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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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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

的《关于对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 第 302 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经核查，公司现就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公告显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年 5月 31日，根据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标的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账面值为 7,575.80万元，评估值为 53,531.80万元，增值 45,956.00万元，增值率为 606.62%。 此次
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原因主要系无形资产-采矿权评估增值 57,953.11 万元， 主要是由于标的公司账
面价值评估增值所致。 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的具体情况、评估方法、主要评估过程、评估增值原因及合理性，并进一步
分析本次收购对价是否公允、合理；

回复：
（一）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的具体情况
标的公司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磷矿加工及销售企业， 主要资产为保康竹园沟矿业有

限公司竹园沟磷矿。 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于 2006年 11月 16日首次以申请在先方式取得湖北省
保康县竹园沟矿区重晶石普查探矿权，勘查单位为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以下简称：“化
勘院”），勘查许可证号为 4200000610350。 2009 年 1 月，进行了探矿权变更和延续，勘查许可证号为
T42100800103000741，勘查矿种为重晶石及磷矿。 2010年 10月，“化勘院”提交了《湖北省保康县竹园
沟矿区磷矿普查报告》，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以“鄂土资储备字[2011]5号”文予以认定。 2011年 5月取得
竹园沟矿区磷矿重晶石详查探矿权，勘查许可证号 T42120080103000741，有限期至 2013年 5月。2011
年 12月，“化勘院”提交了《湖北省保康县竹园沟矿区磷矿详查报告》，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以“鄂土资储
备字[2012]51 号”文予以认定。 2013 年 3 月取得竹园沟矿区磷矿重晶石勘探探矿权，勘查许可证号
T42120080103000741，有限期至 2015年 3月。2014年 2月“化勘院”提交了《湖北省保康县竹园沟矿区
磷矿勘探报告》，查明矿区开采矿种为磷矿；控制资源量 9050.30 万吨，该矿矿区面积为 3.508 平方公
里，P2O5矿物量 2256.51万吨，平均品位 24.93%，开采深度：+397 米至+177 米。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以

“鄂土资储备字[2015]004号”文予以认定。2015年、2017年分别申请办理了探矿权保留，勘查许可证编
号为 T42120080103000741， 有限期至 2019年 6月；2018 年 9 月向自然资源部申请划定矿区范围，自
然资源部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以“自然资矿划字[2019]019 号”文下达划定矿区范围批复。 2022 年 2
月，取得了竹园沟矿区磷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4200002022026111000023。 证载情况如下：

采矿权人：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名称：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竹园沟磷矿；
开采矿种：磷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180.00万吨/年；
矿区面积：3.508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伍年，自 2022年 2月 25日至 2027年 2月 25日；
矿区范围：由 5个拐点坐标圈定，见下表：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号
拐点坐标（CGCS2000坐标系）

拐点号
拐点坐标（CGCS2000坐标系）

X Y X Y

1 3482948.04 37511084.62 4 3480886.04 37513012.62

2 3482948.04 37511664.62 5 3480885.04 37511085.62

3 3482256.04 37513011.63 备注：井巷工程标高 1350米至 25米

开采标高：+397米至 +177米

该矿目前处于在建阶段，资源储量未动用。
（二）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的评估方法与主要资产评估过程
1.标的公司股权评估方法
本次股权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思路及公式如下：
（1）评估思路：在评估各单项资产和负债后合理确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计算公式：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各单项资产评估值之和－负债评估值
（3）各项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1）流动资产
①货币资金：通过核查银行对账单及余额调节表，并对银行存款进行函证，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

定评估值。
②债权类资产（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借助于历史资料和评估中调查了解的情况，通过

核对明细账户， 发询证函或执行替代程序对各项明细予以核实。 根据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
值。

对于各种预付款，则根据所能收回的相应货物形成资产或权利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评估中确定为无法收回的其他应收款，有确凿证据，评估为零值；未取得有效证据的，对预计的坏

账损失采用账龄分析的方法，在扣除预计可能发生坏账的基础上，按预计可能收回的金额，得出评估
值。

③存货的评估：委估企业的存货主要存货为在库周转材料。 依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存货清单，评
估人员会同企业相关人员核实有关的购置发票和会计凭证，对各类存货进行抽查盘点，现场勘察存货
的仓储情况，了解仓库的保管、内部控制制度。 在此基础上，对委托评估的在库周转材料进行评估。

在库周转材料的评估： 由于企业在库周转材料周转较慢， 对外购在库周转材料的评估采用市场
法。 按清查核实后的数量乘以现行市场购买价，再考虑合理的运杂费、损耗、验收整理入库费等合理费
用后得出评估值。 对于存在有毁损、锈蚀、超储呆滞情况的原材料，在充分考虑其经济性贬值和功能性
贬值后以其可变现价格为评估值。

④其他流动资产的评估：借助于历史资料和评估中调查了解的情况，通过核对明细账户及相关资
料，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2）电子设备、车辆
电子设备、车辆的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法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3）在建工程的评估
评估范围内的在建工程，工程款项正常支付，可将实际支付工程款项中的不合理费用剔除，再按

照各类费用的价格变动幅度进行调整，得出在建工程评估值。
4）无形资产的评估
本次申报评估的无形资产为采矿权。
本次采矿权的评估结果引用德寰（湖北）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
5）其他非流动资产的评估
借助于历史资料和评估中调查了解的情况，通过核对明细账户及相关资料，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

定评估值。
6）负债的评估
负债评估值根据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被评估单位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认。 对于负债

中并非实际负担的项目按零值计算。
2.标的公司主要资产评估方法与评估过程
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为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竹园沟磷矿采矿权， 由于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具

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且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提
供的设计的技术参数以及财务经济资料可供参考利用。 因此，评估人员认为该采矿权资料基本齐全、
可靠，现有报告和有关数据基本达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可采用该方法进行评估。

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的有关规定，确定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
法。 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CI—CO）t———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1）评估参数的确定
本项目评估技术经济指标的选取，主要参考《采矿许可证》（证号：C4200002022026111000023）、湖

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湖北省保康县竹园沟矿区磷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鄂土资
储备字[2015]004号）及其评审意见书（鄂土资矿评[2015]004号）、《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竹园沟磷
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河北寰球工程有限公司，2019 年 8 月）及其专家审查意见（2019 年 6 月）、
《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竹园沟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投资与技术经济评价修订）》（河北寰
球工程有限公司，2021年 10 月）、《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和评估人员调
查收集合平时积累的资料。

1.1评估所依据资料的评述
①对《勘探报告》的评述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编写的《湖北省保康县竹园沟矿区磷矿勘探报告》，详细查明

了矿区范围内地层、构造活动特征，工程控制范围内矿体，赋存规律、形态、产状、规模及矿石质量等特
征。 基本查明了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条件，利用推荐的工业指标根据样品分析结果对矿
体进行圈定，估算矿区内磷矿资源储量，估算资源储量方法正确；参数确定基本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
果较可靠。《勘探报告》符合有关规范要求，通过了主管部门评审备案。根据评估准则要求，可以作为本
次评估的基础依据。

②对《开发利用方案》的评述
河北寰球工程有限公司依据相关设计规范及国家产业政策等编写的《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

竹园沟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19.08） 并通过了自然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组织的评
审。此后因投资和经济发生了较大变化，2021年 10月河北寰球工程有限公司对《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
公司竹园沟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中的投资与技术经济评价部分进行了修订，出具了《保康竹
园沟矿业有限公司竹园沟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投资与技术经济评价修订）》（2021.10）。

《开发利用方案》根据矿床赋存条件，合理圈定了开采境界，确定了矿产资源设计利用储量和开采
储量，确定了矿床的开采方法、开拓方式和生产规模，对相关开采技术指标进行了设计；《开发利用方
案修订》根据矿石性质确定了产品方案，根据建设规模和建设条件，对矿山建设进行了投资估算，并对
矿山未来的生产成本费用及经济效益进行了初步分析评价。

经类比，该方案编制内容较完整、方法基本合理，《开发利用方案修订》设计的技术参数与当前类
似矿山平均生产力水平相近，经济参数选取比较合理，项目经济可行，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指标选取
的依据或基础。

1.2资源储量参数的确定
1.2.1保有资源储量
①储量评审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勘探报告》及其评审备案证明（鄂土资储备字 2015]004号），在评估范围内，截至储量评审基

准日， 该矿估算 Ph2
2、Ph2

1、Ph1
3 磷矿层（111b）+（122b）+（333） 资源储量 9050.30 万吨，P2O5 平均品位

24.93%。 其中（111b）1426.90万吨，P2O5 平均品位 25.99%；（122b）3913.40万吨，P2O5 平均品位 24.38%；
（333）3710.00万吨，P2O5 平均品位 25.10%。

Ph2
2 矿层：资源储量 5811.50万吨，P2O5平均品位 26.16%。其中（111b）1093.00万吨，P2O5平均品

位 27.30%；（122b）2473.00万吨，平均品位 25.49%；（333）2245.50万吨，P2O5平均品位 26.34%。
Ph2

1 矿层：资源储量 2923.40万吨，P2O5平均品位 23.12%。其中（111b）333.90万吨，P2O5 平均品位
21.67%；（122b）1440.40万吨，P2O5 平均品位 22.51%；（333）1149.10万吨，P2O5 平均品位 24.31%。

Ph1
3 矿层：（333）315.40万吨，P2O5 平均品位 18.74%。

②《开发利用方案》参与设计的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Ph1

3 矿层目前开采不经济，没有设计利用，本次评估 Ph1
3 矿层资源储量未参

与评估计算。 故本项目参与评估计算的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为 8734.90万吨（计算式：9050.30－315.40)），
P2O5 平均品位 25.14%。

③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该矿目前处于在建阶段，资源储量未动用。
④评估基准日参与设计的保有资源储量
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2022年 5月 31日） 矿区范围内参与设计的保有磷矿石资源储量为 Ph2

2、
Ph2

1 磷矿层（111b）+（122b）+（333）资源储量 8734.90 万吨、P2O5 平均地质品位 25.14%，其中：Ph2
2 磷矿

层（111b）+（122b）+（333） 资源储量 5811.50 万吨、P2O5 平均地质品位 26.16%，Ph2
1 磷矿层（111b）+

（122b）+（333）资源储量 2923.40万吨、P2O5 平均地质品位 23.12%。 详见下表。
评估基准日参与设计的保有资源储量一览表

范围

《勘探报告》保有资源储量 评估基准日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资源储量类型 矿石量
（万吨） 地质品位（%） 矿石量

（万吨）
地质品位
（%）

Ph21矿层

111b 333.90 21.67 333.90 21.67

122b 1440.40 22.51 1440.40 22.51

333 1149.10 24.31 1149.10 24.31

小计 2923.40 23.12 2923.40 23.12

Ph22矿层

111b 1093.00 27.30 1093.00 27.30

122b 2473.00 25.49 2473.00 25.49

333 2245.50 26.34 2245.50 26.34

小计 5811.50 26.16 5811.50 26.16

Ph13矿层
333 315.4 18.74

在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不具备开采价值，暂不设计利用

小计 315.40 18.74

全矿区

111b 1426.90 25.99 1426.90 25.99

122b 3913.40 24.38 3913.40 24.38

333 3710.00 25.10 3394.60 25.65

1.2.2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规定，计算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时，对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应结

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预）可行性研究或矿山设计进行项目经济合理性分析后分类处理：
①经济基础储量/探明资源量，属技术经济可行的，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②探明的或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探明资源量和（332）/控制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
③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推断资源量可参考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确定可信度

系数；矿山设计文件中未予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作规定的，可信度系数可考虑在 0.5～0.8范围内取值。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考虑可信度系数 0.7，则：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111b）基础储量＋∑（122b）基础储量＋∑（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
＝1426.90+3913.40+3394.60×0.7
＝7716.52（万吨）
经重算 P2O5 地质品位为 25.07%。
其中：Ph22 磷矿层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5137.85 万吨，P2O5 平均地质品位 26.14%；Ph2

1 磷矿层评
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2578.67万吨，P2O5 平均地质品位 22.96%。

1.2.3开采技术指标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设计对矿区边界、副井及盲主井留设永久保安矿柱，1300 回

风竖井留设永久保安矿柱和保护性开采带。 保护性开采带占用竹园沟磷矿保有资源储量（111b+122b）
442.95 万吨，经可信度系数调整后可利用资源储量 442.95 万吨（可回收 50%），其中：Ph2

2 矿层 332.02
万吨，Ph2

1 矿层 110.93 万吨。 各类预留保安矿柱占用竹园沟磷矿保有资源储量（111b+122b+333）为
607.08万吨，经可信度系数调整后可利用资源储量为 406.07 万吨，其中：Ph22 矿层 309.72 万吨，Ph21
矿层 96.35万吨。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设计采矿回采率：Ph22 矿层 73.16%，Ph21 矿层
77.44%；矿石综合贫化率 4.61%；磷矿原矿生产规模 180.00万吨/年。

[说明：《开发利用方案》，P53“预留保安矿柱占用储量表”中 Ph21 矿层（333）类矿量分项数据之和
（333.5＋1328.3＝1661.8）与小计数据 779.0不一致，本次评估 Ph21 矿层预留保安矿柱占用（333）类资源
量数据以《开发利用方案》P52-53文字描述部分为准，即取小计数据 779.0千吨，特此说明。 ]

1.2.4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调整后））×采矿回采率＋设计保护性开采带占用资

源储量×50%
经计算，Ph22矿层可采储量=（5137.85－332.02－309.72）×73.16%＋332.02×50%=3455.36 万吨，P2O5

地质品位为 26.11%；
Ph21 矿层可采储量=（2578.67－110.93－96.35）×73.16%＋110.93×50%=1891.87 万吨，P2O5 地质品

位为 22.93%；
综上，本次评估可采储量 5347.23万吨（计算式：3455.36＋1891.87），P2O5平均品位 24.98%。
采出矿石量 5605.65 万吨（计算式：5347.23÷（1－4.61%）），出矿品位 23.83%（计算式：24.98%×（1－

4.61%））。
其中基建期采出矿石量 158.75万吨，生产期采出矿石量 5446.90万吨。
1.3采矿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其专家意见，设计采用地下开采。 采用竖井（副井、盲主井）开拓、中段溜

井+石门电机车运输方案，中段主要采用铲运机出矿，局部超过铲运机合理运距时，采用铲运机配合井
下无轨卡车出矿。 人员、材料、设备通过陈家沟隧道、副井、180米井底车场、脉内斜坡道到达各中段工
作面。

采矿方法采用条带式充填采矿法和预控顶房柱采矿法采矿，单翼对角式机械通风，机械排水，全
层开采。

1.4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该矿产品方案为原矿（矿石经粗碎后块度不大于 180 毫米），所生产矿石直

接供给化工厂生产磷肥。 本次评估据此确定产品方案为磷矿石原矿（P2O5平均品位 23.83%）。
1.5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对在建矿山的采矿权评估，应依据审批或评审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或者管理部门核准的生产能力文件等确定生产能力。
《采矿许可证》（证号：C4200002022026111000023） 载明的生产规模为 180.00 万吨/年，《开发利用

方案》设计磷矿石生产规模为 180.00万吨/年。 根据该矿区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及其开采技术经济条件，
评估人员综合认为该生产能力是合适的， 故本评估项目将矿山的生产能力确定为年产磷矿石 180.00
万吨。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建设期副产矿石量 158.75 万吨（建设期第三年至第六年每年 39.69 万吨）；
试生产期两年，第一个年度产量 90 万吨，第二个年度产量 120 万吨；减产至结束时间 1 年，即最后一
个年度产量按达产期 50%产量 90万吨计。

据以上条件分析确定矿山服务年限，服务年限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Q—矿山可采储量，5347.23万吨；
A—矿山生产规模，180.00万吨/年
ρ—矿石贫化率，4.61%；
则：评估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

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基建期 6 年，故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37.59 年，其中基建期 6 年，生产期
31.59年。

1.6销售收入的确定
1.6.1销售收入计算公式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磷矿石原矿（P2O523.83%）。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假设生产的产品全

部销售，则销售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年销售收入=∑年产品产量×销售价格
1.6.2矿产品价格
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矿产品价格确定应遵循以下基本原

则：①确定的矿产品计价标准与矿业权评估确定的产品方案一致；②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一般应是
实际的，或潜在的销售市场范围市场价格；③不论采用何种方式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其结果均视
为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结果；④矿产品市场价格的确定，应有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
分析未来变动趋势，确定与产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矿产品市场价格。

矿产品市场价格确定的基本方法有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 定性分析是在获取充分市场价格
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经验对价格总体趋势的运行方向作出基本判断的方法。 定量分析是在对获取充分
市场价格信息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预测方法，对矿产品市场价格作出的数量判断。 定量分析的方法
通常有：A、回归分析预测法：市场价格与其影响因素之间一般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回归分析是通过对
价格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处理，研究、确定价格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相关关系的方法。 B、时间序列分
析预测法是：根据历史价格监测数据，寻找其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建立时间序列模型，以此推断未来一
定时期价格的预测方法。 其基本思想是，过去变化的规律会持续到未来，即未来是过去的延伸。

2012年 8月至 2022年 6月磷矿石价格走势如下：

数据来源：http://yte1.com/；P2O530%磷矿
从上图磷矿市场价格走势来看，2012 年至 2016 年磷矿石价格较为低迷； 随着环保整改的深入，

2017年国内磷矿产量出现拐点，磷矿石产量首次出现下降，带动磷矿石价格在 2018-2019年有一段小
幅回升；2021年受下游需求拉动，磷矿的价格开始新一轮上涨且保持了稳定的上涨趋势。

当前矿企磷矿资源主要自用为主，外销货源较少，且政府部门还在进一步控制磷矿采矿权数量，
压缩磷矿石原矿产能。 当前下游如黄磷、磷肥、磷酸盐等产业对磷矿石需求良好，后续随着磷酸铁锂电
池在新能源乘用车上的应用比例不断提升，下游对磷矿需求或将继续大幅增加。 近期出口方面也传来
配额调整消息，对下游部分厂家有一定提振效果，部分磷矿企业受国内外价差影响，利润驱使下也可
能重心转向出口，多种因素推动，后续磷矿石市场供给仍然存在缺口，价格有望维持高位。

磷矿石作为不可再生资源，我国储量虽大，但随着多年的开采，市场对高品位的矿石消耗巨大，导
致磷矿平均品位持续下滑，但未来对磷矿的需求仍然在增加。 随着磷酸铁锂电池在新能源乘用车上的
应用比例不断提升，对高品位磷矿的需求会逐渐加大，未来或将成为推动磷矿价格上行的重要因素之
一，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持续加深，进一步支撑磷矿石价格上涨。

数据显示，2021年至 2022年以来全国磷矿石价格一路上涨， 矿业权所在地磷矿石价格也是上涨
幅度较大。 同品位的磷矿石自 2018年-2020年基本稳定在 220元/吨至 320元/吨，2021年维持在 240
元/吨到 390 元/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快速上涨后，截至评估基准日同品位磷矿石价格已经上涨到接
近 500元/吨。 考虑到全球对磷矿石的进一步需求，磷矿石今后的销售价格预计会维持在较高位置。

磷矿石销售价格近期上涨较快，波动相对前几年有加剧趋势，本次评估充分考虑近几年的价格走
势，在近期波动价格中取中值。 我们认为其销售价格按 300元/吨到 330元/吨之间（平均 315元/吨）进
行取值能较好的反应其合理的坑口销售价格。

因此，本次评估 P2O523.84%磷矿的不含税销售价格取 278.76元/吨。
1.6.3产品销售收入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31年为例）年销售收入
=磷矿石年产量×磷矿销售价格
=180.00万吨×278.76元/吨
=50176.80万元
1.7投资参数的确定
1.7.1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修订》，设计建设投资为 80601.32万元（建设期利息及流动资金除外）。其中矿

建工程费 37512.70 万元，设备购置费 14762.67 万元，建筑工程费 8945.70 万元，安装工程费 2701.13
万元，其他费用（含固定资产其他费用及其他资产费用）9649.46 万元，无形资产（土地征用费）987.44
万元，基本预备费 6042.22万元。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不应包含预备费、建设期利息、流动资金，应予
以剔除。 其固定资产其他费用及其他资产费用 9649.46 万元按照上述三项比例分摊计入固定资产投
资；无形资产（土地征用费）987.44万元应纳入无形资产并按规定进行摊销。

为此，本项目设计固定资产投资（含税）为 73571.66 万元，其中井巷工程类 43175.48 万元、房屋建
筑物类 10296.11 万元、机械设备及安装类 20100.07 万元，固定资产在基建期前四年每年按照 20%投
入，后两年分别按照 10%投入，本次评估按其取值。

1.7.2无形资产投资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任何企业收益均为各资本要素投入的报酬，矿山企业，投

入资本要素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及其它长期资产、土地、矿业权。 当估算某种资本要素的收益、并将其收
益折现作为资产价值时，需将其他要素的投入成本及其报酬扣除或者通过收益分成、折现率等方式考
虑。 因此，采用收益途径评估矿业权时，需扣除土地的投入成本及其报酬。 土地作为企业资本要素之
一，视利用方式不同分为土地使用权（资产）、土地租赁（费用）、土地补偿（费用、资产）三种方式考虑。

本次评估涉及的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修订》，无形资产（土地征用费）987.44 万元，则本次评估确定无形资产投资为

987.44万元。 土地征用费同固定资产投资在基建期前四年按照 20%分摊、后两年按照 10%投入，在生
产期内进行摊销。

1.7.3更新改造资金和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回收抵扣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
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业权评估中，更新改造资金（固定资产

更新投资）一般包括设备类和房屋建筑物固定资产的更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本次评估的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采用不变价原则进

行其更新资金投入，即机器设备（或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建筑工程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
（下一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原值投资）；井巷工程以更新性质的维简费方式直接列入经营
成本，不进行更新资金的投入。

根据国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关规定，自 2009年 1 月 1 日起，评估确定新购进设备（包括建设
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按 17%增值税税率估算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新购进设备原值按不含增值税
价估算。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有关
规定， 自 2016年 5月 1日起， 评估确定新建或购置的不动产（包括建设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按
11%增值税税率估算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新购进不动产原值按不含增值税价估算。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有关规定，自 2018年
5 月 1 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
整为 16%、10%。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
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
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和 10%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3%和 9%。

井巷工程：井巷工程以更新性质的维简费方式直接列入经营成本，不进行更新资金的投入。 在评
估生产期第一年抵扣增值税 3564.95万元（计算式：43175.48÷1.09×0.09）。

房屋建筑物：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
本矿房屋建筑物特点，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按 35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净残值率为 5%。 在评估
生产期第一年抵扣增值税 850.14万元（计算式：10296.11÷1.09×0.09）；在评估计算期内无更新投入，在
评估计算期末回收残（余）值 1358.25万元。

机器设备：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该
矿机器设备特点，本次评估确定机器设备按 12折旧年限计算折旧，净残值率为 5%。 在 2040 年、2052
年分别更新含税投入 20100.07 万元，抵扣进项税 2312.40 万元（计算式：20100.07÷1.13×0.13）；在评估
计算期内回收残（余）值共计 8854.17万元。

1.7.4流动资金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流动资金。

化工原料矿山企业流动资金按固定资产资金率 10—15%计算。 本次项目评估按固定资产投资的 10%
计算， 即流动资金为 73571.66×10％＝7357.17万元。 流动资金按生产负荷流入， 则 2028 年、2029 年、
2030年分别流入 3678.58万元、1226.19万元、2452.39万元，在评估计算期结束前最后一年回收。

1.8成本费用参数的确定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最有效利用原则，本次评估成本费用取值依据矿山企业提供《单位成

本明细表》确定，部分数据由评估人员根据采矿权评估要求确定。
总成本费用采用“制造成本法”计算，由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构成。 生产成本包含直接材料费、直

接燃料和动力费、直接工资及福利费和制造费用等，其中制造费用包含折旧费、修理费、维简费、安全
生产费、土地复垦费和其他制造费等；期间费用包含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等。 经营成本由总
成本费用扣除折旧、折旧性质的维简费、摊销费、财务费用确定。

1.8.1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包含直接材料费、直接燃料和动力费、直接工资及福利费和制造费用等。
①外购原材料费
《开发利用方案修订》中设计的单位原材料费为 37.40元/吨，方案并未明确该费用是否含税，评估

人员按照惯例认为该费用是含税的，则不含税价格为 33.10元/吨（计算式：37.40÷1.13），则：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原材料费=33.10元/吨×180.00万吨=5958.00万元
②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开发利用方案修订》中设计的生产期前 10年单位原矿燃料及动力费为 28.32元/吨，10 年后单位

原矿燃料及动力费为 32.23元/吨。 方案并未明确该费用是否含税，评估人员按照惯例认为该费用是含
税的，则生产期前 10 年单位原矿燃料及动力费不含税价格为 25.06 元/吨（计算式：28.32÷1.13），10 年
后单位原矿燃料及动力费不含税价格为 28.52元/吨（计算式：32.23÷1.13），则：

生产期前 10年正常生产年份外购燃料及动力费=25.06元/吨×180.00万吨=4510.80万元
10年后正常生产年份外购燃料及动力费=28.52元/吨×180.00万吨=5133.60万元
③职工薪酬
《开发利用方案修订》中设计单位职工薪酬为 29.80元/吨，评估认为该取值合理，故本次评估矿山

单位职工薪酬按 29.80元/吨取值。 则：
正常生产年份职工薪酬=29.80元/吨×180.00万吨=5364.00万元
④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包含折旧费、修理费、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土地复垦费和其他制造费。
1）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均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有关部门的规定以及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2]271 号《关

于采矿权评估和确认有关问题的通知》采用直线法计算。
A、井巷工程提取维简费，不再计提折旧。
B、 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 35 年， 残值率按 5％计， 年折旧率为 2.71%。 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为

255.99万元/年。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采矿权评估有关规定，折旧期满仍连续折旧。
C、机器设备平均折旧年限 12 年、残值率按 5％计，年折旧率为 7.92%。 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为

1408.78万元/年。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采矿权评估有关规定，折旧期满仍连续折旧。
经测算，本项目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为 1664.77万元，单位折旧费为 9.25元/吨。
2）修理费
《开发利用方案修订》中设计单位修理费含税为 9.50 元/吨，不含税价为 8.41 元/吨（计算式：9.50÷

1.13）。 依此确定本次评估单位修理费为 8.41元/吨。 则：
正常生产年份的修理费=8.41元/吨×180.00万吨=1513.80万元
3）维简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维简费应按财税制度及国家的有关规定提取，并全额纳入

总成本费用中。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规定：矿业权评估时“采矿系统（井巷工程）不考虑更新资金，其

更新资金以更新性质的维简费（含全部安全费用）的方式直接列入经营成本。 对计提维简费的非煤矿
山，按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采出原矿量和采矿系统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单位矿石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以按财政部门规定标准计提的维简费扣除单位矿石折旧性质的维简费后全部余额作为更新费用（更
新性质的维简费）列入经营成本（但余额为负数时不列更新费用）”。

按照财政部财资〔2015〕8号《关于不再规定冶金矿山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标准的通知》，财政部不
再规定冶金矿山企业维简费标准，企业可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自主确定是否提取维简费及提取的标准。

《开发利用方案修订》中设计单位维简费为 18.00元/吨，本次评估据此确定维简费为 18.0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年维简费 3240.00万元。

折旧性质维简费＝井巷工程投资÷矿山服务年限采出矿石量
＝39610.53万元÷5446.90万吨＝7.27元/吨
更新性质维简费为 10.73元/吨（计算式：18.00－7.27）。
4）安全生产费用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012 年 2 月 14 日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

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12]16号）），非金属矿山，地下开采矿山安全费用为 4.00元/吨。因此，
本次评估确定单位矿石安全生产费为 4.00元/吨。 则：

正常生产年份的安全生产费=4.00元/吨×180.00万吨=720.00万元
5）土地复垦费
《开发利用方案修订》中设计单位土地复垦费为 0.20元/吨。 据此确定本次评估土地复垦费为 0.20

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土地复垦费用=0.20元/吨×180.00万吨=36.00万元
6）其他制造费
《开发利用方案修订》中设计其他制造费用含税价 6.82 元/吨，其中，外购砂和粉煤灰等填充材料

费含税 4.86元/吨，不含税为 4.30元/吨（计算式为：4.86÷1.13），其它费用 1.96 元/吨。 评估认为该取值
较符合矿山实际，故本次评估确定其他制造费用不含税价为 6.26元/吨（计算式为：4.30+1.96），则：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制造费用=6.26元/吨×180.00万吨=1126.80万元
1.8.2期间费用
期间费用包含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等。
①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包含矿产资源补偿费、无形资产摊销及其他管理费。 其他管理费主要为企业办公费、差

旅费、业务招待费、宣传费、咨询费等费用。
1）依据《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2016 年 7 月 5 日湖

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地方税务局鄂财税发[2016]12号），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
改革的通知》（财税[2016]53号），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同时，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 0。

2）无形资产摊销费（土地征地费）
本项目无形资产投资（土地使用权） 为 987.44 万元。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30800-2008）》，本次评估对土地使用权在生产期进行摊销，则正常生产年份无形资产摊销费为
31.25万元（计算式：987.44÷31.59），单位摊销费 0.17元/吨（计算式：31.25÷180.00）。

3）其他管理费
其他管理费用主要包括工会经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宣传费、咨询费等费用。《开发利用方案修

订》中设计其他管理费包括矿山公路养护费用、租地费用等，与上述费用有重叠，不宜直接采用。 而据
有关设计经验数据，其他管理费一般取销售价格的 5%—10%，本次评估按照 7%取值，即单位其他管

理费为 19.51元/吨，正产生产年费其他管理费 3511.80万元。
故本次评估管理费用为资源补偿费、无形资产摊销费和其他管理费用之和，即矿山正常生产年限

年单位矿石管理费用为 0+0.17+19.51=19.68（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管理费用=0+31.25+3511.80=3543.05（万元）
②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一般包括业务费用、装卸费用、合理损耗费用、运输费用、广告费等营销费用、销售服务

费用等。《开发利用方案修订》 中设计单位销售费用为销售收入的 1.0%， 则本次评估单位销售费用
2.79元/吨，正常生产年份销售费用为 502.20万元。

③财务费用
评估用财务费用为流动资金贷款利息。 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采矿权评估规定，企业所需

流动资金 70%可向银行贷款解决， 利率按评估基准日执行的六个月至一年期基准贷款年率 4.35%计
算。 则：

正常生产年份财务费用=7357.17万元×70%×4.35%=224.03万元。
单位财务费用为：224.03÷180.00＝1.24（元/吨）
1.8.3单位总成本费用和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是指生产（制造）成本与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之和，生产期

前 10 年正常生产年份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157.80 元/吨，10 年后正常生产年份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161.26元/吨；经营成本是指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折旧性质维简费、摊销费和财务费用后的成本，生产
期前 10年正常生产年份单位经营成本为 139.86 元/吨，10 年后正常生产年份单位经营成本为 143.32
元/吨。

1.9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包括城市维护建设费、教育附加费及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的计算以应

交增值税为税基。
1.9.1增值税
年应交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抵扣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销售收入额×销项税税率
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税率
销项税税率为 13%，以销售收入（不含税）为税基；为简化计算，进项税额以外购材料、燃料动力费

和修理费为税基，税率 13%，当期抵扣设备进项税税率为 13%，抵扣不动产进项税税率为 9%。
矿山生产期开始，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材料、燃料动力费及修理费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

扣设备、房屋建筑物、矿建工程进项增值税；当期未抵扣完的设备、房屋建筑物、矿建工程进项税额结
转下期继续抵扣。 则（以 2031年为例）：

正常年份年销项税额＝50176.80×13%＝6522.98（万元）
正常年份年进项税额＝（5958.00+4510.80+1513.80）×13%＝1557.74（万元）
正常年份年增值税额＝6522.98－1557.74－0＝4965.24（万元）
即正常生产年份应交增值税 4965.24万元。
1.9.2城市维护建设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2020年 8月 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计算。
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 7%；
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
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 1%
本项目评估对象所在地为湖北省保康县马良镇西山村，适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应为 1%。则：
城市维护建设费＝年应交增值税额×1%＝4965.24×1%＝49.65（万元）
即正常生产年份应交城市维护建设费 49.65万元。
1.9.3教育附加费
按《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规定教育费附加按应纳增值税额的 3%计税。
根据《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号），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统

一为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税额
的 2%。 已经财政部审批且征收标准低于 2%的省份，应将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标准调整为 2%。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教育费附加率为 5%（3%+2%）。
正常年份应缴教育附加费＝应交增值税额×5%＝4965.24×5%＝248.26（万元）
1.9.4资源税
依据 2020年 7月 24日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湖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标准、计征方式及免征减征办法的决定》，自 2020
年 9月 1日起，对磷矿，征税对象为原矿的，税率为 7%。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直接销售原矿，则：
正常生产年份应缴资源税=年销售收入×7%
=50176.80万元×7%
=3512.38万元
1.10企业所得税
正常年份应缴纳所得税额=应交缴纳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税率
①企业利润总额
计算基础为年销售收入总额减掉准予扣除项目后的应纳税所得额， 准予扣除项目包括总成本费

用、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
正常年份（以 2031年为例）的企业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税金及附加
=50176.80－28403.45－3810.29
=17963.06（万元）
②企业所得税税率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中，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利润总额为基数，按企业所得税

税率 25%计算，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
③企业所得税
正常年份（以 2031年为例）年企业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企业所得税税率
=17963.06×25%
=4490.76（万元）
1.11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本次评估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方式确

定，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 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
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 风险报酬率是指在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
矿产勘查开发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很多种，其主要风险有：勘查开发阶段风险、行业风险、财务经
营风险、其他个别风险。

矿业权评估实务中，无风险报酬率通常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五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确定。 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4年 11月 22日起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后不再公布五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自 2014年 11月 22日、2015年 3月 1日、2015年 5 月 11 日、2015 年 6 月 28 日、2015 年 8 月 26
日、2015 年 10 月 24 日起人民币三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分别下调 0.25%、0.25%、0.25%、0.25%、0.25%、
0.25%合计下调 1.50%。 本次评估五年期存款利率按 2014 年 11 月 22 日前的基准利率 4.75%调减（-
1.50%）确定为 3.25%。

风险报酬率采用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其他个别风
险报酬率确定。 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及对各项风险要素的分析，本次评估风险报酬率取值如下：

勘查开发阶段－生产矿山阶段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0.15～0.65%。 本次评估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
酬率取值 0.50%。

行业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1.00～2.00%，本次评估取值 1.50%。
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1.00～1.50%，本次评估取值 1.40%；
其他个别风险报酬率：取值区间 0.50～2.00%，本次评估取值 1.50%。
综上所述，该采矿权评估项目风险报酬率取值为 4.90%，折现率按无风险报酬率（3.25%）＋风险报

酬率（4.90%）确定为 8.15%。
1.12现金流量预测结果汇总表
现金流量预测结果及详细测算汇总表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续上表

续上表

续上表

评估机构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
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估算，确定“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竹园沟磷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
日时点上的价值为 66,301.10万元。

（三）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的评估增值原因及合理性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磷矿石市场价格近年有较大幅度上涨。 近几年磷矿石价格走势见下图：
2012年 8月至 2022年 6月磷矿石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http://yte1.com/；P2O530%磷矿
从上图磷矿市场价格走势来看，2021年受下游需求拉动，磷矿的价格开始新一轮上涨且保持了稳

定的上涨趋势。 磷矿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经过多年的高强度开发，我国优质磷矿资源大量消耗，基于对
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保护性开采，政策限制力度逐年加大，同时环保政策趋严促使行业开工不足，国内
磷矿石供给将逐渐收紧。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部分生产企业已不再对外销售或者降低了磷矿的外售
量，同时还要对外采购部分中高品位磷矿，导致市场流通的磷矿量更少。

数据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

近年来国内磷矿供给量逐年减少，而需求端受极端气候等因素影响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化肥产品
需求旺盛、以及磷酸铁锂的渗透率提升，磷酸盐产品价格 2021 年以来均有较大幅度的上涨，进而带动
磷矿石价格在 2021年以来的持续抬升。

（四）进一步分析本次收购对价是否公允、合理
经估算，项目总投资 90,425.00 万元，正常生产年度营业收入为 50,176.80 万元，正常生产年度销

售税金及附加 3,810.29 万元， 正常生产年度总成本费用 28,403.45 万元， 年均净利润为 13,472.29 万
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6.52%，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 9.88年，总投资收益率 14.90%。

以上指标表明项目经济效益较好，且具有较好的财务生存能力。 综上所述，评估机构经充分调查、
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
经过认真估算，确定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时点的价值，本次收购标的公司的估值作为对价，公允、合
理。

（2）补充披露同行业收购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矿产品位、可开采面积、探测储量、销售情况、生产经
营、开采技术水平等情况；

回复：
结合标的公司所属行业和主营业务类型，对近年来 A股上市公司的收购交易进行了梳理，筛选出

同行业可比收购案例，如按照整体采矿权评估价格考虑单位磷矿的价格， 标的公司的采矿权评作价情
况与市场可比交易比较如下：

注 1：店子坪磷矿采矿权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中未披露评估采用的平均品位，上表按照评估中销售
计划中不同品位的磷矿销售量加权平均计算。

注 2：单位磷矿含量的交易价格(元/吨)=评估值÷(评估利用可采储量×平均品位情况)。
如上表所示，如果按照单位磷矿含量的交易价格这一指标进行测算，反映单位磷矿含量的交易价

格，可比交易的均值为 48.82元/吨，中位数为 47.13元/吨，略低于标的公司持有的采矿权对应的 49.64
元/吨，标的公司的单位磷矿价值与可比交易不存在显著差异。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上市公司已补充披露同行业收购案例情况，对并对合理性进行了分析说明，
相关分析具有合理性。

（3） 并补充披露获得采矿权实际支付的成本和过程，20,347.99万元采矿权出让收益是否已支付，
并说明评估增值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采矿权出让收益支付情况
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于 2022年 4月 8日与湖北省自然资源厅签订了《湖北省采矿权出让合

同》（合同编号 2022-005），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20,347.99万元。 缴纳方式为分期缴纳，首期缴纳出让收
益为 8,347.99万元，剩余 12,000.00万元分两期缴纳，分别于 2023年 4月 30日前和 2024年 4月 30日
前各缴纳 6,000.00万元。 依据《中央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票号：4206002221），标的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11日缴纳了首期出让收益 8,347.99万元，剩余 12,000.00万元未到期出让收益尚未缴纳。 本次无形
资产评估范围为采矿权完整权利价值， 因此在评估过程中在其他应付款科目增加未付采矿权出让收
益 12,000.00万元。

（二）矿业权评估增值较大原因分析
1.近年磷矿石市场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内容参见上述“（三）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的评估增值原因

及合理性”回复。
2.矿业权出让收益价值内涵与矿业权价值内涵不一致。矿业权价值实质是由对矿产资源的使用而

使矿产资源升值而形成的，因此矿业权的价值由矿业权国家所有收益、矿业权投资者收益和矿业权劳
务者收益三部分组成。 我国矿业权劳务者收益是由矿业权投资者支付和约定承担的，因此矿业权的价
值由矿业权国家所有者收益和矿业权投资者收益两者构成。 矿业权投资者投资的目的为了发现矿产
资源，进而探明、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使矿产资源升值，形成矿业权投资收益。 矿业权投资者承担了矿
业权开发的风险和矿业权劳务者的收益，因此从矿业权价值形成看，矿业权价值除取决于矿业权本身
和矿业权客体矿产资源本身外，还取决于矿业权投资者的出资。

矿业权出让收益，是由矿业权登记管理机关确定使用的特殊概念，现阶段指国家出资勘查投入的
权益价值和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权人所分享的权益价值。 一般包括矿业权登记管理机关出让国家
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依法收归国有的矿产地、无风险或低风险矿产的矿业权，或者矿业权人转让
为进行有偿处置的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的矿业权，以及根据国家矿业权有取得政策规定，向矿
业权受让人或矿业权人收取的款项。 按照此定义，矿业权出让收益是国家出资勘查投入的资本权益和
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权人所分享的资源权益之和。 因此矿业权出让收益与矿业权价值内涵不一致，
矿业权一级市场（即国家出让矿业权）与矿业权二级（即矿业权人转让矿业权）价值存在一定差异。

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申请在先方式
取得探矿权后已转为采矿权的，如完成有偿处置的，不再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如未完成有偿处置的，
应按剩余资源储量以协议出让方式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

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1 月 16 日首次以申请在先方式取得湖北省保康县竹园沟
矿区重晶石普查探矿权，承担了探矿风险和探矿费用，后期以协议出让方式缴纳了采矿权出让收益并
取得采矿权， 其采矿权包含所有者收益和矿业权投资者收益两部分， 因此两者出现较大差异是合理
的。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上市公司已在补充披露中结合矿业权出让收益支付、矿业权出让收益与矿
业权市场价值差异原因等情况，对矿业权增值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了分析说明，相关分析具有合
理性。

二、公告显示，2022年 2月 25日，竹园沟矿业取得了湖北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截
至 2022年 5月 31日， 竹园沟磷矿评估保有资源储量 9,050.30万吨、P2O5 平均地质品位 24.93%。 其
中：一级品 1498.2万吨，平均品位 31.87%；二级品 3663.3万吨，平均品位 26.47%；三级品 3888.8万吨，
平均品位 20.80%。 请你公司：

（1）请补充竹园沟矿业历次增减资及股权转让等情况，进一步说明历次增减资及股权转让价格与
本次交易作价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回复：
（一）竹园沟矿业历次增减资及股权转让等情况
1.2007年 10月，竹园沟矿业设立
2007年 10月 22日，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保康竹园沟矿业有限公司章程》，由湖北

金楚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100万元设立竹园沟矿业。
2007 年 10 月 23 日，保康中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注会[2007]98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07年 10月 23日，竹园沟矿业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100万元。
2007年 10月 23日，保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竹园沟矿业的设立申请，并颁发了《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竹园沟矿业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
限公司 100.00 100.00 货币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 100.00

2.2008年 9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8年 9月 27日，竹园沟矿业全体股东决议同意公司股东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竹园沟矿业 51%的股权以 5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责任公司。
2008年 9月 27日，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 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竹园沟矿业 51%的股权以 51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保康
县堰垭矿贸有限责任公司。

2008年 9月 28日，保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竹园沟矿业的本次变更，并颁发了《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竹园沟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
责任公司 51.00 51.00 货币 51.00

2 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
限公司 49.00 49.00 货币 49.00

合计 100.00 100.00 — 100.00

3.2011年 3月，第一次增资及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1年 3月 8日，竹园沟矿业全体股东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776 万元，其中保康县堰

垭矿贸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854.76万元，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821.24万元。
2011 年 3 月 16 日，保康中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注会[2011]33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1 年 3 月 16 日，竹园沟矿业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1,676 万元，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为
1,776万元。

2011年 3月 17日，竹园沟矿业全体股东决议同意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竹园
沟矿业 36%的股权转让给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竹
园沟矿业有限公司 34%的股权转让给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3月 17日，保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竹园沟矿业的本次变更，并颁发了《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本次股权增资及股权转让后，竹园沟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
有限公司 1,243.20 1,243.20 货币 70.00

2 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
责任公司 266.40 266.40 货币 15.00

3 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
限公司 266.40 266.40 货币 15.00

合计 1,776.00 1,776.00 — 100.00

4.2011年 5月，第二次增资
2011年 5月 6日，竹园沟矿业全体股东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2,576 万元，其中湖北新洋

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560万元，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120 万元，湖北金楚矿业开发
有限公司增资 120万元。

2011 年 5 月 20 日，保康中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注会[2011]71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1年 5月 20 日， 竹园沟矿业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800 万元， 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为
2,576万元。

2011年 5月 24日，保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竹园沟矿业的本次变更，并颁发了《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本次股权增资后，竹园沟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
有限公司 1,803.20 1,803.20 货币 70.00

2 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
责任公司 386.40 386.40 货币 15.00

3 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
限公司 386.40 386.40 货币 15.00

合计 2,576.00 2,576.00 — 100.00

5.2012年 4月，第三次增资
2012 年 4 月 22 日，竹园沟矿业全体股东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3,576 万元，其中湖北新

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700万元，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150 万元，湖北金楚矿业开
发有限公司增资 150万元。

2012年 4月 24日，保康中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注会[2012]第 57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2 年 4 月 24 日，竹园沟矿业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为
3,576万元。

2012年 4月 25日，保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竹园沟矿业的本次变更，并颁发了《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本次股权增资后，竹园沟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
有限公司 2,503.20 2,503.20 货币 70.00

2 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
责任公司 536.40 536.40 货币 15.00

3 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
限公司 536.40 536.40 货币 15.00

合计 3,576.00 3,576.00 — 100.00

6.2012年 8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2年 8月 20日，竹园沟矿业全体股东决议同意股东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竹园沟矿业 36%的股权转让给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责任公司， 同意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将其
持有的竹园沟矿业 15%的股权转让给湖北煜赛金实业有限公司。

2012年 8月 20日，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书》，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竹园沟矿业 36%的股权以 1,287.36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 8月 20日，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与湖北煜赛金
实业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湖北金楚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竹园沟矿业 15%的股
权以 536.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湖北煜赛金实业有限公司。

2012年 8月 21日，保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竹园沟矿业的本次变更。
本次股权股权转让后，竹园沟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
责任公司 1,823.76 1,823.76 货币 51.00

2 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
有限公司 1,215.84 1,215.84 货币 34.00

3 湖北煜赛金实业有限
公司 536.40 536.40 货币 15.00

合计 3,576.00 3,576.00 — 100.00

7.2012年 12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2年 12月 25日， 竹园沟矿业全体股东决议同意股东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竹园沟矿业 34%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湖北新洋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2年 12月 25日，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新洋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书》，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竹园沟矿业 34%的股权以 1,215.84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湖北新洋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2年 12月 27日，保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竹园沟矿业的本次变更，并颁发了《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竹园沟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保康县堰垭矿贸有限
责任公司 1,823.76 1,823.76 货币 51.00

2 湖北新洋丰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 1,215.84 1,215.84 货币 34.00

3 湖北煜赛金实业有限
公司 536.40 536.40 货币 15.00

合计 3,576.00 3,576.00 — 100.00

8.2013年 7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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