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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集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三轮审核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容诚专字[2023]518Z0625 号 

 

北京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2 年 11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集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的要求，对问询函中需要申报会计师说明及核查的问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我们”）对深圳市集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集美新材”、 “公司” 、“本公司”或“发行人”） 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

现做专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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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收入核查程序 的有效性 

根据申报材料及相关回复，报告期各期与发行人发生业务的客户数量分别为 855

家、859 家、972 家和 882 家，保荐机构按金额选取函证家数 2019-2021 年为 132 家， 

2022 年 1-6 月为 108 家，共访谈 114 家客户，保荐机构对于选定金额以下客户仅函证

20 家、访谈 4 家；保荐机构执行销售与收款内控循环测试共 135 笔，在前十或前二十

名外的其他客户中每年随机抽取 5 笔样本。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 

 

一、说明 2019 年- 2021 年发函家数与 2022 年 1-6 月存在较大数量差异的原因及合

理性，并结合函证、访谈对象选取的具体情况、发函未回函情况、未进行访谈的重要

客户情况等进一步说明相关核查程序的有效性。 

（一）说明 2019 年- 2021 年发函家数与 2022 年 1-6 月存在较大数量差异的原因及

合理性 

2019 年至 2022 年 1-6 月，发函家数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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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函客户数（个） 230 246 201 196 

报告期各期发函家数不一致，主要是我们在每年年报审计时独立发函，并不是在

最后一期统一发函，因此各年度发函家数存在差异。 

自第二轮问询函回复出具日之后，针对发行人客户分散程度高、小客户较多的情

况，申报会计师进一步补充了部分函证、客户访谈程序。 

（二）结合函证、访谈对象选取的具体情况、发函未回函情况、未进行访谈的重

要客户情况等进一步说明相关核查程序的有效性 

1、函证程序的执行 

（1）客户函证的考虑因素及选样标准 

1）公司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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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针对销售收款循环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销售管理制度》、

《对账管理办法》及《财务工作管理规范》等，采用 SAP 对销售收款进行管理控制。

我们在访谈了公司销售收款内控的基础上，进行了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确认公司销

售收款相关的内控设计合理、并得到有效运行。 

2） 公司客户及结算特点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公司客户数量分别为 855 家、859 家、

972 家和 882 家，单个客户平均销售额分别为 18.09 万元、13.84 万元、20.47 万元和

11.95 万元。2019 年至 2021 年，收入在 10 万元以下的客户占比超过 70%。公司的客户

比较分散，小客户数量占比较大且公司对小客户的结算方式以现款现货为主。 

3）函证选样标准 

①自第二轮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申报会计师结合公司客户分散及结算特点，综

合考虑应收账款余额及收入金额的重要性原则和随机性原则，对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和各期收入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采用金额分层方式选取函证样本，共选取 469 家客户

执行了函证程序。报告期各期具体选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  间 分层标准 选样说明 家数 金额 比例 

2022 年 1-

6 月 

应收账款余额或销售额大于 30 万元 见注 1 90 家 7,226.66 68.57% 

应收账款余额且销售额小于 30 万元 见注 4 38 家 703.24 6.67% 

小计 128 家 7,929.90 75.24% 

2021 年度 

应收账款余额大于 30 万元或销售额大于 50 万元 见注 2 98 家 13,977.74 70.27% 

应收账款余额小于 30 万元且销售额小于 50 万元 见注 4 50 家 1,489.92 7.49% 

小计 148 家 15,467.66 77.76% 

2020 年度 

应收账款余额大于 20 万元或销售额大于 50 万元 见注 3 56 家 7,123.50 59.90% 

应收账款余额小于 20 万元且销售额小于 50 万元 见注 4 43 家 886.10 7.45% 

小计 99 家 8,009.60 67.35% 

2019 年度 

应收账款余额大于 40 万元或销售额大于 80 万元 见注 3 36 家 8,009.23 51.79%  

应收账款余额小于 40 万元且销售额小于 80 万元 见注 4 58 家 2,128.48 13.76% 

小计 94 家 10,137.71 65.56% 

注 1：由于 2022 年 1-6 月各客户仅有 6 个月的销售收入，因此采用较低的销售额（即 30 万元）

作为重要客户标准，该类客户占比接近 70%，对该类客户全部进行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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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2021 年系公司申报报告的基准年度，我们以全年销售额大于 50 万元或应收余额大于 30

万元作为重要客户标准，该类客户占比超过 70%，对该类客户全部进行函证。 

注 3：2019 年及 2020 年系申报期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考虑以相对较高的销售额或应收账款

余额作为重要客户标准，该类客户占比分别为 51.79%和 59.90%，对该类客户全部进行函证。 

注 4：对于各期销售额或应收账款余额在重要客户标准以下的客户，我们按销售金额 20 万元

以上以及销售金额 20 万元以下分组选取样本。选样后，2021 年、2022 年 1-6 月的函证比例超过

75%， 2019 年、2020 年的函证比例超过 65%，选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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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样家数 38 家 50 家 43 家 58 家 

其中：20 万元以上 20 家 39 家 26 家 39 家 

        20 万元以下 18 家 11 家 17 家 19 家 

②自第二轮问询函回复出具日之后，对于仍未执行函证或访谈程序的客户，进一

步进行抽样。 

自第二轮问询函回复出具日之后，尚未执行函证或访谈程序的客户共 1,176 家，按

照报告期累计收入排序，其中累计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有 294 家，合计收入为 9,475.79

万元，占发行人报告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16.40%；累计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有

882 家，合计收入为 1,865.36 万元，占发行人报告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3.23%。 

由于累计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客户收入占比很低，因此申报会计师在累计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 294 家客户中进一步抽样进行核查。对于上述 294 家客户按累计收入排序，

从第 1 家客户开始，每隔 2 家选取 1 家客户，另有 4 家客户前期已对 2021 年度的销售

进行函证，未函证 2019 年、2020 年及 2022 年 1-6 月的收入，本次与保荐机构一并进

行函证，总共选取 102 家客户，执行跟函程序，占该部分客户数量（不考虑前期已函

证 2021 年度销售的 4 家）的 34.69%。 

本次抽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家 

项  目 统计 

截止第二轮问询函回复出具日 

未执行函证或访谈程序的客户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19.63% 

客户数量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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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统计 

其中： 

累计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客户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16.40% 

客户数量 294 

执行跟函程序的客户数量 102 

核查比例（数量） 34.69% 

收入金额 9,475.79 

执行跟函程序的客户收入 3,199.43 

核查比例（金额） 33.76% 

其中： 

累计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客户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3.23% 

客户数量 882 

③ 2022 年度函证样本的选取 

对于 2022 年度客户按交易金额由大到小排序，以覆盖 75%的主营业务收入为目标，

确定重要性客户标准为年交易金额大于 40 万元。对于 127 家重要性客户，全部选取执

行函证程序。 

2022 年交易金额低于 40 万元但高于 5 万元的客户共 298 家，按照交易金额由大到

小排序，每隔 2 家选取 1 家作为函证对象，共选取客户 100 家。 

2022 年交易金额低于 5 万元的客户共 610 家，合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低于 4%，

占比很低，不作为函证选取对象。 

（2）函证程序的执行情况 

进一步抽样后，申报会计师函证程序的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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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22,624.97 10,539.18 19,892.80 11,892.56 15,464.10 

发函金额（万元） 18,668.01 8,658.18 16,720.12 8,636.29 10,937.46 

发函比例 82.51% 82.15% 84.05% 72.62% 70.73% 

回函金额（万元） 16,722.54 7,927.03 14,540.63 7,307.10 9,883.46 

回函占发函金额的比例 89.58% 91.56% 86.96% 84.61% 90.36% 

发函客户数（个） 227 230 246 201 196 

回函客户数（个） 177 215 224 183 187 

回函客户数量比例 77.97% 93.48% 91.06% 91.04% 95.41% 

回函差异金额（万元） 84.61 48.84 70.13 58.50 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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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差异占发函比例 0.45% 0.56% 0.42% 0.68% 0.46%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 1-6 月及 2022 年度，发函金额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 70.73%、72.62%、84.05%、82.15%及 82.51%。报告期各期的回函金

额占发函金额的比例在 84.61%-91.56%之间，回函差异率在 0.5%左右。 

收入函证结果表明，回函率较高且回函差异较小，回函差异主要系双方入账时间

性差异导致，如客户采购部门在财务报表日前已经签收货物，但由于未收到发票或客

户内部单据传递滞后，导致财务部门未在财务报表日前入账，致使回函出现差异。 

个别客户未回函主要是因为函证时已无余额，认为不需要再回函或者未能理解函

证的用途，且认为回复函证并不是法定义务等。针对未回函的客户，申报会计师执行

了以下替代程序：1、了解公司与相应客户之间的验收、对账和结算情况；2、检查销

售明细账的出库单据、销售回款以及期后回款情况；3、对相关客户进行访谈，了解客

户和公司之间的合作模式、合作规模和结算方式，核实其与公司的交易是否真实，了

解客户所购货物是否有合理用途、客户的付款能力和货款回收的及时性等。经执行替

代程序，可确认该部分客户的收入真实、准确、完整。 

（3）函证程序的有效性 

申报会计师在函证选样时，综合考虑重要性和随机性因素，兼顾了重要性客户和

其他客户。 

第二轮问询函回复出具日之后，申报会计师进一步补充了部分函证程序，各期函

证客户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超过 70%，其中，2021 年、2022 年 1-6 月及 2022

年函证客户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超过 80%，客户回函率高，回函差异小，客户选

取充分，核查手段完善、有效。 

通过执行函证及替代测试，可以确认公司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申报会计师对于收入的访谈情况 

（1）访谈客户样本的选取 

申报会计师结合公司销售及结算特点，根据重要性原则和抽样原则选取访谈样本。 

①重要性客户的选取（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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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按客户从大到小排序，

以覆盖当期 70%收入为目标，将排名最后 1 位的客户当期收入金额取整 10 万（2021 年

为取整 5 万），作为本期重要性客户的选取标准。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各期的重要性客户选取标准分别为

当期交易金额大于 40 万元、40 万元、55 万元及 30 万元，报告期内某一期达到标准即

选为访谈对象，共计访谈 109 家。 

②抽样原则客户的选取（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 

对于未达到函证或访谈程序的的重要性水平客户，进一步抽取样本执行访谈程序。 

自第二轮问询函回复出具日之后，对于尚未执行函证或访谈程序的客户，进一步

进行抽样。 

自第二轮问询函回复出具日之后，尚未执行函证或访谈程序的客户共 1,176 家，按

照报告期累计收入排序，其中累计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有 294 家，合计收入为 9,475.79

万元，占发行人同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16.40%；累计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有

882 家，合计收入为 1,865.36 万元，占发行人同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3.23%。 

由于累计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客户收入占比仅很低，因此申报会计师在累计收入超

过 10 万元的 294 家客户中进一步抽样进行核查。对于上述 294 家客户按累计收入排序，

从第 1 家客户开始，每隔 14 家选取 1 家客户，共选取 21 家客户，执行访谈程序。 

③2022 年度补充走访客户的选取 

选取 2022 年度交易金额超过 55 万元且前期未走访的客户，进行走访，共 6 家。 

（2）访谈程序的执行情况 

申报会计师的客户访谈程序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家 

项  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重要性客户家数 138 

其中：进行访谈的客户家数 115 

未进行访谈的客户家数 23 

抽样原则选取一般客户家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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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上述访谈客户家数合计 136 

上述访谈客户收入 15,280.77 13,724.32   8,372.36 

主营业务收入 22,624.97 19,892.80 11,892.56 

访谈客户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67.54% 68.99% 70.40% 

报告期各期，访谈客户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在 67%以上。 

访谈时查看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与发行人的业务开展情况，对客户与发行

人签订的合同、报告期内的交易明细进行确认，并核查客户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

系、是否与发行人关联方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 

报告期各期前 10 大客户，均已进行访谈。部分其他重要性客户未进行访谈，具体

原因包括：该采购主体系集团下属工厂，由集团安排采购，已访谈同一控制下其他主

体、不理解访谈的含义担心泄露商业秘密、认为没有义务配合访谈等等原因。未访谈

重要性客户的占比较低。 

未进行访谈的重要性客户的函证情况如下： 

项  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未进行访谈客户数量 23 

当期有销售的客户数量 15 15 17 19 

未访谈但已进行函证的客户数量 14 14 8 12 

函证家数占当期有销售客户家数比例 93.33% 93.33% 47.06% 63.16% 

回函家数 11 12 7 11 

回函家数比例 78.57% 85.71% 87.50% 91.67% 

未进行访谈的重要性客户，有较大比例由函证程序覆盖。 

（3）访谈程序的有效性 

申报会计师在选取访谈对象时，综合考虑重要性原则和抽样原则，兼顾了重要性

客户和其他客户。 

第二轮问询函回复出具日之后，申报会计师进一步补充了 21 家客户访谈程序，目

前各期访谈客户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超过 67%，客户选取充分、核查事项全面，

核查手段完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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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在发行人客户分散程度高、小客户较多的情况下，对于金额以下客户或

前二十名以外的客户仅进行少量抽样核查，相关核查手段是否充分、有效，能否充分

证明发行人销售收入的真实性。 

（一）申报会计师核查情况 

1、销售与收款内控循环测试 

我们对公司销售与收款内控循环相关的制度建设、流程设计、职责分工等情况进

行了访谈和检查，对销售与收款内控循环中涉及的订单接收与审批、客户信用控制、

销售发货控制、收入确认及开票、销售收款记录等关键控制点实施控制测试。 

2019 年至 2022 年 1-6 月，我们根据公司销售结算模式不同在不同月份选取 126 个

样本测试销售收款的关键控制点。检查测试样本中未发现公司与销售与收款有关的内

部控制设计不合理以及内控未得到执行的情形，表明公司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的设计

合理并得到有效运行。 

2、函证及访谈情况 

自第二轮问询函回复出具日之后，尚未执行函证或访谈程序的客户共 1,176 家，按

照报告期累计收入排序，其中累计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客户有 294 家，合计收入为

9,475.79 万元，占发行人同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16.40%；累计收入低于 10 万

元的客户有 882 家，合计收入为 1,865.36 万元，占发行人同期累计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例为 3.23%。 

由于累计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客户收入占比仅为 3.23%，申报会计师在累计收入超

过 10 万元的 294 家客户中进一步抽样进行核查。对于上述 294 家客户按累计收入排序，

从第 1 家客户开始，每隔 2 家选取 1 家客户，另有 4 家客户前期已对 2021 年度的销售

进行函证，未函证 2019 年、2020 年及 2022 年 1-6 月的收入，本次与保荐机构一并进

行函证，总共选取 102 家客户，执行跟函程序。从第 1 家客户开始，每隔 14 家选取 1

家客户，共选取 21 家客户，执行访谈程序。 

在执行跟函程序时，除与发行人客户核对交易金额，同时查看对方的生产经营情



 

10 

况。在执行访谈程序时，查看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与发行人的业务开展情况，

对客户与发行人签订的合同、报告期内的交易明细进行确认，并核查客户是否与发行

人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与发行人关联方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 

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家 

项目 统计 

截止第二轮问询函回复出具日 

未执行函证或访谈程序的客户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19.63% 

客户数量 1,176 

其中： 

累计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客户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16.40% 

客户数量 294 

执行跟函证或访谈程序的客户数量 102 

核查比例（数量） 34.69% 

收入金额 9,475.79 

执行跟函证或访谈程序的客户收入 3,199.43 

核查比例（金额） 33.76% 

其中： 

累计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客户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3.23% 

客户数量 882 

本次针对金额以下客户的补充核查，抽样方式科学、抽样比例高。经核查，客户

经营情况正常，函证金额均相符，核查手段充分、有效。 

结合公司内部控制运行情况，以及保荐机构执行的大额资金流水核查、关联方流

水核查、收入截止性测试、细节测试、毛利率分析程序及上述补充核查程序，保荐机

构的收入核查程序能充分证明发行人销售收入的真实性。 

 

问题 3.其他披露问题 

请发行人： 

 

一、进一步结合固定薪酬、变动薪酬与产量变动幅度之间的匹配关系，说明员工

薪酬变化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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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量变动存在一定匹配关系的为生产人员的薪酬。公司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人

力资源控制程序》、《工时与薪酬福利管理程序》、《考勤管理规定》等制度，通过上下

班签到打卡考核生产人员出勤情况，并依据生产人员出勤工时、生产情况和职级进行

薪酬核算。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人员薪酬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变动比例 2021 年 变动比例 2020 年 

固定薪酬 1,038.33 13.05% 918.50 36.07% 675.00 

变动薪酬 543.54 -2.95% 560.07 80.32% 310.60 

薪酬总额 1,581.88 6.99% 1,478.57 50.02% 985.60 

公司生产人员的固定薪酬主要包括基本工资、岗位补贴、社保、公积金等，变动

薪酬主要包括加班费和年终奖等。固定薪酬总额的变动主要受到人数和基本工资水平、

岗位补贴水平的影响，变动薪酬总额主要受到产量和工时的影响。 

1、固定薪酬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人员固定薪酬、月均人数及人均固定薪酬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名 

项  目 2022 年 变动比例 2021 年 变动比例 2020 年 

固定薪酬 1,038.33 13.05% 918.50 36.07% 675.00 

月均人数 202 -1.46% 205 19.19% 172 

人均固定薪酬 5.14 14.73% 4.48 14.17% 3.92 

2021 年固定薪酬比 2020 年增长 36.07%，一方面是因为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公司逐步走出疫情的影响，订单和产量大幅上升，公司增加生产人员数量，2021 年生

产人员月均人数比 2020 年增加 19.19%，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均固定薪酬上升。 

2021 年人均固定薪酬比 2020 年上升 14.17%，主要是因为 2021 年公司调整工资基

数，2021 年生产人员基本工资比 2020 年上升 9.09%。 

2022 年固定薪酬比 2021 年上升 13.05%，主要是因为人均固定薪酬上升。 

2022 年人均固定薪酬比 2021 年上升 14.73%，主要是因为业绩向好，公司普遍提



 

12 

高了生产管理人员和主要生产岗位的岗位补贴。 

2、变动薪酬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人员变动薪酬、月均人数及人均变动薪酬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名、吨 

项  目 2022 年 变动比例 2021 年 变动比例 2020 年 

变动薪酬 543.54 -2.95% 560.07 80.32% 310.60 

月均人数 202 -1.46% 205 19.19% 172 

人均变动薪酬 2.69 -1.51% 2.73 51.29% 1.81 

产量 2,492.93 -0.52% 2,506.04 71.52% 1,461.10 

2021 年变动薪酬比 2020 年上升 80.32%，主要是因为公司走出疫情的影响，订单

增加，产量大幅上升 71.52%，一方面导致公司增加生产人员数量，月均人数增长

19.19%，另一方面导致生产人员加班工时增加，从而提高了人均变动薪酬 51.29%。 

2022 年变动薪酬与 2021 年相比差异较小，主要是因为 2022 年产量与 2021 年差异

较小。 

公司生产人员变动薪酬的变动趋势与产量变动趋势相匹配。 

综上，公司生产人员固定薪酬主要受员工人数和基本工资水平等影响，变动薪酬

与产量变动存在匹配关系，公司员工薪酬变化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各细分类产品单位直接材料、单位直接人工、单位制造费用、单位运费

情况详细分析说明导致产品成本变动的因素、相关因素内固定成本、变动成本的变动

情况及变动原因，相关变动是否与企业经营情况相匹配。 

报告期各期公司各细分类产品单位直接材料、单位直接人工、单位制造费用、单

位运费情况如下： 

单位：元/千克 

产品类别 
单位成本

类别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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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单位成本

类别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金额 

挤板系列：                 

挤板层板类 

直接材料 38.17  4.11  12.07% 34.06 0.18 0.52% 33.89 

直接人工 3.21  0.09  2.88% 3.12 -0.54 -14.83% 3.66 

制造费用 4.29  0.25  6.19% 4.04 -0.79 -16.31% 4.82 

运费 2.30  -0.17  -7.04% 2.47 0.76 44.24% 1.71 

小计 47.97  4.28  9.79% 43.69 -0.40 -0.90% 44.08 

挤板单色类 

直接材料 29.42  4.94  20.18% 24.48 -0.44 -1.75% 24.91 

直接人工 3.28  0.22  7.19% 3.06 -0.58 -15.91% 3.64 

制造费用 4.36  0.42  10.66% 3.94 -0.88 -18.24% 4.81 

运费 1.96  0.18  10.22% 1.78 0.36 25.45% 1.42 

小计 39.02  5.77  17.37% 33.25 -1.53 -4.40% 34.78 

挤板渐变类 

直接材料 41.67  6.05  16.98% 35.62 -1.80 -4.81% 37.41 

直接人工 3.28  0.27  8.97% 3.01 -0.50 -14.31% 3.51 

制造费用 4.36  0.50  12.95% 3.86 -0.82 -17.60% 4.68 

运费 2.07  1.54  
289.81

% 
0.53 0.12 28.00% 0.41 

小计 51.38  8.37  19.46% 43.01 -3.01 -6.54% 46.01 

挤板绞花类 

直接材料 44.68  5.05  12.74% 39.63 -0.78 -1.94% 40.41 

直接人工 3.20  0.17  5.61% 3.03 -0.53 -14.89% 3.56 

制造费用 4.29  0.38  9.72% 3.91 -0.83 -17.52% 4.74 

运费 1.22  0.56  84.39% 0.66 0.26 65.00% 0.40  

小计 53.38  6.15  13.03% 47.23 -1.88 -3.82% 49.10 

挤板合计 

直接材料 34.83  4.62  15.29% 30.21 -0.65 -2.10% 30.86 

直接人工 3.25  0.19  6.21% 3.06 -0.56 -15.46% 3.62 

制造费用 4.33  0.39  9.90% 3.94 -0.85 -17.78% 4.79 

运费 1.86  0.32  20.58% 1.54 0.35 29.12% 1.19 

小计 44.27  5.52  14.24% 38.75 -1.71 -4.23% 40.46 

压板系列：                 

压板拼板类 

直接材料 46.26  6.19  15.45% 40.07 -0.37 -0.91% 40.44 

直接人工 10.82  0.60  5.87% 10.22 -0.68 -6.22% 10.90 

制造费用 12.73  1.10  9.46% 11.63 -2.07 -15.08% 13.70 

运费 1.28  -0.63  -32.98% 1.91 0.21 12.4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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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单位成本

类别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金额 

小计 71.10  7.26  11.37% 63.84 -2.90 -4.35% 66.75 

压板碎花类 

直接材料 41.05  6.77  19.75% 34.28 0.78 2.34% 33.50 

直接人工 8.16 0.35 4.48% 7.81 -0.45 -5.40% 8.26 

制造费用 9.77 0.89 10.02% 8.88 -1.42 -13.78% 10.30 

运费 6.48  2.40  58.80% 4.08 1.66 68.28% 2.42 

小计 65.46  10.40  18.89% 55.06 0.57 1.05% 54.48 

压板合计 

直接材料 42.07  6.46  18.14% 35.61 0.06 0.18% 35.54 

直接人工 8.68  0.31  3.70% 8.37 -0.67 -7.45% 9.04 

制造费用 10.35  0.84  8.83% 9.51 1.79 -15.85% 11.30 

运费 5.47  1.89  52.68% 3.58 1.37 62.08% 2.21 

小计 66.56  9.49  16.63% 57.07 -1.03 -1.77% 58.10 

（一）单位直接材料 

公司的直接材料属于变动成本，与产量具有较强的匹配关系，单位直接材料成本

变化主要受原材料采购价格或工艺改进的影响。 

2021 年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较小，各细分类别产品单位直接材料变动也较小。

2022 年各细分类别产品的单位直接材料成本比 2021 年普遍上升，主要是因为 2022 年

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比 2021 年上升 18.32%。 

（二）单位直接人工 

公司的直接人工属于半变动成本，包含固定薪酬和变动薪酬。变动薪酬与产量存

在一定的匹配关系，固定薪酬受产量影响相对较小，对单位直接人工的影响较大。 

2021 年各细分类别产品的单位直接人工成本比 2020 年均下降，主要是因为 2021

年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公司走出疫情的影响，产量大幅上升，单位直接人工随

之上升。 

2022 年各细分类别产品的单位直接人工成本比 2021 年均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生

产人员工资水平有所上升。 

（三）单位制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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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制造费用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半变动成本，其中租金、折旧、装修费等为固

定成本，其他如生产管理人员工资、生产管理人员办公费等为半变动成本。 

报告期各期，公司单位制造费用中，单位固定成本和单位半变动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元/千克 

制造费用 
单位成本类

别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金额 

挤板系列：                 

挤板层板类 

固定成本 1.24 -0.04 -2.85% 1.28 -0.62 -32.49% 1.90 

半变动成本 3.05 0.29 10.55% 2.76 -0.17 -5.83% 2.93 

小计 4.29 0.25 6.30% 4.04 -0.79 -16.31% 4.82 

挤板单色类 

固定成本 1.26 0.01 1.18% 1.25 -0.64 -34.05% 1.89 

半变动成本 3.09 0.41 15.14% 2.69 -0.23 -8.00% 2.92 

小计 4.36 0.42 10.71% 3.94 -0.88 -18.24% 4.81 

挤板渐变类 

固定成本 1.26 0.04 3.36% 1.22 -0.62 -33.53% 1.84 

半变动成本 3.10 0.46 17.62% 2.63 -0.21 -7.28% 2.84 

小计 4.36 0.50 13.09% 3.86 -0.82 -17.60% 4.68 

挤板绞花类 

固定成本 1.24 0.00 0.25% 1.24 -0.62 -33.46% 1.86 

半变动成本 3.04 0.38 14.08% 2.67 -0.21 -7.19% 2.87 

小计 4.29 0.38 9.70% 3.91 -0.83 -17.52% 4.74 

挤板合计 

固定成本 1.26 0.01 0.52% 1.25 -0.63 -33.67% 1.88 

半变动成本 3.08 0.39 14.39% 2.69 -0.22 -7.48% 2.91 

小计 4.33 0.39 9.99% 3.94 -0.85 -17.78% 4.79 

压板系列：          

压板拼板类 

固定成本 3.69 0.00 0.02% 3.69 -1.70 -31.49% 5.39 

半变动成本 9.04 1.10 13.82% 7.94 -0.37 -4.44% 8.31 

小计 12.73 1.10 9.44% 11.63 -2.07 -15.08% 13.70 

压板碎花类 

固定成本 2.83 0.02 0.58% 2.82 -1.23 -30.44% 4.05 

半变动成本 6.94 0.88 14.46% 6.06 -0.19 -2.98% 6.25 

小计 9.77 0.89 10.06% 8.88 -1.42 -13.78% 10.30 

压板合计 

固定成本 3.00 -0.02 -0.54% 3.02 -1.43 -32.11% 4.44 

半变动成本 7.35 0.86 13.18% 6.49 -0.36 -5.30% 6.86 

小计 10.35 0.84 8.83% 9.51 -1.79 -15.85% 11.30 

2020 年各细分类别产品的单位固定成本和单位半变动成本比 2019 年均大幅上升，

主要是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公司产量比 2019 年大幅下降 24.88%。单位固定

成本的上升幅度较大，主要是因为固定成本总额变化较小，因此单位固定成本上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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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其中挤板单位固定成本上升 67.57%，压板单位固定成本上升 66.84%。单位半变动

成本上升幅度较小，主要是因为半变动成本与产量变动具有一定的匹配性，其中挤板

单位半变动成本上升 19.78%，压板单位半变动成本上升 19.26%。 

2021 年各细分类别产品的单位固定成本和单位半变动成本比 2020 年均下降，单位

固定成本的下降幅度大于单位半变动成本，主要是因为 2021 年公司走出新冠疫情的影

响，产量大幅回升。单位固定成本的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因为固定成本总额变化较

小，而产量大幅增加，因此单位固定成本下降明显，其中挤板单位固定成本下降

33.67%，压板单位固定成本下降 32.11%。单位半变动成本下降幅度较小，主要是因为

半变动成本与产量变动具有一定的匹配性，其中挤板单位半变动成本下降 7.48%，压

板单位半变动成本下降 5.30%。 

2022 年各细分类别产品的单位固定成本的变化幅度均较小，主要是因为固定成本

总额和产量变动幅度均较小。单位半变动成本上升幅度较大，主要是因为 2022 年生产

管理人员工资等半变动成本有所上升。 

（四）单位运费 

公司的运费属于半变动成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交货方式包括客户直接自提、客

户通过快递或物流自提，公司直接配送、公司通过快递或物流配送等，后两者由公司

承担运费。由于通过意大利子公司销售的产品单位运费远高于境内，而未通过意大利

子公司的外销多为客户通过物流公司自提，因此影响整体单位运费的主要为细分类别

产品通过意大利子公司销售的运费及销量占比。 

公司的主要境外客户能够接受包含空运价格的报价，因此外销以空运为主，自

2020 年发生疫情至 2021 年，空运运力紧张，报价不断攀升，导致单位运费大幅上升，

2022 年有所回落。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通过意大利子公司销售的产品平均单

位运费分别为 37.41 元/千克、51.02 元/千克和 40.07 元/千克，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增幅分别为 135.18%、36.38%和-21.46%。 

挤板渐变类、挤板绞花类和压板拼板类单位运费及其变动与整体情况存在较大差

异，主要是因为上述产品销量占比较小，通过意大利子公司销售的占比存在较大波动。

上述细分类别产品中意大利子公司的销量占该类别产品销售总量的比例及意大利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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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销售的该类别产品的单位运费具体如下： 

单位：元/千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销量占比 单位运费 销量占比 单位运费 销量占比 单位运费 

挤板渐变类 3.86% 41.43 0.20% 83.69 0.005% 51.28 

挤板绞花类 1.41% 53.06 0.37% 74.40 0.03% 49.40 

压板拼板类 1.12% 48.40 1.67% 83.46 1.71% 63.35 

意大利子公司

合计 
6.16% 40.07 3.55% 51.02 2.87% 37.41 

2020 年和 2021 年挤板渐变类和挤板绞花类通过意大利子公司销售的销量占比很低，

远低于 2022 年和意大利子公司的合计水平，导致挤板渐变类和挤板绞花类产品整体单

位运费较低。2020 年挤板渐变类和挤板绞花类通过意大利子公司销售的销量占比仅为

0.005%和 0.03%，远低于其他年份，导致 2020 年挤板渐变类和挤板绞花类产品整体单

位运费低于其他年份。 

2022 年挤板渐变类单位运费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通过意大利子公司销售的挤板渐

变类销量占比从 2021 年 0.20%大幅上升至 3.86%。 

2022 年压板拼板类单位运费下降，一方面是因为通过意大利子公司销售的压板拼

板类产品占比较 2021 年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 2022 年境外单位运费有所回落。 

综上，2020 年至 2021 年各细分类产品成本变动主要是由单位直接人工、单位制造

费用变动导致；2022 年各细分产品成本变动主要是由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导致。其中，

单位直接人工包含单位固定薪酬，单位制造费用包含固定成本，随产量变动波动相对

较大，对单位成本的影响较大。相关变动与企业经营情况相匹配。 

 

三、结合生产流程及生产核心工序补充说明各个产线每班产能、稼动日等参数的

具体情况，并说明相关参数的得出方式、计算合理性。 

（一）公司的稼动日情况 

稼动日为公司产线扣除维修养护、节假日、政策影响等因素后的设备可开工天数。

报告期内公司挤板和压板稼动日的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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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日 

项  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挤板稼动日 275 284 256 

压板稼动日 278 289 255 

公司 2020 年稼动日较少，主要系 2020 年第一、二季度公司稼动日同比下降。公

司 2020 年第一季度稼动日同比下降，主要系受到新冠疫情防疫政策的影响，存在停工

情况；2020 年第二季度稼动日同比下降，主要系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各项防疫工作

以及员工短缺情况，被动调整生产排班方式，每周可开工天数减少。 

（二）公司产线的生产流程、生产核心工序以及每班产能情况 

1、挤板产线 

挤板生产工艺主要包括混料、烤料以及挤出等流程，其中混料、烤料所用的机器

设备包括注塑机、混料斗、烤箱等，为各条挤板生产线通用生产设备；挤板生产的瓶

颈工序为挤出工序，挤出工序的核心机器设备为挤出机、立式三辊机以及牵引机，核

心机器设备总体价值较高、所占生产场地面积较大，不同产线的挤出机、立式三辊机

以及牵引机供各条产线独立使用。 

挤板生产线中挤出工序主要包括调机、加料、成型、牵引等步骤，主要生产设备

为挤出机、牵引机以及挤出模具，具体生产过程为：烤箱烤制后的醋酸纤维素胶粒，

加入挤出机熔胶筒中，在挤出机的推力下被输送至模具中，经过模具定型成挤板成品，

最后由牵引机或立式三辊机将挤板成品牵引出产线。 

挤板生产线每日工作两班，每班工作时长为 8 小时。正式生产前生产人员需对机

器设备进行调试，并将机器设备预热约 25 分钟（挤出机 25 分钟，牵引机 15 分钟），

使机器温度达到 170 摄氏度至 220 摄氏度，当机器温度达到 220 摄氏度并维持 5 至 10

分钟后，让产线空转 1 至 2 分钟，确认无异常后加料开始正式生产。在挤板生产线满

负荷运转状态下，牵引机或立式三辊机每小时能牵引出 45 千克至 50 千克挤板成品。 

发行人客户订单具有小批量、多批次的特点，发行人生产线亦有此特点。由于不

同型号挤板产品的色彩图纹不同，其生产所用的色粉、胶粒也存在一定差异。当产线

从生产一种型号挤板切换至另一种型号时，生产人员需对挤出机、模具以及牵引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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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面清洗，避免前一批次成品生产残存的原料影响后一批次成品的色彩图纹。产线

切换产品型号过程中，生产人员清洗、重新启动机器设备共计约 20 分钟。 

公司 14 条挤板产线中，3、4、5、6、7、8 号产线为挤板单色类产线，色彩图案相

对简单，单型号订单批量相对较大，每班生产平均切换 1 至 2 次产品型号；其他产线

为层板、渐变、绞花产线，色彩图案相对复杂多样，单型号订单批量相对较小，每班

生产平均切换 3 至 6 次产品型号，挤板产线的生产流程及每班产能的计算方式具体如

下： 

产  线 主要产品 每班产能 生产流程 每班产能具体计算方式 

1 挤板层板类 290千克 

1、挤出工序主

要包括调机、加

料、成型、牵引

等步骤，主要生

产设备为挤出

机、牵引机以及

挤出模具，具体

生产过程为：烤

箱烤制后的醋酸

纤维素胶粒，加

入挤出机熔胶筒

中，在挤出机的

推力下被输送至

模具中，经过模

具定型成挤板成

品，最后由牵引

机或立式三辊机

将挤板成品牵引

出产线； 

2、正式生产前

生产人员需对机

器设备进行调

试，并将机器设

备预热约25分钟

挤板层板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3至4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6.5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290千克 

2 挤板层板类 290千克 

挤板层板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3至4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6.5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290千克 

3 挤板单色类 360千克 

挤板单色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1至2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7.1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360千克 

4 挤板单色类 360千克 

挤板单色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1至2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7.1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360千克 

5 挤板单色类 360千克 

挤板单色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1至2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7.1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360千克 

6 挤板单色类 360千克 

挤板单色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1至2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7.1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360千克 

7 挤板单色类 360千克 挤板单色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1至2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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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线 主要产品 每班产能 生产流程 每班产能具体计算方式 

（挤出机25分

钟，牵引机15分

钟），使机器温

度达到170摄氏

度至220摄氏

度，当机器温度

达到220摄氏度

并维持5至10分

钟后，让产线空

转1至2分钟，确

认无异常后加料

开始正式生产； 

3、生产线满负

荷运转，牵引机

或立式三辊机每

小时能牵引出45

千克至50千克挤

板成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7.1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360千克 

8 挤板单色类 360千克 

挤板单色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1至2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7.1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360千克 

9 挤板层板类 260千克 

挤板层板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5至6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5.8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260千克 

10 挤板绞花类 260千克 

挤板绞花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5至6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5.8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260千克 

11 挤板渐变类 290千克 

挤板渐变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3至4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6.5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290千克 

12 挤板绞花类 260千克 

挤板绞花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5至6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5.8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260千克 

13 挤板绞花类 260千克 

挤板绞花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5至6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5.8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260千克 

14 挤板绞花类 260千克 

挤板绞花类产线，每班生产平均切换5至6次产品

型号，每班产线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约5.8小时，

每小时生产成品45千克至50千克，合计每班可生

产挤板成品约260千克 

2、压板产线 

压板生产工艺主要包括升温热压、冷却定型、刨板、水磨等流程，瓶颈工序为热

压工序，热压工序的核心机器设备为热压机。热压工序（升温热压、冷却定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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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加料、熔化、保温、冷却、取料等步骤，主要生产设备为热压机（高清机）和压

板模具。热压机和高清机热压原理有所差异，高清机升温加热时，热量从中间向两边

传导，热压方式为小型号（宽度较小）压板单条热压；热压机升温加热时，热量从两

边向中间传导，热压方式为多条压板整炉热压。 

热压工序的具体生产过程为：醋酸纤维素挤料半成品经过拼接、丝印、碎花等工

艺后，放入压板模具，再将压板模具置于热压机（高清机）中，通过热压机（高清机）

升温热压，使多块醋酸纤维素挤料半成品在高温下熔化，同时持续加压使挤料半成品

在模具内粘连并达到更高密度，持续高温一段时间后进行冷却定型，产出压板成品。 

压板生产线每日工作两班，每班工作 8 小时，公司 9 条压板产线中，1、2、3、4、

7 号产线为压板拼板类产线，5、6、8 号产线为压板碎花类产线，9 号产线为超厚压板

产线，压板产线的生产流程及每班产能的计算方式具体如下： 

产  线 主要产品 每班产能 合计产能 主要生产设备 生产流程 每班产能具体计算方式 

1 
常规压板

拼板类 
30千克 30千克 

高清机1台、

压板模具 

高清机热压方式为小

型号压板单条热压，

每条热压时间约7分

钟，每小时可产出规

格为

465cm*170cm*6mm

的压板成品约9条，

成品单条重量为0.40

千克至0.45千克 

每班8小时，每小时产

出压板拼板成品约9

条，每班合计产出压板

拼板成品约70条，每班

产能为9条/小时*8小时

*0.425千克/条≈30千克 

2 
常规压板

拼板类 
210千克 

330千克 

热压机10台、

压板模具（其

中2台热压机

为2、3、4、7

号压板拼板类

产线专用，7

台热压机为

5、6、8号压

板碎花类产线

专用，1台热

热压机热压方式为多

条压板整炉热压，每

炉热压时间为90至

100分钟（拼板类90

分钟、碎花类100分

钟），单台热压机每

班可热压5炉。单台

每炉可产出规格为

700cm*170cm*6mm

的压板成品32条，成

每班8小时，单台热压

机每班可生产5炉压板

成品，每炉可产出压板

成品32条，10台热压机

合计每班产出50炉压板

成品，每班合计产能为

32条/炉*50炉*0.75千克/

条≈1190千克（330千克

+860千克） 

3 
丝印压板

拼板类 
40千克 

4 
多工艺压

板拼板类 
60千克 

7 
小型压板

拼板类 
20千克 

5 
压板碎花

类 
380千克 86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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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线 主要产品 每班产能 合计产能 主要生产设备 生产流程 每班产能具体计算方式 

6 
压板碎花

类 
380千克 

压机根据订单

情况灵活使

用） 

品单条重量约为0.75

千克 

8 
高温压板

碎花类 
100千克 

9 

压板碎花

类、压板

拼版类 

100千克 100千克 
热压机1台、

压板模具 

此产线为厚度为

70mm的超厚压板，

热压机热压方式为多

条压板整炉热压，每

炉热压时间为4个小

时，每炉可产出6条

压板成品，成品单条

重量约为8.5千克 

每班8小时，单台热压

机每班可生产2炉压板

成品，每炉可产出压板

成品6条，每班合计产

能为6条/炉*2炉*8.5千

克/条≈100千克 

综上，公司挤板产线和压板产线的瓶颈工序分别为挤出工序和热压工序，公司挤

板和压板各产线每班产能的计算方式与各产线所生产的主要产品、生产流程实际情况

相匹配，具有合理性。 

 

四、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申报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针对第一问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询问公司管理层，了解有关生产人员薪酬结构、薪酬计算等情况； 

（2）获取发行人生产人员月均人数、工资明细、产量等资料； 

（3）量化分析发行人报告期内生产人员数量、固定薪酬、变动薪酬、平均薪资等

与产量变动的匹配性。 

经过以上核查，我们认为： 

发行人生产人员的薪酬总额、人均薪酬与月均人数、产量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其

中固定薪酬总额主要受到人数和基本工资水平的影响，变动薪酬总额主要受到产量的

影响，人均固定薪酬主要受到基本工资水平的影响，人均变动薪酬主要受到产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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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发行人生产人员的变动薪酬、人均变动薪酬与产量变动具有匹配性，发行人员工

薪酬变化具有合理性。 

2、针对第二问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获取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表，分析主要产品单位成本构成情况，分析细

分类别产品单位直接材料、单位直接人工、单位制造费用和单位运费的变动原因及合

理性； 

（2）了解并现场查看主要产品生产工艺变化情况，分析固定成本分摊、变动成本

变动及主要产品单位成本构成情况，发生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3）获取运输费用明细，分析报告期运输费变动是否与报告期收入规模及销售区

域相匹配； 

经过以上核查，我们认为： 

2020 年至 2022 年各细分类别产品成本变动主要是由单位直接人工、单位制造费用

变动导致；2022 年各细分类别产品成本变动主要是由单位直接材料变动导致。其中，

单位直接人工包含单位固定薪酬，单位制造费用包含固定成本，随产量变动波动相对

较大，对单位成本的影响较大。相关变动与企业经营情况相匹配。 

3、针对第三问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询问公司生产负责人，了解公司生产工艺、生产周期、产量等情况； 

（2）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稼动日明细表； 

（3）实地参观发行人主要生产区域，查阅发行人生产工艺流程图，了解发行人生

产工序和所涉及的核心设备。 

经过以上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 2020 年稼动日较少主要系公司根据新冠疫情防疫政策被动调整生产排班方式，

公司挤板产线和压板产线的瓶颈工序分别为挤出工序和热压工序，公司挤板产线和压

板产线每班产能的计算方式与公司的生产流程及生产核心工序实际情况相匹配，具有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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