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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银行贷款担保。 请公司补充披露：（1）担保到期日前后披露不一致的原因；（2）结合公司、控股股东的资

产负债率情况和相互担保金额，说明目前提供担保是否处于股东大会审议的对等条件下，提供对等数额

担保。

公司回复：

（1）担保到期日前后披露不一致的原因；

公司年报“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五/（二）担保情况”中对担保情况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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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报“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十二/5/（4）关联担保情况”中对关联担保情况披露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

完毕

大商集团 248,000,000.00 2017/1/1 2021/6/5 否

大商集团 580,000,000.00 2017/11/20 2021/2/15 否

大商集团 500,000,000.00 2018/8/22 2021/11/12 否

注：上述表格中的“担保金额”为最高额担保合同金额

前后关于公司对大商集团的担保到期日披露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工作人员对担保到期日

理解偏差造成：

①担保金额248,000,000.00元及500,000,000.00元两笔担保：上述关联担保系根据2017年4月6日

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签署相

关担保合同，合同约定的担保到期日分别为2021年6月5日及2021年11月12日，即财务报告中披露的担保

到期日；根据2019年3月28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对《关于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互相提

供担保的议案》不通过，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对该决议进行了公告。公司工作人员理解上述关联担保到

期日为2019年《关于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被否决事项公告之日，即2019年3月29

日。

上述关联担保系依据已生效的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签署相关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合

法有效，公司应当按照担保合同的约定履行担保义务。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关于与大商

集团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不通过的决议，效力应当及于决议日之后新发生的事项而不应溯及

既往。 因此，担保金额248,000,000.00元及500,000,000.00元两笔担保，担保到期日应当按照担保合同

的约定确定，即分别为2021年6月5日及2021年11月12日。

②关于担保金额580,000,000.00元的担保：根据2017年4月6日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2017

年11月17日公司作为保证人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编号：公

高保字第 ZH17B0000131882），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5.8亿元短期贷款，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11月19日， 担保期间为从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综合授信合同项下

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上述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内，发生的最后一笔贷款为：2018年11月14日，大商集团与民生银行

签署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编号：公借贷字第 ZH1800000134372），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3亿元

整，借款到期日为2019年2月15日。 按担保合同约定，公司对该合同项下担保义务的担保到期日应为2021

年2月15日。

（2）结合公司、控股股东的资产负债率情况和相互担保金额，说明目前提供担保是否处于股东大会

审议的对等条件下，提供对等数额担保。

2018�年4月4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担

保的议案》,因大商集团多年来一直为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在对等条件下，向大商集团提供对等数额15亿

元以内银行贷款担保。截至目前，大商集团已为公司提供最高额15亿元的银行贷款担保，公司已为大商集

团提供最高额14亿元的银行贷款担保。

公司与控股股东大商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负债率

大商股份（2018-12-31） 17,668,108,938.58 9,313,218,790.82 52.71%

大商集团（2018-12-31）

(未审计）

36,967,846,404.11 24,315,031,908.37 65.77%

大商集团的资产负债率略高于公司，公司为大商集团提供的最高额担保相对大商集团为公司提供的

最高额担保少1亿元，条件比较对等。

报告期内公司与大商集团的互相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大商集团 大商股份 284,528,522.39 2018/11/26 2021/11/25

大商集团 大商股份 59,570,701.77 2018/10/30 2019/10/29

合计 344,099,224.16 - -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大商股份 大商集团 248,000,000.00 2017/1/1 2021/6/5

大商股份 大商集团 580,000,000.00 2017/11/20 2021/2/15

大商股份 大商集团 500,000,000.00 2018/8/22 2021/11/12

合计 1,328,000,000.00 - -

注：上述表格中的“担保金额”为实际发生额

公司为大商集团提供担保1,328,000,000.00元，未超过股东会决议金额，亦未超过最高额担保合同

金额；报告期内大商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344,099,224.16�元，与公司为大商集团提供担保的金额比较相

对较少，主要原因为公司烟台城市乐园等投资项目进度均较预期延后，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对大商集团提

供的担保额度使用较少。 随着公司投资项目的开展及其他融资需要，公司陆续使用大商集团提供的担保

额度，截至2019年5月28日，大商集团已为公司提供担保1,432,622,384.18元。

三、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及其他

10.年报披露，公司对外股权投资包括对大商集团山东济南人民商场儒商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儒

商百货）的投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均为 100%，采用成本法核算，期初账面余额720万元，期末余额

未披露；对大连大商钟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商钟表）的投资期初账面余额1,493万元，持股比例和表

决权比例均为41%，报告期内通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成为全资子公司。 报告期初，公司对大商钟表

应收账款 5,692�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1,689�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工商信息显示儒商百货股

权结构与公司披露不一致的原因，说明公司对儒商百货表决权比例为 100%但对其不拥有控制权，而采

用成本法核算的具体原因和依据；（2）报告期内与儒商百货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3）大商钟表近3年

主要财务数据，包括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4）大商钟表近3年向公司采购和销售商品类

别、金额，截至收购日大商钟表前期向公司采购商品的对外销售实现情况；（5）公司前期向大商钟表销

售、采购商品与本次收购取得控制权是否为一揽子交易，本次取得控制权的具体会计处理及依据。请会计

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工商信息显示儒商百货股权结构与公司披露不一致的原因，说明公司对儒商百货表决权比例为

100%但对其不拥有控制权，而采用成本法核算的具体原因和依据；

①工商信息显示儒商百货股权结构与公司披露不一致的原因：公司收购儒商百货之前，儒商百货为

济南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人民商场” ）授权郭连海、赵寿浩等26名职工设立的企业，

济南人民商场为济南国资委下属企业。经济南国资委批准，2006年8月，公司收购儒商百货原股东郭连海、

赵寿浩等26名自然人持有的儒商百货100%股权；2007年5月， 儒商百货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加至720万

元，其中未分配利润转增250万元，公司以货币增资420万元。 2007年5月18日，公司与郭连海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的儒商百货10%股权以7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郭连海，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但

郭连海一直未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公司认为对儒商百货仍应享有100%的表决权，因此造成年报披露

信息与工商信息显示的儒商百货股权结构不一致。

②公司对儒商百货表决权比例为100%但对其不拥有控制权，而采用成本法核算的具体原因和依据：

按照济南国资委及济南人民商场的要求，公司收购儒商百货后接收安置儒商百货原有职工，保持管理机

构不变。 后续经营及合作过程中，双方合作并不顺利，2012年1月起儒商百货即不再向公司提供财务报表

等，脱离公司控制。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显示，儒商百货自2013年11月之后处于“已吊

销”状态。

儒商百货虽处于“已吊销”状态但并未“注销” ，主体资格仍然存在，虽然已处于脱离公司控制状态，

但按照工商登记信息及章程记载，公司仍为儒商百货股东，因此公司仍对所持儒商百货股权采用成本法

核算。

（2）报告期内与儒商百货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儒商百货不存在任何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

（3）大商钟表近3年主要财务数据，包括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资产 122,286,077.13 132,474,746.40 42,604,585.79

净资产 39,056,178.00 36,414,430.25 35,616,708.75

营业收入 163,172,131.38 180,348,560.09 182,876,998.53

净利润 1,143,625.02 -2,641,747.75 4,702,278.50

（4）大商钟表近3年向公司采购和销售商品类别、金额，截至收购日大商钟表前期向公司采购商品的

对外销售实现情况；

大商钟表2016-2018年3月向公司销售金额分别为14,238万元、11,907万元、3,360万元， 主要为公

司大庆地区、佳木斯地区的店铺向其采购国内外名表，以增加卖场商品销售多样性，提高地区店铺经营档

次，促进店铺销售。

最近3年大商钟表不存在向公司采购商品的情况。

（5）公司前期向大商钟表销售、采购商品与本次收购取得控制权是否为一揽子交易，本次取得控制

权的具体会计处理及依据。

公司前期与大商钟表销售、采购商品均为日常交易，与本次收购股权取得控制权为相互独立的交易，

不属于一揽子交易。

本次收购后公司持有大商钟表100%股权 （其中通过子公司大连国际商贸大厦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6%），大商钟表由公司联营企业转为子公司，对大商钟表的投资由权益法核算转为成本法核算，将支付的

股权转让款作为新增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入账成本。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编制合并报表时将支付对价

小于取得的大商钟表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对大商钟表的投资由权益法核算转为成本法核算的具体会计分录如下：

①支付股权转让款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投资成本 17,700,000.00元

贷：银行存款 17,700,000.00元

②由权益法核算转为成本法核算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投资成本 10,946,325.74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投资成本 -10,500,000.00元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损益调整 -446,325.74元

会计师核查意见：

公司不能获取济南儒商百货的财务信息，故公司未合并其财务报表；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未发现报告

期内公司存在与儒商百货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

对于上述（3）-（5）关于大商钟表的问题：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执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1）获取大

商钟表年度财务报表；（2）获取公司与大商钟表签订的联销合同及报告期间联销结算清单；（3）获取公

司与大商钟表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款项支付凭证等其他相关资料。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做出的相关回复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11.年报披露，公司商誉期末余额4.16亿元，商誉减值准备期末余额3.57亿元，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

组组合的相关信息以及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关键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均未披露。 请公司补充

披露：（1）自收购子公司产生商誉以来报告期各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

标准、依据和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包括

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

理性；（2）结合收购子公司以来报告期各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减值计提情况，明确说明报

告期各期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具有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符合谨慎

性要求，是否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并提供相关证据和说明；（3）就收购子公司产生商誉

时收益法估值中对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折现率的预测，与期末商誉减值测试可回收金额中对收入、增长

率、净利润、折现率的预测进行对比，并结合对比情况详细说明差异原因，以及期末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

是否充分考虑上述差异情况。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自收购子公司产生商誉以来报告期各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

准、依据和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

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

性；

①商誉减值测试方法：

公司收购子公司产生的商誉采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定方法进行测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商誉减值》的相关规定，对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收购产生商誉的子公司包含单一资产

组，商誉全部分摊至该资产组，不涉及在多个资产组中分配。公司即对未来若干年度内相关资产组现金流

量进行预测、折现，与资产组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应当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②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商誉减值》的规定，对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由于其难以独立产生

现金流，公司按照一贯、合理的方法将其账面价值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并据此进行减值测

试。 公司在充分考虑资产组产生现金流入的独立性基础上，认为与形成商誉相关的资产组为经营性长期

资产，即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③具体步骤：

公司采用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进行测算，即对未来若干年度内相关资产组现金流量进行预测，采用

适当折现率折现加总计算得出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再与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具体

金额详见比较表）， 测试结果为2016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8,855万元，2017年和2018年未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

④指标选取：

具体测算中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等指标按照该子公司历年财务数据结合店

铺经营特点和现状进行采样。

A、收入、增长率、毛利率、费用率的预测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锦州百货、牡丹江百货、本溪商业大厦、佳木斯百货、佳木斯华联商厦五家子

公司的收入、毛利率、费用率取测算时点实现的经营结果，增长率为0。

按以上原则，2016年度以上五个资产组数据测算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锦州百货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一、营业收入 63,785.96 63,785.96 63,785.96 63,785.96 63,785.96

减：营业成本 51,704.25 51,704.25 51,704.25 51,704.25 51,704.25

税金及附加 556.19 556.19 556.19 556.19 556.19

毛利（%） 18.94 18.94 18.94 18.94 18.94

销售费用 3,594.61 3,594.61 3,594.61 3,594.61 3,594.61

管理费用 6,210.45 6,210.45 6,210.45 6,210.45 6,210.45

费用率（%） 15.37 15.37 15.37 15.37 15.37

二、税前经营利润 1,720.45 1,720.45 1,720.45 1,720.45 1,720.45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牡丹江百货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一、营业收入 40,513.68 40,513.68 40,513.68 40,513.68 40,513.68

减：营业成本 30,475.09 30,475.09 30,475.09 30,475.09 30,475.09

税金及附加 686.39 686.39 686.39 686.39 686.39

毛利（%） 24.78 24.78 24.78 24.78 24.78

销售费用 1,762.05 1,762.05 1,762.05 1,762.05 1,762.05

管理费用 1,790.89 1,790.89 1,790.89 1,790.89 1,790.89

费用率（%） 8.77 8.77 8.77 8.77 8.77

二、税前经营利润 5,799.26 5,799.26 5,799.26 5,799.26 5,799.26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本溪商业大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一、营业收入 22,219.57 22,219.57 22,219.57 22,219.57 22,219.57

减：营业成本 16,940.83 16,940.83 16,940.83 16,940.83 16,940.83

税金及附加 332.65 332.65 332.65 332.65 332.65

毛利（%） 23.76 23.76 23.76 23.76 23.76

销售费用 1,761.65 1,761.65 1,761.65 1,761.65 1,761.65

管理费用 1,334.32 1,334.32 1,334.32 1,334.32 1,334.32

费用率（%） 13.93 13.93 13.93 13.93 13.93

二、税前经营利润 1,850.12 1,850.12 1,850.12 1,850.12 1,850.12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佳木斯百货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一、营业收入 30,274.78 30,274.78 30,274.78 30,274.78 30,274.78

减：营业成本 21,845.68 21,845.68 21,845.68 21,845.68 21,845.68

税金及附加 654.31 654.31 654.31 654.31 654.31

毛利（%） 27.84 27.84 27.84 27.84 27.84

销售费用 1,974.75 1,974.75 1,974.75 1,974.75 1,974.75

管理费用 1,428.38 1,428.38 1,428.38 1,428.38 1,428.38

费用率（%） 11.24 11.24 11.24 11.24 11.24

二、税前经营利润 4,371.66 4,371.66 4,371.66 4,371.66 4,371.66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佳木斯华联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一、营业收入 10,338.52 10,338.52 10,338.52 10,338.52 10,338.52

减：营业成本 6,639.31 6,639.31 6,639.31 6,639.31 6,639.31

税金及附加 331.57 331.57 331.57 331.57 331.57

毛利（%） 35.78 35.78 35.78 35.78 35.78

销售费用 1,241.98 1,241.98 1,241.98 1,241.98 1,241.98

管理费用 1,124.79 1,124.79 1,124.79 1,124.79 1,124.79

费用率（%） 22.89 22.89 22.89 22.89 22.89

二、税前经营利润 1,000.87 1,000.87 1,000.87 1,000.87 1,000.87

吉林百货2014-2016年三年销售每年递减， 以2016年当年实现的收入、 毛利率、 费用为测算数据。

2016年度，该资产组数据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吉林百货大楼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一、营业收入 12,352.53 12,352.53 12,352.53 12,352.53 12,352.53

减：营业成本 9,802.37 9,802.37 9,802.37 9,802.37 9,802.37

税金及附加 308.61 308.61 308.61 308.61 308.61

毛利（%） 20.64 20.64 20.64 20.64 20.64

销售费用 1,021.25 1,021.25 1,021.25 1,021.25 1,021.25

管理费用 856.87 856.87 856.87 856.87 856.87

费用率（%） 15.20 15.20 15.20 15.20 15.20

二、税前经营利润 363.42 363.42 363.42 363.42 363.42

威海百货大楼进入集团时间较短，收入按每年10%递增，毛利率每年2个百分点增长，第五年毛利率

已达到28.72%，费用按暂不增加测算。 2016年度威海百货资产组数据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威海百货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一、营业收入 16,146.20 17,760.82 19,536.90 21,490.59 23,639.65

减：营业成本 12,855.60 13,755.49 14,718.38 15,748.66 16,851.07

税金及附加 256.35 274.29 293.49 314.03 336.02

毛利（%） 20.38 22.55 24.66 26.72 28.72

销售费用 2,166.87 2,166.87 2,166.87 2,166.87 2,166.87

管理费用 2,864.31 2,864.31 2,864.31 2,864.31 2,864.31

费用率（%） 31.16 28.33 25.75 23.41 21.28

二、税前经营利润 -1,996.93 -1,300.14 -506.15 396.71 1,421.38

润泽百货进入集团时间较短，主要业务为房产出租，故无经营成本，按收入按每年10%递增，费用暂

不增加测算。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润泽百货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一、营业收入 2,428.57 2,671.43 2,938.57 3,232.43 3,555.67

税金及附加 403.75 444.13 488.54 537.39 591.13

销售费用 189.36 189.36 189.36 189.36 189.36

管理费用 1,583.15 1,583.15 1,583.15 1,583.15 1,583.15

费用率（%） 72.99 66.35 60.32 54.84 49.85

二、税前经营利润 252.31 454.79 677.52 922.52 1,192.03

②自由现金流、折现率

通过预测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管理费用等测算企业自由现金流量。2016年各

资产组经营现金流量具体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二、税前经营利润 1,720.45 1,720.45 1,720.45 1,720.45 1,720.45

加：折旧与摊销 1,413.48 1,413.48 1,413.48 1,413.48 1,413.48

三、经营现金毛流量 3,133.93 3,133.93 3,133.93 3,133.93 3,133.93

减：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 - - - -

四、经营现金净流量 3,133.93 3,133.93 3,133.93 3,133.93 3,133.93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二、税前经营利润 5,799.26 5,799.26 5,799.26 5,799.26 5,799.26

加：折旧与摊销 576.56 576.56 576.56 576.56 576.56

三、经营现金毛流量 6,375.81 6,375.81 6,375.81 6,375.81 6,375.81

减：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 - - - -

四、经营现金净流量 6,375.81 6,375.81 6,375.81 6,375.81 6,375.81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二、税前经营利润 1,850.12 1,850.12 1,850.12 1,850.12 1,850.12

加：折旧与摊销 500.89 500.89 500.89 500.89 500.89

三、经营现金毛流量 2,351.01 2,351.01 2,351.01 2,351.01 2,351.01

减：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 - - - -

四、经营现金净流量 2,351.01 2,351.01 2,351.01 2,351.01 2,351.01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二、税前经营利润 4,371.66 4,371.66 4,371.66 4,371.66 4,371.66

加：折旧与摊销 429.4 429.4 429.4 429.4 429.4

三、经营现金毛流量 4,801.05 4,801.05 4,801.05 4,801.05 4,801.05

减：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 - - - -

四、经营现金净流量 4,801.05 4,801.05 4,801.05 4,801.05 4,801.05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二、税前经营利润 1,000.87 1,000.87 1,000.87 1,000.87 1,000.87

加：折旧与摊销 629.47 629.47 629.47 629.47 629.47

三、经营现金毛流量 1,630.35 1,630.35 1,630.35 1,630.35 1,630.35

减：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 - - - -

四、经营现金净流量 1,630.35 1,630.35 1,630.35 1,630.35 1,630.35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二、税前经营利润 363.42 363.42 363.42 363.42 363.42

加：折旧与摊销 290.39 290.39 290.39 290.39 290.39

三、经营现金毛流量 653.81 653.81 653.81 653.81 653.81

减：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134 134 134 134 134

四、经营现金净流量 519.81 519.81 519.81 519.81 519.81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二、税前经营利润 -1,996.93 -1,300.14 -506.15 396.71 1,421.38

加：折旧与摊销 1,750.07 1,750.07 1,750.07 1,750.07 1,750.07

三、经营现金毛流量 -246.85 449.93 1,243.93 2,146.79 3,171.46

减：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2,263.00 2,263.00 2,263.00 2,263.00 2,263.00

四、经营现金净流量 -2,509.85 -1,813.07 -1,019.07 -116.21 908.46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二、税前经营利润 252.31 454.79 677.52 922.52 1,192.03

加：折旧与摊销 1,529.00 1,529.00 1,529.00 1,529.00 1,529.00

三、经营现金毛流量 1,781.31 1,983.79 2,206.52 2,451.52 2,721.03

减：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四、经营现金净流量 1,781.31 1,983.79 2,206.52 2,451.52 2,721.03

本次折现率采用税前资本成本。

无风险报酬率采用20年期国债收益率、β系数、平均风险股票必要报酬率，均采用WIND咨询系统所

披露的信息。

④详细计算过程：

因公司产生商誉资产组较多，将计算过程描述如下，具体测算结果详见附表。

资产组可收回现金净额的公式：

@

可收回现金以未来五年期间现金流为预测期测算依据，按相应折算率折算现值，并与资产组、含商誉

资产组进行比较。

A、2016年各资产组可收回现金净额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锦州百货 牡丹江百货 本溪商业大厦 佳木斯百货

可回收现金净额 13,929.27 28,338.37 10,449.46 21,339.09

资产组名称 佳木斯华联商厦 吉林百货 威海百货 淄博润泽

可回收现金净额 7,246.35 2,310.40 3,492.96 23,911.93

B、2017年各资产组可收回现金净额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锦州百货 牡丹江百货 本溪商业大厦 佳木斯百货 佳木斯华联商厦

可回收现金净额 19,799.98 51,555.04 10,868.96 39,318.20 8,385.16

C、2018年各资产组可收回现金净额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锦州百货 牡丹江百货 本溪商业大厦 佳木斯百货 佳木斯华联商厦

可回收现金净额 28,295.86 38,829.43 12,435.73 43,679.88 8,097.10

（2）结合收购子公司以来报告期各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减值计提情况，明确说明报告

期各期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具有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符合谨慎性

要求，是否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并提供相关证据和说明；

经测算，吉林百货大楼可回收金额为2,310.40万元，资产组账面价值为3,039.13万元，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账面价值为8,023.88万元，可收回金额小于资产组及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故全额计提商誉

减值4,486.27万元。 威海百货大楼可回收金额为3,492.96万元，资产组账面价值为45,953.10万元，包含

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为49,605.84万元，可收回金额小于资产组及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故全额

计提商誉减值3,287.47万元。 淄博润泽可回收金额为23,911.93万元，资产组账面价值为41,928.33万元，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为43,129.27万元，可收回金额小于资产组及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故

全额计提商誉减值1,080.84万元。 测试结果详见下表。

2016年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商

誉账面价值

归属于少

数股东的

商誉账面

价值

全部商誉账

面价值

资产组或资产

组组合内其他

资产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本年度商誉减

值损失

吉林百货 4,486.27 498.47 4,984.75 3,039.13 8,023.88 2,310.40 4,486.27

威海百货 3,287.47 365.27 3,652.74 45,953.10 49,605.84 3,492.96 3,287.47

淄博润泽 1,080.84 120.09 1,200.94 41,928.33 43,129.27 23,911.93 1,080.84

公司对锦州百货、牡丹江百货、本溪商业大厦、佳木斯百货、佳木斯华联商厦五家子公司进行商誉减

值测试时，按测试时点的当期收入、毛利、费用等情况不再增长为测算数据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其可回收

金额远大于资产组及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无减值迹象未计提商誉减值。 测试结果详见下表。

2016年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商

誉账面价值

归属于少数

股东的商誉

账面价值

全部商誉账

面价值

资产组或资

产组组合内

其他资产账

面价值

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

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本年度

商誉减

值损失

锦州百货 14.02 1.56 15.58 5,652.96 5,668.54 13,929.27 0.00

牡丹江百货 8.57 0.95 9.52 8,218.72 8,228.24 28,338.37 0.00

本溪商业大

厦

371.73 41.30 413.04 8,110.16 8,523.20 10,449.46 0.00

佳木斯百货 4,711.21 300.72 5,011.93 7,097.24 12,109.17 21,339.09 0.00

佳木斯华联

商厦

676.03 43.15 719.18 5,490.96 6,210.14 7,246.35 0.00

2017年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称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商

誉账面价值

归属于少

数股东的

商誉账面

价值

全部商誉账

面价值

资产组或资产

组组合内其他

资产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本年度商誉减

值损失

锦州百货 14.02 1.56 15.58 4,314.46 4,330.04 19,799.98 0.00

牡丹江百货 8.57 0.95 9.52 7,719.67 7,729.19 51,555.04 0.00

本溪商业大厦 371.73 41.30 413.04 7,603.06 8,016.10 10,868.96 0.00

佳木斯百货 4,711.21 300.72 5,011.93 6,656.25 11,668.18 39,318.20 0.00

佳木斯华联商

厦

676.03 43.15 719.18 5,171.06 5,890.24 8,385.16 0.00

2018年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单位：万元

资产组名

称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商誉账

面价值

归属于少数股

东的商誉账面

价值

全部商誉账面

价值

资产组或资产

组组合内其他

资产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或资

产组组合账

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本年度商

誉减值损

失

锦州百货 14.02 1.56 15.58 3,287.00 3,302.58 28,295.86 0.00

牡 丹 江 百

货

8.57 0.95 9.52 7,191.85 7,201.37 38,829.43 0.00

本 溪 商 业

大厦

371.73 41.30 413.04 7,101.13 7,514.17 12,435.73 0.00

佳 木 斯 百

货

4,711.21 300.72 5,011.93 6,220.51 11,232.44 43,679.88 0.00

佳 木 斯 华

联商厦

676.03 43.15 719.18 4,856.95 5,576.12 8,097.10 0.00

（3）就收购子公司产生商誉时收益法估值中对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折现率的预测，与期末商誉减

值测试可回收金额中对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折现率的预测进行对比，并结合对比情况详细说明差异原

因，以及期末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是否充分考虑上述差异情况。

公司于2015年分别收购意兰服装及威海百货大楼有限公司，意兰服装采用收益法评估并依据评估结

果进行收购，威海百货大楼有限公司采用成本法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进行收购。

意兰服装收购时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对股东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

月31日。 因公司需对合并意兰服装形成的商誉进行测试，对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资产组于2015年9月30

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值，并全额计提意兰服装有限公司商誉减值准备。两次预测的主要差异情况如下：

①净利润、现金流

意兰服装2015年1-9月净利润-6,790万元，评估报告中预计2015年净利润1,640万元，差距较大，测

算意兰服装本年现金流低于其评估数据，主要因为收购完成后，意兰服装加快开店扩张势头，前期投入较

大，测算意兰服装2015年1-9月现金流小于评估可回收现金流。

②折现率

两次测算折现率采用的是一致的，意兰服装总资本加权平均回报率为11.3%，以11.3%作为意兰服装

的折现率。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取得大商股份公司商誉减值测试计算过程并进行了复核，我们认为公司关于商誉减值的判断是

合理的。

12.年报披露，公司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亏损期末余额24.12亿元，包

括可抵扣亏损20.53亿元和资产减值准备2.94亿元等。由于未来能否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具有不确定

性，因此没有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请公司补充披露：（1）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状

况，包括但不限于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报告期末的总资产、净资产等情况；（2）说明公司未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总额为 24.12�亿元的具体确认依据及其合理性。 请

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状况，包括但不限于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报

告期末的总资产、净资产等情况；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资产总计 股东权益合计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净利润

百大宾馆 2,428 -875 0 0 -290 -290

中百联 1,881 1,750 1,870 1,597 135 101

本溪商业大厦 34,161 13,026 43,129 31,713 3,457 2,593

朝阳新玛特 158 -11,653 -13 -14 -756 -756

大福珠宝 6,967 1,069 0 0 118 118

国贸大厦 158,488 97,174 242,557 184,599 12,862 6,591

大庆新玛特 101,908 53,708 132,346 98,628 36,605 31,208

大庆长春堂 595 362 2,632 1,803 57 62

大商钟表 4,260 3,562 13,400 12,382 579 434

丹东生活广场 1,750 542 3,032 2,398 56 42

抚顺百货 64,385 25,942 68,825 53,405 13,006 11,195

东洲超市 1,276 319 1,171 623 170 128

抚顺清原 2,035 325 2,580 1,880 228 171

抚顺商贸大厦 6,854 2,606 13,822 10,195 1,896 1,422

抚顺商业城 5,218 2,735 8,508 5,544 1,742 1,307

抚顺新玛特 9,806 4,265 13,003 8,834 2,254 1,745

抚顺永新 8,721 3,001 283 247 2 1

阜新千盛 6,417 2,794 7,057 3,801 1,281 961

阜新新玛特 8,471 -1,845 36,918 29,502 2,158 1,627

鸡西广益街 15,266 5,723 29,460 21,601 4,102 3,069

鸡西中心街 30,999 1,602 24,239 18,227 789 584

吉林百货 4,393 2,282 9,296 6,916 243 182

佳木斯百货 16,025 7,386 26,928 18,277 4,581 3,436

佳木斯华联 7,725 3,138 7,170 4,361 498 374

佳木斯新玛特 25,146 5,977 48,931 36,061 5,369 4,027

锦州百货 23,069 9,053 45,076 35,359 2,723 2,554

锦州家家广场 74 73 119 0 2 2

锦华商场 331 336 -112 12 -159 -157

锦州锦绣前程 9,088 1,378 9,313 5,647 -693 -693

锦州新玛特 14,019 2,256 23,932 16,899 2,141 1,594

开封千盛 19,644 2,805 21,155 15,384 2,833 2,119

漯河千盛 8,277 2,946 9,868 5,788 1,980 1,485

漯河新玛特 21,294 6,386 24,379 15,808 5,300 3,975

牡丹江百货 31,023 18,537 41,234 30,592 10,084 8,404

牡丹江新玛特 25,186 12,676 45,710 32,495 8,089 6,073

南阳地产 438 437 0 0 -18 -18

青岛麦凯乐 65,574 27,853 81,031 61,225 7,900 5,925

上海新玛 0 0 0 0 0 0

沈阳新玛特 55,355 38,857 62,564 48,471 11,391 9,757

双鸭山新玛特 3,754 1,233 10,357 7,712 644 483

天狗网 2,565 -9,611 1,424 726 -4,118 -4,118

铁西新玛特 10,804 2,942 33,412 25,823 1,922 1,442

威海百货 46,638 -5,261 10,665 7,860 -2,846 -2,678

威海进出口 1,030 1,012 447 389 7 5

香港新玛 47,982 48,168 21 0 4,004 3,852

新乡大商百货 19,148 -11,062 4,868 4,097 -4,616 -4,616

新乡新玛特 11,949 -6,823 33,177 25,248 2,727 1,879

信阳新玛特 13,386 2,057 24,637 16,032 3,460 2,594

许昌新玛特 9,064 844 10,837 5,537 674 564

亚瑟王服饰 2,196 1,318 3,647 2,824 -124 -126

烟台地产 97,422 9,654 1 0 -340 -340

延吉千盛 7,084 -1,565 24,167 18,480 1,310 991

羊绒时装 313 247 375 192 13 17

伊春百货 8,567 3,252 9,389 6,426 1,337 1,002

意兰服装 48,192 -59,316 32,850 26,923 -17,636 -17,615

营口地产 8,152 525 0 0 -154 -154

营口新玛特 14,918 10,029 16,654 13,935 908 681

郑州商贸 20,502 -3,650 56,007 42,376 3,493 2,719

郑州投资 34,505 -14,223 0 0 -5,789 -5,789

郑州新玛特 23,120 -107,916 51,122 35,631 -18,674 -18,674

淄博商厦 139,167 90,805 118,510 98,981 3,429 2,488

自贡投资 13,521 8,253 8,926 7,389 -1,010 -1,010

大庆千盛 687 -116 225 0 63 35

合计 1,383,371 309,300 1,553,129 1,166,840 111,401 74,988

（2）说明公司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总额为24.12亿元的具体确

认依据及其合理性。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金额较大的店铺如下：

单位：万元

店铺名称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2018年净利润

郑州金博大 83,613 -18,674

意兰服装 66,943 -17,615

威海百货大楼 18,273 -2,678

郑州商业投资 18,148 -5,789

天狗网 15,530 -4,118

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暂时性差异、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应纳税所得

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公司下属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子公司未来期间经营成果具有不确定性，无法判断能否产生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减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影响，故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选取期末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暂时性差异余额较大的子公司，通过检查公司

的下一年度的财务预算及询问公司管理层对于子公司预期盈利情况等信息， 基于我们的检查及了解工

作，我们认为公司做出的相关回复是合理的。

13.年报披露，公司收购大商集团本溪商业大厦有限公司股权前，本溪商业大厦对外提供担保，报告期内

法院要求本溪商业大厦履行判决义务，并冻结了本溪商业大厦1,300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期收

购本溪商业大厦的交易背景和交易安排，说明关于担保义务的相关约定；（2）法院冻结本溪商业大厦的

具体资产类别及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3）上述担保义务的履行进展。

公司回复：

（1）前期收购本溪商业大厦的交易背景和交易安排，说明关于担保义务的相关约定；

2000年12月，公司与本溪市政府签订《本溪商业大厦并购协议》，经本溪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

协议资产评估值为3002.59万元，扣除抵扣职工安置费2824.5万元，余额净资产178.09万元，双方同意按照

600万元价格对上述协议资产进行并购。

根据《本溪商业大厦并购协议》约定，本溪市政府保证对本溪商业大厦“在本协议签订前为其他企业

贷款给予担保的其他或有事项” ，由转让方“负责征得贷款银行同意并安排其他国有企业承担责任。截至

交割日，协议财产未被设置也将不会设置任何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或其他第三方权益” ，“一旦发生任

何使得本协议中的陈述及保证在任何方面不真实、不正确及不准确”的情况，转让方“无条件承担由此造

成的损失和责任” 。

（2）法院冻结本溪商业大厦的具体资产类别及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

2018�年11月27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辽执监248�

号和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8）辽04执230号，要求本溪商业大厦履行本溪市中级人民法

院（1997）经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冻结本溪商业大厦银行账户资金1,300万元。

法院冻结资金造成本溪商业大厦短时间内一定程度上的资金紧张， 但并未对其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本溪商业大厦经营一切正常。

（3）上述担保义务的履行进展。

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后，本溪商业大厦对该执行措施提出了异议申请，2019年5月24日，本溪市中级

人民法院召开了执行听证会，截至目前尚无最新进展。

14.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包括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2,043� 万元、债务重组收益3,

496万元和其他营业收入支出2,458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内容。请会计师发表

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包括：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2,043万元，主要为闭店店铺资产处置产生的损失；债

务重组收益3,496万元，主要为长期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结转至当期损益；其他营业外收支2,458万元，

其中罚款收入729万元，废旧物收入456万元，对外捐赠1,172万元，闭店店铺赔偿款3,011万元，其他项目

净额540万元。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选取金额较大的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等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获取相关资料验

证入账金额及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我们认为公司做出的相关回复是合理的。

15.年报披露，公司在农业银行的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到期日为2018�年12月30日，实际收回情

况为未到期；公司董事徐强、监事王丽报告期内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空白；淄博商厦将房屋抵押给

中国银行淄博西城支行， 用于申请22,196,170.20亿元综合授信。 请公司核实上述相关信息披露是否正

确，如否，请予以更正，并自查是否存在其他类似错误。

公司回复：

①年报披露，公司在农业银行的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到期日为2018�年12月30日，实际收回情

况为未到期，原因为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1月1日为国家法定假日，因此上述理财产品到期日因假期

顺延，公司于2019年1月2日赎回该产品。

②公司董事徐强、监事王丽在公司领取薪酬为0元。

③淄博商厦将房屋抵押给中国银行淄博西城支行，用于申请22,196,170.20亿元综合授信，系授信金

额单位书写错误，正确应为22,196,170.20元。

④公司已认真对年报进行自查，发现以下其他错误：

A、年报在“零售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中披露齐齐哈尔新玛特报告期租金为59,722,689.58元，该

数据为包含支付以前年度租金的实际支付金额，报告期内该门店租金应为37,421,367.82元。

B、年报在“零售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中披露阜新新玛特报告期租金为130,982,179.83元，该数据

错误，报告期内该门店租金应为13,098,279.83元。

上述错误系因工作疏漏所致，公司已在更正版的年报中对相关错误信息予以更正，前述更正对公司

年报中的财务数据不产生影响。 公司将加强对相关工作的管理，并对此向投资者表示歉意。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日

(上接B09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