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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部 2023 年 12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对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

问询函》（公司一部半年报问询函【2023】第 085 号）的要求，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与落实，现回复如下： 

1、关于经营业绩与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839.18 万元，同比增长 26.96%；实现净利润

657.82 万元，同比下滑 80.02%；实现毛利率 13.78%，2022 年毛利率为 27.72%，2021

年为 29.98%。 

你公司解释称营业收入增长主要系东立新材料生产线建成投产，产量及销售量增

加所致；本期硫酸价格大幅下滑，而原料价格下降相对滞后且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加

之前期库存原料采购成本相对较高，导致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远低于营业成本增长幅度。 

根据信息披露，你公司主要产品为工业硫酸、红渣（氧化铁粉）及蒸汽等，2022

年你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比下滑 31.37%、51.06%，主要系暂停铁精矿贸易

业务所致，你公司在 2022 年年报问询函中回复称，2021 年度铁精矿贸易业务主要客

户为攀枝花市新程工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卓麟工贸有限公司以及攀枝花市良益贸易有

限公司，铁精矿贸易业务毛利率为 13.76%，因该业务毛利率较低，且开展铁精矿贸易

期间主要使用自产红渣，铁精矿贸易业务产生的收益与直接销售红渣基本接近，但增

加了资金调度和管理的复杂性，你公司自 2021 年 11 月起暂停该业务。 

请你公司： 

（1）结合各产品类别的产量、销售价格、销售订单数量、原材料成本等变化情况

量化分析营业收入增长但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公司业务变化、主要产

品销售占比、各产品毛利率变动等情况说明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新生产线建成投产的主要产品及其产量、价格变化以及生产线折旧等情

况量化分析新增生产线投产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并结合前后期库存原材料成本对

比说明营业成本增长幅度高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的具体原因；  

（3）说明铁精矿贸易业务销售合同的应收款项是否全部回款以及回款时间，暂停

铁精矿贸易业务后与相关供应商、客户是否有其它采购、销售往来； 

（4）结合开展、暂停铁精矿贸易业务对公司红渣生产、销售数量的影响量化分析

暂停该业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情况，并说明公司业绩是否存在持续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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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结合各产品类别的产量、销售价格、销售订单数量、原材料成本等变化情况

量化分析营业收入增长但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公司业务变化、主要产

品销售占比、各产品毛利率变动等情况说明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来源为资源综合利用产出品硫酸、红渣（氧化铁粉）、蒸汽的

销售及运营管理（硫酸加工）提供的定额补贴。硫酸主要销售给钛白粉企业，红渣（氧

化铁粉）主要销售给钢厂，其市场价格与钛白粉、钢铁行业景气度相关，存在一定的

周期性。 

①2021 年至 2023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主营营业收入 

（元） 

占比 

（%） 

主营营业收入 

（元） 

占比 

（%）） 

主营营业收入 

（元） 

占比 

（%） 

硫酸 72,530,699.41 18.65 102,002,285.59 38.22 62,966,892.18 33.48 

红渣 43,457,664.59 11.18 56,023,794.60 20.99 64,324,148.35 34.21 

蒸汽 14,444,072.81 3.71 20,283,780.50 7.60 18,873,076.77 10.04 

硫酸加工 87,321,759.23 22.46 88,435,819.07 33.13 41,881,992.90 22.27 

亚铁处置 18,938,519.34 4.87 2,990.83 0.00   

硫精砂 19,704,146.17 5.07     

铁精矿贸易 132,429,358.71 34.06 159,343.09 0.06   

合计 388,826,220.26 100 266,908,013.68 100 188,046,110.20 100 

（注：自 2021 年 10 月起，合作方自行处置外送亚铁。） 

②2021 年至 2023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产量、平均销售价格、销售订单数量如下： 

硫酸：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产量（吨） 122,934.36 166,281.77 184,889.82 

销售价格（元/吨） 591.46 622.89 352.85 

销售订单数量（吨） 122,629.96 163,756.05 178,450.60 

毛利率 46.04% 22.60% -1.29% 

红渣（氧化铁粉）：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产量（吨） 110,590.83 138,465.64 129,8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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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价格（元/吨） 627.75 396.75 504.87 

销售订单数量（吨） 69,227.34 141,205.39 127,406.63 

毛利率 42.19% 23.75% 9.30% 

蒸汽：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产量（吨） 97,658.00 145,600.00 147,577.09 

销售价格（元/吨） 147.90 139.31 127.89 

销售订单数量（吨） 97,658.00 145,600.00 147,577.09 

毛利率 46.93% 18.95% 7.10% 

硫酸加工：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产量（吨） 475,489.21 478,537.77 241,951.80 

加工价格（元/吨） 183.65 184.80 173.10 

加工数量（吨） 475,489.21 478,537.77 241,951.80 

毛利率 28.50% 38.12% 45.59% 

亚铁处置：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处置单价 144.09 - - 

处置数量 131,437.56 - - 

毛利率 72.79% - - 

③2021 年至 2023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外购原料为硫精砂，其成本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采购平均单价（元/吨） 640.45 711.52 735.33 

耗用平均成本（元/吨） 586.27 706.63 726.35 

报告期内，公司新生产线建成投产，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增长，但硫酸价格大幅下降、

蒸汽价格也出现下跌，红渣（氧化铁粉）价格虽有上涨，但上涨幅度相对较小，且其

产量较硫酸、蒸汽产量都要小，同时原料成本高位运行，导致营业收入增长、净利润

下滑。 

2022 年主要产品毛利率较 2021 年稍有下降，主要系原材料硫精砂平均成本上升约

120 元/吨所致。2023 年 1-6 月相比 2022 年毛利率下降主要系硫酸价格深度下跌、原料

成本高位运行所致。若按照 2022 年平均销售价格测算，2023 年 1-6 月可实现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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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亿元，毛利率约为 28.43%，与 2022 年平均毛利率基本接近。 

（2）结合新生产线建成投产的主要产品及其产量、价格变化以及生产线折旧等情

况量化分析新增生产线投产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并结合前后期库存原材料成本对

比说明营业成本增长幅度高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的具体原因； 

公司新生产线于 2022 年 11 月开始试生产，主要产品仍为硫酸、红渣（氧化铁粉）、

蒸汽。新生产线产量、价格、折旧、原材料成本情况如下： 

产量统计：                                                  单位：吨 

项目 硫酸 铁粉 蒸汽 

新生产线产量(2023 年 1-6 月) 125,887.72 81,610.01 94,821.09 

平均单价统计：                                              单位：元/吨 

项目 硫酸 铁粉 蒸汽 

2022 年单价 622.89 396.75 139.31 

2023 年单价 352.85 504.87 127.89 

折旧：                                                      单位：元 

项目 新生产线 老生产线 

2023 年 1-6 月折旧 6,042,342.30 2,245,383.66 

原材料价格：                                             单位：元/吨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原材料成本 706.63 726.35 

按照 2022 年平均产品价格计算，新生产线生产的产品可取得收入 1.24 亿元，但由

于市场价格变化，按照 2023 年 1-6 月平均产品价格计算，新生产线生产的产品取得的

收入仅为 9,774.86 万元。2023 年 1-6 月硫酸平均销售价格较去年下降约 270 元/吨，铁

粉平均销售价格较去年上升约 108 元/吨，蒸汽平均销售价格较去年下降约 12 元/吨，

原材料成本较去年平均上升约 20 元/吨。由上述比较可看出，营业成本增长幅度高于营

业收入增长幅度主要系主产品硫酸的销售价格较去年平均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且原

料成本稍有上升所致。 

（3）说明铁精矿贸易业务销售合同的应收款项是否全部回款以及回款时间，暂停

铁精矿贸易业务后与相关供应商、客户是否有其它采购、销售往来； 

公司铁精矿贸易业务销售合同对应的应收款项已全部回款。公司 2021 年 11 月停

止铁精矿贸易业务，停止时该业务应收攀枝花市新程工贸有限公司款项金额为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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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21 年 10-12 月陆续回款 2,000 万元，最后一笔铁精矿贸易回款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1 日。暂停铁精矿贸易业务后与相关供应商、客户无其他采购、销售往来。 

（4）结合开展、暂停铁精矿贸易业务对公司红渣生产、销售数量的影响量化分析

暂停该业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情况，并说明公司业绩是否存在持续下滑的风险。 

公司 2021 年开展铁精矿贸易业务实现收入 132,429,358.71 元，成本 114,210,141.52

元，毛利 18,219,217.19 元。其中自产红渣产生的毛利为 15,695,603.48 元。扣除自产红

渣后铁精矿贸易毛利为 2,523,613.71 元，毛利率为 1.91%。由上述数据可看出，铁精矿

贸易业务为公司带来的收益较低，但大大增加了对资金的占用及管理的复杂性，因此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暂停了该业务。暂停该业务对公司的销售收入存在一定影响，但

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较小。 

暂停铁精矿贸易业务后，公司红渣全部直接对外销售，不存在产品积压的情况。

红渣生产 2021 年为 110,590.83 吨，2022 年为 138,465.64 吨，2023 年 1-6 月为 129,821.38

吨；红渣销售 2021 年为 69,227.34 吨（不含铁精矿贸易配矿所用红渣），2022 年为

141,205.39 吨，2023 年 1-6 月为 127,406.63 吨，生产与销售均较稳定，暂停铁精矿贸

易业务未对公司红渣的生产、销售数量产生影响。 

硫酸产品价格从 2023 年下半年起有所回升，且趋于稳定，公司业绩不存在持续下

滑的风险。 

2、关于应收账款 

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4,511.87 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 662 万元，

账面价值 3,849.87 万元，期初为 2,905.48 万元。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1,521.69 万元，同比下降 45.25%。 

请你公司说明赊销比例变动、主要应收方信用期变化等，说明是否存在放宽信用

政策增加营业收入的情形，并结合销售模式、销售合同主要条款、回款情况，说明公

司营业收入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变化差异较大的原因。 

回复： 

公司销售铁粉均采用先款后货的销售方式，销售硫酸及蒸汽采取赊销方式，账期

为 3 个月，硫酸加工费当月结算，次月收款。报告期内公司相关产品的信用政策未发

生变化，并无放宽信用政策增加营业收入的情况。应收账款较期初增长较大的原因系

子公司东立新材料建成投产之后产能大幅度提升，硫酸及蒸汽销售的应收款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变化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系本期新生产线投产产能大幅度增加，销售商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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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劳务收到现金变化差异较大的原因系上年同期数据中包含销售商品收到的票据

6,044.46 万元。 

3、关于固定资产 

报告期末，你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24,024.18 万元，其中本期由在建工程转入 

12,693.58 万元，在建工程中东立新材料房屋及建筑物账面价值 8,645.56 万元尚未申

请产权证明。 

请你公司： 

（1）说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条件、时点、转入是否恰当、及时，相关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结合现有固定资产规模、产能利用率等说明大额购建固定资产的原因及合理

性，说明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达到 61.50%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结合折旧政策说

明转固新增的折旧费用对公司当年及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的具体影响； 

（3）说明尚未申请产权证明的固定资产是否取得产权证书，如未取得请说明具体

原因及后续申请计划。 

回复： 

（1）说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条件、时点、转入是否恰当、及时，相关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在建工程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应当转入固定资产。子公司东立新材料新生产线于 2022 年 11 月完成整体工程进

入试生产调试阶段，经过一个月试生产调试发现设备存在部分问题，于 2023 年 1 月停

车对设备及工艺进行消缺处理，2023 年 2 月恢复试生产后设备正常运行，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进行转固。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条件、时点恰当，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结合现有固定资产规模、产能利用率等说明大额购建固定资产的原因及合理

性，说明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达到 61.50%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结合折旧政策说

明转固新增的折旧费用对公司当年及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的具体影响； 

公司新项目现有固定资产总原值约 2.12 亿元，其中，房屋建筑物（含构筑物）

8,645.57 万元、机器设备 1.24 亿元、运输设备 120.21 万元、其他 10.17 万元。新生产

线 3-6 月共计生产硫酸约 10 万吨，按照设计产能 25 万吨/年计算（正常生产按 11 月计）

产能利用率约为 110%。新建生产线系公司根据周边硫酸、铁粉、蒸汽市场需求情况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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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投资决策，公司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合理性、经济性等进行了调研和可行性分

析，投资事宜经过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公司通过硫酸生产装置进行掺烧实

现硫铁资源综合利用，硫酸生产属于基础化工，生产线投资占比较大，固定资产占总

资产比重达到 61.50%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折旧政策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平均年限法 10-20 5.00 4.75-9.50 

机器设备 平均年限法 10 5.00 9.50 

运输工具 平均年限法 5 5.00 19.00 

电子设备 平均年限法 4 5.00 23.75 

根据测算，3-6 月成本中固定资产折旧总额约为 535 万元，3-6 月总生产成本月为

7,288.34 万元，折旧费在生产成本中占比仅约 7.34%，原生产线折旧费在生产成本中占

比为 5.35%，新旧生产线折旧费占比差异 2%。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在生产总成本中占比

较小，因此转固新增的折旧费用对公司当年及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较小。 

（3）说明尚未申请产权证明的固定资产是否取得产权证书，如未取得请说明具体

原因及后续申请计划。 

公司正在办理产权证书的固定资产共计 12 项，除办公综合楼外，其余新建房产均

处于规划核实阶段，规划核实完成后再向不动产中心提交申请材料办理产权证书。公

司将积极协调推进相关产权证书的办理进度，争取尽快取得相关固定资产的产权证书。

具体明细如下： 

建筑名称 规划面积（m2） 办理进度 

综合楼 2,452.64 预计 2024 年 1 月向不动产中心提交申请资料 

地磅房 86.18 正在规划核实阶段 

机柜间 387.50 正在规划核实阶段 

硫酸变配电站 1,061.45 正在规划核实阶段 

原材料库房 16,859.00 正在规划核实阶段 

焙烧厂房 1,291.58 正在规划核实阶段 

风机房 1,203.20 正在规划核实阶段 

铁精粉库 4,371.84 正在规划核实阶段 

备品备件库房 162.49 正在规划核实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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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泵站 137.74 正在规划核实阶段 

压滤厂房 650.00 正在规划核实阶段 

石灰库房 873.60 正在规划核实阶段 

4、关于偿债能力 

报告期末，你公司资产负债率 61.23%，期初为 60.91%，2021 年期末为 33.58%。

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 656.30 万元，短期借款余额 4,352.40 万元，应付账款 

11,925.03 万元，流动负债合计 20,532.44 万元，流动比率 0.55，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为 177.42 万元。 

请你公司： 

（1）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你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是否与行业存在较大差

异，并说明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原因； 

（2）说明公司新增生产线后续增产、维护等是否仍需投入营运资金，公司是否已

有相应筹款安排，新增生产线是否会导致公司偿债能力恶化； 

（3）结合资产负债率增幅较高、期后回款情况、筹资情况、营运资金需求情况等，

说明对应付账款的付款安排，是否存在偿债风险以及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形，是否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 

回复： 

（1）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你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是否与行业存在较大差

异，并说明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原因； 

在本半年度报告期，公司通过将铅锌铜有色金属采选企业副产的尾矿硫精砂、硫

酸法钛白粉企业副产的硫酸亚铁（绿矾）混合掺烧，产出硫酸、红渣和蒸汽，暂未查

询到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无法比较资产负债率水平与行业差异。 

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原因主要系公司新建生产线，投资总额约为 2.1 亿元，其资

金来源全部为自筹，其中短期借款增加约 4,000 万元，融资租赁增加约 5,200 万元，应

付账款增加约 7,000 万元。随着新生产线的正常运营，应付账款、银行借款以及融资租

赁款的逐渐支付，资产负债率会逐步下降。 

（2）说明公司新增生产线后续增产、维护等是否仍需投入营运资金，公司是否已

有相应筹款安排，新增生产线是否会导致公司偿债能力恶化； 

公司新增生产线建成生产后，由于在建设期已储备足够量的原材料，因此后续增

产、维护等不再需要投入大量的营运资金。随着新增生产线的正常运行、逐渐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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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金流逐渐增加，使得公司偿债能力不断增强。 

（3）结合资产负债率增幅较高、期后回款情况、筹资情况、营运资金需求情况等，

说明对应付账款的付款安排，是否存在偿债风险以及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形，是否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幅较高的原因是新建生产线投资较大，短期借款、融资租赁以

及应付账款增幅较大所致。其中短期借款增加约 4,000 万元，融资租赁增加约 5,200 万

元，公司新增生产线正常投入使用后，公司产品产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市场销售情

况较好，产品库存较小。公司的销售政策未发生改变，硫酸及蒸汽销售应收款账期为 3

个月，铁粉为先款后货，销售回款无异常。在新项目建设期间，公司储备了大量原材

料，2022 年年末公司原材料硫精砂库存约为 6.39 万吨（每月耗用量约 3 万吨），因此

后续不再需要投入大量的营运资金。 

公司根据当月的资金收支计划安排应付账款的付款，销售收款扣除必要的支出后

（包含原材料采购、能耗费用支付、税金工资等）根据各供应商的结算及欠款金额逐

步安排付款，有序减少应付账款余额。随着生产的正常进行以及产品销售价格的回升，

公司偿债风险正逐步降低，财务状况正在逐渐变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稳定，无应付账款及贷款逾期情况发生。 

特此回复 

 

 

 

 

 

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