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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6月16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1599

证券简称：鹿港文化 公告编号：

2020-039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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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65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人员就

《问询函》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根据公司年报，公司影视板块实现营收1.49亿元，同比下滑87.68%，毛利率25.75%，同比增加6.82个百分点，归母净利润-9.66

亿元，出现巨额亏损。公司称因行业不景气，公司影视板块子公司出现巨额亏损。其中天意影视为公司影视板块重要子公司。请公司：（1）

补充披露公司影视版块收入确认政策、成本归集方式，并说明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合理；（2）报告期内已完成拍摄影视剧的

明细，尚未实现销售的原因；（3）公司营收大幅下滑毛利率有所提高的原因和合理性；（4）天意影视报告期内包括《我们在梦开始的地

方》在内的已完成制作影视剧明细、报告期内确认的收入情况，并结合收入确认政策说明上述影视剧收入确认的合理性，是否存在本年度

少记收入跨期调节的情况。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公司影视板块收入确认政策、成本归集方式，并说明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合理；

（一）公司影视板块收入确认政策

公司影视业务主要为电视剧、电影、网剧投资制作及销售。

1、电视剧销售收入确认政策：在电视剧购入或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电视剧播映

带和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并已取得收款权利时确认收入；

公司按照《电影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的规定，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结转电视剧销售成本。

计划收入比例法是指企业从首次确认销售收入之日起，在成本配比期内，以当期已实现的销售收入占计划收入的比例为权数，计算确

定本期应结转的相应销售成本。

公司考虑产品主要发行周期及相关制度规定，一般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不超过24个月的期间内，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其

全部实际成本逐笔（期）结转销售成本。

2、电影销售收入确认政策：电影制作与发行业务模式分为独家投资、主投和跟投三种形式。公司以跟投形式为主。收到主投方出具的、

依据投资协议相关条款计算的项目结算单时确认收入，再根据收入实现比例，按照计划收入比例法结转相应的成本。

（二）公司影视板块不同投资方式下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

公司参与电视剧投资方式共有三种：独家投资、主投、跟投。 由此完成的三类电视剧可简称为“独家投资电视剧” 、“主投电视剧” 、

“跟投电视剧” 。

1、独家投资电视剧

公司独家投资制作电视剧，通过授予电视台、新媒体版权经营机构等购买方电视剧作品的播映权实现收入并结转相应成本。

（1）公司已完成电视剧摄制且电视剧已取得发行许可证。

（2）公司与购买方已就电视剧签署销售合同。

（3）公司已按销售合同约定将电视剧拷贝、播映带或其他载体转移给购买方并取得回执（即完成“供带” ），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公司。

具备以上条件，公司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将销售金额确认为营业收入。

电视剧销售合同价款一般按照单集价格和集数确定总价。 对于公司签订的金额与收视率挂钩的销售合同，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基本定

价或最低收视率计算的金额确认收入，当购买方播放完成并获取最终收视率数据后，公司于收到购买方的补差款时确认后续收入。 收到

预售款时，计入“预收款项”科目，待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后确认收入。

在确认销售收入的同时，公司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结转销售成本。

2、主投电视剧

与公司独家投资电视剧销售收入、成本确认政策相同，在供带之时，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确认收入，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其相应的

成本结转销售成本；同时，公司需要按照联合投资协议的约定计算项目分成收益（或亏损），即联合摄制费。按期结转销售成本与联合摄制

费总和构成公司电视剧营业成本。

3、跟投电视剧

公司跟投电视剧，根据相关联合摄制协议，于支付投资款项时先计入预付款项核算，待相关电视剧制作完成、取得发行许可证，并收到

主投方出具的经审计或双方确认的有关成本、费用结算凭据或报表时，按实际结算金额将该预付款项转作库存商品。

公司跟投电视剧根据公司与主投方签署的跟投协议约定，分为参与电视剧销售的跟投电视剧和不参与电视剧销售的跟投电视剧。

对于公司参与电视剧销售、具有一定发行权的跟投电视剧，公司确认收入、成本的原则和依据，与独家投资的电视剧、主投电视剧收入

成本确认的原则和依据相同。

对于公司不参与电视剧销售、不具有发行权的跟投电视剧，待剧目结算后，公司收到主投方返还的该电视剧收益之时，公司将相应金

额冲减库存商品，直至该项目库存商品余额减记为零；对收到的该电视剧收益超过原始投资款项（即项目库存商品的累计金额）的部分，

公司确认为营业收入，不涉及营业成本结转。

（三）公司影视业务成本核算方法

1、成本核算

公司影视业务主要为电视剧制作及销售业务，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制片备用金、在拍电视剧、完成拍摄电视剧、外购电视剧等。 存货

在取得时，按照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原材料系公司为拍摄电视剧购买或创作完成的的剧本支出，在电视剧投入拍摄时转入在拍电视

剧；制片备用金系公司摄制组为电视剧拍摄所需的差旅费、劳务费、零星采购等支出，经批准而预支的备用金；在拍电视剧系公司投资拍摄

尚在摄制中或已摄制完成尚未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产品； 完成拍摄电视剧系公司投资拍摄完成并已取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产品；

外购电视剧系公司购买的电视剧产品。

公司从事与其他单位合作摄制影片业务的，核算方法如下：

（1）公司负责摄制成本核算的，在收到合作方按合同约定预付的制片款项时，先通过“预收款项－预收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算；当电

视剧完成摄制结转入库时，再将该款项转作电视剧库存成本的备抵，并在结转销售成本时予以冲抵；

（2）其他合作方负责摄制成本核算的，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合作方的制片款，先通过“预付账款－预付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算，当电

视剧完成摄制并收到其他合作方出具的经审计或双方确认的有关成本、费用结算凭据或报表时，按实际结算金额将该款项转作电视剧库

存成本。

发出存货采用个别计价法，自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核算方法如下：

（1）一次性转让国内全部著作权的，在收到转让价款时，将全部实际成本一次性结转销售成本；采用分期收款销售方式的，按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执行；

（2）采用按发行收入等分账结算方式，或采用多次、局部将发行权转让给电视台等，且仍可继续向其他单位发行、销售的电视剧，应在

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不超过 24个月的期间内（提供给电视台播映的美术片、电视剧片可在不超过5年的期间内），采用计划收入比

例法逐笔（期）结转销售成本；

（3）如果预计电视剧不再拥有发行、销售市场，则将该电视剧未结转的成本予以全部结转。

2、成本归集

（1）独家电视剧和主投电视剧的成本归集：

公司获得剧本版权所发生的成本，包括剧本版权采购成本、原著改编费、摄制组为电视剧拍摄所需的差旅费、劳务费、零星采购等支

出，经批准而预支的备用金等，均计入原材料。 当电视剧投入拍摄并取得制作许可证时，相关原材料转入在产品，与该剧剧组发生的摄制

成本一起按个别法归集。电视剧的摄制成本在发生时通过“生产成本”科目核算，按照不同剧组按个别法归集。电视剧取得发行许可证后，

剧组相关人员及公司财务部门人员对该电视剧发生的全部成本进行统计和复核，并在完成项目成本结算后，将相应的剧本成本和摄制成

本一同转入库存商品，构成电视剧待结转的营业成本。

公司外购电视剧按为购买该电视剧产品支付相关成本直接列入库存商品。

（2）跟投剧的成本归集：

公司跟投电视剧，根据相关联合摄制协议，于支付投资款项时先计入预付款项核算，待相关电视剧制作完成、取得发行许可证，并收到

主控方出具的经审计或双方确认的有关成本、费用结算凭据或报表时，按实际结算金额将该预付款项转作库存商品。

（3）跟投电影的成本归集：

公司在核算电影项目投资成本时，按投资协议约定预付给主投方的制片款项，先通过“预付款项” 科目进行核算；当影片获得公映许

可证并收到主投方出具的经审计或双方确认的有关成本、费用结算凭据或报表时，按实际结算金额将该款项转入库存商品。 在电影完成

摄制并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公映许可证并于院线公映后， 按经确认的实际票房统计及相应的分账方法所计算的金额确认票房

分账收入。 公司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其相应的实际成本逐笔（期）结转销售成本。

（四）同行业收入确认政策、成本归集方式对比

可比公司 收入确认 成本核算归集方法

华 策 影 视

（300133）

电视剧销售收入：在电视剧购入

或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

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视剧

发行许可证》， 电视剧播映带和

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并已取

得收款权利时确认收入。 对于自

制拍摄的电视剧，按照签约发行

收入确认营业收入；对于公司与

其他方联合拍摄的电视剧，当本

公司负责发行时，按签约发行收

入确认营业收入，向合拍方支付

的分成款确认营业成本；当合拍

方负责发行时，本公司按协议约

定应取得的结算收入确认营业

收入。

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在拍影视剧、完成拍摄影视剧、外购影视剧

等，其中：

（1）原材料系公司为拍摄影视剧购买或创作完成的的剧本支

出，在影视剧投入拍摄时转入在拍影视剧。

（2）在拍影视剧系公司投资拍摄尚在摄制中或已摄制完成尚

未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影视剧产

品。

（3）完成拍摄影视剧系公司投资拍摄完成并已取得《电影片

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影视剧产品。

（4）外购影视剧系公司购买的影视剧产品。

成本核算方法：

（1）公司负责摄制成本核算的，在收到合作方按合同约定预

付的制片款项时，先通过“预收款项－预收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

算；当影视剧完成摄制结转入库时，再将该款项转作影视剧库存成

本的备抵，并在结转销售成本时予以冲抵。

（2）其他合作方负责摄制成本核算的，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

合作方的制片款，先通过“预付款项－预付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

算， 当影视剧完成摄制并收到其他合作方出具的经审计或双方确

认的有关成本、费用结算凭据或报表时，按实际结算金额将该款项

转作影视剧库存成本。

销售库存商品，自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按以下方法和规

定结转销售成本：

（1）一次性卖断国内全部著作权的，在确认收入时，将全部实

际成本一次性结转销售成本。

（2）采用按票款、发行收入等分账结算方式，或采用多次、局

部（特定院线或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将发行权、放映权转让给

部分电影院线（发行公司）或电视台等，且仍可继续向其他单位发

行、销售的影视剧，一般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不超过 24�个

月的期间内，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其全部实际成本逐笔（期）结

转销售成本。

北 京 文 化

（000802）

电视剧销售收入：在电视剧完成

摄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

门审查通过取得《电视剧发行许

可证》，电视剧拷贝、播映带和其

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相关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时确认。

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等；其中：

（1）原材料是指公司计划提供拍摄电影或电视剧所发生的文

学剧本的实际成本， 此成本于相关电影或电视剧投入拍摄时转入

影视片制作成本。

（2）在产品是指制作中的电影、电视剧等成本，此成本于拍摄

完成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后转入已

入库影视片成本。

（3）库存商品是指本公司已入库的电影、电视剧等各种产成

品之实际成本。

成本核算方法：

（1）联合摄制业务中，由公司负责摄制成本核算的，在收到合

作方按合同约定预付的制片款项时，先通过“预收制片款” 科目进

行核算；当影视片完成摄制结转入库时，再将该款项转作影视片库

存成本的备抵，并在结转销售成本时予以冲抵。 其他合作方负责摄

制成本核算的，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合作方的拍片款，参照委托摄

制业务处理。

（2）受托摄制业务中，公司收到委托方按合同约定预付的制

片款项时，先通过“预收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算。 当影视片完成摄

制并提供给委托方时，将该款项冲减该片的实际成本。

（3）委托摄制业务中，公司按合同约定预付给受托方的制片

款项，先通过“预付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算；当影视片完成摄制并

收到受托方出具的经审计或双方确认的有关成本、 费用结算凭据

或报表时，按实际结算金额将该款项转作影视片库存成本。

（4）企业的协作摄制业务，按租赁、收入等会计准则中相关规

定进行会计处理。

销售库存商品，自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按以下方法和规

定结转销售成本：

（1）以一次性卖断国内全部著作权的，在收到卖断价款时，将

其全部实际成本一次性结转销售成本；采用分期收款销售方式的，

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执行。

（2）采用按票款、发行收入等分账结算方式，或采用多次、局

部（特定院线或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将发行权、放映权转让给

部分电影院线（发行公司）或电视台等，且仍可继续向其他单位发

行、销售的影片，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不超过24个月的期

间内（提供给电视台播映的美术片、电视剧片可在不超过五年的期

间内），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其全部实际成本逐笔（期）结转销

售成本。

欢 瑞 世 纪

（000892）

电视剧的销售收入包括电视播

映权转让收入、网络平台播映权

转让收入、 音像版权转让收入

等。 在电视剧完成摄制并经电视

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 取得

《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后，电视

剧拷贝、播映带和其它载体转移

给购货方，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本公司时确认收入。 在网络

平台播放的网络电视剧，在网络

剧完成摄制，网络剧拷贝、播映

带和其它载体转移给购买方，相

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

时确认收入。

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低值易耗品等，其中：

（1） 原材料主要为影视剧本，系公司为拍摄影视剧购买或创

作完成的剧本支出，在影视剧开始拍摄时转入在拍影视剧。

（2）在产品主要为在拍影视剧，系公司投资拍摄尚在摄制中

或已摄制完成尚未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

证》的影视剧产品。

（3）库存商品主要为影视剧产品，系公司投资拍摄完成并已

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影视剧产

品。

成本核算方法：

（1）联合摄制业务中，公司负责成本核算的，在收到联合摄制

方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制片款项时，先通过“预收制片款” 科目进行

核算；当影视片完成摄制结转入库时，再将该款项转作影视剧库存

成本的备抵，并在结转销售成本时予以冲抵。

（2）联合摄制业务中，联合摄制方负责成本核算的，公司按合

同约定支付的投资款，先通过“预付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算；当影

视片完成摄制并收到摄制方出具的经审计或双方确认的有关成

本、费用结算凭据时，按实际结算金额将该款项转作影视剧库存成

本。

（3）受托摄制业务中，公司收到委托方按合同约定预付的制

片款项，先通过“预收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算；当影视剧完成摄制

并提供给委托方时，将该款项冲减影视剧成本。

（4）委托摄制业务中，公司按合同约定预付给受托方的制片

款项，先通过“预付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算；当影视剧完成摄制并

收到受托方出具的经审计或双方确认的有关成本、 费用结算凭据

时，按实际结算金额将该款项转作影视剧库存成本。

（5）协作摄制业务中，按租赁、收入等会计准则中相关规定进

行会计处理。

影视剧已结转入库的全部成本， 公司自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

日起，按以下方法结转销售成本：

（1） 一次性卖断国内全部著作权的，在确认收入时将全部成

本一次性结转销售成本。（2） 采用按票款、发行收入等进行分账结

算，或采用多次、局部将放映权、发行权转让给电影院线或电视台

且仍可继续向其他单位发行、销售的影视剧，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之日起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全部成本逐笔结转销售成本， 电影

结转期间不超过2年，主要提供给电视台播映的美术片、电视剧不

超过5年。如果预计影视剧不再拥有发行、销售市场，将未结转的成

本全部结转。

唐 德 影 视

（300426）

电视剧销售收入

在电视剧完成摄制并经电

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

《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后，电 视

剧拷贝、播映带和其他载体

转移给购货方，相关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本公司时确认收入。

存货包括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 处在生产

过程中的在产品、 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

料等。

成本核算方法：

（1）联合摄制业务中，由公司负责摄制成本核算的，在收到合

作方按合同约定预付的制片 款项时，先通过“预收制片款”科目进

行核算；当影片完成摄制结转入库时，再将该款项转 作影片库存成

本的备抵，并在结转销售成本时予以冲抵。 其他合作方负责摄制成

本核算的， 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合作方的拍片款，参照委托摄制业

务处理。

（2）受托摄制业务中，公司收到委托方按合同约定预付的制

片款项时，先通过“预收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算。 当影片完成摄制

并提供给委托方时，将该款项冲减该片的实际成本。

（3）在委托摄制业务中，公司按合同约定预付给受托方的制

片款项，先通过“预付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算；当影片完成摄制并

收到受托方出具的经审计或双方确认的有关成本、 费用结算凭据

或报表时，按实际结算金额将该款项转作影片库存成本。

发出存货采用个别计价法，自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按以

下方法和规定结转销售成本：

（1）一次性卖断国内全部著作权的，在确认收入时，将全部实

际成本一次性结转销售成本。

（2）采用按票款、发行收入等分账结算方式，或采用多次、局

部（特定院线或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将发行权、放映权转让给

部分电影院线（发行公司）或电视台等，且仍可继续 向其他单位发

行、销售的影视剧，应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不超过 24�个月

的期间内， 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其全部实际成本逐笔（期）结转

销售成本。

（3）公司在尚拥有影视剧著作权时，在“库存商品” 中象征性

保留 1�元余额。

慈 文 传 媒

（002343）

（1）电视剧销售收入：在电视剧

购入或完成摄制并经电影电视

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

视剧发行许可证》后，电视剧拷

贝、 播映带和其他载体给购货

方，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

公司时确认。

（2）电视剧、电影完成摄制

前采取全部或部分卖断，或者承

诺给予影片首 (播)映权等方式，

预售电视剧影片发行权、放播映

权或者其他权利所取得的款项，

待电影、电视剧完成摄制并按合

同约定提供给买方使用时，确认

销售收入的实现。

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外购影视剧等。

（1）原材料系本公司为拍摄影视剧购买或创作完成的剧本支

出，在影视剧投入拍摄时转入在拍影视剧。

（2）在产品系本公司投资拍摄尚在摄制中或已摄制完成尚未

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影视剧产

品。

（3）库存商品系本公司投资拍摄完成并已取得《电影片公映

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影视剧产品。

（4）外购影视剧系本公司购买的影视剧产品。

成本核算方法：

（1） 本公司从事与境内外其他单位合作摄制影片业务的，本

公司负责摄制成本核算的， 在收到合作方按合同约定预付的制片

款项时，先通过“预收款项－ 预收制片款” 科目进行核算；当影视

剧完成摄制结转入库时，再将该款项转作影视剧库存成本的备抵，

并在结转销售成本时予以冲抵。

（2）其他合作方负责摄制成本核算的，本公司按合同约定支

付合作方的制片款，先通过“预付账款－ 预付制片款”科目进行核

算， 当影视剧完成摄制并收到其他合作方出具的经审计或双方确

认的有关成本、费用结算凭据或报表时，按实际结算金额将该款项

转作影视剧库存成本。

发出存货采用个别计价法，自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按以

下方法和规定结转销售成本：

（1）以一次性卖断方式，在收到卖断价款时，将全部实际成本

一次性结转销售成本；采用分期收款销售方式的，按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执行。

（2）采用按票款、发行收入等分账结算方式，或采用多次、局

部(特定院线或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将发行权、放映权转让给部

分电影院线(发行公司)或电视台等，且仍可继续向其他单位发行、

销售的影视剧，应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之日起，不超过 24�个月的

期间内，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将其全部实际成本逐笔(期)结转销售

成本。

注：上述可比公司有关收入确认政策、成本归集方法来源于各公司2019年度报告。

公司影视业务收入确认政策、成本归集方式与以上可比公司比较，不存在明显差异，收入确认政策、成本归集方式是合理的。公司收入

确认政策与往年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二、报告期内天意影视已完成拍摄影视剧的明细，尚未实现销售的原因；

影视剧名称 投资方式 尚未实现销售的原因

电视剧：

《决胜法庭》 主控

首轮播放权2018年已出售，并按计划收入比例法结转相应成本。 余额系留待

二轮及以后播放权出售后结转的成本。

《一步登天》 主控

首轮播放权2018年已出售，并按计划收入比例法结转相应成本。 余额系留待

二轮及以后播放权出售后结转的成本。

《我的团长我的团》

等16部剧

主控

以前年度已实现销售，按计划收入比例法，成本已全部结转。 公司拥有影视剧

著作权，单剧可保留成本1元。

《你 的名 字 我 的姓

氏》

参投

首轮播放权2018年已出售，并按计划收入比例法结转相应成本。 余额系留待

二轮及以后播放权出售后结转的成本。

《不做皇帝的一百个

理由》

主控 购货方未按合同履约，销售合同是否能有效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我们在梦开始的地

方》

外购版权

1、发行许可证为（浙）审字第（2020）001号，且申报机构不是天意影视及子

公司。 2、版权采购合同及销售合同是否能有效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开国》（原名 《高山

流水》）

外购版权 版权采购合同及销售合同是否能有效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参投电影：

《欧洲攻略》 参投

该电影2018年8月已上映，由于参与方尚未就分账金额达成一致，公司未取得

发行方票房收入分账单。

《幕后玩家》 参投

该电影2018年4月已上映，2019年6月收到首期分账款406.30万元， 并按计划

收入比例法结转相应成本。

《为你写诗》 参投

该电影2018年10月已上映，由于参与方尚未就分账金额达成一致，公司未取

得发行方票房收入分账单。

《冰封迷案》 联合摄制

该电影2018年4月已上映，由于参与方尚未就分账金额达成一致，公司未取得

发行方票房收入分账单。

三、公司营收大幅下滑毛利率有所提高的原因和合理性；

（一）影视业务营收大幅下滑的原因

2019�年度，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金融去杆杠政策的影响，公司融资渠道收紧，资金来源受限，加之受影视行业景气度下降和

影视行业监管趋严的双重影响，部分电视剧项目整体销售、拍摄进度均低于预期，公司影视业务发展举步维艰。 公司影视业务业绩大幅下

滑，主要原因有：

1、公司子公司世纪长龙原定重点项目电影《廖俊波》、电视剧《一诺无悔》《生死巴格达》《离婚成本》等、天意影视重点项目电视剧

《格斗士》《亲爱的老爸》《曹操》等、互联影视项目《摸金玦》《昆仑归》等均出现了逾期拍摄或发行延期的情况，2019年新剧销售较少；

2、受影视行业限价政策影响，销售不及预期，如世纪长龙拍摄的《姥姥的饺子馆》《那片花那片海》《许你浮生若梦》等销售价格与预

期差距较大，公司参投的其他项目收益也不尽人意，甚至出现亏损。 同时，投资的《中邪》等未能如期上映，已上映的《二十一克拉》《乌龙

院》等未能盈利。

（二）影视业务毛利率有所提高的原因

天意影视2019年度确认的收入主要为以前制作或参投的影视剧，包括：《幕后玩家》参投分账收入、《在桃花盛开的地方》节目制作

费、《我的团长我的团》等老剧销售收入。

依据公司会计政策，超过2年的老剧的成本已经全部结转，若本年实现销售，其毛利率为100%，所以本年度整体毛利率有所提高。 毛

利率上升具备合理性。

四、天意影视报告期内包括《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在内的已完成制作影视剧明细、报告期内确认的收入情况，并结合收入确认政策

说明上述影视剧收入确认的合理性，是否存在本年度少记收入跨期调节的情况。

（一）天意影视报告期内收入确认情况

单位：万元

影视剧名称 确认收入 收入确认条件

《我的团长我的团》等老剧销售 3,032.13 老剧销售，交付客户并收到合同约定首期款。

《摸金玦》制作费 2,830.19 已完成制作，协议约定服务已完成。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节目费 794.43 已完成制作，协议约定服务已完成。

《幕后玩家》 383.31 参投电影，已收到首期分账收入。

合计 7,040.06

对照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剧目已具备收入确认的条件，本年度天意影视确认收入7,040.06万元。

（二）天意影视报告期内未确认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影视剧名称 未确认收入 未确认原因

《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 4,773.58

1、发行许可证为（浙）审字第（2020）001号，且申

报机构不是天意影视及子公司。 2、版权采购合同及

销售合同是否能有效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不做皇帝的一百个理由》 4,528.30

购货方未按合同履约，销售合同是否能有效履行存

在不确定性。

《开国》（原名《高山流水》） 3,018.87

版权采购合同及销售合同是否能有效履行存在不

确定性。

合计 12,320.75

1、《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未确认收入的原因：

（1）2019年度未取得发行许可证。

（2）《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系公司从杭州乐信影业有限公司购入，但未取得母带，销售合同2019年处在洽谈中。

2、《一百个不做皇帝的理由》未确认收入的原因：

（1）2019年度未获得网剧备案许可。

（2）销售合同2019年处在洽谈中。

3、《开国-原名高山流水》未确认收入的原因：

（1）2019年度未取得发行许可证。

（2）采购合同及销售合同2019年处在洽谈中。

对照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等3部剧合同是否能有效履行均存在不确定性，不具备收入确认的条件，本年度未确

认收入。 公司严格执行收入确认政策，本年度影视剧收入确认是合理的，不存在本年度少记收入跨期调节的情况。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会计师核查程序

1、查阅及了解可比公司销售政策，与公司政策进行比较。

2、检查销售合同，对照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核查收入确认是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收入确认时

点是否符合公司收入确认政策。

3、检查收入确认相关原始凭证，核对《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发票、销售合同及电视剧播映带和其他载体签收单证。

4、关注资金流，检查货款是否来自该购货方、银行存款日记账和进账单是否有相关记录。 关注是否存在异常资金流动。

5、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核对支持性文件，判断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公司影视版块收入确认政策、成本归集方式，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差异，是合理的，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与往年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2、公司营收大幅下滑毛利率有所提高的原因是合理的；

3、天意影视报告期内包括《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在内影视剧收入确认是合理的，不存在本年度少记收入跨期调节的情况。

问题二、公司报告期内仅制作发行4部影视剧较去年16部有大幅减少。 2018年报披露的《决胜法庭》《一步登天》《铁血保镖》《警花

与警犬二》《昆仑归》《澳门往事之孤注一掷》未披露发行或上映档期，2019年年报中亦未披露上述影视剧的制作、发行情况。请公司补充

披露：（1）上述影视剧截止目前的拍摄、发行进展、累积投入的金额，是否取得相关影视发行许可证，是否已实际上映；（2）报告期内确认

的营收、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相关影视剧收入确认是否合理，是否与公司前期收入确认策存在差别，是否存在不计或少记收入跨期调

节利润的情形。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决胜法庭》等6部影视剧截止目前的拍摄、发行进展等情况

《决胜法庭》等6部影视剧补充披露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作品名称 拍摄或制作进度 发行或上映档期

首轮确认收

入时间

累计投入金额 发行许可证

1 《决胜法庭》

拍摄制作完成，已

播映

播映时间：2020年

2月

2018年度 22,448.62

（ 浙 ） 剧 审 字

（2018）第049号

2 《一步登天》

拍摄制作完成，已

发行

发行时间：2019年

3月，未播映

2018年度 31,065.21

（ 新 ） 剧 审 字

（2018）第009号

3 《铁血保镖》

参投，拍摄制作完

成，已播映

上映时间：2017年

3月

2018年度 2,113.52

（ 京 ） 剧 审 字

（2016）第048号

4

《警花与警犬

二》

参投，拍摄制作完

成，已发行，未播

映。

——— 2018年度 1,698.11 ———

5 《昆仑归》 拍摄终止 ——— ——— 5,000.00 ———

6

《澳门往事之

孤注一掷》

拍摄制作完成 ——— ——— 500.00 ———

注：《昆仑归》《澳门往事之孤注一掷》已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二、报告期内确认的营收、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相关影视剧收入确认是否合理，是否与公司前期收入确认政策存在差别，是否存

在不计或少记收入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1、《决胜法庭》由天意影视与霍尔果斯畅元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公司主投86.70%，合作方参投13.30%。 2018年12月11

日，天意影视与河北卫视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影视作品播映版权许可合同》，天意影视将该剧首轮及二轮3年的播映权出售给河北卫视传

媒有限公司；2018年12月31日天意影视与北京亿士顿签订《电视剧授权使用许可合同》，将该剧2年的网络播映权与发行权出售给北京亿

士顿。 依据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2018年度已达到销售确认条件，天意影视2018年度确认该剧首轮销售收入30,520.38万元，并按预计销

售成本率结转相应成本20,595.98万元。

2、《一步登天》由天意影视与霍尔果斯畅元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公司主投80%，合作方参投20%。 2018年12月31日，天

意影视与河北卫视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影视作品播映版权许可合同》，天意影视将该剧首轮及二轮上星3年的播映权出售给河北卫视传

媒有限公司；2018年12月30日天意影视与上海红圈影业有限公司签订《电视剧授权使用许可合同》，将该剧2年的网络播映权与发行权出

售给上海红圈影业有限公司。 依据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2018年度已达到销售确认条件， 天意影视2018年度确认该剧首轮销售收入40,

898.11万元，并按预计销售成本率结转相应成本29,999.99万元。

3、《铁血保镖》系2015年11月由天意影视与唐龙联盟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天意影视原参投50%，2016年3月24日双

方签订补充协议，天意影视出资比例变更为58%，累计投入2,113.52万元，2018年底，天意影视与北京唐龙云媒科技公司签订《联合投资

补充协议》，将拥有58%的版权出售给北京唐龙云媒科技公司，依据协议，2018年度天意影视按销售额及预付成本差额1,690.82万元确认

不含税收入1,595.11万元。

4、《警花与警犬二》系2017年由天意影视与北京国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天意影视参投10%，累计投入1,698.11万元。

2018年11月双方签订补充协议， 天意影视将该剧10%的收益权出售给北京国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天意影视2018年度确认收入2,

207.55万元，结转成本1,698.11万元。

5、《昆仑归》系2017年由鹿港互联影视（北京）有限公司与霍尔果斯新鼎明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拍摄的网络剧，总预算5亿

元，互联影视投资5,000万元（固定收益投4,000万元，风险投资1,000万元。 ），计划于2018年4月开机，12月完成拍摄。 据了解，该剧场景

拍摄分国内、国外两部分，2018年底完成国外场景拍摄后，一直未进行国内场景拍摄。公司已于2019年末对霍尔果斯新鼎明影视文化有限

责任公司等提起诉讼，据调查，新鼎明影视等无可执行财产，基于现状，将《昆仑归》项目投资成本全额计提减值损失。

6、《澳门往事之孤注一掷》系鹿港互联影视与嘉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网络剧，预计总投入2,500万元，互联影视出资500

万元。该剧已拍摄完成，由于题材问题至今未取得播映许可证，预计取得播映许可证的可能性极小，公司将《澳门往事之孤注一掷》项目全

额计提减值损失。

综上分析，公司影视投资制作及发行业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业务的实际情况，对主投的影视项目，在电视剧购入或完成摄

制并经电影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电视剧播映带和其他载体转移给购货方并已取得收款权利时确认收

入；对于参投的影视项目，按照各影视项目与制作方、发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条款达成后， 并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时确认收

入，并且以主投方或发行方出具的正式书面项目结算单作为确认收入的重要证据。 公司严格按照会计政策确认影视剧收入，相关影视剧

收入确认合理，与公司前期收入确认政策不存在差别，不存在不计或少记收入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会计师核查程序

1、询问管理层及业务人员，了解《决胜法庭》等6部影视剧截止目前的拍摄、发行进展等情况。

2、检查销售合同，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核查收入确认是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收入确认时

点是否符合公司收入确认政策。

3、检查收入确认相关原始凭证，核对《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发票、销售合同及电视剧播映带和其他载体签收单证。

4、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核对支持性文件，判断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二）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相关影视剧收入确认合理，与公司前期收入确认政策不存在差别，不存在不计或少记收入跨期调节利润的情

形。

问题三、公司2018年年报披露，2019年拟拍摄《廖俊波》《离婚成本》《格斗士》《亲爱的老爸》《曹操》《异乡人》，上述影片均未在

公司2019年的拍摄的影视剧中予以显示。 请公司逐一说明上述影视剧未在年内进行拍摄的原因，截止目前已经投入的成本情况。

【公司回复】

《廖俊波》等6部影视剧年内未拍摄的原因及截止目前已经投入的成本情况：

1、《廖俊波》电视剧：该剧已完成拍摄，发行许可证（闽）剧审字（2020）第001号，2020年4月改名《一诺无悔》在央视一套播出。截止

目前已投入3,634.52万元（其中：剧本、编剧及前期筹备费用289.95万元，演职人员费用1,743.74万元，制作费1,256.41万元，宣传及后期

费用344.42万元）。

2、《离婚成本》：该剧剧本初稿已完成，由于影视行业不景气及资金紧缺，原计划2020年3月开机，现因疫情延期。 截止目前已投入剧

本、编剧及前期筹备费用871.72万元。

3、《格斗士》：该剧目前处于剧本开发阶段，由于影视行业不景气及资金紧缺。 截止目前已投入剧本费173.13万元，暂未开拍。

4、《亲爱的老爸》：该剧目前处于剧本开发阶段，由于影视行业不景气及资金紧缺。 截止目前已投入剧本费607.85万元，暂未开拍。

5、《曹操》：该剧处于剧本开发阶段，剧本初稿已完成，由于该剧预计投入金额较大，目前计划联合其他投资人一起参投该剧。 截止目

前已投入18,240.79万元（其中：剧本费1,656.40万元、前期筹备费用5,350.43万元，演职人员费用11,233.96万元）。

6、《异乡人》：该剧处于电视剧制作阶段，系公司与上海红圈影业有限公司联合拍摄，公司参投30%，截止目前公司已支付2,100万元

投资款。《异乡人》于2018年10月开机，受限薪令影响，主要演员与主投方因薪酬问题产生分歧，2018年底暂停拍摄。

问题四、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末商誉余额9488万元，本期计提金额3.39�亿元，大幅高于以往年度。 其中对世纪长龙计提商誉减值

1.63亿元，对天意影视计提商誉减值1.76亿元。 公司年报中对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关键参数的选取及依据未按要求进行披露。 请公

司补充披露：（1）商誉减值测试标的资产组或资产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2）各标的资产自并表以来，历年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

测算过程，历年减值测试具体指标的选择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增长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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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前期收购时的盈利预测，以及收购以来历年商誉减值测试中的预测情况，对比历年业绩的实际实现

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差异，针对差异说明以前年度各期商誉确认和减值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4）根据前述情况，说明以前年度是否存

在应当计提减值而未计提的情况。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商誉减值测试标的资产组或资产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

（一）商誉减值测试标的资产组或资产组合认定的标准及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资产组，是指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

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

公司在认定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时， 应充分考虑管理层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或监控方式和对资产的持续使用或处置的决策方式，

认定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应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量。

（二）商誉减值测试标的资产组或资产组合认定的结果

1、世纪长龙商誉及相关资产组认定

2014年10月，公司收购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切入影视剧制作行业，收购时将世纪长龙及其子公司作为整体。公司影视剧制作业务

由陈翰海以为主的管理团队通过世纪长龙具体实施，能够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现金流入，故公司将世纪长龙及其子公司作为

一个资产组，对其产生的现金流进行独立估值，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2、浙江天意商誉及相关资产组认定

2015年8月，公司收购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切入影视剧制作行业，收购时将浙江天意及其控股子公司作为整体。 公司影视剧制作

业务由吴毅以为主的管理团队通过浙江天意具体实施，能够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现金流入，故公司将浙江天意及其子公司作

为一个资产组，对其产生的现金流进行独立估值，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3、污水厂商誉及相关资产组认定

2016�年3�月公司通过收购污水处理公司股权，切入到污水处理行业。 公司污水处理相关业务由黄杨为主的污水处理管理团队通过

污水处理公司具体实施，能够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现金流入，故公司将污水处理公司作为一个资产组，对其产生的现金

流进行独立估值，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二、各标的资产自并表以来，历年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测算过程，历年减值测试具体指标的选择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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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商誉期末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事项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减值 期末余额

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 16,325.85 16,325.85 —

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 17,653.40 17,653.40 —

张家港市塘桥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9,488.28 — 9,488.28

合 计 43,467.53 33,979.25 9,488.28

各标的资产自并表以来，历年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测算过程，历年减值测试具体指标的选择依据如下：

(一)�世纪长龙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测算过程

1、2015-2018年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测算过程

2015-2018年度的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原江苏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世纪长龙商

誉及相关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分别出具《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6)第2012号）、《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世纪长龙影视有限

公司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可回收价值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7)第2010号）、《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

试涉及的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8)第6039号）、《江苏鹿港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商誉和相关资产组合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9)第

9041号）。

在完成对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预测、折现率、折现期、溢余资产价值、其他资产、非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负债、债务价值、长期股权投资

市场价值等要素的确定后，世纪长龙各年度商誉减值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1）2015年度（以税后企业价值方式测算）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永续年

一、营业收入 32,548.90 32,585.97 38,765.76 38,765.76 38,765.76 38,765.76

减：营业成本 20,685.57 18,695.96 23,544.69 23,544.69 23,544.69 23,544.69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6.64 166.97 192.59 192.59 192.59 192.59

销售费用 577.91 592.18 676.80 693.36 711.47 711.47

管理费用 1,401.45 1,440.60 1,541.88 1,584.58 1,605.88 1,605.88

财务费用 1,391.73 1,391.73 1,391.73 1,391.73 1,391.73 1,391.73

二、利润总额 8,303.05 10,265.99 11,385.53 11,326.27 11,286.86 11,286.86

减：所得税费用 2,075.76 2,566.50 2,846.38 2,831.57 2,821.72 2,821.72

三、净利润 6,227.29 7,699.49 8,539.15 8,494.71 8,465.15 8,465.15

税后折现率 12.16%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71,912.91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A）

股权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

资产负债净值-付息债务

=71,912.91+3,000.00+740.00-19,749.22

=55,904.10

资产组在合并报表层面的账面价值（B） 55,613.93

商誉是否减值（A〉B） 否

（2）2016年度（以税后企业价值方式测算）

项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永续年

一、营业收入 93,732.42 96,279.77 98,903.54 101,606.02 104,389.58 104,389.58

减：营业成本 82,116.83 84,328.18 86,605.87 88,951.88 91,368.28 91,368.28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2.16 186.62 191.15 195.82 200.57 200.57

销售费用 439.20 442.66 446.22 449.89 453.67 453.67

管理费用 1,249.03 1,270.70 1,298.49 1,326.12 1,349.83 1,349.83

财务费用 1,882.09 1,882.09 1,882.09 1,882.09 1,882.09 1,882.09

二、利润总额 7,769.37 8,073.24 8,380.81 8,698.61 9,030.74 9,030.74

减：所得税费用 281.20 288.84 296.71 2,179.94 2,263.09 2,263.09

三、净利润 7,488.18 7,784.40 8,084.10 6,518.67 6,767.65 6,767.65

税后折现率 10.93%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92,496.95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A）

可回收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

资产负债净值-少数股东权益-付息债务

=92,496.95+0.00+2,146.28-3.45-30,738.49

=63,901.28

资产组在合并报表层面的账面价值（B） 61,936.11

商誉是否减值（A〉B） 否

（3）2017年度（以税后企业价值方式测算）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永续年

一、营业收入 54,477.87 79,450.87 71,880.50 71,880.50 71,880.50 71,880.50

减：营业成本 44,544.20 61,150.18 55,819.02 55,819.02 55,819.02 55,819.02

营业税金及附加 59.24 157.05 138.55 138.55 138.55 138.55

销售费用 1,216.33 2,290.06 2,051.44 2,051.44 2,051.44 2,051.44

管理费用 1,589.27 1,551.22 1,524.05 1,593.41 1,585.46 1,431.61

财务费用 1,262.11 1,262.11 1,262.11 1,262.11 1,262.11 1,262.11

二、利润总额 5,806.72 13,040.25 11,085.33 11,015.98 11,023.92 11,177.77

减：所得税费用 146.40 327.55 2,785.83 2,768.49 2,770.48 2,808.94

三、净利润 5,660.32 12,712.70 8,299.50 8,247.49 8,253.44 8,368.83

税后折现率 11.30%-12.03%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80,137.66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A）

可回收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

性资产负债净值-付息债务

=80,137.66+0.00+8,153.14-22,426.85

=65,900.00

资产组在合并报表层面的账面价值（B） 62,414.67

商誉是否减值（A〉B） 否

（4）2018年度（以税前企业价值方式测算）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永续年

一、营业收入 55,911.53 49,578.41 50,333.42 50,334.00 50,334.30 50,334.30

减：营业成本 44,027.01 32,200.00 33,000.00 33,000.00 33,000.00 33,062.48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3.98 178.39 178.73 200.02 200.32 195.89

销售费用 2,614.96 2,349.41 2,391.14 2,391.17 2,391.18 2,391.18

管理费用 1,924.80 1,973.06 2,030.08 2,029.90 2,027.21 2,027.21

财务费用 2,067.12 2,067.12 2,067.12 2,067.12 2,067.12 2,067.12

二、利润总额 5,063.66 10,810.43 10,666.35 10,645.81 10,648.47 10,590.42

减：所得税费用 357.60 2,708.90 2,673.06 2,667.92 2,668.59 2,654.08

三、净利润 4,706.05 8,101.53 7,993.29 7,977.88 7,979.88 7,936.34

税前折现率 14.02%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84,794.72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A）

可回收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

性资产负债净值-付息债务

=84,794.72+0.00-5,326.38-34,357.21

=45,100.00

资产组在合并报表层面的账面价值（B） 53,115.47

商誉是否减值（A〉B） 是

1、 历年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参数的选择依据及合理性

2015-2018年度期间，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每年年度终了对收购世纪长龙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历年商誉减值测试关键

参数如下：

减值测试年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预测期收入增长率 23.52% 4.67% 26.57% 10.70%

预测期平均毛利率 39.37% 12.43% 21.66% 31.92%

预测期平均费用率 9.84% 3.67% 6.85% 8.64%

预测期平均利率率 21.71% 7.43% 12.18% 14.47%

折现率 12.16% 10.93% 12.03% 14.02%

以上指标预测指标的选择依据及合理性：

（1）预测期收入增长率：

营业收入预测根据被评估单位影视剧拍摄计划和投资计划开展，电视剧收入根据拟拍摄及参投的电视剧计划，以拍摄或投资成本为

基础，结合当前市场价格及市场对同类题材电视剧的反应、公司历史年度电视剧的销售情况、主创人员及其他关键方的知名度，对预测年

度拟拍摄的电视剧合理进行盈利预测，预估电视剧销售价格，未来年度电视剧收入。 电影收入：由于对电影投资风险远高于对电视剧投资

风险，公司自2015年参予电影投资后获取的收益波动较大，历次评估结合被投资影片的编剧、导演、主要演员、制片、发行及市场营销、电

影生命周期、电影类型、发行地区、投资计划等因素基础上，参考各减值测试时点年度同类型电影作品，同行业上市公司电影业务利率、投

资回报率等估算评估对象未来电影营业收入。 各年收入预测增长分析如下：

2015年度：

截止至2015年末历史年度算术平均数为41.95%。 预测期第一年收入增长率为98.54%，主要原因是：2015年度世纪长龙参投《大圣归

来》实现收入3,002.69万元、毛利率86.68%，因此世纪长龙计划2016年加大电影业务投入,根据企业的投资计划，增加了电影收入的预测，

预测年度的销售收入平均增长率为23.52%。

2016年度：

截止至2016年末历史年度算术平均数为124.56%，2016营业收入由于电影业务快速增长导致实际业绩远高于预测值，世纪长龙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10亿元，电影收入占比近七成，实际销售增长率为454.97%。

2016年的销售收入虽远超预测值，但由于电影市场的风险远高于电视剧市场，企业的销售收入虽然得到了大幅提高，但净利润不尽

如意。 根据企业管理层的决策，2017年起， 企业将减少对电影市场的投资， 逐步回归电视剧市场， 预测未来年度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为

4.67%。

2017年度：

2017年起，影视行业监管日趋严格，行业整体资金状况及影视剧拍摄发行进度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世纪长龙2017年度投资和发

行的电影票房情况未达预期。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完成程度均不甚理想。世纪长龙相应调整了经营策略，回归专注于主投精品电视剧的业

务结构。储备了《唐明皇》、《离婚成本》、《武汉大会战》、《我的战争》、《爱情碎片》等剧本资料，《姥姥的饺子馆》、《廖俊波》《生死巴格

达》等电视剧也进入了前期准备阶段。预测时当年度影视剧制作和投资计划预计将回归到电视剧业务为主的正常合理的营收水平和利润

水平。 2018年度预测收为54,477.87万元，永续期收入为71,880.50万元。 预测期的平均增长率为26.57%，由于2017年度的收入仅为27,

720.37万元，基数较低，我们认为该预测是合理的。

2018年度：

世纪长龙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4,241.38万元， 营业成本39,076.97万元， 其中电影实现营业收入17,788.67万元， 营业成本23,

569.07万元。

世纪长龙2017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时预计将于2018年度实现收入的电视剧《姥姥的饺子馆》（二轮及多轮销售）、《廖俊波》、《爱拼才

会赢》和电影《樵夫·廖俊波》均未按期完成。

2018年度，世纪长龙主要受电影业务效益未达预期影响，出现亏损。 鉴于影视行业状况及世纪长龙2015-2018年经营状况，世纪长龙

相应调整了经营策略，未来年度将回归专注于主投精品电视剧的业务结构。 在现有电影业务完结后，回归以主投精品电视剧业务为主的

经营策略。 2018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时，预计电视剧《姥姥的饺子馆》（二轮及多轮销售）、《廖俊波》、《爱拼才会赢》和电影《樵夫·廖俊

波》等将在2019年播出并实现收入。

2019年度预测收为55,911.53万元，永续期收入为50,334.30万元。 预测期的平均增长率为10.70%，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各年度的预测是基于各个时点公司的经营计划确定的，收入预测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2）预测期毛利率：

根据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在拍摄计划中拟聘请的编剧、导演、演员的知名度、影片题材、市场热点等因素，并根据拟摄制的电视剧或

影片中公司拟的投资比例制定了每部电视剧或电影的成本预算，并据此测算综合毛利率。 各预测期的毛利率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各期预测

中电视剧和电影收入的占比不同，致使各年度的毛利率有所差异。

（3）预测期平均费用率：

公司销售费用主要包括职工薪酬、差旅费、发行费用等；管理费用主要为折旧、摊销、办公费、差旅费、租赁费、审计咨询费、业务招待

费、筹备费等，其发生额预测主要依赖相关费用历史水平，与公司未来收入增长相关程度较低，故平均费用率在预测时系各费用及收入参

数预测完成后计算结果，非主动选取预测指标，故不单独讨论该参数预测依据。

（4）预测期平均净利率：

公司净利率系各预测利润表科目根据参考业务模型预测完成后计算结果，非主动选取预测指标，故不单独讨论该参数预测依据。

（5）折现率的确定：

2015年，根据企业提供符合实际发展所需的融资计划，采用WACC模型，根据基准日无风险利率3.74%、风险报酬率7.15%、企业特定

风险调整系数3.6%、根据融资及预计还款计划迭代测算目标资本结构后确定的折现率为12.16%。

2016年，根据企业已完成的融资情况，采用WACC模型，根据基准日无风险利率3.65%、风险报酬率6.55%、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3.0%、迭代方式确定企业资本结构、考虑子公司优惠税率影响等确定折现率为10.93%。

2017年，根据企业实际的资本结构，采用WACC模型，根据基准日无风险利率3.88%、风险报酬率7.19%、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5%、迭代方式确定企业资本结构、考虑子公司优惠税率影响等锁定税前现金流的折现结果与税后现金流的折现结果一致确定税前折现

率为12.03%-11.30%。

2018年，根据企业实际的资本结构，采用WACC模型，根据基准日无风险利率3.23%、风险报酬率7.24%、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5%、迭代方式确定企业资本结构、考虑子公司优惠税率影响等锁定税前现金流的折现结果与税后现金流的折现结果一致确定税前折现

率为14.02%。

经分析，上述年度的折现率选取的方法是一致的，各年度选取的参数是基于不同的评估基准日市场水平及企业的实际情况而选取的。

折现率的选取水平符合基准日该企业的实际情况。

2、 2015年-2019年期间，世纪长龙实际经营业绩和关键测试指标

2015年-2019年期间，世纪长龙关键测试指标的实际情况如下：

年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收入增长率 -27.79% 454.97% -70.26% 26.53% -77.18%

毛利率 57.02% 12.32% 14.36% -14.12% -34.36%

费用率 18.85% 4.52% 14.97% 14.97% 84.92%

净利率 41.35% 6.99% 3.97% -27.14% -452.14%

2015年-2019年期间，世纪长龙实际经营业绩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营业收入 16,394.44 90,984.18 27,062.34 34,241.38 7,813.88

营业成本 7,045.97 79,773.88 23,175.28 39,076.97 10,498.48

销售费用 421.48 1,094.98 1,080.06 1,642.84 2,330.97

管理费用 1,303.08 1,611.31 1,563.66 1,743.95 2,094.08

财务费用 1,365.56 1,402.81 1,407.44 1,740.01 2,210.49

净利润 6,778.43 6,358.63 1,073.67 -9,292.82 -35,329.59

由上表可知，2015营业收入的实际业绩虽低于预测值， 但当年利润的实际业绩远高于预测值。 主要原因是：2015年度世纪长龙参投

《大圣归来》实现收入3,002.69万元、毛利率86.68%，大大提高了净利率，故不需计提商誉减值。 2016营业收入的实际业绩远高于预测值，

是由于电影业务收入增长，世纪长龙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10亿元，故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较大。 当年净利润实际业绩略低于预测值，但

数额较小，故不需计提商誉减值。 2017年起，影视行业监管日趋严格，行业整体资金状况及影视剧拍摄发行进度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世纪长龙投资和发行的电影票房情况未达预期，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完成程度均不甚理想。 世纪长龙相应调整了经营策略，未来年度将

回归专注于主投精品电视剧的业务结构。 储备了《唐明皇》、《离婚成本》、《武汉大会战》、《我的战争》、《爱情碎片》等剧本资料，《姥姥

的饺子馆》、《廖俊波》《生死巴格达》等电视剧也进入了前期准备阶段。 按照当年度影视剧制作和投资计划预计将回归到电视剧业务为

主的正常合理的营收水平和利润水平。 2018年影视行业监管政策进一步收紧，随着片酬、税收、题材限制等监管措施出台，影视行业投资

加剧减缓， 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数量回落。 世纪长龙2017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时预计将于2018年度实现收入的电视剧 《姥姥的饺子馆》

（二轮及多轮销售）、《廖俊波》、《爱拼才会赢》和电影《樵夫·廖俊波》均未按期完成。 因此，2018年末商誉减值测试时，预计世纪长龙可

回收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预计商誉减值金额约为8,015.47万元。

3、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计算过程

单位：万元

项 目 序号 2015年末 2016年末 2017年末 2018年末

商誉账面余额 A 24,341.32 24,341.32 24,341.32 24,341.32

商誉减值准备余额 B — — — 8,015.47

商誉账面价值 C=A-B 24,341.32 24,341.32 24,341.32 16,325.85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D 31,272.61 37,594.79 38,073.35 28,774.15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

值

E=C+D 55,613.93 61,936.11 62,414.67 53,115.47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价值 F — — —

包含完全商誉的资产组的价

值

G=E+F 55,613.93 61,936.11 62,414.67 53,115.47

资产组可收回价值 H 55,904.09 63,901.28 65,900.00 45,100.00

商誉减值损失（小于0时，不计

提减值）

I=�G-�H — — — 8,015.47

分配至未确认的少数股东的

商誉减值损失

J — — — —

分配至母公司的商誉减值损

失

K=I-J — — — 8,015.47

4、 2019年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测算过程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在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

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1)�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鹿港文化委托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首先对不含商誉的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中天评估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2020)第

9038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为：“评估基准日，委估资产的账面价值为5,064.77万元，在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的假设前提条件下，评估后

的可回收价值之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7,482.43万元。 ” 根据该评估结论说明，不含商誉的资产组并不存在减值。

(2)�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应当按照该资产

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①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基于宏观市场环境的不乐观及及企业自身资金短缺的实际情形，世纪长龙管理层认为无法预测企业未

来经营情况，难以量化企业所面临的各类风险，故无法通过收益法对含商誉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评估。

②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基于世纪长龙现实际已处于无法正常经营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难以恢复正常经营的现状，其与商誉相关

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实际等于上述不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处置用， 虽然上述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金额大于账面价值，

但其增值实际是可辨认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等）的增值，其增值并不能抵减商誉减值。

综上减值测试过程并经综合分析判断，期末对合并世纪长龙形成的商誉金额全额确认减值，确认资产减值损失16,325.85万元。

(3)�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减值测试过程

根据与委托人和其他报告使用人前期的沟通，其委托需求及在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的约定，本次评估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作为委估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根据上述思路，测算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净额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固定资产及投资房

地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合计

账面价值 5,052.55 8.22 4.00 5,064.77

公允价值 7,644.51 14.37 4.00 7,662.88

处置费用 180.22 0.21 0.03 180.46

公允价值-处置费用 7,464.29 14.17 3.97 7,482.43

综上所述，由于未采用收益法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评估，故2019年末的减值测试不涉及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率，净

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指标。

世纪长龙2019年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项 目 序号 2019年末

商誉账面余额 A 24,341.32

商誉减值准备余额 B 8,015.47

商誉账面价值 C=A-B 16,325.85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D 5,064.77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E=C+D 21,390.6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价值 F

包含完全商誉的资产组的价值 G=E+F 21,390.62

资产组可收回价值 H 7,482.43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回收金额小于账面价值 I=�G-�H 28,873.05

商誉减值损失（以商誉的账面价值为限） J 16,325.85

(二)�天意影视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测算过程

1、2016-2018年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测算过程

2016至2018年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天意影视商誉及相关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并分

别出具了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可回收价值评估

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7)第2011号）、《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的

资产组组合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8)第6041号）、《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浙江天

意影视有限公司商誉和相关资产组合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9)第9043号）。

在完成对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预测、折现率、折现期、溢余资产价值、其他资产、非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负债、债务价值、长期股权投资

市场价值等要素的确定后，天意影视各年度商誉减值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1）2016年度（以税后企业价值方式测算）

项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永续年

一、营业收入 45,407.76 45,407.76 45,407.76 45,407.76 45,407.76 45,407.76

减：营业成本 29,192.50 29,192.50 29,192.50 29,192.50 29,192.50 29,192.50

营业税金及附加 280.13 280.13 279.97 279.93 279.83 279.83

销售费用 1,218.58 1,230.58 1,243.18 1,256.41 1,270.30 1,270.30

管理费用 1,687.67 1,706.37 1,755.74 1,783.78 1,824.52 1,824.52

财务费用 2,451.17 1,821.17 1,751.17 1,751.17 1,751.17 1,751.17

二、利润总额 10,486.89 11,086.20 11,094.38 11,053.15 10,998.62 10,998.62

减：所得税费用 1,747.82 1,847.70 1,849.06 1,842.19 2,754.75 2,754.75

三、净利润 8,739.08 9,238.50 9,245.32 9,210.96 8,243.87 8,243.87

税后折现率 14.37%-15.58%

企业权益现金流量折现值 47,457.87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A）

可回收价值=企业权益现金流量折现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

性资产负债净值

=47,457.87+0.00+3,689.80

=51,147.67

资产组在合并报表层面的账面价值（B） 49,294.01

商誉是否减值（A〉B） 否

（2）2017年度（以税后企业价值方式测算）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永续年

一、营业收入

103,

570.65

89,380.53 89,463.22

89,

550.04

89,

641.20

89,

736.92

90,

129.10

88,

164.28

88,

164.28

减：营业成本

80,

695.50

63,572.25 63,572.25 63,572.25

63,

572.25

63,

572.25

63,

572.25

63,

572.25

63,

572.25

营业税金及附

加

449.51 247.80 250.74 253.83 257.07 260.48 274.51 203.78 203.78

销售费用 2,262.20 1,996.46 2,010.49 2,025.22 2,040.68 2,056.92 2,079.67 2,079.67 2,079.67

管理费用 1,475.82 1,423.91 1,533.36 1,651.78 1,783.30 1,926.74 2,096.34 2,092.57 2,116.92

财务费用 5,070.28 5,070.28 5,070.28 5,070.28 5,070.28 5,070.28 5,070.28 5,070.28 5,070.28

二、利润总额

13,

099.49

16,622.93 16,578.79 16,528.94

16,

469.41

16,

401.57

16,

585.39

14,

704.91

14,

680.56

减：所得税费用 1,312.40 1,664.56 1,660.22 4,138.28 4,123.62 4,106.89 4,153.12 3,683.00 3,676.92

三、净利润

11,

787.09

14,958.37 14,918.57 12,390.66

12,

345.80

12,

294.68

12,

432.27

11,

021.91

11,

003.65

税后折现率 10.78%-11.62%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170,864.81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A）

可回收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溢余资产价

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净值-付息债务

=170,864.81+0.00+2,911.57-75,640.00

=98,100.00（万元）

资产组在合并报表层面的账面价值（B） 62,516.37

商誉是否减值（A〉B） 否

（3）2018年度（以税前企业价值方式测算）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永续年

一、营业收入 86,221.17 94,236.25 94,325.97 94,420.17 95,222.63 92,441.93

减：营业成本 58,939.76 66,162.36 66,162.36 66,162.36 66,308.19 65,724.86

营业税金及附加 674.87 233.59 236.53 281.62 311.42 208.12

销售费用 2,461.14 2,665.32 2,667.29 2,669.35 2,686.93 2,686.93

管理费用 1,637.96 1,668.07 1,668.21 1,668.93 1,668.40 1,688.59

财务费用 6,377.22 6,377.22 6,377.22 6,377.22 6,377.22 6,377.22

二、利润总额 16,130.22 17,129.69 17,214.37 17,260.69 17,870.47 15,756.22

减：所得税费用 1,705.83 1,811.53 4,307.80 4,319.38 4,471.83 3,943.27

三、净利润 14,424.39 15,318.16 12,906.56 12,941.31 13,398.64 11,812.95

税前折现率 13.67%

企业权益现金流量折现值 184,672.62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A）

可回收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

负债净值-付息债务

=184,672.62+0.00-5,251.43-91,103.19

=88,300.00

资产组在合并报表层面的账面价值（B） 62,516.37

商誉是否减值（A〉B） 否

2、历年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参数的选择依据及合理性

2015-2018年度期间，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每年年度终了对收购天意影视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历年商誉减值测试关键

参数如下：

减值测试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预测期收入增长率 9.56% 5.61% 1.58%

预测期平均毛利率 35.71% 28.06% 30.32%

预测期平均费用率 10.79% 9.77% 11.50%

预测期平均利率 19.68% 14.05% 14.89%

折现率 14.37%-15.58% 10.78%-11.62% 13.67%

注1：2016-2017年折现率为税后口径，2018年折现率为税前口径。

注2：2016年折现率为权益资本成本，2017年折现率为加权资本成本。

以上指标预测指标的选择依据及合理性：

（1）预测期收入增长率：

营业收入预测根据被评估单位影视剧拍摄计划和投资计划开展，电视剧收入根据拟拍摄及参投的电视剧计划，以拍摄或投资成本为

基础，结合当前市场价格及市场对同类题材电视剧的反应、公司历史年度电视剧的销售情况、主创人员及其他关键方的知名度，对预测年

度拟拍摄的电视剧合理进行盈利预测，预估电视剧销售价格，未来年度电视剧收入。 电影收入：由于对电影投资风险远高于对电视剧投资

风险，公司自2015年参予电影投资后获取的收益波动较大，历次评估结合被投资影片的编剧、导演、主要演员、制片、发行及市场营销、电

影生命周期、电影类型、发行地区、投资计划等因素基础上，参考各减值测试时点年度同类型电影作品，同行业上市公司电影业务利率、投

资回报率等估算评估对象未来电影营业收入。

2016年度2017年及预测期营业收入预测：

根据企业提供的投资计划、拟制作的电视剧或投资的电影的内容、导演、演员阵容，对2016-2017年度进行了预测， 2017年度预测收

为45,407.76万元，永续期收入为45,407.76万元。 预测期的平均增长率为9.56%，2018年度预测收为103,570.65万元，永续期收入为88,

164.28万元。 预测期的平均增长率为5.61%。

2018年度预测期营业收入预测：

电视剧的销售对象主要为电视台、网站、IPTV等新媒体公司和音像出版社等媒体机构。 公司根据影视剧拍摄完成进度及次年影视剧

发行计划，参考当年业务发展水平对未来1-2年收入给出合理预期值。 截至评估基准日，天意影视作为执行制片方的已发行影视剧本有

《决胜法庭》、《一步登天》等，根据管理层给出影视剧发行计划，2019年度计划拍摄完成并发行的电视剧本包括《格斗士》、《萍踪侠影》、

《亲爱的老爸》等，已前期准备并预计于2020年度拍摄完成并发行的电视剧本包括《雷霆玫瑰》、《曹操》等，此两年内根据计划内的电视

剧本的预计单价发行价和预计制作集数确定影视剧营业收入。 预测期其他年度根据剧本储备情况维持2020年的收入水平，根据公司管理

层提供的资料显示，作为执行制片方储备的《梦想方程式》、《龙珠传奇2》、《龙珠传奇3》等剧本和作为非执行制片方储备《爱上我就别

想太多》、《爱上你治愈我》、《警花与警犬》、《不当皇帝的100个理由》等剧本。

由于对电影投资风险远高于对电视剧投资风险，公司管理层决定对现有电影现有成本消化后，不再进行新的投资。 截止至评估基准

日，公司参予了《冰封迷案》、《欧洲攻略》、《幕后玩家》、《为你写诗》等影片的投资或发行。

植入式广告根据目前影视行业的发展状况、电视剧或电影广告植入程度及市场对植入广告的接受程度，在与公司管理层沟通通后确

定植入广告收入。

根据天意影视与河北当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石家庄电视塔项目合作经营协议》，公司可取得石家庄电视塔2016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的约定的8年收益权，并约定了最低回报金额，本次评估根据合同约定的最低回报金额确认投资收益。

2018年度预测收为86,221.17万元，永续期收入为92,441.93万元。 预测期的平均增长率为1.58%。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各年度的预测是基于各个时点公司的经营计划确定的，收入预测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2）预测期毛利率：

根据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在拍摄计划中拟聘请的编剧、导演、演员的知名度、影片题材、市场热点等因素，并根据拟摄制的电视剧或

影片中公司拟的投资比例制定了每部电视剧或电影的成本预算，并据此测算综合毛利率。

（3）预测期平均费用率：

公司销售费用主要包括职工薪酬、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业务宣传费、制作费用等；管理费用主要为职工薪酬、房租及物业费、办公费、

差旅费、折旧费、业务招待费等，其发生额预测主要依赖相关费用历史水平，与公司未来收入增长相关程度较低，故平均费用率在预测时系

各费用及收入参数预测完成后计算结果，非主动选取预测指标，故不单独讨论该参数预测依据。

（4）预测期平均净利率：

公司净利率系各预测利润表科目根据参考业务模型预测完成后计算结果，非主动选取预测指标，故不单独讨论该参数预测依据。

（5）折现率的确定：

2016年，根据企业提供符合实际发展所需的融资计划，采用权益现金流模型，根据基准日无风险利率3.65%、风险报酬率6.55%、企业

特定风险调整系数3.0%、根据融资及预计还款计划迭代测算目标资本结构后确定的折现率为14.37%-15.58%。

2017年，根据企业已完成的融资情况，采用WACC模型，根据基准日无风险利率3.88%、风险报酬率7.19%、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0%、迭代方式确定企业资本结构、考虑子公司优惠税率影响等确定折现率为10.78%-11.62%。

2018年，根据企业实际的资本结构，采用WACC模型，根据基准日无风险利率3.23%、风险报酬率7.24%、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0%、迭代方式确定企业资本结构、考虑子公司优惠税率影响等锁定税前现金流的折现结果与税后现金流的折现结果一致确定税前折现

率为13.67%。

经分析，上述年度的折现率选取的方法是一致的，各年度选取的参数是基于不同的评估基准日市场水平及企业的实际情况而选取的。

折现率的选取水平符合基准日该企业的实际情况。

3、2016年-2019年期间，天意影视实际经营业绩和关键测试指标

2016年-2019年期间，天意影视关键测试指标的实际情况如下：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收入增长率 312.25% 110.74% 36.50% -90.68%

毛利率 39.76% 36.96% 32.95% 93.75%

费用率 11.00% 11.32% 12.14% 118.35%

净利率 20.39% 20.42% 11.21% -116.26%

2016年-2018年期间，天意影视实际经营业绩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营业收入 30,724.89 64,751.12 88,382.07 8,239.47

营业成本 18,508.19 40,820.41 59,262.64 515.02

销售费用 819.48 1,491.64 2,471.67 690.09

管理费用 1,294.11 1,403.46 1,595.42 1,304.20

财务费用 1,267.31 4,432.53 6,665.29 7,756.87

净利润 6,265.90 13,222.36 9,909.02 -9,578.91

由上表可知，天意影视2016-2018年期间实际毛利率水平均高于2016-2018年期间商誉减值测试时预测期平均毛利率水平，同时天

意影视净利润2016-2018年期间保持较高水平，故天意影视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商誉减值充分、合理。

4、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计算过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2016年末 2017年末 2018年末

商誉账面余额 A 17,653.40 17,653.40 17,653.40

商誉减值准备余额 B — — —

商誉账面价值 C=A-B 17,653.40 17,653.40 17,653.40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D 14,679.50 27,901.86 37,810.89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E=C+D 32,332.90 45,555.26 55,464.2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价值 F 16,961.11 16,961.11 16,961.11

包含完全商誉的资产组的价值 G=E+F 49,294.01 62,516.37 72,425.40

资产组可收回价值 H 51,147.67 98,100.00 88,300.00

商誉减值损失 （小于0时， 不计提减

值）

I=�G-�H — — —

分配至未确认的少数股东的商誉减

值损失

J — — —

分配至母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 K=I-J — — —

5、2019年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测算过程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在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应

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1）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首先委托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不含商誉的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中天评估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2020)第9037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为：“评估基准日，委估资产的账面价值为390.49万元，在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的假设前提条件下，评估后的可回

收价值之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431.41万元。 ” 根据该评估结论说明，不含商誉的资产组并不存在减值；

（2）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应当按照该资产

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①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基于宏观市场环境的不乐观及及企业自身资金短缺的实际情形，天意影视管理层认为无法预测企业未

来经营情况，难以量化企业所面临的各类风险，故无法通过收益法对含商誉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评估。

②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基于天意影视现实际已处于无法正常经营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难以恢复正常经营的现状，其与商誉相关

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实际等于上述不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处置用， 虽然上述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金额大于账面价值，

但其增值实际是可辨认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等）的增值，其增值并不能抵减商誉减值。

综上减值测试过程并经综合分析判断，期末对合并天意影视形成的商誉金额全额确认减值，确认资产减值损失17,653.40万元。

（3）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减值测试过程

根据与委托人和其他报告使用人前期的沟通，其委托需求及在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的约定，本次评估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作为委估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根据上述思路，测算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净额计算过程如下：

项 目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合计

账面价值 113.26 0.08 277.15 390.49

公允价值 159.58 2.82 277.15 439.54

处置费用 4.96 0.04 3.13 8.13

公允价值-处置费用 154.62 2.78 274.02 431.41

综上所述，由于未采用收益法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评估，故2019年末的减值测试不涉及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率，净

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指标。

天意影视2019年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项目 序号 2019年末

商誉账面余额 A 17,653.40

商誉减值准备余额 B

商誉账面价值 C=A-B 17,653.40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D 390.49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E=C+D 18,043.8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价值 F

包含完全商誉的资产组的价值 G=E+F 35,005.00

资产组可收回价值 H 431.41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回收金额小于账面价值（小于0时，不计

提减值）

I=�G-�H 34,573.59

商誉减值损失（以商誉的账面价值为限） J 17,653.40

(三)�污水处理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测算过程

1、2017-2019年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测算过程

2017、2018、2019年度的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出具《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张家港市塘桥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组合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

(2018) 第6040号）、《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张家港市塘桥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商誉和相关资产组合可回收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9)第9042号、《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张家港市塘桥镇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商誉及相关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0)第9036号）

在完成对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预测、折现率、折现期、溢余资产价值、其他资产、非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负债、债务资本市场价值等要素

的确定后，污水处理公司各年度商誉减值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1）2017年度（以税后企业价值方式测算）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永续期

一、营业收入 5,506.99 5,911.12 6,329.22 6,761.68 7,208.91 7,208.91

减：营业成本 2,323.62 2,425.11 2,520.58 2,557.80 2,657.07 2,684.17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0.23 106.30 112.61 119.14 125.93 125.93

销售费用 - - - - - -

管理费用 320.65 339.52 357.25 376.60 397.72 405.47

财务费用 219.03 219.03 219.03 219.03 219.03 219.03

二、利润总额 3,140.55 3,459.58 3,801.06 4,214.89 4,581.09 4,530.80

减：所得税费用 786.88 866.77 952.27 1,055.87 1,147.56 1,134.99

三、净利润 2,353.67 2,592.81 2,848.79 3,159.03 3,433.54 3,395.82

税前折现率 12.62%

企业权益现金流量折现值 28,643.62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A）

可回收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

营性资产负债价值-付息债务

=28,643.62+492.50-222.51-3,150.00

=25,800.00(万元，取整）

资产组在合并报表层面的账面价值（B） 21,236.20

商誉是否减值（A〉B） 否

注：公司持有污水处理公司股权比例为60%，商誉原值为9,488.28万元，还原100%商誉原值15,813.79万元，包含商誉资产组账面价

值为21,236.20万元。

（2）2018年度（以税前企业价值方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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