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62 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
制作：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上接D61版）
(17) 对本期差旅费及业务招待费支出与上年同期进行对比分析，结合本期销售订单的变动情况分

析费用增长的合理性；抽取部分差旅费及业务招待费支出凭证，检查相关费用报销是否符合公司内控
制度。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第四季度收入较高主要原因系：2023年，公司在非苹果产业链领域取得的销售订单有所增加，相

关订单标的产品大多需要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化开发，产品开发需要一定的研制周期，导致部分订单主
要在第四季度完成交付及签收或验收并相应确认收入；公司第四季度收入较高，与同行业公司趋势一
致；公司第四季度收入较高具有合理性；受第四季度营业毛利增加及期间费用支出下降等综合影响，
公司本期第四季度净利润较高，与同行业公司趋势一致,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较高具有合理性；公司收
入确认方法、依据和时点合理，符合新收入准则的要求,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收入确认时点
合理；公司第四季度期间费用较低具有合理性，费用确认与归集准确，不存在跨期结转费用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

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获取公司第四季度收入成本明细表，核查公司对第四季度确认收入对应的主要客户的销售情

况；
（3）检查第四季度确认收入对应的主要销售合同或订单，核查相关合同签订时间及金额，了解主

要合同或订单的条款或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方法是否适当、收入确认时点及确认依据是否合理、收入
确认金额是否准确；

（4）对于内销收入，以抽样方式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销售订单、销
售发票、发货单或验收单等；对于出口收入，获取电子口岸信息与账面记录核对，并以抽样方式检查销
售合同、销售订单、销售发票、发货单、出口报关单等支持性文件；

（5）对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实施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异常波动，并查明波动
原因；

（6）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同行业公司各季度的收入及利润情况，与同行业公司本期各季度的收入及
利润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7）查询第四季度确认收入的主要客户的工商信息，核查客户与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及近亲属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8）访谈公司管理层及各事业部相关人员，了解公司与第四季度确认收入的主要客户及新增重要
客户的相关交易背景及具体交易过程，评价相关交易的商业合理性；获取并检查与业务交易过程(包括
与客户建立业务联系、前期需求对接与开发、签署销售合同、内部生产作业流程、销售发货及客户签收/
验收、销售回款情况等)相关的沟通记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评价相关交易的真实性及收入确认时点的
恰当性；

（9）复核年审会计师的应收账款函证文件；
（10）对本期中介及咨询服务费、业务推广及宣传费等大额费用支出，获取并检查与交易相关的会

计凭证、合同、相关服务验收单据或结算单据、发票、银行付款回单等文件，核实费用支出是否真实以
及是否存在费用跨期或少计费用的情况，其中，对管理费用-中介及咨询服务费的检查比例为74.23%，
对销售费用-业务推广及宣传费的检查比例为60.58%；

（11）实施费用截止性测试，分析主要费用项目变动情况，核实是否存在费用跨期或少计费用的情
况；

（12）对本期大额费用支出对应的供应商进行工商信息核查，核实相关供应商与公司、控股股东、
董监高及近亲属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内容是否符合供应商的经营范围；

（13）获取并检查本期大额费用支出对应的审批文件，核实相关费用支出是否经恰当审批，审批手
续是否健全；

（14）对本期差旅费及业务招待费支出与上年同期进行对比分析，结合本期销售订单的变动情况
分析费用增长的合理性；抽取部分差旅费及业务招待费支出凭证，检查相关费用报销是否符合公司内
控制度。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第四季度收入较高主要原因系：2023年，公司在非苹果产业链领域取得的销售订单有所增加，相

关订单标的产品大多需要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化开发，产品开发需要一定的研制周期，导致部分订单主
要在第四季度完成交付及签收或验收并相应确认收入；公司第四季度收入较高，与同行业公司趋势一
致；公司第四季度收入较高具有合理性；受第四季度营业毛利增加及期间费用支出下降等综合影响，
公司本期第四季度净利润较高，与同行业公司趋势一致,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较高具有合理性；公司收
入确认方法、依据和时点合理，符合新收入准则的要求,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收入确认时点
合理；公司第四季度期间费用较低具有合理性，费用确认与归集准确，不存在跨期结转费用的情况。

问题3 关于境外收入
公司本期境外客户和出口业务量增加，实现境外收入 2,829.70万元，同比增加 23.65%；毛利率

59.36%，较上期增加2.48个百分点。
请公司：（1）说明境外收入业务模式、主要控制性节点及对应凭证，结合本期主要销售合同和客户

情况，说明境外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说明境外客户应收账款期后收回情况，未
收回账款对应的客户及原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收入是否匹配；（3）说明境外收入与境
外销售相关的第三方数据的验证及匹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出口退税、外管局收汇数据、中信保数据、
物流运输费用等；（4）说明年审会计师对于境外收入函证与走访情况，针对未回函或回函不符合情况，
会计师所履行的替代性程序及其有效性。请年审会计师对以上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说明境外收入业务模式、主要控制性节点及对应凭证，结合本期主要销售合同和客户情况，

说明境外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 公司主要境外客户收入情况
(1) 2023年境外收入前五大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客户6
客户1
客户13

客户14[注1]
客户15

前五大小计
其他境外客户

合 计

2023年

收入金额

1,148.27
715.59
259.40
219.99
113.46
2,456.71
372.99
2,829.70

境外收入占
比

40.58%
25.29%
9.17%
7.77%
4.01%
86.82%
13.18%
100.00%

2022年

收入金额

194.11
394.58
257.17
320.84
855.20
2,021.90
266.51
2,288.41

境外收入占
比

8.48%
17.24%
11.24%
14.02%
37.37%
88.35%
11.65%
100.00%

2023年较2022年变动

收入变动

954.16
321.00
2.23

-100.85
-741.74
434.80
106.48
541.28

占比变动

32.10%
8.05%
-2.07%
-6.25%
-33.36%
-1.54%
1.54%

交易模式

存在固定的合同条
款，按订单模式进行

日常交易

(续上表)
客户名称

客户6
客户1
客户13

客户14

客户15

主 要 交 易
主体

客户6
客户1
客户13

客户14
客 户 15 子

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

1984年

1977年

2011年

2000年

注册资本

尚未披露

尚未披露

尚未披露

500万美元

12810 万 美
元

主要销售内容

机器视觉产品

自动化设备

智能仪器模块

智能仪器模块

智能仪器模块

客户官网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豁免

主营业务

为规模较大的国际体育赛事
提供直播服务

提供创新的软件定义网络、
云和安全解决方案

研发生产手机电脑平板等电
子产品

研发生产连接器、连接线、马
达、无线充电、FPC、天线、声

学和电子模块等产品

制造生产笔记本电脑

合作历史

与 公 司 合
作3年以上
与 公 司 合
作2年以上
与 公 司 合
作4年以上

与 公 司 合
作3年以上

与 公 司 合
作3年以上

注：客户6、客户1、客户13、客户15均包括各自子公司；客户14为某A股上市公司的下属境外子公
司

2022-2023年，公司境外收入前五大客户没有发生变化，境外收入前五大客户收入合计占境外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88.35%、86.82%，变动较小。其中客户6和客户1在2023年境外收入中占比较高，收
入金额分别为1,148.27万元、715.59万元，境外收入占比分别为40.58%、25.29%。

(2) 主要境外客户收入变动较大的原因
1) 客户1：客户23于2017年成立，为客户1的供应商。客户23通过展会与思林杰建立联系，并将

客户 1的部分订单委托至思林杰开发。思林杰通过与客户 23的合作，开始间接与客户 1建立业务联
系。2022年以前，思林杰与客户1的合作模式主要为客户23向思林杰采购自动化设备等产品再销售
给客户1，合作期间，思林杰的产品及技术得到客户1的认可。自2022年8月起，思林杰陆续与客户1
达成直接销售交易，2022年思林杰对客户 1直接和间接销售金额合计 1,054.82万元(直接销售金额
394.58万元、通过客户23间接销售金额660.23万元)。近年来，客户1的业务逐渐向海外拓展、其产能
逐渐向东南亚、北美地区转移，其对设备供应商的海外服务能力要求较高，客户1对思林杰采购金额增
加。

2023年，思林杰主要向客户1提供机器视觉产品、自动化设备等产品以及专业技术服务。其中，
机器视觉产品系2023年客户1新增的产品需求，主要为整套视觉检测及分析的系统设备；自动化设备
主要系整套的自动化检测设备，如产线上的推车、产品上下线的自动化设备等自动化生产辅助设备。
客户1向思林杰采购上述产品及设备，均投入至客户1的产线上自用。2023年，随着客户1业务进一
步向海外市场拓展，其在墨西哥、印度、泰国等地陆续设置工厂，产线用设备需求增加，导致2023年思
林杰对客户1的销售收入同比2022年有所增长。思林杰对客户1的销售收入为1,449.06万元(境外销
售收入715.59万元、境内销售收入733.47万元)，较2022年同比增长39.46%。

2) 客户6：客户6主营业务系为规模较大的国际体育赛事提供直播服务，其向思林杰采购不同型
号的高清高速智能相机等机器视觉产品，主要用于体育赛事的直播。2021年，客户6主要成员与思林
杰通过阿里巴巴网站初步接洽业务，彼时客户6系初创公司；2021年客户6处于搭建业务阶段，思林杰
开始与客户 6有零星销售交易，随着客户业务的推广与发展，客户 6与思林杰的交易金额逐步增加。
2022年开始，思林杰针对客户6的相机产品需求进行深入的研究、开发，2023年成功自主研制出满足
客户需求的高速相机产品，公司采购镜头、框架等物料并自主生产组装成最终产品。2023年，客户 6
采购订单量增加，该产品于2023年实现量产，思林杰对客户6的销售收入较2022年大幅上升。

3) 客户15：客户15主要向思林杰采购电池模拟器等相关产品，其在2021-2022年进行了大批量采
购，由于电池模拟器产品使用寿命一般可达 3年，其 2023年设备重置需求减少，因此，2023年客户 15
对思林杰的采购金额有所下降。

2. 主要境外客户的业务模式
公司主要向境外客户提供机器视觉产品、自动化检测设备等产品，境外客户较为集中，主要采取

直销的销售模式，产品多为客户自用。客户主要通过订单系统或邮件向公司下达订单，公司根据客户
订单需求生产并交付产品。2023年主要境外客户1、客户6与公司的具体交易过程如下：

客户1：公司取得客户1的供应商资质，日常交易过程中，客户1通过其Supplier Systems向思林杰
下达订单。思林杰根据订单生产产品、发货后，客户1在系统上确认收货。公司根据订单中的收货地
点，对订单分为境内及境外订单，对送到客户1境内工厂的订单，以签收日作为收入确认时点；对客户
1境外的订单，以出口报关日期作为收入确认时点。

客户6：客户通过邮件向思林杰下达订单，思林杰根据订单生产产品、发货并完成货物的报关，以
出口报关日期作为收入确认时点。

3. 境外收入主要控制性节点及对应凭证是否满足新收入准则的要求
公司境外客户的销售主要控制性节点及对应凭证如下：

销售内容

嵌入式智能仪器模块、机器视觉
产品、自动化生产测试设备

销售合同或订单是否约定具体验
收条款

否

销售主要控制性节点

销售发货并完成出口报
关手续

收入确认时点

完成出口报关日

收入确认对应凭
证

报关单

总体上，公司与境外主要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或订单未约定验收条款，根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
通则》规定，公司发货并完成报关手续时即完成产品交付，以时点确认收入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收入确
认方法、依据和时点合理，符合新收入准则的要求。

（二）说明境外客户应收账款期后收回情况，未收回账款对应的客户及原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与收入是否匹配

1. 境外客户应收账款期后收回情况
客户名称

客户1[注1]
客户15

Luis Technology GMBH
客户8[注2]

Meta Platforms Technologies, LLC
客户13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注2]
客户14

Flextronics America LLC
合 计

2023年应收账款余额
468.58
106.99
36.62
91.55
60.70
20.07
18.54
8.62
0.81

812.47

期后回款金额
468.58
24.82
19.62
18.36
23.80
20.07
18.46
0.81

594.52

期后回款比例
100.00%
23.20%
53.58%
20.05%
39.21%
100.00%
99.57%
100.00%
73.17%

注1：客户1境内、境外交易系由集团统一进行资金划拨，无法准确拆分境内、境外交易对应的应
收账款余额，上表列示客户1全部应收账款余额

注2：客户8、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系其与公司发生交易的下属子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
注3：期后回款金额统计截至2024年5月30日
由上表可见，境外客户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2. 主要未收回账款对应客户及原因
客户15尚未回款的原因：客户15采用背靠背付款方式支付供应商货款，其收到下游客户交付的

款项后，按照同等比例向公司进行支付，故回款链条较长。
Luis Technology GMBH尚未回款的原因：根据合同约定，最终付款时间在重新设计PCB布局批准

后的六个月内完成，故该应收账款尚未逾期。
客户8尚未回款的原因：苹果产业链商业模式有所调整，原为苹果公司分别向各供应商直接采购，

回款比较及时，近年来苹果公司逐步将整体的资产性投资采购转给EMS厂商（如富士康，广达集团），
由代工厂向各级供应商采购并结算，而代工厂业务领域更为广泛，出于对业务及资金统筹管理需要，
层层结算，周期有所延迟。

3. 境外客户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收入匹配情况
项 目

(1)资金划拨凭证金额
(2)期初应收账款
(3)境外销售收入

(4)客户1境内销售收入[注]
(5)期末应收账款

(6)当期应回款金额(6=2+3+4-5)
(7)差异(7=1-6)

(8)其中汇兑损益对应收账款发生额的影响
(9)外币回款手续费

(10)实际差异(10=7+8+9)
(11)差异率(11=10/3)

2023年度
4,241.89
1,453.85
2,829.70
733.47
812.47
4,204.55
37.34
-41.55
1.06
-3.16
0.11%

注：客户1境内、境外交易系由集团统一进行资金划拨，无法准确拆分境内、境外交易对应的回款，
上表列示的资金划拨凭证金额、期初期末应收账款中包含客户1境内、境外业务的金额，为保持一致口
径，销售收入金额应加上客户1境内销售收入

2023年，境外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当期回款金额相比差异较小，主要系受应收账款
汇率、信用期限等因素变动的影响，境外客户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收入相匹配。

（三）说明境外收入与境外销售相关的第三方数据的验证及匹配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出口退税、外
管局收汇数据、中信保数据、物流运输费用等

1. 出口退税与境外收入匹配情况
单位：万元、万美元

项 目
(1)境外销售收入

(2)无需报关的技术服务费收入金额
(3)返利金额

(4)出口货物收入(4=1-2-3)[注]
(5)免税金额

(6)运费
(7)销售转采购金额
(8)未申报退税金额

(9)免抵退税申报明细表中的收入金额(9=4+5+
6+7+8)

(10)2023年申报金额
(11)2023年收入在2024年申报的金额

(12)勾稽(12=9-10-11)

人民币
2,829.70
344.98
1.20

2,483.52

美元

351.40
-0.065
-0.754
-13.39
-11.57
325.61
224.48
101.13

注：出口退税金额按照美元金额进行申报，故该出口货物收入金额由人民币转为美元金额进行后
续勾稽

上表可见，2023年公司出口退税与境外收入勾稽不存在差异，出口退税数据与境外收入相匹配。
2. 外管局收汇数据与境外收入匹配情况

项 目
(1)实际申报的涉外收汇金额

(2)期初应收账款
(3)境外销售收入

(4)客户1境内销售收入 [注1]
(5)期末应收账款

(6)当期应回款金额(6=2+3+4-5)
(7)其中汇兑损益对应收账款发生额的影响

(8)外币回款手续费
(9)当期实际应回款金额(9=6+7+8)

(10)涉外收汇金额与回款金额差异(10=9-1)
(11) 客户15下属子公司外销收入金额[注2]

(12)差异金额(12=10-11)
(13)差异率(13=12/3)

2023年度
3,489.26
1,453.85
2,829.70
733.47
812.47
4,204.55
-41.55
1.06

4,245.05
755.79
752.75
3.04
0.11%

注1：客户1境内销售收入系客户要求货物送到其国内工厂的订单收入，但支付主体为境外单位，
境内销售收入回款属于涉外收汇

注 2：客户 15下属子公司位于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公司对其销售收入属于需要报关的境外收
入，但该地区位于中国境内，其支付的货款属于境内收入、无需申报涉外收汇

上表可见，2023年，公司收汇金额与收入金额差异率较小，主要原因系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和外币

收汇进度存在时间性差异。外管局收汇数据与境外收入相匹配。
3. 中信保数据与境外收入匹配情况
公司没有对出口货物购买出口信用保险，主要原因如下：
(1) 境外客户合作稳定
2022-2023年，公司境外收入前五大客户没有发生变化，公司与主要境外客户合作较为稳定，境外

前五大客户的成立时间、销售内容、合作历史等信息详见“问题3(一)”之回复。(2) 境外客户资信状况良好
客户15的实控人为广达电脑，广达电脑为世界500强企业；客户1和客户13亦是世界500强企业，

该等客户业务规模较大、营业收入较高、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较为良好。
客户14的母公司2010年于深交所主板上市，根据2023年6月26日披露的公告，联合资信评估股

份有限公司确定维持客户14的母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客户14的母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
客户6无法查询到公司的相关资信数据，但该公司应收账款回款及时，截至2023年末，其对公司

没有欠款，回款风险较低。
综上，公司主要境外客户资信情况较好、整体规模较大、所处地区政治经济因素相对稳定、成立时

间较长、在行业的地位口碑较好，应收账款无法回收风险较小，公司没有对出口货物购买出口信用保
险具有合理性。4. 物流运输费用与境外收入匹配情况

项 目
物流运输费用
境外收入金额

占 比

2022年度
9.63

2,288.41
0.42%

2023年度
5.29

2,829.70
0.19%

2022-2023年度，公司境外业务对应的物流运输费金额分别为9.63万元、5.29万元，公司产品微型
化、模块化、体积小，单位体积价值高，因此运输费用较低。且大部分运输费用由境外客户自行承担，
因此物流运输费用较低。

（四）说明年审会计师对于境外收入函证与走访情况，针对未回函或回函不符合情况，会计师所履
行的替代性程序及其有效性。1. 对于境外收入的函证情况

项 目
境外收入

账面余额
2,829.70

发函金额
2,499.44

回函金额
1,324.68

发函比例
88.33%

回函比例
46.81%

不存在回函不符的情况。针对未回函的情况，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替代程序：(1) 获取公司海关出口明细数据、出口退税数据，与公司出口销售收入进行核对；(2) 针对境外销售收入执行细节测试，主要核查了境外销售收入对应的销售合同、销售订单、出口
报关单、提单等关键性单据，检查客户本期及期后的回款情况。(3) 客户1通过其Supplier Systems向思林杰下达订单。思林杰根据订单生产产品、发货后，客户1
在系统上确认收货。公司根据订单中的收货地点，对订单分为境内及境外订单，对送到客户1境内工
厂的订单，以签收日作为收入确认时点，会计师获取并检查相关签收单及第三方物流单据；对客户1境
外的订单，以出口报关日期作为收入确认时点，会计师检查了对应的出口报关单。另外，会计师亲自
登录客户1订单系统检查客户确认收货的记录，未见重大异常情况。2. 对于境外收入的走访情况

会计师对客户6、客户1进行了视频或电话访谈，向客户了解和确认包括工商信息、双方的合作历
史、本期销售内容及销售金额较大的原因等，占当期境外销售收入的比例为65.87%。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1) 了解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

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2) 获取并检查公司收入明细表，对境外收入及毛利率实施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异常波
动，并查明波动原因；(3) 对本期主要境外客户实施函证及访谈程序，详见“问题3(四)之回复”；(4) 对境外收入进行细节测试，获取并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订单、出
口报关单、提单及客户验收单等，核查销售真实性；(5) 实施截止测试，检查收入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境外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境外客户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未收回账款原因

具有合理性，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收入相匹配；境外收入与境外销售相关的第三方数据(包括出口退税、外管局收汇数据、物流运输费用)相匹配。
会计师对主要境外客户实施了函证与访谈程序，针对未回函情况，执行了替代性程序，会计师已

针对境外收入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充分、有效。
三、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

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获取并检查公司收入明细表，对境外收入及毛利率实施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异常

波动，并查明波动原因；
（3）复核了年审会计师对本期主要境外客户实施函证情况；
（4）对境外收入进行细节测试，获取并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订单、

出口报关单、提单及客户验收单等，核查销售真实性；
（5）实施截止测试，检查收入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境外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境外客户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未收回账款原因

具有合理性，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收入相匹配；境外收入与境外销售相关的第三方数据(包括出口退税、外管局收汇数据、物流运输费用)相匹配。
年审会计师对主要境外客户实施了函证与访谈程序，针对未回函情况，执行了替代性程序，年审

会计师已针对境外收入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充分、有效。
问题4 关于应收账款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2.54亿元，占营收收入比例达151.19%。其中，账龄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

额达1.36亿元，占比53.54%；应收账款第一大欠款方期末余额为2.00亿元，占比78.74%，较上期末增
加0.40亿元。公司期末存在应收账款保理款1.25亿元，包括珠海横琴金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1.15亿
元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元，预计分别于2024年3月23日、2024年11月11日到期，后
者原定到期日为2023年11月17日。此外，公司期末应付账款426.53万元，金额较少。

请公司：（1）列示应收账款第一大欠款方最近两年实际回款金额、时间、对应款项账龄，结合第一
大欠款方经营情况，说明应收账款回款是否存在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及与该欠款方的其他供
应商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并说明农业银行保理款延期的原因及合理性；（2）核实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其他欠款方、欠款金额账龄情况、期后收回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如主要
欠款方账龄在1年以上，进一步核实说明账龄较长的原因、是否逾期、逾期金额、坏账计提金额、应收账
款回收是否存在障碍；（3）说明年审会计师对应收账款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函证金额、回函
比例、对回函不符的调整以及实施的替代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有效；（4）列示交付产品对
应的应收应付支付情况，说明公司存在大额应收款项未回款的情况下，应付款项余额较小的原因及合
理性，公司对产业链上下游的议价能力是否较弱及原因，并充分提示风险。请年审会计师对以上问题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列示应收账款第一大欠款方最近两年实际回款金额、时间、对应款项账龄，结合第一大欠款

方经营情况，说明应收账款回款是否存在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及与该欠款方的其他供应商是
否存在重大差异，并说明农业银行保理款延期的原因及合理性1. 应收账款第一大欠款方最近两年实际回款金额、时间、对应款项账龄(1) 2022-2023年，公司应收账款第一大欠款方运泰利的含税销售收入、应收账款余额及当期回款
情况如下：

项 目
1.应收账款期初余额

2.本期含税收入
3.本期回款金额[注]

4.应收账款期末余额(4=1+2-3)
5.期末余额中包含的未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保理款、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
6.剔除应收账款保理款和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后的应收账款余额(6=4-5)

2023年度
16,031.71
7,250.55
3,255.27
20,026.99
13,421.28
6,605.71

2022年度
6,843.94
13,828.79
4,641.02
16,031.71
1,000.00
15,031.71

注：本期回款金额指当期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金额，不包含未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保理款、数字
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2) 公司应收账款第一大欠款方运泰利最近两年实际回款情况如下：

回款方式

1) 截至2023年末已终止确认应收账款的回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农行金单保理

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迪链票据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承兑汇票
银行存款

小 计
2) 截至2023年末不能终止确认应收账款的回款

应收账款保理

农业银行保理

迪链票据
小 计
合 计

截至 2023年末是否终止确认应收账
款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2022年11月实际收款，2023年11
月终止确认)

是
是
是

是(2023年5月到期实际收款)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2023年3月实际收款，2024年3月
终止确认)

否(2023年11月实际收款，2024年11
月终止确认)

否

回款时间

2022年2月
2022年3月
2022年4月
2022年5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7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3年2月

2023年3月
2023年4月
2023年6月
2023年7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2月
2023年12月

2023年3月

2023年11月

2023年12月

回款金额

18.53
30.00
9.63
30.00
297.88
2.03
30.00

1,337.86
2,653.82
106.90
1,000.00
14.20
70.17
40.00

1,000.00
40.77
37.50
40.00
50.00
20.00
42.24

1,000.00
24.75

7,896.29

11,500.00
1,000.00
921.28

13,421.28
21,317.57

对应款项账龄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 年货款 880.41 万元、
2022年货款119.59万元
2021年货款40.00万元、
2022年货款0.77万元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2年货款
2021年货款

2022年货款

2022 年货款 850.57 万元、
2023年货款149.43万元

2023年货款

综上，2022-2023年，公司应收账款第一大欠款方运泰利除应收账款保理款和数字化应收账款债
权凭证后的应收账款余额中一年以上账龄金额分别为0.00万元、425.87万元，实际不存在账龄较长情
况。

公司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合同尽管名为无追索权保理，但不能完全排除被追索的可能性，公司出
于谨慎性考虑，对保理业务对应的应收账款未终止确认，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3) 2023年发生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长园集团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披露的《关于开展保理融资业务并提供担保
的议案》，基于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长园集团向横琴金投申请增加保理额度不超过3亿元，累计申
请保理额度不超过6亿元(含6亿元)，该合计额度用于长园集团子公司(包括运泰利)开展应收及应付账
款保理业务，由长园集团提供担保。长园集团开展保理融资业务是为了其子公司日常经营的有序开
展，符合其业务发展需要及战略发展规划。2023年，运泰利通过保理方式向公司支付的货款合计为 12,500.00万元，上述款项均为已超过合
同约定信用期的款项，由于运泰利对公司的嵌入式智能仪器模块需求量较大，为维系与公司的长期业
务关系，保证公司充足、及时地为其供货，基于长园集团资金结算安排方式，运泰利通过保理融资方
式，由保理机构向公司支付了货款，相关的保理融资费用由运泰利承担。2. 结合第一大欠款方经营情况，说明应收账款回款是否存在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及与该
欠款方的其他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大差异(1) 根据长园集团公开披露的数据，长园集团及运泰利最近两年及2024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长园集团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2024年1-3月
1,638,447.77
577,904.77
64.73%

164,939.29

2023年度
1,551,345.79
579,959.07
62.62%

848,627.94

2022年度
1,377,486.98
555,442.67
59.68%

761,310.06
（续上表）

运泰利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2024年1-3月 2023年度
403,250.86
84,732.73
78.99%

247,333.18

2022年度
343,315.86
96,226.08
71.97%

175,884.72
注：运泰利2024年一季度数据未披露
由上表可知，最近两年，长园集团、运泰利总体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呈现增长趋势，财务状况良好，

对公司应收账款回收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2) 2023年长园集团及运泰利的年报或其他公开披露文件未披露其供应商名称信息，无法获取、
比较长园集团及运泰利的其他供应商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3) 运泰利回款较缓慢原因、期后回款情况

近年来运泰利回款有所延缓，主要原因系：1) 苹果产业链商业模式有所调整，原为苹果公司分别
向各供应商直接采购，回款比较及时，近年来苹果公司逐步将整体的资产性投资采购转给EMS厂商
（如富士康，广达集团），由代工厂向各级供应商采购并结算，而代工厂业务领域更为广泛，出于对业务
及资金统筹管理需要，层层结算，周期有所延迟；2) 长园集团其付款计划需要考虑集团层面各业务板
块的资金需求，由集团内部统一规划资金、统一安排供应商货款结算，回款时间有延长。2024年公司期后收到运泰利现金回款金额为203.64万元，剔除期后到期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保
理和迪链票据截至2024年5月30日，公司对运泰利的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6,402.07万元。

综上所述，长园集团、运泰利资信状况良好，期后陆续回款，信用或财务状况未出现大幅恶化，发
生坏账风险较小。公司已按照坏账准备政策，对该客户充分计提坏账准备。3. 农业银行保理款不存在延期情况2022年末、2023年末，公司未终止确认应收账款的农业银行保理款的具体情况如下：(1) 2022年末
应 收 账 款 对 应

欠款方

运泰利

小 计

保理机构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理期限

2022.11.24-
2023.11.17

应收账款账面余
额

1,000.00
1,000.00

保理产生的贴现折让或
财务费用

根据保理协议约定，公司
不承担贴现折让或财务

费用

是否履行审议
程序

经管理层审批

保 理 业 务 追
索权安排

无 追 索 权 保
理

(2) 2023年末
应 收 账 款 对 应

欠款方

运泰利

小 计

保理机构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理期限

2023.11.17-
2024.11.11

应收账款账面余
额

1,000.00
1,000.00

保理产生的贴现折让或
财务费用

根据保理协议约定，公
司不承担贴现折让或财

务费用

是否履行审议程
序

经管理层审批

保 理 业 务 追
索权安排

无 追 索 权 保
理

运泰利分别于2022年11月、2023年11月通过农业银行保理方式各向公司支付了1,000.00万元货
款，2022-2023年公司共计收到农业银行保理款2,000.00万元，农业银行保理合同到期日分别为2023
年11月17日、2024年11月11日，第一笔已于2023年11月到期并终止确认，农业银行保理款不存在延
期情况。

（二）核实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其他欠款方、欠款金额账龄情况、期后收回情况，说
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如主要欠款方账龄在 1年以上，进一步核实说明账龄较长的原因、是否逾
期、逾期金额、坏账计提金额、应收账款回收是否存在障碍1. 2023年末应收账款总体账龄情况：

账 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合 计

应收账款余额

金额
11,766.91
13,224.59
366.84

25,358.34

占比(%)
46.40
52.15
1.45

100.00

剔除应收账款保理款和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后的应
收账款余额

金额
10,690.00
744.22
366.84

11,801.06

占比(%)
90.59
6.31
3.11

100.00
公司2023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25,358.34万元，包含未终止确认的运泰利12,500.00万元应收账

款保理款和1,057.28万元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运泰利921.28万元迪链票据、客户7的136.00万元
金单)，公司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为无追索权保理，但不能完全排除被追索的可能性，公司出于谨慎性
考虑，对保理融资对应的应收账款未终止确认。剔除应收账款保理款和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后
的应收账款余额和实际账龄情况见上表。2.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在 300 万元以上的欠款方明细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注2]
客户7[注2]

客户2
客户8
客户1
客户4
合 计

剔除应收账款保理款和数字化
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后的应收账

款余额

占 比

期末余额

6,605.71
892.48
547.59
491.17
468.58
361.13
9,366.67
11,801.06
79.37%

账龄

1年以内

6,179.84
853.76
547.59
428.89
468.58
324.49
8,803.16
10,690.00
82.35%

1-2年

360.35
38.72
62.29

461.36
744.22
61.99%

2-3年

65.51

36.64
102.15
366.84
27.85%

坏账准备余额

1,653.40
59.72
27.38
27.67
23.43
27.22

1,818.82

（续上表）

客户名称

珠海市运泰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客户7
客户2
客户8
客户1
客户4
合 计

是否逾期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逾期应收账
款余额
4,599.17
729.41
185.04
279.38
161.13
5,954.13

逾期应收账款
余额占比
69.62%
81.73%
33.79%
56.88%
44.62%
63.57%

期后回款金额

203.64
8.88

547.59
137.47
468.58
10.00

1,376.16

期 后 回 款 比
例

3.08%
0.99%

100.00%
27.99%
100.00%
2.77%
14.69%

逾期应收账款期后
回款比例
4.43%
1.22%

100.00%
49.21%
6.21%
23.11%

注1：运泰利、客户7、客户2、客户8、客户1均包括各自子公司；期后回款统计至2024年5月30日
注 2：运泰利期末余额剔除了未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保理款 12,500.00万元、迪链票据 921.28万

元，客户7剔除了136.00万元金单
3. 其他主要欠款方账龄在 1 年以上的原因、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应收账款回收是否存在障碍
(1) 其他主要欠款方账龄在 1 年以上、回款较缓慢的原因
近年来苹果产业链客户回款有所延缓，主要原因系：1) 苹果产业链商业模式有所调整，由代工厂

向各级供应商采购并结算，而代工厂业务领域更为广泛，出于对业务及资金统筹管理需要，层层结算，
周期有所延迟；2) 客户7：一方面受其终端客户商业模式调整影响，另一方面其非苹果业务拓展(新能
源业务等)，该类型业务回款比苹果业务较差，整体上影响了其资金状况，导致回款周期有所推迟；3) 客
户8隶属富士康集团，业务规模较大，供应商种类数量多，需要根据集团整体资金情况制定付款计划，
故回款周期较长。

客户4回款较慢的原因：客户4产品属于创新性产品，在终端目前多数处理试点状态、验收及回款
周期长，公司已与客户4协商确定回款计划。

(2) 账龄在 1 年以上的其他主要欠款方的经营情况
主要欠款方

客户7
客户8
客户4

成立时间

2011/10/14
1974/2/20
2016/6/14

营业状态

存续

存续

存续

注册资本
8,362.50 万 元 人

民币
未披露

1,000.00 万 元 人
民币

资产总额
100,616.89 万 元 人

民币
1,283.72亿美元

未对外披露

净资产
43,845.01 万元人

民币
486.51亿美元

营业收入
20,015.68 万元人

民币
581.37亿美元

注 1：客户 7数据未披露 2023年度数据、上表数据系 2023年中期财务数据，来源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

注2：客户8系2023年度财务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网站
主要欠款方经营状况良好，信用或财务状况良好、未出现大幅恶化。
4. 公司坏账计提政策的合理性

账 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应收账款历史损失率
0.95%
3.36%
0.00%
0.00%

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预期信用损失率)
5.00%
10.00%
30.00%
100.00%

公司基于三年平均迁徙率计算得出应收账款历史损失率，账龄1年以内、1-2年、2年以上的应收
账款历史损失率分别为0.95%、3.36%及0.00%。公司在历史损失率的基础上考虑前瞻性影响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率，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合理，已计提充分坏账准备。

5．与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比较情况
燕麦科技、博杰股份及精测电子同属苹果产业链上的企业，回款均受苹果回款效率的影响。公司

与上述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对比情况如下：
可比公司
燕麦科技
博杰股份
精测电子

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
平均值
思林杰

应收账款余额
19,202.75
37,406.05
162,219.11

25,358.34

坏账准备余额
992.94
3,271.41
11,971.13

2,020.86

坏账计提比例
5.17%
8.75%
7.38%
7.42%
7.97%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2023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坏账准备计提比

例合理。
综上所述，主要欠款方资信状况良好，信用或财务状况未出现大幅恶化，公司持续密切跟进客户

回款情况，期后陆续回款或已协商确定回款计划，发生坏账风险较小，应收账款回款不存在障碍。公
司已按照坏账准备政策，对上述客户充分计提坏账准备。

（三）说明年审会计师对应收账款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函证金额、回函比例、对回函不
符的调整以及实施的替代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有效

会计师对应收账款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 了解与应收账款核算、应收账款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

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 对2023年末重要应收账款客户实施函证程序，核实应收账款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1) 会计师检查了公司与主要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合同未约定特定合同条款。函证内容包括公

司与客户往来余额、交易金额，以及客户已签收未开票的销售明细；
(2) 通过函证程序核实应收账款的金额及比例如下：

项 目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25,363.86

发函金额
24,862.91

回函金额
24,063.12

发函比例
98.02%

回函比例
94.87%

注：上述回函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4月25日
(3) 回函不符情况
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会计师选取46家客户执行函证程序，其中8家客户回函不符，回

函差异金额合计556.44万元，占2023年末应收账款余额比例为2.19%，该回函差异金额剔除了期末未
到期的应收账款保理金额、金单。会计师已对回函不符的客户查找原因并编制函证结果调节表，调整
后函证金额可确认；

(4) 针对未回函客户具体执行的替代程序
针对未回函客户，会计师执行了替代程序，检查与应收账款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

同、销售订单、销售发票、客户签字确认的发货单或验收单等，检查客户本期及期后的回款情况。经检
查，应收账款账面金额可确认；

3. 对上述主要应收款客户进行实地访谈，了解主要客户的经营状况，是否与公司存在背后协议，
获取主要客户与公司的合作情况及交易订单数据，核实应收账款的真实性；2023年对客户实地走访比
例为87.46%，视频或电话访谈比例为2.07%，合计访谈比例89.53%；

4. 核查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了解销售结算模式及信用政策，核查上述客户期末应收账款逾期
情况等；

5. 查询上述客户的工商信息、定期报告等公开披露信息，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及资信状况，分析
应收账款是否存在不可收回风险；

6. 获取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龄及坏账准备计提明细表，复核应收款项账龄划分、坏账准备计提是否
准确；对比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是否存在差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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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评价管理层过往预测的准确
性；

8. 复核管理层对应收账款进行信用风险评估的相关考虑和客观证据，评价管理层是否恰当识别
各项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特征；

9. 对于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评价管理层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的合
理性；根据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及前瞻性估计，评价管理层编制的应收账
款账龄与违约损失率对照表的合理性；测试管理层使用数据（包括应收账款账龄、历史损失率、迁徙率
等）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对坏账准备的计算是否准确；

10. 检查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评价管理层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综上，会计师已对应收账款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充分、有效。
（四）列示交付产品对应的应收应付支付情况，说明公司存在大额应收款项未回款的情况下，应付

款项余额较小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对产业链上下游的议价能力是否较弱及原因，并充分提示风险。
1. 公司交付产品对应的应收应付支付情况
(1) 交付产品对应的销售收款现金流、购买材料现金流

项 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注]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23年末
28,560.75
6,015.19

2022年末
20,666.00
10,979.52

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包含通过应收账款保理方式的回款
(2) 交付产品对应的应收应付余额情况

项 目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采购材料款

2023年末
25,363.86
226.47

2022年末
24,862.91
517.48

2. 公司不存在对产业链下游客户的议价能力较弱的情况
(1)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地位
从下游客户上来看，公司客户主要为苹果产业链企业，终端的检测需求来自苹果公司。苹果公司

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企业，对出厂产品的性能控制处于全球领先水平，相应对产品的检测指标要
求亦处于高水平。经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和技术积累，公司已经完成了各种嵌入式智能仪器模块产品
的定制化量产，成为苹果公司合格供应商,并导入苹果产业链领域。此外，近年来公司也取得了诸如华
为、VIVO、脸书、东京电子、亚马逊等企业的合格供应商资质。

公司掌握的检测仪器模块化技术系电子检测仪器仪表行业前沿技术，在国内该领域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并在消费电子检测领域获得优质客户认可，行业地位突出。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未
发生重大变化。

(2) 销售定价政策及毛利率情况、信用政策
2022-2023年，公司主要客户销售定价政策未发生变动，销售毛利率变动较小。公司客户的总体

信用状况良好、回款风险较低，公司通常会综合考虑客户的采购规模、资金实力、信用状况及历史回款
情况等因素与客户约定合理的信用政策。2023年，公司主要客户的合同约定信用期为 60-90天，与
2022年相比，主要客户的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3) 销售模式、下游客户情况及回款延缓的原因
1) 公司与苹果公司间付款链条较长。付款链条中各厂商由于自身原因调整付款进度，均会间接

影响公司的回款时间。
2) 客户在多个领域拓展业务，需要统筹资金安排。
公司主要直接客户包括运泰利、精实测控等检测设备供应商，上述企业均在多个领域开展业务。

以公司的直接客户运泰利为例，根据运泰利的母公司长园集团2023年年报显示，长园集团智能装备业
务包括测试设备及自动化设备两大类，已覆盖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医疗等行业，其下属子公司运泰
利作为智能装备及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要提供检测设备、自动化组装设备，与消费类电子知名企业建
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故运泰利的资金情况会受到来自不同行业的多个客户的影响，向供应商的
付款进度需要根据所有客户的回款情况进行整体筹措安排。

同时，公司下游EMS厂商如富士康、广达集团、环旭电子、歌尔股份等，由于其普遍业务规模较大，
相应供应商种类和数量均较多，其一般亦会根据整体资金情况制定相应付款计划。

3) 公司部分客户隶属集团层面的单一业务板块，其付款计划还需要考虑集团层面各业务板块的
资金需求。

公司直接客户中如运泰利、精实测控自身为集团公司的某一业务板块，其付款计划还需要考虑集
团层面各业务板块的资金需求。以运泰利为例，运泰利为上市公司长园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长
园集团的2023年年报显示，2023年长园集团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继续落实工业和电力系统智能化数字
化、加快拓展新能源业务，主营业务主要包括智能电网设备与能源互联网技术服务、消费类电子智能
设备以及磷酸铁锂产品。2023年，长园集团共实现营业收入84.86亿元，其中运泰利实现收入24.73亿
元，占比为29.15%。该类企业在资金调配时往往以集团为口径进行统筹管理，并非与下游直接客户的
回款一一对应。

受公司与苹果公司间付款链条较长、下游客户业务多样以及部分客户受集团内部资金协调等多
种因素影响，2022-2023年公司主要应收款客户回款有所延缓。

综上，2023年，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公司对主要客户的销售定价政策及毛利率情况、信用政策均
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对产业链下游客户的议价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对产业链下游客户的议
价能力较弱的情况。

3. 公司不存在对产业链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较弱的情况
(1) 公司2023年主要材料供应商情况

供应商名称

深圳市拓新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市鼎承进出口有
限公司

万利隆电子（广东）有
限公司

深圳市德隆供应链有
限公司

北京德邦威视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旭威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深圳市杰立讯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禾稻精密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玉卓光电子器
件有限公司

艾睿（中国）电子贸易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期采购金
额

1,327.87

431.59

227.30

217.93

151.37

145.50

129.49

126.07

101.66

94.92

主要业务范围

电子产品及周边产品的
技术开发与购销及其它

国内贸易
电子产品及其它国内商

业

电子产品批发、电子元器
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批发；集成电
路销售；集成电路设计；
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

售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电子产品及周边设备的
技术开发、销售及其它国

内商业
电子产品、电子设备的研

发及销售

通用和专用仪器仪表的
元件、器件制造

光电组件、电子原器件生
产

电子零件产品的批发

法 定 代 表
人/主 要 负

责人

陈丽萍

孙晓明

蒙汉华

胡来军

张洪泉

黄青洪

赵立

郭咸付

杨冰玉

郑宏文

注册资本

500万人民币

3000 万 人 民
币

1000 万 人 民
币

500万人民币

1000 万 人 民
币

1320 万 人 民
币

50万人民币

50万人民币

500万人民币

未披露

董监高

陈丽萍、邓鋆

孙晓明、孙燕
娜

蒙汉华、吕琼
玉

胡来军、韩锋

张洪泉、赵清
利、胡日查

黄青洪、贺龙
胜

赵立、员爱洁

郭咸付、段兰
英

杨冰玉、梁盛

郑宏文

股东

陈丽萍（实控
人）、邓鋆

孙晓明（实控
人）、孙燕娜
NEXHLD
LIMITED（实

控人）

胡来军、韩锋

张洪泉（实控
人）、赵清利

黄青洪（实控
人）、刘成贵

赵 立（实 控
人）、员爱洁
郭咸付（实控
人）、姚伟良、

段兰英
杨冰玉（实控
人）、梁盛、郭

盼
艾睿电子(香
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10/24

2005/1/31

2018/1/3

2013/3/29

2009/7/29

2007/7/6

2021/3/18

2019/4/12

2016/3/23

2017/7/31
上表可见，上述供应商和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及近亲属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表中仅北京德邦

威视科技有限公司为2023年新增供应商，我们已取得本期新增重要供应商出具的关联关系声明及确
认函，其与思林杰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公司原材料的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销售订单安排采购，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标准件和非标准件。
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分为备货采购和现货采购。1) 备货采购：公司2017年11月成为苹果的合格

供应商，2018年开始嵌入式智能仪器模块产品在苹果产业链批量应用，客户订单具有多批次、短交期、
分布不均的特点。公司主要对部分单位价值量相对较高、市场供应量不甚充足、采购周期较长的芯片
类原材料（如FPGA芯片、数据采集芯片、放大器和比较器芯片等）进行备货采购，以期获取批量采购的
价格优势，降低生产成本。2) 现货采购：公司现货采购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形：第一，对于连接器、电
容电阻、分立半导体器件及部分芯片等市场供应充足、单位价值量较低的原材料，公司一般通过现货
予以采购；第二，基于客户临时性的下单需求，公司会对相应原材料在现货市场进行采购；第三，在公
司对某种型号的芯片备货不足的情形下，公司会相应在现货市场进行采购予以适当补充。

(3) 供应商付款政策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种类及数量众多，每一类均有多个细分类别，不同类别原材料由于制造工艺、

用途等不同又可分为多个规格型号。以芯片为例，公司每年采购芯片的种类多达几百种，且每年采购
的产品品类差异很大。

公司通常会综合考虑采购材料类型、采购周期紧急程度与供应商协商付款周期，公司与供应商合
同约定信用期一般为月结15-30天，部分定制件或临时采购现货采用预付或现付结算，因此，公司应付
账款余额较小。2023年与2022年相比，主要供应商的信用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对供应商的付款政策系受公司产品销售及交付特点、采购、生产模式综合影响确定，公司对
产业链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对产业链上下游的议价能力较弱的情况。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1) 应收账款主要核查程序详见“问题4(三) ”之回复；
(2) 获取公司银行对账单、银行日记账，取得并复核运泰利2022-2023年实际回款情况统计表；
(3) 查阅公司的《保理服务合同》，分析保理合同的主要条款，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分析相关会计处

理的合理性；
(4) 查阅运泰利母公司长园集团的定期报告以及2023年《关于开展保理融资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

案》的公告，对运泰利进行实地访谈，了解和分析运泰利采用保理回款的情况；
(5) 对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实施函证程序，向保理机构函证保理合同主要条款、保理金额、到期日等

信息，函证结果相符；
(6) 检查保理业务的目标应收账款债权对应的销售交易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订单、银行回

单、记账凭证、发票、出库单、发货单、运输记录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运泰利及其母公司长园集团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2023年长园集团

及运泰利的年报或其他公开披露文件未披露其供应商名称信息，无法获取、比较长园集团及运泰利的
其他供应商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农业银行保理款不存在延期。其他主要欠款方资信状况良好，期后
陆续回款或协商确定回款计划，信用或财务状况未出现大幅恶化，发生坏账风险较小，应收账款回款
不存在障碍。公司已按照坏账准备政策，对运泰利及其他主要欠款方充分计提坏账准备；会计师已对
应收账款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充分、有效；2023年，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未发生重大
变化，公司不存在对产业链上下游的议价能力较弱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与应收账款核算、应收账款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

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复核年审会计师对2022年末重要应收账款客户实施函证的相关文件；
（3）核查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了解销售结算模式及信用政策，核查上述客户期末应收账款逾

期情况等；
（4）查询上述客户的工商信息、定期报告等公开披露信息，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及资信状况，分析

应收账款是否存在不可收回风险；

（5）获取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龄及坏账准备计提明细表，复核应收款项账龄划分、坏账准备计提是
否准确；对比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是否存在差异；

（6）检查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评价管理层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7）获取公司银行对账单、银行日记账，取得并复核运泰利2022-2023年实际回款情况统计表；
（8）查阅公司的《保理服务合同》，分析保理合同的主要条款，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分析相关会计

处理的合理性；
（9）查阅运泰利母公司长园集团的定期报告以及2023年《关于开展保理融资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

案》的公告，对运泰利进行实地访谈，了解和分析运泰利采用保理回款的情况；
（10）复核会计师对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实施的函证程序；
（11）检查保理业务的目标应收账款债权对应的销售交易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订单、银行回

单、记账凭证、发票、出库单、发货单、运输记录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运泰利及其母公司长园集团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2023年长园集团

及运泰利的年报或其他公开披露文件未披露其供应商名称信息，无法获取、比较长园集团及运泰利的
其他供应商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农业银行保理款不存在延期。其他主要欠款方资信状况良好，期后
陆续回款或协商确定回款计划，信用或财务状况未出现大幅恶化，发生坏账风险较小，应收账款回款
不存在障碍。公司已按照坏账准备政策，对运泰利及其他主要欠款方充分计提坏账准备；年审会计师
已对应收账款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充分、有效；2023年，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未发生
重大变化，公司不存在对产业链上下游的议价能力较弱的情况。

问题5 关于存货
公司期末存货账面余额5,807.02万元,存货跌价准备574.75万元。其中主要为原材料，账面余额

4,003.33万元，存货跌价准备196.73万元。
请公司：（1）结合原材料库龄、原材料与产成品匹配关系，说明原材料库存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原材料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2）结合业绩下滑和在手订单情况，说明除原材料以外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3）说明存货盘点程序及盘点结果，包括盘点范围、地点、品种、金额、比例等，说明是否
存在账实差异及处理结果。请年审会计师对以上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结合监盘程序、监盘比
例及监盘结果，说明获取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结合原材料库龄、原材料与产成品匹配关系，说明原材料库存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原材料

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 2023年末、2022年末，公司原材料库龄情况

项 目

1年以内
1年以上
合 计

2023-12-31
金额

2,115.54
1,887.78
4,003.33

占比
52.84%
47.16%
100.00%

2022-12-31
金额

3,022.62
728.68
3,751.30

占比
80.58%
19.42%
100.00%

同比上期变动比例
金额变动
-30.01%
159.07%
6.72%

占比变动
-27.74%
27.74%

公司原材料分为标准件和非标准件，主要包含电子原材料、五金类原材料、包材类、辅料类等，大
多为电子类原材料；其中电子原材料主要包含芯片、电子元器件、PCB电路板等。2020年以来，由于电
子材料涨价及产能受限，公司为保障供应，会对部分重点原材料进行备货。2023年末，公司原材料库
龄1年以上余额1,887.78万元，占原材料余额47.16%，库龄1年以上原材料余额占比较高。公司1年以
上库龄原材料按标准件和非标准件分类明细如下：

项 目

库龄超过一年且本期使用的标准
件

库龄超过一年且本期未使用的标
准件

库龄超过一年的非标准件
合 计

2023-12-31
金额

1,691.05
83.33
113.40
1,887.78

占比

89.58%
4.41%
6.01%

100.00%

2022-12-31
金额

486.60
175.19
66.89
728.68

占比

66.78%
24.04%
9.18%

100.00%

同比上期变动比例
金额变动

247.52%
-52.43%
69.54%
159.07%

占比变动

22.80%
-19.63%
-3.17%

2023年原材料中库龄超过一年且本期使用的标准件(芯片、连接器、电容电阻、分立半导体器件等)
占比为89.58%，较上年同期增长22.80%，原材料中库龄超过一年且本期未使用的标准件和库龄超过
一年的非标准件合计占比为10.42%，占比较低。

2. 原材料与产成品匹配关系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工业自动化检测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嵌入式智能仪器模块和机器

视觉等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生产上述产品主要采购的原材料包括芯片、摄像头模组、
PCB 板、连接器、电容电阻等。

2022-2023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直接材料
人工成本
制造费用

合 计

2023年度
金额

4,199.05
956.56
1,404.33
6,559.93

占比
64.01%
14.58%
21.41%
100.00%

2022年度
金额

6,303.52
640.66
995.72
7,939.90

占比
79.39%
8.07%
12.54%
100.00%

同比上期变动比例
金额变动
-33.39%
49.31%
41.04%
-17.38%

占比变动
-15.38%
6.51%
8.87%

2023年,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材料成本同比2022年下降33.39%,受下游消费电子行业需求减缓的
影响，客户采购减少、采购节奏推迟所致, 2023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2022年收入下降30.83%，本期
销售规模下降导致主营业务成本中的直接材料成本也相应下降，与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幅度基本一致。

2023年，公司原材料总体投入与产出情况如下：

项 目

期初存货余额

本期采购

期末存货余额

本期投入的直接人工?
本期投入的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物料消耗?

本期投入总计?=⑥+⑨-?+?+?-?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非生产领用

跌价转销?
本期产出及领用总计?=?+?+?+?

差异 eq \o\ac(○,29)=?-?

原材料①
在产品②
半成品③

库存商品④
发出商品⑤

委托加工物资⑥
小计⑥=①+②+③+④+⑤+⑥
原材料及库存商品采购总额⑦

外协加工费及运输费⑧
小计⑨=⑦+⑧

原材料⑩
在产品?
半成品?

库存商品?
发出商品?

委托加工物资?
小计?=⑩+?+?+?+?+?

研发费用领料?
销售费用领料?

其他领用?
小计?=?+?+?

2023/12/31
2023年度
3,751.30
255.31
818.77
331.74
155.96
77.99

5,391.07
5,037.34
111.91
5,149.25
4,003.33
463.96
708.50
576.34
42.93
11.96

5,807.02
956.56
1,453.29
104.40
7,038.75
6,559.93
48.96
196.36
46.62
0.02

243.01
186.85
7,038.75

如上表所示，2023年公司采购的原材料金额与结转至存货和主营业务成本的原材料金额、其他领
用的原材料金额之间具有勾稽关系，原材料的采购、领用和留存金额具有匹配性。

3. 2023年末，公司原材料存货跌价计提情况
项 目

原材料账面余额
原材料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2023-12-31
4,003.33
196.73
4.91%

2022-12-31
3,751.30
242.08
6.45%

同比上期变动比例
6.72%

-18.73%
-1.54%

公司按照跌价准备计提原则，对库龄超过一年的非标准件原材料及超过一年且本期未使用的标
准件原材料全额计提跌价准备，2023年末，公司原材料存货跌价准备196.73万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比例为4.91%。公司1年以上库龄原材料按标准件和非标准件分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明细如下：

项 目

库龄超过一年且本期使用的标
准件

库龄超过一年且本期未使用的
标准件

库龄超过一年的非标准件
合 计

2023-12-31
存货账面余额

1,691.05
83.33
113.40
1,887.78

存货跌价准备

83.33
113.40
196.73

2022-12-31
存货账面余额

486.60
175.19
66.89
728.68

存货跌价准
备

175.19
66.89
242.08

同比上期变动比例

存货账面余额变动

247.52%
-52.43%
69.54%
159.07%

存货跌价准备
变动

-52.43%
69.54%
-18.73%

库龄超过一年且本期使用的标准件满足可变现净值高于账面价值的测算标准。按照公司的存货
跌价政策，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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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存货类别对
库龄超过一年且本期使用的标准件测算存货跌价准备，由于公司2023年销售毛利率约为60%，减去附
加税费率和销售费用率10.43%，经测算，存货可变现净值远高于存货账面价值，因此不需要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公司的标准件是芯片、PCB板等，这类原材料市场价格较为稳定，即使未来如果出现因没有销售
订单部分原材料不适用的情况，参考公司2023年直接销售部分暂无生产领用需求的原材料的销售毛
利率(13.43%)，未来直接对外销售预计也不会产生减值。

公司的标准件是芯片、PCB板等，库龄超过一年且本期使用的标准件在2023年出库金额合计约为
3800万，该类原材料领用频率较高，不存在通过人为调节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形。

2023年末，公司原材料账面余额较 2022年末增长 6.72%，原材料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较 2022年下
降18.73%，主要系原材料中库龄超过一年且本期未使用的标准件较2022年同期下降较多。

综上所述，2023年末，公司期末原材料余额为 4,003.33万元，较 2022年末增加 252.03万元，增幅
6.72%，主要原因系公司根据订单需求量以及采购部门预测的主要原材料价格(芯片)变动趋势进行采
购备货所致。公司采用“以销定产、适度备货”采购模式，公司产品主要为定制化产品，部分原材料需
定制化采购，需要提前进行备货，不存在长期未使用或预计无法销售的存货，公司原材料跌价准备计
提充分。

（二）结合业绩下滑和在手订单情况，说明除原材料以外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适度备货”采购模式，日常根据订单需求量以及采购部门预测的主要原材料

价格（芯片）变动趋势进行采购备货。2023 年，公司采购金额为 5,133.28 万元，较 2022 年度下降
39.86%，与 2023年公司收入下降幅度基本匹配，总体上，公司 2023年的采购规模符合公司 2023年的
生产经营情况。

1. 2022年末、2023年末公司在手订单情况
项目名称

(1) 发出商品订单覆盖率：
发出商品余额
订单覆盖金额
订单覆盖率

(2) 除发出商品以外存货订单覆盖率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及半成品
委托加工物资

除发出商品以外存货余额合计
在手订单金额

除发出商品以外存货订单覆盖金额
除发出商品以外存货订单覆盖率

2023年末

42.93
42.93

100.00%
4,003.33
463.96
1,284.84
11.96

5,764.09
7,249.79
2,847.72
49.40%

2022年末

155.96
155.96
100.00%
3,751.30
255.31
1,150.51
77.99

5,235.11
6,404.11
2,098.74
40.09%

变动比例

-72.47%
-72.47%

6.72%
81.72%
11.68%
-84.66%
10.10%
13.21%
35.69%
9.31%

注：订单覆盖金额=在手订单金额*（1-毛利率）；订单覆盖率=订单覆盖金额/期末存货余额；2023
年末、2022年末的在手订单分别对应统计截至2024年5月23日、2023年5月23日

如上表所示，2023年末，公司发出商品均有在手订单支持，订单覆盖率为100.00%；除发出商品以
外，存货余额 5,764.09万元，订单覆盖率为 49.40%。2023年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较 2022年末增加
13.21%，公司根据在手订单情况适当进行备货。

2. 2023年末，除原材料以外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情况
项 目
在产品
半成品

库存商品
发出商品

委托加工物资
合 计

存货账面余额
463.96
708.50
576.34
42.93
11.96

1,803.70

存货跌价准备
53.94
221.91
102.17

378.02

计提比例
11.63%
31.32%
17.73%

20.96%
公司半成品、库存商品主要包含嵌入式智能仪器模块。其中，对用于内部研发、测试的库龄一年

以上未正常销售且无明确再销售计划的产品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按单个产品项目全额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公司在产品、委托加工物资主要是处于各生产工序的尚未完工产品。该部分存货基本有订单对
应，公司按照可变现净值测试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发出商品主要为已发送至客户项目现场尚未完成验收的存货。对应项目进展状况正常，经
测试，未发生明显减值迹象。

3. 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可比公司
普源精电
鼎阳科技
华兴源创
燕麦科技

可比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比例平均值
公 司

存货账面余额
291,026.78
36,860.38
150,034.99
9,809.25
5,807.02

存货跌价准备
19,188.84
4,393.59
1,115.52
817.73
574.75

计提比例
6.59%
11.92%
0.74%
8.34%
6.90%
9.90%

注：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由上表可见，公司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为9.90%，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
综上所述，公司2023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三）说明存货盘点程序及盘点结果，包括盘点范围、地点、品种、金额、比例等，说明是否存在账实

差异及处理结果。
1. 公司存货盘点程序
(1) 财务部编制“盘点计划安排表”，发送给相关盘点人，由仓管部负责，车间协助；
(2) 盘点前，仓管员及相关协助人员对存放货物的场地进行整理、整顿；
(3) 仓管人员整理所有单据；
(4) 由财务人员在盘点前打印好各车间的“存货盘点表”，下发给相关盘点人员；
(5) 盘点人员准确清点、准确对照物料编号、名称、规格、型号，将盘点数量录入“存货盘点表”中，已

盘点的物料，在物料包装箱贴上“已盘点”标签，财务人员全程监督存货盘点；
(6) 盘点结束后，财务人员收回所有“存货盘点表”，并与库存账目进行核对，编制“盘点差异表”；
(7) 发现账实不一致，仓管部门配合财务人员进行分析，在“盘点差异表”中说明差异原因和处置办

法；
(8) 财务人员将“盘点差异表”上报管理层进行审核，经批准后，调整相应的账面数量，以保持账实

一致。
2. 2023年末公司存货盘点情况
(1) 盘点范围：公司所有在库存货
(2) 盘点地点：

仓库名称
思林杰总部仓库
思林杰深圳仓库

具体位置
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碁村段80号同芯壹号智能产业园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石家社区后底坑同富工业区

(3) 盘点结果

项 目

原材料
在产品
半成品

库存商品
发出商品

委托加工物资
合 计

2023/12/31
账面金额
4,003.33
463.96
708.50
576.34
42.93
11.96

5,807.02

盘点金额
3,681.00
157.84
708.50
563.21

5,110.55

盘点比例
91.95%
34.02%
100.00%
97.72%

88.01%
公司在产品主要为在各生产工序中处于正在加工尚未完成该道工序的被加工物，由于在盘点时

部分在产品处于被加工状态，因此未能对部分在产品执行盘点程序，公司日常登记在产品明细表，准
确记录了在产品的收发情况。公司年末对委托加工物资和发出商品进行对账，对账结果无差异。

2023年末，公司存货盘点情况良好，存货盘盈盘亏金额占存货余额比重低于1%,公司盘点差异金
额为0.28万元，其中盘盈金额为0.33万元，盘亏金额为0.05万元。公司盘盈的物料主要系损耗性材料
和赠品，不作调整处理，公司盘亏的物料主要系爆带造成的丢失，公司作为管理领用单处理，计入管理
费用，调整后账实相符。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1) 了解公司的采购制度、采购流程及备货管理；了解公司采购与付款、生产与仓储环节相关的关

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 获取公司在手订单明细，分析公司库存水平与在手订单执行情况匹配性；
(3) 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分析公司2023年存货余额较大、原材料期末余额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4) 获取公司期末各类存货的库龄明细表，分析库龄情况，分析是否存在长期未使用或预计无法销

售的存货；获取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复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及合理性；
(5) 了解公司报告期内存货盘点制度及盘点情况，并通过实施存货监盘程序核实存货存在性。
1) 具体监盘程序：
① 在存货盘点开始前，注册会计师观察了存货盘点现场：存货已经适当整理和排列，并附有盘点

标识；所有存货均纳入盘点范围；
② 在存货盘点过程中，会计师观察了管理层制订的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A．盘点人员已在盘点表单上准确记录存货的数量和状况，并对其工作签字确认；
B．盘点人员已采取措施以防止重复或遗漏盘点；
C．盘点人员以外的人员已对盘点进行复核（复盘存货数量），以确保盘点数量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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