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021 证券简称：山东华鹏 公告编号：临 2020-034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

CC77992020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五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 6月 2日，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东华鹏”）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0642 号），根据工作函要求，经公司核查，现就相关事项逐
项回复如下：

公司主营日用玻璃制品、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业务，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8.66�亿元，
同比增长 8.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0.97�亿元，业绩由盈转亏。

问题Ⅰ 年报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玻璃瓶罐业务营业收入 6.38� 亿元， 同比增长
5.37%，毛利率 13.80%，同比减少 8.20�个百分点，玻璃器皿业务营业收入 0.93�亿元，同比
下降 21.68%，毛利率 14.79%，同比减少 23.36�个百分点，毛利率下降主要系原材料价格上
涨，人工成本增加，折旧费用增加等。 请公司补充披露：一、结合行业市场竞争、公司经营
情况，说明公司玻璃瓶罐业务收入小幅增长，玻璃器皿业务收入下降的原因，并与同行业
公司进行比较；二、列示主要原材料、动力、燃料、人工等市场价格变动、实际采购价格、数
量情况，分析其对公司玻璃瓶罐、玻璃器皿业务成本的具体影响，并与同行业公司进行比
较；三、结合公司固定资产分布、在建工程转固情况、固定资产折旧期限，说明折旧费用变
化对公司玻璃瓶罐、玻璃器皿业务成本、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回复】
一、结合行业市场竞争、公司经营情况，说明公司玻璃瓶罐业务收入小幅增长，玻璃

器皿业务收入下降的原因，并与同行业公司进行比较。
（一）日用玻璃行业市场情况及公司经营概况
我国日用玻璃行业，2019年面对严峻的环保态势、 低层次同质化无序竞争以及产能

的盲目扩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行业总体呈现产量、产成品存货等增速过快，经济运行
质量下滑的态势。

1、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生产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快报对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规模以上统计，2019

年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产量 2,657.93 万吨， 累计同比增长 2.79%， 增幅提高
1.55%，同比增速有所加快。

公司玻璃瓶罐业务 2019 年产量 318,611.59 吨，较 2018 年同比增长 8.85%；玻璃器皿
2019年产量 3,681.68万只，较 2018年同比减少 16.62%。瓶罐业务产量增速高于行业平均
增速，器皿业务产量与行业整体趋势不同，呈下降趋势。

2、主要收入指标
2019年 1-12月份，全行业玻璃制品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1,164.42亿元，累计同比增

长 4.88%。
公司玻璃瓶罐业务 2019年瓶罐业务收入 63,765.46 万元，较上年增长 5.37%；器皿业

务收入 9,326.80万元，较上年减少 21.68%。瓶罐业务收入增幅高于行业平均增幅，器皿业
务收入与行业趋势不同，呈下降趋势。

（二）玻璃瓶罐业务收入小幅增长原因分析
公司 2019年玻璃瓶罐业务收入 6.38亿元，较上年增长 3,248.48万元，增长 5.37%，经

分析小幅增长的主要原因系一是子公司甘肃石岛 2018 年末开始投产，2019 年瓶罐业务
营业收入 7,131.07 万元，较上年增加 7,052.06 万元；二是子公司菏泽华鹏窑炉已处于运
行寿命末期，但因旧城改建工厂搬迁的时间不确定，综合考虑投入产出情况未进行窑炉
大修，导致产量减少销售收入减少，较上年减少 3,653.70万元。 上述两因素综合导致瓶罐
收入小幅增长。

（三）玻璃器皿业务收入下降原因分析
公司 2019 年玻璃器皿业务收入 9,326.80 万元， 较上年减少 2,581.94 万元， 减少

21.68%，经分析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公司 2019 年调整产品结构，技术升级改造，致力于打
造玻璃器皿高端品牌，进一步开拓高档玻璃器皿市场，淘汰部分低端产品，因此全年销量
较去年减少 893.76万只，导致收入减少 2,690.91万元。

（四）同行业对比分析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山东华鹏（603021） 山东药玻（600529） 德力股份（002571）
2019年营业收入注 73,092.25 295,155.45 86,731.12
2018年营业收入注 72,425.72 254,361.89 79,465.56
收入增长幅度 0.92% 16.04% 9.14%

注：山东华鹏营业收入金额为玻璃瓶罐及玻璃器皿营业收入。
未查询到与公司产品结构类似的企业公开财务数据，仅选取行业大类相同的两家上

市公司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可比上市公
司，主要原因系各公司产品结构不同，可对比性不高。 公司生产酒水饮料瓶、食品调味品
瓶、玻璃高脚杯等；山东药玻是医药玻璃专业制造商主要生产药用玻璃瓶；德力股份主要
生产玻璃杯、花瓶、烟缸、密封罐、玻璃碗等各类日用玻璃器皿。

二、列示主要原材料、动力、燃料、人工等市场价格变动、实际采购价格、数量情况，分
析其对公司玻璃瓶罐、玻璃器皿业务成本的具体影响，并与同行业公司进行比较。

（一）原材料、动力、燃料、人工近两年平均单位成本变动情况分析
2018年、2019年主要成本项目变动情况表

金额单位：元

产品类型 成本项目
2019年

成本金额 平均单位成本 占比

玻璃瓶罐
（吨）

直接材料 254,302,820.88 798.16 46.70%
动力 55,307,071.33 173.59 10.16%
燃料 97,026,510.51 304.53 17.82%

人工成本 60,942,467.69 191.28 11.19%
折旧 76,921,937.84 241.43 14.13%

玻璃器皿
（万只）

直接材料 39,833,949.11 10,819.50 36.44%
动力 20,709,245.12 5,624.94 18.94%
燃料 8,852,626.23 2,404.51 8.10%

人工成本 14,747,651.96 4,005.69 13.49%
折旧 25,181,057.11 6,839.56 23.03%

（续表）

产品类型 成本项目
2018年 2019年单位成本

较 2018年变动幅
度成本金额 平均单位成本 占比

玻璃瓶罐
（吨）

直接材料 166,680,934.78 569.44 44.96% 40.17%
动力 45,978,959.77 157.08 12.40% 10.51%
燃料 75,506,428.90 257.95 20.37% 18.06%

人工成本 28,707,817.20 98.08 7.74% 95.03%
折旧 53,841,099.47 183.94 14.52% 31.25%

玻璃器皿
（万只）

直接材料 21,920,557.94 4,964.12 30.92% 117.95%
动力 17,071,939.26 3,866.10 24.08% 45.49%
燃料 8,367,962.91 1,895.00 11.80% 26.89%

人工成本 9,972,510.94 2,258.37 14.07% 77.37%
折旧 13,554,632.46 3,069.58 19.12% 122.82%

通过上表列示可得，各项成本占比变化不大，但平均单位成本变动幅度较大。 具体分
析如下：

1、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采购数量变化对玻璃瓶罐、器皿业务成本的影响分析
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化明细表

单位：元 /吨

产品类型 项目 2019年平均采购
单价

2018年平均采购
单价

2019年较 2018年采购单
价变动幅度

玻璃瓶罐

轻质碱 1,576.41 1,668.68 -5.53%
白玻璃 625.36 581.15 7.61%
石英砂 225.24 203.38 10.75%
方解石 270.53 258.33 4.72%
长石粉 493.07 471.48 4.58%
重质碱 1,808.36 1,671.52 8.19%

玻璃器皿
酸洗砂 914.13 882.99 3.53%
精石英砂 754.67 478.28 57.79%

2019年主要原材料单价除轻质碱外均较上期有所增长，其中石英砂、重质碱、精石英
砂变化幅度较大：石英砂单价上涨原因系各地石英砂价格均上涨所致；重质碱单价上涨
主要系甘肃石岛 2018年底正式投产， 生产配方主要原材料为重质碱， 而当地重质碱从
2018年平均单价 1,677.01元 /吨涨至 2019年 1,808.35元 /吨， 导致 2019年重质碱采购
单价涨幅明显；精石英砂涨幅超 50%主要原因系 2018 年精石英砂运输主要为海运，运费
155.5元 /吨，2019年因海运运输时间太长影响正常生产而改为汽运， 汽运运费 357.8 元
/吨，运费增加导致材料成本增加 202.3元 /吨。
主要原材料采购数量变化明细表

单位：吨

产品类型 项目 2019年采购数
量

2018年采购数
量

2019年较 2018年采购数量
变动幅度

玻璃瓶罐

轻质碱 41,923.82 43,425.16 -3.46%
白玻璃 53,841.46 58,814.25 -8.46%
石英砂 143,203.89 134,824.44 6.22%
方解石 30,927.59 29,966.67 3.21%
长石粉 16,373.33 13,570.52 20.65%
重质碱 6,310.44 5,227.97 20.71%

玻璃器皿
酸洗砂 2,330.63 2,991.42 -22.09%

精石英砂 7,668.12 7,827.05 -2.03%
2019年主要原材料采购数量除重质碱、长石粉、酸洗砂外变化不大，其中重质碱增幅

明显主要原因系甘肃石岛 2018 年底正式投产，重质碱耗用量从 2018 年的 5,587.66 吨增
至 2019年的 7,700.18吨； 长石粉增幅明显系菏泽华鹏调整产品配方， 长石粉耗用量从
2018年的 1,728.78吨增至 2019年的 3,140.44吨。

酸洗砂采购数量减幅较大主要原因系山东华鹏 2019 年 2 月器皿三车间停产技术改
造，器皿一车间 5月份停产技术改造，从而导致 2019 年器皿产量较 2018 年减产 16.62%，
对应主要原材料耗用量减少，2019年年初各原材料库存不同、 耗用量不同导致采购量减
幅不同。

综合上述两表，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对 2019年瓶罐单位成本增长影响较大。 主
要原材料采购数量对瓶罐单位成本影响不大， 但因菏泽华鹏窑炉已处于运行寿命末期，
投入产出比降低，甘肃石岛投运初期产出率不稳定，单位成本耗用量增加，从而导致 2019
年瓶罐单位成本较 2018年增幅较大。

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对 2019年器皿单位成本增长影响较大。 主要原材料采购
数量对器皿单位成本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器皿二车间投产，材料耗用量增加，且生产初
期生产线调整，产出率不稳定导致单位成本耗用量增加，单位成本上升；同时公司调整产
品结构，技术升级改造，2019 年淘汰部分低端产品，而器皿单位成本为元 / 只，杯型发生
变化，通过产量只数计算的平均单位成本变动幅度较大。

2、动力、燃料对玻璃瓶罐、器皿业务成本的影响分析
动力、燃料采购单价变化明细表

金额单位：元

产品类型 项目 计量单位 2019年平均采
购单价

2018年平均
采购单价

2019年较 2018年采
购单价变动幅度

玻璃瓶罐
动力 -电 度 0.58 0.56 3.05%

燃料 -天然气 方 3.14 3.03 3.63%
燃料 -块煤 吨 809.70 775.62 4.39%

玻璃器皿
动力 -电 度 0.58 0.57 2.42%

燃料 -液化天然
气 吨 4,222.51 4,855.97 -13.04%

如上表所列示，2019 年主要燃料及动力平均采购单价除天然气（器皿）减幅较大，其
他变化幅度不大。 液化天然气为山东华鹏本部器皿生产使用， 液化天然气市场价格从
2017年开始逐年走低，2019年较 2018年平均采购单价减幅明显。
动力、燃料采购数量变化明细表

金额单位：元

产品类型 项目 计量
单位 2019年采购数量 2018年采购数量

2019年较 2018年
采购数量变动幅

度

玻璃瓶罐
动力 -电 度 94,953,508.39 82,370,855.07 15.28%

燃料 -天然气 方 2,587,358.00 2,342,394.00 10.46%
燃料 -块煤 吨 77,127.77 71,875.74 7.31%

玻璃器皿
动力 -电 度 35,680,987.46 30,125,179.57 18.44%

燃料 -液化天然气 吨 3,287.04 3,924.15 -16.24%
瓶罐电力和天然气采购数量变动幅度较大，原因系甘肃石岛投产能源耗用量增加。
器皿燃料和动力 2019 年采购数量较 2018 年变动幅度较大， 其中电力较 2018 年增

幅 27.13%，原因系器皿二车间在建工程转固 5 号线投运，5 号线为高速机，生产线组成单
机数量多，整线用电功率较大，耗电量较器皿一车间高，因此器皿一车间 5 月份停产技术
改造但器皿车间耗电量较上年仍有所增加；液化天然气减幅 16.24%，原因系 2019 年器皿
一车间 5 月份停产技术改造，而新投运的器皿二车间 5 号线爆口工艺为激光爆口，对比
器皿一车间火焰爆口工艺，从而导致 2019年天然气耗用量减少。

综合上述两表，主要动力、燃料采购单价变动对瓶罐单位成本变动均影响不大，采购
量对瓶罐动力、燃料单位成本变动体现在菏泽华鹏窑炉已处于运行寿命末期，投入产出
比降低，甘肃石岛投运初期产出率不稳定，单位动力、燃料耗用量增加，从而动力、燃料单
位成本较上期均有所增幅。

液化天然气价格降低及采购数量减少导致器皿燃料成本减少，但因器皿通过产量只
数计算平均单位成本，生产杯型不同，产量只数不同导致动力成本不减反增。电力采购单
价小幅增长且耗用量大幅增加，整体导致动力单位成本增加。

3、人工市场价格变动对公司玻璃瓶罐、玻璃器皿业务成本的影响分析
经分析，山东华鹏瓶罐业务 2019 年每吨产品人工成本 191.28 元，较去年增加 22.13

元，2019年销售量 285,263.32吨，扣除期初库存的影响，人工成本增加对瓶罐营业成本影
响约 604.16万元，减少利润 604.16万元。

山东华鹏器皿业务 2019 年每万只产品人工成本 4,005.69 元， 较去年增加 1,005.30
元，2019年销售量 3,061.61万只，扣除期初库存的影响，人工成本增加对器皿营业成本影
响约 242.33万元，减少利润 242.33万元。

（二）同行业单位生产成本对比分析

业务类型 项目 山东华鹏 -瓶罐
（元 /吨）

山东华鹏 -器皿
（元 /只）

德力股份
（元 /吨）

山东药玻
（元 /吨）

直接材料
2019年 798.16 1.08 1,339.85 1,002.88
2018年 569.44 0.50 1,420.38 954.11
变动幅度 40.17% 117.95% -5.67% 5.11%

燃料动力
2019年 478.12 1.64 946.29 719.45
2018年 415.03 0.88 928.92 680.45
变动幅度 15.20% 86.23% 1.87% 5.73%

人工成本
2019年 191.28 0.40 694.62 359.17
2018年 167.95 0.30 738.81 310.46
变动幅度 13.89% 33.51% -5.98% 15.69%

注：山东华鹏人工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中的人工成本；德力股份数据为其
玻璃及玻璃制品业产品数据；山东药玻数据为模抗瓶和棕色瓶产品汇总数据。

通过同行业对比分析单位生产成本变化，直接材料成本、燃料动力变动幅度远高于
同行业，除上述所列示主要原因外，其他原因如下：

未查询到与公司产品结构类似的企业公开财务数据，仅选取行业大类相同的两家上
市公司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各公司产品结构不同，造成可对比度不高。

三、结合公司固定资产分布、在建工程转固情况、固定资产折旧期限，说明折旧费用
变化对公司玻璃瓶罐、玻璃器皿业务成本、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一）公司固定资产分布及在建工程转固等情况
山东华鹏 2018 年末在建工程转固金额合计 39,211.31 万元，其中玻璃瓶罐业务主要

为子公司甘肃石岛达到投产状态等转固金额为 24,921.27 万元， 玻璃器皿业务主要为高
速机达到投产状态转固， 转固金额为 14,290.04 万元。 山东华鹏资产折旧政策未发生变
化，均按照规定的资产折旧政策对各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分布及折旧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瓶罐业务 器皿业务
生产类固定资产原值
2019年 93,222.57 40,023.86
2018年 88,460.14 48,035.70
制造费用 -折旧费
2019年 7,692.19 2,518.11
2018年 5,384.11 1,355.46
2019年折旧较上期增加 2,308.08 1,162.64

（二）折旧费用变化对公司玻璃瓶罐、玻璃器皿业务成本、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分析
2019年公司瓶罐业务每吨产品折旧费用为 241.43元， 较去年增加 57.49 元，2019 年

瓶罐销售量 285,263.32吨，扣除期初库存的影响，折旧费增加对营业成本影响约 1,488.77
万元，减少利润 1,488.77万元。

2019年公司器皿业务每万只产品折旧费用为 0.68 万元，较去年增加 0.37 万元，2019
年器皿销售量 3,061.61 万只， 扣除期初库存的影响， 折旧费增加对营业成本影响约
891.89万元，减少利润 891.89万元。

综上所述，原材料、动力、燃料、人工、折旧等生产成本对毛利率影响如下：
对玻璃瓶罐业务而言，主要材料、动力、燃料及人工成本对毛利率均有所影响，折旧

影响最大，折旧影响毛利率较大主要原因系甘肃石岛投产固定资产折旧增加，加之投运
初期产能未完全释放，市场开拓处于起步阶段，产品定价较低。上述综合原因导致毛利率
降低。

对玻璃器皿业务而言，主要材料、动力、燃料及人工成本对毛利率均有所影响；折旧
成本增加对毛利率影响最大， 主要原因是山东华鹏 2018 年底器皿二车间在建工程转固
导致 2019年折旧计提增多。

除生产成本导致的产品单位成本增加对毛利率造成的影响外，销售单价波动同样对
毛利率产生影响。山东华鹏及各子公司产品种类较多，2019年度产品结构调整、推广新产
品、调整售价等多方面因素对产品单位收入造成影响，导致毛利率呈负增长，致使报告期
内公司玻璃瓶罐业务毛利率同比减少 8.20� 个百分点， 玻璃器皿业务毛利率同比减少
23.36�个百分点。

会计师意见：
会计师对公司瓶罐业务收入的小幅增长及器皿业务收入的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并

与同行业进行比较；对主要原材料、动力、燃料、人工成本等单位成本变动对公司玻璃瓶
罐、玻璃器皿业务成本的影响进行复核，并与同行业公司进行比较；对折旧费用变化对公
司玻璃瓶罐、玻璃器皿业务成本、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进行复核。

通过执行分析及复核程序，我们认为原材料、动力、燃料、人工成本及折旧费用增加
导致毛利率下降原因真实，对相关指标的影响金额测算无误。

问题Ⅱ 年报披露，2019�年第一至第四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72� 亿元、
2.02� 亿元、2.05� 亿元、2.88�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030� 万元、
-165�万元、-1,297�万元、-7,253�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655�万
元、4,943�万元、-37�万元、-1,636�万元。第四季度收入环比大幅增长但亏损金额加大。请
公司补充披露：一、结合行业特征、公司经营情况、结算政策、历年各季度业绩波动情况，
说明公司在收入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等财务数据波动较大的原因；二、结合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成本、毛利率、
期间费用、存货、应收账款等相关会计科目变化，说明公司四季度营业收入环比大幅增
长，但业绩亏损幅度加大，经营性现金净流出额较大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利润调节的情
形。

【回复】
一、结合行业特征、公司经营情况、结算政策、历年各季度业绩波动情况，说明公司在

收入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等财务数据波动较大的原因。

山东华鹏属于日用玻璃行业，该行业近年来受严峻的环保形势、国内外经济整体下
行的压力、行业低层次同质化无序竞争以及产能的盲目扩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行业总
体表现出产量、产成品等增速过快，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为此，公司不断优化调整产品结
构，重点发展高档次、高附加值、高技术、市场前景好的日用玻璃制品。 目前设备更新改
造、产品优化调整、高端市场拓展等正在进行中，高档次产品效益尚未完全发挥出来，造
成经营出现暂时性亏损，后期随着高附加产品的增加，经营将逐步向好。公司经营持续稳
定，结算政策未发生变化。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
经对比分析，山东华鹏近三年内各季度营业收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净利润波动趋势基本一致。
1、近三年各季度营业收入波动趋势

通过对比可见，近三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2、近三年各季度业绩变动趋势如下：
（1）近三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趋势如下图:

（2）近三年各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变动趋势如下图：

综上，通过对历年经营情况的分析，在不考虑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下，各年季度业绩
波动趋势一致，但 2019年四季度波动幅度较前期增大，主要为第四季度统算计提高管和
员工绩效工资，加大业务推广宣传投入力度，期末存货报废损失，研发项目按照进度要求
投入研发费用支出增加，四季度新增借款产生的利息费用等影响。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情况
经对比分析， 山东华鹏近三年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 2017 年之外

波动趋势基本一致。2017年四季度大幅上升系因经营活动收到现金远大于经营活动支付
的现金，当年四季度公司加强应收款项催收力度，销售收款增多，且公司采用票据支付采
购物资款项，造成同期采购商品现金流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受购销
活动现金流量影响。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变动趋势，如下图：

通过上图可见，2018-2019 年变动趋势一致，2017 年前三季度与其他年度变化趋势
一致，四季度有所上升。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变动趋势，如下图：

通过上图可见，2017年和 2019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2018年三季度有所下降，四季
度支出增加，但变动幅度不大。

3、购销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趋势，如下图：

通过上图可见，2017-2018年前三季度变化基本一致，2017 年四季度大幅上升，结合
销售商品收现和购买商品现金流支出可知，主要为销售收现增加而购买商品支出现金流
减少所致。 2019年一季度较同期降低，二季度有所增加，三、四季度持续减少。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趋势，如下图：

历年四季度波动较大原因为临近期末，公司在确保流动性的前提下，支付的采购款
和销售回款不同步造成，最终公司收到和支付现金流情况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综上，通过以上对比可知，历年各季度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二、结合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成本、毛利率、期间费用、存货、应收账款等相关会
计科目变化，说明公司四季度营业收入环比大幅增长，但业绩亏损幅度加大，经营性现金
净流出额较大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利润调节的情形。

山东华鹏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三季度增加 8,232.33 万元，主要原因为四季度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扣除天元信息后四季度收入 21,491.86 万元，与三季度收入 20,545.48 万元
比较变化较小，不存在环比大幅增长情况。

经分析，山东华鹏 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成本、期间费用、存货和应收账款等变
化不大，故将四季度与三季度进行对比分析：

（一）四季度瓶罐和器皿销售利润影响情况
1、四季度瓶罐销售利润影响情况表

项目 单位 三季度 四季度 各因素变动对利
润影响

收入单价 元 0.66 0.63
单位成本 元 0.57 0.61
销售数量 万只 25,854.94 28,728.74
单价变动对利润影响① 万元 -797.61
单位成本变动对利润影响② 万元 -1,081.71
销售数量变动对利润影响③ 万元 245.16
利润影响④=①+②+③ 万元 -1,634.16

2、四季度器皿销售利润影响情况表
项目 单位 三季度 四季度 各因素变动对利润影响

收入单价 元 3.35 2.97
单位成本 元 3.02 3.46
销售数量 万只 615.72 557.40
单价变动对利润影响① 万元 -216.07
单位成本变动对利润影响② 万元 -243.13
销售数量变动对利润影响③ 万元 -19.35
利润影响④=①+②+③ 万元 -478.55

说明：
（1）单价变动对成本影响 =（本期单价 -上期单价）*本期销量
（2）单位成本变动对利润影响 =（上期成本 -本期成本）*本期销量
（3）销售数量变动对利润影响 =（本期销量 -上期销量）*（上期单价 -上期成本）
（4） 各因素对利润影响合计 = 单价变动对利润影响 + 单位成本变动对利润影响 +

销售数量变动对利润影响。
综上，2019年四季度瓶罐和器皿销售利润减少，主要原因为四季度将部分停产、库龄

较长的瓶罐和器皿产品进行销售，销售单价较低；菏泽华鹏窑炉处于运行寿命末期，生产
不稳定因素变多，产量减少，成本上升，减少了当期利润。上述单价变动减少利润 1,013.68
万元，单位成本变动减少利润 1,324.85万元，销售数量变动增加利润 225.81 万元，共计减
少利润 2,112.71万元。

（二）四季度主要成本构成价格变动对利润影响
1、瓶罐主要成本构成价格变动利润影响情况表：

项目 单位 2019年第四季度单
位平均耗用成本

2019年第三季度单
位平均耗用成本

四季度较三季
度单位耗用增

幅

平均单位成本变
动对利润的影响

（万元）
轻质碱 元 /吨 211.88 205.39 3.16% -48.38
白玻璃 元 /吨 106.12 116.70 -9.06% 78.83
石英砂 元 /吨 123.38 104.74 17.81% -138.97
方解石 元 /吨 26.99 25.65 5.21% -9.95
长石粉 元 /吨 25.40 25.71 -1.21% 2.31
重质碱 元 /吨 44.68 36.50 22.42% -60.97
动力 -电 元 /吨 32.70 30.26 8.07% -18.21
燃料 -天然气 元 /吨 27.99 23.30 20.16% -35.00
燃料 -块煤 元 /吨 232.07 185.52 25.09% -346.93
人工成本 元 /吨 153.72 145.04 5.99% -64.70
折旧成本 元 /吨 258.61 238.08 8.62% -152.99
合计 1,243.55 1,136.87 -794.94

2、器皿主要成本构成价格变动利润影响情况表：

项目 单位
2019年第四季度
单位平均耗用成

本

2019年第三季度
单位平均耗用成

本

四季度较三季
单位耗用增幅

平均单位成本变动对
利润的影响（万元）

精石英 元 /万只 1,778.03 1,511.08 17.67% -18.98
酸洗砂 元 /万只 601.83 682.33 -11.80% 5.72
动力 -电 元 /万只 5,902.64 6,151.97 -4.05% 17.72
燃料 -液
化天然气 元 /万只 4,890.34 3,927.75 24.51% -68.42

人工成本 元 /万只 5,357.56 4,311.50 24.26% -74.36
折旧成本 元 /万只 9,048.57 6,917.02 30.82% -151.51
合计 27,578.97 23,501.64 -289.83

综上，四季度瓶罐和器皿主要成本构成项目单位成本变动减少利润共计 1,084.76 万
元，与（一）表中瓶罐和器皿单位成本变动影响情况基本一致。 其中石英砂、精石英砂、重
质碱、 块煤对利润影响较大主要原因系企业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材料领用成
本，采购价格上涨导致四季度领用时单价高于三季度从而成本上升；除材料采购价格因
素外，瓶罐材料、动力、燃料、人工、折旧平均单位成本增加主要原因系耗用量无明显变化
而四季度产量低于三季度导致平均单位成本升高所致，产量降低单位成本上升主要原因
系菏泽华鹏窑炉处于运行寿命末期四季度成品率低于三季度， 江苏石岛 12 月份停炉大
修以及甘肃石岛四季度天然气供应不稳定，成品率低；器皿燃料、人工及折旧成本单位成
本增幅明显，主要原因系四季度天燃气价格较三季度有所上涨，从 3,732.25 元 / 吨涨至
4,196.16元 /吨，四季度器皿车间计提发放绩效奖励人工成本上升，同时器皿三车间四季
度转固导致折旧从三季度的 497.58万元增至四季度的 643.19万元。

（三）四季度期间费用对利润影响情况

项目 单位 前三季度
平均值

扣除天元信息后
四季度

四季度较前三季度
平均值变动

四季度较前三季度平均值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万元 1,398.37 2,592.28 1,193.91 85.38%
管理费用 万元 1,446.39 3,403.58 1,957.19 135.32%
研发费用 万元 243.47 409.42 165.95 68.16%
财务费用 万元 1,138.23 2,983.84 1,845.61 162.15%

通过分析可见，四季度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较前三季度平均值
变动幅度较大。 主要原因为统算计提高管和员工绩效工资增加 367.14万元；期末对设备
维护维修发生的修理费增加 363.81 万元； 加大业务推广宣传投入力度发生的业务招待
费、差旅费等增加 322.98 万元；期末进行运费统算暂估计提增加 751.57 万元；存货报废
损失增加 202.20 万元；审计、律师、券商、报社等中介机构服务费增加 564.31 万元，咨询
服务费、 软件维护费增加 179.73 万元； 研发项目按照进度要求投入研发费用支出增加
165.95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费用增加 1,731.46万元。 上述费用共计增加 4,649.15万元。

综上，通过以上对四季度营业收入、成本、毛利率、期间费用、存货、应收账款等相关
会计科目变化分析，各项指标变动属于正常波动，不存在利润调节的情形。

会计师意见：
会计师对公司关于第四季度收入环比大幅度增长，但亏损金额加大的相关原因进行

核查，与我们执行 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了解的情况基本相符。
问题Ⅲ 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收购的资产天元信息主要从事工程测量、地下管

线探测、管道检测、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三维建模、软件开发业务，2019� 年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74�万元，完成了业绩承诺。 与此同时，公司存货期末余额 5.53�
亿元，同比增加 133.60%，预收款项 3,607�万元，同比增长 41.71%，主要系天元信息部分项
目未完工，且提前收取有关款项所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一、天元信息主要业务模式、收入
确认政策，主要项目开展情况、实施进度、收入确认情况等，报告期内天元信息业务模式、
收入确认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及影响；二、天元信息主要财务数据，包括总资产、净资产、营
业收入、成本、毛利率、期间费用、净利润、净利润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以
及其同比变动情况和原因，并通过与同行业公司比较等说明是否符合行业情况；三、天元
信息存货、预收账款期末余额及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并结合天元信息业务模式、
收入确认政策、历年存货余额与收入配比关系，说明报告期末天元信息存货、预收账款金
额同比变动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
一、天元信息主要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政策，主要项目开展情况、实施进度、收入确认

情况等，报告期内天元信息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及影响。
（一）主要业务模式
天元信息致力于空间地理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基于地

理信息的地下管道检测、地理信息工程数据采集、三维建模、二、三维可视化集成数据平
台和智能终端开发应用等核心术，对国内油田、燃气、供热、供水、供电等不同行业提供地
下管道检测、软件平台的开发建设等服务。

天元信息自主研发的油田地理信息系统获国家发明专利，并被国家科技部火炬计划
立项。天元信息技术团队自主创新能力强，技术实力雄厚，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业务已覆盖
胜利油田、大庆油田、辽河油田、新疆油田、大港油田、长庆油田、吉林油田等国内油田，获
得客户广泛认可。 天元信息销售采用技术服务的方式。 公司收入主要来自地理信息系统
建设项目的服务，并以此获取利润和现金流。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目前已建立了一支创新能力强、稳定且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
未来公司将从吸引高尖端技术人才、提高产品项目技术水平、向不同行业拓展业务三个
方面拓展空间。

（二） 收入确认政策
天元信息的收入全部为提供劳务收入，提供劳务收入的会计政策为：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

劳务收入。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2、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
3、 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确定；
4、 交易中已发生的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天元信息提供劳务收入确认的具体标准为：按照已收或应收的合同价款确定提供劳

务收入总额，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价款不公允的除外。 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
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供
劳务收入；同时，按照提供劳务估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
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当期劳务成本。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依据已经发生的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三） 主要项目的开展情况、实施进度、收入确认情况
天元信息 2019年度共签订项目合同 277个， 项目合同总金额 26,982.99万元。 以下

是本年度所执行的合同金额在 300万以上的重要合同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含
税）

2019年收入确
认

项目实施进
度 项目开展情况

客户 1 项目 1 789.00 744.34 100.00% 完工
客户 2 项目 2 421.00 120.84 100.00% 完工
客户 3 项目 3 330.00 14.15 99.76% 尚未验收
客户 4 项目 4 418.00 209.28 100.00% 完工
客户 5 项目 5 325.98 303.91 98.82% 尚未验收
客户 6 项目 6 1,602.84 1,483.82 98.13% 尚未验收
客户 7 项目 7 989.00 913.64 97.92% 尚未验收
客户 8 项目 8 327.50 302.03 97.76% 尚未验收
客户 9 项目 9 1,318.57 1,209.48 97.23% 尚未验收
客户 10 项目 10 840.00 71.91 100.00% 完工
客户 11 项目 11 670.00 29.01 93.74% 待验收状态及整改
客户 12 项目 12 808.77 706.32 92.57% 待验收状态及整改
客户 13 项目 13 580.00 444.87 81.30% 项目进行中
客户 14 项目 14 425.06 305.43 76.17% 项目进行中
客户 15 项目 15 805.00 537.32 70.75% 项目进行中
客户 16 项目 16 550.00 319.88 61.65% 项目进行中
客户 17 项目 17 500.00 253.48 53.74% 项目进行中
客户 18 项目 18 498.75 252.72 53.71% 项目进行中
客户 19 项目 19 351.20 143.18 43.21% 项目进行中
客户 20 项目 20 417.40 125.02 37.26% 项目进行中
客户 21 项目 21 526.49 176.38 35.51% 项目进行中

（四）报告期内天元信息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政策没有变化。二、天元信息主要财务数
据，包括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成本、毛利率、期间费用、净利润、净利润率、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以及其同比变动情况和原因，并通过与同行业公司比较等说明
是否符合行业情况。

（一）天元信息 2017年、2018年财务报表重述情况
天元信息被收购前按原存货核算方法列报的 2017年末存货账面价值 12.66 万元，应

收账款账面价值 1.24 亿元，2018 年末存货账面价值 7.63 万元，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78
亿元；存货中主要核算的低值易耗品，应收账款系根据完工进度确认，包括未完工且双方
未结算的项目确认的应收账款。

2019年 10月 31日公司完成对天元信息的收购，对天元信息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的
劳务收入，公司参考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十六章建造合同第三节合同收入与合同
费用中关于完工百分比法中的存货和应收账款有关核算方法进行处理，因双方暂未结算
尚未取得无条件收款权，此时合同成本和合同毛利在存货中核算，待双方结算时已结算
的合同价款转入应收账款核算。 应收账款系根据账龄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存货系根据库
龄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由于库龄在 1 年以内的项目基本属于未完工的状态，故对于库龄
在 1年以内的项目不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库龄超过 1 年以上的项目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根据此存货核算方法若对 2017年、2018年财务报表重述对现金流量表无影响，对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主要项目的影响如下：

（1）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情况
A、对 2017年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的影响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原报表数 调整金额 调整后报表数
应收账款 12,414.34 -8,407.69 4,006.65
存货 12.66 8,605.23 8,617.8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7.37 -30.00 137.37
资产总额 22,059.62 167.54 22,227.16
盈余公积 803.90 16.48 820.38
未分配利润 6,389.70 150.72 6,540.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0,299.66 167.20 20,466.86
少数股东权益 100.67 0.34 101.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400.33 167.54 20,567.8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2,059.62 167.54 22,227.16

B、对 2018年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的影响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原报表数 调整金额 调整后报表数
应收账款 17,866.08 -15,499.74 2,366.34
存货 7.63 15,928.33 15,935.96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4.19 -69.35 254.84
资产总额 26,223.88 359.24 26,583.12
盈余公积 1,133.72 31.83 1,165.55
未分配利润 9,598.66 322.47 9,921.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3,817.11 354.30 24,171.41
少数股东权益 136.54 4.94 141.4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953.65 359.24 24,312.8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6,223.88 359.24 26,583.12

（2）对利润表的影响情况
A、对 2017年度利润表主要项目的影响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原报表数 调整金额 调整后报表数
营业收入 8,857.22 0.00 8,857.22
营业成本 3,097.47 0.00 3,097.47
资产减值损失 590.95 -4.93 586.02
所得税费用 530.00 1.08 531.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164.18 3.51 3,167.70

少数股东损益 2.97 0.34 3.31
B、对 2018年度利润表主要项目的影响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原报表数 调整金额 调整后报表数
营业收入 12,832.02 0.00 12,832.02
营业成本 5,526.87 0.00 5,526.87
资产减值损失 1,011.87 -231.06 780.81
所得税费用 614.14 39.36 653.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538.77 187.10 3,725.87

少数股东损益 35.86 4.60 40.46
（3）以下天元信息涉及到 2017年及 2018年的数据均为重述后的财务数据。
（二）天元信息主要财务数据及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997.58 26,583.12 9,414.46 35.42%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29,069.00 24,171.41 4,897.59 20.26%
营业收入 22,520.53 12,832.02 9,688.51 75.50%
营业成本 10,748.99 5,526.87 5,222.12 94.49%
毛利率 52.27% 56.93% 4.66个百分点 -8.19%
期间费用 4,339.32 2,185.99 2,153.33 98.51%
其中：销售费用 1,341.40 554.17 787.23 142.06%
管理费用 2,075.43 1,140.60 934.83 81.96%
研发费用 902.61 537.81 364.80 67.83%
财务费用 19.88 -46.59 66.47 142.67%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574.27 3,725.87 848.40 22.77%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率 20.31% 29.04% 8.73个百分点 -3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05.44 -1,361.01 -3,144.43 -231.04%

（三）数据同比变化情况和原因分析
1、总资产增加 9,414.46万元，增长 35.42%，主要因为存货增加 6,653.59万元。 2019年

业务量大幅度增加，存货中技术服务成本和劳务毛利增加，导致期末存货较上年增加。
2、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增加 4,897.59万元，增长 20.26%，当年经营所得增加 4,574.27

万元，因合并范围变化增加净资产 323.32 万元，系天元信息收购浙江德远地理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时的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的被投资方账面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3、营业收入增加 9,688.51万元，增长 75.50%，主要因天元信息处于业务扩张期，2019
年的业务量延续近年增长趋势，持续增加。

4、营业成本增加 5,222.12 万元,增长 94.49%，和营业收入增长趋势一致，增长比例较
营业收入高 18.99个百分点，主要因业务量增加，外协成本增加，毛利率降低。

5、毛利率由 2018年的 56.93%下降至 52.27%，主要是因业务量增加，外协成本较去年
增加等原因，导致毛利率降低。

6、期间费用增加 2,153.33万元，增长 98.51%，主要销售费用较同期增加 787.23 万元，
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公司大力拓展市场，市场人员翻倍，市场费用投入持续加大；管理费
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934.83 万元，主要是因为随着市场业务扩大，新设分子公司及各地办
事处，导致管理费用明显增长；研发费用增加 364.80万元系加大新技术研究开发，主要是
因市场需求及公司发展战略要求，需增加公司在软件开发、新技术研发应用方面的水平，
提高天元信息的市场竞争力。

7、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加 848.40 万元，增长 22.27%，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产生
毛利增加。

8、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率由 2018 年的 29.04%下降至 20.31%，较同期下降 30.05%，
下降了 8.73个百分点，主要因毛利率下降、期间费用上升。

9、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减少 3,144.43 万元，下降了 231.04%，主要原因是
2019年业务量增长势头较好，业务前期必须的资金投入如人员成本、外协成本及期间费
用等投入明显增加，而本行业平均回款周期及验收期较长，业务回款需项目验收后逐步
回款，导致 2019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高于现金流入，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减少较大。

（四）主要财务数据同行业对比分析
公司选取同行业中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维图新）、广州中海

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达）和伟志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伟志股份）
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天元信息 四维图新 中海达 伟志股份

总资产
2019年 35,997.58 905,562.25 317,485.02 25,687.46
2018年 26,583.12 921,510.53 278,900.19 19,787.43
变动幅度 35.41% -1.73% 13.83% 29.82%

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

2019年 29,069.00 779,954.45 172,737.10 14,821.94
2018年 24,171.41 720,123.18 182,000.11 11,522.01
变动幅度 20.26% 8.31% -5.09% 28.64%

营业收入
2019年 22,520.53 230,974.26 161,929.84 15,925.22
2018年 12,832.02 213,365.91 128,880.79 13,383.95
变动幅度 75.50% 8.25% 25.64% 18.99%

营业成本
2019年 10,748.99 72,354.16 86,327.54 8,190.60
2018年 5,526.87 62,618.48 61,409.03 7,677.14
变动幅度 94.49% 15.55% 40.58% 6.69%

毛利率
2019年 52.27% 68.67% 46.69% 48.57%
2018年 56.93% 70.65% 52.35% 42.64%
变动幅度 -8.18% -2.80% -10.82% 13.91%

期间费用

2019年 4,339.32 170,371.74 70,407.94 3,389.52
2018年 2,185.97 185,560.21 53,922.42 2,207.36
变动幅度 98.51% -8.19% 30.57% 53.56%

2019年占收入比
例 19.27% 73.76% 43.48% 21.28%

2018年占收入比
例 17.04% 86.97% 41.84% 16.49%

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2019年 4,574.27 33,918.46 -15,446.36 3,006.58
2018年 3,725.87 47,907.07 9,541.56 2,667.65
变动幅度 22.77% -29.20% -261.89% 12.71%

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率

2019年 20.31% 14.68% -9.54% 18.88%
2018年 29.04% 22.45% 7.40% 19.93%
变动幅度 -30.05% -34.60% -228.85% -5.28%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19年 -4,505.44 3,456.94 6,814.28 -620.22
2018年 -1,361.01 37,074.97 2,330.27 978.70
变动幅度 -231.04% -90.68% 192.42% -163.37%

（下转 C8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