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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普通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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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方海洋在重整计划

被裁定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每家普通债权人超过10万元的债权部分，由东方

海洋在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现金及股票抵债的方式进行清偿，其中以现金清偿

8%，剩余部分每家普通债权人每100元债权分得8.33股东方海洋股票（若股数出现小数位，则去掉拟

分配股票数小数点右侧的数字，并在个位数上加“1“)，股票抵债价格为12元／股。该债权以现金清偿

债务不产生重整收益，普通债权股票清偿部分按照股票公允价值与债权价值的差额计入重组收益。

3、债务重组收益的具体测算过程和会计处理情况

单位:万元、万股

序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内容

公司以股抵债公
司清偿债务

公司以股抵债清
偿债务产生的重

组收益

重整投资人解决
违规担保债务

重整投资人解决
违规担保产生的

重组收益
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清偿产生的重

组收益

重整费用

债务重组收益

计算依据/公式
普通债权金额

股票的抵债价格
（元/股）

实际清偿股票数量=①/②
股票的公允价值

=①-(③*④)

违规担保债权金额

实 际 清 偿 数 量 =(⑥+⑦)/②

=⑥-⑨*④-⑧

=⑤+⑩+⑪-⑫

金额
36,728.50
12.00

3,060.71

2.81

28,127.88

105,793.44
2,730.58
237.44

9,043.68

80,143.29

137,081.10

7,584.30
237,767.97

备注
公司以股抵债向债权人清偿

重整计划股票抵债价格

1、公司实际清偿股数;2、股票分配差额为若股数出现小数位，则去掉拟分配股票
数小数点右侧的数字，并在个位数上加“1”

转赠股份登记日 2023年 12月 28日前 20日交易的收盘均
价

尾差为股数尾差计算产生

违规担保债权人已诉讼，公司原账面已计提预计负债，由
重整投资人以股票向债权人清偿部分

违规担保债权人未诉讼，公司原账面未计提预计负债，由
重整投资人以股票向债权人清偿部分

违规担保债权人未诉讼，公司原账面未计提预计负债，由
重整投资人以现金向债权人清偿部分

1、投资人实际清偿股数;2、股票分配差额为若股数出现小数位，则去掉拟分配股票
数小数点 右侧的数字，并在个位数上加“1”

尾差为股数尾差计算产生

公司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计提减值准备 137,081.10万元，根据债务重组准则结转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重整过程中发生的重整案件受理费、管理人报酬、聘请中
介机构的费用等

如上表所示，公司2023年因破产重整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最终金额=以股抵债产生的重组收益

28,127.91万元+重整投资人解决违规担保产生的重组收益80,143.26万元+对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已计提减值准备冲回产生的重组收益137,081.10万元-破产重整相关费用7,584.30万元=237,
767.97万元。

4、债权重组收益的确认依据

（1）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二条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

时义务已经解除的，企业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该部分金融负债）。第十四条 金融负债（或其

一部分）终止确认的，企业应当将其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负债）之

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第十条 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

务人应当在相关资产和所清偿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

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第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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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工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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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据《会计准则解释——5号》企业接受非控股股东（或非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代为

偿债、债务豁免或捐赠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符合确认条件的，通常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但是，

企业接受非控股股东（或非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代为偿债、债务豁免或捐赠，经济实质表明

属于非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当将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企业发生破产重整，其非控股股东因执行人民法院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通过让渡所持有的该企

业部分股份向企业债权人偿债的，企业应将非控股股东所让渡股份按照其在让渡之日的公允价值计

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减少所豁免债务的账面价值，并将让渡股份公允价值与被豁免的债务账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控股股东按照破产重整计划让渡了所持有的部分该企业股权向企业

债权人偿债的，该企业也按此原则处理。

（4）依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之问题“1-20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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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2024）》（P502）的相关规定或解释：“如果公司已将需

以现金清偿的债务对应的现金支付至管理人账户，需清偿给债权人的股票也过户到管理人指定账户，

可以视为存在确凿证据表明司法重整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消除，确认为债务重组收

益。”

综上所述，莱山区法院于2023年12月29日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重整投资人应支付的受让股票资金已经全额支付到管理人指定的账户；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的转增

股票已登记至重整投资人指定证券账户；破产费用已支付完毕或已经提存至管理人账户；需清偿债权

人的现金及股票也已经支付或者过户到管理人账户或管理人开立的证券账户；符合债务终止确认及

破产重整收益确认的条件。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相关规定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其计算过程及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1、针对上述情况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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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管理层及其重整管理人进行访谈，了解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法院对重

整相关事项的裁定情况、债权人申报债权情况、管理人确认和暂缓确认债权情况、偿债的股份及资金

到位情况、重整投资人履约情况等），讨论重整计划执行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及消除时点；

（3）获取重整管理人提供的债权表及主要债权申报材料，并与法院裁定文件、公司账面数据等进

行核对；

（4）获取重整管理人银行账户对账单并实施函证，与重整计划和公司账面进行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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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判断公

司重整计划的执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以及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上述重大不确定性

已经消除，以确认公司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时点是否恰当；

（5）复核公司对债务重整损益金额的计算过程，以确认金额是否准确；

（6）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后《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

（7）检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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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债务重组收益于2023年度确认及相关债务重组收益的计算过程、确认时

间及依据是充分、合理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5.关于扣非净利润。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第一至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分别为-56.53万元、-6,
105.94万元、-1,509.06万元、-55,917.22万元，第一至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1.36亿元、0.98亿元、0.92
亿元、1.12亿元，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发生大幅下滑，并且变动方向与营业收入相反。

请你公司结合实际经营业务特点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发生大幅下滑的

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跨年调节利润的行为。

公司回复：

1、公司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发生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影响公司第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发生大幅下滑的主要事项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存货跌价准备

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减值损失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开发支出减值损失

财务费用
管理费用及职工薪酬

影响净利润的金额
-5,784.91
-24,463.95
-4,675.12
-2,250.23
-503.54
-6,909.02
-1,964.39

由上表可以看出，影响公司第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发生大幅下滑的主要系计提减值准备事项、财务

费用、管理费用及职工薪酬增加影响，同时受公司各季度间营业收入结构不同所致，具体原因分析如

下：

（1）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报告期第四季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对象为消耗性生物资产（海参和鱼类等）和体外诊

断产品（检测试剂盒及其他相关材料）。

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为近年海参苗种的投入量较以往年度大幅减

少，产能利用率不足，导致产量降低，同时受近年自然灾害的持续影响，海参成活率仍处于下降趋势。

上述原因导致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养殖成本，公司对此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对体外诊断产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为2023年对用于国内的检测试剂盒及其他相关

材料的需求量大幅度下降，导致公司2023年的检测试剂盒及其他相关物资的销售收入大幅度下降；

同时因公司未能预料到检测需求的大幅下降，导致与之相关的检测试剂盒及其他相关材料的库存积

压，公司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预计该类产品很难再对外销售，基于谨慎性原则，对该类体外诊断产品

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减值损失

公司报告期第四季度对国内体外诊断客户预计无法全额收回的应收账款计提减值损失24,463.95
万元。近几年公司承担了部分客户的检验需求，该部分客户未能及时向公司支付检测款，公司参考目

前的回款情况及客户未来的回款计划，基于谨慎性原则，对于检测业务的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按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

（3）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报告期第四季度对海阳分公司的资产组计提减值损失4,662.06万元。公司判断海阳分公司

的资产组存在减值迹象的原因为两个方面：一是海阳养殖基地主要用于海参养殖，海阳分公司养殖基

地所在区域规划调整导致公司围堰进排水系统不畅，影响了海参生产海域环境。目前该区域规划调

整已经因其他原因停工，其是否继续施工具有不确定性，且如果需要继续养殖海参，公司需要对该海

域进行清淤及排水系统修复，由于该项投资金额较大，公司暂无进行养殖基地改造计划。二是海阳核

电项目在海阳分公司养殖基地附近开工建设，根据规划预计建设时间为5-10年左右。该项目建成会

影响海水温度，很可能导致公司的养殖海域永久性不适合海参养殖。

综上所述，海阳分公司发生海域环境的变化、海域水质的变化等外界不可抗力的情况，导致其资

产组未来的使用用途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资产组的使用价值降低；同时公司暂不会对该养殖基地进行

较大资产改造以用于海参养殖，导致资产组的产能利用率降低，养殖固定成本较高，未来可能无法用

于海参等海产品养殖，故公司对海阳分公司的资产组计提减值损失。

（4）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报告期第四季度对美国公司的非专利技术和国内子公司自主研发免疫诊断类产品计提减值

损失2,250.23万元。其中对美国公司计提减值损失的无形资产主要为新一代Vio-HIV产品的非专利

技术，该非专利技术已于2020年取得美国的FDA认证，并准许产品在美国上市销售，但公司因销售渠

道的局限性以及同类竞品已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的原因，导致该类新产品基本无销售业务。公司

2022年度利用专家工作，对已存在减值迹象的该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计提无形资产减值2,121.72万

元。至2023年末该类产品仍然处于基本无销售业务的状态，管理层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预测该项产

品未来短期内无法打开市场并保持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这项非专利技术全额

计提减值准备，2023年度补充计提无形资产减值损失2,193.70万元。

（5）开发支出减值损失

公司报告期第四季度对自主研发的免疫诊断类产品-琥珀酰丙酮和多种氨基酸、肉碱测定试剂盒

（串联质谱法）计提减值损失503.54万元。该类产品旨在使用质谱法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以保

障我国出生人口素质。目前该项手段在我国已经得到全面推广，一些较强省份例如山东已经将此纳

入政府免费筛查范围，未来市场将得到充分保障。公司对此项开发支出项目计提减值的原因存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标客户群体的数量减少。2018年以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在1600万人/年左右，但近几年国

内人口出生率有所下降，若按照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计算、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普及率按照80%
估算，则每年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人数仅为721.6万，在出生人口总量仍有下降的趋势下，根据目前

的市场行情，公司的目标客户群体的数量可能少于公司研发初期预估的数量；二是市场竞争激烈。

2023年公司的该类产品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预计2024年达到产品注册阶段，但该产品注册难度大，

且市场份额已由多家企业占据，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公司预计想要达到的市场占用率具有不确定性；

三是从产品取得注册证到正式进入医疗机构使用的时间周期较长，在此过程中随着竞争加剧市场价

格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综上考虑，管理层判断该项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对该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公司依据该类产品目

前的市场价格、未来占据市场份额后的预计销售额等因素，对该项开发支出计提减值损失 503.54万

元。

（6）财务费用

根据重整管理人最终债权确认金额补提金融机构关于逾期罚息、复利计息、利息调整等情况共计

6,909.02万元。

（7）管理费用及职工薪酬增加

公司第四季度管理费用大幅度增加。管理费用增加主要项目为：一是计提公司涉及违规担保等

涉诉案件的律师费用658.72万元；二是重整期间相关人员住宿、会议等相关费用190.68万元；公司计

提员工奖金支出1,114.99万元。

（8）收入结构不同导致净利润下降

公司主营业务中海参销售业务，捕捞季节为春季和秋季，公司的成参销售以底播养殖为主，根据

公司海参养殖的海域位置特点春季捕捞量居多，第四季度秋季海参捕捞量下降导致收入下降，其对应

单位固定成本较高，导致秋季海参毛利较春季下降；另外公司的高毛利检测业务，因第一季度检测需

求大幅下降，导致该检测业务在第二至四季度的销售毛利大幅度下降。

综上所述，公司第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发生大幅下滑主要因计提多项减值事项、特殊事项导致公司

费用增加以及各季度收入结构不同造成。公司不存在跨年调节利润的行为。

2、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公司与同行业公司2023年第一至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对比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獐子岛

好当家

公司

项目
营业收入

扣非净利润
营业收入

扣非净利润
营业收入

扣非净利润

第一季度
37,854.34
-835.29
24,284.88
244.18

13,560.24
-56.53

第二季度
46,349.73
1,430.33
57,913.51
1,395.33
9,775.10
-6,105.94

第三季度
43,919.17
1,336.02
24,682.32
1,037.23
9,187.05
-1,509.06

第四季度
39,624.12
-1,576.62
49,499.75
-1,004.24
11,200.95
-55,917.22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和同行业公司（獐子岛）相比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和扣非净利润的变动趋势

存在差异，但第四季度獐子岛扣非净利润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公司和同行业公司（好当家）相比第四

季度均存在营业收入上升但扣非净利润下滑的趋势，但公司扣非净利润下滑幅度较同行业公司变动

更大。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存在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一是公司与可比公司的营业收入结构、产品结

构不同导致公司盈利能力存在一定的季节波动；二是海产品养殖的区域不同、面临的自然环境不同，

导致产品毛利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三是由于公司目前面临的特殊经营情况，资金不足导致的苗种投

入不足，单位固定成本增加；四是受公司第四季度发生的多项减值业务的影响，导致公司第四季度的

扣非净利润下滑幅度远大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请和信所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1、针对上述情况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结合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的各项财务指标，分析影响公司业绩波动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2）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年度报告及季度报告等公开信息，了解各公司产品类别、毛利率差异、

业绩波动原因并与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3）针对影响经营业绩存货跌价准备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详见本问询问题9之年审会计师回复

内容；

（4）针对影响经营业绩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详见本问询问题8之年

审会计师回复内容；

（5）针对影响经营业绩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开发支出计提减值准备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

查程序：

①了解和评价公司与资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执行有效性；

②获取管理层对资产减值情况的计提依据，判断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是否充分、会计处

理是否正确、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方法是否符合规定；

③复核管理层对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预测和实际经营结果的具体情况；

④复核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检查资产减值准备已计提金额是否正确，复

核资产已计提的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6）针对影响经营业绩管理费用增加事项，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获取公司管理费用明细表，分析各项费用的构成是否合理；

②获取大额费用合同、发票、报销单，了解相关业务实质，检查入账的真实性、完整性；

③实施细节测试，抽查费用发生的原始凭证，以及相关费用支付记录，复核费用用途、性质及真实

性。

④获取公司工资薪酬计提表，检查期后工资实际发放情况。

（7）针对影响经营业绩债权申报事项，我们主要对重整管理人关于债券申报情况进行函证、获取

债权人申报资料并对确认债权金额重新计算：

2、核查意见：

在充分考虑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状况、资产使用情况等因素的基础上，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对公司第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发生大幅下滑的各项原因进行逐一核实，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第四季度

扣非净利润发生大幅下滑符合实际情况，变动原因具有合理性，公司不存在跨年调节利润的行为。

6.关于海外业务。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海外业务收入 1.92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43.87%。公司在中国大陆、亚洲其他地区、美国及加拿大地区的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4.09%、-1.97%、

54.67%，毛利率分别较上年变动-22.74%、-2.46%、5.92%，美国及加拿大地区毛利率明显高于其他地

区，并且在其他地区毛利率下降的情况下该地区毛利率仍在上升。

请你公司：

（1）分产品列示各地区的销售收入、销售单价、销售成本、毛利率，并结合产品类别、同行业可比公

司情况说明美国及加拿大地区毛利率偏高、报告期内毛利率上升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分产品列示各地区的销售收入、销售单价、销售成本、毛利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来料加工及进
料加工

国内贸易

海参

检测费

试剂盒

其他

地区
中国大陆

亚洲其他地区
欧洲地区

合计
中国大陆

合计
中国大陆

合计
中国大陆

合计
美国、加拿大

中国大陆
亚洲其他地区

合计
美国、加拿大

中国大陆
亚洲其他地区

欧洲地区
合计

单价单位
元/KG
元/KG
元/KG
元/KG
元/KG

美元/人次
元/人次

美元/人次

单价（不含税）
6.46
16.60
30.97

24.31注①
170.97注②

注③
0.99注④
3.75注④
1.77注④

注⑤
注⑤
注⑤
注⑤

销售收入
1,634.94
9,410.01
230.81

11,275.76
4,830.40
4,830.40
5,631.48
5,631.48
8,943.10
8,943.10
8,227.44
1,833.50
5.84

10,066.78
1,261.46
1,668.50
40.21
5.66

2,975.82

销售成本
1,393.08
9,611.05
241.70

11,245.83
3,357.46
3,357.46
14,236.09
14,236.09
2,344.03
2,344.03
4,133.51
900.69
2.94

5,037.13
167.48
1,307.67
28.03
3.78

1,506.97

毛利
241.85
-201.04
-10.89
29.92

1,472.94
1,472.94
-8,604.60
-8,604.60
6,599.07
6,599.07
4,093.94
932.80
2.91

5,029.65
1,093.98
360.83
12.17
1.88

1,468.85

毛利率（%）
14.79%
-2.14%
-4.72%
0.27%
30.49%
30.49%

-152.79%
-152.79%
73.79%
73.79%
49.76%
50.88%
49.76%
49.96%
86.72%
29.35%
30.27%
33.15%
49.36%

注：①国内贸易主要为中国大陆除海参外的其他水产品的销售，该单价为除海参外水产品的销售

单价。

②海参单价主要为成品海参的销售单价，不包括海参苗、海参卵。

③检测费主要为提供检测服务。公司根据相关文件的指导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2023年1月，混

检的价格最高为3元/人次（含试剂等耗材），2.1元/人次（不含试剂等耗材）；单人单检最高15元/人次

（含试剂等耗材）。2023年2-12月，混检的价格最高为2.5元/人次（含试剂等耗材），1.75元/人次（不含

试剂等耗材）；单人单检最高12元/人次（含试剂等耗材）。

④美国、加拿大以及亚洲其他地区销售单价为其主要销售HTLV试剂盒等产品的销售单价；中国

大陆的销售单价为其主要销售检测试剂盒等产品的销售的单价。

⑤美国、加拿大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部分委托方依据其研发要求开展的研发实验费收入（CD⁃
MO业务）以及实验室租赁收入；中国大陆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保税仓库的租赁费、仓储费收入；亚

洲其他地区及欧洲地区的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境外客户仓储服务收入，上述业务单价不适用。

2、报告期内，公司海外业务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三
客户四
客户五
合计

销售占比

产品类型
HTLV试剂盒
水产品加工
水产品加工
水产品加工
水产品加工

地区
美国、加拿大
亚洲其他地区
亚洲其他地区
亚洲其他地区
亚洲其他地区

销售金额
7,233.76
3,974.33
1,271.76
1,244.16
1,043.83
14,767.84
76.99%

报告期内，美国、加拿大地区的销售毛利率为54.67%，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毛利率为4.09%，亚洲

其他地区的销售毛利率为-1.97%。美国及加拿大地区毛利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为该地区销售产品的结

构不同于其他地区：美国、加拿大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来自于体外诊断试剂盒产品的销售、CDMO服

务，其毛利率水平较高；而中国大陆的主要销售产品分别为检测费、海参、国内贸易及试剂盒，占该地

区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6.44%、22.95%、19.68%以及7.47%，由于占收入比重第二高的海参销售毛利率

较低为-152.79%，使得中国大陆整体毛利率水平降低。亚洲其他地区主要销售产品为来料加工及进

料加工，占该地区的收入的比重为99.51%，其毛利率为-2.14%。综上，因公司在美国、加拿大地区销

售产品的结构有别于其他地区导致其毛利率偏高。

3、报告期内，公司美国、加拿大地区的主要业务为体外诊断业务，其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

匹配情况如下：

项目

2023年度毛利率

公司

54.67%
BioMerieux SA

56.00%
Abbott Laborato⁃ries

55.18%
Bio-Rad Laborato⁃ries

53.42%
九安医疗

65.32%
注：BioMerieux SA（生物梅里埃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微生物诊断企业，公司研发并提供用于医

疗和工业用途的体外诊断产品，2023年度在北美销售比例为46.42%。

Bio-Rad Laboratories（伯乐生物科技）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体外诊断供应商，作为一家全球性公

司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均有销售。

Abbott Laboratories（雅培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性医疗保健公司，其主营业务涵盖了

医疗器械、诊断仪器及试剂食品药品等领域。

九安医疗为一家全球体外诊断（IVD）产品供应商，其主要的 iHealth系列产品在美销售比例较大。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美国、加拿大地区的毛利率水平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之间差异较小。

本期美国、加拿大地区的销售毛利率为54.67%，较上年增加5.92%，毛利较上年增加583.48万元，

毛利率较去年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在美的CDMO业务量增加所致，本期该业务销售收入金额

为736.19万元，较去年增加68.64%，毛利率为85.04%，毛利较上期增加416.02万元。CDMO业务是指

公司为特定客户的研发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该业务需要企业有足够强的研究开发能力，能够提供从

研发、工艺开发到生产的一站式服务，业务的技术壁垒高，因此该业务的毛利率较高。本期公司在美

国地区加强了与客户在CDMO业务的合作并积极开拓新客户，为客户开发人体尿液中曲霉菌检测方

法以及开发血清检测方法检测梭状芽孢杆菌等CDMO业务。综上，本期公司美国、加拿大地区的销售

毛利率上升具有合理性。

（2）结合问题（1）的回复进一步说明海外业务是否面临所在国家、地区的政策风险等不利影响因

素，是否会对公司持续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回复：

公司海外业务主要为亚洲其他地区的水产品加工业务以及美国、加拿大地区的体外诊断试剂盒

业务。

公司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水产品加工业务目前主要集中在日本，市场阶段性低迷，部分小型水产品

加工企业可能会逐步退出市场竞争，水产品加工行业预计未来会迎来行业整合，业务会逐步向有规模

及有影响力的企业集中，公司目前合作的客户均为海外知名企业，合作的方式以来料加工为主，经营

风险较低，业务整体稳定，且随着公司资金情况改善，未来公司将逐步由来料加工转向自主性更强的

进料加工。同时，公司将利用同线、同标、同质的“三同”优势以及公司自身的品牌优势大力的发展国

内市场，努力实现内外贸并举，降低出口业务带来的风险。因此，尽管水产加工业务的外部形势对公

司有一定影响，但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在美国、加拿大地区销售的试剂盒业务主要由公司的美国子公司Avioq开展，美国Avioq公司

于2016年被公司收购，属于美国的本土生物医学行业，目前该行业在美国未受到政策风险的影响，公

司在美国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体外诊断领域以及CDMO业务，主要客户群体需求稳定，主营业务收入平

稳，产品及服务的毛利率高，公司整体的经营状况良好且美国国家政策目前支持生物医学领域的发

展，提供给相关领域公司如免除销售税等政策优惠。因此美国、加拿大地区的业务受当地政策风险的

影响小，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

请和信所说明对海外业务收入的真实性、完整性、截止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说明针对海外业务收入的发函数量、回函数量，发函金额比例、回函金额比例，若存在回函金额差异较

大的情况，请详细说明原因。

年审会计师回复：

1、针对海外业务收入的真实性、完整性、截止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

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国内出口业务收入及境外生产销售业务收入。针对公司海外业务

收入真实性、完整性实施的审计程序：

①与公司国内出口部门及境外子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公司报告期的经营情况及客户

变化情况；了解并分析公司海外业务开展过程中受相关政策和贸易摩擦的影响。

②了解公司境外销售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评价与境外销售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

是否有效，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③对境外收入实施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异常波动，并查明波动原因；

④选取境外主要客户，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客户的基本情况；

⑤获取了公司与境外客户签署的销售合同或订单，对销售合同销售内容、结算方式、结算账期等

具体条款进行审阅；

⑥实施细节测试：针对出口业务抽样核查与境外销售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

或订单、发货单、出口报关单、货运提单、海关电子口岸信息、销售发票、提货单或签收单等；针对境外

销售业务检查销售合同或订单、发货单、销售发票、签收单等；

⑦查阅报告期内出口退税申报表，并将其与境外销售收入进行核对；

⑧对本期的销售回款、期后回款情况，包括回款人、回款金额、回款时间等信息进行核查；

⑨对主要客户报告期内的销售金额及往来款期末余额进行函证，询证函由审计人员通过电子邮

件直接发送给客户或由公司业务人员发送并抄送给审计人员，我们检查并核对了公司提供的客户邮

箱地址，全程对函证过程保持控制。

针对公司境外业务收入的截止性测试执行了以下程序：

①复核资产负债表日前后销售和发货水平，确定业务活动水平是否异常；

②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一个月且金额较为重大的发货单据、出口报关单，与应收账款和收入明

细账进行核对；同时，从应收账款和收入明细账选取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一个月且金额较为重大的会

计凭证，与发货单据、出口报关单核对，判断收入确认是否存在提前或推后情况。

公司海外业务收入的函证情况如下：

公司本期海外业务收入共计19,181.44万元，我们针对公司本期海外业务收入共计发出15份询证

函，函证销售金额合计人民币17,835.60万元，占境外收入的比例为92.98%；收到13份询证函，回函确

认金额16,903.25万元，占发出函证金额的比例94.77%，其中回函相符12份，金额14,908.93万元，占回

函确认金额的比例为88.20%，对回函不符的函证已执行差异调节程序，已回函的函证不存在回函金

额差异较大的情况，回函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入账时间差异。差异调节的方式为检查客户回复的

明细并与账面核对，确认收入已计入正确的期间。针对未回函金额全部实施替代程序，替代程序包括

①查看与交易相关的销售明细并核对合同、发票、发货单、签收单等文件，以验证交易的完整性、存在

和准确性。②检查交易的回款单据，确认交易的真实性。③互联网信息查询，通过互联网查询客户的

存在及经营状况，以验证客户的信息的真实性。④检查公司与客户来往的邮件及对账单，以验证交易

的真实性。

（2）获得的相关证据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针对出口业务部分我们取得了以下证据：

①出口业务销售台账；

②主要客户报告期内及部分期后的销售合同或订单、出库单、出口报关单、销售发票、回款银行回

单；

③报告期内及报告期后的海关电子口岸信息表；

④出口退税申报表、出口退税收入明细表；

⑤主要客户的销售函证回函。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针对境外生产销售业务我们取得了以下证据：

①美国Avioq,Inc.收入明细账；

②美国Avioq,Inc.主要客户报告期前及部分期后的销售合同或订单、销售发票、回款银行回单；

③美国Avioq,Inc.主要客户的销售函证回函。

（3）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针对公司海外业务收入的截止性测试及海外业务收入完整性、真实性已获得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公司海外业务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7.关于主要客户。年报显示，公司向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约 2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45.66%。

请你公司：

（1）列示2022年度、2023年度前五大客户的名称、成立时间、销售产品类别、合作历史，说明两年

度前五大客户的变动情况、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2023年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三
客户四
客户五
合计

销售额
7,233.76
5,512.58
3,974.33
1,973.01
1,271.76
19,965.44

比例（%）
16.54
12.61
9.09
4.51
2.91
45.66

成立时间
1987年
2019年
1948年
2019年
1942年

销售产品类别
试剂盒销售
检测服务

明太鱼籽、鲭鱼等水产品加工
检测服务

贝类、蟹类等水产品加工

合作历史
2012年开始
2020年开始
2021年开始
2021年开始
2010年开始

公司2022年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三
客户四
客户五
合计

销售额
12,353.07
7,352.18
6,584.87
3,362.47
2,680.73
32,333.31

比例（%）
19.63
11.68
10.46
5.34
4.26
51.38

成立时间
2019年
1987年
2019年
1954年
2019年

销售产品类别
检测服务

试剂盒销售
检测服务

明太鱼籽、鲭鱼等水产品加工
检测服务

合作历史
2020年开始
2012年开始
2021年开始
2008年开始
2021年开始

公司近两年的前五名销售数据共涉及七位客户，交易内容包括水产品加工、试剂盒销售、检测服

务。前五名客户变化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面临的行业形式与发展机遇、公司自身经营战略所致。水

产品加工为公司的老牌业务，通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已收获一大批长期合作关系良好的稳定客户，

但受需求波动等影响，对各期水产品加工收入存在一定影响。而近些年公司在体外诊断业务上的投

入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体外诊断行业涉及的试剂盒销售业务客户长期合作良好，收入较为稳定；检测

服务业务受需求影响，收入变动较大，对公司各年度客户排名有较大影响。因此，2022年度、2023年

度前五大客户的变动具有合理性。

（2）说明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说明是否存在成立后较短时间内即成为公司前五大客户的情况。

公司回复：

经核查，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不存在成立后较短时间内即成为公司前五大客户的情况。

（3）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对大客户的依赖，是否影响你公司后续日常经营的稳定性。

公司回复：

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客户集中度较高主要系检测服务业务收入较高所致，随着政府政策的

调整，相关市场需求回归常态，公司客户集中度也会随之降低。

目前公司从事海水苗种繁育、养殖，水产品加工，生物科技，保税仓储物流以及体外诊断试剂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和检测服务等业务。未来公司将继续大力推进海洋产业和大健康产业的共同发展，加

快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企业双轮驱动、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公司不存在对大客户

的依赖，不影响公司后续日常经营的稳定性。

请和信所对上述问题（1）、（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针对主要客户（不限于前五大客

户）营业收入真实性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发现通过体外资金循环等方式虚增营业

收入的情况。

年审会计师回复：

1、针对上述问题（1）、（2），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针对上述情况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前五大客户的名称、成立时间、股权信息、历史沿

革、经营业务范围、主营产品等基本情况；

②访谈公司业务人员，了解上述客户与公司的合作背景、合作历史、主要业务往来、业务稳定性及

可持续性、关联关系等合作情况；

③获取上述客户的销售合同和销售明细表，检查销售产品类型、定价、交货、结算等主要合同条

款，并与同类型其他客户对比，判断其商业理由的合理性。

④对上述前五大客户执行函证程序。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前五大客户变动情况及其原因具有合理性，上述客

户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

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不存在成立后较短时间内即成为公司前五大客户的情况。

2、针对主要客户（不限于前五大客户）营业收入真实性

（1）针对上述情况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对公司相关负责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当前市场情况、公司经营情况、主要客户情况、公司销售业

务流程等；

②获取公司销售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评价其内部控制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并对销售循环内部控

制实施穿行测试，对关键控制点实施控制测试，评价公司销售业务内部控制执行是否有效；

③获取公司的销售明细表，对主要客户结构进行分析；

④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了解其与公司的合作背景及关联关系；

⑤获取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或订单，对其销售内容、交货方式、交货期、结算方式、结算账期等具

体条款进行审阅；

⑥获取主要客户的销售明细账，与销售合同或订单、出库单、签收单、出口报关单、货运提单、发

票、出口退税申报表、海关电子口岸信息等核对；

⑦检查主要客户的销售回款、期后回款情况，取得银行回单核对回款人名称、回款金额、回款时间

等信息；

⑧对主要客户的销售发生额及往来余额执行函证程序。

（2）已获得的审计证据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针对主要客户营业收入真实性我们取得了以下证据：

①公司销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②公司销售明细表、主要客户销售明细账

③主要客户销售合同或订单、出库单、签收单、出口报关单、货运提单、发票、银行回单；

④出口退税申报表、出口退税收入明细表、海关电子口岸信息表；

⑤主要客户的销售函证回函。

（3）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针对主要客户营业收入真实性已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未发现通过体外

资金循环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的情况。

8.关于应收账款。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6.43亿元，较上年度上升

12.47%，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6.20亿元，占比96.45%。

请你公司：

（1）说明在营业收入发生较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应收账款余额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应收账款和营业收入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应收账款
营业收入

其中：海水养殖
水产品加工

体外诊断业务
其他业务--租赁及其他

2023年度
64,273.77
43,723.34
8,809.63
12,928.01
19,475.38
2,510.33

2022年度
57,148.77
62,930.23
10,358.49
15,866.69
33,255.00
3,450.04

变动额
7,125.00

-19,206.89
-1,548.86
-2,938.68
-13,779.62
-939.71

变动率（%）
12.47
-30.52
-14.95
-18.52
-41.44
-27.24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营业收入2023年度较2022年下降19,206.89万元，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

初增加7,125.00万元。营业收入下滑主要为体外诊断业务中的检测服务收入下降所致，2023年度国

内相关的检验需求大幅度减少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度下降，同时根据该部分客户后期计划安排，无

法按时支付公司2022年度和2023年度的检测服务款，导致公司2023年度营业收入下降但应收账款

余额上升。

综上所述，公司营业收入发生较大幅度下滑但应收账款余额上升的主要原因为2022年度和2023
年度的应收检测服务款无法及时收回所致。

（2）说明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列示其对应的主要客户名称、

账龄、形成原因、计提比例，并说明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主要客户名称、账龄、形成原因、计提比例以及计提比例的合

理性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客户1
客户2
客户3
客户4
客户5
客户6
客户7
客户8
客户9
客户10
客户11
客户12
客户13
客户14
客户15
客户16
客户17
客户18
客户19
客户20
客户21
客户22
客户23
客户24
客户25
客户26
客户27
合计

单项计提应收账款
占比

应收账款余
额

798.89
1,468.01
1,664.00
822.95
545.72
582.28
980.32
1,139.40
1,134.48
711.50
1,267.52
774.45
1,602.43
955.05
692.09
1,222.97
1,461.51
944.86
1,494.16
2,142.59
1,324.94
760.81
1,089.13
5,611.39
722.54
3,308.02
19,101.90
54,323.92
61,992.28
87.63%

账龄结构

1年以内

2,047.91
989.02
5,846.68

1-2年

3,563.49
722.54
2,319.00
13,086.68

2-3年

168.55

3-5年 5年以上

798.89
1,468.01
1,664.00
822.95
545.72
582.28
980.32
1,139.40
1,134.48
711.50
1,267.52
774.45
1,602.43
955.05
692.09
1,222.97
1,461.51
944.86
1,494.16
2,142.59
1,324.94
760.81
1,089.13

计提比例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0.00
90.00
90.00
90.00

形 成 原
因

情况3
情况2
情况2
情况3
情况3
情况3
情况2
情况2
情况3
情况3
情况2
情况3
情况2
情况2
情况3
情况3
情况2
情况2
情况2
情况2
情况2
情况1
情况2
情况4
情况4
情况4
情况4

注：以上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主要客户选取期末应收金额500万以上。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形成原因具体如下：

情况1：部分客户表示因自身经营状况不佳、经营资金短缺，当前确实无力支付相关欠款；

情况2：部分客户由于公司原业务人员离职，后续对接人员无前期销售关系维系，给催收带来一定

的难度；

情况3：部分客户已注销或撤店，公司业务人员无法联系到部分欠款客户；

情况4：根据后期计划安排，该部分客户无法及时支付欠款。

（1）针对符合情况1-情况3的客户，该类客户多数为采购海水养殖产品的个体加工厂和个体贸易

商及少数零星散户。上述客户账龄绝大多数为5年以上且已逾期，公司已通过催收函、法律诉讼等多

种形式进行催收，但由于对方客户经营状况不佳、资金流短缺，部分客户处于失联状态，催收难度极

高，预计收回款项的可能性极小。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对逾期客户单项评估信用风险，在综合考虑

债务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催收情况等因素，预计无法偿还欠款可能性极大，基于谨慎性原则，因

此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截至本回函日，上述逾期客户应收款项仍未回款。同时上述应收款项已经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进行坏账核销。基于前述理由及其判断，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具有

合理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2）针对符合情况4的客户，公司已多次与这一部分客户沟通检测服务款项回款事宜，根据后期

计划安排该部分客户无法按时支付欠付公司的检测服务款。根据主要检测服务款客户回函，结合其

计划安排自2024年起三年内向公司回款约10%，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于符合情况4的其他客户按

照9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其他应收检测服务款客户根据其还款意愿及还款能力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基于前述理由及其判断，公司计提提坏账准备比例具有合理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2、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单位：万元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单位
名称

国内海水养殖客户
国内体外诊断客户

合计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32,509.68
29,482.60
61,992.28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占比
（%）
50.58
45.87
96.45

期末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96.45%，占比较高的主要原

因系公司前期授信业务监管力度不足、客户经营资金短缺等所致。

（1）国内海水养殖客户

①前期公司在给予客户授信金额及期限时，未进行有效评估和审批；在出现还款延迟的迹象时，

未及时调整授信。报告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大多数均与公司存在较长的合作期限，形成了长

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在2017年及以前，客户自身周转运营情况良好，回款及时，公司根据销售规模及

历史回款情况给予了部分客户一定时间（多数为1年）的授信期。在评估客户的信用风险时，公司未

综合考虑客户的实际资产规模、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因素，相关授信未得到有效审批监管。自2018
年海水养殖业务客户的应收账款回款出现困难后，公司立刻停止了与上述客户业务往来。

②由于客户自身原因，如经营周转困难，经营资金短缺等因素，导致确实无力偿付货款，另一方面

由于客户多为个体经销商，部分客户注销或闭店，导致客户失联，公司原有业务人员离职，后续对接人

员未能及时有效进行催收。这些因素进一步增加了呆滞应收账款的总金额。

（2）国内体外诊断客户

近几年公司承担了当地检验需求，自2022年度以来检测服务收入大幅度增加。因检测的相关支

出较多，根据这一部分客户后期计划安排，未能及时向公司支付全部检测款，导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大幅度增加。公司参考客户目前的回款情况及主要客户后期计划安排未来可能回款金额，基于谨慎

性原则，对于检测业务的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综上所述，对于海水养殖客户因前期公司内部授信监管问题、客户自身经营问题，导致信用风险

较高的应收账款增加，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对于检测业务的客户，信用风险增加，按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以上原因导致了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

请和信所对上述问题（1）、（2）进行核查并对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合理性发表意见，并说明针

对应收账款科目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年审会计师回复：

1、针对上述问题（1）、（2）以及应收账款科目，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对信用政策及应收账款可收回性的内部控制、营业收入相关内部控制的设

计和运行有效性，并对收入确认相关内部控制执行控制测试；

（2）复核以前年度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后续实际核销或转回情况，评价管理层过往预测

的准确性；

（3）对于以单项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获取并检查管理层计提依据；

（4）对应收账款和收入实施分析程序，如周转率变动分析、账龄分析、两年期末余额重大的客户对

比分析等，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异常波动，并分析波动原因；

（5）对销售收入执行细节测试：检查销售合同、销售订单、销售发票、发货单/出库单、签收单、期后

回款等信息，评价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以及报告期末客户应收款项余额是否

真实合理

（6）向重要客户实施函证程序，询证本期发生的销售额及往来款项余额，确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准确性；

（7）检查与应收账款减值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2、获取的审计证据

（1）获取了管理层对信用政策及应收账款可收回性访谈记录；

（2）获取了管理层关于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说明；

（3）获取了管理层预期信用损失计提表，单项计提预计信用损失明细及依据，包括工商查询公司

注销证明、通过法律诉讼手段催收应收账款的催款的法院裁决书，其他催收记录等；

（4）取得应收账款、营业收入明细账；

（5）获取了主要客户报告期前及部分期后的销售合同、销售订单、销售发票、发货单/出库单、签收

单、银行回单等；

（6）对重要客户进行函证。

3、核查意见

对于单项计提坏账客户中的国内海水养殖客户，自发生减值风险至今公司已停止与上述逾期客

户合作，且因业务发生时间为2017年-2018年度，原有业务团队离职无法与之联系以及部分客户注销

或闭店导致多年失联等因素，致使本次核查无法直接对相关客户进行访谈了解，故本次核查仅通过检

查相关历史原始单据（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出库单）等资料对以往的销售业务进行检查；对于单项计

提坏账客户中的国内体外诊断客户，本次核查通过检查相关历史原始单据、向客户函证、索取公司的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等方式对以往的销售业务进行检查。经检查，根据目前获取的审计证据，公

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充分、合理。

9.关于存货。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2.79亿元，其中库存商品0.88亿元，消耗

性生物资产1.67亿元。

请你公司：

（1）按产品类别列示库存商品、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账面余额、库龄、可变现净值、存放地点、仓库属

性，说明针对上述存货的盘点方法，是否存在存货发生重大毁损、灭失的情况。

公司回复：

1、按产品类别列示库存商品、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账面余额、库龄、可变现净值、存放地点、仓库属

性

（1）报告期末，库存商品具体情况如下：

①库存商品的账面余额、可变现净值、存放地点、仓库属性情况：

单位：万元

品类
水产品加工产品
水产品加工产品

体外诊断及检测类产品
合计

账面余额
1,356.75
6,491.85
902.49
8,751.09

可变现净值
1,208.27
14.46
76.06

1,298.78

存放地点
中国境内
中国境内
中国境内

仓库属性
自营仓库-冷库

自营仓库-常温库
自营仓库

②库存商品的库龄情况：

单位：万元

品类
水产品加工产品-冷冻
水产品加工产品-常温
体外诊断及检测类产品

合计
占比（%）

1年以内
1,286.95
133.62
876.46
2,297.04
26.25

1-2年
68.66
91.04
18.88
178.57
2.04

2-3年

14.45
7.15
21.60
0.25

3年以上
1.13

6,252.74
6,253.88
71.46

合计
1,356.75
6,491.85
902.49
8,751.09
10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库存商品整体库龄较长，其中3年以上占比71.46%，主要系公司深加工产

品胶原蛋白肽等系列产品，受公司资金受困，产品上市以来市场推广效果不佳，导致该系列产品造成

积压，预期短期内难以消化利用，出于谨慎性考虑，已对该系列产品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2）报告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①消耗性生物资产的账面余额、可变现净值、存放地点、仓库属性情况：

单位：万元

品类

海参类：

其中：开放式海水养殖

围堰养殖

精养池养殖

其他养殖类：

鱼类、虾蟹

合计

账面余额

11,131.15
2,467.68
1,516.75

1,608.46
16,724.04

可变现净值

6,120.97
1,588.00
1,699.14

588.69
9,996.80

仓库属性

自营

自营

自营

自营

报告期末，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莱州市、乳山市等自营海域的养

殖类产品及自育苗种。

②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库龄情况：

单位：万元

品类
海参：

其中：开放式海水养殖
围堰养殖

精养池养殖
鱼类、虾蟹

合计
占比（%）

1年以内

1,692.18
1,389.76
968.87
1,608.46
5,659.27
33.84

1-2年

1,891.52
368.10
313.69
2,573.32
15.39

2-3年

1,123.96
80.80
234.19
1,438.95
8.60

3年以上

6,423.48
629.02

7,052.49
42.17

合计

11,131.15
2,467.68
1,516.75
1,608.46
16,724.04
100.00

公司海参的养殖周期为3-5年，其中开放式海水养殖为公司的主要养殖方式。鱼类、虾蟹的养殖

周期为1年。

2、说明针对上述存货的盘点方法，是否存在存货发生重大毁损、灭失的情况

（1）境内库存商品盘点情况

公司的存货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年末，公司组织仓库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对其存货进行全面

盘点，公司存货按规定分类、分区域存放于冷冻库、常温库，盘点人员通过点数与称重量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盘点，按规格盘点产成品数量，盘点数量乘以标准重量计算结存数量。盘点结束后，盘点人员对

相关数据进行汇总并与仓库保管账、财务明细账核对，账实相符。

经上述盘点程序，公司库存商品不存在发生重大毁损、灭失的情况。

（下转C8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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