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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

所涉事项的专项说明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

机构，对本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专

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

（一）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小额贷款账面余额 3.46 亿元（其中包含

2023 年广州小贷引入的新股东，约定由其自负盈亏开展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1,767.00万元），已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3.29亿元（其中包含 2023年广州小贷引入

的新股东，约定由其自负盈亏开展业务所形成的贷款损失准备 53.01 万元），对

上述小贷业务，因公司未能提供有效的贷款人管理信息，故对上述贷款业务的真

实性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年审会计师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公司于 2024年度将 3亿元（其中 1-7月存放于绍兴银行、8月以后存放

于新疆银行）的定期存款分别为不同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于 2024年 12月与佛山

团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资金互换协议，将 3亿元的定期存单与佛山团赢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流动资金进行了置换，并将置换的 3亿元资金分别支付给了广

州馥韵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东莞市柯广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各 1.5 亿），并对

上述两公司的应收款项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对上述业务，因公司未能向年审会

计师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年审会计师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及合理性。

3、公司对以股权收购款、烟花采购款等名义支付的应收款项合计 1.76亿元

（其中本期支付 1.67亿元），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对上述资金支付的合理性、

减值准备的适当性，公司未能向年审会计师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1、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在执行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时，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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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1221号——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利

润是大多数财务报表使用者最为关注的财务指标。因公司近三年利润波动较大且

出现大额亏损的情况，故年审会计师初步确定以公司近三年税前利润平均数取绝

对值作为选取的基准。将该基准乘以 5%，由此计算得出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

重要性水平为 1,300万元（取整）。

2、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七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

保留意见：（一）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得出财务报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

（二）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

的结论。”的规定，以及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

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年审会计师认

为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因此，年审会计师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中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依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

能够确定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

由于未能就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年审会计师

无法确定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4、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的影响

由于未能就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年审会计师

无法确定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可能的

影响金额。

二、公司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一）小贷业务

公司将加速推进小贷业务存量债权的处置工作，力争最大限度的挽回损失。

根据最终债权的追偿进展，再决定采用何种方式最终退出小贷业务。

（二）资金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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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梳理过往存在的管理漏洞，严格排查内控历史隐患，进一步加强内部整

改，完善公司内部合规审批制度、流程，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组织全体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业务人员开展专项培训，确保其熟悉资金及担保业务的决策流

程和审批要求。强化执行监督，建立健全资金及担保业务台账，财务部门和内部

审计部门定期对台账进行核对检查，确保业务操作符合制度规定。加强印鉴管理

问题，公司已将除本部保管以外的公章全部收缴并封存，并存放上市公司本部统

一保管。

（三）预付账款

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内部监督职能，提升公司管理层和财务部对旗下子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资金尤其是大额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对全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并对执行情况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对重要的内部控制流程开

展有针对性的专项监督检查，推进公司精细化管理，确保内部控制制度得以有效

执行。加强合同管理，明确合同履行的监督责任部门和监督流程。

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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