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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取客户全年销售明细，抽样选取样本，检查记账凭证与其相关的合同或订单、提货单、过磅

单、销售发票等原始单据数据信息是否一致；

（2）检查公司收取客户货款的银行账户流水及银行回单中付款方户名、账号、金额等数据信息与

财务账面记载是否一致；

（3）检查期后回款情况，并与公司销售政策进行分析比对，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综上，对于未回函的客户收入交易额，通过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测试，对重点客户分析查验，

替代测试等程序可以确认。

（2）2023年度销售收入函证程序情况如下表：

发函数量（份）

1,877.00
发函金额占比

68.21%
回函数量（份）

748.00
回函金额占比

37.32%
备注

不存在回函金额差异较

大情况

备注1：公司属于饲料生产、生猪养殖行业，个体客户众多且相对比较分散，抽样选取重大、重要等

客户函证销售额；

备注2：2023年，公司重整成功，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逐步恢复至正常状态，回函比例相比上年有较

大幅度提高；因公司属于饲料生产、生猪养殖行业，客户主要为个体户猪贩，个体客户对于函证审计程

序接受度不高，回函意愿较低；虽然公司重整成功，但公司声誉信用体系在逐步恢复中，与客户关系紧

密度仍在恢复提升中；所以整体回函比例仍比较低；

备注3：公司生猪销售收入约占比65%，生猪业务销售为现款现货；公司饲料、兽药等销售收入约

占比35%，并给予1-6月不等的赊销额度；我们对公司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测试，

经测试相关内部控制运行有效，对重点客户分析查验，同时对于未回函客户执行了替代程序，主要情

况如下：

（1）获取客户全年销售明细，抽样选取样本，检查记账凭证与其相关的合同或订单、提货单、过磅

单、销售发票等原始单据数据信息是否一致；

（2）检查公司收取客户货款的银行账户流水及银行回单中付款方户名、账号、金额等数据信息与

财务账面记载是否一致；

（3）检查期后回款情况，并与公司销售政策进行分析比对，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综上，对于收入未回函的客户收入交易额，通过销售与收款相关内部控制测试，对重点客户分析

查验、替代测试等程序可以确认。

会计师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一）问题4-1的程序主要情况

（1）获取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报告前五名客户销售明细表；了解销售产品类别、数量、单价及

金额等数据信息；了解前五名客户发生变化的原因；

（2）了解前五名客户具体情况，如客户为公司法人，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法定代表人、成立时间、股东、注册资本、注册地址等信息以及和公司的合作年限情况，并检查是否存

在关联方关系；如客户为个体，获取身份信息，检查姓名、年龄、住址等信息以及和公司的合作年限情

况，并检查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3）结合前五名客户销售明细表，检查财务系统记账凭证及其相关的合同或订单、提货单、过磅

单，销售发票等原始单据数据信息是否一致；检查公司收取客户货款的银行账户流水及银行回单中付

款方户名、账号、金额、日期等数据信息是否一致；

（4）检查前五名销售额函证实施情况；

（5）对于未回函的函证，实施替代程序，主要包括：获取客户全年销售明细，抽样选取样本，检查记

账凭证与其相关的合同或订单、提货单、过磅单，销售发票等原始单据数据信息是否一致；检查公司收

取客户货款的银行账户流水及银行回单中付款方户名、账号、金额等数据信息与财务账面记载是否一

致；检查期后回款情况，并与公司销售政策进行分析比对，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6）对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实施截止测试，确认收入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7）分析前五名客户销售价格与市场行情趋势是否吻合。

（二）问题4-2的程序主要情况

（1）获取关联方及交易明细清单，并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查询比对关联方

清单是否完整取得；询问公司管理层了解关联销售业务背景、审批程序、销售定价等方面内容；

（2）在巨潮资讯网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查询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公告，并与公司财务账面

记录数据核对，检查是否准确完整及时披露；

（3）获取关联销售明细表，将财务账面记录数据与合同协议、提货单、过磅单、销售发票等原始单

据核对是否一致；

（4）查看合同协议，检查主要条款与非关联方客户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原因合理性；分析销售定价

与非关联方客户定价、市场行情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原因合理性；

（5）检查关联方客户销售额函证实施情况；

（6）对关联销售收入实施截止测试，确认收入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会计师核查意见：

（1）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两个年度前五大客户变

动情况、变动原因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且是合理的；

（2）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关联销售的必要性论述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且是合理的，销售价

格公允，关联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5、关于主要供应商。年报显示，你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为38.81%，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17.79%。

问题5-1：详细列示2022年度、2023年度前五大供应商的名称、成立时间、采购产品类别、合作历

史，说明两个年度前五大供应商的变动情况、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2022年，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明细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一

供应商二

供应商三

供应商四

供应商五

合计

采购产品类别

原料

原料

原料

原料

原料

合作年限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采购金额（万元）

44,646.77
23,606.92
15,656.01
15,517.82
14,992.46
114,419.97

占比

3.36%
1.78%
1.18%
1.17%
1.13%
8.61%

是否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2、2023年，公司前五大供应商明细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六

供应商七

供应商八

供应商九

供应商十

合计

采购产品类别

饲料、兽药

饲料

饲料

饲料

饲料

合作年限

2年以上

2年以上

2年以上

2年以上

2年以上

采购金额（万元）

111,755.90
45,339.75
39,393.21
28,877.87
18,462.29
243,829.02

占比

17.79%
7.22%
6.27%
4.60%
2.94%
38.81%

是否关联方

是

否

否

否

否

2022年6月公司资金链断裂，2022年10月进入预重整阶段，饲料基地大部分处于停产阶段，原料

供应商信用体系完全崩塌，大宗原料供应商停止与公司合作，由此，2023年公司转变采购策略，逐步开

始采购外部饲料成品，采购供应商主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造成公司2022年和2023年公司采购

前五名供应商产生变化。

同时依据公司重整计划，上市公司因自身产能限制等原因存在饲料代加工需求，供应商六双胞胎

集团将为上市公司提供具备成本竞争力的饲料代加工服务，并优先满足上市公司的代加工需求，同时

给予上市公司低于双胞胎集团同类代加工服务价格20%以上的优惠，并给予赊销支持，期间最大赊销

额度达3亿余元，最大程度帮助上市公司控制饲料成本，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综上，公司2022年和2023年前五名供应商发生变动是合理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问题5-2：说明关联采购的必要性，采购价格的公允性，关联交易是否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回复】

1、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23年12月7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转增的57亿股股份已全部完成转增。2023年12月11
日，公司14亿股转增股票已划转至双胞胎农业证券账户名下，双胞胎农业持有公司股份占转增后公

司总股本的15.06%，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此，公司与双胞胎集团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12
月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预计2023年度12月份向关联方双胞胎集团采购饲料、原料、动保

产品不超过30,110.00万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

12日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23—209）。

2023年，公司与双胞胎集团实际发生的采购饲料、原料、动保业务金额为24,183.31万元，相关数

据已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5），实际发生金额与年报披露全年采购数据的差异系双胞胎集团作为公司非关联方期间发

生的金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第十条相关规

定，无需履行审议程序。

由此，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2023年以来，受到债务危机以及生猪市场行情持续低迷的影响，公司持续存在现金流紧张的问

题。虽然公司的资金压力将随着《重整计划》执行得到一定缓解，但是公司仍需要一定时间完成信用

体系修复，仅依靠重整投资人投入的资金难以实现“高效恢复业务运营，快速改善盈利能力”的经营目

标。针对公司面临的困境，双胞胎集团在《重整计划》中制定了对上市公司的具体经营方案，并作出了

经营协同支持的承诺。公司与双胞胎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是为了结合双胞胎集团与公司的各自优

势，充分发挥协同效应，进一步帮助上市公司缓解资金及经营压力，快速恢复并提升上市公司经营水

平。

1）饲料采购

上市公司的饲料生产目前处于恢复初期，信用情况尚未恢复，自身产能受限，存在饲料采购需求，

双胞胎集团将为上市公司提供具备成本竞争力的饲料采购及加工服务，并优先满足上市公司的需求，

同时给予公司低于双胞胎集团同类加工服务价格20%以上的优惠，帮助上市公司控制饲料成本。

2）原料采购

鉴于上市公司目前饲料生产处于恢复初期，信用情况尚未恢复，为确保上市公司的饲料生产的持

续和稳定性，降低生产成本，上市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在饲料原料临时性短缺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双胞

胎集团原料采购优势及采购平台，按照不高于市场价格及同类同质采购成本的基础上，向双胞胎集团

临时性采购原料。

3）动保产品采购

未来上市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与双胞胎集团在动保细分产品上各自的产品优势，在独立运营的

基础上，发挥协同效应，在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养殖成本的基础上，上市公司可以根据需求参照市场

价格向双胞胎集团进行采购，降低上市公司养殖成本。

3、采购价格的公允性

各方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并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交易，报告期

内，与关联方采购类主要业务为饲料采购，具体价格如下：

年份

2023年度

采购金额

（万元）

111,560.01

向关联方采购年度均

价（元/公斤）

3.45

市场价格年度均价

（元/公斤）

3.72
差异率

-7.26%
备注：市场价格年度均价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各月数据的平均值

2023年7月，双胞胎信达联合体（牵头投资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成为公司重整投资人，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双胞胎集团承诺为上市公司提供具备成本竞争力的饲料采购及加工服务，同时

给予公司低于双胞胎集团同类加工服务价格20%以上的优惠，帮助上市公司控制饲料成本。由此向

关联方采购年度均价较市场价格年度均价低，结算方式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会计师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报告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明细表；了解采购产品类别、数量、单价

及金额等数据信息；了解前五名供应商发生变化的原因；

（2）了解前五名供应商具体情况，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法定代表人、成立

时间、股东、注册资本、注册地址等信息以及和公司的合作年限情况，并检查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3）结合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明细表，检查财务系统记账凭证及其相关的合同或订单、入库单、过磅

单，销售发票等原始单据数据信息是否一致；检查财务账面支付货款记账凭证与相关合同、发票、付款

申请单、银行回单等原始单据数据信息是否一致；检查期后支付货款情况；

（4）检查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及期末余额函证实施情况；

（5）对前五名供应商采购实施入库截止测试，确认采购货物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6）分析前五名供应商采购价格与市场行情是否吻合，同时查看关联方采购合同协议，检查主要

条款与非关联方供应商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原因合理性；分析采购价格与非关联方供应商价格、市场行

情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原因合理性；

（7）获取关联方及交易明细清单，并通过企查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查询比对关联方

清单是否完整取得；询问公司管理层了解关联采购业务背景、审批程序、采购定价等方面内容；

（8）在巨潮资讯网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查询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公告，并与公司财务账面

记录数据核对，检查是否准确完整及时披露。

会计师核查意见：

（1）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真实、准确、完整；公司两个年度前五大供应商变

动情况、变动原因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且是合理的；

（2）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关联采购的必要性论述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采购价格公允，关

联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6、关于债务重组收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确认债务重组收益175.99亿元。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具体测算过程以及确认依据和合理性，结合相关会

计处理方式，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一）公司重整工作主要关键节点情况：

2022年 12月 20日，南昌中院出具（2022）赣 01破申 59、60、61、62、63、64、65、66、67号《民事裁定

书》，受理正邦养殖系列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2023年7月20日，南昌中院出具（2022）赣01破申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锦州天利

对被申请人正邦科技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

2023年10月27日，正邦科技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2023年10月27日，正邦养殖系列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江西正邦

养殖有限公司系列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

2023年11月3日，南昌中院出具《裁定书》，裁定批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

终止正邦科技公司重整程序。

2023年 11月 3日，南昌中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22）赣 01破 37号、（2023）赣 01破 2-10号]之
一，裁定批准《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系列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正邦养殖系列公司实

质合并重整计划》”）

2023年12月15日，南昌中院下发（2023）赣01破16号之四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2023年12月15日，南昌中院下发[（2022）赣01破37号、（2023）赣01破2-10号]之三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确认正邦养殖系列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其重整程序。

（二）重整计划有关债权清偿方案及2023年度清偿情况

a有关债权清偿方案主要内容

1．有财产担保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及建设工程优先债权在担保财产或建设工程清算价值范围内留债清偿，超出部

分按照普通债权清偿方案受偿，具体如下：

（1）留债期限：自重整计划批准之日起五年。

（2）留债利率：按照正邦科技重整计划获得南昌中院裁定批准之日最近一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3）还本付息方式：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的次年为第一年，留债期间，前2年只付息不还本，自

第3年起逐年还本，分别清偿本金的20%、30%、50%及相应利息；每年按照未偿还本金的金额付息；还

款日及付息日均为当年的12月20日。

（4）留债主体：主债务人分别为正邦科技或正邦养殖系列公司的，留债主体为主债务人；主债务人

同时为正邦科技、正邦养殖系列公司与正邦集团或江西永联的，留债主体为正邦科技；主债务人非正

邦科技或正邦养殖系列公司的，留债主体为正邦科技。对于融资租赁相关的债权，由投资人根据未来

经营需要确定需保留和继续承租的资产清单，并由管理人与相关出租人明确保留资产的处理方式，保

留资产比照有财产担保债权在融资租赁物清算评估值范围内予以留债清偿。因融资租赁形成的债权

按照有财产担保债权处理，并按照其融资租赁物的清算价值确定留债金额，剩余部分转入普通债权。

2．普通债权

（1）纾困债权

债权本金及利息部分参照有财产担保债权全额留债。

（2）其他普通债权

以债权人为单位，每家债权人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部分，以现金形式全额清偿（债权人中涉

及为正邦科技及正邦养殖系列公司办理农户贷、建设贷（如有）转流贷的债权，按照转流贷前农户或承

建商（如有）数量计算债权人现金清偿金额）；每家债权人债权金额大于 10万元但小于 2000万元（含

2000万元）的部分，以正邦科技转增股票清偿，每100元普通债权可获得8.70股转增股票，抵债价格为

11.5元/股；每家债权人债权金额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以信托受益权份额及正邦科技转增股票抵债

的方式清偿，每 100元普通债权可获得 1份信托受益权份额及 8.55股转增股票，抵债价格为 11.5元/
股。

3．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不做调整，按经调查/审核确认的债权数额全额清偿。

4．税款债权及社保债权

税款债权及社保债权（若有）不做调整，按经确认的债权数额全额清偿。

5．预计债权

（1）暂缓认定债权

暂缓认定债权经南昌中院裁定确认或者管理人审核认定后，按照同类债权的调整和受偿方案调

整和受偿。

（2）未申报债权

未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前申报但仍受法律保护的债权，将根据债权性质、账面记载金额、管理

人初步调查金额预留偿债资源。前述未申报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后，该类债权在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受偿请求并被依法确认后按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受

偿方式予以清偿。对该部分债权人，自重整计划获裁定批准公告之日起三年内或至该部分债权的诉

讼时效届满之日（以孰早为准），未向正邦科技主张权利的，正邦科技不再负有清偿义务。未申报的债

权中，如债权的成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履行相应的决议程序或披露要求而实

际未履行的，正邦科技就该等债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b.2023年度债权清偿主要情况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南昌中院三批次分别裁定正邦科技、正邦养殖系列公司需偿还债权总金

额为268.37亿元（包含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内部债权8.42亿元）。根据《重整计划》，清偿方式为：现金清

偿、留债、以股抵债清偿，领受信托份额清偿。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亿元

债权清偿总金额

268.37

清偿方式

现金清偿

4.59
留债

20.51
以股抵债

239.87
领受信托份额

3.40
（三）债务重组收益计算过程及确认依据

（1）清偿方式为以股抵债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第十一条规定：“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的，债务人应当在所清偿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时应当

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权益工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

计量。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第十二条规定：“金融负债（或其

一部分）的现实义务已经解除的，企业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该部分金融负债）”。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第四条规定：“（三）债权人或债务人中的一方直接或间接

对另一方持股且以股东身份进行债务重组的，或者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务重组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

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该债务重组的交易实质是债权人或债务人进行了权益性分配或接受了权益性

投入的，适用权益性交易的有关会计处理规定。”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相关规定：

“1-20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

监管实践发现，部分上市公司因破产重整而进行债务重组交易，对何时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理解

存在偏差和分歧。现就该事项如何适用上述原则的意见如下：

对于上市公司因破产重整而进行的债务重组交易，由于涉及破产重整的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

及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上市公司通常应在破产重整协议履行完毕后确认债务重组收益，除

非有确凿证据表明上述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

2023年度、公司已与重整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重整计划》经债权人大会表决通过且经法院裁定

批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并过户至管理人专户、产业投资人投资资金投入等主要工作均已完成，并且

南昌中院已于2023年12月15日裁定公司重整执行完毕，因此公司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均

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相关规定，以及公司重整实际情况，

债务终止以取得的法院裁定文书认定结果为依据。

以股抵债方式需偿还债务金额为2,398,734.32万元，扣除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内部债权以股抵债方

式偿还金额82,788.05万元后为2,315,946.27万元，根据《重整计划》，按照抵债价格11.50元/股偿还债

务，抵债股份数量为201,386.64万股。

以股抵债方式股票权益工具公允价值为 2.79元/股（按法院裁定重整执行完毕日当天股票收盘

价），以股抵债方式债务重组收益金额=清偿债务金额-股票权益工具确认金额=2,315,946.27万元-
201,386.64万股*2.79元/股=1,754,077.59万元。

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a.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借方：资本公积

贷方：股本—管理人专户

b.以股抵债方式清偿债务

借方：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账款等债务

贷方：投资收益（以股抵债价格减去股票权益工具公允价值）

贷方：资本公积（股票权益工具公允价值）

借方：股本—管理人专户

贷方：股本—债权人

（2）清偿方式为留债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第十二条规定：“采用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

债务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的规定，确认和计量重组债务。”

对于债务人，如果对债务或部分债务的合同条款作出实质性修改形成重组债务，或者债权人与债

务人之间签订协议，以承担实质上不同的重组债务方式替换债务，债务人应当终止确认原债务，同时

按照修改后的条款确认一项新金融负债。

根据《重整计划》，有财产担保债权及建设工程优先债权在担保财产或建设工程清算价值范围内

留债清偿，超出部分按照普通债权清偿方案受偿，具体如下：

（1）留债期限：自重整计划批准之日起五年。

（2）留债利率：按照正邦科技重整计划获得南昌中院裁定批准之日最近一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3）还本付息方式：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的次年为第一年，留债期间，前2年只付息不还本，自

第3年起逐年还本，分别清偿本金的20%、30%、50%及相应利息；每年按照未偿还本金的金额付息；还

款日及付息日均为当年的12月20日。

公司上述重整留债原债务金额为205,054.21万元，根据《重整计划》重整留债偿还方式，重组债务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199,198.43万元，原债务金额与重组债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差额5,855.78万元计

入债务重组收益。

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借方：短期借款、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等原账面价值

贷方：长期应付款-新债务价值（根据《重整计划》，重整留债分期偿还，重组债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

贷方：投资收益（原债务账面价值与新重组债务现金流现值差额）

会计师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破产重整涉及的关键资料，包括《民事裁定书》、《重整计划》、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文

件、法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文件等资料；

（2）与正邦科技管理层及其重整管理人了解《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

（3）获取本次债务重组清单及管理人确认、暂缓确认及未申报的债权明细和主要债权人债权资料

文件，并与公司的账面记录等进行核对；

（4）获取管理人账户对账单和银行流水，并与《重整计划》和公司账面核对；获取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转增股票、以股抵债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并与账面记录核对；

（5）根据正邦科技《重整计划》及其执行情况，检查破产重整收益的计算以及相关账务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6）检查正邦科技本次债务重组在财务报告中的列报是否适当，披露是否充分。

会计师核查意见：

公司报告期内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具体测算过程以及确认依据是合理的，相关会计处理方式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7、关于其他应收款。年报显示，你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71.65
亿元，其中往来款60.22亿元，被动担保代偿款9.11亿元，均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问题7-1：列示往来款明细，包括往来方名称、账龄、形成原因，说明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对预计无法收回的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716,488.10万元，明细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往来款小计

6

7

8

9
被动担保代偿款小计

10

11

12

13

14
其他小计

合计

往来方名称

单位一

单位二

单位三

单位四

其 他 零 星 业

务

单位五

单位六

单位七

单位八

单位九

单位十

单位十一

单位十二

其 他 零 星 业

务

金额

（万元）

562,938.31

31,599.58

1,945.27
3,748.18
2,009.09

602,240.43
47,338.79

21,670.41

16,835.30

5,266.60
91,111.10

3,310.43

3,828.17

2,848.10

1,645.54

11,504.33
23,136.57
716,488.10

账龄

1—5年以上

1—5年以上

1—5年以上

1—5年以上

1年以内

1年以内

1年以内

1年以内

3—4年

1—4年

2—5年

3—4年

形成

原因

往来款

往来款

往来款

往来款

被 动 担 保 代

偿款

被 动 担 保 代

偿款

被 动 担 保 代

偿款

被 动 担 保 代

偿款

租 赁 预 付 定

金/工 程 设 备

款

租 赁 预 付 定

金/租金

待 收 回 股 权

转让款

租 赁 预 付 定

金/租金

备注

该往来方为公司原子公司，报告期末转入信托平

台，根据《重整计划》，信托资产产生的收益优先向

债权人进行分配，由此与公司形成的该笔往来款

预计无法收回

对方单位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无偿

债能力

对方单位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无偿

债能力

公司已破产清算

对方单位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无偿

债能力

对方单位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无偿

债能力

对方单位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无偿

债能力

对方单位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无偿

债能力

支付代建场定金无法收回款项、以前年度计提

租赁方强制占领金梓源租赁场存货，后续公司发

起仲裁申请，目前没有进展以及无法取得相关仲

裁资料，预计无法收回存货损失。另支付租赁场

定金920.16万元无法收回，以前年度计提。

官司已结案，对方成为被执行人，无法取回已支付

股权转让款、以前年度计提

目前停工状态，以前年度计提

综上，公司依据谨慎性原则结合对方实际经营情况，对账龄时间长、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以

及净资产为负，预计无法收回的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716,488.10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要求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问题7-2：年审会计师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显示，被动担保

代偿款的往来方为你公司前控股股东及前控股股东同一控制下的关联企业。请说明该被动担保代偿

款的形成原因、是否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并论证是否构成关联方对你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

【回复】

江西正农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正农通”）为公司原子公司，鉴于江西正农通已资

不抵债，为增强公司资本实力、整合优化公司资源，公司于2022年8月21日、2022年9月6日分别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100%股权暨

关联交易及交易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公司以转让价1元人民币向前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江西正农通及其子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江西正农通的股权，公司不

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江西正农通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期间，向金融机构进行资金拆借，拆借资金已于股权转让前全额

用于经营使用，公司于2021年12月27日、2022年1月13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为上述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59）。股权转让后，该等担保被动形成新增关联担保。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22日披露的《关于出售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及交易后形成关联担

保的公告》。

江西正农通及其子公司在协议履行期间未按期还款，造成逾期。2023年7
月20日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作为担保义务人代为履行上述担保的清偿义务，代为支付

本金及利息共计911,111,047.99元，因此，公司享有对江西正农通及其子公司宜宾广联养殖有限公司、

三都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湖南临武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追偿权，并向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提交仲裁申

请。2024年2月，公司收到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发来的《受理通知书》，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已受理本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仲裁事项暨担保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0）
综上，上述被动担保代偿不构成关联方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会计师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明细表，了解往来方名称、账龄、账面余额及形成原因等；

（2）检查公司对于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审批程序；

（3）询问了解公司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评价坏账准备全额计提的依据是否真实、合理；

（4）询问了解被动担保代偿款形成原因，检查担保相关文件资料；并分析是否构成关联方对公司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5）在巨潮资讯网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查询公司形成被动担保及代偿事项相关公告，并与公

司财务账面记录数据核对，检查是否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会计师核查意见：

（1）对股权转入信托平台的原子公司应收款项等往来款以及被动担保代偿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且是合理的；

（2）被动担保代偿款的形成原因是真实合理的，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不构成

关联方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问题8、关于存货。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15.73亿元，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

13.16亿元。

问题8-1：按类别列示报告期末、期初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账面余额、减值准备、养殖地点、养殖场权

属。

【回复】

公司报告期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期初、期末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区域

华中地区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华中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其他种植业务等

养殖场权属

自繁自养场

公司+农户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26,925.91
1,329.03
53,372.39
22,830.36
28,544.73
20,436.76
25,512.07
33,285.53
13,603.57
1,521.01

227,361.36

存货跌价准备

4,274.02
134.21
8,119.99
3,125.89
2,550.36
1,386.68
1,872.55
2,775.31
1,346.62

-
25,585.64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16,555.02
-

28,257.10
21,766.19
19,113.74
7,881.40
10,768.59
18,705.83
5,871.87
2,693.72

131,613.47

存货跌价准备

5,790.44
-

7,975.36
6,010.12
6,739.82
1,106.02
1,284.61
1,744.26
1,004.03

-
31,654.65

问题8-2：说明对未在自有养殖场的消耗性生物资产采取的盘点方法，是否能够确保报告期末消

耗性生物资产的列报金额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为了维护公司资产安全，提高公司财务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养殖公司制定了《关于服务部猪只

盘点的管理规定》。

1、盘点内容：服务部存栏猪只

2、盘点时间：定期盘点、不定期盘点、年终盘点

3、盘点频率及责任人

盘点责任人

服务部会计

养户管理员

服 务 部 销 售 对

接员

盘点类型

定期盘点

不定期盘点

定期盘点

定期盘点

盘点对象

服务部所有养户

异常户

本服务部养户

本服务部养户

盘点频率

1、猪只天龄≥120天的新增养户盘点

2、猪只上市清栏T+1天盘点

①单个养户死亡连续3天累计超20头

②单个养户批次累计领料偏差率超25%（＞90日龄）

③饲养期间发现死淘作假、偷料、偷换充猪的养户

①进苗养户：卸苗当天完成盘点，必须有管理员、养户、司机三

方签字盘点表，如进苗盘点数量存在争议，财经需到场复盘进

苗数

②每月完成所辖养户盘点

上市交接与销售对接员盘点

上市交接与管理员盘点

4、盘点程序及要求：

（1）盘点前首先完成调栏工作：掉队猪调入掉队猪栏，病弱猪调入病弱猪栏，无价值猪集中在一起

处死拍照；

（2）调栏完成后正式开始盘点估重工作；

（3）按栋进行盘点，每栋一张盘点表；

（4）每栋栏舍里面的栏位必须编号，盘点时盘点表上栏号必须与编号一致每盘点完一栏猪只，必

须对此栏猪只进行拍照，照片必须包含整栏猪只；

（5）先盘点正品猪头数及部分称重预估重量、再盘点掉队猪头数及部分称重预估重量、最后盘点

病弱猪头数及无价值猪头数，最后盘点养户处的饲料、兽药库存；

（6）盘点发现差异必须与养户现场复盘并确认签字；

（7）猪只最终数量以上市数据为准，对应养户管理员对养户处猪只账实相符负责；

（8）到养户处盘点，需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管理方案》；

（9）盘点表必须由养户、盘点责任人签字确认；

5、盘点盈亏处理：

（1）盘点责任人对盘点差异上报到服务部会计汇总，由服务部会计上报到育肥中心育肥财经部或

者片区发文，发文通过后进行账务调整猪只差异；

（2）进苗24h内盘点差异，如是进苗差异导致的走ERP系统“成本抵扣单”，按照责任划分服务部/
繁殖场/养户/司机/承担损失金额；

（3）进苗超7天盘点差异视同盘盈亏，养户按合同12000元/头处罚，内部人员按盈亏责任机制处

罚。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列报金额真实准确完整。

问题8-3：结合猪周期等行业因素，说明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的跌价准备是否充分。

【回复】

一、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产成品、

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

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

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

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

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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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报告期公司行业发展情况、生猪价格走势，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具体内容

1、生猪市场价格波动情况

2021年，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市场供应明显回升，猪价快速下跌，2021年末猪价回落至与2019年

初基本持平，处于价格低位区间。

2022年，生猪产能相对过剩，生猪价格虽在2022年中短暂回升至亏损线之上但全年平均价格依

旧偏低。

2023年，尽管生猪产能从高位开始连续12个月去化，但产能相对过剩格局尚未得到本质改善，生

猪价格仅在2023年三季度短暂反弹，全年平均价格在行业盈亏线以下，全行业出现普遍亏损。

备注：数据来源于wind
2、公司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由于报告期生猪饲养行业处于周期性底部，生猪价格持续低迷，报表日至报告出具日无显著回

升。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了存货跌价准备测试。具体如下：

首先，公司于期末对持有的商品猪持有目的进行评估，对比直接对外出售以及进一步饲养出栏至

标准重后出售后的可变现净值，选择更为经济方案作为存货跌价准备应有余额计算的具体依据。

其次，对于相关参数进行合理估计：预计售价综合考虑出售时点、地区等因素；进一步饲养至出栏

的增量成本结合公司历史饲养水平、原材料价格、成活率等相关生产经营指标参数进行合理估计。

经计算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存货跌价准备应有余额情况如下：

计算项目

持有目的

结存头数（万头）

单位成本（元/头）

期末余额（万元）

预计售价（元/头）

预计销售额(万元)
进一步加工成本（万元）

可变现净值（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万元）

仔猪直接对外出售（头均

重≤7KG）
37.14
527.63

19,594.18
237.53
8,821.83

-
8,821.83
10,772.35

仔猪直接对外出售

（7KG＜头均重≤25KG）
26.39
632.03

16,679.06
471.30

12,437.50
-

12,437.50
4,241.56

商品猪直接对外出售（头

均重≥25KG）
49.74

1,333.56
66,337.21
999.12

49,696.47
-

49,696.47
16,640.74

备注1：消耗性生物资产期末余额未包含待产仔猪。

2、上述存货直接用于出售，因此无进一步加工成本。

综上，公司期末存在减值的存货主要为生猪，主要系生猪市价受市场行情影响下跌，公司养殖环

节成本高于市价，与市场行情及公司实际情况相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有关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并测试其运行的有效性；

（2）与管理层进行沟通，了解消耗性生物资产养殖地点，并评估日常经营过程中消耗性生物资产

安全的防范措施以及风险应对策略；

（3）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监盘，观察其生长状况，确定期末存栏数量；
（4）查询公开市场信息，了解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规律，判断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的风险；
（5）获取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表，分析可变现净值的合理性，复核预计售价、持有目

的，评价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会计师核查意见：
（1）公司对未在自有养殖场的消耗性生物资产采取的盘点方法，是能够确保报告期末消耗性生物

资产的列报金额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期末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的跌价准备是充分的。
问题9、关于在建工程。年报显示，你公司期末在建工程账面余额为32.68亿元，未计提减值准备。
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存在因猪周期因素导致在建工程项目存在缓建、停建或项目收益不达预期的

风险，在此基础上说明针对在建工程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回复】
一、在建工程项目情况
近三年，受生猪行情持续低迷影响，公司经历了2021年巨亏，2022年预重整，2023年重整过程及

重整成功。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在建工程余额为326,773.58万元。在建工程项目基本处

于停工状态。

1、公司在建工程大部分为生猪养殖项目，截至目前，北方区域基本完成战略性撤退，在建项目主

要分布区域为西南、华中、华东、华南，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工 程 项 目

性质

猪场

区域布局

华南地区

工程项目数

量

11

在建工程

账面金额（万元）

66,822.35
预算数

104,192.83
投入 比例

64.13%
目前状态

缓建、停工

2
3
4

猪场小计

5
6
7
8
10
11

饲料厂小计

合计

猪场

猪场

猪场

饲料

饲料

饲料

饲料

饲料

饲料

华东地区

西南地区

华中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中地区

西北地区

华东地区

西南地区

华南地区

18
9
13
51
1
5
2
5
5
8
26
77

121,628.88
92,108.89
41,035.16
321,595.28
1,638.61
682.28
602.05
1,114.61
827.51
313.24
5,178.30

326,773.58

170,236.54
115,460.82
75,981.40
465,871.59
4,118.33
682.28
1,928.00
1,128.25
2,168.07
458.59

10,483.52
476,355.12

71.45%
79.78%
54.01%
69.03%
39.79%
100.00%
31.23%
98.79%
38.17%
68.31%
49.39%
68.60%

缓建、停工

缓建、停工

缓建、停工

缓建、停工

缓建、停工

缓建、停工

缓建、停工

缓建、停工

缓建、停工

2、受公司自有资金短缺影响，项目投入逐年下降，近三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金额如下：

年份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金额（万元）

649,215.21
132,356.12
65,216.33

受公司整体资金影响，公司近三年来项目投入逐年下降，公司被迫对在建项目均进行缓建、停工

处理。报告期内，公司已对部分投入比率低、零星投入且无任何变现价值的在建项目进行了报废处

理，已计入“营业外支出”科目，同时受养殖区域规模布局、资金不足因素影响，公司对期末在建项目暂

缓、停工处理，且公司安排了专人对上述工程项目进行日常维护。

二、在建工程项目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一）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在建工程相关的会计政策，公司于每期末判断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可

能发生减值的迹象。有证据表明在建工程已经发生了减值，应当对其计提减值准备。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在建工程项目与《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列示的减值迹象对比

情况如下：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1）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

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2）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

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

业产生不利影响；

（3）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

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

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4）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5）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6）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

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

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

公司实际情况的分析

在建工程项目预计能够按照计划进行生产运营，不存在资

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情况。

目前生猪行情回暖，预计公司盈利能力将有所提升。不存

在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

处的市场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

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未发生导致资产可收

回金额大幅度降低的重大变化。

经实地查看及评估，在建工程项目不存在已经陈旧过时或

者其实体已经损坏的情况。

在建项目主要用于公司生猪养殖，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结

合当前生猪行情及对在建项目的充分评估，预计不存在资

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的情

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预计本轮猪周期正处于磨底阶段，且

磨底有望逐渐进入尾声，2024年猪价反转确定性较强，预

计生猪价格继续下跌的可能性较小，预计新建项目达产后

整体预期经济效益较好，不存在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

低于预期的情况。

公司对于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按单项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在建工程账面价值的差额，

提取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1）长期停建并且预计未来3年内不会重新开工的在建工程；

（2）所建项目无论在性能上，还是在技术上已经落后，并且给企业带来的

经济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3）其他足以证明在建工程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可收回金额根据在建工程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在建工程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当在建工程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在建工程的账面价值减记

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在建工程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在建工程减值

准备。在建工

程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二）在建工程未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依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了全面的减值风险测试。并

结合行业趋势和市场环境进行评判，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长期停建的项目。经过实地查看，也不存在陈旧过时或者实体已经损坏的

情况，均保持着良好的运营状态和技术水平。

上述在建项目主要用于公司生猪养殖，是公司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多元化经营的重要布局，符合公

司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生猪养殖项目的推进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

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预计本轮猪周期正处于磨底阶段，且磨底有望逐渐进入尾声，2024年猪价反

转确定性较强，预计生猪价格继续下跌的可能性较小，预计新建项目达产后整体预期经济效益较好。

截至目前，公司已重整完成，经营状态已逐渐恢复，现金流已持续改善，部分在建工程项目已开

工。后期，公司将结合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合理复工复产安排，以确保项

目的顺利推进和公司的长期发展。且结合目前市场行情，生猪市场呈现出回暖态势，生猪价格正处于

上升期，这一趋势为公司生猪养殖项目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市场环境，预计将为项目带来更高的经济回

报。随着上述在建项目的逐步完工和投产，预计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

综上，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在建工程未计提减值

准备是合理的，符合公司目前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

会计师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工程建设相关内部控制并测试其有效性；

（2）获取在建工程明细表，了解工程项目地点、投资预算、工程进度、停工情况等项目状况；了解缓

建、停工项目具体原因；

（3）选取重大、重要工程项目实施实地检查，查看在建工程项目状况；

（4）获取管理层在资产负债表日就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判断的说明；并复核该判

断说明的合理性等；

（5）对于缓建、停工项目，检查在建工程是否出现减值情形，是否应确认减值准备，了解缓建、停工

项目未来经营计划策略。

会计师核查意见：

公司受整体资金影响，被迫对在建项目进行缓建停工处理，对于部分投入比率低、零星投入且无

任何变现价值的在建项目进行了报废处理且已计入“营业外支出”科目；结合在建工程实地查看情况

以及后期公司对在建工程项目的经营计划等，报告期末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报告期末，在建工

程未计提减值准备是符合公司目前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的，在建工程未计提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问题10、关于重大诉讼、仲裁。年报显示，你公司作为被告方的涉案金额为1,029,988.45万元，公

司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已确认2,295.34万元预计负债。

请你公司逐项说明对诉讼案件的会计处理是否恰当，相关预计负债的计提确认是否充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回复】

一、截至报告期内，公司诉讼情况

（一）公司作为被告方，相关诉讼案件进展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案件进展分类

已撤诉：

重整诉讼：

其中：已申报重整裁定

已申报重整未裁定

非重整诉讼：

其中：审理中

已判决已执行

已判决未执行

合计

金额合计

239,358.46
526,412.60
333,038.51
193,374.09
264,217.39
102,018.62

138,402.52

23,796.25
1,029,988.45

备注

对公司利润无影响

公司已预留偿债资源，不会产生预计

负债

公司可能赔付的金额尚无法预估，不

能可靠计量，因此未计提预计负债

已作为公司现时义务，不涉及计提预

计负债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定分析后计提

了预计负债2,295.34万元

（二）诉讼金额5000万元以上案件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已撤诉小计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已申报重整裁定小计

22

23

24
已申报重整未裁定小计

重整诉讼合计

25
26
27

已判决已执行小计

28
29
30

审理中小计

非重整诉讼合计

合计

对方诉讼主体

诉讼方一

诉讼方二

诉讼方三

诉讼方四

诉讼方五

诉讼方六

诉讼方七

诉讼方八

诉讼方九

诉讼方十

诉讼方十一

诉讼方十二

诉讼方十三

诉讼方十四

诉讼方十五

诉讼方十六

诉讼方十七

诉讼方十八

诉讼方十九

诉讼方二十

诉讼方二十一

诉讼方二十二

诉讼方二十三

诉讼方二十四

诉讼方二十五

诉讼方二十六

诉讼方二十七

诉讼方二十八

诉讼方二十九

诉讼方三十

诉讼金额

（万元）

156,059.09
18,093.14
17,247.42
12,629.23
9,993.75
8,562.87
6,691.45

229,276.95
39,450.72

25,071.74

17,783.22

14,000.00

13,219.00

10,000.00

9,859.21

9,542.04

9,534.03

9,180.13

8,954.35

8,781.20

5,331.37

5,289.18
185,996.19
75,944.89

60,940.75

31,160.54
168,046.18
354,042.37
71,458.03
12,112.52
11,744.82
95,315.37
43,811.62
10,652.11
5,394.79
59,858.53
155,173.90
738,493.22

案件属性

已撤诉

已撤诉

已撤诉

已撤诉

已撤诉

已撤诉

已撤诉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重整诉讼

审理中

审理中

审理中

审理中

审理中

审理中

二级阶段

已撤诉

已撤诉

已撤诉

已撤诉

已撤诉

已撤诉

已撤诉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裁

定

已申报重整未

裁定

已申报重整未

裁定

已申报重整未

裁定

已判决已执行

审理中

已判决已执行

审理中

审理中

审理中

案件

类型

劳务合同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工程合同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股权纠纷

股权纠纷

金融借款纠纷

劳动合同纠纷

建设合同纠纷

建设合同纠纷

股权纠纷

股权纠纷

建设合同纠纷

截至目前

进展

对方已撤诉

对方已撤诉

对方已撤诉

对方已撤诉

对方已撤诉

对方已撤诉

对方已撤诉

已判决

已判决

对方已撤诉

已判决

移送黄冈市中

级人民法院，未

开庭

已判决

已判决

已裁决

已判决

已调解

已判决

已判决

待判决

已判决

待开庭

待开庭

待判决

已驳回

二审待开庭

已判决

对方已撤诉

待判决

待裁决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或有事项相关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应当

同时满足的条件如下：

（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应用指南》进一步明确：“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

利益流出企业，通常是指履行与或有事项相关的现时义务时，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超过

50%”

结合会计准则要求及公司案件进展情况，对方已撤诉案件 239,358.46万元不会导致经济利益流

出企业，不涉及计提预计负债；重整诉讼526,412.60万元，其中已申报重整裁定333,038.51万元已通过

公司重整进行清偿，已申报重整未裁定193,374.09万元，公司已预留相应偿债资源，亦将通过重整程

序得以解决；非重整诉讼合计264,217.39万元，其中审理中的案件102,018.62万元不必然导致经济利

益流出企业，且金额无法可靠计量，未计提预计负债；已判决已执行138,402.52万元，已作为公司现时

义务，不涉及计提预计负债；已判决未执行23,796.25万元作为2023年度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公司根

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定分析后计提了预计负债2,295.34万元。

（下转C7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