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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合并利润表项目的相关科目更正涉及的具体事项。

项目
2020 年度

更正前金额 更正数 更正后金额 更正原因 更正依据

营业收入 2,109,572,607.08 -36,915,109.73 2,072,657,497.35
存在项 目收
入 多 计 、 跨
期调整

竣 工 结 算 单 、银
行回单 、 甲方确
认 的 付 款 审 批
表 、合同

营业成本 1,974,759,762.40 -34,383,380.72 1,940,376,381.68
存在项 目成
本暂估 多计
和跨期调整

计 划 成 本 审 批
表、项目进度

信用减值损失 -200,734,072.12 9,531,159.75 -191,202,912.37

依据更 正后
的应收 账款
期末余额 和
账龄分布 情
况重新计 算
坏账准备

期末应收账款明
细表 、 账龄分析
表 、 坏账准备计
算表

资产减值损失 -177,386,453.84 38,051,519.40 -139,334,934.44

依据更 正后
的合同 资产
期末余额 和
账龄分布 情
况重 新计 算
坏账准备

期末合同资产明
细表 、 账龄分析
表 、 坏账准备计
算表

利润总额 （亏损 总
额以“－”号填列） -578,254,721.55 45,050,950.14 -533,203,771.41 - -

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 -571,860,061.88 45,050,950.14 -526,809,111.74 - -

（2）母公司财务报表
1）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相关科目更正涉及的具体事项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金额 会 计 差 错 更 正 金 额
（“-”表示调减） 更正后金额 更正原因 更正依据

应收账款 1,004,952,993.67 -48,435,267.04 956,517,726.63
存 在 项 目
收入 多计 、
跨期调整

竣工结算单 、银行
回单 、甲方确认的
付款审批表 、合同

合同资产 1,475,208,600.83 -76,687,075.08 1,398,521,525.75
存 在 项 目
收入 多计 、
跨期调整

竣工结算单 、银行
回单 、甲方确认的
付款审批表 、合同

流 动 资 产 合
计 3,121,081,008.51 -125,122,342.12 2,995,958,666.39 - -

资产总计 3,867,007,187.72 -125,122,342.12 3,741,884,845.60 - -

应付账款 436,781,651.09 -195,085,182.88 241,696,468.21

存 在 项 目
成 本 暂 估
多 计 和 跨
期调整

计划成本审批表 、
项目进度

应交税费 243,347,614.76 -19,896,301.26 223,451,313.50
根 据 收 入
调 整 重 新
计算

纳税申报表 、调整
项目的税率计算

流 动 负 债 合
计 2,108,405,485.02 -214,981,484.14 1,893,424,000.88 - -

负债合计 2,306,302,520.02 -214,981,484.14 2,091,321,035.88 - -

盈余公积 116,156,117.14 4,480,819.19 120,636,936.33 母公司利润调整 ， 盈余公积相
应调整所致

未分配利润 512,846,487.30 85,378,322.83 598,224,810.13 会计差错更正调整所致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1,560,704,667.70 89,859,142.02 1,650,563,809.72 - -

2）对母公司利润表项目的相关科目更正涉及的具体事项

项目
2020 年度

更正前金额 更正数 更正后金额 更正原因 更正依据

营业收入 1,918,320,983.54 -36,915,109.73 1,881,405,873.81
存在项 目收入
多计 、 跨期调
整

竣 工 结 算 单 、
银 行 回 单 、 甲
方 确认的 付款
审批表 、合同

营业成本 1,804,108,268.25 -34,383,380.72 1,769,724,887.53
存在项 目成本
暂估 多计和 跨
期调整

计划成 本审 批
表、项目进度

信用减值损失 -146,913,708.00 9,531,159.75 -137,382,548.25

依据更 正后的
应收 账款期 末
余额 和账 龄分
布情况重 新计
算坏账准备

期末应 收账 款
明细 表 、 账 龄
分析表 、 坏 账
准备计算表

资产减值损失 -161,016,137.95 38,051,519.40 -122,964,618.55

依据更 正后的
合同 资产期 末
余额 和账 龄分
布情况重 新计
算坏账准备

期末合 同资 产
明细 表 、 账 龄
分析表 、 坏 账
准备计算表

利润总额 （亏损总
额以“－”号填列） -474,574,173.40 45,050,950.14 -429,523,223.26 - -

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 -468,228,535.00 45,050,950.14 -423,177,584.86 - -

(二)差错更正的确定依据及计算过程
公司根据市场部、工程管理中心、成本策划中心、财务等部门的自查资料，奇信股份母公司

编制会计差错更正调整分录，并重新编制自查更正后的单体财务报表及合并财务报表。
1、调减前期确认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的依据和具体计算过程
公司应收账款和营业收入追溯调整的原因及依据如下：
(1)� 部分项目存在收入跨期的情况。 现任管理层自查过程中发现部分项目收入确认存在跨

期的情形，主要是产值确认资料和项目竣工结算资料未及时传递至 财务部造成的，以前年度
财务部主要是是根据甲方确认的付款审批表、竣工结算单以及回款确认收入，但有时工程部门
收到甲方确认的付款审批表、竣工计算单时未及时传递至财务部门，在年底结账时财务部门因
未能及时收到上述收入确认的资料，故未进行收入调整，期后工程部交付相关工程确认资料给
财务部门时，形成跨期，导致收入确认的期间不准确；

(2)2021 年公司与客户对账后了解到部分项目产值和应收账款确认存在差异。经核查，以前
年度部分项目实际在项目完工年度对时尚未取得甲方认可的竣工验收报告或结算文件， 公司
按照合同金额或已向甲方申报的产值计量表、结算单确认收入。 由于项目最终产值需要经过甲
方相关部门的审核后确认，最终审核后的产值与合同金额存在差异，且审核结算耗时较长，导
致最终确认结算金额的期间与提供装修服务的期间存在错配、 以前年度在项目完工时点收入
及应收账款成本存在不准确的情况。 现任管理层在重新梳理原项目执行情况时，以获得新的证
据对以前年度的收入、成本等科目进行追溯相应的调整。

2、调减前期确认应付账款、营业成本的依据和具体计算过程
公司应付账款和营业成本追溯调整的原因及依据如下：
公司成本的确认方法为： 当期确认的合同成本 = 合同预计总成本×完工进度—以前会计

期间累计已确认的成本，完工进度 = 累计已完成工程量 / 合同预计总工程量；累计已完成工作
量按照甲方确认的付款审批表确定。

公司按照上述方法确认成本，并一贯执行。 因前述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追溯调整后，累计
已完成工作量发生变化导致完工进度发生变化，故调整相应项目的营业成本及应付账款。

(三 ) 说明减值计提的依据及充分性、 合理性， 并补充说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你公司
2017-2020 各年度财务报表所涉及报表项目产生何种影响

差错更正后的坏账准备， 是应收账款还原到相对应的年度后按照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的会计政策重新计算得出的。 公司严格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和公司财务规
章制度的规定，按照发生时的资产减值计提方法进行重新计算，公司减值计提的依据是充分合
理的。

请天职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天职所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编制的《关于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专项说明》，检查与差错更

正相关的原始单据，复核会计调整分录；
2、检查会计差错更正相关的工程项目结算单，复核测算工程项目结算金额与账面应收账

款、合同资产的差异，检查相关的工程合同、工程款收款单据；
3、获取计划成本审批表，根据工程进度重新测算营业成本和应付账款；
4、对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实施函证，检查函证的回函结果是否与账面记录一致。 对回函结

果不一致要查明原因，对由于财务记录错误的情况建议进行相应的会计差错更正；
5、重新复核、测算与会计差错更正相关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的减值准备情况，复核账龄

分析表，测算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6、对上述会计差错相应调整的应交税费、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进行复核测算。
二、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 2017 年至 2020 年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

目更正所涉的具体事项及原因是合理的，更正金额的确定依据是合理的，计算过程准确，减值
计提的依据是充分、恰当的。

（3）按照账龄和往来对象列示各年度调整所涉及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应付账款的具体
金额，说明所涉及往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注册地、成立时间、股权结构、与你
公司建立业务关系的时间、结算模式、信用政策、最近 5 年往来款项规模等，相关往来对象调整
前后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和应付款项规模，相关往来对象是否属于调减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涉及的主体范围，相关往来对象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调减相关应
收款项、合同资产和应付款项的原因是否系前述款项未有真实的业务活动作为支撑，以及你公
司前期是否存在通过虚构购销业务来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情况。 请天职所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按账龄列示各年应收款项（包含合同资产）调整额
单位：万元

客 户 名
称 调整年度

账龄
合计 调整原因

3-4 年 2-3 年 1-2 年 1 年以内

客户 1 2020 年 - - - 735.44 735.44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2 2020 年 - - - 164.73 164.73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3 2020 年 - - - 306.81 306.81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4 2020 年 - - - 257.19 257.19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5 2020 年 - - - 620.24 620.24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6 2020 年 - - - 135.88 135.88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7 2020 年 - - - -132.37 -132.37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8 2020 年 - - - 204.29 204.29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9 2020 年 - - - -429.32 -429.32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10 2020 年 - - - -900.59 -900.59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11 2019 年 - - 644.39 - 644.39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12 2019 年 - - -180.44 - -180.44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13 2019 年 - - 339.66 - 339.66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14 2019 年 - - -110.15 - -110.15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15 2019 年 - - -140.97 - -140.97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

客户 16 2018 年 - -3,500.00 - - -3,500.00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17 2017 年 、
2018 年 -1,200.67 -3,369.88 - - -4,570.55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18 2020 年 - - - -2,377.78 -2,377.78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19 2017 年 -1,998.59 - - - -1,998.59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20 2018 年 、
2019 年 - -191.05 -1,788.33 - -1,979.38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21 2018 年 - -1,855.27 - - -1,855.27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22 2017 年 -1,700.00 - - - -1,700.00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23 2020 年 - - - -1,569.00 -1,569.00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24 2017 年 -1,443.91 - - - -1,443.91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25 2017 年 -1,139.04 - - - -1,139.04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26 2017 年 、
2020 年 -18.98 - - -1,080.77 -1,099.75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27 2017 年 -1,049.01 - - - -1,049.01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28 2017 年 -678.43 - - - -678.43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客户 29 2018 年 、
2019 年 - -127.51 -523.18 - -650.69 根据最新的依据对最终

结算的产值进行调整

合计 -- -9,228.63 -9,043.71 -1,759.02 -4,065.25 -24,096.61 --
(二)按客户列示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差错更正调整前后明细
单位：万元

客 户 名
称

应收账款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客户 1 - - - - - - - 735.44
客户 2 - - - - - - 2,150.67 2,315.40
客户 3 - - - - - - 970.57 1,277.38
客户 4 - - - - - - 671.70 928.89
客户 5 - - - - - - 584.51 1,204.75
客户 6 - - - - - - 427.70 563.58
客户 7 - - - - - - 351.37 219.00
客户 8 - - - - - - 738.50 942.79
客户 9 - - - - - - 106.56 -
客户 10 - - - - - - 19.20 -
客户 11 - - - - 663.72 1,308.11 663.72 1,308.11
客户 12 - - - - 483.13 302.69 231.68 51.24
客户 13 - - - - 195.59 535.25 105.59 445.25
客户 14 - - - - 329.95 219.80 50.80 -
客户 15 - - - - 126.15 - - -
客户 16 - - 5,582.02 2,082.02 5,001.01 1,486.20 2,218.99 -
客户 17 1,812.45 611.78 4,900.55 330.00 4,570.55 - 3,600.02 -
客户 18 - - - - - - -
客户 19 2,349.91 351.32 1,998.59 - 1,998.59 - 1,150.00 -
客户 20 - - 402.67 211.62 2,079.38 100.00 1,279.38 -
客户 21 - - 1,955.27 100.00 1,855.27 - 955.27 -
客户 22 1,793.21 93.21 1,700.00 - 1,700.00 - 1,430.00 -
客户 23 - - - - - 830.50 -
客户 24 1,443.91 - 1,443.91 - 1,443.91 - 539.43 -
客户 25 1,844.37 705.33 1,659.26 520.22 1,659.26 520.22 1,139.04 -
客户 26 18.98 - 18.98 - 18.98 - 955.51 -
客户 27 1,677.01 628.00 1,577.01 528.00 1,179.01 130.00 859.92 -
客户 28 678.43 - 678.43 - 678.43 - 678.43 -
客户 29 - - 127.51 - 650.69 - 494.59 -
合计 11,618.27 2,389.64 22,044.20 3,771.86 24,633.62 4,602.27 23,203.65 9,991.83

(续上表)

客户名称
合同资产(2020 年) 最近 5 年的往来款项规模

（借方发生额）调整前 调整后

客户 1 - - 3,200.06
客户 2 - - 7,207.09
客户 3 - - 9,746.67
客户 4 - - 2,265.86
客户 5 - - 2,641.73
客户 6 - - 4,225.39
客户 7 - - 895.72
客户 8 - -
客户 9 398.46 75.70 1,586.62
客户 10 1,428.11 546.72 8,669.75
客户 11 - - 2,828.49
客户 12 - - 3,688.32
客户 13 - - 3,673.91
客户 14 279.15 219.80 2,124.36
客户 15 42.76 - 543.60
客户 16 2,782.02 1,402.80 13,910.10
客户 17 970.53 - 3,510.53
客户 18 2,377.78 - 16,534.99
客户 19 848.59 - -
客户 20 700.00 - -
客户 21 900.00 - 5,050.00
客户 22 270.00 - -
客户 23 780.00 41.50 3,900.00
客户 24 904.48 - -
客户 25 - - 7,620.42
客户 26 144.24 - 1,080.77
客户 27 199.09 10.00 3,981.77
客户 28 - - -
客户 29 156.10 - 1,040.69
合计 13,181.31 2,296.52 109,926.84

(三)按项目列示差错更正调整原因及前后明细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调整应收 调整应付 调整收入 调整成本 业 务 是

否真实

1 QXHT-2020-76 3,582.45 735.44

-19,508.52

674.72

-19,508.52

是

2 QXHT-2019-212 5,738.28 164.73 151.13 是

3 QXHT-2017-521 6,245.06 306.81 281.48 是

4 QXHT-2020-32 2,032.94 257.19 235.95 是

5 QXHT-2020-53 2,641.73 620.24 569.03 是

6 QXHT-2017-503 3,958.15 135.88 124.66 是

7 QXHT-2017-558 1,397.69 -132.37 -121.44 是

8 QXHT-2014-2783 6,973.40 204.29 187.42 是

9 QXHT-2017-224 1,803.26 -429.32 -393.88 是

10 QXHT-2018-70 9,520.73 -900.59 -826.23 是

11 QXHT-2017-559 1,846.58 644.39 591.18 是

12 QXHT-2017-397 2,180.00 -180.44 -165.55 是

13 QXHT-2017-91 3,568.34 339.66 311.61 是

14 QXHT-2018-361 1,860.98 -110.15 -101.06 是

15 QXHT-2018-240 676.80 -140.97 -129.33 是

16 QXHT-2017-250 10,123.96 -3,500.00 -3,211.01 是

17 QXHT-B2009-300 14,629.29 -4,570.55 -4,193.17 是

18 QXHT-2018-379 15,922.21 -2,377.78 -2,181.44 是

19 QXHT-2013-2091 7,568.65 -1,998.59 -1,833.57 是

20 QXHT-2017-621 2,464.91 -1,979.38 -1,815.95 是

21 QXHT-2017-501 4,500.00 -1,855.27 -1,702.08 是

22 QXHT-2014-2724 2,000.00 -1,700.00 -1,559.63 是

23 QXHT-2019-54 3,095.18 -1,569.00 -1,439.45 是

24 QXHT-2012-1332 3,180.00 -1,443.91 -1,324.69 是

25 QXHT-2015-2987 6,800.00 -1,139.04 -1,044.99 是

26 QXHT-2012-1254 1,803.98 -1,099.75 -1,008.94 是

27 QXHT-2015-3186 4,050.00 -1,049.01 -962.39 是

28 QXHT-B2010-390 1,850.03 -678.43 -622.41 是

29 QXHT-2018-257 2,000.00 -650.69 -596.97 是

合计 -24,096.61 -22,107.00 --
注：公司在调整收入的基础上，根据预算计划成本审批表以及综合毛利率调整营业成本和

应付账款，因应付账款和营业成本是按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暂估，故在项目产值未确认前项目
成本及应付款项存在不确定情况，所以按合计列示。

(四)相关客户信息
序
号

客 户 名
称 注册地 成立时

间
股 权 结
构

合 作 开
始时间

结 算
模式 信用政策 是 否 属

关联方

业 务
是 否
真实

1 客户 1 杭州市

2018
年 12
月 18
日

法 人 控
股 2020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80%，
完工支付至 90%，结算支付至 95%，5%
的质保金 ，保修期满 2 年支付结算价的
4%，保修期满 8 年，支付结算价的 1%；

否 是

2 客户 2 南京市
2011
年 5 月
26 日

法 人 控
股 2019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70%，
完工支付至 80%，结算支付至 97%，3%
的质保金

否 是

3 客户 3 保山市

2015
年 12
月 10
日

法 人 控
股 2017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70%，
报送结算支付至 85%， 最终结算支付
至 95%，5%的质保金

否 是

4 客户 4 西安市
2018
年 1 月
5 日

法 人 控
股 2020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60%，
完工支付至 75%试运行期间 ， 问题整
改完成合格， 并顺利移交赛事组委会 ，
配合组委会的维修整改 ，支付至合同价
的 80%，全运会完成后 ，从组委会接收
全部房间，并进行问题整改 、验收，全部
集中维修合格后交付小业主，交付率达
到 98% 以上 ， 支付至合同价的 85%，
结算审定后支付至 95%，5%的质保金 。

否 是

5 客户 5 北京市 - - 2020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75%，
完工支付至 85%，结算支付至 97%，3%
的质保金

否 是

6 客户 6 深圳市
2000
年 6 月
9 日

法 人 控
股 2017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85%，
验收后支付至合同的 90%， 结算支付
至 95%，5%的质保金

否 是

7 客户 7 广州市

1983
年 11
月 28
日

法 人 控
股 2018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80%，
结算支付至 97%，3%的质保金 否 是

8 客户 8 重庆市
2008
年 6 月
27 日

法 人 控
股 2014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80%，
验收及中介审核结算后支付至审核结
算价的 85%， 经国家审计审核后支付
至 95%，5%的质保金

否 是

9 客户 9 柳州市
2014
年 5 月
7 日

法 人 控
股 2017 年 转 账/

票据

各层外框安装完毕经确认后，支付该幢
全部工程量价款的 35％； 窗扇安装完
毕经单项验收合格后支付该幢工程量
价 款 的 25% ， 验 收 后 支 付 至 合 同 的
85%，结算支付至 95%，5%的质保金。

否 是

10 客户 10 深圳市
2016
年 4 月
14 日

法 人 控
股 2018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75%，
完工支付至 85%，结算支付至 95%，5%
的质保金

否 是

11 客户 11 巢湖市

2004
年 12
月 16
日

法 人 控
股 2018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支付工程量 80%，验收后支付
至合同的 90%，结算支付至 97%，3%的
质保金

否 是

12 客户 12 三亚市
2012
年 7 月
25 日

法 人 控
股 2018 年 转 账/

票据

本工程墙地面砖 （包括大理石 ）铺贴全
部完成后支付至暂定总价的 50%，完工
支付至 85%，结算支付至 95%，5%的质
保金，质保期 2 年

否 是

13 客户 13 深圳市
2002
年 3 月
12 日

法 人 控
股 2017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45%，
完工支付至 85%，结算支付至 95%，5%
的质保金 ，质保期 2 年

否 是

14 客户 14 杭州市

2000
年 11
月 23
日

法 人 控
股 2018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70%，
完工支付至 85%，结算支付至 95%，5%
的质保金

否 是

15 客户 15 深圳市
2014
年 5 月
23 日

法 人 控
股 2018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70%，
验收后支付至合同的 85%， 结算支付
至 97%，3%的质保金

否 是

16 客户 16 郑州市 - - 2017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80%，
结算支付至 95%，5%的质保金 ，质保期
2 年

否 是

17 客户 17 长治市
2009
年 5 月
25 日

法 人 控
股 2009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70%，
完工支付至 80%，结算支付至 95%，5%
的质保金

否 是

18 客户 18 青海省
2017
年 9 月
12 日

法 人 控
股 2019 年 转 账/

票据

签订合同后， 预付合同金额的 20%，发
货 前 ， 支 付 50% ， 到 货 验 收 后 支 付
10%；运行验收后，支付 10%，最终验收
后，支付 10%

否 是

19 客户 19 太原市
2000
年 7 月
6 日

法 人 控
股 2013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70%，
结算支付至 90%，10%的质保金 ， 质保
期 2 年

否 是

20 客户 20 武汉市

2003
年 12
月 29
日

法 人 控
股 2015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80%，
项目部办理结算支付至 85%， 总承包
方与业主结算后支付至 95%。

否 是

21 客户 21 贵阳市

1980
年 12
月 15
日

法 人 控
股 2017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50%，
验收后支付至合同的 80%， 结算支付
至 95%，5%的质保金。

否 是

22 客户 22 太原市
1998
年 5 月
12 日

自 然 人
控股 2014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75%，
验收后支付至合同的 85%， 结算支付
至 95%，5%的质保金

否 是

23 客户 23 北京市
1980
年 12
月 9 日

法 人 控
股 2019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80%，
验收后支付至合同的 90%， 结算支付
至 95%，5%的质保金。

否 是

24 客户 24 运城市
2008
年 4 月
11 日

法 人 控
股 2012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75%，
结算支付至 85% 否 是

25 客户 25 昆明市
2016
年 4 月
19 日

法 人 控
股 2013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85%，
验收后支付至合同的 90%， 项目对外
移交后 7 日内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95%，
5%的质保金

否 是

26 客户 26 南通市 - - 2012 年 转 账/
票据

进场后支付 20%，完成三分之一工作量
后再支付 20%， 完成三分之二后支付
20%，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再付 20%，交
竣工资料 ， 结算经审计后付工作量的
95%

否 是

27 客户 27 银川市
2002
年 7 月
12 日

法 人 控
股 2015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支付工程量 70%工程款 ，结算
后支付至合同的 95% 否 是

28 客户 28 广州市 - - 2010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 支付已完工部分款项的 80%，
完工支付至 90%，结算支付至 95%，5%
的质保金

否 是

29 客户 29 成都市
2007
年 9 月
19 日

法 人 控
股 2018 年 转 账/

票据

施工时 ，完工里程牌后支付工程量 75%
-80%工程款 ， 验收后 支付 至 合 同 的
85%，结算后支付至 97%，3%的质保金

否 是

请天职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天职所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编制的《关于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专项说明》，检查与差错更

正相关的原始单据，复核会计调整分录，我们认为公司差错更正说明及依据充分恰当；
2、检查会计差错更正相关的工程项目结算单，复核测算工程项目结算金额与账面应收账

款、合同资产的差异，检查相关的工程合同、工程款收款单据；对相关的工程结算单项目情况实
施访谈，我们通过核查上述资料文件后认为会计差错更正是合理的；

3、对于调整应收账款涉及到的客户，我们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查询客户的工商信息，是
否与奇信股份系关联方， 我们核查后认为公司差错更正涉及的客户未与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
的判断是合适的；

4、对客户执行函证、访谈等审计程序，确认结算和应收账款(合同资产)金额是否正确；函证
比例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原
值合计 291,735.10 373,411.54 392,146.99 358,215.55 293,294.47

发函金额 216,043.83 191,283.01 217,528.30 223,258.90 155,592.61
发函金额占比 (%) 74.05 51.23 55.47 62.33 53.05
回函金额 66,189.28 145,347.84 159,663.33 160,486.45 32,819.02
回函金额占比 (%) 30.64 75.99 73.40 71.88 21.09
替代测试金额 149,854.55 45,935.17 57,864.97 62,772.45 122,773.59
替代测试占比 (%) 69.36 24.01 26.60 28.12 78.91

5、获取计划成本审批表，根据工程进度重新测算营业成本和应付账款，我们认为公司更正
后的计划成本审批表是合理的；

6、对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实施函证，检查函证的回函结果是否与账面记录一致。 对回函结
果不一致要查明原因，对由于财务记录错误的情况建议进行相应的会计差错更正，我们通过函
证情况与公司会计差错更正项目进行对比，公司已按照正确的金额入账。

二、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奇信股份按照账龄和往来对象列示各年度调整所涉及的应收账款、合同资

产、应付账款的具体金额及往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注册地、成立时间、股权
结构、与公司建立业务关系的时间、结算模式、信用政策、最近 5 年往来款项规模等，相关往来
对象调整前后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和应付款项规模，相关往来对象是否属于调减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涉及的主体范围，相关往来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披露是真实准确的，调减
相关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和应付款项的原因披露真实 , 相关项目均有真实的业务活动作为支
撑，前期不存在通过虚构购销业务来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情况。

（4） 结合会计差错更正科目、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 说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未对
2017-2020 年合并现金流量表、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进行更正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 请天职所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2017-2020� 年现金流量表编制方法为间接法，公司通过自查，追溯调整影响的科目为营业

收入、应交税费、应收账款，营业成本、应付账款、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 对于采用间接
法编制现金流量表而言，上述几个科目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中反应。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主营业务收入 + 应交税费（销项税额）+ 其他业务收入
+(应收票据期初余额 -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应收账款期初余额 -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预收
账款及合同负债期末余额 - 预收账款及合同负债期初余额 )- 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期末
余额，同时调整营业收入、应交税费、应收账款、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对上述公式总体
影响金额为零。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主营业务成本 +(存货期末余额 - 存货期初余额 )〕+ 应
交税费（进项税额）+ 其他业务支出(剔除税金)+(应付票据期初余额 -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 )+(应
付账款期初余额 -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 预付账款期初余额 )；同时调整
营业成本、应付账款，对上述公式总体影响金额为零。

综上所述， 追溯调整不会对 2017-2020� 年合并现金流量表、2017-2020� 年母公司现金流量
表产生影响。

天职所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编制的《关于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专项说明》，检查与差错更

正相关的原始单据，复核会计调整分录；
2、获取公司现金流量表编制方法说明，重新测算与会计差错更正相关的应收账款、合同资

产的减值准备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二、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影响 2017-2020 年合并现金流量表、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未

对其进行更正的具体原因是合理的。
（5） 请对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有关规定，说明你公司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否合规， 并结合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报表影响的广泛性说明你公司是否
需要披露更正后的 2017 年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等文件，如是，请说明具体
情况和时间安排。

公司回复：
前述会计差错更正是公司以前年度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能够获取或者预期能够取得

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而导致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第十二条“企业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重要的前期差错，但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
数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的规定，公司对前述会计差错进行了会计差错的追溯调整，并经公司
2022� 年 4 月 28� 日第四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的《立案告知
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720224 号），被立案调查。 公司对此进行自查以及必要的核查，2021 年
之前，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减值及款项收付方面存在账实不符的情况。 通过公司自查后，
对 2020 及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重述，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 年修订）第五条的规定，前述会计差错是由于前期
存在未及时将工程项目结算差异进行结项并账务处理导致的， 仅对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及相
关的报表项目产生影响， 各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营业收入占当年会计差错更正后合并财务报
表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均低于 2.30%，影响金额比较小，且调整后各年度均未改变盈亏性质，因
此公司认为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报表影响不具有广泛性， 因此仅需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
财务报表相关更正事项进行专项鉴证。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2020 年修订）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下列情形：…（二）公司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财务信息
存在差错，经董事会决定更正的；…”，第五条“公司对已经公布的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需要
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或对相关更正事项
进行专项鉴证。（一）如果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具有广泛性影响，或者该事项导致公司
相关年度盈亏性质发生改变，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更正后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的
审计报告；（二）除上述情况外，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仅对更正事项执行专项鉴证并出具专项鉴证
报告。 ”，因前述会计差错更正不具有广泛性，公司需要重述 2017-2020 年度财务报表，并聘请
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相关更正事项进行专项鉴证。 由于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
查，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尚未结案，公司预计在证监会立案结束后，连同结案的结论一起进行
报表的重述。

（6）天职所为你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请天职所
就担任公司年审会计师期间开展的审计工作出具专项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司财务错报风
险的评估情况，对涉及更正的财务报表科目采取的审计程序情况，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
恰当， 未能识别相关报表科目存在会计差错的原因， 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依据和恰当
性，出具年报问询函核查意见的恰当性，出具审计意见和年报问询函核查意见时是否知悉公司
存在需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审计执行过程中和审计意见出具后与公司的沟通情况，以及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等。

天职所回复：
(一 )天职所为你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请天职所

就担任公司年审会计师期间开展的审计工作出具专项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司财务错报风
险的评估情况

2017 年至 2020 年对公司财务错报风险的评估主要执行程序如下:
(1)了解和评价被审计单位整体层面内部控制
在执行风险评估程序和相关活动时，我们通过询问、查询、观察、分析等了解公司及其环

境，了解公司行业状况、法律环境与监管环境；了解公司股权结构及组织架构及管理层情况等；
了解公司的经营目标、战略以及相关经营风险、财务业绩的衡量及评价；了解并评估本年度会
计政策的选择及变更。

结论： 我们以往年度通过了解和评价被审计单位整体层面内部控制并未发现重大内部控
制缺陷。

(2)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以识别重大错报风险
1）通过询问管理层，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包括管理层对财务报表可能存在由于舞

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对舞弊风险的识别和应对过程；管理层就其对舞弊风险的识别
和应对过程向治理层的通报；管理层就其经营理念和道德观念向员工的通报等；

2）通过询问治理层、管理层和企业内部其他人员，以确定其是否知悉任何影响企业的舞弊
事实、舞弊嫌疑或舞弊指控等。 我们还通过询问参与财务报告过程的人员，了解会计核算和其
他调整相关的不恰当或异常活动；检查在报告期末作出的会计分录和其他调整；复核会计估计
是否存在偏向等程序，识别由于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的特别风险。

(3)对公司已调整后的审计报表执行分析性程序
对公司会计差错更正后的审计财务报表进行分析，与同行业报表指标进行分析，了解是否

仍存在异常情况。
(4)了解被审计单位业务层面内部控制
了解被审计单位差错更正涉及科目的主要内部控制控制流程。 通过询问、检查、穿行测试

等审计程序评价公司控制设计并确定控制缺陷情况，要求公司对缺陷进行及时整改。
(5)汇总风险评估识别的重大错报风险，召开审计项目组会议，讨论风险评估识别的重大错

报风险。
(6)风险评估报告
汇总风险评估识别的重大错报风险，并评价独立性、项目组成员派遣及项目组专业胜任能

力，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对可能导致错报的科目进行重点审计。
结论：我们以往年度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以识别重大错报风险，实施上述程序后

形成了风险评估报告，并对重大风险科目进行了重点关注。
综上，本所在 2017 年 -2020 年审计时，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11� 号———通

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要求实施了风险评估程序。
(二)对涉及更正的财务报表科目采取的审计程序情况，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恰当
我们对公司相关财务报表科目实施的审计程序说明如下：
1、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在执行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等项目及坏账准备审计时，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对合同审批管理、收入确认环节、应收账款回款等关键控制点进行内控测试；
(3)获取并复核往来账款明细表,对往来账款借贷方发生额进行对方科目分析，通过分析往

来账款发生额对方科目，检查是否存在经济业务异常的会计凭证;
(4)对当年度金额超过 100 万元以上的新增合同进行检查，内容包括合同签订日期、合同金

额、合同约定工期、本期确认收入金额、已确认收入占合同金额比例等，检查是否存在异常现
象。 经检查合同，公司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均为未达到付款期的工程项目；

(5)执行函证程序
1)根据资产负债表日应收账款明细表及函证样本量选取原则确定函证范围;
2)确定函证方式包括亲函、邮寄等，填写应收账款、合同资产询证函;
3)函证过程保持独立性，独立进行函证的收发；
4)根据回函情况编制往来账款函证结果汇总表，并评价函证结果及拟执行的进一步程序；
5)经统计公司母公司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发函及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原
值合计 291,735.10 373,411.54 392,146.99 358,215.55 293,294.47

发函金额 216,043.83 191,283.01 217,528.30 223,258.90 155,592.61
发函金额占比 (%) 74.05 51.23 55.47 62.33 53.05
回函金额 66,189.28 145,347.84 159,663.33 160,486.45 32,819.02
回函金额占比 (%) 30.64 75.99 73.40 71.88 21.09
替代测试金额 149,854.55 45,935.17 57,864.97 62,772.45 122,773.59
替代测试占比 (%) 69.36 24.01 26.60 28.12 78.91

注：发函金额占比 = 发函金额 / 原值金额、回函金额占比 = 回函金额 / 发函金额、替代测
试占比 = 替代测试金额 / 发函金额

公司承接项目主要为国家、省、市重点工程，客户在管理工程时都是委派项目部进行管理，
客户公司并不直接对接具体项目的直接承包商或供应商， 由于项目完工后甲方项目部人员流
动性较大，我们直接函证客户的法人公司时配合回函意愿较低，2017 年公司余额较大客户存在
甲方项目部人员流动较大情况，因此回函率相比其他年份有所下降。

6)对未回函的函证实施替代程序，包括检查相关支持性文件 (工程合同、中标通知书、开工
报告、工程进度产值表、结算书、发票及回款单据等)，以核查期末余额存在。 同时核查期后回款
情况，验证期末余额的存在；

(5)对往来账款账龄执行分析程序；
(6)评价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 预期信用损失的恰当性；
(7)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企业信息查询工具查询期末往来账款余额较大的客户诉讼情况，

判断客户是否存在重大异常信息，影响其偿债能力及持续经营；对于已诉讼或破产的客户，结
合判决情况及公司法务部门、 外聘律师对案件的判断， 作为单项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参考依
据；

(8)抽查大额往来账款的原始凭证，检查原始凭证是否齐全、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是否相
符、账务处理是否正确、是否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等项内容，检查的原始凭证包括工程月报
表、增值税发票、银行收款回单等；

(9)对应收账款期后进行回款测试。
综上，在审计奇信股份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和相关减值，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的要求执行了控制测试、实质性测试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从执行的审计程序结果，未发现重
大异常。

2、应付账款
在执行 2017 年 -2020 年度应付账款审计时，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应付账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对材料及劳务合同审批管理、成本确认环节、应付账款付款等关键控制点进行内控测

试;
(3)获取并复核往来账款明细表,对往来账款借贷方发生额进行对方科目分析，通过分析往

来账款发生额对方科目，检查是否存在经济业务异常的会计凭证;
(4)对当年度大额材料和劳务合同进行检查，内容包括合同签订日期、合同金额、合同约定

工期、本期确认收入金额、已确认收入占合同金额比例等，检查是否存在异常现象。 经检查合
同，公司应付账款除存在质量纠纷外，均属于正常欠款；

(5)执行函证程序
1)根据资产负债表日应付账款明细表及函证样本量选取原则确定函证范围;
2)确定函证方式包括亲函、邮寄等，填写应付账款询证函;
3)函证过程保持独立性，独立进行函证的收发；
4)根据回函情况编制往来账款函证结果汇总表，并评价函证结果及拟执行的进一步程序；
5)经统计公司母公司应付账款发函及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应付账款原值 41,039.67 60,439.16 64,199.04 43,676.05 53,312.94
发函金额 30,840.45 22,442.54 12,792.58 5,612.51 7,865.59
发函金额占比 (%) 75.15 37.13 19.93 12.85 14.75
回函金额 26,546.76 19,075.57 10,506.81 3,614.65 5,968.31
回函金额占比 (%) 86.08 85.00 82.13 64.40 75.88
替代测试金额 4,293.69 3,366.97 2,285.77 1,997.86 1,897.28
替代测试占比 (%) 13.92 15.00 17.87 35.60 24.12

注：发函金额占比 = 发函金额 / 应付账款原值；回函金额占比 = 回函金额 / 发函金额
公司 2019 年 -2021 年度发函率较低原因如下：
从 2019 年开始公司项目开始分散到全国各地，为节约项目成本，采取项目就近采购原则，

因此供应商开始分散；2019-2021 年度供应商数量分别是 2917 家、1683 家和 1940 家；
我们函证样本选取分层抽样原则，我们根据重要性水平选取了余额大于 100 万以上金额的

供应商进行函证，对于 100 万以下的供应商采取随机选取，随机抽样函证未发现异常将不会扩
大样本量。 2019 年 -2021 年度公司余额大于 100 万元的供应商分别是 84 家、54 家和 119 家，除
去与企业存在法律纠纷、供应商破产清算等因素外，发函分别为 64 家、35 家和 111 家。 我们对
100 万元以下供应商实施了分析程序、细节测试及期后付款测试后未发现异常，因此并未在扩
大发函范围，使得 2019-2021 年的函证比率较低。

6)对未回函的函证实施替代程序，包括检查相关支持性文件 (采购合同、采购订单、采购发
票、入库单据及付款单据等)，以核查期末余额是否存在。 同时核查期后付款情况，验证期末余
额的存在性；

(5)对往来账款账龄执行分析程序；
(6)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企业信息查询工具查询期末往来账款余额较大的供应商诉讼情

况，判断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大异常信息；
(7)抽查大额应付账款的原始凭证，检查原始凭证是否齐全、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是否相

符、账务处理是否正确、是否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等项内容；
(8)对应付账款期后进行付款测试。
经检查，在审计奇信股份应付账款时，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

控制测试、实质性测试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从执行的审计程序结果，未发现重大异常。
3、应交税费
在执行 2017 年 -2020 年度应交税费审计时，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或编制应交增值税明细表；
(2)检查被审计单位税费政策，检查税收优惠政策文件；
(3)取得被审计单位 2017-2020 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完税证明，与账面金额进行比对，检查是

否存在差异；
(4)编制应交增值税明细表，检查各期末应交增值税是否与申报表存在差异；
(5)对销项税进行测算，检查计提金额是否正确；
(6)对大额经济业务执行凭证检查程序，检查单据是否齐全。
经检查，在审计奇信股份应交税费时，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

控制测试、实质性测试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从执行的审计程序结果，未发现重大异常。
4、营业收入
在执行 2017 年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审计时，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销售与收款循环内控测试：
详见上述“(二)1、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2)实质性程序
1)获取或编制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表；
2)询问了解被审计单位的销售模式或经营模式，检查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是否与附注政策

披露一致，是否符合准则的规定。 关注前后期是否保持一致；
3)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对各个年度超过审计重要性水平的项目进行单项分析，分析项目

毛利率，当年完工产值是否准确；
4)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选择主要客户函证当期销售额；
5)选取样本对收入执行细节测试，检查收入确认的原始单据是否真实、完整；
6)对重大收入项目进行盘点及走访；
7)选取临近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收入确认凭证执行截止测试，检查收入确认是否存在跨期

情况。
经检查，在审计奇信股份营业收入时，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

控制测试、实质性测试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从执行的审计程序结果，未发现重大异常。
5、营业成本
在执行 2017 年 -2020 年度营业成本审计时，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采购与付款循环内控测试、工程施工循环测试；
(2)获取或编制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表；
(3)抽取金额较大的项目，分析项目实际成本和预算成本的差异并结合项目收入分析项目

的毛利率是否存在异常；
(4)检查当期结转营业成本金额的准确性，包括检查当期领取工程材料及劳务成本较大的

项目对应的相关原始单据，包括施工结算单、结算发票、材料出库单等，并与账面确认的项目成
本进行核对；

(5)结合营业收入截止测试及存货截止测试检查营业成本是否存在跨期情况。
经检查，在审计奇信股份营业成本时，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

控制测试、实质性测试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从执行的审计程序结果，未发现重大异常。
6、资产减值损失 / 信用减值损失
(1)获取或编制资产减值损失 / 信用减值损失明细表；
(2)结合应收账款 /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 预计信用损失计提、存货减值准备等科目的审

计，执行重新计算程序，完成“资产减值损失 / 信用减值损失核对表”并与相关科目交叉索引；
(3)检查被审计单位是否在资产负债表日将各项资产减值计提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 信用减

值损失， 以及对于流动性资产及相关可以转回的资产减值损失 / 信用减值损失进行恰当会计
处理，检查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准则规定；

(4)检查资产减值损失 / 信用减值损失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

恰当列报和披露。
经检查，在审计奇信股份资产减值损失 / 信用减值损失时，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 的要求执行了控制测试、实质性测试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从执行的审计程序结果，未
发现重大异常。

综上所述，我所在审计时，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必要的审计程
序，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发表了审计意见。

(三)未能识别相关报表科目存在会计差错的原因，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依据和恰当
性，出具年报问询函核查意见的恰当性，出具审计意见和年报问询函核查意见时是否知悉公司
存在需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

1、未能识别相关报表科目存在会计差错的原因
本所就 2017 年 -2020 年度更正的财务报表科目事项向公司进行了了解， 查看调整的相关

资料并进行复核。 主要内容为：
2022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证监会”)的《立案告知

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720224 号)，被立案调查。 公司对此进行自查以及必要的核查，在梳理
前期项目资料，并通过与客户进行对账后，了解到部分项目 (详见三、 (二 )客户明细及项目情况 )
前期存在未及时将工程项目结算差异进行结项并账务处理的情况，受该事项影响，对公司前期
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的相关科目调整。

前期财务部是根据甲方确认的付款审批表、竣工结算单以及回款确认收入，因有时工程部
门收到甲方确认的付款审批表、竣工计算单时未及时交给财务部，在年底结账时财务部误以为
没有收到上述收入确认的资料，故未进行收入确认，等工程部交给财务时，已造成跨期，导致收
入确认的期间不准确，又因成本是按完工进度确认的，营业收入和应收账款追溯调整后，累计
已完成工作量发生变化导致完工进度发生变化，故调整相应项目的营业成本及应付账款、以前
年度在项目完工时点收入及成本存在不准确的情况。 现任管理层在重新梳理原项目执行情况
时，以获得新的证据对以前年度的收入、成本等科目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们是基于风险导向的原则进行审计工作的， 按照风险导向审计的要求对相关重大错报
风险进行风险应对，因审计的固有限制和抽样审计难以对公司所有交易和事项全面覆盖，导致
上述差错调整未能发现。 追溯调整科目调整合计金额占比较小，2017-2020 年资产调整金额占
未调整前金额为 1.24%、2.62%、2.77%和 3.28%； 净资产调整金额占未调整前金额为 1.16%、
1.37%、2.21%和 6.30%，净利润调整金额占未调整前金额为 15.12%、3.55%、23.90%和 7.88%，调
整后并未导致公司由盈利转为亏损的状态。

2、2017 年 -2020 年审计意见情况
我所承接奇信股份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年报审计工作，对奇信股份

管理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编制的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
关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保持了合理的职业怀疑，但由
于审计工作的固有限制，我们无法发现原管理层有意隐瞒相关事项导致的错报或舞弊行为。

3、2017 年 -2020 年年报问询及回复情况
(1)2017 年
奇信股份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深圳市奇

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325 号)。 我所会同奇
信股份， 对问询函中提到的问题逐项落实并出具《关于对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天职业字[2018]9411-7 号)回复。

1)问询函问题 2：请逐项、详细说明报告期内未完工项目的进展情况，包括项目名称、项目
金额、工期、完工百分比、本期及累计确认收入、回款情况、 应收账款余额。 项目进展与合同约
定出现重大变化或者重大差异的，请说明原因。 如存在项目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 10%以上的重大项目，请补充披露相关情况。

回复：我们根据差错更正后的项目情况对问询函的问题进行了复核，2017 年不存在未完工
项目金额占当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10%以上的重大项目， 公司 2017 年度共有未完工项目 302�
个，未完工项目本期确认收入 195,410.31 万元，本期确认收入 1,000� 万元以上项目共 62 个，
金额为 156,347.86� 万元（占本期未完工项目确认收入比为 80.01%），其中前十名未完工项目
本期确认收入金额为 59,366.32� 万元（占本期未完工项目确认收入比为 30.38%）。 本次差错更
正调整的 2017 年度项目均未涉及问询函中披露项目。

核查程序：我们根据最新取得的项目产值资料复核了相关项目的情况，同时与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进行了核对；选取了工程项目合同、施工资料、产值确认资料等
进行复核。

核查意见：我们认为公司 2017 年度回复函如实说明了未完工项目的真实情况，公司根据年
末获取的相关资料按照完工百分比法对未完工项目确认的收入是合理的。

2)问询函问题 3：请逐项、详细说明报告期内已完工未结算项目的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合
同金额、已办理结算的金额、已完工未结算的余额，并说明是 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情
况、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以及相关项目结算是否存在重大风险、长期未
结算的原因及预计损失。

如存在项目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0%以上的重大 项目， 请补充
披露相关情况。

回复：我们根据差错更正后的项目情况对问询函的问题进行了复核，2017 年不存在已完工
未结算项目金额占当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10%以上的重大项目， 公司报告期内已完工未结算项
目 302 个，已办理结算的金额 259,523.01 万元，已完工未结算的资产余额为 18,404.87 万元，已
完工未结算资产余额超过 100 万的项目 42 个，金额为 11,218.42 万元（占已完工未结算的余额
比为 60.95%）， 其中前十名已完工未结算余额为 5,707.26 万元（占已完工未结算的余额比为
31.01%），本期差错更正调整的 2017 年度项目均未涉及问询函中披露项目。

核查程序：我们根据差错更正后的项目情况复核了问询函相关项目的情况，同时与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进行了核对；对已完工尚未结算的项目复核项目的合同、施
工进度表、工程计量表，并复核当年向发包方(客户)函证情况。

核查意见：我们认为公司 2017 年度已完工但尚未结算项目的情况是真实的，公司根据获取
的相关资料按照完工百分比法对相关项目确认的收入是合理的。

4)问询函问题 4：你公司建造合同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合同完工进度按完工百分
比根据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定。 请说明合同预计总工作量
的计算方法，确认合同完工进度的依据。

回复：累计已完成工程量系已完成的工程量对应的总金额，由于装饰工程是由多项可以具
体测定工作量的分项工程组成，比如墙面刷漆按面积计算，铺设地板按面积计算，安装开关按
个计算，公司根据分项工程完成的工作量和约定的单价换算成金额，各分项工程金额累计数即
为已完成工程量。 项目部根据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按期编制工程进度表、 工程量计量表（或清
单），经技术结算部审核后，并于期末或合同约定的工程量审核周期末将经技术结算部审核通
过的工程进度表、工程款申请表、工程量计量表（或清单）等材料报送甲方或监理方，甲方或监
理方对工程进度及工程量进行确认。 财务部将经甲方或监理方确认的已完成工程量作为计算
完工进度的依据。

核查程序： 我们对公司预计总工作量的计算以及确认合同完工进度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
计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解、评估及测试；选取建造合同样本，将预计总工作量与相应的工程施
工合同、招标文件等进行比较，对预计总工作量的计算过程进行复核；选取建造合同样本，检查
经甲方或监理方确认的工程量计量表或工程进度表； 取得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收入记账凭证
及经甲方或监理方确认的工程量计量表或工程进度表， 检查经甲方或监理方确认的工程量计
量表或工程进度表日期与记账日期是否归属于同一会计期间；获取合同执行情况表，根据累计
己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重新计算完工百分比，复核完工百分比的准确性，

核查意见：我们认为公司当时预计工作量的计算方法是合理的，确认合同完工进度的依据
是充分的。 经核查，2017 年度部分项目在项目完工时尚未取得甲方认可的竣工验收报告或结算
文件，公司按照合同金额或已向甲方申报的产值计量表、结算单确认收入。 由于项目最终产值
需要经过甲方相关部门的审核后确认，最终审核后的产值与合同金额存在差异，且审核结算耗
时较长，导致最终确认结算金额的期间与提供装修服务的期间存在错配、在项目完工时点收入
及成本存在不准确的情况。 现任管理层在重新梳理原项目执行情况时，以获得新的证据对以前
年度的收入、成本等科目进行相应的调整是合理的。

5)问询函问题 5：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33.40 亿元，请说明：
(1)销售已确认收入金额和回款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结合收入确认、回款政策等详细分

析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公司销售已确认收入金额和回款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公司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装

饰工程施工，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与工程款结算方式密切相关，符合建筑装饰行业特点。 公司工
程施工合同的收入确认采用完工百分比法，按照经确认的已完工工程量计算完工进度，再根据
完工进度及合同总收入计算应确认的应收账款。

核查程序：
①对应收账款执行了函证、测试等程序，对主要项目和客户进行实地盘点和走访，确认期

末应收账款余额的准确性；
②查询了主要项目业主的工商资料和其他社会信用信息， 取得公司信用政策制度及对主

要客户信用期的审核记录、销售合同；核查主要客户的实际收款情况，与合同收款期进行核对，
对期后收款情况进行核查；

③核查了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并与同行业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进行比对，检查是
否存在重大异常，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否充分；

④分析应收账款的账龄，复核账龄划分是否正确，并按照公司坏账准备政策复核期末计提
的坏账准备余额是否充分。

核查意见：我们在执行了上述核查程序后，认为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原因解释是合理
的，公司按照完工百分比法根据合同总金额确认了应收账款和收入。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核减应
收账款的项目主要是存在验收后甲方对公司实际施工产值存在核减项等情况，2021 年公司在
与甲方进行对账的基础上根据取得的最新的结算资料对当期应收账款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2)2020 年
奇信股份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对深圳市奇

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409 号)。 我所会同奇信股
份， 对问询函中提到的问题逐项落实并出具《关于对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
报的问询函》(天职业字[2021]25533-4 号)回复。

1)问询函问题 1：年报显示，你公司主要从事建筑装饰设计与施工，收入确认原则为按照产
出法确定履约进度，即根据累计已履约的合同工程量 / 预计总工程量确定。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
针对工程建造合同收入确认履行的审计程序，包括分析性程序中毛利率等指标与历史同期、同
行业公司相比是否存在异常， 审计程序中营业收入样本选取数量及比例， 是否与相应工程合
同、结算单、回款情况相一致。

回复： 我们针对工程建造合同收入确认履行的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①了解、评估并测试与收入确认、计划成本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②对收入实施分析性程序，与历史同期、同行业的毛利率进行对比，分析毛利率变动情况，

复核收入确认的合理性；与历史同期的毛利率对比，公司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5.49%,�
2019 年度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17.43%,� 2020 年度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11.94%。 与同行业公司
(选取广田集团、洪涛股份、瑞和股份、美芝股份的建筑装饰板块毛利率 )对比，公司 2020 年度建
筑装饰板块毛利率为 5.49%,同行业公司 2020� 年度建筑装饰板块平均毛利率为 11.48%,其中美
芝股份 2020 年度建筑装饰毛利率为 8.82%,公司与美芝股份较为接近。

③选取 62 个重要工程项目 (占工程建造合同收入金额比例为 66.83%)的工程资料，包括工
程合同、项目计划成本、工程量计量表或工程进度表、验收报告、决算报告、回款单据等，与账务
记载信息进行核对；选取 91 个重要工程项目(占工程建造合同收入金额比例为 69.71%),向项目
发包方(即客户)函证合同执行情况，包括结算情况、回款情况等，核实和项目发包方 (即客户 )确
认的已完工工作量(履约进度)是否相符；

④选取 21 个重要工程项目 (占工程建造合同收入金额比例为 35.25%)，作为样本执行项目
现场查看程序，通过观察、询问、检査施工现场项目施工进展资料等程序，核实项目履约进度；

⑤获取主要工程项目合同执行情况的台账，根据累计已履约的合同工程量 / 预计总工程量
重新计算履约进度，复核公司主要工程项目履约进度的准确性。

⑥复核按项目核算的合同履约成本是否按料、工、费进行正确归集，料、工、费比例是否正
常，检查工程项目的料工费投入情况，复核是否与累计已履约的工程量相匹配。

核查意见：我们在执行上述程序后，认为公司 2020 年毛利率与同行业变化趋势一致，公司
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依据主要是甲方确认的工程量确认单或竣工结算报告等资料，
同时成本按照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进行核对，根据实际工程量进行暂估。 本次差错更正涉及项
目主要是存在验收后甲方对公司实际施工产值存在核减项等情况， 项目部未及时将项目核减
的情况传递到公司财务部，2021 年公司根据取得的最新的产值结算资料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综上所述，我所在以前年度出具审计意见和年报问询函核查意见时，我们并不知悉公司存
在需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 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必要的审
计程序，保持了合理的职业怀疑。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主要系以前年度业务部门对账、甲方回函
信息、工程业务资料不准确导致，由于审计工作的固有限制以及工程项目产值确认、对账的滞
后性， 以前年度我们在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后仍然未能发现存在错报或需进行会计差错更
正的事项。

(四)� 审计执行过程中和审计意见出具后与公司的沟通情况，以及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1、审计执行过程中和审计意见出具后与公司的沟通情况
(1)2017 年度
1)2018 年 2 月 25 日， 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分别与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就

2017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审计计划、审计小组人员安排、审计重点关注领域等
进行沟通。

2)2018 年 2 月 25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治理层，就审计范围和时间以及
注册会计师、治理层和管理层各方在财务报表审计中的责任等进行沟通。

3)2018 年 2 月 25 日， 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高管就公司整体经营情
况、本年度审计工作大致安排进行了沟通。

4)2018 年 3 月 31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分别与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就审计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初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听取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对沟通事项的意见。

5)2018� 年 3 月 31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治理层，就内控制度、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重要性水平、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初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听取治理层
就初步审计意见的意见。

6)2018� 年 3 月 31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高管就内控制度、重要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财务报表的披露、子公司的管理、重要性水平、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初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

(2)2018 年度
1)2019 年 2 月 14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分别与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就 2018�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审计计划、审计小组人员安排、审计重点关注领域等进行
沟通。

2)2019 年 2 月 14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治理层，就审计范围和时间以及
注册会计师、治理层和管理层各方在财务报表审计中的责任等进行沟通。

3)2019 年 2 月 14 日， 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高管就公司整体经营情
况、本年度审计工作大致安排进行了沟通。

4)2019 年 3 月 20 日， 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审计委员会， 就审计进展进行了沟
通。

5)2019 年 3 月 20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分别与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就审计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初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听取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对沟通事项的意见。

6)2019 年 3 月 20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治理层，就内控制度、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重要性水平、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初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听取治理层
就初步审计意见的意见。

7)2019 年 3 月 20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高管就内控制度、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财务报表的披露、子公司的管理、重要性水平、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初
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

(3)2019 年度
1)2020 年 1 月 5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分别与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就 2019�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审计计划、审计小组人员安排、审计重点关注领域等进行
沟通。

2)2020 年 1 月 5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治理层，就审计范围和时间以及
注册会计师、治理层和管理层各方在财务报表审计中的责任等进行沟通。

3)2020 年 1 月 5 日， 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高管就公司整体经营情
况、本年度审计工作大致安排进行了沟通。

4)2020 年 4 月 26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分别与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就审计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初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听取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对沟通事项的意见。

5)2020 年 4 月 26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治理层，就内控制度、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重要性水平、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初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听取治理层
就初步审计意见的意见。

6)2020 年 4 月 26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高管就内控制度、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财务报表的披露、子公司的管理、重要性水平、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初
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

(4)2020 年度
1)2020 年 1 月 26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分别与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就 2019�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审计计划、审计小组人员安排、审计重点关注领域等进行
沟通。

2)2020 年 1 月 26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治理层，就审计范围和时间以及
注册会计师、治理层和管理层各方在财务报表审计中的责任等进行沟通。

3)2020 年 1 月 26 日， 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高管就公司整体经营情
况、本年度审计工作大致安排进行了沟通。

4)2020 年 4 月 23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分别与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就审计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初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听取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对沟通事项的意见。

5)2020 年 4 月 23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治理层，就内控制度、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重要性水平、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初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听取治理层
就初步审计意见的意见。

6)2020 年 4 月 23 日，我所负责奇信股份年审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高管就内控制度、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财务报表的披露、子公司的管理、重要性水平、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初
步审计结果等进行沟通。

2、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针对公司建筑装饰项目存在收入与成本确认不准确的情况，我们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与收入确认、计划成本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2)评价装饰工程业务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会计政策是否适当；
(3)对收入实施分析性程序，与历史同期、同行业的毛利率进行对比，分析毛利率变动情况，

复核收入确认的合理性；
(4)选取营业收入样本，检查合同和项目计划成本等资料，评估管理层对预计总收入和预计

总成本的估计及依据是否充分、合理，评估已完工未结算工程成本的可回收性；
(5)选取营业收入样本，向项目发包方 (即客户 )函证合同执行情况，包括结算情况、回款情

况等，核实和项目发包方(即客户)确认的已完工工作量(履约进度)是否相符；
(6)选取营业收入样本，执行项目现场查看程序，通过观察、询问、检查施工现场项目施工进

展资料等程序，核实项目履约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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