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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傅梅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伟英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华策影视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１３３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骞 刘洋

联系地址

杭州市文二西路

６８３

号西溪创意产业园

Ｃ－Ｃ

座

杭州市文二西路

６８３

号西溪创意产业园

Ｃ－Ｃ

座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５５３０８６ ０５７１－８７５５３０７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５５３０７７ ０５７１－８７５５３０７７

电子信箱

ｚｑｓｗ＠ｈｕａｃｅｍｅｄｉａ．ｃｏｍ ｚｑｓｗ＠ｈｕａｃｅｍｅｄｉａ．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４０３，０６８，２０２．５０ ２８１，８３７，４２７．８４ ４３．０１％ １６５，９７３，５８２．６９

营业利润

（

元

） １９４，５３０，３８７．７５ １１７，３５１，７６１．９９ ６５．７７％ ６６，６１４，６５０．１１

利润总额

（

元

） ２１１，３７４，４３８．４５ １２９，６０８，７７６．７２ ６３．０９％ ７３，６３６，８６１．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３，９８８，１１６．８３ ９６，１７７，５８４．５８ ６０．１１％ ５５，５１６，４８１．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元

）

１３９，４１６，８５１．１３ ８３，３２５，０６８．０３ ６７．３２％ ４４，９７２，２０４．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９，３３５，３９４．８７ ２７，７８８，６７９．８３ －２７７．５４％ １１，４７２，８６２．１２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

元

） １，４７２，９７３，４８４．８４ １，２１１，００９，２４１．０８ ２１．６３％ ２４０，４３０，７０３．７１

负债总额

（

元

） １６５，１８５，７９９．８０ ２３，１８５，２１１．６１ ６１２．４６％ ５８，９６１，４０３．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１，２７４，３６８，８４６．３０ １，１８７，８２４，０２９．４７ ７．２９％ １８１，４６９，３００．４０

总股本

（

股

） １９２，０３２，０００．００ ５６，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４２，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８０ ０．６３ ２６．９８％ ０．４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８０ ０．６３ ２６．９８％ ０．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７３ ０．５５ ３２．７３％ ０．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４５％ ２５．２３％ －１２．７８％ ４５．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１．２７％ ２１．８６％ －１０．５９％ ３６．７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６ ０．４９ －１５３．０６％ ０．２７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６４ ２１．０３ －６８．４３％ ４．２８

资产负债率

（％） １１．２１％ １．９１％ ９．３０％ ２４．５２％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７，２２９，６０５．００ １２，６４５，０００．００ ６，０９１，３８６．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０．００ １，８３０，９４２．３８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９，１０１．４６ －１０６，１４７．８４ １，０９０，４９５．９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２，１６９，１６５．０６

本公司发行从关

联方处无偿取得

的电视剧所产生

的收益

２，３５２，２７６．８２ ６，８４４，４８８．５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５８９，３１７．８８ －３，８６９，５５４．８１ －３，４８２，０９３．６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４７，２８７．９４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５７１，２６５．７０ － １２，８５２，５１６．５５ １０，５４４，２７６．９２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７，２５５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

东总数

１０，９８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傅梅城 境内自然人

３５．６８％ ６８，５１２，６６５ ６８，５１２，６６５ ０

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５．５０％ ４８，９６０，０００ ４８，９６０，０００ ０

浙江浙商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７．５１％ １４，４２２，８００ １４，４２２，８００ ０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７５％ ７，２０１，２００ ７，２０１，２００ ０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

－

龙信基金通

１

号集合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３６％ ２，６１７，６３３ ０ ０

张永圻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８％ ２，２５９，７２４ 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７％ ２，０６３，５９４ 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

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９３％ １，７８８，８１８ ０ ０

裕隆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９％ １，３２０，０００ ０ ０

蔺晓熠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９％ １，３１７，５１４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龙信基金通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２，６１７，６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张永圻

２，２５９，７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３，５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８８，８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裕隆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蔺晓熠

１，３１７，５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邵金妹

１，２９７，８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５９，９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刘海英

１，２５４，５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５，４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傅梅城与杭州大策投资有限公司属一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的关联关系未知悉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华策影视以“传播优秀中华文化 打造文化传媒旗舰”为一贯宗旨，积极开

展影视剧的制作、发行及衍生业务。 公司电视剧业务位于国内行业第一方阵，

并在国际华语市场上具有良好品牌影响力。

２０１１

年作为公司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始年，公司利用良好的政策环境，充

分发挥上市公司的资金、资源优势，采用了扩张型发展战略，重点围绕内容生

产、团队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为建设全产业链型影视文化企业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在内容制作方面，公司报告期内制作和制作完成电视剧共

１８

部

６５２

集。 在

报告期内，公司制作电视剧共有

９

部

２９２

集新取得发行许可证，引进剧共有

７

部

２０２

集新取得发行许可证。

在产业布局方面，公司一方面向上下游或横向延伸自身的产业链，朝全产

业链发展积极布局。公司通过投资西安佳韵社进军新媒体发行领域，跨媒体延

伸内容价值；通过投资上海蓝橙，深入衍生品开发领域，跨行业延伸产业链；通

过与浙江时代院线组建合资公司，涉足电影院线领域，横向拓展产业链；另一

方面，搭建服务影视企业的全产业链型平台，公司通过与海宁市政府的联合，

携手开发建设海宁中国武侠影视文化基地， 同时启动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

区的组建，努力构建一个面向国际的集创新研究、创意制作、交易传播、配套服

务、人才培养等于一体的影视产业平台，服务于影视产业的资源整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加大招募力度，现员工人数已突破

１２０

人，团队规

模同比翻倍，并且，公司相继在北京、深圳、上海以及台湾建立办事处或联络

处，为跨区域资源整合、扩张经营打下基础。

基于全产业链价值延伸的思路，公司上述的一系列扩张，优化了公司的业

务结构，也使得公司的布局多元而合理，从而为培育出公司自身的强大竞争优

势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司在积极扩大规模的同时，坚持“精品”战略的指导，公司产品得到了客

户及观众的高度认可， 报告期内播出的公司产品均获得了良好的收视成绩，

《香格里拉》开播首日就创下

０．３７

的不俗成绩，位居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二；时尚

都市情感剧《命运交响曲》在安徽卫视、深圳卫视热播，网络热度与收视率上人

气一直居高不下，夺得全国卫视同时段收视冠军。 同时，部分产品再次获得业

内专业奖项，其中：电视剧《中国往事》和《雪豹》被评为“中国电视剧产业二十

年优秀电视剧”，电视剧《万卷楼》获第

２８

届飞天奖“少儿电视剧三等奖”，《雪

豹》获第

２８

届飞天奖“提名荣誉奖”、“牡丹江二等奖”、华鼎奖“十佳电视剧奖”，

《流星蝴蝶剑》荣获“牡丹奖三等奖”；公司引进的《宫心计》获香港

ＴＶＢ

“

２０１１

致

谢典礼最具影响力项目”，《爱上查美乐》获“偶像类最佳女演员”奖。 下属全资

子公司浙江金球影业出品的 《地道英雄》 荣获牡丹奖 “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

奖”，电影《西风烈》荣获第五届浙江省电影“凤凰奖”优秀故事片奖。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良好，资源累积良性增加，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按照预期持续增长，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销售

４０

，

３０６．８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３．０１％

；利润总额为

２１

，

１３７．４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６３．０９％

。

在目前我国电视剧市场制作经营主体数目庞大，规模普遍偏小，市场集中

度低的现状下，公司收入也体现出公司主营业务较明显的市场优势。

公司的不断发展也获得了各级主管部门的认可，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经

营管理人员新增荣誉如下：

＿

公司荣获由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广播电影电视剧、浙江

省新闻出版局颁发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浙江省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

因积极响应中央关于“西新工程”的总体工作部署，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精

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向西藏、新疆、四川康巴卫视、青海安多藏语频道捐赠两千

余集民族语言译制电视剧，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发荣誉证书。

＿

公司荣获由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广播电影电视剧、浙江

省新闻出版局颁发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浙江省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

公司获杭州上城区人民政府评选为文化创意产业“重点企业”。

＿

总经理赵依芳获中国传媒大学聘任为首批

ＭＢＡ

实践导师。

＿

公司总经理赵依芳被评委“品质杭商”，成为杭州优秀文化企业的典范。

＿

总经理赵依芳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举办的“中国

电视剧产业

２０

年 群英盛典”中荣获“中国电视剧产业二十年突出贡献出品人”

称号。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状况

１

、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影视剧的制作、发行及衍生业务。在公司所从事的主营

业务中，电视剧和电影业务分属影视产业中的两个细分行业。报告期内公司主

要从事电视剧的制作、发行业务，电影制作发行业务处于稳健起步阶段，同时

通过审慎的合作方式进入影城、院线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制作和制作完成电视剧共

１８

部，其中取得发行许可证的

９

部

２９２

集，电影业务也按预期计划稳步推进，参与投资的

２

部电影产品正在制作阶

段。

在报告期内，公司制作完成和仍在制作的电视剧情况如下：

序号

＿

剧目

＿

投资比例

＿

进度

１＿

《黑狐》

＿２０％＿

取得发行许可

２＿

《钟馗传说》

＿１００％＿

取得发行许可

３＿

《命运交响曲》

＿１００％＿

取得发行许可

４＿

《决战前》

＿３０％＿

取得发行许可

５＿

《抬头见喜》

＿４５％＿

取得发行许可

６＿

《爱上查美乐》

＿８０％＿

取得发行许可

７＿

《香格里拉》

＿

不适用

＿

取得发行许可

８＿

《冲出虚拟世界》

＿

不适用

＿

取得发行许可

９＿

《血战到底》

＿

不适用

＿

取得发行许可

１０＿

《一句顶一万句》

＿３０％＿

后期制作

１１＿

《施公案》

＿６０％＿

后期制作

１２＿

《天涯明月刀》

＿６０％＿

后期制作

１３＿

《国家命运》

＿５０％＿

后期制作

１４＿

《傻妞归来》

＿４０％＿

后期制作

１５＿

《薛平贵与王宝钏》

＿７０％＿

后期制作

１６＿

《雳剑》

＿２０％＿

拍摄中

１７＿

《幸运兔精灵》

＿４０％＿

拍摄中

１８＿

《全家福》

＿６０％＿

拍摄中

（三）公司核心竞争优势

１

、公司坚持“策划一批、投拍一批、外购一批、发行一批、储备一批”的滚动

式发展策略，保证项目资源的持续性。

２

、公司坚持务实、发展的经营理念，发挥团队整体能动性，积极研究市场

需求变化，优化产品生产，确保公司产品的发行率。

３

、公司产品精品化定位不断成熟。 近几年，国内电视剧市场竞争充分，产

品品质提升迅速，公司的电视剧精品化品质定位使得电视剧的品质、收视都得

到了良好的市场表现。

２０１１

年公司投拍发行的电视剧，均在卫视黄金档播出并

取得良好收视率。

４

、公司海内外的整体市场营销能力优势更加明显，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

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拓展海外发行渠道，目前共有

２０００

多小时影

视节目行销全世界

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居全国民营企业第一位。。

５

、公司借助上市带来的推动力，积极进行行业资源整合，在稳定原有创

作、合作、战略资源团队外，不断扩大国内和海外的优质创作团队和导演、编剧

精英人才的战略合作，加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６

、企业文化奠定了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国家当务之急，

也是国家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构建和谐社会，创建精神家园，提升国家软实力

和国际竞争力，都离不开国家文化的强大、产业的繁荣和发展。 华策影视作为

文化企业时刻谨记文化企业的责任感、使命感，一直坚持理想、坚持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产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 在我国整个

文化产业的初级阶段，公司的企业文化奠定了企业明显的竞争优势。

二、 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

１

、政策支持有利于公司产业发展

影视业属于文化产业， 未来的发展趋势首先将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力度

的加大。近年来，国家的宏观性政策以及地方支持政策为电视剧行业实现快速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为电视剧行业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和有利的发

展环境，这有助于国内影视剧制作企业尽快缩短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差距。

２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文化消费增长

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 人民群众的

需求将从单纯满足于解决温饱的物质需求转向对精神文化的广泛需求。 电视

剧对于丰富人们精神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 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居民日益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需求会释放出巨大的

文化产品购买欲望和消费能力。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大，这就为电视剧产业创造

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３

、电视广告投放量增长、电视台竞争日趋市场化促进行业发展

近年来，电视广告继续保持上升态势，传统媒体、地方卫星电视台，经过十

多年的发展，已培育了一批广告创收几十亿的优秀电视台，由于影视剧在电视

台的播出比例最大，电视剧成为电视广告竞争的重要方式，电视剧的广告投放

额占电视广告总投放额的一半以上， 电视台购买力与电视广告收入有密切关

系，电视广告收入的增长促使市场购买力明显增强，从而有利于电视剧市场交

易额的增长。电视台竞争日趋市场化，电视台在经营过程中，更加专业化、细分

化，进一步刺激了各类型电视剧的需求，同时，竞争的加剧，也促进了电视剧产

品的价格提升。

４

、新媒体崛起

公司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内容资源， 同时在已经建立的良好渠道基础

上，通过权益性合作进一步拓展了渠道资源，随着新媒体行业的整体发展，公

司会继续加强业务渠道的开拓，在前期已建立的良好基础上，通过包括整合资

源在内的多种手段，快速推进新媒体业务。

５

、新技术、高科技的运用推动影视业的发展

新技术、高科技不断运用于影视制作业，为影视产品不断提升质量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 为公司的精品战略提供了更多支持， 随着影视剧质量的不断提

升，精品影视剧的销售价格也会逐渐提升，进而鼓励制作企业制作更优秀的影

视剧产品，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推动行业快速发展，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为

文化产品走出去提供良好基础。

６

、海外市场巨大发展空间也将成为公司未来成长的主要潜力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因而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根据国外经

济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轨迹来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地位的

迅速提升，必然伴随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大量输出，我国影视业未来在海外市

场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商务部等十部委出台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

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将进一步加大对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的支

持力度，率先培育一批中国文化出口品牌企业和品牌项目，加快提升文化出口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对于文化企业将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实行税收优惠政

策、提供金融支持、提高出口便利化水平。 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出口政策支持

的力度加大，电视剧产业海外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二）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

国内电视剧制作机构根据所有制不同， 可概括性地归为国有制作机构和

民营制作机构两大类。 电视剧国有制作机构起步较早，如中央电视台等。 中国

的电视剧市场开放比较晚，民营制作机构起步比较迟，但由于民营机构市场适

应性强，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出现了一批包括公司在内的实力较强、品牌形

象良好的电视剧制作公司。

但电视剧市场仍处于制作主体数量庞大，电视剧市场集中度较低、电视剧

产品产量远高于市场需求，而精品电视剧任然缺乏的格局。随着客户需求的提

高，有能力持续生产优质精品影视剧的企业将逐渐成为市场主导，市场集中度

也会逐渐提高。

公司将凭借自身市场化优势、竞争力优势，在未来市场格局中进一步占据

优势地位和主动地位，未来影视业将是一个竞争更为充分、激烈，行业逐步洗

牌，资源重新整合，各种资源更多的流向行业中经营成熟、有品牌、有规模、各

方面实力较强的优质企业，公司经过历史积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未

来的竞争格局将为公司提供更多机会。

最近两年，公司发展势头强劲，未来几年内，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公

司将持续加大电视剧的投资拍摄力度，争取更高的市场份额。

三、

２０１２

年经营计划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

（一）整体发展战略

２０１２

年是公司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升年”，公司将把握政策机遇，以“传

播中华文化，打造华人文化传媒旗舰”为宗旨，提升理念搭平台，提升环境出人

才，提升管理造精品，提升服务树品牌，构建面向未来颇具竞争优势的发展格

局。

在影视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确保销售收入的持续高比例增

长，市场营销方面必须提升决策的灵活度与客户服务的精细化程度，确保稳定

大客户的前提下，扩大市场覆盖面，提升整体盈利水平。

充分利用公司电视剧丰富的项目资源储备， 扩大电视剧的生产和销售规

模，提升电视剧产品质量，确保有

２－３

部成为当年度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剧，

在电视剧、电影制作之外适度尝试电视专题片、纪录片、微电影、网络剧、手机

微视频等不同类型的视频产品，丰富自身的产品线，全方位盘活策划与内容制

作资源。

充分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盘活投拍与引进剧两个资源，做好新媒体发

行的深入拓展，细分电视台、视频网站、互动电视以及手机视频四屏，全方位超

媒体整合营销。

加大力度拓展海外市场， 稳定华语文化圈， 重点加强与美国好莱坞的合

作，积极构建影视文化国际实验交流平台，通过多种合作方式力争进入欧美主

流媒体的播出平台。

（二）

２０１２

年公司经营计划

１

、电视剧业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计划制作电视剧主要包括：《棋逢对手》、《幸福的面条》、《一克

拉梦想》、《推拿》、《一个屋檐下的两个母亲》、《错位不错过》、《红玫瑰与白玫

瑰》、《百万保姆》、《小李飞刀》、《钓上金龟婿》、《天龙八部》、《火线三兄弟》、

《雁过蓝天》、《书香门第》、《西冷传奇》（以上名称为暂定，最终以国家广电主管

机关核准为准）等，预计约

２１

部

６９５

集，公司将通过自主投拍和联合投拍结合

的方式完成项目的制作。根据目前计划的公司对单个电视剧投资比例计算，对

公司未来收益产生影响的权益集数约

４５０

集左右，最终的权益集数将根据单个

剧目最终的投资计划确定。计划剧目均为

２０１２

年开始拍摄，完成期限将视具体

剧目筹备、制作进展而定。

在外购剧方面，公司将在原有港剧、泰剧、韩剧、日剧等产品类型的基础

上，继续扩大引进范围，寻求其他地区适合国内市场的优秀电视剧，

２０１２

年公

司引进剧拟发行数量约为

２００

集左右。

另外，在重点抓好新剧的传统媒体发行的同时，继续加大力度强化新剧、

旧剧的新媒体发行，挖掘旧剧的持续盈利能力，力争旧剧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２

、新媒体经营计划

公司将继续加强自拍剧的新媒体发行，不断强化、完善新媒体发行渠道，

同时利用下属专业从事新媒体发行业务的控股子公司完善新媒体产品线，探

索、发展、制作适合网络播出平台的产品类型及营销模式。

３

、电影业务

目前公司已投入制作的电影 《人鱼帝国》、《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听风》、

《太平轮》等均在制作阶段，根据制作进度将逐一投放市场公映。鉴于电影发行

存在的风险较大，为了尽可能降低风险，对于已经投入较长时间、后续制作、发

行进度还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的产品，公司不排除在产品发行公映前，采用包括

转让相关权益等方式尽早实现收益。相关产品的最终销售策略，公司将根据具

体情况进行决策并执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将继续保持审慎的原则进行电影产品的投资制作， 在最大限

度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电影产品的质量。

（三）未来发展计划

１

、加速“华策？ 华语影视军团”的建立

公司计划通过有力整合两岸三地编剧、导演在海内外市场的优势，实现资

源最大化、品牌最大化、发行网络最大化，扩大公司影视节目在国内、外市场和

新媒体市场的影响力。下半年，公司将加速建立“华策？华语影视军团”，与知名

创作人才洽谈合作，全面提升公司创作竞争力和凝聚力，建设影视创作人才高

地。

２

、以内容为主导的资源整合

公司将采取包括战略合作、股权投资、资产收购等在内的各种方式整合相

关团队、资产，进一步扩大公司制作能力、丰富产品类型。 以影视剧内容为基

础，开拓其他形式的内容产品，从专业的内容制作、发行商逐渐发展为优秀的

综合性内容运营平台。

同时，公司还计划利用现有品牌、资源优势，以影视文化产业园的方式拓

展影视拍摄基地、影视文化培训等业务。

３

、通过搭建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实现影视产业化

影视行业的竞争已经进入了产业化阶段，作为一家文创企业，在接下来的

发展过程中为了做大做强， 我们将通过外延式的扩张来努力实现向平台化方

向转型升级。

为了打造中外影视产业资源聚集平台， 公司正在国家广电总局、 省广电

局、杭州市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积极筹备“中国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项

目。 在实验区我们将逐步构建创意创作、文化外贸、交易传

播、配套服务、创新研究、人才培养六大平台体系，通过产业的集聚，在影视内

容生产中创造出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成为国际优质影视产业资源集聚

和创作生产的重要平台，形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最终建成中国影

视产业国际交流合作最具影响力的集聚区。

４

、加速品牌建设

以“大品牌”思路，做强华策影视公司主体品牌，实现品牌传播的差异化营

销。 妥善做好公司品牌、子公司品牌以及产品品牌的分层次统筹规划，确保不

同层次不同区域的品牌协同发展。

一方面，要继续围绕影视项目带动品牌推广，借助精品电视剧、电影大片、

旗舰影院等加大力度进行重点宣传， 将公司品牌与享有公众知名度的影视项

目深度捆绑，凸显公司的创新实力；另一方面，梳理公司品牌传播的路径与接

触点，通过在关键的接触点渗透公司的形象宣传，创新电影产品对公司品牌营

销的力度和创意，将企业文化建设、广告、产品营销与公关等与品牌建设密切

结合，通过组合拳的方式提升品牌形象。 此外，也同时要加强对政府及行业一

些重要荣誉的申报和维护，提升推广的高度。

建立品牌体系，从知识产权角度探索建立涵盖版权申请、保护、管理、转

让、授权等系列品牌运作体系，做强品牌的内核。

５

、加强企业管理

以年度计划为前提，进一步开展法务六大体系、人力资源六大模块的建立

和完善工作，规范行政和财务管理流程等，全面加强公司在行政、人事、财务、

法务等方面的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

（四）实现未来计划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１

、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

文化创作产业以人为主， 华策目前的公司团队和战略合作团队是一支非

常优秀并具有相当创作力和市场战斗力的团队。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公司将

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通过行业交流、研讨、培训等进一步提升团队战斗力。

同时，公司将进行培训体系化运作，建立基于胜任力的培训体系，建立内

部培训师体制，做到培训需求定位明确、评估到位、跟踪及时，并通过实施“雏

鹰”、“飞鹰”、“精鹰”系列培训计划，建立一套自主培养核心岗位人才的实用教

材和培养体系，使培训真正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做贡献。将公司建设为影视

行业优秀团队和人才共同发展、共赢合作的平台。

２

、加强海外、港台、内地等联络处的布局

公司已在北京、深圳、台湾、香港等地建立联络处，以利于快捷整合各类行

业资源，推动业务快速发展，同时获得更多信息资源。 公司将继续坚持推进文

化产品“走出去”、海外的优秀影视作品引进来，通过国际业务交流、合作，提升

公司整体经营的国际化竞争能力。

３

、搭建信息化平台

在信息化资源规划的基础上，以软件建设、机制建设、培训宣导为三个层

面，本着先搭框架，打好基础，由浅入深，逐步完善的思路，先形成涵盖行业资

讯、业务资讯、知识库信息等职能域的资讯信息系统，此后逐步形成涵盖财务

信息、人力资源信息和制作动态信息在内的综合的信息系统，最后构建全方位

的信息集成、整理分析、传输分发、管理利用、反馈转化的信息互动平台和系

统，提高信息资源利用效率。

４

、有效利用募集资金

在保证募投项目成功运作的前提下，提高募集资金利用率，利用募集资金

加强资源积累与整合，延伸公司产业链、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和经营平台。

５

、建立新技术研发中心

影视文化产业对各种新技术、高科技的要求越来越高，内容创作的动画技

术、

３Ｄ

技术、画面色彩处理、音效处理、高清技术等技术创新面临许多新挑战，

公司将通过成立专门团队进行研讨、研发、服务，提高产品制作过程中的科技

含量，为公司制作更优质的影视剧产品提供技术保障。

６

、逐步推进经纪业务

借助公司的品牌优势、影视剧资源以及艺人商业价值的开发能力，在条件

成熟的情况下启动公司的艺人经纪业务，通过挖掘影视新人，为公司的影视剧

制作和娱乐营销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也提升艺人行业的造血功能。

（五）实施上述经营目标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所面临的风险因素

１

、政策监管风险

目前，国家对具有意识形态特殊属性的影视行业的监督、管理较为严格，

国家对电视剧制作、进口、发行等环节实行许可制度，并禁止出租、出借、出卖、

转让或变相转让电视剧各类许可证。

对公司而言：一方面，如果国家严格的行业准入和监管政策将来进一步放

宽，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外资企业及进口电影、电视剧对

国内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冲击亦有可能加大。另一方面，国家从资格准入到内

容审查，对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监管贯穿于行业的整个业务流程之中，如果在

影视制作过程中违反了相关监管规定， 将受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通

报批评、限期整顿、没收所得、罚款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将被吊销相关许可证

及市场禁入。

对公司影视作品而言：一是剧本未获备案的可能，公司筹拍阶段面临的损

失主要是前期筹备费用，若剧本未获备案，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很小；二是公司

已经摄制完成的作品，存在未获内容审查通过继而被报废处理的可能，公司的

损失是该作品的全部制作成本；三是禁止发行或放（播）映的可能，即公司影视

作品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后被禁止发行或放（播）

映，作品将存在报废处理的可能，同时公司还可能遭受行政处罚，公司除承担

全部制作成本的损失外，还可能面临因行政处罚带来的损失。

２

、影视剧适销性的风险

影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与日常的物质消费不同，没有一般物质产

品的有形判断标准， 对作品的好坏判断主要基于消费者的主观体验和独立判

断，而且消费者的主观体验和判断标准会随社会文化环境变化而变化，并具备

很强的一次性特征。 这种变化和特征不仅要求影视产品必须吻合广大消费者

的主观喜好，而且在吻合的基础上必须不断创新，以引领文化潮流，吸引广大

消费者。 影视剧的创作者对消费大众的主观喜好和判断标准的认知也是一种

主观判断，只有创作者取得与多数消费者一致的主观判断，影视剧才能获得广

大消费者喜爱，才能取得良好的票房或收视率，形成市场需求。

公司一方面尽量扩大影视题材的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外部购买剧本、委托

编剧创作等），另一方面公司建立了一整套题材、剧本和剧组人员筛选制度，充

分利用集体决策制度和创作团队多年的从业经验，从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

观赏性相结合的角度尽可能地去提高影视剧的适销性。 但由于不能确保创作

团队主观判断与广大消费者主观判断的完全一致性，因此，公司影视剧产品的

市场需求具有一定的未知性，影视剧的投资回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３

、侵权盗版的风险

盗版对影视行业而言是一种客观存在， 只可限制， 很难杜绝。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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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录技术、摄影技术等影音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影视盗版产

品不仅价格低廉，且容易获得，对部分消费者而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影

视作品的侵权盗版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对影视作品的制作发行单位而言，影

视盗版带来的是电视剧收视率及销售收入、电影票房收入、音像版权收入和网

络版权收入等经营业绩下降而导致的经济损失。

近年来，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致力于建立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

大打击盗版的执法力度，有效遏制了侵权盗版的蔓延之势，在保护知识产权方

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但由于打击盗版侵权、 规范市场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公司在一定时期内仍将面临盗版侵害的风险。

４

、业务扩展至电影制作发行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公司主要业务扩展至电影制作发行业务虽然拥有丰富电视剧拍摄制作及

管理经验的先天优势、 一定的人才资源聚集优势、 很强的题材把控能力等优

势，但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公司初涉电影业务， 在电影发行经验方面与业内领先企业之间存在一定

的差距，可能使公司不能准确把握电影发行的最佳策略，从而影响影片经济效

益的最大化。

５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电视剧的制作和发行。 我国电视剧市场经过十多年来

的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较高。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市场对电视剧的需求一直

在增加，各电视台的播出和交易数量持续增长。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宽和市场的

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民营影视制片公司大量涌现，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公布

的数据，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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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的机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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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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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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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尽管市场规模较大，

但由于大量实力弱小的制作公司的出现，市场制作水平良莠不齐，电视剧市场

整体上仍然呈现“整体供需状况供不应求”的特征，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无法实

现销售。 但同时精品电视剧出现求大于供的特殊局面。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

致力于精品剧、电视大片的制作，公司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但仍然无法完

全避免整个行业市场竞争加大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６

、知识产权纠纷的风险

对影视制作行业而言，著作权是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 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

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

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 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

作权。 ”公司影视作品存在多方主张知识产权权利的情形，为了避免出现主张

权利的纠纷，公司与各合作单位或个人等权利方签订合约、约定了详细的权利

范围。如果发生上述纠纷、涉及法律诉讼，除可能直接影响公司经济利益外，还

可能影响公司的行业形象，最终对公司业务开展带来不利影响。尽管报告期内

公司未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引起的诉讼，但公司无法确保未来不发生此类情形。

公司影视作品还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潜在风险。

７

、制作成本不断上升的风险

近几年来，剧本费用、演职人员劳务报酬、场景、道具、租赁费用等电视剧

相关制作费用不断提价，而且许多影视公司为了制作精品大片提升作品质量，

赢得高收视率，加大投入并延长制作周期，使得影视公司制作成本不断上升。

另一方面，由于电视剧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电视台具备较强的话语权，除少数

精品大片电视剧能获得理想的发行价格外，多数普通电视剧的购片价格滞涨、

甚至下跌。 加之盗版的存在，电视剧的音像销售收入也难取得大的突破，影视

制作公司向下转移电视剧制作成本存在一定的难度。 因此公司存在着制作成

本不断上升的风险。

８

、生产计划执行的风险

公司每年下半年制定下一年度电视剧、电影的总体制作发行计划，对具体

的影视作品而言，生产计划能否按期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在前期筹备阶段，题

材剧本的修改与定稿、主管部门的审批、主创阵容的确定、资金的及时到位等

因素对计划安排产生较大影响；在影视拍摄阶段，主创人员的配合程度、拍摄

的自然条件、剧组的管理等因素对拍摄的进度、质量、投资预算控制都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上述各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均有可能影响具体影视作品的顺利

完成，从而影响公司总体的制作发行计划。 为此，公司在影视作品制作发行的

各个环节均制定并执行严格的管理流程，以确保公司自身的工作效率。报告期

内公司未发生生产计划未按期完成的情况。 但由于该行业的诸多外部不可控

因素的影响，公司仍然存在不能顺利完成制作发行计划的可能。

９

、联合投资制作的控制风险

联合投资制作现已成为影视投资制作的主要形式之一， 具有集合社会资

金，整合创作、市场资源以及分散投资风险的优点。在联合摄制中，通常约定投

资额较大的一方作为执行制片方，全权负责一切具体制作、拍摄及监督事宜，

其他各方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具有对影视摄制过程的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和建议

权等。

公司作为执行制片方的联合投资制作与公司单独摄制一样， 不存在控制

风险。合作对方作为执行制片方的联合摄制时，公司虽然可以根据合同充分行

使联合投资制作方的权利，但摄制的具体工作均由执行制片方完成，具体执行

工作的好坏对影视作品的出品以及发行成败具有重大的影响。 如果执行制片

方的具体摄制工作不能达到联合投资制作各方的共同预期要求， 导致影视作

品发行失败，则损失由各方共同承担，因而公司存在着联合投资制作的控制风

险。

１０

、安全生产的风险

影视制作行业的安全生产风险主要有两类， 一是演职人员的安全事故风

险；二是摄制材料的毁损风险。

安全事故风险主要存在于影视作品的拍摄过程中。 安全事故风险依影视

题材不同而不同，一般而言，涉及特效特技的战争、武侠等题材的影视剧拍摄

过程中安全事故风险较大，现实、言情等题材的风险则很小。 安全事故的发生

不仅会造成影视拍摄的停工、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还会因演职人员受伤

或遇难引发相应的支付赔偿。

在影视剧的拍摄和制作过程中，素材带等摄制材料弥足珍贵。如果在拍摄

制作过程中因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发生摄制材料的毁损、丢失，会影响到摄制

的正常进行或造成返工。 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发生演职人员安全事故或摄制材

料毁损地情况，但无法保证未来不发生任何此类安全事故。

１１

、经营管理人才与专业创作人才不足的风险

影视作品的制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整个过程无论作品的摄制还是

剧组的管理都需要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通常而言，要完成影

视作品的摄制，须组建由制片部门、导演部门、摄像部门、录音部门和美术部门

构成的剧组，各部门岗位均需专业人士方能胜任。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适当地

对各部门进行协调管理，使得剧组的每个成员各司其职，以最高的效率制作出

最好的影视作品。 在影视作品制作所需的诸多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

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创造影视精品的主体。拥有多少人才和如何使用人才

决定了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影视作品的质量和产量。 影视制作企业之间的竞

争，表面体现为市场竞争，实际则是影视制作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创作人才的

竞争。 目前，影视制作企业数量众多，对影视制作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创作人

才的争夺非常激烈。 公司自成立之初就着手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创作人才队

伍的建设，目前已经聚集了刘冠军（笔名刘恒）、邹静之、麦家等一大批优秀的

行业人才。 但随着公司规模的快速扩张，如果出现人才流失状况，或不能吸引

更多优秀人才加盟，公司的业务经营可能会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１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风险

虽然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市场状况和市场前景进行了充分的分析， 并为

扩大经营规模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具备了相应的能力，但项目具体实施时

仍然可能面临人才瓶颈、市场开拓低于预期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影响规

模扩张预期的经济效益。

１３

、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风险

公司影视作品的发行时间与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大小有较强的关系。 如

果期末影视作品的发行量较大，一般会形成较大金额的应收账款，因此，各会

计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变化较大，具备较强的波动性，使得公司资金管理的难

度加大， 也使得公司资金短缺的风险加大。 一方面公司通过加强应收账款管

理，尽可能快地收回资金；另一方面，公司通过预售影视作品、吸收联合投资方

资金等方式平滑应收账款带来的资金波动。

虽然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但由于公司的销售客户主要为各大电视

台，普遍信用良好，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较低，公司报告期内没发生

坏账损失。

１４

、存货占比较高的风险

存货占总资产比例较高系影视制作企业的行业特征， 公司也不

例外。对影视制作企业而言，其产品———影视作品的生产过程中可以

不需要购置形成固定资产的生产设备、土地、厂房等，投入的资金主

要用于剧本创作服务、演职人员劳务及相关支出、摄制耗材、道具、服

装、化妆用品等的采购，以及专用设施、设备和场景的经营租赁等。影

视制作企业的连续生产就是资金和存货的不断转换， 如果是正常的

扩大生产，则伴随着资金和存货的轮换增加。 因此，公司只要在持续

摄制影视作品，存货必然成为资产的主要构成部分。

综上所述，公司资金的最主要用途就是用于连续摄制影视作品，

即形成较大金额的存货。公司与目前大多数国内影视制作企业一样，

单个影视作品投资占影视作品总投资的比例较高。 如果公司影视作

品完成后，未能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查或发行失败，公司则面临较大的

投资风险，单个影视作品占比越高，失败的影响越大。 从公司报告期

内的生产经营情况来看， 尚未发生完成的影视作品未通过审查或发

行失败的情形。随着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存货资产占比较

高特别是单个影视作品占比较高的风险会相应降低。

１５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波动的风险

对影视制作企业而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具备以下两大特性：一

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的周期性， 即影视作品从启动投资开始拍摄到

实现销售收入并回笼资金往往需要

１

年以上的周期，普遍存在跨期现

象；二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流出的非均衡性，在影视作品的摄制和发

行过程中，资金流出持续全部过程直至发行结束，而影视作品发行结

束后资金的回笼往往在某几个时点发生，呈明显的间歇性，从而导致

了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和流出的非均衡性。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影视行业

３８，２３６．０６ １５，５２０．５１ ５９．４１％ ３５．６７％ ２７．５３％ ２．５９％

广告业

１，６７０．５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电视剧销售

３７，９９０．２９ １４，９２３．３１ ６０．７２％ ３６．１７％ ２５．５９％ ３．３１％

电影销售

１４０．９５ ４４０．８３ －２１２．７６％ －５０．４２％ ５３．４８％ －２１１．７２％

影院票房

１０４．８３ １５６．３７ －４９．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１７％

广告

１，６７０．５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

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

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

１

） 本期本公司独资设立华策影视（海宁）投资有限公司，该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３０４８１９９９１１１６８７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拥有对其的

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２

） 本期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金球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球公司）与浙江时代金球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南通市时代

金球影城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

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２０６１１００００３６９８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

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其中金球公司出资

６０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６０％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３

） 本期金球公司与浙江时代金球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南通时代金球飞越影城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办妥工

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３２０６０２００００７７２３８

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其中金球公司出资

６０

万元，占其

注册资本的

６０％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

４

） 本期金球公司与浙江时代金球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衡阳县时代金球影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办妥工商

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４３０４２１００００１２８２３

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其中金球公司出资

６０

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

６０％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

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２．

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本公司

通过受让股权和增资结合的方式收购西安佳韵社数字娱乐发行有限

公司

５５％

的股权；根据约定，公司以

９

，

０００

万元收购该公司原股东合

计持有的

３５％

股权计

１０５

万元，同时，本公司以

５

，

０００

万元溢价认缴新

增注册资本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３３

元。 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该公司注

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３７５

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５５％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支付增资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及股权转让款

４

，

５００

万元。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办妥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故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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