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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

函回复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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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向公司

发送的《关于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627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工作函》关注的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现就《工作
函》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关于主营业务收入。 年报披露，公司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4.13 亿元，其中主营业务
收入 23.30 亿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表中，糖业、棉花初加工和果蔬加工业合计收入 17.18 亿元，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表中，白砂糖、皮棉、番茄产品合计收入 19.12 亿元，均与收入总额存在较大差
距。此外，分季度看，公司 1-4 季度实现收入分别为 5.42 亿元、10.78 亿元、2.26 亿元、5.68 亿元，波
动较大，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2.20 亿元、0.42 亿元、167.10 万元、2.11 亿元，与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
请公司：（1）按照《格式准则第 2 号》的要求，补充披露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的收入构成及变动情
况；（2）分季度列示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信息，说明营业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的原因，相
关波动是否符合公司一贯的经营情况，并量化分析利润与收入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请年审会计
师对问题（2）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按照《格式准则第 2 号》的要求，补充披露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的收入构成及变动情况。
（一）公司 2021年-2022年主要业务分行业的收入构成及变动情况（万元）

分行业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收入较上
年变动

构成比例
较上年增减

收入金额 构成比例 收入金额 构成比例

糖业 10,672.35 4.58% 13,043.49 3.38% -18.18% 增加 1.2 个百分点

棉花初加工 84,509.53 36.27% 72,819.36 18.89% 16.05% 增加 17.38 个百分点

果蔬加工业 76,577.43 32.87% 51,414.58 13.34% 48.94% 增加 19.53 个百分点

贸易 53,933.63 23.15% 243,326.27 63.12% -77.83% 减少 39.97 个百分点

服务业 1,437.65 0.62% 654.34 0.17% 119.71% 增加 0.45 个百分点

饲料 2,719.60 1.17% 87.87 0.02% 2995.03% 增加 1.15 个百分点

其他 3,151.74 1.35% 4,169.98 1.08% -24.42% 增加 0.27 个百分点

合 计 233,001.93 100% 385,515.89 100% -39.56%

收入变动原因分析：
1、糖业 2022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 18.18%，主要是 2021年白砂糖生产量减少，年末库存量减

少致 2022年上半年可售数量及全年销量较上年减少所致。
2、棉花初加工 2022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加 16.05%，主要是 2022 年的皮棉销售单价较 2021 年

有所增加所致。
3、果蔬加工业 2022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加 48.94%，主要是受俄乌战争、欧洲能源价格上涨、主

要番茄酱生产国因气候原因减产致供应减少等因素影响，出口番茄酱需求及价格均增加所致。
4、贸易 2022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 77.83%，主要是 2022 年皮棉价格大幅波动市场行情较差导

致皮棉贸易业务量有所减少所致。
5、服务业 2022年较上年增加 119.71%，主要是仓储业务服务费增加所致。
6、饲料 2022年较上年增加 2,995.03%，主要是 2021年子公司天牧饲料处于建设期未生产所致。
（二）公司 2021年-2022年主要业务分产品的收入构成及变动情况（万元）

分产品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收入较
上年变动

构成比例
较上年增减

收入金额 构成比例 收入金额 构成比例

白砂糖 10,857.81 4.66% 26,847.92 6.96% -59.56% 减少 2.30 个百分点

皮棉 74,980.18 32.18% 254,497.01 66.01% -70.54% 减少 33.83 个百分点

其中：自产皮棉 65,093.52 27.94% 62,745.93 16.28% 3.74% 增加 11.66 个百分点

贸易皮棉 9,886.66 4.24% 191,751.08 49.74% -94.84% 减少 45.50 个百分点

番茄制品 105,374.38 45.22% 76,408.70 19.82% 37.91% 增加 25.40 个百分点

棉副产品 32,502.38 13.95% 22,502.62 5.84% 44.44% 增加 8.11 个百分点

服务 1,437.65 0.62% 654.34 0.17% 119.71% 增加 0.45 个百分点

饲料 2,719.60 1.17% 87.87 0.02% 2995.03% 增加 1.15 个百分点

其他 5,129.93 2.20% 4,517.43 1.17% 13.56% 增加 1.03 个百分点

合 计 233,001.93 100.00% 385,515.89 100.00% -39.56% -

收入变动原因分析：
1、白砂糖 2022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 59.56%，主要是 2021 年白砂糖生产量减少，年末库存量

减少致 2022年上半年可售数量及全年销量较上年减少所致。
2、皮棉 2022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减少 70.54%，主要是 2022 年皮棉价格大幅波动市场行情较差

导致皮棉贸易业务量有所减少所致。
3、番茄制品 2022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加 37.91%，主要是受俄乌战争、欧洲能源价格上涨、主要

番茄酱生产国因气候原因减产致供应减少等因素影响，出口番茄酱需求及价格均增加所致。
4、棉副产品 2022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加 44.44%，主要是棉籽销量增加所致。
5、服务 2022年较上年增加 119.71%，主要是仓储业务服务费增加所致。
6、饲料 2022年较上年增加 2,995.03%，主要是 2021年子公司天牧饲料处于建设期未生产所致。
二、分季度列示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信息，说明营业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的原因，相

关波动是否符合公司一贯的经营情况，并量化分析利润与收入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
（一）公司 2022年分季度列示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信息。
1、公司 2022年分季度列示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分产品

2022 年第 1 季度 2022 年第 2 季度

数量（吨 ）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数量（吨 ）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白砂糖 3,446.36 1,891.48 1,668.35 6,010.59 3,029.40 2,832.40

皮棉 3,251.80 6,920.56 7,325.10 9,865.11 19,276.75 22,280.41

其中：自产皮棉 3,251.80 6,920.56 7,325.10 9,865.11 19,276.75 22,280.41

贸易皮棉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番茄制品 26,314.15 16,101.76 14,345.89 27,588.71 17,466.21 17,395.13

续上表

分产品

2022 年第 3 季度 2022 年第 4 季度

数量（吨 ）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数量（吨 ）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白砂糖 5,601.57 2,954.79 3,021.69 5,857.15 2,982.14 2,826.62

皮棉 24,484.90 32,977.14 32,737.01 9,788.97 15,805.73 14,084.25

其中：自产皮棉 24,484.90 32,977.14 32,737.01 4,820.00 5,919.07 4,984.29

贸易皮棉 4,968.97 9,886.66 9,099.96

番茄制品 16,548.80 12,237.52 11,918.95 69,256.52 59,568.89 41,869.82

2、公司 2021年分季度列示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分产品

2021 年第 1 季度 2021 年第 2 季度

数量（吨 ）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数量（吨 ）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白砂糖 6,774.05 3,462.46 3,028.97 14,859.97 7,180.26 5,292.79

皮棉 84,046.45 120,044.67 115,306.39 56,587.90 82,235.25 78,383.56

其中：自产皮棉 11,601.94 18,176.08 14,958.92 25,276.80 36,088.27 35,023.56

贸易皮棉 72,444.51 101,868.59 100,347.47 31,311.10 46,146.98 43,360.00

番茄制品 21,067.87 11,245.81 10,056.03 52,537.53 37,222.43 25,612.28

续上表

分产品

2021 年第 3 季度 2021 年第 4 季度

数量（吨 ）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数量（吨 ）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白砂糖 17,230.74 8,243.95 7,877.32 16,051.62 7,961.25 7,872.14

皮棉 8,291.93 12,053.98 11,914.52 17,443.56 40,163.11 38,306.95

其中：自产皮棉 1,838.61 2,593.43 2,673.29 2,798.68 5,888.15 5,926.14

贸易皮棉 6,453.32 9,460.55 9,241.23 14,644.88 34,274.96 32,380.81

番茄制品 34,634.08 10,740.00 9,459.27 12,582.68 17,200.46 18,858.88

（二）营业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的原因，相关波动是否符合公司一贯的经营情况
1、白砂糖收入分季度结构分析

项 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合计

2022 年收入金额(万元） 1,891.48 3,029.40 2,954.79 2,982.14 10,857.81

2022 年结构比例 17.42% 27.90% 27.21% 27.47% 100.00%

2021 年收入金额(万元） 3,462.46 7,180.26 8,243.95 7,961.25 26,847.92

2021 年结构比例 12.90% 26.74% 30.71% 29.65% 100.00%

较上年增减 增加 4.52 个
百分点

增加 1.16 个
百分点

减少 3.50 个
百分点

减少 2.18 个
百分点

公司甜菜制糖业务为季节性生产，甜菜收购期在 10月，白糖生产加工集中在当年 10 月至 12 月，
销售期主要为次年。 白砂糖 2022年收入季节性波动基本与上年一致。

2、皮棉收入分季度结构分析

项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合计

2022 年收入金额(万元） 6,920.56 19,276.75 32,977.14 15,805.73 74,980.18

2022 年结构比例 9.23% 25.71% 43.98% 21.08% 100.00%

2021 年收入金额(万元） 120,044.67 82,235.24 12,053.98 40,163.11 254,497.01

2021 年结构比例 47.17% 32.31% 4.74% 15.78% 100.00%

较上年增减 减少 37.94 个百
分点

减 少 6.60 个 百
分点

增加 39.24 个百
分点

增 加 5.30 个 百
分点

公司棉花加工业务为季节性生产，每年 9月下旬至年末通常是籽棉的集中采摘和收购期，皮棉加
工期通常在每年 10月至次年 2月，销售期在次年 6 月末前完成，即上一年的皮棉库存通常在当年 1、
2季度销售完毕，致收入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 2022年第 3季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
2022年初库存皮棉成本与市场价格倒挂，加之 2022年初开始，受国际政治环境、棉花下游产业疲软、
服装出口疲软等综合因素影响，皮棉销售进度远远弱于往年同期，在第 3季度集中销售所致。

3、番茄制品收入分季度结构分析

项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合计

2022 年收入金额(万元） 16,101.76 17,466.21 12,237.52 59,568.89 105,374.38

2022 年结构比例 15.28% 16.58% 11.61% 56.53% 100.00%

2021 年收入金额(万元） 11,245.81 37,222.43 10,740.00 17,200.46 76,408.70

2021 年结构比例 14.72% 48.71% 14.06% 22.51% 100.00%

较上年增减 增加 0.56 个 百
分点

减 少 32.13 个
百分点

减少 2.45 个 百
分点

增 加 34.02 个
百分点

公司番茄制品加工业务为季节性生产，番茄收购期和加工期集中在 7-9月，销售期主要在当年下
半年及次年上半年。 2022年 2季度收入波动的主要原因是 2021-2022年番茄产季的产量较上年同期
减少，从而导致 2022年较 2021年可供销售的存货减少，2022 年 2 季度的销量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022年第 4季度收入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番茄酱出口市场较好，子公司果蔬公司与新增的境外客户签
订了总计为 4,314.41万美元的购销合同所致。其中，1季度和 2季度的波动属于正常波动，4季度收入
波动属于果蔬公司获得大订单所致。

综上所述，营业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主要是由于公司从事的番茄制品加工、甜菜制糖及棉花加工
业务均为季节性生产，公司在产品完成加工后陆续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销售，一般在新加工季开始前将
以前加工的产品销售完毕。 公司主要产品收入波动符合公司一贯的经营情况和市场行情。

（三）量化分析利润与收入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

项 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营业收入（万元 ） 54,165.25 107,760.84 22,583.72 56,788.74

归母净利润（万元） 22,016.83 4,249.66 167.10 21,060.33

净利润 （万元） 19,813.35 -22,001.48 -5,073.30 29,701.28

收入变动幅度 98.95% -79.04% 151.46%

归母净利润变动幅度 -80.70% -96.07% 12503.79%

净利润变动幅度 -211.04% 76.94% 685.44%

分季度各项目占净利润比例列示：

项 目 1 季度 2 季度 3 季度 4 季度 合计

营业收入 273.38% -489.79% -445.15% 191.20% 1075.31%

营业成本+资产减值损失 275.62% -623.78% -203.92% 100.11% 1033.57%

考虑计提减值的毛利 -2.24% 133.99% -241.23% 91.09% 41.74%

联营企业投资收益 104.46% -102.78% -89.89% 37.20% 262.57%

其他 -2.22% 68.79% 431.12% -28.28% -204.31%

合 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22年 2季度收入较 1季度增加 98.95%，但是净利润减少了 211.04%。主要原因是：2022年 1季
度皮棉市场价格较上年同期高，但市场价格与库存成本倒挂（2021 年末皮棉存货成本达到 23,123.45
元/吨， 中国棉花信息网全国棉花价格指数公布 3128B 皮棉市场价格 2022 年 1 月末为 22,717 元/吨，
2022年 6月末为 18,285元/吨，2022年 7月末为 15,619元/吨），子公司银通棉业自产皮棉亏损销售致
收入增长的同时利润下降；2022年 3季度收入较 2 季度减少 79.04%， 净利润较 2 季度增加 76.94%，
主要原因是亏损的皮棉在 2022年 2季度大量销售导致 2季度亏损较大；2022年 4季度收入较 3季度
增加 151.46%，净利润较 3季度增加 685.44%，净利润增加的幅度远大于收入增长的幅度，主要原因是
第 4季度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新加工季的皮棉由于籽棉收购价格下降出现盈利、子公司新疆番茄及
果蔬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2021年 9月-2023年 3月中国棉花现货价格指数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棉花信息网
2021年 9月-2023年 3月 CZCE棉花期货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 wind资讯
综上所述， 利润与收入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对利润的影响以及皮

棉价格大幅波动、番茄制品销量和价格上升所致。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针对问题（2），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分季度列示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信息汇总表及明细进行检查；
2、访谈公司管理层及业务人员，了解有关白砂糖、皮棉和番茄季节性变动的原因及一贯经营情

况，检查变动原因的相关资料；
3、查询白砂糖、皮棉和番茄市场价格变动趋势，与公司相关产品实际销售价格进行对比分析；
4、分析主要产品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的原因，是否符合公司一贯经营情况和市场行情；
5、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有关利润与收入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检查差异原因的相关

资料；
6、获取公司分季度利润表，分析利润与收入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
（二）核查意见
基于实施的核查程序，我们认为公司 2022年主要产品收入波动符合公司一贯的经营情况和市场

行情；利润与收入变动趋势存在差异的原因包括：一是 2022 年皮棉价格大幅下降导致第 3 季度毛利
大幅下降；二是 2022年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占利润比重较大影响各季度净利润。

问题 2.关于棉花加工和皮棉贸易业务。 年报披露，公司 2022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38.18%，主要
系本期皮棉市场价格下降以及贸易皮棉业务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 公司皮棉产品实现收入 7.50 亿
元，同比减少 70.54%；毛利率为-1.93%，较上年减少 6.09 个百分点。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沣物产和控
股子公司银通棉业主要从事棉花加工和皮棉贸易业务， 分别实现净利润 179.66 万元和-4.74 亿元。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中新增受托加工物资期末余额 2.80 亿元。 请公司：（1）分别披露
棉花加工、皮棉贸易的具体业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加工流程、采购和销售、结算模式、近两年前
五名供应商和客户名称、类型及变化，说明贸易业务中是否存在资金或货物的实际流转，是否具备商
业合理性；（2）量化分析皮棉市场价格下降以及贸易皮棉业务减少两项因素分别对收入的影响，并结
合具体业务模式， 对比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说明报告期内皮棉销售价格与成本倒挂的原因及合理
性；（3）补充披露天沣物产、银通棉业所从事的具体业务类型，结合主要经营数据及同比变化情况，量
化分析其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说明上述子公司未来业务安排和规划；（4）补充披露受托加工物资的
交易对方及业务背景，说明相关物资是否符合资产确认条件。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分别披露棉花加工、皮棉贸易的具体业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加工流程、采购和销售、结
算模式、近两年前五名供应商和客户名称、类型及变化，说明贸易业务中是否存在资金或货物的实际
流转，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

1、棉花加工的具体业务模式
公司开展的棉花加工业务有两类业务模式，一类为自营，即自行采购籽棉进行皮棉加工；另一类

为合作经营，即与第三方合作，进行皮棉加工。
（1）自行采购籽棉进行皮棉加工的加工流程、采购和销售、结算模式
籽棉收购流程为：取样-检验-过磅-卸车堆垛。 流程图如下：

皮棉加工流程为：进料-籽棉清理（重杂分离、异性纤维清理、烘干、杂质清理）-轧花-皮棉清理-皮
棉打包（含棉包信息采集:称重、在线回潮测量、生成条码）-组批-入库公检。 流程图如下：

采购模式：所属各棉花加工厂（即：轧花厂）通常于每年 9月下旬左右以市场价格向棉花种植户或
合作社收购籽棉，籽棉经检验过磅后进入轧花厂内加工。轧花厂根据检验的质量和过磅数量直接向棉
花种植户或合作社支付籽棉收购款。 轧花厂将购进的籽棉按照原材料核算。

销售和结算模式：销售模式为直销，银通棉业直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 结算模式通常情况下为
先款后货，收到货款后再向客户转移货权，开具发票、确认收入并结转相应成本。

（2）棉花加工厂合作经营模式
合作模式：银通棉业与相关方签订轧花厂合作经营协议，由银通棉业负责提供场地、加工设备等，

相关方负责籽棉收购、加工和产品销售。 银通棉业收取固定的资产使用费。 相关方缴纳一定比例保证
金后，其经营轧花厂期间的籽棉收购资金由银通棉业提供。销售所得优先用于偿还银通棉业提供的籽
棉收购资金及资产使用费， 偿还完毕后剩余款项全额归相关方所有， 如产品销售完毕后仍未偿还完
毕，全部由相关方承担和偿还。 相关收入按“净额法”进行确认。

采购：银通棉业派出轧花厂的厂长、安全员和结算员，在确认相关方收购的籽棉按照双方协商的
价格及质量检验过磅入厂后，向交售籽棉的种植户或合作社支付籽棉收购款，即相关方无法直接获得
银通棉业提供的收购资金。

生产及入库：相关方在合作轧花厂组织生产的全部皮棉，以银通棉业为货权人存储至全国棉花交
易市场指定监管仓库进行公检仓储， 其中南疆的相关轧花厂存储至银通棉业的全资子公司新疆汇锦
物流有限公司进行仓储。 在相关方未偿还银通棉业提供的籽棉收购资金前， 产品货权归银通棉业所
有。 轧花厂将产品按照受托加工物资核算。

销售时：相关方将加工的皮棉及其他副产品自行销售时，相关销售合同由银通棉业直接与客户签
订，销售款需全部缴入银通棉业账户后，由银通棉业向客户转移货权并开具发票。

（3）近两年前五名供应商和客户名称、类型及变化
棉花加工的供应商主要是种植棉花的棉农，供应商相对比较分散。
近两年前五名客户变化情况如下：
2022年度棉花加工前五名客户统计表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是 否 为 关
联方 类型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1 客户一 否 经销商 7,139.26 11,658.26

2 客户二 否 经销商 8,166.73 11,114.50

3 客户三 否 经销商 2,592.24 4,395.92

4 客户四 否 经销商 1,859.76 3,498.74

5 客户五 否 经销商 2,007.66 3,232.51

2021年度棉花加工前五名客户统计表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是 否 为 关

联方 类型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1 客户一 否 经销商 5,766.10 8,510.99

2 客户二 否 经销商 4,679.81 6,510.51

3 客户三 否 经销商 3,314.14 4,798.37

4 客户四 否 经销商 2,495.14 3,563.49

5 客户五 否 经销商 1,585.82 2,200.00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适宜公开。
前五名客户变化主要原因是：棉花交易市场较为灵活，公司没有相对固定的皮棉销售客户，每年

的客户变动都会很大。每年公司根据市场价格选择合适的客户进行交易，没有相对的固定客户导致前

五名客户变化较大。
2、皮棉贸易的具体业务模式
（1）皮棉贸易的采购和销售、结算模式。
采购：公司根据市场行情综合分析研判，在行情合适时寻找供应商，在对供应商相关资信和货权

情况进行调查后，与供应商签订《购销合同》按市场价格采购皮棉，合同明确约定质量标准、价格、结算
方式、具体交货时间、交货地点、验收方式、费用承担方式及未履约的违约责任。 采购的皮棉存放于第
三方仓库（为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指定监管仓库）中，按照皮棉交易市场惯例取得连续货权转移证明、提
单等单据完成货权转移后，公司承担货物的存货风险、价格风险及保管储存风险。

销售：公司与客户签订《购销合同》进行皮棉销售，销售价格主要按照期货价格、市场报价进行商
定，同时合同还明确约定质量标准、结算方式、具体交货时间、交货地点、费用承担方式、验收方式及不
能交付货物的违约责任。

结算方式：主要为先款后货。
（2）近两年前五名供应商和客户名称、类型及变化。
2022年度皮棉贸易前五名供应商统计表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是 否 为 关

联方 类型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1 客户一 否 生产商 9,182.58 13,845.06

2 客户二 否 经销商 4,073.67 6,142.08

3 客户三 否 生产商 2,065.76 3,114.66

4 客户四 否 生产商 1,983.80 2,991.08

5 客户五 否 经销商 1,628.27 2,455.03

2021年度皮棉贸易前五名供应商统计表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是 否 为 关

联方 类型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1 客户一 是 生产商 16,470.63 23,664.50

2 客户二 否 经销商 6,108.41 8,776.38

3 客户三 否 生产商 4,342.13 6,238.63

4 客户四 否 经销商 4,298.27 6,175.62

5 客户五 否 经销商 4,040.88 5,805.81

前五名供应商变化主要原因是：棉花交易市场较为灵活，公司没有固定的皮棉供应商，每年的供
应商变动都会较大。 每年公司根据市场行情综合分析研判， 在行情合适时寻找合适的供应商进行采
购，没有固定供应商导致前五名供应商变化较大。

2022年度皮棉贸易前五名客户统计表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是 否 为 关
联方 类型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1 客户一 否 经销商 1,856.77 3,023.92

2 客户二 否 经销商 472.92 770.20

3 客户三 否 经销商 344.38 560.86

4 客户四 否 经销商 252.96 411.97

5 客户五 否 经销商 251.94 410.30

2021年度皮棉贸易前五名客户统计表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是 否 为 关

联方 类型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1 客户一 否 经销商 9,896.28 14,655.64

2 客户二 否 经销商 8,632.34 12,728.13

3 客户三 否 经销商 8,303.63 12,243.46

4 客户四 否 经销商 7,273.21 10,724.14

5 客户五 否 经销商 7,068.28 10,421.97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适宜公开。
前五名客户变化主要原因是：棉花交易市场较为灵活，公司没有相对固定的皮棉销售客户，每年

的客户变动都会很大。每年公司根据市场价格选择合适的客户进行交易，没有相对的固定客户导致前
五名客户变化较大。

（3）贸易业务中是否存在资金或货物的实际流转，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
皮棉贸易业务中存在资金的实际流转，未进行实物转移。 公司皮棉贸易业务主要采取现货交易，

通常采取先款后货模式。皮棉现货交易的操作流程为：买方通过中国棉花质量公证检验官网可查询所
有已入库皮棉的颜色级、轧工质量、长度级、马克隆值等质量指标，根据自身的指标需求，选中合适产
品后，联系卖方签订购销协议。在支付货款后，买卖双方进行货权转让完成交易。公司办理货物所有权
转移手续，该手续可表明该商品的控制权已进行了转移，即公司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已取得该商品的
控制权，符合皮棉交易的行业内商业惯例，具有商业合理性。

（二）量化分析皮棉市场价格下降以及贸易皮棉业务减少两项因素分别对收入的影响，并结合具
体业务模式，对比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说明报告期内皮棉销售价格与成本倒挂的原因及合理性。

1、量化分析皮棉市场价格下降以及贸易皮棉业务减少两项因素分别对收入的影响

业务类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

皮棉贸易

收入（万元） 9,886.66 191,751.08 -181,864.42

成本（万元） 9,099.96 185,329.52 -176,229.56

毛利（万元） 786.70 6,421.56 -5,634.86

数量（吨 ） 4,968.97 127,261.66 -122,292.69

棉花加工

收入（万元） 65,093.52 62,745.93 2,347.59

成本（万元） 67,326.80 58,581.90 8,744.90

毛利（万元） -2,233.29 4,164.03 -6,397.32

数量（吨 ） 42,421.82 39,108.19 3,313.62

皮棉收入合计

收入（万元） 74,980.18 254,497.01 -179,516.83

成本（万元） 76,426.76 243,911.42 -167,484.66

毛利（万元） -1,446.59 10,585.59 -12,032.18

数量（吨 ） 47,390.79 166,369.85 -118,979.06

（1）皮棉贸易市场价格及销量变化对收入的影响
2022年贸易皮棉平均销售单价较上年增加 4,829.33元/吨， 致收入较上年增加 2,399.68 万元，销

量较上年减少 122,292.69吨， 致收入较上年减少 184,264.1万元， 合计使收入较上年减少 181,864.42
万元。

（2）棉花加工市场价格及销量变化对收入的影响
2022年自产皮棉平均销售单价较上年减少 699.84 元/吨，致收入较上年减少 2,968.85 万元，销量

较上年增加 3,313.62吨，致收入较上年增加 5,316.44万元，合计使收入较上年增加 2,347.59万元。
2、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皮棉收入销售毛利分析表

可比上市公司

2022 年 2021 年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毛利（万元）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毛利（万元）

新赛股份 110,054.57 130,297.50 -20,242.94 76,216.51 73,831.81 2,384.71

新农开发 11,221.43 11,721.58 -500.15 19,580.71 19,537.39 43.32

冠农股份 74,980.18 76,426.76 -1,446.59 254,497.01 243,911.42 10,585.59

2022年度内皮棉销售价格与成本倒挂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2021-2022棉花轧季， 受全球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带动、2021年 9月采收季皮棉期货价格大涨以及抢收等因素影响， 新疆籽棉收购价格
达到近十年以来的最高价格，但此时皮棉的现货价格、期货价格均低于皮棉的成本。同时 2021年末以
来，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棉花下游产业疲软、服装出口疲软等综合影响，棉花期货价格持续大幅下
跌，不仅造成 2021-2022 产季新疆棉花大部分时间处于收购成本与销价、与期货价格倒挂的状态，而
且销售进度远远弱于往年，新疆棉花企业均出现较大亏损。 从上表来看，同行业上市公司和公司 2021
年、2022年皮棉业务的趋势一致，2021年均有盈利， 2022年均出现较大亏损。

综上所述，皮棉销售价格与成本倒挂的原因是 2022 年皮棉价格大幅下降，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
司一样皮棉业务均出现亏损，符合行业和经营情况，具有合理性。

（三）补充披露天沣物产、银通棉业所从事的具体业务类型，结合主要经营数据及同比变化情况，
量化分析其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说明上述子公司未来业务安排和规划。

1、补充披露天沣物产、银通棉业所从事的具体业务类型
银通棉业主要从事皮棉加工业务。天沣物产主要从事皮棉、大桶番茄酱、白砂糖贸易业务，以及自

产番茄酱、白砂糖的销售业务。
（1）皮棉贸易具体的业务模式详见“问题 2”中的“皮棉贸易的具体业务模式”；
（2）大桶番茄酱、白糖贸易具体的业务模式为：
采购：公司根据市场行情综合分析研判，在行情合适时寻找供应商（其中大大桶番茄酱主要为生

产工厂），在对供应商相关资信和货权情况进行调查后，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按市场价格采购大桶
番茄酱或白糖，合同明确约定质量标准、价格、结算方式、具体交货时间、交货地点、验收方式、费用承
担方式及未履约的违约责任。 付款方式为签订合同时支付部分定金， 提货时付全款或直接付全款提
货。

销售：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进行大桶番茄酱或白糖的销售，合同明确约定质量标准、价格、结
算方式、具体交货时间、交货地点、验收方式、费用承担方式及未履约的违约责任。 其中：

大桶番茄酱销售价格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商定， 内销结算方式为 100%预付款或定金+发货前付全
款方式。 境外销售结算方式为 100%预付款、定金+发货前付全款、定金+见提单付尾款、定金+银行 DP
交单、100%即期信用证等方式。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和客户指令将货物发运至指定地点。

白糖的销售价格按照期货价格、市场报价进行商定，结算方式为先款后货，由客户自行提货。
2、结合主要经营数据及同比变化情况，量化分析其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

主要指标

天沣物产 银通棉业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 2022 年 2021 年 变动

营业收入(万元 ） 72,391.89 159,726.27 -87,334.38 111,101.37 197,048.33 -85,946.96

营业成本(万元 ） 69,034.39 152,964.05 -83,929.66 113,255.13 188,596.93 -75,341.80

毛利率 4.64% 4.23% 0.41% -1.94% 4.29% -6.23%

营业利润(万元 ） 409.05 2,915.41 -2,506.36 -35,564.97 1,853.73 -37,418.70

净利润 (万元） 179.66 2,323.16 -2,143.50 -47,355.15 2,041.33 -49,396.48

（1） 天沣物产 2022年营业收入较上年下降 87,334.38万元，净利润较上年下降 2,143.5 万元。 主
要原因是：2022年皮棉现货市场及期货市场行情较差，业务量减少导致盈利能力减弱。

2023年及未来，天沣物产将充分发挥公司销售龙头定位，持续围绕公司主业加大营销能力提升，
在进一步提升自产品销售价值同时，围绕公司主业开展大宗贸易业务，加强与行业内的供应商和客户
的协作，通过一是积极主动融入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优化出口商业模式，持续扩大出口规模，
提高国际市场风险应对能力；二是立足内循环，大力开拓国内市场，提高品牌影响力及市场占有率；三
是规范大宗贸易业务，优化客户群体及市场结构，大力开发源头供应商及终端客户，提高贸易质量等
举措进一步提高其盈利能力，增强公司主业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全面赋能主业实现稳定增长和高质
量发展。

（2） 银通棉业 2022年营业收入较上年下降 85,946.96万元， 净利润较上年下降 49,396.48 万元。
主要原因是：2021-2022轧季受国际政治环境、棉花下游产业疲软、服装出口疲软等综合因素影响，棉
花价格持续大幅下跌致市场价格与成本倒挂，企业亏损销售所致。

2023产季及未来，银通棉业将聚焦棉花加工产业质量提升，通过一是强化市场和行业研究，提高
市场预判能力和对冲市场风险的能力，二是盘活现有资产，提高产能利用率、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优化
产业布局结构，三是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等举措进一步提高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2023 年第一季
度，银通棉业实现归母净利润 2,8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122万元。

（四）补充披露受托加工物资的交易对方及业务背景，说明相关物资是否符合资产确认条件。
序
号 交易对方名称 是否为关

联方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备 注（合作轧花厂）

1 客户一 否 20,306.97 11,575.24 巴州顺泰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2 客户一 否 5,046.77 2,512.31 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普惠轧花厂

3 客户二 否 5,838.43 4,193.30 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库尔勒轧花厂

4 客户三 否 7,696.99 4,926.30 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28 团轧花厂

5 客户四 否 6,976.93 4,816.31 阿克苏地区永衡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合 计 28,023.45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适宜公开。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2022 年末，公司受托加工物资余额 28,023.45 万元，其中银通棉业所属库尔勒轧花厂、28 团轧花

厂、永衡棉业合作方客户二、客户三、客户四合作的轧花厂收购资金均由银通棉业提供，加工出的产品
货权均归属银通棉业所有，产品由银通棉业所属库尔勒轧花厂、28 团轧花厂、永衡棉业直接对外销售

回款。银通棉业所属顺泰棉业、普惠轧花厂收购资金由合作方客户一提供，顺泰棉业、普惠轧花厂代其
进行籽棉收购加工，籽棉收购发票以顺泰棉业、普惠轧花厂名义对外开具，加工出的产品再销售给客
户一。

综上所述，上述资产是过去的交易形成的，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且预期会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
符合资产确认条件。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抽查棉花加工、皮棉贸易销售合同和采购合同、会计凭证、收付款银行回单等原始凭证；
2、访谈公司管理层及业务人员，了解有关棉花加工、皮棉贸易的具体业务模式及变化情况，皮棉

销售价格与成本倒挂的原因及合理性及相关资料，天沣物产、银通棉业所从事的具体业务类型，结合
主要经营数据及同比变化情况，分析其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未来业务安排和规划；

3、查询皮棉市场价格变动趋势，与公司相关产品实际销售价格进行对比分析；
4、分析报告期内皮棉销售价格与成本倒挂的原因及合理性；
5、查询同行业上市公司皮棉收入成本数据并进行分析；
6、获取天沣物产、银通棉业经营情况的相关数据进行复核，分析天沣物产、银通棉业经营状况和

盈利能力；
7、检查受托加工物资合同及相关资料；
8、结合年报审计程序，对受托加工物资进行监盘或函证。
（二）核查意见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1）公司皮棉贸易业务主要采取现货交易，通常采取先款后货模

式，皮棉贸易中存在资金的实际流转，未进行实物转移，但公司办理了货物所有权转移手续，该手续可
表明该商品的控制权已进行了转移，即公司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已取得该商品的控制权，符合皮棉交
易的行业内商业惯例，具有商业合理性。（2）报告期内皮棉销售价格与成本倒挂的原因主要是 2022年
皮棉价格大幅下降，公司销售价格与成本倒挂与同行业情形一致，具有合理性。（3）天沣物产、银通棉
业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与经营情况和市场行情相符。（4）公司具有受托加工物资的所有权证明资料，
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

问题 3.关于会计差错。公司与年报同日披露的会计差错更正公告显示，因天沣物产和银通棉业的
部分业务不符合总额法确认条件， 将 2021 年度营业收入由 43.37 亿元更正为 39.03 亿元， 并将
2022 年一季报、中报、三季报确认的 14.48 亿元、33.48 亿元、38.90 亿元营业收入分别更正为 5.42
亿元、16.19 亿元、18.45 亿元，调整金额较大。 此外，根据新疆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天沣物产 2021 年度存在修改合同、替换单据、虚增收入的情形。 请公司：（1）补充披露虚增收入涉
及的具体业务情况，包括业务往来内容、金额及交易对方等，并明确 2022 年度相关会计差错是否涉
及同类情形；（2）自查更正后的财务数据是否仍然存在虚增收入或错用总额法的情形，说明公司对相
关内部控制的整改措施及进展。 请年审会计师就前述问题及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否有效发表
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虚增收入涉及的具体业务情况，包括业务往来内容、金额及交易对方等，并明确

2022 年度相关会计差错是否涉及同类情形。
1、天沣物产 2021年开展的皮棉贸易业务，修改了同一天采购同一天销售的皮棉贸易业务销售合

同、 货权转移证明及费用说明中的日期等相关内容， 将修改后的文件替换原始文件， 并据此确认
35,303.61万元收入， 导致公司披露的 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增 35,303.61万元收入的情形。 具体情
况如下：

（1）客户情况

序号 客户 是 否 为 关
联方

业务往
来内容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1 客户一 否 皮棉销售 4,406.94 6,499.84

2 客户二 否 皮棉销售 3,515.71 5,126.61

3 客户三 否 皮棉销售 903.11 1,368.36

4 客户四 否 皮棉销售 737.62 1,083.69

5 客户五 否 皮棉销售 2,840.12 4,205.16

6 客户六 否 皮棉销售 1,504.70 2,266.05

7 客户七 否 皮棉销售 343.48 506.33

8 客户八 否 皮棉销售 6,826.48 14,247.57

合 计 21,078.16 35,303.61

（2）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是 否 为 关
联方

业务往
来内容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1 客户一 否 皮棉采购 6,954.80 14,438.51

2 客户二 否 皮棉采购 1,027.04 1,503.67

3 客户三 否 皮棉采购 727.6 1,065.28

4 客户四 否 皮棉采购 603.97 902.14

5 客户五 否 皮棉采购 603.28 892.37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适宜公开。
2、公司 2022 年度相关会计差错：不存在修改贸易销售合同、货权转移证明及费用说明中及其他

相关内容，将修改后的文件替换原始文件，并据此确认收入导致虚增收入的同类情形，也不存在其他
虚增收入的情形。

（二）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中涉及 2021 年度、2022 年度错用总额法情形的具体业务情况，包括业务
往来内容、金额及交易对方等。

1、2021年度错用总额法情况
（1）天沣物产 2021 年开展的皮棉贸易业务，存在向客户货转的时间早于供应商向公司货转时间

的情形，错用总额法进行核算，涉及收入金额 356.46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①客户情况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业务往来内容 数 量（吨 ） 金 额（万元）

1 客户一 否 皮棉销售 84.82 152.74

2 客户二 否 皮棉销售 86.28 141.51

3 客户三 否 皮棉销售 42.61 62.21

合 计 356.46

②供应商情况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业务往来内容 数 量（吨 ） 金 额（万元）

1 客户一 否 皮棉采购 42.50 67.77

2 客户二 否 皮棉采购 86.28 139.87

3 客户三 否 皮棉采购 42.32 84.97

4 客户四 否 皮棉采购 42.61 62.27

合 计 354.88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适宜公开。
（2）公司子公司银通棉业在 2021-2022棉花轧季期间，将其部分轧花厂经营权与相关方进行了合

作经营，按照相关协议约定，银通棉业在该项业务中实际仅获取了固定的资产使用费，并未承担因销
售产品价格波动产生的风险报酬，应按照资产使用费金额确认收入。但银通棉业将合作经营加工厂生
产和销售的皮棉、棉籽、不孕籽，采用总额法将全部相关销售收入确认为公司收入。银通棉业错用总额
法进行核算，其中 2021年度涉及金额 5,065.84万元。 涉及的合作经营加工厂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 业务往来内容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1 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哈拉玉宫轧花厂 棉籽 2,352.61 728.52

2 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28 团轧花厂 棉籽 954.10 300.29

3 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库尔勒库尔楚轧花厂 棉籽 1344.28 411.52

4 巴州顺泰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轧花厂 棉籽、不孕籽 2174.87 688.96

5 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铁门关市第七轧花厂 棉籽、不孕籽 1,669.70 512.43

6 新疆万德利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轧花厂 棉籽 2,225.45 673.24

7 新疆达丰棉业有限公司轧花厂 棉籽、不孕籽 4,172.42 1,210.34

8 巴州梨城银花棉业有限公司轧花厂 棉籽 1,810.15 540.55

合 计 5,065.84

2、2022年 1-3季度错用总额法情况
（1）公司子公司天沣物产 2022 年 1-3 季度皮棉贸易业务采购与销售平进平出存在普遍性，公司

认为存在未完全承担价格风险的情形，不完全符合“总额法”确认收入的条件，公司对该部分贸易收入
的会计核算方法更正为“净额法”，涉及 2022年 1-3季度营业收入 120,569.87万元。 具体如下：

①前五名客户情况

序号 客户 是 否 为 关
联方

业务往
来内容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1 客户一 否 皮棉销售 11,203.47 23,287.74

2 客户二 否 皮棉贸易 10,124.07 20,706.95

3 客户三 否 皮棉贸易 4,418.25 8,021.95

4 客户四 否 皮棉贸易 3,163.92 6,617.33

5 客户五 否 皮棉贸易 3,436.03 6,539.40

②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序号 供应商 是 否 为 关
联方

业务往
来内容

数 量
（吨）

金 额
（万元）

1 客户一 否 皮棉采购 3,656.99 7,593.64

2 客户二 否 皮棉采购 3,271.87 6,569.90

3 客户三 否 皮棉采购 2,762.19 5,763.12

4 客户四 否 皮棉采购 2,125.88 4,466.15

5 客户五 否 皮棉采购 2,039.83 4,258.22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适宜公开。
（2）银通棉业
公司子公司银通棉业在 2021-2022棉花轧季期间， 将其部分轧花厂经营权与相关方进行了合作

经营，按照相关协议约定，银通棉业在该项业务中实际仅获取了固定的资产使用费，并未承担因销售
产品价格波动产生的风险报酬，应按照资产使用费金额确认收入。但银通棉业将合作经营加工厂生产
和销售的皮棉、棉籽、不孕籽，采用总额法将全部相关销售收入确认为公司收入。银通棉业错用总额法
进行核算，其中 2022年 1-3季度涉及金额 83,957.53万元。 涉及的合作经营加工厂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 业务往来内容 数 量（吨 ） 金 额

（万元）

1 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哈拉玉宫轧花厂 皮棉、棉籽、不孕籽 9,045.44 9,228.83

2 巴州冠农棉业 28 团轧花厂 皮棉、棉籽、不孕籽 6,675.58 4,878.93

3 巴州冠农棉业库尔勒库尔楚轧花厂 皮棉、棉籽、不孕籽 8,370.12 7,872.17

4 巴州顺泰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轧花厂 皮棉、棉籽、不孕籽 16,319.92 13,887.00

5 巴州冠农棉业铁门关市第七轧花厂 皮棉、棉籽、不孕籽 7,439.57 9,562.74

6 新疆万德利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轧花厂 皮棉、棉籽、不孕籽 16,230.10 9,978.26

7 新疆达丰棉业有限公司轧花厂 皮棉、棉籽、不孕籽 15,531.85 17,921.66

8 巴州梨城银花棉业有限公司轧花厂 皮棉、棉籽、不孕籽 10,521.27 10,627.94

合 计 83,957.53

（三）自查更正后的财务数据是否仍然存在虚增收入或错用总额法的情形，说明公司对相关内部
控制的整改措施及进展。

1、自查更正后的财务数据不存在虚增收入或错用总额法的情形。
2、对相关内部控制的整改措施及进展：
（1）对修改后的凭证进行还原。 目前天沣物产已完成对已修改单据的还原工作。
（2）加强培训学习。 加强董、监、高及子公司高管人员、财务、业务人员财经法律法规、公司内控制

度和会计基础工作的培训学习，强化责任、法律、合规意识，提高对业务流程和内控制度的理解和执行
能力，增强员工为公司合规做出贡献的意识，培育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 严守红线底线，坚决杜
绝再次出现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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