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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水产：收购后经营情况良好净资产增幅较大，受客户结构调整影响净利润阶段性下滑，预计

未来能实现预期收益。
威海大北农：2018年年猪周期低价及猪瘟影响经营亏损，2019 年下半年组织复产盈利情况良好。

2020年公司盈利超过预期。 长期来看在未来期间能实现预期收益。
综上所述， 结合其他被投资单位的生产、 经营情况公司认为报告期计提商誉减值的金额是充分

的、合理的。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意见】
核查意见：
对公司商誉减值事项的核查程序：
（1）评价、测试公司与商誉减值测试估计相关的内部控制流程；
（2）复核公司管理层对资产组组合划分的合理性、减值测试方法与使用模型的恰当性、商誉减值

测试所依据的基础数据及所选取的关键参数的恰当性；
（3）评价管理层专家在商誉评估减值测试时所采用的价值类型、评估方法的适当性，以及重要假

设、折现率等参数的合理性。
（4）复核管理层对商誉减值相关的信息披露。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以前期间及报告期商誉减值准备计提金额是充分的合理的，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减值》的有关规定。
事项 6.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价值为 35.79 亿元，同比增长 55.73%，其中消耗性生

物资产期末账面价值 13.65亿元，同比增长 113.77%；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合计 4,172.61 万元，其中消
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为 100.84万元。 生产性生物资产期末账面价值 6.54亿元，同比增长 287.37%，
你公司未针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请你公司：
（1）说明报告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类别、数量、单价、

养殖地点等，以及报告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同比大幅变动的原因；
【公司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

分类 结存数量（万头） 结存金额（万元） 结存单价（元/头）

生猪 113.77 134,139.29 1,179.04

肉牛 0.05 733.02 15,271.18

肉鸡等 - 1,603.43 -

合计 113.82 136,475.74 -

报告期末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账面价值 65,439.17 万元，其中：种猪账面价值 64,342.50 万元占比
98.32%，苗木账面价值 1,096.67万元占比 1.68%。

生产性生物资产—种猪 2020年末情况：

类别 账面原值（万元） 累计折旧（万元） 账面价值（万元） 头数（万头） 头均账面价值

种猪 74,338.85 9,996.36 64,342.50 14.77 4,356.15

养殖地点：公司产业布局广，生物资产主要分布在中南、华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等地区。
生产性生物资产—苗木 2020年末情况：

项目 数量（万株） 账面价值（万元） 每株成本（元/株）

柑橘柚树 11.59 1,096.67 94.62

生产性生物资产—苗木为公司下属子公司“种养循环农业园区”项目所种植的柑橘柚树。
报告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同比大幅变动的原因：
是生猪生产大国，2010年至 2020年， 国内每年的生猪出栏量均值约为 66,555.8 万头， 每年末平

均生猪存栏量约为 43,470.3万头。 自 2018年 8月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以来，我国生猪产能受到了较大
影响。 2019年国内生猪出栏 54,419万头， 同比下降 21.57%， 年末生猪存栏 31,041 万头， 同比下降
27.5%，公司生猪供需失衡，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助力百姓菜篮子工程，协助地方稳
产保供，公司快速推动生猪养殖项目工程建设，同时充分合理利用现有产能，抢抓养猪发展机遇，合理
配置资源，努力加快生猪生产，从而实现生物资产存栏量大幅提升。

（2）结合存货具体类型、性质与特点、市场需求、特定风险、可变现净值预计等因素，说明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的充分性、合理性，并结合存货特性、市场情况等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大额存货减值风险；

【公司回复】
存货可变现净值预计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公司有严格的存货管理制度和减值准备计提原则，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盘点，品控部对存货

质量进行检测，公司对清查后的存货进行分类，对不再使用的存货，判断可变现净值为零，按照存货的
账面价值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可正常销售的产成品及库存商品，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认其可变现净值；对可正常用作生产的在产品以及原材料，以生产产成品的
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产品时估计发生的成本、估计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认其可变现净值。

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
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
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
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年末余额

期末余额占比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55,462.19 4,748.35 150,713.84 42.12%

自制半成品及在产品 20,404.14 20,404.14 5.70%

产成品及库存商品 42,306.77 125.51 42,181.25 11.79%

包装物 6,888.56 43.33 6,845.23 1.91%

低值易耗品 1,238.90 1,238.90 0.35%

消耗性生物资产 136,475.74 136,475.74 38.14%

合计 362,776.29 4,917.20 357,859.09 100.00%

公司期末存货主要系原材料、 消耗性生物资产及产成品等， 半成品主要系养殖业务待产仔猪成
本。

A原材料

项目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占比

饲料原材料 123,540.38 123,540.38 81.97%

种子原材料 17,341.22 4,748.35 12,592.87 8.36%

养殖原材料 10,241.97 10,241.97 6.80%

其他原材料 4,338.62 4,338.62 2.88%

合计 155,462.19 4,748.35 150,713.84 100.00%

期末公司饲料原料占比 79.47%， 饲料原料主要系玉米、 豆粕等，2020 年四季度饲料销售大幅上
涨，占全年销售量的 34%，2021 年 1 月饲料销售同比上涨 146.37%，同时受大宗原料价格持续上涨及
国内外疫情影响，年末公司进行原料储备，导致原料期末结存增加。 因玉米、豆粕等原料周转快，与市
场价格接近，故不存在跌价准备，期末玉米、豆粕结存单价如下：

项目 结存均价（元/公斤）
市场均价（元/公斤）

2020年 12月 2021年 1月

玉米 2.64 2.65 2.94

豆粕 3.34 3.49 3.95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种子原材料系玉米和水稻，随着种子品种权审定渠道增加，品种井喷，竞争加剧，同时保护价的取

消，以及生活品质的提升，常规稻较杂交稻更受市场欢迎，导致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减少，而公司主要是
杂交稻品种，由于市场行情变化导致杂交水稻品种销售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水稻跌价准备有所增加。

期末公司根据各品种销售情况结合质检部对品种纯度、芽率的检测结果及库龄情况，对滞销、不
符合质量标准的种子按照期末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者确认存货期末账面价值。2020年末，水稻

原料计提的跌价准备为 3,619.91万元。
B产成品及库存商品
期末公司产成品及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产成品

金额（万元） 占比

饲料成品 31,012.96 73.30%

种子成品 4,788.97 11.32%

其他成品 6,504.84 15.38%

合计 42,306.77 100.00%

公司的主要产成品系饲料成品，受下游养殖业景气度回升带动，公司饲料产量、销量同比增长，为
保证正常供货，相应适当增加安全库存量，截止 2020年末，公司主要饲料产品结存均价情况如下：

项目 结存均价（元/吨） 2021年 1月销售均价（元/吨）

配合料 3,190.85 3,582.88

预混料 5,752.96 6,218.70

浓缩料 3,792.59 5,132.13

其他料 8,834.45 13,639.65

由上表可见，公司主要饲料产品销售均价均高于结存均价，故不存在大额减值风险。
C消耗性生物资产
单位：万元

分类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乳猪 7,148.58 7,148.58

保育 7,241.94 7,241.94

后备 26,462.48 26,462.48

育肥 93,286.29 93,286.29

牛 733.02 733.02

其他（鸡、鱼、树） 1,603.43 1,603.43

合计 136,475.74 136,475.74

生猪养殖周期（从出生到售出）一般为 180 天，不同类别的猪只从出生到售出的天数有所不同但
不会超过养殖周期。 公司期末存栏消耗性生物资产是否跌价，受期末结存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单位成本
及出栏时的猪价影响。 2021年 1-5月，公司肥猪销售单价高于 3000元/头。 2021年生猪销售价格市场
走势图如下：

数据来源：发改委
从市场行情看，2021年 1-4月生猪销售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生猪销售均价明显高于非洲猪瘟

前市场价格，生猪销售价格在 25元/公斤以上。同时，生猪销售价格明显高于公司期末存栏猪只的单位
养殖成本。 综合上述分析，公司认为 2020 年 12月末消耗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大额存货减值风险。

公司与行业内相关公司的存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对情况如下：

单位
2020年 2019年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通威股份 280,060.50 2,752.75 0.98% 241,965.17 397.08 0.16%

海大集团 726,497.61 962.55 0.13% 447,543.71 1,211.81 0.27%

新希望 1,572,141.35 7,167.81 0.46% 945,476.93 14,695.72 1.55%

正邦科技 1,344,784.00 513,766.96

禾丰股份 249,463.09 2,080.34 0.83% 160,120.04 3,282.73 2.05%

牧原股份 2,117,922.25 716,617.62 0.00%

温氏股份 1,333,604.97 2,381.46 0.18% 1,253,923.54 5,284.69 0.42%

天邦股份 255,603.85 91.64 0.04% 105,432.79 67.80 0.06%

金新农 97,271.99 199.59 0.21% 35,321.29 20.63 0.06%

大北农 362,776.29 4,917.20 1.36% 233,970.39 4,172.61 1.78%

因公司涉及种子行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较行业公司高，整体计提比例是充分的。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不存在大额存货减值风险。
（3）结合生产性生物资产的类别、单价等情况，说明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末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账面价值 65,439.17 万元，其中，种猪账面价值 64,342.50 万元，苗

木账面价值 1,096.67万元。
生产性生物资产—种猪：

类别 账面原值（万元） 累计折旧（万元） 账面价值（万元） 头数（万头） 头均账面价值

种猪 74,338.85 9,996.36 64,342.50 14.77 4,356.15

生产性生物资产—苗木：

项目 数量（万株） 账面价值（万元） 每株成本（元/株）

柑橘柚树 11.59 1,096.67 94.62

于年末，公司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生产性生物资产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按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8 号－资产减值》第六条：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第七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不需再估计
另一项金额。

依据发改委公开信息，近三年二元母猪销售单价走势图如下：

数据来源：发改委
最近三年二元母猪销售价格处于 30元/公斤-80元/公斤的价格区间之内，受猪周期及非洲猪瘟疫

情影响 2018年二元母猪销售价格处于低位。自 2019年开始二元母猪销售价格触底上涨，2020年价格
最高时达到 80元/公斤。结合猪养殖行业价格变动趋势以及国内能繁母猪存栏量情况，于 2020年末公
司判断未来母猪销售价格将会有所下降。2020年末，二元母猪市场价格为 77元/公斤。2021年 1-5月，
二元母猪销售价格在 70元/公斤以上。

于年末， 结合市场行情及对未来猪价的判断分析情况， 公司谨慎估计单头种猪的可变现净值在
5000元/头以上，高于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期末头均账面价值，故未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 2021年 1-5月种猪实际销售价格 5000-8000元/头。

综合对比全国生猪市场 2021年的价格走势、公司 2021 年的实际销售价格情况以及公司 2020 年
末生物资产的结存单价情况，参考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公司认为生物资产-种猪未计提
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生产性生物资产—苗木：
公司下属子公司“种养循环农业园区”项目于 2018 年底开始实施，2019 年及 2020 年陆续栽植苗

木。 当地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及苗木栽植方面均给予了产业扶持政策，根据当地政府部门及农业专家
的预测该项目在挂果后能够实现盈利。 于年末公司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苗木进行检查，未发现减值迹
象。生产性生物资产-苗木年末每株成本低于 100元/株，合理预计其可收回金额高于账面价值，生产性
生物资产-苗木未发生减值。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2）（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意见】
存货跌价准备
核查过程：
针对存货计提坏账准备情况，我们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评价并测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流程的内部控制；对存货减值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解，

复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方法是否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贯性；
（2）对存货执行了监盘或抽盘程序，确认存货数量进行确认，同时关注存货的品质状况；
（3）获取了存货跌价准备的明细表及计提依据，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对可变现净值进行检查，判断

计提依据及计提情况是否充足；
（4）获取公司转销明细表、合同等原始依据，检查存货转回的合理性；
（5）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进行分析。
核查意见：
经审核，会计师认为，公司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
核查程序：
（1）对生物资产进行抽样监盘并对公司+农户饲养模式下的代养户抽样进行走访，检查生物资产

的数量及状况；
（2）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了解并评估日常经营过程中生物资产安全的防范措施以及风险应对

策略；
（3）获取公司生物资产的减值准备测算表，检查分析可变现净值的合理性，评估生物资产减值准

备未计提合理性；
（4）对管理层计算的生物资产可变现净值所涉及的重要假设进行评价；
（5）查询近年来肉猪等生物资产价格变动情况，了解肉猪等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规律，检查分析

管理层考虑这些因素对生物资产发生减值风险的影响。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未计提减值准备是合理性的。
事项 7.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余额为 71.60 亿元，同比增长 19.72%；在建工程期末

余额为 13.81亿元，同比增长 218.03%；在建工程转固金额为 15.94亿元。
请你公司：
（1）结合报告期内工程建设情况、物资采购情况等，说明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

理性，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形，如是，说明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在建工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年初金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年末金额
养殖产业 33,313.53 178,683.62 142,349.42 69,647.73
饲料及其他 10,117.30 74,064.24 15,707.18 68,474.37
合计 43,430.83 252,747.86 158,056.60 138,122.09

公司猪场建设投入增加的原因：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家高度重视生猪稳产保供，出台多项措施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大生猪生产扶

持力度。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列项要求加快恢复生猪生产，生猪稳产保供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
件大事，要采取综合性措施，确保 2020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 目前，我国
生猪养殖以散户为主，行业集中度偏低，提升空间大，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成为趋势，养猪行业门槛开
始提高，在非洲猪瘟的影响下，养猪的生物安全防控难度加大，规模化企业市场占有率将进一步提升，
规模化进程加快。2020年 4月 24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大连商品交易所开展生猪期货交易。在大商
所的积极推动下，生猪期货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业务规则体系。 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生猪养殖企业，
可充分利用生猪期货的风险规避功能，发挥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有计划的进行生产扩张进而规避
风险。 生猪期货的推出可有效抵御猪价波动风险，利用期货市场能够帮助养殖企业预测未来生猪价格
走势，锁定养殖收益，加快资金周转，进而提高养殖盈利水平，使得我国生猪行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
方向平稳发展。

综合生猪行业格局及未来发展趋势，2020 年，公司加大对养猪业务的投入，充分利用已有的土地
储备，在做好安全防疫的基础上，积极稳健扩产扩繁。

公司其他产业建设增加的原因：
公司新建大北农（北京）生物农业创新园，围绕生物育种、生物饲料、农业生物制剂、农业大数据、

农业人工智能等现代农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构建大型开放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造具有全国引领作
用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基地。 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
产业稳健发展。

工程项目转固管理：
为适应公司发展的步伐，强化和规范集团各产业基本建设和工程项目管理，确保基建工程质量，

促进基本建设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家基本建项目管理工作的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制度》，明确了项目申报及实施程序、勘察设计与规
划报批的管理、招标与合同管理、项目竣工验收管理、项目结算管理、工程资料存档管理、财务与资金
管理等事项。工程项目建设统一由集团投资建设部统筹安排、合理调配、集中管理。公司按照会计准则
要求对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在建工程及时办理固定资产结转手续。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未及时转
固的情况。

（2）说明现存重要在建工程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项目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和风险，报
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项目承建方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董监高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如是，请具体说明工程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公司回复】
公司现存尚未完工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工程名称 预算数 年末余额 减值准
备 账面价值 预计达到可

使用状态
期后情况
投入金额 转固金额 余额

大北农（北京）生
物农业创新园 78,000.00 35,767.34 35,767.34 2021-12 23,481.01 59,248.35

年产 2 万吨有机
婴幼儿奶粉生产
线项目

30,814.13 13,048.53 13,048.53 2021-8 4,500.42 17,548.95

云南省砚山县年
出栏 50 万头生
猪项目一期工程

11,139.47 48.54 48.54 2021-5 1,219.50 1,268.04

内蒙古乌兰察布
2400头核心原种
场建设项目

12,200.00 8,320.47 8,320.47 2021-8 2,938.06 18.32 11,240.21

大北农南皮第二
母猪场 13,435.00 7,342.13 7,342.13 2021-6 3,797.28 11,139.41

江西省泰和禾市
二厂存栏 1 万头
母猪场暨生态循
环养殖小区项目

13,000.00 6,141.58 6,141.58 2021-7 5,248.45 7,156.23 4,233.80

陕西铜川市印台
区年出栏生猪 20
万头暨种养循环
生态农业项目

8,000.00 5,797.37 5,797.37 2021-6 2,582.81 8,326.66 53.52

年存栏 3 万头保
育育肥猪养殖项
目

6,500.00 5,970.71 5,970.71 2021-6 433.57 5,722.57 681.71

河间卧佛堂镇年
出栏 10 万头商
品猪项目

7,500.00 5,822.79 5,822.79 2021-5 1,485.56 7,308.35

蚌埠固镇县刘集
镇年出栏 12 万
头生猪养殖项目

6,300.00 5,576.82 5,576.82 2021-6 613.69 6,179.62 10.89

河北饶阳生猪生
态养殖一体化二
期项目

13,425.00 3,464.06 3,464.06 2021-7 9,159.85 12,623.91

合计 97,300.34 97,300.34 55,460.20 47,119.20 105,641.34
公司重要的在建项目主要为新建养殖场、生物农业创新园的建设，目前均按照计划进行建设，在

达到可使用状态后投入生产使用，创造经济利益，在报告期末不存在减值迹象及风险。
公司对工程承建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进

行自查，确认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项目承建方不存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

的股东及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3）结合生猪存栏量、房屋建筑物及专用设备报告期末余额情况，对比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说明

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项目 行次 天邦股份 傲农生物 唐人神 金新农 公司

期末生猪存栏（万头） 1 276.20 96.38 51.46 47.22 128.54

房屋及建筑物期末余额（万元） 2 356,039.93 259,771.15 225,747.24 133,461.15 276,431.59

设备期末余额 3 17,639.08 115,900.32 78,824.49 26,923.75 98,983.96

房屋及设备期末余额合计（万元） 4=2+3 373,679.01 375,671.47 304,571.73 160,384.90 375,415.55

房屋及设备利用情况 5=4/1 1,352.93 3,897.82 5,918.61 3,396.55 2,920.61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本公司房屋及设备利用情况处于中等水平，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合理。

由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并未单独披露生猪业务的房屋建筑物及专用设备的数据（上表可比公
司数据取自相关公司财务报告之固定资产附注），并且各公司养殖收入占比差距较大，同时养殖方式
也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并不能很好的对比差距。 因公司部分新建场在 2020年度的不同月份完工转固，
并未形成出栏能力或并未满产。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1）（2）、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意见】
核查程序：
对在建工程执行的审计程序：
（1）了解与工程项目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内部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

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对于公司在建的猪场项目，获取并检查政府机关环保部门对工程项目的批复资料，关注在建

猪场项目是否获批以及政府批复文件中的投资额以及建设周期等信息与公司相关工程项目信息是否
相符；

（3）对于本年新增的重大在建工程，获取并检查重要的工程合同、结算文件、进度款支付申请书、
发票、付款凭证等；

（4）检查在建工程的本期减少情况，了解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政策，对于本年完工结转固定
资产的重大在建工程，获取并检查基建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或竣工验收单，检查已完工结转固定资产
的范围和结转固定资产的时点是否准确；

（5）对重要的在建工程实施现场或远程视频监盘程序，观察在建工程的建设进度和在建状态；
（6）访谈管理层询问重要工程项目后续投资计划，结合行业及公司的情况分析管理层于年末对在

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的判断是否正确；
（7）检查在建工程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8）本次核查，询函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与在建工程项目主要承建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

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工程物资余额可确认，不存在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的

情形，报告期末在建工程项目不存在减值风险，未发现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项目承建方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比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数据对比来看，属于正常水平。 考虑到不同公

司业务结构的差异，我们认为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比是合理的。
事项 8.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购入玉米、豆粕等商品期货合约 1.15 亿元，报告期实际损益为-

865.28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 2020 年度及 2021 年一季度上述投资明细情况，涉及的具体投资类别，确认损益的时点

及依据；
【公司回复】
每月末，公司根据期货公司提供对账单，将本期浮动盈亏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期货合约平仓

时，根据对账单将累计盈亏计入投资收益，购入时的手续费在当日计入投资收益，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表所示：

货币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
操作方名称

衍生品投资
类型 时间 期初投资金

额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计提减值准
备金额（如
有）

期末投资金
额

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国泰君安 玉米 2020年 - 91.12 96.79 - - 5.67
国泰君安 豆粕 2020年 375.70 230.16 493.85 - - -112.01
国泰君安 豆油 2020年 - 31.35 20.97 - - -10.38
首创期货 玉米 2020年 - 1,076.00 48.52 - 277.19 -750.29
首创期货 豆粕 2020年 411.12 221.35 732.93 - - 100.46
中信期货 玉米 2020年 - 709.74 64.96 - - -644.78
中信期货 鸡蛋 2020年 - 71.26 101.50 - - 30.24
中信期货 豆粕 2020年 558.43 84.59 1,018.69 - 78.87 454.54
中信期货 菜籽油 2020年 - 63.43 69.32 - - 5.89
中信期货 棕榈油 2020年 - 165.60 315.53 - - 149.93
中信期货 菜粕 2020年 - 130.89 206.76 - - 75.87
中信期货 豆油 2020年 - 126.38 72.13 - - -54.25
永安期货 豆粕 2020年 241.86 663.60 9.94 - 678.96 -216.56
永安期货 豆油 2020年 - 4.28 5.24 - - 0.96
格林大华 豆粕 2020年 - 1,580.34 148.50 - 1,516.18 84.34
平安期货 豆粕 2020年 - 3,539.13 3,544.28 - - 5.15
南华期货 豆粕 2020年 - 2,734.80 2,744.75 - - 9.94
小计 1,587.11 11,524.02 9,694.66 2,551.20 -865.28
格林大华 豆粕 2021年 1,516.18 92.77 125.28 - 1,166.84 -316.83
格林大华 菜粕 2021年 - 145.68 197.87 - - 52.19
格林大华 豆油 2021年 - 412.82 92.95 - 334.56 14.69
永安期货 豆粕 2021年 678.96 201.98 514.26 - 368.09 1.40
中信期货 豆粕 2021年 78.87 416.06 -115.80 - 513.04 -97.68
中信期货 棕榈油 2021年 - 103.00 47.26 - - -55.74
中信期货 豆油 2021年 - 154.90 185.10 - - 30.20
首创期货 玉米 2021年 277.19 - 277.19 - - -
小计 2,551.20 1,527.21 1,324.11 2,382.53 -371.77

（2）自查对套期保值业务建立的内控制度及其有效性，报告期内相关风控体系是否完善，是否能
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回复】
公司已制定《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套期保值

业务的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风险处理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并已配备行情研判、投资决策、业
务操作、风险控制等专业人员及团队。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的内控制度是可行且有效的。 并在
如下方面严格控制风险：

①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严格控制期货头寸。
②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严格按照公司期货交易管理制度规定

下达操作指令，根据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进行操作。
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保证套期保值业务以公司（含子公

司）名义设立套期保值交易账户，使用自有资金，并保证套期保值业务仅以规避生产经营中的商品价
格风险为目的，不涉及投机和套利交易，同时严格遵循场内交易的规定，进行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仅
限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或所需的原材料，数量不得超过实际现货交易的数量，期货持仓量不得
超过套期保值的现货量。

④公司根据制定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制度》，对套期保值业务作出了明确规定。 设立专门的
期货操作团队、期货操作监控团队和相应的业务流程，通过实行授权和岗位牵制，以及进行内部审计
等措施进行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以规避原材料大幅波动的风险为目的，不进行投机和
套利交易。 实际经营过程中，受供求关系影响，饲料原料玉米、豆粕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为规避
价格波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公司在期货市场按照与现货品种相同、月份相近、方向相反、数
量相当的原则进行套期保值，达到锁定原材料价格，保证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报告期
内，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风控体系完善，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已制定《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业务流程、审批权

限及风险控制措施，并已配备行情研判、投资决策、业务操作、风险控制等专业人员及团队。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关于“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和风险处理

程序”的规定，同时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披露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的相关信息。 实际经营过程中，受供求关系影响，原材料、生猪价格波动较大，为规避价格波
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公司在期货市场按照与现货品种相同、月份相近、方向相反、数量相当
的原则进行套期保值，达到锁定原材料价格，保证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公司仅使用自
有资金在期货市场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不进行投机套
利交易，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有利于公司规
避原材料采购价格波动所产生的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因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经营造成影响的能力，
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的内控制度是可行且有效的，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风
控体系完善，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

（3）说明除开展玉米、豆粕衍生品交易外，是否存在其他期货投资或套期保值交易的情况，如是，
请说明具体情况。

【公司回复】
本公司主要的套保品种为豆粕和玉米，另外豆油、菜粕、棕榈油、菜籽油是饲料原料，也作为公司

套期保值的品种，但数量较少，频次也较低。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开展期货投资业务是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有关，公司套期保值除玉米、豆粕外，也包括作为

饲料原材料的豆油、菜粕、棕榈油、菜籽油，是以平滑或降低汇利率变化、原材料现货价格波动对公司
经营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为目的，坚持保值基本原则，禁止投机交易，且公司充分重视并不断加强对
套期保值业务的管理，已制定并不断完善有关管理制度，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认为公司开展上述期货
投资业务整体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1-058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合计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6 名（其中 1 人既为首次授予又为预留授予）

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 571,000 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5%，其中回购 16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551,000 股，回购 1 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20,000 股，回购价
格均为 6.66元/股，回购价款共计 3,802,860元；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已于 2021年 6月 28日办理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571,000股，公司总股本将
由 1,234,677,077股变更为 1,234,106,077股。

一、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9年 04月 01日，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核心管理人员、核心研发技术人员、核心
业务人员及核心骨干等人员以定向发行的方式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3,000 万股，其中，首次授
予 2,400万股，授予人数 217人，授予价格 6.76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之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2、2019 年 04 月 04 日至 2019 年 04 月 13 日，公司通过内部 OA 系统发布了《关于亿帆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 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
行了公示。 公示期满，未有针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情况，具体详见公司 2019年 4月 19日登载于《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监事会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19-030）。

3、2019年 04月 24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9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
息知情人利用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所有核查对象均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4 号：股权激励》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具体详见公司 2019 年 4 月 25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
《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19-
033）。

4、2019年 05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公司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对授予价格进行了调整，授予价格由 6.76 元/股调整为 6.66 元/股。
同时确定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 2019年 5 月 22 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217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2,4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人
员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书》，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5、2019年 6月，公司完成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在确定授予日后
的缴款验资过程中，2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3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
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涉及股份数 7.0 万股，公司最终向 212 名首次激励对象实际授予
限制性股票 2,393.00万股，授予价格 6.66元/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 6 月 19 日，具体详见
公司 2019年 6月 18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关于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6、2019年 10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 5 名离职员工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以及 1人因退休离任并申请回购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并进行注销。 具体详见公司 2019年 10月 2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7、2019年 12月 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六（临时）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以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为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授
予 60名激励对象 600.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6.66元/股；同意公司回购 1名离职员工不符合
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进行注销。 具体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17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8、2019年 12月，公司完成了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上市登记工作，实际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 60人， 授予股数 600 万股， 上市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具体详见公司
2019年 12月 30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9、2020年 2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 2
名离职员工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进行注销。 本次回购
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8.75万股，回购价格 6.66元/股，具体详见公司 2020年 2 月 28 日登载于《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10、2020 年 5 月 7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上述“6、7、9”回购事项，具
体详见公司 2020 年 5 月 8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
公告。

11、2020年 6月 18日，公司完成了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合计回购注销 2,227,500 股，具
体详见公司 2020 年 6 月 20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
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

12、2020年 6月 2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 2020 年 6 月 23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13、2020年 8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 3 名离职
员工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进行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80 万股，回购价格 6.66 元/股，具体详见公司 2020 年 8 月 31 日登载于《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14、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12、13”关于回
购的议案，具体详见 2020年 12月 28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相关公告。

15、2021年 1月 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 2021年 1月 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16、2021年 3月 29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17、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15、16”关于回购的议
案，具体详见 2021 年 4 月 28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
关公告。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1、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 年激励计划

草案》”）“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第三条规定：
“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劳动合同到期未重新签订，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离职或劳动合
同到期前需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个人所得税。 ”及第八条规定：“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
董事会认定，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

由于首次授予部分的 16 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部分 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作为激
励对象参与激励计划的资格，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因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上述 16人（其中 1人既为首次又为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回购数量
公司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至本报告披露日，不存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配股或缩

股等事项，因此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无需调整。
本次合计回购注销 2019年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571,000股， 占回购前已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总数 2,993.00 万股的 1.91%，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额 123,467.71 万股的 0.05%，其中回购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 551,000股，回购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20,000股。

3、回购价格
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

况发生变化” 第三条和第八条规定， 本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即 6.66 元/股， 回购款共计人民币
3,802,860元。

股份登记完成后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实施了 2019年和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2019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为： 以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236,904,57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于 2020年 5月 26日实施完成；2020 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为：以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234,677,07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0.5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实施完成。 上述两次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中均约定， 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所授予且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应得的现金红利由

公司暂时留存，在该部分股份解锁后直接发放给激励对象，若该部分股份不能解锁，则公司不再发放
此部分现金红利，由公司收回。 故本次回购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不作调整，为 6.66元/股，且现金红利将不再派发，由公司收回。

4、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5、验资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B11265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止 2021年 6月 17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审验结果为：
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34,106,077.00 元，累计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1,234,106,077.00元。

6、股份注销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

于 2021年 6月 28日完成。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571,000 股，由 1,234,677,077 股
变更为 1,234,106,077股。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234,677,077 股减少为 1,234,106,077 股，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如下：

类别
回购注销前 本次变动数 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89,164,605.00 31.52 571,000.00 388,593,605.00 31.49

高管锁定股 372,485,105.00 30.17 0 372,485,105.00 30.18

股权激励限售股 16,679,500.00 1.35 571,000.00 16,108,500.00 1.3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45,512,472.00 68.48 0 845,512,472.00 68.51

三、总股本 1,234,677,077.00 100 571,000.00 1,234,106,077.00 100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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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2021年 6月 28日；
2、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280万股；
3、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8.75元/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1年 4月 2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律师事务所和独立财
务顾问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21年 4月 30日至 2021年 5月 12日， 公司通过内部网站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
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年 5月 2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61）。 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3、2021年 5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自查，并于 2021
年 5月 26日披露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64）。

4、2021年 6月 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次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1年 6月 15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
事务所与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4月 30日、2021年 5 月 20 日、2021 年 5 月 26 日、2021 年 6 月
1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
关公告。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1、授予日：2021年 6月 15日。

2、授予人数：44人。
3、授予数量： 280万股。
4、授予价格：8.7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6、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本计划拟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
总股本的比例

王金华 董事、副总经理 14.3600 4.53% 0.12%

陈珏蓉 董事、副总经理 7.1800 2.26% 0.06%

王文意 董事、商务运营中心总经理 10.3000 3.25% 0.09%

季维嘉 董事、处方药管理部总监 5.0300 1.59% 0.04%

魏茂陈 副总经理 10.3000 3.25% 0.09%

周 伟 副总经理 9.3400 2.95% 0.08%

王光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9.3400 2.95% 0.08%

曾志辉 财务总监 7.1800 2.26% 0.06%

其他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36人） 206.9700 65.29% 1.77%

预留 37.0012 11.67% 0.32%

合计 317.0012 100% 2.71%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股权激
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总股本的 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
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激励对象董事王文意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大伦先生配偶的兄弟。 王文意先生在公司工作

多年，先后担任公司湖北地区经理、福建江西办事处经理、销售三部经理、销售事务部经理、商务部经
理、公共事务总监、商务运营中心总经理；2013年 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王文意先生为公司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其获授权益与其所任职务及业绩贡献相匹配。

（4）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
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
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7、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

限售期分别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经登记结算机构登记过户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该等股票分红权、配股权、投票权等。 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配股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
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限售期的截止日与限制性股票相同，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该等股份将一并回购。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 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若该等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公司按照本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
性股票时应扣除激励对象已享有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2）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4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
的该期限制性股票， 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 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事宜。

三、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与公司网站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本次获授限制性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其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公司 2021 年 6 月 17 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等公告一致。

四、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 6 月 17 日出具了大华验字【2021】000398 号验资报

告，对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情况进行了审验：“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1 年 6 月 15 日止，新天药业已

向 44名特定对象发行限制性股票 28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7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50万元，所有募集股款均以货币资金形式转入新天药业银行账户。 因本次发行股票来源为新天药
业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票，故新天药业实收资本（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激励限售股人民币
280万元，减少库存股（即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人民币 280万元。

五、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1年 6月 15日，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 2021

年 6月 28日。
六、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日前 6 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

况
经公司核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日前 6 个月内未发

生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七、本次激励计划所募集的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八、公司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变动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210,022 2.74% 2,800,000 6,010,022 5.1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13,949,114 97.26% -2,800,000 111,149, 114 94.87%

三、股份总数 117,159,136 100.00% 0 117,159, 136 100.00%

注：截至 2021年 6月 25日，公司总股本为 117,159,136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九、收益摊薄情况
由于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授予完成后公

司股本总数不变。 因此，不存在摊薄每股收益的情况。 按最新股本 117,159,136股摊薄计算，公司 2020
年度每股收益为 0.6325元/股。

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自行回购的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 授予完成后公

司股本总数不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动，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