06% 一0 . 92%

公司 14, 098.98 31. 95% 5, 366.84 85.81% 2, 642.44 171. 75% 38.07% 1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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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理性

从公司以及可比公司 2021 年度以及期后业绩变化情况来看，验证了新产品

开发对毛利率的影响，从而说明了公司毛利率提升的合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方面，恒铭达 2021 年度"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的毛利率大幅下滑 11 . 42

个百分点，是因为 2021 年上半年度加大研发力度，但是受原有旧机种部分产品

季节性降价以及新产品处于量产初期阶段的原因，拖累了全年的毛利率。 2021

年下半年，恒铭达前期研发投入的成果开始显现，随着新产品生产规模及运营效

率的进一步提升，逐步修复了前期因技术攻坚、产能受限的影响。 2022 年-季

度，恒铭达参与了更多的终端新品项目，覆盖的产品类型、产品份额以及单机价

值都有较大幅度提升，营业收入相应增加:与此同时，通过前期的研发试产，成

功优化了新品的工艺制程，有效提高了产品良率， 2022 年延续了 2021 年四季度

的盈利态势，使得一季度的净利润水平较 2021 年同期实现了提升，业绩的增长

也说明了新产品开发战略的有效性。同理，公司通过大量开发新产品，积极争取

终端新机型的高毛利率订单， 2021 年度以及 2022 年一季度的整体毛利率都得到

有效提开，并且从不同产品的应用场景分析来看，公司各期销售的新产品主要是

适配当时的终端新机型，公司的毛利率提升能够得到终端市场的验证。

另一方面，从恒铭达 2021 年毛利率下降的情况可以看出，为适配终端新机

型而开发的新产品，其生命周期也会存在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等，

终端新机型也要经历打样、小批量试生产到大规模量产等阶段。新产品打样、小

批量试生产阶段，订单规模通常较小，毛利率不高:如果当期处于打样、小批量

试生产阶段的新产品较多，则新产品开发策略会拖累当期业绩，典型案例包括前

述恒铭达 2021 年度毛利率下降和达瑞电子 2021 年毛利率下降:但是，当量产程

度提高到一定水平后，随着规模效应的释放，盈利能力会得到显著改善，典型的

案例包括:恒铭达 2022 年一季度收入和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博硕科技 2021 年度

毛利率上升以及 2022 年一季度收入和利润同比大幅增长、鸿富瀚 2019 年度毛利

率上升并在 2020 年度、 2021 年度、2022 年一季度得以持续保持较高水平毛利率。

2021 年度，公司新产品中达到量产规模(将收入金额 50 万元以上视为量产

规模〉的产品销售金额占比为 72. 37%，该部分产品的整体毛利率 44.40%，其余

未达到量产规模的新产品整体毛利率 30.05%; 因此，按照量产规模的新产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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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一般较高的规律，随着公司 2021 年度达到量产规模的新产品销售占比提高，

其 2021 年度整体毛利率上开具有合理性。

2. 可持续性

报告期内，公司的综合毛利率持续提升，期后业绩 (2022 年 1-3 月)也继

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历史记录已经表明公司具有较好的可持续盈利能力。

从可比公司期后业绩的情况来看，各公司的营业收入、毛利额以及净利润主

要随着各自的产品结构特点、竞争优势、客户群体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现不同变化

趋势，未形成一致性的趋向，表明总体的市场环境仍然存在支持企业持续盈利的

有利因素。综合毛利率一般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多数可比公司的毛利率

有所下降，主要是受下游消费电子市场近期市场需求减弱的影响;而公司的盈利

能力在前期不利因素消除后正处于逐步提升的过程，因此，其毛利率变化方向不

同于多数可比公司，这些前期的不利因素包括: (1) 为贴近服务客户，公司在不

同地区设置子公司，而各地的子公司需要经历一个市场开拓、技术优化、团队稳

定等要素不断优化、整合的过程，才能逐步提升经营效益; (2) 受资源有限等因

素影响，公司以前年度的新产品开发策略相对谨慎，而新产品的开发、培育是一

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在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往往导致当期的量产规模新产品销售

占比较低，很难将整体毛利率提升到较高水平。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预计

公司的毛利率水平仍将沿着持续提升的路径发展，渐进达致博硕科技、鸿富瀚等

可比公司的毛利率水平。在此之后，公司的毛利率可持续性则将更多受到外部环

境变化、所处行业发展趋势、竞争格局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既包括促进公司盈

利能力提升的有利因素，也包括抑制公司毛利率提升的不利因素，详见公司招股

说明书"第六节业务与技术"之"二、发行人面临的竞争状况"之" (囚)发行

人的市场地位"之"4. 发行人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以及" 5. 发行人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 查阅公司报告期内的销售明细表，分析公司 2021 年度及期后 (2022 年

1-3 月)毛利率变动的合理性，并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毛利率上升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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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市场调研会议纪要等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了解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1 年度及期后 (2022 年 1-3 月)相关

业务毛利率变化情况及变动原因，并与公司相应的毛利率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2021 年公司整体毛利率和分产品毛利率均上升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

动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1) 子公司昆山六淳经过前期市场开拓、工艺优

化等过程，主要产品逐步进入量产阶段， 2021 年度实现扭亏为盈且规模增长;

2) 公司通过前期研发打样争取到较多达到量产规模的新产品订单，新产品毛利

率一般较高，其销售占比提高促进了整体毛利率的提升; 3) 由于产品结构、客

户结构、销售规模、不同应用领域侧重点等方面差异，导致公司的整体毛利率以

及基于不同应用场景的产品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变动趋势不完全一致。

(2) 结合公司和可比公司期后业绩情况来看，公司 2021 年度以及期后 (2022

年 1-3 月)毛利率上升具有合理性: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公司不断开发新产品

并推动其实现量产，各地子公司逐步走向成熟，生产工艺不断优化，公司的毛利

率仍将持续提升，逐步趋近行业更高水平。

三、关于存货监盘

申请文件和问询回复显示，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对报告期各期末存货监盘

比例分别为 53.00% 、 79.30% 、 65. 15% 。

请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说明 2019 年和 2021 年未存货监盘比例较低的原因，

所执行的替代核查程序、核查比例、相关核查结论是否谨慎。(意见落实函问题

3) 

(一) 2019 年和 2021 年未存货监盘比例较低的原因

1.公司己建立完备的存货管理制度

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存货管理制度，制定并实施了《仓库管理控制程

序)) ((搬运与仓储控制程序》等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按照相关制度的要求，

定期进行存货盘点。公司每月月末由存货管理部门按存货类别抽取部分主要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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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盘点，财务部门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监盘或抽盘:同时，公司于半年度、年度

终了后，组织相关部门对存货进行全部盘点。盘点结束后，财务人员协同盘点人

员核实盘点差异，并分析差异原因。因公司管理不善，或工作失误造成存货盘点

损失的，根据实际情况查明原因，明确有关责任人及损失承担情况。对于存货的

盘点差异，报相关权限人员审批后，财务部门做相应的账务处理。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健全、有效，通过利用公司健全、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达到减少实质性测试的目的，同时亦不会影响对期末存货

的认定。

2. 由子公司存货种类繁多、数量大、单个品类的存货价值小等特点，监盘

金额很难大比例覆盖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鉴于公司存货内部控制有效，存货管理制度合理，经检查公司的存货盘点计

划，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即及时安排停产盘点工作，公司的盘点具有及时性

和有效性，且考虑到历年监盘均无重大盘盈盘亏情形，我们选取期末单价相对较

高、库存金额较大的存货进行重点监盘，并对未监盘的存货实施充分的替代程序。

(二)针对未监盘的存货采取的替代核查程序及核查比例

1.针对监盘比例较低，我们实施了如下替代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各报告期期末存货明细表，与账面核对是否一致:获取公司年

终盘点计划、报告期各期存货盘点记录，复核公司的存货盘点结果:

(2) 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存货出入库记录，选取样本，核对采购入库单、

供应商送货单、生产入库单、生产领料出库单、送货单、签收单等支持性文件，

评价存货出入库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3) 检查外购原材料的供应商送货单、增值税发票等支持性文件，核查原材

料入库的真实性、准确性，并结合报告期内对供应商交易金额的函证，核查原材

料采购的真实性，报告期内对供应商交易金额的函证情况如下:

年份
总采购金额(万 函证金额(万

函i正比例
回函金额(万 回函金额占函证金

元) 元) 元〉 额比例

2022 年
13, 322.21 11, 276. 71 84.65% 11, 263.01 99.88% 

1-6 月

2021 年度 25, 904.80 23 , 402.56 90.34% 22, 336.77 95.45% 

2020 年度 20, 750.11 17, 589.62 84.77% 17, 577.96 99.93% 

2019 年度 13, 789.47 11 , 839.68 83.64% 11, 823.43 99.86% 
'-- ---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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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报告期内回函金额、回函金额占函证金额比例按照回函客户的函证金额

填列

(4) 查验公司生产领料、完工入库、期后销售情况，核查公司原材料期后耗

用、在产品期后完工入库、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期后销售情况，验证报告期期末

存货结存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各期末存货周转情况良好，期后结转情况能合理验证报告期

各期末存货结存情况，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 原材料期后耗用、在产品期后完工入库情况

时点 类别 期末余额(万元) 期后结转金额(万元) 期后结转比例

2022年6月 原材料 3, 062.72 1, 884.20 61. 52% 

末 在产品 742.22 742.22 100.00% 

原材料 1, 959.80 1, 443.12 73.64% 
2021 年末

在产品 340.05 340.05 100.00% 

原材料
2020 年末

1, 490.24 1, 367. 77 91. 78% 

在产品 339.62 339.62 100.00% 

原材料 738. 57 606. 71 82. 15% 
2019 年末

在产品 184.53 184. 53 100.00% 

注: 2022 年 6 月末期后统计截止日为 2022 年 8 月 31 日， 2021 年末期后统

计截止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末期后统计截止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末期后统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下同

2) 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期后发货及销售情况

时点 类别 期末余额(万元) 期后结转金额(万元) 期后销售占比

库存商品 1, 394.93 986.26 70. 70% 

2022 年 6 月末 发出商品 11. 50 11. 50 100.00% 

小计 1, 406.43 997. 76 70.94% 

库存商品 1, 040.49 817.07 78.53% 

2021 年末 发出商品 18. 70 18. 70 100.00% 

小计 1, 059.19 835. 77 78.91% 

库存商品 741. 39 700. 15 94.44% 

2020 年末 发出商品 13.01 13.01 100.00% 

小计 754.40 713.16 94.53% 

第 23 页共 24 页

2-24



库存商品

2019 年末 恒画画
小计

513.59 

513.59 

493. 18 96. 03% 

493. 18 96.03% 

如上表所示，公司库存商品期后发货、发出商品期后确认收入情况较好。

2. 综上，通过监盘、期后测试等核查方式，我们对报告期各期末存货的核

查金额及占比如下:

时点
期末余额(万 监盘金额(万 期后测试金额(万 核查总额〈万兀)④ 核查比例

元)① 元〉② 元〉③ =Max ((/() [注] ⑤=④/① 

2022 年 6 月末 5, 21 1. 37 3, 491. 21 3, 624.18 4, 244.94 

2021 年末 3, 359.04 2, 188.26 2, 618.94 2, 654.51 

2020 年末 2, 584.26 2, 049.38 2, 420.55 2, 420.55 

2019 年末 1, 436.69 761. 43 1, 284.42 1, 284. 42 

[注]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核查总额系分别按照

以上四类存货的监盘金额和期后测试金额孰大值求和所得

报告期各期末，我们对存货核查比例分别为 89.40% 、 93.67% 、 79.03%及

8 1. 46%，核查比例较高。

(三)核查结论

81. 46% 

79.03% 

93.67% 

89.40% 

经核查，我们认为对存货核查结论依据充分，补充替代核查比例较高，相关

核查结论是谨慎的。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 合伙) 中国…时 圈
中国注町JT吁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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