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23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波信息”、“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5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的《关于对广东天

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3 年年报问询》，现公司就问询函问题作出书面

说明回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业绩变动及客商重合情况 

你公司主要从事物联网智能终端及企业级网络设备等物联网产品及其解决

方案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627,707,231.61 元，较上期增加

1.01%，实现毛利率 30.08%，较上期增加 2.88 个百分点。你公司报告期内销业务

收入 387,236,480.08 元，毛利率 25.68%，外销业务实现收入 239,494,655.59 元，

毛利率 37.33%。2022 年年报显示，你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新零售产品、安防类产

品、智能终端设备产品、企业级网络设备产品及其他。你公司报告期未按上述类

别披露各项产品收入及变动情况。主要客商情况显示，你公司存在客商重合情况。

报告期，你公司向第一大客户、第二大供应商阿里巴巴及其关联方销售金额为

99,952,102.70 元采购金额为 27,527,737.11 元。 

请你公司： 

（一）补充按照 2022 年年报披露的产品类型，分别披露新零售产品、安防

类产品等在报告期收入、成本及毛利情况，并详细分析较上期变动原因； 

（二）以简明清晰、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新零售产品、安防类产品等具体

应用场景； 

（三）结合产品结构、销售定价安排、销售方式等，说明外销业务毛利率高

于内销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 

（四）结合销售及采购具体内容、合同安排等，说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方同

为你公司客户及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有关业务是否为独立购销，是否存在客

户指定供应商的情况，有关业务安排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判断依据。 



【公司回复】 

（一）补充按照2022年年报披露的产品类型，分别披露新零售产品、安防

类产品等在报告期收入、成本及毛利情况，并详细分析较上期变动原因；  

1、新零售产品、安防类产品等在报告期收入、成本及毛利情况 

公司各类产品在 2023 年收入、成本及毛利情况具体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类别/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百分

点 

新零售产品 40,716.37 27,672.19 32.04% 47.94% 34.90% 6.57% 

安防类产品 15,467.00 11,276.27 27.09% -47.07% -46.76% -0.42% 

智能终端设备

产品小计 
56,183.37 38,948.46 30.68% -0.99% -6.59% 4.16% 

企业级网络设

备产品及其他 
6,489.74 4,841.76 25.39% 22.58% 40.47% -9.51% 

合计 62,673.11 43,790.22 30.13% 1.02% -3.00% 2.90% 

2023年智能终端设备销售收入实现56,183.37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0.99%，

主要原因是 2023 年智能终端设备产品中，安防产品销售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47.07%；零售类产品销售较去年同期增长 47.94%，综合导致智能终端设备产品

销售整体略有下滑。受系统集成项目影响，公司企业级网络设备产品及其他产品

销售收入实现 6,489.7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2.58%。 

2、按业务类型的细分产品收入变动情况 

2023年，公司按业务类型的细分产品营业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营业收入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比例 

新零售产品 40,716.37 27,522.89 47.94% 

安防类产品 15,467.00 29,220.61 -47.07% 

智能终端设备产品小计 56,183.37 56,743.50 -0.99% 



产品 
营业收入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比例 

企业级网络设备产品及其他 6,489.74 5,294.24 22.58% 

合计 62,673.11 62,037.75 1.02% 

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为项目制需求，因此其对公司产品的实际需求因其自身

项目需求的变化而变化。2023 年度，公司各类型产品的收入变动情况分析如下： 

（1）新零售产品 

在新零售产品方面，2023 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较 2022 年度增加 13,193.48 万

元，增幅为 47.94%，增幅较大，主要原因系 2023 年度国内外消费市场呈现明显

复苏态势，线下消费场景得到逐步修复，在线下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的带动下，新

零售产品呈现增长。从具体项目来看，位于印度、坦桑尼亚和巴西的部分境外客

户及部分国内客户对公司新零售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系公司 2023 年度营业收

入增长的主要贡献方。 

（2）安防产品 

在安防产品方面，2023 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较 2022 年度减少 13,753.62 万

元，降幅为 47.07%，降幅较大，从具体项目来看，位于荷兰、巴基斯坦的部分境

外客户在 2022 年度因其自身需求向公司进行了较大量的采购，而 2023 年度该等

需求下降较多。 

3、报告期内，公司按业务类型的细分产品毛利变动情况如下 

公司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主要包括新零售产品、安防类产品和企业级网络设

备产品等，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的毛利率及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 

毛利率 比例 毛利率 比例 毛利率 比例 

新零售产品 32.04% 64.97% 25.47% 44.36% 6.57% 20.60% 

安防类产品 27.09% 24.68% 27.51% 47.10% -0.42% -22.42% 

智能终端设备产品小计 30.68% 89.65% 26.52% 91.47% 4.16% -1.82% 

企业级网络设备产品及其他 25.39% 10.35% 34.90% 8.53% -9.51% 1.82%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 

毛利率 比例 毛利率 比例 毛利率 比例 

合计 30.13% 100.00% 27.23% 100.00% 2.90% — 

2022 年度、2023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7.23%和 30.13%，2023

年度较 2022 年度毛利率增长 2.90%，主要受新零售产品毛利率增长影响。主要

原因为：一是 2022 年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带动原材料价格上升过快，无线

模块、芯片与摄像器件在 2022 年处于较高位，2023 年度受上游供应情况变化以

及公司稳价措施的实施影响，使对应原材料价格出现下降。如 2023 年材料成本

占比较大的无线模块、芯片与摄像器件的采购价格下降幅度分别为 3.15%、18.20%

和 6.79%，促使毛利率有所增长；二是在 2023 年下半年，公司积极扩大毛利率

较高的医保产品销售规模，在 2023 年医保类 C10 系列与 TPS732 等产品销售增

加较快，销售占比由 2022 年度的 7.99%提升至 2023 年度的 15.85%，提高了高

毛利产品在主营业务产品中的占比；三是公司不断拓宽海外销售，新零售海外占

比从 2022 年的 37.44%提升至 46.48%，进一步提升了新零售产品毛利率。上述

原因综合导致 2022 年至 2023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上涨。 

（二）以简明清晰、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新零售产品、安防类产品等具

体应用场景 

公司专业从事物联网智能终端及企业级网络设备等物联网产品及其解决方

案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安卓智能终端产品及信息化解决方

案，满足行业用户互联网 O2O 应用需求。 

公司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终端

进行了深度结合，产品广泛渗透国内外金融、零售、餐饮、安防、教育等领域，

助力各行业客户实现终端设备智能化升级。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其应用场景具体如

下：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主要应用场景 

新零售产品 

刷脸支付类产品、智能手持 POS 终端、基

于二维码支付多功能消费机产品、自助点

餐/结算终端产品、自助寄存终端等 

便利店、超市、餐厅、商场、

医院、公交、居民小区、写

字楼等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 主要应用场景 

安防产品 

台式人脸识别终端、人脸识别门禁终端、

人脸测温健康码门、刷脸考勤机、身份识

别手持终端等 

写字楼、酒店、商场、居民

小区等 

（三）结合产品结构、销售定价安排、销售方式等，说明外销业务毛利率

高于内销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3年公司境内外销售毛利率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国外 23,949.47 15,009.88 37.33% 

国内 38,723.65 28,780.34 25.68% 

合计 62,673.11 43,790.22 30.13% 

2023 年公司主要按产品类型境内外销售毛利率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境外 境内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收入 成本 
毛利
率 

新零售产品 18,925.57 12,111.00 36.01% 21,790.81 15,561.19 28.59% 

安防类产品 4,824.01 2,745.15 43.09% 10,642.98 8,531.12 19.84% 

智能终端设备产品小计 23,749.58 14,856.15 37.45% 32,433.79 24,092.31 25.72% 

企业级网络设备产品及

其他 
199.89 153.73 23.09% 6,289.86 4,688.03 25.47% 

合计 23,949.47 15,009.88 37.33% 38,723.65 28,780.34 25.68% 

对于国内市场销售，在参考各产品型号直接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等成本的

基础上，考虑产品的技术含量及开发难度、客户拟采购标的大小、竞争对手多寡

及实力强弱，确定相应的成本加成比率，最终确定产品的具体报价。 

对于国外市场销售，在参考各产品型号直接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等成本的

基础上，考虑到竞争对手情况、国外知识产权壁垒和资质认证壁垒、产品的技术

含量及开发难度、客户拟采购标的大小、汇率波动等因素，确定相应的成本加成



比率，最终确定产品的具体报价。 

通常而言，公司对新产品型号和技术开发难度大的型号产品报价水平要高于

常规型号产品和技术难度一般型号产品报价。 

2023 年公司销售方式国内外毛利率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境外 境内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直销 23,949.47 15,009.88 37.33% 38,594.52 28,692.71 25.66% 

经销 — — — 129.13 87.63 32.14% 

合计 23,949.47 15,009.88 37.33% 38,723.65 28,780.34 25.68% 

公司产品销售主要采用直销方式，存在少量经销商。2023 年经销模式收入占

比 0.21%。  

2023 年公司境内外前十大产品销售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台 

项目 销售金额 销售数量 销售占比 毛利率 

国外 

TPS900 9,478.10 102,545 39.58% 34.05% 

T20 3,667.12 18,590 15.31% 36.61% 

P8 1,387.65 25,926 5.79% 29.57% 

TPS550 1,142.49 5,538 4.77% 47.69% 

TPS360 859.57 6,504 3.59% 46.27% 

M1 795.15 9,418 3.32% 30.40% 

TPS980 697.69 3,675 2.91% 49.68% 

TPS320 572.65 7,796 2.39% 30.22% 

TPS530 517.93 3,380 2.16% 47.20% 

TPS520 478.20 3,652 2.00% 48.60% 

小计 19,596.55 — 81.82% 36.54% 

国内 

C10 7,879.76 25,548 20.35% 32.30% 

T31 3,500.29 15,096 9.04% 6.26% 

TPS680 2,783.35 19,505 7.19% 19.97% 

TPS732 2,037.27 1,021 5.26% 32.62% 



项目 销售金额 销售数量 销售占比 毛利率 

K8 1,990.22 3,584 5.14% 39.84% 

F2 1,940.54 10,074 5.01% 33.25% 

TPS980 1,436.21 6,717 3.71% 22.43% 

TPS659 1,212.70 9,844 3.13% 23.01% 

TPS650 1,201.93 6,040 3.10% 26.91% 

V300 1,033.38 7,307 2.67% 34.90% 

小计 25,015.65 —     64.60% 26.82% 

公司外销毛利率总体高于内销毛利率，主要系外销和内销产品结构差异影响。

公司外销的产品主要为 TPS900、T20 与 P8，这三类产品占外销收入比重达到

60.68%，毛利率分别为 34.05%、36.61%与 29.57%；公司内销的产品主要为 C10、

T31、TPS680，这三类产品占内销收入比重达到 36.58%，毛利率分别为 32.30%、

6.26%与 19.97%。上述前十销售中 TPS980 境内外毛利率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

境内销售的产品含有二代身份证模块的差异造成毛利率差异。 

综上，2023 年公司境内外产品毛利率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境内外销售产

品结构差异因素导致，具备商业合理性。 

（四）结合销售及采购具体内容、合同安排等，说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方

同为你公司客户及供应商的原因及合理性，有关业务是否为独立购销，是否存

在客户指定供应商的情况，有关业务安排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判断依据 

2023 年阿里巴巴同时为公司供应商与客户，主要原因系：阿里巴巴集团内

公司数量较多，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类多家公司有业务往来，大部分公司不存在

销售与采购同时存在的情形，小部分公司存在既是客户，同时亦是供应商的情形。 

对于业务重叠的公司，公司与其基于自身业务需要实施采购，采购与销售活

动独立分开，互相采购的产品或服务种类不一，不存在业务重合情形，亦不存在

指定采购情形，相关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 

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方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向阿里巴巴及其关联方 向阿里巴巴及其关联方 

同时为客户和供

应商的合理性 

采购情况 销售情况 

主要采购内

容 

2023 年采

购额 
主要销售内容 

2023 年收

入 

1 

杭州焕旭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摄像头、软

件 
2,684.52 

K8 系列新零售

产品 
1,876.80 

我司向焕旭购买

的是医疗医保产

品用的摄像头和

授权，而我司销

售的是 K8 系列

新零售产品，公

司采购的摄像头

和授权不是用在

向其销售的产品

中，是相互独立

的产品业务且具

有商业合理性。 

2 

阿里巴巴

（中国）网

络技术有限

公司 

软件 6.51 条码扫描器 0.93 

我司向阿里中国

购买的是用于收

银机的软件授

权，我司销售的

是条码扫描器，

是相互独立的产

品业务且具有商

业合理性。 

3 
上海矽鸟科

技有限公司 

二维码读

头、摄像头 
58.92 

K8 系列新零售

产品 
6.47 

我司购买的二维

码读头、摄像头

用于 K203 自助

终端，销售的

K8 系列是相互

独立的产品业务

且具有商业合理

性。 

4 
阿里云计算

有限公司 
软件 2.83 

C1 系列新零售

产品、

V300/TPS980

系列安防产品 

562.43 

我司向阿里云计

算购买的是门禁

软件的授权，我

司销售的是 C1

新零售、

TPS980、V300

安防产品，为相

互独立的产品业

务且具有商业合

理性。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向阿里巴巴及其关联方 向阿里巴巴及其关联方 

同时为客户和供

应商的合理性 

采购情况 销售情况 

主要采购内

容 

2023 年采

购额 
主要销售内容 

2023 年收

入 

5 
高德软件有

限公司 
  T31\T32\T33 智

能车载产品 
3,842.47  

6 

浙江驿栈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TPS652\TPS65

9 新零售产品 
1,318.82  

7 

杭州葱蜂校

园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TPS680\TPS68

3 新零售产品 
1,159.58  

8 

浙江菜鸟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TPS650\TPS65

9\V10\V11\T11

新零售产品 

845.01  

9 

蚂蚁未来

（海南）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TPS781 系列新

零售产品 
125.14  

10 

深圳市一达

通企业服务

有限公司 

  各产品线系列

都涉及一些 
79.14  

11 

阿里（四

川）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TPS651 新零售

产品 
61.49  

12 其他   

TPS980 系列安

防产品、

TPS655 新零售

产品等 

116.93  

小计   2,752.77  9,995.21  

综上，公司与阿里巴巴及其关联方的上述交易满足了双方生产经营的需要，

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二、存货规模及跌价准备计提充分性 

你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余额为 195,250,571.33 元，跌价准备为 4,220,010.17 元

（计提比例 2.16%），上期末账面余额为 184,505,407.15 元，跌价准备为

5,241,518.04 元（计提比例 2.84%）。其中，原材料账面余额 60,208,262.22 元，

上期为 54,719,427.89 元，产成品期末账面余额 61,793,921.58 元，上期为



53,918,068.23 元，发出商品期末账面余额 35,944,598.77 元，上期为 31,181,986.12

元。 

请你公司： 

（一）详细说明报告期末原材料、产成品、发出商品增加原因，以及产成品、

发出商品期后交付与结转情况，如未交付或结转，请说明原因及后续安排。 

（二）结合存货构成、库龄、产品售价、对应订单情况等，说明存货是否存

在滞销风险，在存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跌价准备计提比 例下降的原因及合理

性，你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政策及计提比例，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重大差异及合

理性。 

【公司回复】 

（一）详细说明报告期末原材料、产成品、发出商品增加原因，以及产成

品、发出商品期后交付与结转情况，如未交付或结转，请说明原因及后续安排 

1、详细说明报告期末原材料、产成品、发出商品增加原因 

2022 年末及 2023 年末，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及变动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较上年增长 账面余额 占比 

原材料 6,020.83 30.84% 10.03% 5,471.94 29.66% 

低值易耗品 — — — 5.58 0.03% 

半成品 1,542.22 7.90% -8.26% 1,681.13 9.11% 

产成品 6,179.39 31.65% 14.61% 5,391.81 29.22% 

委托加工物质 1,525.06 7.81% -19.40% 1,892.06 10.25% 

发出商品 3,594.46 18.41% 15.27% 3,118.20 16.90% 

在产品 663.10 3.40% -25.48% 889.82 4.82% 

合计 19,525.06 100.00% 5.82% 18,450.54 100.00% 

公司期末存货构成主要为原材料、产成品和发出商品，2022 年、2023 年存

货占比分别为 75.78%、80.89%。2023 年末，公司存货余额相比 2022 年末有所增

加，一方面系因为公司 2023 年末在手订单量的增长，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在手



订单金额为 11,500.43 万元，较 2022 年末在手订单金额增加 16.56%；另一方面，

为应对 2024 年无线模块采购成本的预期上涨，公司在 2023 年末进行战略备货导

致存货余额同比增长。 

（1）由于销售需求增加，导致备货增加 

自 2023 年下半年以来公司订单获取出现大幅增加，2023 年 7-12 月份，公司

获取客户订单 43,46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0.68%，订单的大幅增加和预期未来

下游市场持续增长的需求，公司综合判断决定储备一定关键器件的原材料库存，

保证公司的生产安全和保证订单的供货安全。因此 2023 年原材料采购和产成品

库存也大幅增加。 

（2）期末的在手订单情况 

公司报告期各期末的在手订单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在手订单金额 11,500.43 9,595.99 

存货 19,525.06 18,450.54 

公司 2023 年期末在手订单 11,500.43 万元，公司用于生产及备货的存货较

2022年期末增加，报告期期末存货中原材料、产成品金额均呈增长趋势，主要受

在手订单增加影响。 

综上，2023年末公司存货余额相比 2022年末有所增加，符合公司经营管理

模式，存货余额总体变动与销售订单波动情况相匹配。 

2、产成品、发出商品期后交付与结转情况 

2023 年期末，公司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的期后结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明细 项目 2023/12/31 

库存商品 

期末余额 7,721.61 

期后结转金额 4,491.93 

期后结转比例 58.17% 

发出商品 期末余额 3,594.46 



存货明细 项目 2023/12/31 

期后结转金额 2,179.28 

期后结转比例 60.63% 

合计 

期末余额 11,316.07 

期后结转金额 6,671.21 

期后结转比例 58.95% 

注：期后结转时间截止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末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的期后已结转成本金额分别为 4,491.93 万元

和 2,179.28 万元，占期末库存商品余额、发出商品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58.17%和

60.63%，结转比例良好。 

其中，发出商品未结转的主要原因包括：根据收入确认政策，公司发出商品

中的江门水务改造项目、千里眼人脸识别项目等在取得客户出具的验收证明时确

认收入并结转成本，验收周期受客户项目定点周期影响，实际验收周期较长。 

2023 年末库存商品期后未结转的主要原因包括：①公司为客户预测订单进

行备货，少数库存商品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尚未交付给客户；②部分产品受项目

周期性影响尚未进行交付。 

（二）结合存货构成、库龄、产品售价、对应订单情况等，说明存货是否

存在滞销风险，在存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下降的原因及合

理性，你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政策及计提比例，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重大差异

及合理性 

公司专业从事物联网智能终端及企业级网络设备等物联网产品及其解决方

案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依托行业领先的物联网设备软硬件研发设计能力、严格

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覆盖全球的营销网络体系和高效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已

经构建起覆盖国内外市场的双循环产业格局，产品受到海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

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在国内市场，公司为新零售、安防、通信等行业

客户在 IOT大背景下开展新业务及转型升级提供物联网产品及其解决方案，合作

的标杆客户包括美团、蚂蚁科技、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便利蜂、汉堡王、多点等细分行业头部客户。在海外市场，

公司与银行、政府、运营商等客户群体建立并维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产品

拥有多种国际认证，远销亚洲、非洲、欧美等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结合存货构成 、库龄、产品售价、对应订单情况等，说明存货是否存在

滞销风险 

（1）公司存货构成情况 

2022 年末及 2023 年末，公司存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较上年增长 账面余额 占比 

原材料 6,020.83 30.84% 10.03% 5,471.94 29.66% 

低值易耗品 — — -100.00% 5.58 0.03% 

半成品 1,542.22 7.90% -8.26% 1,681.13 9.11% 

产成品 6,179.39 31.65% 14.61% 5,391.81 29.22% 

委托加工物质 1,525.06 7.81% -19.40% 1,892.06 10.25% 

发出商品 3,594.46 18.41% 15.27% 3,118.20 16.90% 

在产品 663.10 3.40% -25.48% 889.82 4.82% 

合计 19,525.06 100.00% 5.82% 18,450.54 100.00% 

（2）公司存货库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库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12.31 2022.12.31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一年以内 13,652.33 69.92% 13,080.51 70.90% 

一年以上 5,872.72 30.08% 5,370.03 29.10% 

合计 19,525.06 100.00% 18,450.54 100.00% 

公司存货主要集中在 1 年以内，主要为在手订单生产提前购入的原材料、以

及为满足客户需求所储备的少量成品及半成品。 

公司的业务模式为主要依据客户订单安排生产及原材料采购，大部分存货与

已有订单相对应。公司定期进行存货盘点并检查存货库龄情况，针对存在减值风

险的存货评估减值风险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23 年末，公司存货余额中，对应



订单金额为 12,740.65 万元，占比 65.25%，订单覆盖情况较好。 

公司通过持续的质量改进、技术升级、产品迭代，为客户提供满足其使用需

求的优质产品。公司的终端整机产品随着市场变化及技术更新而发生迭代，但是

原材料、半成品具备通用性，基本不存在因产品迭代而导致存货无法使用。 

2、在存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你

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政策及计提比例，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重大差异及合理性 

（1）公司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公司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12.31 2022.12.31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跌价占比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跌价占比 

原材料 6,020.83  91.69  1.52% 5,471.94 136.90  2.50% 

低值易耗品 — — — 5.58 3.24  58.09% 

半成品 1,542.22  64.41  4.18% 1,681.13 92.10  5.48% 

产成品 6,179.39  107.81  1.74% 5,391.81 148.85  2.76% 

委托加工物资 1,525.06  3.82  0.25% 1,892.06 4.41  0.23% 

发出商品 3,594.46  149.60  4.16% 3,118.20 138.66  4.45% 

在产品 663.10  4.67  0.70% 889.82 - 0.00% 

合计 19,525.06  422.00  2.16% 18,450.54 524.15  2.84% 

根据公司存货管理政策，每报告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按存货的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

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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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

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

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

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或者公开市场价格为基础计算。 



公司主要客户根据其自身生产经营计划，不定期下达采购需求，向公司明

确产品种类、订购价格及交付等要求。通常情况下，客户会要求公司储备一定

的产品库存，以保证其产品供应。 

（2）在存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3 年，公司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下降，主要原因系 2023 年对子公

司威谱进行减资，2023 年年底不在合并范围造成，跌价较去年同期减少 158.37

万元，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相应减少。报告期各主体跌价计提对比如下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公司主体 存货金额 跌价准备金额 跌价计提比例 

2023 年度 

天波 19,525.06 422 2.16% 

威谱 - - - 

合计 19,525.06 422.00 2.16% 

2022 年度 

天波 18,042.56 365.78 2.03% 

威谱 407.98 158.37 38.82% 

合计 18,450.54 524.15 2.84% 

由上表可知，公司在 2023 年度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下降，主要系报告

期内对子公司威谱进行减资，2023 年年底不在合并范围造成，并无相应存货结

余。2023 年末，公司母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较上年末有所上升 

（3）存货的期后销售情况 

经统计，2024 年 1-6 月份销售情况及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在手订单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从上表可知，2024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41,647.99 万元，较去年同期

20,678.17 万元增长 101.41%；另一方面，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手订单

比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末在手订单 11,500.43 万元高出 63.30%，订单的增长对

项目 对应主要客户 金额 

营业收入 移动、阿里巴巴、海外客户（尼日利亚、荷兰）等 41,647.99 

在手订单 阿里巴巴、易维、海外客户（印度、坦桑尼亚）等 18,780.53 



原材料及生产需求增大。 

综上，2023 年末公司存货库龄主要集中在 1 年以内，公司应用领域行业发

展前景广阔，业务增长稳健，与主要客户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公司产品市

场行情未发生不利变化，不存在滞销风险；公司已严格按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

策计提跌价准备，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三、销售费用性质及变动情况 

你公司报告期发生销售费用 75,427,065.56 元，较上期增加 10.30%。其中，

维护费报告期发生额 6,062,800.61 元，上期为 4,596,252.74 元，物料消耗费报告

期发生额为 6,135,483.22 元，上期为 5,604,646.20 元。 

请你公司： 

（一）说明维护费及物料消耗费具体核算内容、有关费用具体计算依据等，

报告期有关费用支出较上期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说明所售产品是否附有质量保证条款，如有，请说明质量保证类型（保

证型或服务型质保），以及有关会计处理情况。 

【公司回复】 

（一）说明维护费及物料消耗费具体核算内容、有关费用具体计算依据

等，报告期有关费用支出较上期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1、维护费 

公司销售费用中的维护费主要核算外包给第三方进行售后维护的费用。公司

根据实际售后维护情况，对维护费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在当期做销售费用处理。

报告期内维护费实际发生额分别为 459.34 万元与 643.51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仅为 0.74%、1.03%，占比较低。2023 年维护费较 2022 年有所增长，主要是受新

零售业务增长影响，特别是医保类终端维护费用增加。报表期新零售收入对比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变动比例 

新零售产品 40,716.37 27,522.89 47.94% 



2023年售后维护费小幅增长主要系主要系 2023年度新零售营业收入规模加

大，相应项目在本期进入售后质保维护期，故本期售后维护费有所增加。 

2、物料消耗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物料消耗费核算包括要包括赠送客户的样机、因

市场需求变化或客户取消订单产生的库存，对其进行拆机后无法继续销售的物料

以及售后维护的备件等。公司物料消耗按照领料单标注的用途区分销售领用与生

产或其他环节领用；销售领用的物料直接计入销售费用。 

报告期内物料消耗分别为 560.46 万元与 613.55 万元，物料消耗费增加 53.09

万元，主要系赠送客户的样机增加所致。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加额 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赠送客户样品 140.89 69.88 71.01 
加大智慧行业市场与国际市场

的推广力度导致物料消耗的增

加。 

综上所述，物料消耗费小幅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为获得下游客户重要产品的

大额订单进行样机赠送增加所致。 

（二）说明所售产品是否附有质量保证条款，如有，请说明质量保证类型

（保证型或服务型质保），以及有关会计处理情况 

公司产品部分销售合同存在质保金条款，依据销售合同，公司向客户提供保

修服务，质保期内公司的主要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免费对系统的运行维护提供技

术支持、对运行中的故障进行检测和修复等。质量保证类型主要为保证型质保，

2023 年期末未到期质保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期 未到期的质保金 公司营业收入 占比 

2023.12.31 1,194.96 62,770.72 1.90% 

公司部分销售合同存在质保期、质保金相关条款，根据新收入准则第三十

三条的规定：“对于附有质量保证条款的销售，企业应当评估该质量保证是否

在向客户保证所销售商品符合既定标准之外提供了一项单独的服务。企业提供

额外服务的，应当作为单项履约义务，按照本准则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公司



针对产品的质量问题提供的质量保证系向客户保证所销售商品符合既定标准，

并不包含向客户保证所销售商品符合既定标准之外的服务，不构成单项履约义

务，属于保证型性保证，因此质保金不单独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公司的应收质保金需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质量保证义务后方能收取，在此

之前不具有无条件收款权，故公司将质保期内的质保金在合同资产核算，质保期

满，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完质量保证义务后将未按时收回的合同资产转至应收账

款核算。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规定，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的相关规定，根据公司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

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四、研发费用情况 

你公司报告期发生研发费用 51,978,400.79 元，较上期减少 15.41%。其中，

报告期鉴定认证费发生额为 3,316,850.41 元，上期为 4,728,724.16 元；技术开发

费报告期发生额为 348,073.66 元，上期为 2,240,024.81 元。 

请你公司： 

（一）说明鉴定认证费用对应的鉴定对象、具体核算内容、有关费用计算依

据，将有关费用计入研发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结合研发项目具体情况及费用归集范围等，说明技术开发费报告期减

少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说明鉴定认证费用对应的鉴定对象、具体核算内容、有关费用计算

依据，将有关费用计入研发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 

1、说明鉴定认证费用对应的鉴定对象、具体核算内容、有关费用计算依据 

鉴定认证费主要核算公司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包括研发项目进行的各项检测、认证所支出的费用。研发人员根据研发项目需求



提出检测、认证等需求，经审批后，财务部将发生的各项检测、认证支出直接计

入对应的研发项目。 

该类鉴定认证费直接与研发项目相关，是新产品交付前的必要研究开发支出，

可计量、预期能为公司新产品销售创造经济效益，且该类费用不符合研究开发费

资本化条件，属于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究阶段产生的费用化支出。 

2、相关费用计入研发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财企〔2007〕

194号）规定：“企业研发费用（即‘原技术开发费’），指企业在产品、技术、

材料、工艺、标准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 

（一）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二）企业在职研发人员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

积金等人工费用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 

（三）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的折旧费或租赁费以及

相关固定资产的运行维护、维修等费用。 

（四）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 

（五）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设备调整

及检验费，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等。 

（六）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评估以及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

代理费等费用。 

（七）通过外包、合作研发等方式，委托其他单位、个人或者与之合作进行

研发而支付的费用。 

（八）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包括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

会议费、差旅费、办公费、外事费、研发人员培训费、培养费、专家咨询费、高

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用等。 

公司研发费用中的鉴定认证费从属于“（五）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

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设备调整及检验费，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

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等。” 

（二）结合研发项目具体情况及费用归集范围等，说明技术开发费报告期

减少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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