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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D54版）
客户六十一 2024年度商业承兑汇票回款金额从 24.97万元上升至 729.27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回

款占比从2.59%上升至57.33%，商业承兑汇票回款金额及占比均大幅增加，付款方式的变化是导致期

末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其付款方式变化主要受到行业因素的显著影响。其核心

客户由于项目回款周期延长，自身面临现金流压力增大，通过商业票据将资金压力向上游供应商传

导。作为配套供应商，其对前五大客户的依赖度较高（销售额占比达58.7%），议价能力有限，被迫接

受商业票据支付方式。公司鉴于客户六十一为行业内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企业，所开具的票据具备一

定的信用保障，有助于灵活调配资金，因此接受了客户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

客户十四在2024年度和2023年度的商业承兑汇票收款金额及其占比分别为300万元和13.98%、

237.93万元和7.51%，变动幅度较小。公司2023年收到的客户票据中，部分期限为12个月；而2024年

收到的票据期限均在6个月以内。2024年期末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的增加，主要原因是收到的客户票

据中，未到期部分的票据金额及其占比较大所致。

综上所述，公司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同比增加且增幅高于应收票据整体增幅的原因主要受客户销

售额的增加、与客户约定的付款方式发生变化和开票时间影响，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增加具有合理性。

2）商业承兑汇票结算增加的业务合理性

高温合金行业通常交易金额较大，且客户相对集中，交易双方之间的信用关系相对稳定，更倾向

于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这种具有一定信用保障且能灵活安排资金的支付方式，核心企业的商业承兑汇

票可以通过供应链金融平台进行拆分、流转和融资，带动了整个供应链上商业承兑汇票的使用和推

广，提高了其在交易中的占比。故随着公司高温合金业务规模的增长，同时结合高温合金行业的普遍

采用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情况，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同比增加较为合理。

(二)结合不同账龄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销售及回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收入确认情况、客户性质、

产品用途、合作历史、期后回款情况、回款约定变化情况、平均回款周期、是否逾期及逾期金额，说明公

司应收账款增幅高于营收增幅，且长账龄应收账款增幅明显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调整信用政策

的情形

1、不同账龄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情况

（1）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组成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2024年度
应收账款余额

56,483.72
3,661.37
9.81

占比
93.89%
6.09%
0.02%

变动率
34.91%
69.71%
2.19%

2023年度
应收账款余额

41,868.38
2,157.43
9.60

占比
95.08%
4.90%
0.02%

公司2024年度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在2年以内，金额占比为99.98%。

（2）1年以内、1-2年账龄的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客户名称

客户一

客户三
客户六

客户二

客户九

账龄1年以内

7,661.54
5,372.80
4,313.61
3,603.83
3,264.17
24,215.95

1年内应收账款
占比

13.56%
9.51%
7.64%
6.38%
5.78%
42.87%

客户性质

直接客户

直接客户
直接客户

直接客户、贸易
商

直接客户

产品用途

航空航天、汽车涡轮、
燃机领域

航空航天、燃机领域
航空航天、燃机领域

航空航天、化工领域、
镍基合金

航空航天、燃机领域

开始合作时间

2017-4-20
2018-4-2
2020-4-27
2017-1-11
2018-10-12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客户名称

客户六
客户八

客户五

客户五十

客户六十四

账龄1-2年

2,587.33
366.67
357.88
133.49
78.90

3,524.27

1-2年内应收账
款占比
70.67%
10.01%
9.77%
3.65%
2.15%
96.26%

客户性质

直接客户
直接客户

直接客户

直接客户

直接客户

产品用途

航空航天、燃机领域
航空航天

航空航天、油气能源领
域

废料回料等
航空航天、汽车涡轮、

燃机领域

开始合作时间

2020-4-27
2021-5-7
2018-4-2
2023-4-14
2021-6-29

2、结合不同账龄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销售及回款情况说明公司应收账款增幅高于营收增幅，且

长账龄应收账款增幅明显的原因及合理性

1年以内、1-2年账龄的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销售及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客户名称

客户一

客户三

客户六

客户二

客户九

客户八

客户五

客户五十

客户六十四

销售收入

2024 年
度

10,655.94
4,189.15
3,427.93
6,351.25
3,024.88

383.53

3,427.46

-
-

31,460.14

2023 年
度

5,765.06

6,456.03
6,846.46
2,067.40
690.99

910.77

4,753.56

3,154.87
232.33

30,877.47

变动率

84.84%
-35.11%
-49.93%
207.21%
337.76%
-57.89%

-27.90%
/
/

1.89%

应收账款

期 末 余
额

7,661.54

5,372.80
6,900.94
3,656.19
3,264.17

865.45

3,252.10

133.49
168.17

31,274.85

期 初 余
额

2,637.87

4,016.46
7,343.78
1,307.78
1,528.46

1,565.45

1,543.60

243.64
195.67

20,382.71

变动率

190.44%
33.77%
-6.03%
179.57%
113.56%
-44.72%

110.68%
-45.21%
-14.05%
53.44%

期 末 逾
期金额

5,262.35

4,423.31
5,587.70
1,946.49
2,062.12

516.42

1,353.49

133.49
-

21,285.37

逾期金
额占比

68.69%

82.33%
80.97%
53.24%
63.17%

59.67%

41.62%
100.00%
0.00%
68.06%

期 后 回
款金额

2,283.57

850.18
662.23
1,709.70
1,202.05

343.36

934

-
165.17
8,150.26

期 后
回 款
金 额
占比

29.81%
15.82%
9.60%
46.76%
36.83%
39.67%

28.72%
0.00%
98.22%
26.06%

平 均
回 款
周 期
（天）

177

410
760
143
290

1,160

256

/
/

回款约定变化
情况（信用期调

整情况）

详见一、（一）8.
前五大信用政

策

未发生变化

未发生变化

未发生变化

未发生变化

账期由票到 30
天改为票到客
户入账后 60天

内
详见一、（一）8.
前五大信用政

策

未发生变化

未发生变化

注：期后回款金额统计至2025年5月31日。

（1）客户一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7,661.54 万元，2024 年收入同比增长 84.84%，应收账款增加

190.44%，期末逾期金额 5,262.35万元，逾期金额占比 68.69%，期后回款金额 2,283.57万元，回款金额

占比 29.81%。应收账款增幅高于营收增幅，逾期金额及占比较高，其受终端客户的影响，回款周期

长，收款难度增大。公司认可其长期竞争力与市场潜力，以及预计能提升未来产能与市场地位，应客

户要求在当前阶段给予客户阶段性的付款支持。

（2）客户三期末应收账款余额5,372.80万元，报告期收入下降35.11%，应收账款增加33.77%，期末

逾期金额4,423.31万元，逾期金额占比82.33%，期后回款金额850.18万元，回款金额占比15.82%，平均

回款周期 410天。收入下降同时应收账款上升，逾期金额及占比较高，平均回款周期较长，主要系

2024年该客户现金流压力较大。公司基于对核心伙伴的信任与扶持，以及对长远商业价值的坚定信

心，应客户要求在当前阶段给予该客户一定程度的付款灵活性。

（3）客户六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6,900.94万元，其中账龄 1-2年的应收账款余额 2,587.33万元。报

告期收入下降49.93%，应收账款下降6.03%，期末逾期金额5,587.7万元，逾期金额占比80.97%，期后

回款金额662.23万元，回款金额占比9.6%，平均回款周期760天。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及占比高，期后

回款比例较低，主要系该客户资金主要由上级单位统一拨付，拨付周期长，导致客户的收款难度较

大。同时因公司在该客户的市场份额有所增长，导致应收款同比增加。但因该客户是国企，其特有的

政府背景支撑、强大融资能力及长期经营稳定性，降低了资金回收的风险，公司评估其风险敞口整体

可控。

（4）客户二期末应收账款余额3,656.19万元，报告期收入上升207.21%，应收账款增加179.57%，期

末逾期金额1,946.49万元，逾期金额占比53.24%，期后回款金额1,709.7万元，回款金额占比46.76%，

平均回款周期143天。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及占比高，期后回款比例较低，平均回款周期长，其最终需

求来源于国际主机厂及锻铸件厂的业务外包模式，其供应商通常为国内主要的锻铸件厂，公司销售给

客户二的高温合金供货给该国际主机厂在中国区的锻件供应商，受2024年该下游锻件供应商资金周

转压力较大影响，导致其对公司的回款有所延迟。

（5）客户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3,264.17万元，报告期收入上升337.76%，应收账款增加113.56%，期

末逾期金额2,062.12万元，逾期金额占比63.17%，期后回款金额1,202.05万元，回款金额占比36.83%，

平均回款周期290天。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及占比高，期后回款比例低，主要系终端主机厂用户无法及

时收款，其资金压力沿产业链向上传导，导致各层级供应商的应收账款回收周期普遍延长。

（6）客户八有限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865.45万元，其中账龄 1-2年的应收账款余额 366.67万

元。报告期收入下降 57.89%，应收账款减少 44.72%，期末逾期金额 516.42 万元，逾期金额占比

59.67%，期后回款金额343.36万元，回款金额占比39.67%。收入下降、应收账款账龄长、逾期金额及

占比高，期后回款比例低，该客户的终端客户资金主要由航空航天单位统一拨付，拨付周期长，导致客

户的回款周期长。

（7)客户五期末应收账款余额3,252.10万元，其中账龄1-2年的应收账款余额357.88万元。报告

期收入下降27.90%，应收账款增加110.68%，期末逾期金额1,353.49万元，逾期金额占比41.62%，期后

回款金额 934万元，回款金额占比 28.72%，平均回款周期 256天。收入下降、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及占

比高，期后回款比例低，该客户终端客户的回款主要由上级单位统一拨付，拨付周期长，导致客户的收

款周期拉长。由于2024年国内军品需求减少，终端用户自身亦面临较大的资金流动性压力，导致产

业链整体回款较差。

（8）客户五十期末应收账款余额133.49万元，因质量异议原因，预计无法收回，已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

综上所述，截至2024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中，账龄在一年以内及一至两年的前五大客户均涉及航

空航天领域，且主要为国有企业或军工单位。这些客户的付款资金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预算或专项

拨款，拨款周期较长。此外，2024年产业链下游（终端主机厂/供应商）普遍面临资金周转压力和现金

流困境，这些问题沿供应链向上传导，导致部分客户自身现金流紧张。同时，公司为维护核心战略伙

伴关系，提供了阶段性付款支持。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中的大部分信用政策未发生明显变化，部

分少量客户的信用调整具有商业合理性。因此，公司应收账款增幅高于营收增幅，且长账龄应收账款

增幅明显具有合理性。

二、持续督导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的应收账款明细账，查阅会计师对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的审计底稿，复核会计师

对公司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审计底稿；

2、获取公司大额应收款项客户的销售合同，查阅公司销售合同中的关键条款，复核会计师对公司

的收入确认政策的测试底稿；

3、复核会计师对公司的重要客户的函证；

4、取得公司报告期应收票据备查簿，检查大额应收票据的出票人、前手方以及被背书人，了解应

收票据后续状态；了解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信用状况和财务状况，核查商业承兑汇票的期后兑付情

况。

5、获取公司期后回款凭证；

6、访谈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销售负责人，了解应收款项增长的背景、合理性和后续回款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国信证券、国联民生承销保荐认为：

1、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的前十大客户均为企业长期合作的核心客户，且均为上市企业或国资企

业，在行业内具有较强影响力。截至目前，相关票据期后均正常兑付，不存在逾期未支付的情况。公

司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同比增加且增幅高于应收票据整体增幅的原因主要受客户销售额的增加、与客

户约定的付款方式发生变化和开票时间影响，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增加具有合理性。

2、截至2024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中账龄在一年以内及一至两年的前五大客户均涉及航空航天领

域，且主要为国有企业或军工单位。公司应收账款增幅高于营收增幅，其中1年以上应收款增幅高于

营业收入增幅，增长主要是因为主要客户因其资金来源途径和产业链下游整体资金压力导致其付款

周期拉长。公司主要客户中的大部分信用政策未发生明显变化，部分少量客户的信用政策调整具有

商业合理性。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报告期应收票据备查簿，检查应收票据的出票人、前手方以及被背书人、公司应收票

据盘点记录，检查交易是否具有真实的商业背景；了解商业承兑汇票承兑人信用状况和财务状况，核

查商业承兑汇票的期后兑付情况；

2、对公司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进行核查，了解及测试内部控制的执行有效性；

3、了解公司收入确认政策，获取、检查销售合同关键条款，复核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并得到一贯执行；

4、获取应收账款明细账，分析应收账款规模与收入的匹配性；

5、执行对账单与会计记录双向核对程序，对回款真实性进行查验；

6、对公司的重要客户执行函证程序，确认应收账款金额的准确性，具体函证情况如下：
项目

应收账款余额①
发函金额②

发函比例（②/①）
回函相符金额③

回函相符比例（③/②）
调节相符金额④

调节相符比例（④/②）
替代测试确认一致金额⑤

替代测试确认一致金额比例（⑤/②）
回函相符及替代测试可确认金额占比（③+④+⑤）/②）

2024年度
60,154.90
59,218.67
98.44%

34,377.65
57.15%

21,476.42
35.70%
3,364.61
5.59%
98.44%

7、获取并检查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复核账龄划分的准确性，应收账款组合划分是否合理；

检查公司是否按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否充分；结合期后回

款情况检查，评价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汇认为：

1、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的前十大客户均为企业长期合作的核心客户，且均为上市企业或国资企业，

在行业内具有较强影响力。截至目前，相关票据期后均正常兑付，不存在逾期未支付的情况。公司应

收商业承兑汇票同比增加且增幅高于应收票据整体增幅的原因主要受客户销售额的增加、与客户约

定的付款方式发生变化和开票时间影响，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增加具有合理性。

2、截至2024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中账龄在一年以内及一至两年的前五大客户均涉及航空航天领

域，且主要为国有企业或军工单位。公司应收账款增幅高于营收增幅，其中1年以上应收款增幅高于

营业收入增幅，增长主要是因为主要客户因其资金来源途径和产业链下游整体资金压力导致其付款

周期拉长。公司主要客户中的大部分信用政策未发生明显变化，部分少量客户的信用政策调整具有

商业合理性。

问题4、关于存货。根据2024年年报，公司期末存货余额72,904.85万元，同比增长9.75%，其中在

产品同比增长52.32%，发出商品同比增长62.86%。根据2025年一季报，期末公司存货较期初持续增

长12.89%。

请公司：（1）结合存货对应产品类别、军品及民品存货金额与销售收入的匹配性、在手订单对存货

的覆盖情况、主要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历史、关联关系）、交付周期，说明公司存货持续增长

的原因及提前备货的合理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2）结合发货流程及收入确认情况、盘点安

排、期后结转情况及平均结转周期、账龄等，说明发出商品形成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收入确认的情

况，是否存在长期未被接收或退回的商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一) 结合存货对应产品类别、军品及民品存货金额与销售收入的匹配性、在手订单对存货的覆盖

情况、主要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历史、关联关系）、交付周期，说明公司存货持续增长的原因

及提前备货的合理性，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公司存货金额变化情况表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原材料
委托加工物资
自制半成品
库存商品
发出商品
在产品
合计

2025-3-31金额

30,095.45
1,066.06
6,248.05
11,777.84
3,105.65
28,597.43
80,890.48

2024-12-31金额

28,476.04
629.86
8,834.87
10,378.37
1,837.24
22,748.47
72,904.85

2023-12-31金额

26,132.26
606.13

10,371.48
13,257.96
1,128.12
14,934.83
66,430.79

2024年存货增长率（跌
价前）
8.97%
3.92%

-14.82%
-21.72%
62.86%
52.32%
9.75%

2025年一季度存货增长率
（跌价前）

5.69%
69.25%
-29.28%
13.48%
69.04%
25.71%
10.95%

公司存货增速过快主要体现在发出商品和在产品中。发出商品的金额增长主要是公司外销客户

业务量增加所致，2023年、2024年、2025年一季度发出商品中外销金额分别为464.38万元、961.85万、

2,437.52万元。外销客户收入确认是按取得报关单或提单后确认收入，与公司仓库出库有时间差。

在产品方面，公司2024年末较2023年末增加7,813.64万元，2025年一季度末较2024年末增长5,
848.96万元。在产品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在产品

合计

产品分类

变形高温耐蚀合金
铸造高温耐蚀合金
其他高温耐蚀合金

合金管材

2025-3-31
存货金额
22,222.70
3,995.53
703.17
1,676.03
28,597.43

2024- 12- 31 存货
金额

18,546.85
2,311.33
481.62
1,408.68
22,748.48

2023-12-31
存货金额
11,808.10
1,724.93
316.32
1,085.48
14,934.83

2025年一季度
存货增长率

19.82%
72.87%
46.00%
18.98%
25.71%

2024年存货增长
率

57.07%
34.00%
52.26%
29.77%
52.32%

公司在产品金额增长主要集中在变形高温合金在产品金额的增加，变形高温合金在产品金额增

长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铸造产品的生产交付周期为1个月左右；变形高温合金产品具有定制化程度高、工艺复

杂的特点，平均生产交付周期长达3-6个月；合金管材生产交付周期为1-2个月，从订单确认到产品交

付存在显著的时间差。公司为了匹配长周期生产特性，保障交付抢占市场先机，需要提前安排备货。

因为客户需求往往具有时效性，等待生产周期将导致错失宝贵的市场窗口期，提前备货是竞争刚需。

因此公司维持合理的库存以确保快速响应订单、抢占市场份额，同时也是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和增加市

场竞争力的客观需求；从公司在手订单与存货的覆盖水平来看，随着销量的提升，这部分库存金额的

维持和增加是合理并且必要的。

（2）支撑新项目孵化与快速启动，把握未来增长机遇。公司部分库存是国家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

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项目储备的前置性投入。公司为保持技术领先和市场敏感度，持续投入资源

进行新项目研发与储备。新项目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最终量产，需要特定的原材料、专用部件或

试制品。为新项目储备的专用物料、样机和关键半成品，避免因临时采购或生产延误导致的项目延

期，加速项目价值的变现，是未来收入增长的必要前置成本。

（3）公司制定2025年度销售目标时，变形高温合金产品业务将有较好的增长预期。为满足订单

需求，适配产品生产交期，公司逐步调整存货结构，根据变形高温合金产品的市场预测储备适量库存。

公司围绕核心产品、战略项目、关键物料进行精准配置，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高的周转预期。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库存监控与预警机制，通过需求预测、供应链协同和精益生产管理工具，持续优化

库存水平，力求既保障交付又提升存货周转效率。

2、存货对应产品类别、军品及民品存货金额与销售收入的匹配性

由于公司变形高温合金产品生产交付周期长达3-6个月，并且存在提前备货的情况，对于库存里

的原材料，由于还未形成最终产品，无法将原材料库存对应未来的产成品类别，可将存货中在产品、库

存商品、发出商品对应产品类型，对应完成后各类别存货金额与销售收入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构成

高温耐蚀合金

高温耐蚀合金小计
合金管材小计

合计

产品分类
变形高温耐蚀合金
铸造高温耐蚀合金
其他高温耐蚀合金

2024年库存金额
26,925.54
4,964.33
613.71

32,503.58
2,460.50
34,964.08

2024年销售收入
40,686.73
50,106.67
5,137.92
95,931.32
34,643.62
130,574.94

库存金额与销售比
66.18%
9.91%
11.94%
33.88%
7.10%
26.78%

注：以上数据对应2024年存货中在产品、库存商品、发出商品金额

此外公司的军品、民品业务是由终端客户的使用场景所决定，因此能将存货中锁定在手订单部分

的存货区分军品民品。军品及民品存货金额与销售收入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构成

军、民品

合计

存货类别
变形高温耐蚀合金
铸造高温耐蚀合金
其他高温耐蚀合金

合金管材

2024年库存金额
8,483.96
2,050.82
740.34
1,887.30
13,162.42

2024年销售收入
40,686.73
50,106.68
5,137.92
34,643.62
130,574.94

库存金额与销售比
21%
4%
14%
5%
10%

3、在手订单对存货的覆盖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在手订单金额
占期末存货余额覆盖率

占期末成品及在制覆盖率
占期末成品覆盖率

存货周转率

2025年3月31日
24,591.60
30.40%
56.56%
165.23%

1.52

2024年12月31日
18,674.19
25.61%
53.41%
152.87%

1.80

2023年12月31日
14,242.64
21.44%
48.58%
99.00%
1.68

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周期为3-6个月，2023-2024年期末在手订单的覆盖率在20%-25%左右，处

于合理水平。

4、主要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二
供应商三
供应商四
供应商五
供应商六

合计

首次合作年度
2022
2018
2017
2016
2016
/

关联关系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非关联方

/

2024年采购额
26,911.56
15,051.38
11,812.76
5,566.37
4,007.38
63,349.45

结算方式
货到付款
款到发货
货到付款

货到票到60天
款到发货

/

交付周期
1天
1天
1天
15天
10天

/
公司前五大供应商主要为提供镍、铜、铌、铬等大宗原材料的材料供应商。

5、交付周期情况

2024年前十大客户交期情况：

单位：万元
2024年前十大客户

客户一
客户二
客户四
客户三
客户六
客户五
客户七
客户九

客户十四
客户三十八

合计

收入
10,655.94
6,351.25
4,793.94
4,189.15
3,427.93
3,427.46
3,052.28
3,024.88
2,664.98
2,551.94
44,139.74

首次合作年度
2017年
2017年
2019年
2018年
2021年
2018年
2021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非关联关系

交付周期
2个月
5个月
2个月
4个月
3个月
4个月
3个月
2个月
1个月
3个月

如上表列示，公司对前十大客户的交期主要集中在2-4个月，由于公司存在备货情况，故存货交

期略短于产品生产周期，提前备货具有合理性。

6、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政策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规定，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量存货，

并区分不同存货类型采用相应的可变现净值确定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预计售价减

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预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其中：

①产成品、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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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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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持有目的为生产的除贵金属以外的材料（五金辅材）：基于库龄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

基于库龄确认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各库龄组合可变现净值的计算方法和确定依据如下：
库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可变现净值计算方法
账面余额的100%
账面余额的70%
账面余额的40%
账面余额的0%

（2）结合公司存货库龄情况说明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与库龄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原材料

库存商品

发出商品

委托加工
物资

半成品

在产品

合计

库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小计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小计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小计

1年以内

小计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小计

1年以内
小计

期末余额

24,016.08
3,331.44
856.09
272.43

28,476.04
8,532.84
1,794.11
3.81
47.61

10,378.37
1,821.03

-
-

16.21
1,837.24
629.86
629.86
8,092.04
584.98
154.38
3.46

8,834.87
22,748.47
22,748.47
72,904.85

基于估计售价考虑

账面余额

23,182.30
2,975.41
745.86
187.94

27,091.51
8,532.84
1,794.11
3.81
47.61

10,378.37
1,821.03

-
-

16.21
1,837.24
629.86
629.86
8,092.04
584.98
154.38
3.46

8,834.87
22748.47
22,748.47
71,520.32

可 变 现 净
值

21,305.11
2,603.80
652.46
170.55

24,731.92
8,474.80
1,749.24
1.53
37.66

10,263.23
1,780.15

-
-
-

1,780.15
627.24
627.24
8,079.40
582.09
136.23
1.22

8,798.94
22584.59
22,584.59
68,786.07

计提金额

1,877.19
371.61
93.40
17.39

2,359.59
58.04
44.87
2.28
9.95

115.14
40.88
-
-

16.21
57.09
2.62
2.62
12.64
2.89
18.15
2.24
35.92
163.88
163.88
2,734.24

计提比例

8.10%
12.49%
12.52%
9.25%
8.71%
0.68%
2.50%
59.84%
20.90%
1.11%
2.24%

-
-

100.00%
3.11%
0.42%
0.42%
0.16%
0.49%
11.76%
64.79%
0.41%
0.72%
0.72%
3.82%

基于库龄考虑

账面余额

833.78
356.03
110.23
84.49

1,384.53
-
-
-
-
-
-
-
-
-
-
-
-
-
-
-
-
-
-
-

1,384.53

计提金额

-
106.81
66.14
84.49
257.44

-
-
-
-
-
-
-
-
-
-
-
-
-
-
-
-
-
-
-

257.44

计提比例

-
30.00%
60.00%
100.00%
18.59%

-
-
-
-
-
-
-
-
-
-
-
-
-
-
-
-
-
-
-

0.19

合计跌价

计提金额

1,877.19
478.42
159.54
101.88
2,617.03
58.04
44.87
2.28
9.95

115.14
40.88
-
-

16.21
57.09
2.62
2.62
12.64
2.89
18.15
2.24
35.92
163.88
163.88
2,991.68

计提比例

7.82%
14.36%
18.64%
37.40%
9.19%
0.68%
2.50%
59.90%
20.90%
1.11%
2.24%

-
-

100.00%
3.11%
0.42%
0.42%
0.16%
0.49%
11.76%
64.79%
0.41%
0.72%
0.72%
4.10%

如表所示，在分别基于估计售价和库龄计算存货可变现净值，并据此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

下，跌价计提比例均与存货库龄情况呈正相关关系。

（3）结合期后原材料价格下降、产品销售价格变动情况说明发行人相应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

期后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如下表所示

类别

镍
电解铜

2025年1-3月
单价（元/kg）

112.83
68.19

变动比例
-0.86%
2.02%

2024年度
单价（元/kg）

113.81
66.84

报告期后，公司主要材料镍和铜的平均采购单价波动较为平缓，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影响较

小。

期后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如下表所示

类别

高温耐蚀合金
合金管材

2025年1-3月
单价（元/kg）

210.30
73.79

变动比例
-3.02%
-1.32%

2024年度
单价（元/kg）

216.86
74.78

报告期后，公司主要产品——高温耐蚀合金和合金管材的平均销售价格波动较为平缓，结合期后

主要材料平均采购单价波动情况，整体对存货跌价的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公司的存货跌价计提政策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提金额与存货库龄呈

正相关关系。期后，主要材料的采购价格及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波动，未对公司存货跌价产生显著负

面影响，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二)结合发货流程及收入确认情况、盘点安排、期后结转情况及平均结转周期、账龄等，说明发出

商品形成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收入确认的情况，是否存在长期未被接收或退回的商品

1、发货流程及收入确认情况

公司销售模式主要分为2种，具体的发货、收入确认情况如下表所示:
销售业务分类

国内销售业务

出口销售业务

业务模式情况
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或订单需求，安排生产备货，完成相关的产品生产并检
验合格后，发往客户指定地点，客户收到货后在送货单或收货单上签字确认，公司在取得

返回的相应送货单或收货单后确认销售收入。
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或订单需求，安排生产备货，完成相关的产品生产并检
验合格后，公司制作报关单等相关单据向海关报关出口，财务部根据外销模式分别在取

得报关单或承运人提单后确认收入。

2、对发出商品盘点安排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发出商品主要包括已发在途商品，这些商品客户尚未签收。公司通

过运输单据以及客户期后的签收单来确认；另外，还有小部分商品是公司与客户协商后同意退货的，

其金额为267.49万元，这部分商品通过期后的退货入库单来确认。

3、发出商品期后结转情况

单位：万元
期末发出商品金额

1,837.24
期后结转销售金额

1,553.47
期后退回金额

267.49
尚未结转金额

16.28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2024年末发出商品中尚有16.28万元未完成结转。这部分商品为前

期已发货但客户未确认收货亦未退回的产品。公司已对该部分发出商品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4、发出商品形成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收入确认的情况，是否存在长期未被接收或退回的商品

公司2024年末发出商品期末余额为1,837.24万元，期后已确认收入金额1,553.47万元，期后退回

金额267.49万元；长期未被签收的发出商品金额16.28万元，公司已对该部分发出商品全额计提了跌

价准备。

二、持续督导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存货明细表、各期末尚未完成的销售订单，查阅并复核会计师对存货

的审计底稿，复核会计师期末盘点底稿；

2、获取发行人各年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明细，了解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复核会计师

对公司存货减值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测试底稿。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国信证券、国联民生承销保荐认为：

1、公司存货增速过快主要体现在发出商品和在产品中。发出商品的金额增长主要是公司外销

客户业务量增加所致。在产品金额增长主要集中在变形高温合金在产品增加导致，原因包括：变形高

温合金生产周期较长导致，基于增长预期储备了适量库存导致，重要项目储备的前置性投入导致等。

报告期末在手订单的覆盖率处于合理水平，与公司的生产周期相适配。公司的存货跌价计提金额与

存货库龄呈正相关，期后主要材料的采购价格及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波动未对公司存货跌价产生显

著负面影响，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2、公司发出商品主要包括已发在途但客户尚未签收的商品。公司2024年末发出商品中大部分

已结转收入，少部分退货，未结转收入且未退货的金额很小，且已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货明细表，分析报告期各期各类存货余额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访谈

各部门负责人，了解公司采购模式、生产模式、销售模式及对应业务周期，核实存货结构与公司生产经

营特点、订单情况的匹配性；

2、获取存货的年末库龄清单，结合产品的状况，对库龄较长的存货进行分析性复核，分析存货跌

价准备是否合理；

3、获取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尚未完成的销售订单情况，核实报告期各期末存货余额与在手订单的

匹配关系；获取报告期各期末发出商品的明细和对应的发货运输单据并检查发出商品期后销售情况；

4、获取公司各年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明细，了解公司存货减值的测试方法及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政策，检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和方法是否合理，复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转回或转销的金额是

否正确；并结合期末存货盘点情况及对存货库龄的分析，分析各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二）核查意见

1、公司存货增速过快主要体现在发出商品和在产品中。发出商品的金额增长主要是公司外销客

户业务量增加所致。在产品金额增长主要集中在变形高温合金在产品增加导致，原因包括：变形高温

合金生产周期较长导致，基于增长预期储备了适量库存导致，重要项目储备的前置性投入导致等。报

告期末在手订单的覆盖率处于合理水平，与公司的生产周期相适配。公司的存货跌价计提金额与存

货库龄呈正相关，期后主要材料的采购价格及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波动未对公司存货跌价产生显著

负面影响，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2、公司发出商品主要包括已发在途但客户尚未签收的商品。公司2024年末发出商品中大部分

已结转收入，少部分退货，未结转收入且未退货的金额很小，且已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三、关于其他事项

问题5、关于海外项目。根据2024年年报及相关公告，（1）公司2023年产能利用率为44.06%，预

计2024年末公司高温合金板块将形成年产5,000吨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8,000吨变形高温合金的产

能规模，2024年，公司高温合金产量为4,013.71吨、镍基耐蚀合金产量为328.86 吨。前期，公司曾将募

投项目中的变形高温合金设计产能建设规模由6,000吨调整为3,000吨。（2）目前，公司累计将向新加

坡全资子公司投资6,000万美元自有资金用于建设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特种合金和金属材料、耐蚀

合金、高性能特种变形合金等产品线。（3）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公司货币资金17,502.83万元（不含募

集资金）。

请公司：（1）结合2024年各产品产线产能利用率、在手订单、拟新建产线设计产能及详细投资测

算过程、达产时间、新建产线产品与现有产品异同（包括应用领域、毛利率等）、潜在客户重合度、募投

项目产品与新建产线产品异同等，说明公司大规模新建海外产线的必要性，公司产线投资、规划规模

及增速与对应业务规模及增速是否匹配，相关业务拓展与产能消化是否存在风险，如是，请进一步提

示相关风险；（2）结合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在建或拟建项目支出安排、未使用银行授信情况，测算未来

公司可能增加的债务规模及财务费用，并提示相关债务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回复】

一、公司回复

（一）结合2024年各产品产线产能利用率、在手订单、拟新建产线设计产能及详细投资测算过程、

达产时间、新建产线产品与现有产品异同（包括应用领域、毛利率等）、潜在客户重合度、募投项目产品

与新建产线产品异同等，说明公司大规模新建海外产线的必要性，公司产线投资、规划规模及增速与

对应业务规模及增速是否匹配，相关业务拓展与产能消化是否存在风险，如是，请进一步提示相关风

险；

1.马来西亚生产基地项目概况

（1）新建产线设计产能说明

公司马来西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总设计年产能为50,000吨[其中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年产能为1,
800吨,耐蚀合金（非真空）及特种合金年产能为48,200吨]。

公司马来西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新建产线产品不涉及公司现有变形高温合金及合金管材业务。

（2）投资测算过程说明

新建马来西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投资概况（下表数据为测算数据，不代表实际投资金额，后期可

能会依据项目具体进展情况而发生变化）
序号
1
2
3

合计

总投资构成
土建工程费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铺底流动资金

投资额（万美元）
1,788.64
2,889.60
1,321.77
6,000.00

比例
29.81%
48.16%
22.03%
100.00%

本项目总投资6,000万美元，其中：土建工程费1,788.64万美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2,889.60万美

元，铺底流动资金1,321.77万美元，投资所需资金均为自有资金。具体投资测算过程及拟建项目支出

安排如下：

单位：万美元
序号
1
1.1
1.1.1
1.2
1.2.1
1.2.2
2
3
4

合计

项目
固定资产投资

设备投资
生产设备
土建投资
土建工程
装修工程
软件投资

土地使用权
铺底流动资金

投资额
3,963.24
2,889.60
2,889.60
1,073.64
562.08
511.56
80.70
719.99
1,236.07
6,000.00

占比
66.05%
48.16%
48.16%
17.89%
9.37%
8.53%
1.35%
12.00%
20.60%
100.00%

第一年
1,093.82
756.57
756.57
337.25
337.25

-
-

719.99
-

1,813.80

第二年
2,869.42
2,133.03
2,133.03
736.39
224.83
511.56
80.70
-

1,236.07
4,186.20

各主要分项测算依据及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1）土地使用权费用

本次项目建设地址为：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丹绒浪沙工业区（Tanjung Langsat Industrial Com⁃
plex,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占地面积 50,983㎡，土地费用719.9857万美元，系根据项目设计时

预计的土地购买价款确定。

2）土建投资费用

本项目拟使用公司所处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丹绒浪沙工业区（Tanjung Langsat Industrial Com⁃
plex,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地块用于项目建设。项目建筑工程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上述土建、装

修及各类公用辅助工程投入，其中土建工程建筑面积为35,754平方米，具体投资金额参照当地同类建

筑造价水平及建筑材料造价信息进行估算，约为300.29美元/平方米，土建投资总额1,073.64万美元。

3）设备投资费用

本项目购置的设备主要包括高温合金及特种合金冶炼、锻造精整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具体如

下：

单位：万美元
设备类别

高温合金及特种合金冶炼设备
高温合金及特种合金锻造设备
高温合金及特种合金精整设备

供电、供水、供气配套系统
合计

金额
1,537.51
771.31
93.31
487.47
2,889.60

4）软件投资费用

本项目拟使用80.70万美元购入信息化管理系统，对公司生产制造管理进行优化，提升自动化水

平、生产效率和质量管理水平，并进一步实现精细化管理。

（3）新建项目达产时间说明

马来西亚生产基地项目将于 2025年 7月正式开工建设，预计建设周期为 15个月，公司预计自

2026年末项目初步投产起，至2033年达产后为稳定运行周期。具体如下：

a.2026年为初投产及试运营期，产能利用率低；

b.2027–2032年为产能爬坡期，逐步提升市场供货能力；

c.2033年起生产体系趋于成熟，市场交付节奏稳定，保持产销均衡态势。

2.结合2024年各产品产线产能利用率、在手订单、拟新建产线设计产能及详细投资测算过程、达

产时间、新建产线产品与现有产品异同（包括应用领域、毛利率等）、潜在客户重合度、募投项目产品与

新建产线产品异同等，说明公司大规模新建海外产线的必要性，公司产线投资、规划规模及增速与对

应业务规模及增速是否匹配，相关业务拓展与产能消化是否存在风险，如是，请进一步提示相关风险；

综合考虑国际化战略部署规划、新增产线市场空间及现有主营业务情况等因素，公司本次新建海

外生产基地产线投资、规划规模及增速与对应业务规模及增速匹配，相关业务拓展与产能消化风险较

低，具体分析如下：

（1）是公司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提升公司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有效保障

公司截至2024年国际业务实现销售收入30,087.97万元，同比增长70.48%，占2024全年销售收入

的21.62%。随着国际化的快速推进与国际业务占比的日益增加，公司需要实现对国外重点客户群的

本地化供应和低成本供应，在当前国际环境、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和潜在的国际市场的增长机会下，

充分利用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的税收和对外贸易政策优势的叠加、区位资源优势、市场及人

才优势的叠加，以增强公司全球供应链的弹性和韧性，为实现国际市场份额的高质量、快速增长奠定

基础。

为进一步整合国际、国内的资源和人才优势，深化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强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

合作及战略布局,构建公司在全球的价值链，匹配现有国际客户的需求，公司通过在新加坡设立全资

子公司，布局国际运营平台，建立国际业务总部、研发中心和投资平台，并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海外生

产基地，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特别是国际化战略部署的需求。

（2）新建产线产品市场空间广阔，是公司现有产品结构延伸的有效保障

根据QYresearch调研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高温合金市场销售额达到了696亿元，预计2030年将

达到 1,08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 6.4%（2024-2030）；2024年全球工模具钢市场规模大约为

25.24亿美元，预计2031年将达到35.19亿美元，2025-2031期间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4.6%。根据

Value Market Research出版的《全球不锈钢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全球不锈钢市场预计从 2024年的 1,
606.7亿美元增长至 2033年的 2,988.9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 7.14%。此外，化工行业受益

于全球特种化学品产能扩张，尤其是受新能源电池材料、电子化学品等细分行业对耐腐蚀、耐高温管

道的需求扩大，有望带动该领域市场规模逐年增长，且在“双碳”目标下，化工装备领域耐高温高压特

征不锈钢管需求旺盛。

本次新建海外产线的产品主要应用市场为航空航天、电力能源、油气化工、汽车、医疗器材、核电

等，与现有主营的应用市场和领域高度匹配，但新增产线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更大、应用场景更广，随

着东南亚区域、南亚区域制造业的发展，对新增产线产品的需求趋势会进一步上升，将会成为公司现

有产品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的有效补充。

（3）综合公司2024年各产品产线产能利用率、在手订单、拟新建产线设计产能及详细投资测算过

程、达产时间、新建产线产品与现有产品异同（包括应用领域、毛利率等）、潜在客户重合度、募投项目

产品与新建产线产品异同，公司新建海外产线具备合理性

1）近三年各产品产线产能利用率及2024年订单情况

①2022-2024年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产能利用率

产品产线类别

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

产能利用率
2024年
86.48%

2023年
61.45%

2022年
59.59%

备注：上述产能利用率计算是以公司截止2024年底所具备的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当年生产能力

3,000吨为基础，计算公式为：产能利用率=当年入库产量/设计年产能。

②截止2025年5月31日，公司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业务共计签署合同订单数为1,617.6吨，尚未

交付的合同订单数为547.64吨。

马来西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中与现有国内重叠的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产线（含募投项目）主要是

为匹配当前国际客户（霍尼韦尔、Doncasters集团、法国赛峰等）的需求。公司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的

近三年增长速度较快，2024年实际产能利用率已超过80%，预计未来该项业务会不断保持增长趋势，

且在该产线的论证及建设过程中，公司也持续保持了与现有国际客户的密切沟通，以进一步降低该产

线投产后造成公司现有的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产能利用率下降的情况出现，提升新建产线产品的产

能消化率。

2）新建项目达产时间、拟新建产线设计产能及详细投资测算过程

公司马来西亚生产基地达产时间、设计产能及详细测算过程见该问题回复之“一、马来西亚生产

基地项目概况”。

3）新建产线产品与现有产品（含募投项目产线产品）异同

本次海外新建的产线产品除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外，其余产线产品均与公司国内生产基地现有

及募投项目产品线不同，但都同属金属制品业。具体如下：

①应用领域

现有产品

募投项目

新 建 产 线
产品

应用领域

公司当前高温合金产品包括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和变形高温合金，主要用于
航空航天、能源电力、油气石化、船舶、汽车等行业。

公司合金管材业务产品主要有铜镍合金管、高铁地线合金管、高效管、黄铜
管、紫铜管，主要用于船舶、石油化工、电力、轨道交通等领域。

公司募投项目主要围绕当前高温合金业务建设产线，包括铸造高温合金母合
金和变形高温合金，主要用于航空航天、能源电力、油气石化、船舶、汽车等行

业。

新建产品产线涵盖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耐蚀镍基合金、高性能特种变形合
金、镍铁合金、特种不锈钢合金等系列产品线,主要用于航空航天、电力能源、

油气化工、汽车、医疗器材、核电等领域。

主要异同点说明

新建产线产品除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外，
其余规划的产线产品是公司当前产品结构
的延伸，其主要应用领域有较高的重叠度，
但具体运用场景更为广泛（如：航空起落架
部件、核电领域反应堆部件、超临界锅炉、
风电设备、炼油设备、化工容器、输送管道、
换热器、冷凝器、高端机械、模具制造等）

②毛利率/预计毛利率

公司2024年末主营业务平均毛利率为14.85%，新建产线产品预计毛利率为16.67%，具体如下：
现有产品

高温合金

耐蚀镍基合金

合金管材

-

2024年毛利率（%）

18.80
9.23
5.65
-

新建产线产品

高温合金

耐蚀合金（非真空）

特种合金

特种不锈钢

预计毛利（%）

26.89
14.91
20.99
11.38

备注：上表中现有高温合金产品含铸造高温合金母合金和变形高温合金，新建产线产品仅含铸造

高温合金母合金。

本次新建马来西亚生产基地增加的产线产品是对公司现有产品结构的延伸，不会对公司当前的

变形高温合金及合金管材业务的产能利用率造成影响。新增产线对应的耐蚀合金（非真空）、特种合

金、特种不锈钢等主要产品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量远大于高温合金业务，顺利达产后有望成为公司新

的营收和利润增长点。

新增产线的产品关键技术工艺点为特种熔炼，对原材料的使用更宽泛和灵活。公司具备超高纯、

均质化、稳定性的核心熔炼工艺，多年来公司培养和储备了一批精通航空、航天、油气、化工、能源、电

力领域用高性能合金材料技术工艺、特种熔炼、设备、实验室分析、质量管控等专家队伍，同时公司整

合了在行业内具备二十余年特种熔炼经验的工程化技术专家、设备及动力专家团队和具有丰富的特

种熔炼现场管理和操作经验的工程师、一线班组长等，定制高技术水平、成熟稳定的系列化、自动化程

度高的特种熔炼设备及配套设备，新增产线建成将是东南亚区域内第一家，整体技术水平将会是在东

南亚乃至在亚洲区域内属于一流水平。

4）潜在客户重合度

公司作为一家航空级铸造高温合金、变形高温合金材料的专业化生产企业，目前已成为国内外航

空发动机、燃汽轮机、油气能源、汽车动力系统、油汽开采装备等领域的关键材料供应商，并获得众多

客户的好评。

本次新增产品产线的潜在客户与公司现有的主要客户尤其是海外客户的重合度较高，现有主要

客户分布及新建产品产线主要潜在客户分布如下：

现有主要客户分布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航发集团、中国二重、中国重燃、中国重机、
东方电气、万泽股份、派克新材、英国罗罗、Doncasters集团、美国GE、美国霍尼韦尔、法国赛峰、德国西门子、美国康明斯、美国柯林

斯宇航、美国斯伦贝谢、卡麦龙等

新项目主要潜在客户分布
英国罗罗、Doncasters集团、美国GE、美国霍尼韦尔、法国赛峰、
德国西门子、美国康明斯、美国斯伦贝谢、卡麦龙、易高（马来西
亚）公司、浙江天马（马来西亚）公司、马来西亚石油公司、英荷壳

牌、埃克森美孚、利勃海尔集团、GKN等

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目前已组建了一批专业知识丰富、具备多年从业经验的经营管理及市场营

销团队，为进一步提升海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运营质量，公司专门组建了海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运营

团队，该团队同时对企业和市场有着清晰的发展思路。公司经过前期深入市场调研，结合现有及潜在

客户的需求，决定在马来西亚生产基地中规划市场需求量大的耐蚀合金（非真空）、高性能特种变形合

金等产品线，随着公司的发展和海外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目前已建立了完善的境外营销网络及海外

子公司组织团队、管理体系，以便为新建产线产品投产后的产能消化奠定基础。

5）相关风险提示

出于谨慎起见，公司已在2025年5月26日披露的《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新加坡

全资子公司增加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中提示主要风险，如下：

①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对新加坡全资子公司 SINGDA SUPERALLOY PTE.LTD.增
加投资事宜尚需履行境内对境外投资的审批或备案等手续，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②鉴于本次增加投资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可能存在自有资金实际投入与项目计划所需资

金投入进度不匹配的风险。

③因受宏观经济、行业发展、政策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出现项目实际建设进度及投产后产能利用

不达预期的风险，导致本次项目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对项目的管理工作，通过规范建设过程、强化财务调度能力、优化组织执行架

构与稳健推进客户策略，实时把控投资进度，有效管控各类风险变量，持续关注相关子公司的经营状

况及管理成果，积极防范应对和控制相关风险。

（4）结合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在建或拟建项目支出安排、未使用银行授信情况，测算未来公司可能

增加的债务规模及财务费用，并提示相关债务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1）公司2024年末及2025年第一季度末运营资金（不含募集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

运营资金
43,578.89
47,808.49

备注：运营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募集资金余额

公司目前运营资金良好，基于当前业务发展情况，并结合销售计划、库存管理及应收账款催缴回

收等因素，预计未来2年需新增加运营资金总额不超过8,000万元。

2）公司目前在建或拟建项目支出安排

a. 截止 2025年 5月 31日，企业已通过境内经办银行完成合计 792.6892万美元的资金出境，结合

该项目投资建设进度（该项目资金支出安排见该问题回复之“一、马来西亚生产基地项目概况”），经测

算，预计该项目影响未来2年新增的债务规模总额不超过2亿元。

b. 截止本回复公告日，公司除上述马来西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外，主要在建项目为“新增年产 1
万吨航空级高温合金的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公司依据募投项目的最新建设情况，

并综合考虑公司产品所属行业、市场需求及未来发展规划，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变形高温合金原
设计产能建设规模由6,000吨调整为3,000吨，对应投资金额由85,546.05万元调整为65,706.88万元，
具体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及2024年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该项目
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截止2025年第一季度末，已投入募集资金36,505.84万元，该项目对应的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49,040.21万元。（含由于上述建设规模调整而影响投资金额）

3）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未使用银行授信情况
2025年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总额度为 120,000.00万元，截止 2025年第一季度末，实际使用额度为

63,738.98万元，余额可满足日常经营所需资金。
4）未来公司可能增加的债务规模及财务费用测算
公司基于上述前提，结合未来经营收入及盈利水平，预计未来公司可能增加的债务规模及财务费

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计新增债务规模
其中：新增运营资金

：马来西亚生产基地项目
预计新增年财务费用

预计资产负债率

金额
28,000.00
8,000.00
20,000.00
1,080
29.75%

备注：a.汇率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5年3月3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7.1782元；b.新增年财务费用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LPR=
3.6%。

综上，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率为24.23%，本次新增外部融资后公司资产负债率约为 29.75%，仍处于
合理水平，本次新增的债务规模及财务费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后续将进一步着重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库存控制工作，合理控制银行融资规模，持续改善营
运资金状况，并持续关注项目建设进度，合理安排资金支出，以降低未来债务规模及财务费用增加可
能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持续督导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关于马来西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相关的董事会会议资料、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或备案

文件、投资款项的支付凭证、土地购置文件等；
2、查阅公司关于事项的公告，了解公司对该事项的信息披露情况；
3、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对外投资的背景、决策及审批流程和进展情况；
4、查阅公司年报及审计报告，了解公司授信额度，分析公司财务状况及该投资事项对公司财务状

况影响。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国信证券、国联民生承销保荐认为：
1、本建设项目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尚需履行境内对境

外投资的审批或备案等手续批准。本次投资事项决策流程及进展、决议内容已持续公开披露。
2、公司目前运营良好，按照公司预测的未来可能增加的债务规模模拟测算的资产负债率处于合

理水平，模拟测算所增加的债务规模及财务费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已对本次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风险作出有针对性的风险揭示。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关于马来西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相关的董事会会议资料、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或备案

文件、投资款项的支付凭证、土地购置文件等；

2、查阅公司关于事项的公告，了解公司对该事项的信息披露情况；

3、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对外投资的背景、决策及审批流程和进展情况；查阅公司公告，比

对募投项目产品与新建产线产品异同，了解公司授信额度及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汇认为

1、本建设项目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尚需履行境内对境

外投资的审批或备案等手续批准。本次投资事项决策流程及进展、决议内容已持续公开披露。

2、公司目前运营良好，按照公司预测的未来可能增加的债务规模模拟测算的资产负债率合理水

平，模拟测算所增加的债务规模及财务费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公司已对本次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风险作出有针对性的风险揭示。
问题 6、关于预付款项目延期。根据 2024年年报，公司对苏州实验室存在 1,000 万元 1年以上未

结算的预付款，公司称相关项目待审核，正在推进中。
请公司：结合与苏州实验室的合作约定、项目内容、项目原定进度表、进度延误原因及目前项目状

态、相关知识产权归属、合作历史等，说明该笔预付款长期挂账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未及时回收预付
款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预付款自支付后的支取情况，是否存在减值迹象，预付款的列示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回复】
一、公司回复
结合与苏州实验室的合作约定、项目内容、项目原定进度表、进度延误原因及目前项目状态、相关

知识产权归属、合作历史等，说明该笔预付款长期挂账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未及时回收预付款的原
因及合理性，相关预付款自支付后的支取情况，是否存在减值迹象，预付款的列示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要求。

1、公司与苏州实验室的合作背景
苏州实验室是经中央批准成立的新型科研事业单位，位于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实验室强化战略

性结构材料、功能材料和前沿材料的突破，打造材料领域的大科学装置和AI计算设计平台，开展战略
性、前瞻性和基础性研究工作，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实验室。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隆达超合金航材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与苏州实验室签订了《苏州实验室-
江苏隆达联合实验室共建协议》（以下简称“《共建协议》”），协议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的3年期间。建
设目的：以培育发展高温材料产业为目标，以突破航空航天及燃气轮机等领域共性与关键技术为重
点，集聚高温材料技术领域顶尖人才团队，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产业集成创新，促进创
新链、技术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保障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公司在本次组建联合实验室前未与苏州实验室有过合作，本次合作旨在深入挖掘技术背后的基
本原理，确保技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支持公司攻克一些技术瓶颈问
题，为更高品质、更高性能高温合金的制备提供技术支撑，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2、项目的主要内容
研究领域和方向：围绕我国在航空航天及燃气轮机领域的急迫需求，聚集超高纯铸造、变形、粉

末、3D打印高温合金及相关返回料再生利用、成分精准控制等共性关键问题。公司与苏州实验室联
合开展项目A的研发。

依据《共建协议》约定：联合实验室总投入人民币（大写）陆仟万元（?6,000万元），双方各出资人民
币（大写）叁仟万元（?3,000万元）。公司于2023年12月支付了第一笔款项1,000万元。

3、项目原定进度表、进度延误原因及目前项目状态
a．项目原定进度表：公司与苏州实验室2023年8月签订协议，项目执行周期原定为自协议生效

之日起3年，双方自签订协议后便正式启动项目立项工作。
b．项目延误主要原因：由于本次所涉及的研发项目资金投入大，技术难度高，研究方向较为前

沿，双方对项目立项十分严谨，自2023年7月到2024年10月就《项目建议书》内容进行反复持续沟通，

并结合苏州实验室结构部、财务部和科研部等各部门提出的意见不断讨论、修改、完善，直至2024年

12月各方才将确定的《项目建议书》提交苏州实验室内部审议，该《项目建议书》于2025年2月份通过

双方内部审议后编制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于2025年4月14日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答辩

工作，于2025年4月27日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c．项目目前状态：目前处于待批复立项状态，项目立项工作正在有序向前推进。

4、相关知识产权归属

根据《共建协议》，双方就相关知识产权归属主要约定如下：

“第四章 知识产权

第10条 联合实验室围绕项目A-a、项目A-b的研究产生的研究成果及其知识产权归双方共同所

有(以下称“共有知识产权”)，乙方已有的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双方参与研发的人员具有署名权，排名

顺序根据贡献度由双方协商决定。

第11条 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11.3联合实验室技术研发过程中形成的共有知识产权，乙方有免费使用权;经双方同意，可将共有

知识产权向第三方许可实施，实施许可所取得的净收益，在扣除研发人员奖励后(奖励标准依据或参

照甲方有关奖励办法或规定执行),双方按照1:1比例分配；

11.4 经双方同意，甲方有将共有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的权利，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

如乙方在收到甲方转让通知后一个月内未行使优先受让权的，视为同意甲方将共有知识产权转让给

第三方。转让所取得的净收益，在扣除研发人员奖励(奖励标准依据或参照甲方有关奖励办法或规定

执行)后，双方按照1:1比例分配；

11.6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有权利用联合实验室技术研发过程中产生的研究成果及其共有知识产权

进行后续改进，由此产生的实质性或创造性的技术成果及其知识产权归改进方所有。”

综上，自2023年12月支付了第一笔款项后，项目受本问题回复之“3、b．项目延误主要原因”的影

响，立项工作尚未正式完成，公司支付专项资金对应的研发项目尚未实施。目前，项目建议书及可行

性研究报告、专家评审论证以及经费管理筹划与管理方法等文件已经准备完成，项目立项审批已经进

入实验室内部领导层审批阶段。公司预计双方2025年能够正常推进既定研发任务目标，《共建协议》

内容也未调整，该笔款项性质尚未发生变化，因此公司未收回预付账款。经与苏州实验室访谈确认，

截止2025年6月25日，项目立项工作尚未全部完成，自公司支付至苏州实验室之日至2025年6月25
日期间，该笔预付款不存在任何使用情形。

鉴于上述原因，该笔预付款挂账及公司未回收预付款具有合理性该笔资金不存在减值迹象，在预

付款列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二、持续督导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与苏州实验室签订的合作协议，了解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具体细节；获取公司的银行付

款凭证、转账记录；

2、对苏州实验室相关人员进行现场访谈；
3、查阅年度审计时会计师与苏州实验室人员的访谈纪要，复核会计师对该笔交易的核查底稿；
4、与公司项目负责人、管理层访谈，详细了解项目的背景、进展情况以及目前进度延误的原因。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国信证券、国联民生承销保荐认为：
预付苏州实验室1,000万元预付款长期挂账主要系本次所涉及的研发项目苏州实验室，项目立项

过程严谨，目前立项工作正有序推进，尚未正式完成。经核查，该笔预付款挂账及公司未回收预付款
具有合理性；截止 2025年 6月 25日，项目立项工作尚未全部完成，自公司支付至苏州实验室之日至
2025年6月25日期间，该笔预付款不存在任何使用情形；该笔资金不存在减值迹象；在预付款列示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取得公司与苏州实验室签订的合作协议，了解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具体细节；获取公司的银行付

款凭证、转账记录；

2、对苏州实验室相关人员进行现场访谈；

3、向苏州实验室发函确认公司预付款余额；

4、与公司项目负责人、管理层访谈，详细了解项目的背景、进展情况以及目前进度延误的原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汇认为

预付苏州实验室1,000万元预付款长期挂账主要系本次所涉及的研发项目苏州实验室内部审批

流程复杂，项目立项过程严谨，目前立项工作正有序推进，尚未正式完成。经核查，该笔预付款挂账及

公司未回收预付款具有合理性；截止2025年6月25日，项目立项工作尚未全部完成，自公司支付至苏

州实验室之日至2025年6月25日期间，该笔预付款不存在任何使用情形；该笔资金不存在减值迹象；

在预付款列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