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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迁徙模型测算出平均历史损失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前瞻性因素的调整

计算出预期损失准备率。 如果计算出的预期损失准备与按2019年12月31日的计提比例计算的本期预期

损失准备偏差较大，则按谨慎原则修正计提比例。 具体过程如下：

1、确定用于计算历史损失率的历史数据集合

于2020年12月31日，公司选取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

日合并财务报表应收账款账龄数据以计算历史迁徙率：

单位：元

项目 注释 2020年12月31日余额 2019年12月31日余额 2018年12月31日余额 2017年12月31日余额

1年以内 A 582,746,075.59 582,643,175.42 549,272,166.23 580,622,219.77

1－2年 B 102,889,748.12 105,139,907.09 100,923,130.36 97,834,925.13

2－3年 C 34,068,104.69 40,566,813.09 38,594,505.22 54,595,589.00

3－4年 D 21,639,806.48 21,948,595.66 24,922,331.20 31,888,421.24

4－5年 E 9,665,724.84 14,715,401.33 20,102,104.38 32,722,753.01

5年以上 F 46,684,562.85 53,261,497.25 59,715,955.58 41,476,712.72

合计 797,694,022.57 818,275,389.84 793,530,192.97 839,140,620.87

2、计算迁徙率及损失率

迁徙率是指在一个时间段内没有收回而迁徙至下一个时间段的应收账款的比例。

项目 迁徙率注释

迁徙率1（2020年

/2019年）

迁徙率2（2019年

/2018年）

迁徙率3（2018年

/2017年）

1年以内 a=本年B/上年A 17.66% 19.14% 17.38%

1－2年 b=本年C/上年B 32.40% 40.20% 39.45%

2－3年 c=本年D/上年C 53.34% 56.87% 45.65%

3－4年 d=本年E/上年D 44.04% 59.05% 63.04%

4－5年 e=本年F/(上年E+上年F) 68.68% 66.73% 80.48%

5年以上 f 100.00% 100.00% 100.00%

（续）

项目 损失率注释 历史损失率1 历史损失率2 历史损失率3 平均历史损失率

1年以内 a*b*c*d*e*f*0.8 0.74% 1.38% 1.27% 1.13%

1－2年 b*c*d*e*f*0.8 4.18% 7.21% 7.31% 6.23%

2－3年 c*d*e*f*0.8 12.91% 17.93% 18.53% 16.45%

3－4年 d*e*f*0.8 24.20% 31.52% 40.59% 32.10%

4－5年 e*f*0.8 54.94% 53.38% 64.38% 57.57%

5年以上 f*0.8 80.00% 80.00% 80.00% 80.00%

注1：上表损失率注释中的参数0.8，说明如下：公司对于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应收账款“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披露，在对账龄5年以上的应收款按

迁徙率分析时， 将5年以上历史损失率按80%预计， 是由于该部分应收款并无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

值，历史上仍有部分账龄5年以上的款项收回，基于历史经验谨慎估计的损失率为80%。

（续）

项目

平均历史损

失率

前瞻性

考虑

计算的预期损

失准备率

2019年12月31日采

用的预期损失准备

率

计算数整体是否与2019

年12月31日偏差较大

采用的预期

损失准备率

1年以内 1.13% 0.1 1.24% 2.00% 否 2.00%

1－2年 6.23% 0.1 6.86% 10.00% 否 10.00%

2－3年 16.45% 0.1 18.10% 20.00% 否 20.00%

3－4年 32.10% 0.1 35.31% 50.00% 否 50.00%

4－5年 57.57% 0.1 63.33% 80.00% 否 80.00%

5年以上 80.00% 0.1 88.00% 100.00% 否 100.00%

注2：上表中前瞻性考虑系数为0.1，前瞻性调整是考虑未来国内外经济环境、行业趋势、技术进步、外

部市场变化，以及客户财务状况，公司预计各账龄段的预期损失率很可能比历史损失率提高10%。 测算

时，各账龄段平均历史损失率×（1+前瞻性考虑系数）=计算的预期损失准备率。

计算出的预期损失准备率整体低于2019年12月31日的计提比例， 因此公司维持2019年12月31日的

计提比例。 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恰当，特别是对账龄在一年以内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二）说明应收关联方相关款项的具体内容，包括形成过程、账龄等，以及坏账计提是否充分；

1、应收关联方相关款项的具体内容，包括形成过程、账龄等

期末按欠款方归集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中，应收关联方西安法士特汽车传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法士特传动” ）、法士特伊顿（宝鸡）轻型变速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鸡伊顿” ）金额分别

为8,806.60万元、2,049.52万元，合计占比65%，其构成、形成过程、账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挂账主体 客户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销售产品

本期提供劳

务

本期回款 期末余额 账龄

母公司 法士特传动 28.89 1,705.49 472.50 1,261.87 1年以内

宝鸡机床 法士特传动 34.63 249.48 264.50 19.61 1年以内

汉江机床 法士特传动 5.68 5.00 0.68 1年以内

汉江工具 法士特传动 249.64 1,561.08 1,623.92 186.80 1年以内

沃克齿轮 法士特传动 7,095.30 37,850.70 6,519.31 44,155.67 7,309.64 1年以内

秦川思源 法士特传动 40.00 12.00 28.00 1年以内

小计 7,408.46 41,412.42 6,519.31 46,533.59 8,806.60

宝鸡机床 宝鸡伊顿 0.49 0.49 1年以内

沃克齿轮 宝鸡伊顿 7,949.03 5,900.00 2,049.03 1年以内

小计 7,949.52 5,900.00 2,049.52

本期销售产品类型主要为齿轮零部件、轴承、齿轮箱、刀具、金刚滚轮、泵等产品，提供劳务为向法士

特传动提供齿轮产品外协加工服务。 期末对法士特传动应收账款余额为8,806.60万元，占当期对法士特

传动交易额的18.37%， 期末对宝鸡伊顿应收账款余额为2,049.52万元， 占当期对宝鸡伊顿交易额的

25.78%，说明当期销售额大部分已回款，未回款部分属按合同履约的正常结算周期余额，不存在重大争

议和恶意欠款情形。

2、坏账计提是否充分

因法士特传动、宝鸡伊顿回款情况良好，合作愉快，资信高，其母公司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现金流紧张、财务危机、经营异常等可能导致款项无法收回的情况，经单项测试未

发生减值，并入信用风险组合即账龄组合按照1年以内2%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说明年度报告附注中对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否与披露的会计政策一致，以及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1、《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第六十三条规定， 对于 《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包括根据该准则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融资成分的情

况）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企业没有选择权，应当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

损失准备（企业对这种简化处理没有选择权）；对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21号———租赁》规范的租赁应收款，企业可选择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

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2、年度报告披露的会计政策

秦川机床选择对应收款项均采用简化模型计提坏账准备，即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

金额计量应收账款损失准备，年度报告披露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具体为：对于因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活动形成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租赁应收款等（以下统称“应收账款” ），无论

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均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计提方

法：

（1）期末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对于经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及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

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划分应收账款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信用风险

特征组合的依据及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项目 组合类别 预期信用损失会计估计政策

一般客户应收

款项

企业客户组合

参考该组合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

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综上所述，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

关规定。

3、年度报告附注对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的披露

年度报告附注“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4、应收账款”披露应收账款分为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其中：

（1）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为对期末有客观证据（诉讼后无可执行财产、多年催收无果、

无法取得联系、客户吊销或其他经营严重异常等）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公司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020年12月31日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62,790,730.20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包括经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以及单

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公司划分为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020年

12月31日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797,694,022.57元， 对应坏账准备93,994,563.38

元。

公司年度报告附注对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的披露与上述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政策一致，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4、关于预期信用损失率为固定比例的说明

公司2019年1月1日起执行金融工具准则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通过迁徙模型测算出平均历史

损失率，在此基础上考虑前瞻性因素并取整计算出预期损失准备率。

公司每年重新测算预期损失准备率， 如果计算出的预期损失准备与按2019年12月31日的计提比例

计算的本期预期损失准备偏差较大，则按谨慎原则修正计提比例。

前述会计政策及实际执行情况目前较为常见，前述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大部分均采

用固定比例计提；又如2021年在科创板完成注册的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爱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根据其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应收账款坏账历年实际采用固定比例。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1、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查阅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了解报告期公司的信用政策、催收政策、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的会计政策及其披露情况，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2、获取并评估报告期公司管理层制定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款项组

合的依据、金额重大的判断、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计提比例等；

3、检查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模型，评估模型中重大假设和关键参数的合理性以及信用风险组合划分

方法的恰当性；通过选取检查各个组合内客户的信用记录、历史付款记录、期后回款并考虑前瞻性信息等

因素，评估管理层对整个存续期信用损失预计的适当性；

4、获取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及预期信用损失计算明细表，结合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坏账损失

情况，抽取样本检查应收账款账龄的划分，检查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5、获取同行业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并与秦川机床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对比分析，分析与

同行业不可比原因，评估差异的合理性；

6、通过公开信息了解主要客户的经营情况，结合函证程序、报告期间主要客户的交易和收款情况等，

评估重要的应收账款存在大额坏账损失的风险；

7、获取并查阅关联方往来明细账、销售合同、会计账簿等支持性证据，检查关联往来的内容、形成过

程，分析关联往来的账龄，测算坏账准备计提是否正确、计提是否充分；

8、查阅公司年度财务报告附注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披露情况，检查是否与公司会计政策一致，披

露是否正确、充分。

经核查，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的计提情况，分析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总体与同行业公司

可比，计提比例恰当，对账龄在一年以内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应收关联方相关款项余额合理，

坏账计提充分；年度报告附注中对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与披露的会计政策一致，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五、 年报显示， 你公司2020年末存货项目账面余额19.63亿元， 其中库存商品余额8.07亿元， 占比

41%，库存商品同比增长29%。 你公司对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8,954.87万元，计提比例11.09%，同比下

降1.24个百分点。

请你公司：

（一）分产品说明公司期末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说明库存商品大幅增长，但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却下

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结合库存商品库龄构成、估计售价确认方式及同行业公司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等因素，说明你公

司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二）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分产品说明公司期末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说明库存商品大幅增长，但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却下

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期末库存商品的分产品构成：

单位：元

存货类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机床类 461,287,517.94 67,360,959.33 393,926,558.61

零部件类 226,266,041.64 12,625,787.51 213,640,254.13

工具类 106,619,862.45 8,696,497.26 97,923,365.19

仪器仪表类 11,321,259.32 865,408.81 10,455,850.51

贸易类 1,866,248.02 1,866,248.02

其他 13,274.34 13,274.34

合计 807,374,203.71 89,548,652.91 717,825,550.80

公司库存商品期末余额为80,737.42万元，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为8,954.87万元，计提比

例为11.09%；库存商品期初余额为63,466.51万元，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期初余额为7,824.38万元，计

提比例为12.33%。 库存商品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17,270.91万元，但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却下降，系本期收

购沃克齿轮影响，剔除沃克齿轮影响因素后，期末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为11.52%，较期初下

降0.81个百分点，波动幅度很小。年末对沃克齿轮存货进行了跌价测试，对预计售价低于成本的DX100系

列产品等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507.14万元，其余产品为畅销产品，经测试不存在减值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计提比例

库存商品 807,374,203.71 89,548,652.91 717,825,550.80 11.09%

减：沃克齿轮库存商品 74,062,716.47 5,071,355.39 68,991,361.08 6.85%

剔除沃克齿轮后 733,311,487.24 84,477,297.52 648,834,189.72 11.52%

（续）

项目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计提比例

库存商品 634,665,118.01 78,243,837.32 556,421,280.69 12.33%

减：沃克齿轮库存商品

剔除沃克齿轮后 634,665,118.01 78,243,837.32 556,421,280.69 12.33%

本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也是影响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下降的因素之一，主营业务毛利率由

上年同期的14.35%提升到19.40%，增加5.04个百分点。

（二）结合库存商品库龄构成、估计售价确认方式及同行业公司跌价准备计提情况等因素，说明你公

司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公司2020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库存商品库龄构成：

公司持有库存商品的目的是对外销售，一般根据销售订单及未来市场预期而备货，因此库龄主要集

中在1年以内。库龄1年以内的库存商品除产品毛利率明显低于正常水平、被淘汰、毁损、积压等，一般不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库龄1年以上的库存商品，公司结合盘点结果、市场预期、库龄、产品生命周期、公司产品

布局、在手订单等判断产品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对预期存在减值迹象的产品测算可回收金额，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单位：元

产品类别 期末账面余额

库龄

1年以内 1-2年 2年以上

机床类 152,130,014.00 39,506,102.99 10,040,826.07 102,583,084.94

零部件类 55,098,982.46 30,528,665.99 794,033.44 23,776,283.03

工具类 11,811,888.31 11,811,888.31

仪器仪表类 865,408.81 865,408.81

合 计 219,906,293.58 70,034,768.98 10,834,859.51 139,036,665.09

（续）

产品类别 跌价准备

库龄

1年以内 计提比例 1-2年 计提比例 2年以上 计提比例

机床类 57,909,856.90 2,238,897.78 5.67% 1,279,995.93 12.75% 54,390,963.19 53.02%

零部件类 22,076,889.94 4,311,881.73 14.12% 238,210.03 30.00% 17,526,798.18 73.72%

工具类 8,696,497.26 8,696,497.26 73.62%

仪器仪表类 865,408.81 865,408.81 100.00%

合计 89,548,652.91 6,550,779.50 8.36% 1,518,205.96 5.48% 81,479,667.44 71.59%

公司期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库存商品有21,990.63万元， 占期末库存商品账面余额8.07亿元的

27.24%， 其中库龄1年以内的账面余额7,003.48万元， 计提跌价准备655.08万元；1-2年的账面余额1,

083.49万元，计提跌价准备151.82万元；2年以上账面余额1,390.67万元，计提跌价准备8,147.97万元，2

年以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比例为71.59%，跌价准备计提较充分。

2、估计售价确认方式及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过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预计销售额 销售费用 税费 后续加工费 可变现净值

机床类 9,935.22 389.52 123.68 9,422.02

零部件类 3,479.66 118.45 61.02 3,302.21

工具类 394.35 43.38 39.44 311.54

仪器仪表类

合计 13,809.23 551.35 224.14 13,035.77

（续）

产品类别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上期已计提跌价准备 本期补提跌价准备

机床类 15,213.00 5,790.99 5,006.18 784.81

零部件类 5,509.90 2,207.69 1,649.46 558.23

工具类 1,181.19 869.65 900.62 -30.97

仪器仪表类 86.54 86.54 44.17 42.37

合计 21,990.63 8,954.87 7,600.43 1,354.44

注：可变现净值按照存货完工时估计的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

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在确定可变现净值时使用的参数主要包括存货的预计售价、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

生的成本、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的税费。 预计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则根据各会计主体当期税费和销售费用

之和（剔除偶发项目）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计算得出。

公司在估计库存商品的预计售价时，持有合同的按合同不含税售价确定，未持有合同的则按照2020

年全年的平均售价确定，未有销售记录的则按照具有相同功能的相似产品2020年全年的平均售价确认，

无相似产品的则由销售部门结合公司销售政策、市场预期根据市场上类似产品的成交价格计算得出。

3、同行业公司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

称

库存商品期末余额 其他财务数据

备注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计提比

例

主营业务收入 毛利率 净利润

秦川机

床

80,737.42 8,954.87 71,782.56 11.09% 400,592.85 19.40% 15,288.26

*ST�沈

机

97,614.14 44,418.21 53,195.93 45.50% 51,962.88 -10.48% -35,932.63

半年度数据

（注）

*ST�海

华

17,426.16 5,970.35 11,455.82 34.26% 26,825.72 9.41% -2,062.57

半年度数据

（注）

日发精

机

13,911.80 1,392.14 12,519.66 10.01% 87,703.53 38.06% 6,234.98

半年度数据

（注）

华明装

备

6,557.33 359.37 6,197.96 5.48% 15,761.44 23.03% 未披露

取产品类别

数控设备数

据

华东数

控

16,305.92 6,064.34 10,241.58 37.19% 9,730.08 13.10% -3,295.12

半年度数据

（注）

华中数

控

37,077.92 1,449.18 35,628.73 3.91% 130,050.58 38.74% 2,777.46

注：*ST�沈机、*ST�海华、日发精机、华东数控2020年度财务报告尚未公告，取最近一期可获取的数

据，即2020年半年度数据。

从主营业务收入规模、毛利率和净利润水平看，同行业*ST�沈机、*ST� 海华、华东数控因净利润和毛

利水平较低，不具备可比性；日发精机、华中数控、华明装备与公司具备可比性，公司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比例均高于该三家公司。

综上所述，公司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1、 获取并了解公司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分析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是否合

理，是否得到一贯执行；

2、获取公司库存商品库龄明细表，并结合公司产品生产工艺、生产周期、备货政策等分析长库龄存货

的合理性，初步判断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3、访谈公司财务、销售等部门负责人，获取期末在手订单明细、销售明细表，了解公司库存商品的订

单和执行情况、库存商品预估售价的确认方式、相关税费的计提比例，分析库存商品预估售价的合理性；

4、获取公司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明细表，复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过程是否按照会计

政策执行，重新计算存货可变现净值，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及合理性；

5、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了解行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具体方法、计提比例,

与秦川机床进行比较，评估秦川机床存货跌价方法、预估售价、计提跌价比例等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经核查，公司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估计售价确认方式

合理，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六、年报显示，你公司2020年研发投入2.24亿元，资本化占比10.74%，同比上升2.37个百分点。你公司

开发支出报告期内增加1.41亿元， 转入当期损益5,238.51万元， 确认为存货、 固定资产金额分别为4,

042.32万元、5,250.10万元。

请你公司：

（一）结合报告期内具体研发内容及进度，说明研发投入资本化的判断依据、时点和会计处理的合规

性，以及资本化比例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

（二）说明开发支出转为存货、固定资产的确认时点、确认条件和确认依据及合理性，转入当期损益

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结合报告期内具体研发内容及进度，说明研发投入资本化的判断依据、时点和会计处理的合规

性，以及资本化比例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主要研发项目的具体研发内容及进度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

余额

本期研

发投入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

余额

研发内容 研发进度

转入

当期

损益

确认

为存

货

确认为

固定资

产 /无

形资产/

在建工

程

航 空 蜂 窝

芯 加 工 机

床 研 制 与

示范应用

42.13

1,

070.15

2.20

1,

110.0

8

研制集成高速铣削和超声切削功

能的蜂窝芯加工机床， 最终研制

集成超声加工功能的蜂窝芯加工

机床4台；形成一套完整的蜂窝芯

加工工艺规范， 并对国产数控系

统的功能部件进行应用验证；持

续改进和优化机床； 发明专利2

项，软件著作权1项。

研发任务未全部完

成： 已完工2台机床

安装调试，剩余两台

机床外购部件和零

件都已成套，等待装

配中；已形成完整的

蜂窝芯加工工艺，并

完成对功能部件的

应用验证；对出现的

问题已完成改进，已

提交2项专利申请和

1项软件著作权申

请。

汽 车 变 速

器 总 成 高

效 加 工 与

装 配 生 产

线 示 范 工

程

675.00

675.0

0

通过对蜗杆砂轮磨齿机相关技术

研究， 最终配置齿轮柔性加工示

范线2条，共10台设备（外购8台、

自研2台）和桁架，最终达到汽车

变速器总成高效加工与装配生产

线的要求。

样机未经验收：10台

机床正在用户现场

联线调试，调试成功

后，产品即交付承担

单位

航 空 发 动

机 转 动 关

键零件（叶

片、 轴）高

效 加 工 工

艺 与 国 产

装 备 应 用

示范

53.10 585.09

638.1

9

通过研究车铣复合加工技术、数

控外圆磨磨削技术和双刀对铣技

术等相关技术， 交付4台机床，包

括2台外圆磨床，1台车铣复合机

床和1台双刀对铣机床，满足航空

发动机转动关键零件（叶片、轴）

的高效精密加工。

样机未经验收：2台

外圆磨床、车铣复合

机床和双刀对铣机

床正在承担单位调

试， 待合作单位验

证，尚未提交技术研

究报告

大 涵 道 比

涡 扇 发 动

机 关 键 零

部 件 试 制

国 产 成 套

装 备 应 用

示范线

432.91

432.9

1

通过完成五轴数控机床性能提

升、S-4盘环类零件高精度车削

加工中心、S-5铣磨复合立式圆台

磨、S-11封闭结构件高精度立式

车磨复合加工中心五项研制任

务，最终交付7台设备，研制2个功

能部件（摆动头和双转台）。

研发任务未全部完

成， 样机未经验收：

已向合作单位提交1

台铣磨复合立式圆

台磨数控机床及技

术研发报告，待合作

单位验证

直 升 机 发

动 机 空 间

动 力 传 动

单 元 体 高

精 高 效 智

能 化 加 工

应用示范

426.75

426.7

5

进行直升机发动机空间动力课题

共性技术研究、 传动单元体加工

设备研制与智能加工单元建设以

及全自动数控航空齿轮倒角抛光

机研制，最终交付机床12台，并在

用户处联线。

研发任务未全部完

成， 样机未经验收：

已提交了全自动倒

角机设备1台， 部分

单机功能需优化验

证，尚未提交研究报

告。

宝 鸡 机 床

机 器 人 应

用 技 术 研

究 与 应 用

示范

332.8

3

0.28

333.1

2

负责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研究，

包括相关工艺、工装等，建立机器

人检测平台； 完成100�台以上机

器人的应用示范与销售， 典型应

用于不少于2条加工生产线方案；

在宝鸡忠诚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实

现上下料的示范应用， 实现机床

零部件的自动化加工应用示范；

负责相关知识产权的申请， 项目

实施期内， 制定工业机器人应用

技术规范或标准3项。

研发任务已完成，项

目为后补助项目：已

完成机器人装配相

关工艺、 工装等研

究， 建立2台套机器

人检测平台，已交付

用户使用108台套，

完成宝鸡忠诚机床

典型应用机器人加

工生产线3条， 制定

企业工业机器人应

用技术规范3项。

国 产 数 控

机 床 柔 性

生 产 单 元

在 直 升 机

多 品 种 小

批 量 结 构

件 加 工 中

应用示范

752.50 71.59

224.1

9

456.7

2

通过研究立式铣车复合加工中心

与卧式加工中心设计、制造技术，

最终形成2台机床交付用户使用。

研发任务未全部完

成，样机未经验收：1

台 （HMC80加工中

心 ） 已 交 付 ，1 台

（VMT100AT1加工

中心）完成单机精度

检验，正在联线

新 能 源 汽

车 变 速 箱

制 造 工 艺

装备研制

1,

100.18

272.6

1

655.7

8

171.8

0

研制2�台车齿机床：1�台为最大夹

持直径Φ300�mm�的立式倒置式

车齿机 ，1�台为加工最大直径

Φ100�mm�的卧式车齿机， 在汽

车变速箱领域开展示范应用。

研发任务未全部完

成：YK8030在做用

户工件试切加工 ，

YK8010正在进行试

切工艺攻关。

智 能 制 造

柔 性 生 产

线 产 业 化

项目

332.45 37.27 34.96 102.90

157.3

3

研发智能生产单元和智能柔性生

产线， 实现由单一设备制造商向

高技术服务和系统集成应用商转

变； 建设数控机床关键件数字化

车间， 使宝鸡机床具备联合规划

数字化车间总体方案和建造数字

化车间的能力， 促进企业服务型

制造转型。

研发任务未全部完

成：建成并投入使用

了宝鸡机床“数控机

床运维服务平台” 一

个，研发了汽车轮毂

柔性制造线一条，汽

车典型零件智能制

造生产线一条

国 产 精 密

光 栅 在 中

档 数 控 机

床 上 的 规

模 化 示 范

应用课题

229.54 64.30 62.99

102.2

4

针对我公司所配套国产线位移光

栅部件，线位移光栅尺，配套立式

加工中心、车削中心等产品，开展

适应性改进设计及安装工艺技术

研究， 开展国产光栅尺在中档数

控机床上配套应用。

研发任务未全部完

成：完成了光栅和机

床的匹配性测试和

优化工作，建立了国

产光栅安装、调试技

术指导文件；完成了

国产光栅在中档数

控机床上配套应用，

完成企业技术规范2

项。

汉 江 工 具

新 产 品 研

发

1,

276.09

501.4

5

774.6

4

通过对复杂刀具设计技术、 制造

技术、 检测技术和刀具应用技术

的研究， 研发高精高效硬质合金

拉刀、硬质合金铣铰刀、高效盘型

齿轮铣刀三类新产品， 并通过试

制、小批量应用验证等措施，满足

用户使用要求。

任务已全部完成：已

经完成3项新产品的

研制，形成高精高效

硬质合金拉刀、硬质

合金铣铰刀、高效盘

型齿轮铣刀新产品。

项目完成刀具设计

技术、制造技术和检

测技术的研发任务，

申请发明专利2项，

实用新型专利1项。

该项目现处于批量

生产阶段。

工 业 机 器

人 关 节 减

速 器 升 级

改 造 产 业

化项目

859.5

0

859.50 新建BX减速器厂房26800平方米

任务已全部完成：已

于2020年7月转入在

建工程后，并在验收

后转入固定资产

智 能 数 控

系 统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751.08 24.04

727.0

4

进行新一代B800智能数控系统

的开发， 具有上、 下位机双平台

（LINUX+WINDOWS）结构，研

制APPCENTER平台、 工艺参数

优化软件、 刀具智能管理软件和

智能应用模块， 并进行指令域大

数据的原型代码开发， 提升数控

系统的智能水平。

任务已全部完成：截

至2020年12月，已完

成了样机的试制，主

要完成了系统软件

结构设计，软件程序

的开发；智能化功能

模块的开发，并完成

了智能数控系统在

车床和铣床上的测

试验证。

航 天 惯 导

和 伺 服 机

构 复 杂 精

密 结 构 件

加 工 示 范

应用

590.42

337.7

5

252.6

7

改进与生产用于航天惯导和伺服

机构产品精密零件的五轴铣车复

合加工中心产品， 满足国产高档

装备在航天领域的推广应用，完

成机床加工适用性关键技术提升

与改进、 机床模拟实际工况运行

试验、 机床进行可靠性性试验三

项任务。

任务已全部完成：课

题任务和考核指标

已全面完成，两台五

轴铣车复合加工中

心已在课题联合单

位成功应用。

国 产 高 档

滚 动 功 能

部 件 制 造

装 备 示 范

应用工程

589.80

589.8

0

采用国产高档滚动功能部件成套

加工制造装备，开展示范应用。 建

立滚珠丝杠副示范应用生产线，

形成年产4万套滚珠丝杠副批量

稳定的生产能力。 完成滚珠丝杠

副高精（高效）加工技术，滚珠丝

杠副尺寸一致性

任务已全部完成：完

成了数控螺纹磨床

运行状态监控技术

研究并结转了费用；

申请了国家的发明

专利1项，获得受理；

申请了企业标准 1

项，已在企业实际生

产中应用，示范设计

加工的滚珠丝杠副

产品经第三方检测，

达到验收要求

智 能 机 床

研 发 与 应

用项目

579.58 30.45

549.1

3

按照数控机床智能化的要求，进

行智能机床特色智能化功能集成

及开发； 提升数控机床核心技术

水平，达到加工性能优越、产品整

体性能稳定可靠的目标； 完成智

能机床的功能、性能整体测试，达

到同级别进口数控机床智能化水

平，可对进口智能机床进行替代，

并进行批量配套和推广等。

任务已全部完成：已

完成完成智能机床

结构方案设计、智能

机床结构方案细化，

完成智能机床样机

的设计工作，已完成

首台样机的试制工

作。

精 密 、 高

效、数控螺

纹 加 工 技

术研究

530.85

530.8

5

螺磨所作为主机产业发展的主要

技术部门， 配合机床产业进行售

前、售中、售后等各项技术支撑、

技术服务，开发研制新产品，完成

现有技术改造升级、新产品试制，

使得公司现有产品发展为高精、

高效、自动化、智能化高可靠性设

备

已完成研究阶段并

结转了费用，期末大

导程丝杠螺母干涉

磨削关键技术研究

软件，已基本达到要

求，需继续整理完善

加工软件；螺杆转子

磨削在线测量装置

及技术研究软件，设

计已完成，并已完成

阶段性报告

车 齿 技 术

及 高 精 型

车 齿 刀 的

研 究 与 生

产

477.86 60.61 417.24

购置一台SGIS型数控插齿刀磨

床，自制改造一部分设备，完成车

齿刀设计软件和砂轮修行软件的

设计， 开展车齿刀的刃口钝化研

究，对齿尖、齿侧的刃口形式、圆

弧半径等采用的钝化方式进行试

验， 制定出高精度新型车齿刀企

业检验技术标准， 确定刀具的最

终合理方案。

该项项目已经完成

车齿刀设计软件和

砂轮修形软件的开

发，刃口钝化工艺的

研究等任务，目前正

在进行小批量产品

的设计和工艺应用

验证。 该项目已经申

请发明专利1项，项

目处于小批量试生

产阶段。

YK3610 高

速 干 切 滚

齿 机 的 研

制

246.8

1

246.8

1

通过对高精度干切滚齿机的设

计、制造技术研究，开发出2台高

精度YK3610高速干切滚齿机。因

为项目调整，1台机床目标变为

YK8010车齿机，另1台不变。

本期因研发目标调

整，YK8010正在进

行试切工艺攻关；

YK3610高速干切滚

齿机经多次延期、改

进，项目搁置，后续

研发目标完成时间

不确定

高 速 、 重

载、精密滚

动 功 能 部

件 技 术 研

发

242.68

242.6

8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积极开发新

产品，扩大汉江产品的应用领域，

全年开发、 研制的滚珠丝杠副新

产品项，直线导轨副新产品项，重

点开发了军工、 航空航天领域的

新产品，并持续开展了丝杠、导轨

多种性能试验， 为新产品的开发

提供支撑。 在新工艺升级方面，进

行了刀具及加工方法的验证与应

用，提高了产品加工效率，降低了

生产成本；

已完成研究阶段并

结转了费用， 期末

“三级伸缩滚珠丝杠

副” 已成功完成制

造，各项精度和性能

指标达到了用户要

求；“三级伸缩滚珠

花键副” 产品已完成

设计开发，产品正在

试制阶段

RV减速器

高 效 精 密

抗 疲 劳 制

造 技 术 及

数据包

55.21 214.80

116.7

1

153.29

通过专机研发、 抗疲劳制造技术

研究、智能装配线建设等，研制覆

盖负载6-500kg工业机器人全系

列 20E、40E、110E、160E、320E、

50C、100C、320C各个规格的高

精度RV减速器，形成7万台/年的

生产能力。

研究任务已完成，内

部验收已通过，2020

年形成数控成形磨

齿 机 YK7332AT 一

台，自制高精度专机

QMK017一台。

机 器 人 精

密 摆 线 针

轮减速器

358.35 2.26 356.08

通过数字化正向设计平台、 关键

零部件测量设备和整机测试设备

的检测检验平台搭建和球墨铸

铁、密封材料、专用润滑脂材料开

发，建成数字化设计平台，实现减

速器正向设计软件的平台化集

成、正向设计流程平台化的管理，

为客户提供产品的“数据包” ，达

到年产6万套机器人精密摆线针

轮减速器的生产能力。

研究任务已完成，内

部验收已通过，2020

年形成减速器型式

检测平台、偏心轴外

圆尺寸测量设备两

项固定资产

其他项目 92.19

2,

918.30

2,

107.1

1

760.9

2

73.51 68.95

合计

1,

681.7

7

141,

34.66

5,

238.5

1

4,

042.3

2

1,

962.52

4,

573.0

9

公司报告期研发投入项目期末因处于项目开发阶段，研发任务尚未全部完成，或研发样机、产品尚未

经承担单位验收而未结转，导致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

2、研发投入资本化的判断依据、时点和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1）研发投入资本化的判断依据、时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自行进行的研究开发项目，应当区分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

研究阶段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的调查。研究阶段基本上

是探索性的，是为进一步开发活动进行资料及相关方面的准备，已进行的研究活动将来是否会转入开发、

开发后是否会形成无形资产等均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开发阶段，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

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臵、产品等。 相对于研究阶段而言，开发阶段应当是已完成研究阶段

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形成一项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基本条件。

公司在已完成研究阶段的工作，通过技术可行性及经济可行性研究，形成项目立项后，进入开发阶

段。 资本化条件的具体判断依据和研发投入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经结合市场需求调查、行业发展动向、公司现有资源、研发能力等综合判断，预计研发产品或技术很

可能实现研发目标，很可能通过公司厂内验证，很可能满足政府部门或委托方验收要求的全部条件，研发

成果很可能应用于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且具备了开发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其他基本条件。

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的判断依据和确认时点符合公司会计政策和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研发投入资本化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公司研发投入通过开发支出科目归集核算，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

出同时满足下列五个条件的，确认为相关资产，不能满足下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计入当期损益：①完

成该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②具有完成该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③相关

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④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资产的开发，

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资产；⑤归属于该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

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的内容主要为：

①研发过程中外购或自制的设备、仪器、试验台、软件等，经验收后转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转入

在建工程作进一步投入；

②预计通过开发工作很可能形成满足项目委托方要求的技术、产品；

③预计通过开发工作很可能形成自用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固定资产；

④在开发过程中形成的取得订单或有明确市场需求的存货。

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处理合规。

3、资本化比例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

2019年工信部对企业研发课题加紧了结题及验收的进度，公司牵头课题和参与课题较为集中，研发

投入大幅增加，开发支出结转也同步增加，结题项目较多导致2019年末开发支出余额较小。 同时，2019年

四季度起，为聚焦主业，梳理研发项目，严格研发立项，减少与主业关联度低的

研发投入，因此在研项目数量减少。 2020年末因“航空蜂窝芯加工机床研制与示范应用” 、“汽车变

速器总成高效加工与装配生产线示范” 工程等项目开发支出较大，且期末未结题项目较多，故期末资本

化比例同比上升。

（二）说明开发支出转为存货、固定资产的确认时点、确认条件和确认依据及合理性，转入当期损益

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1、开发支出转为存货、固定资产的确认时点、确认条件和确认依据及合理性

（1）公司开发支出转为存货的确认时点、确认条件和确认依据为：自研产品经公司研发、生产、质量

管理、产成品管理部门等部门评审，完成研发目标，已有客户订单或拟交付承担单位的产品通过了需方验

证，且产品达到量产条件，公司办理产成品入库手续，转入存货管理。

（2）公司开发支出转为固定资产的确认时点、确认条件和确认依据为：自研和外购的固定资产达到

预期目标，能够通过使用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经资产归口管理部门、使用部门、验收部门验收后，办理资

产验收入库手续，转入固定资产管理。

（3）公司承担或参与的国家重大专项要求公司严格按照项目预算书或合同书的明细列支研发投入，

因此公司在研发过程中发生的外购材料、设备、软件等的各项支出均通过开发支出核算。外购设备在安装

调试通过验收后，转入固定资产核算和管理。 公司在研发过程中，利用外购材料加工、装配形成的产品在

满足前述资本化条件的情况下，拟自用的设备经验收后转为固定资产核算和管理；交付客户或拟用于出

售的产品经验收后转为存货核算和管理。因此公司开发支出转入存货、固定资产具备合理性，也符合国家

重大专项资金单独核算的要求。

2、开发支出转入当期损益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

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因未能同时满足资本化的五个条件的，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无法

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将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在开发阶段，公司研发投入分资本化和费用化两类归集：

（1）资本化的具体内容主如前所述。

（2）费用化的内容包括：在开发阶段项目实施中，通过料工费投入未形成实物的或不具有使用价值

或市场需求的相关投入；承担或参与的国家重大专项中，部分属于能够形成自用、交付或外销的产品及技

术，部分属于项目要求或自筹资金进行的研发性质投入，这类研发性质投入在期末作费用化处理；公司对

于开发阶段发生的属于自用性质的各种技术成果也在期末作费用化处理。

公司前述开发支出转入当期损益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处理，将开发阶段费用化支出转入

研发费用，具有合理性。

3、同行业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研发投入金额 研发投入资本化金额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

入的比例

备注

秦川机床 224,272,543.42 24,092,658.81 10.74%

*ST�沈机 101,557,192.29 25,054,470.02 24.67% 2019年度数据

*ST�海华 30,526,465.93 无 0 2019年度数据

日发精机 88,694,908.08 无 0 2019年度数据

华明装备 65,561,376.81 无 0

华东数控 7,229,793.83 无 0 2019年度数据

华中数控 251,347,003.17 30,742,212.97 12.23%

注：*ST�沈机、*ST�海华、日发精机、华东数控2020年度财务报告尚未公告，取最近一期可获取的数

据，即2019年度数据。

*ST� 海华、日发精机、华东数控、华明装备、华东数控研发投入均费用化处理，与公司研发规模差异

较大；沈阳机床研发投入明显小于公司水平，但资本化比例高于公司；华中数控研发投入规模与公司相对

可比，资本化比例略高于公司。

4、同行业研发投入会计处理

单位名称 研发投入会计处理 资本化的具体依据

是否存在开发支出转为存货、固定资

产情况

秦川机床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

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

出。 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 开发阶段的支

出同时满足五个条件的， 确认

为无形资产， 不能满足的开发

阶段的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无

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

段支出的， 将发生的研发支出

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形成样机、产品、设备或软件、

知识产权

*ST�沈机 未明确披露

经阅读最近三年年度财务报告，开发

支出无研发投入转存货、固定资产情

况

*ST�海华 未明确披露

经阅读最近三年年度财务报告，开发

支出无研发投入转存货、固定资产情

况

日发精机 未明确披露 未披露开发支出进一步信息

华明装备 未明确披露 未披露开发支出进一步信息

华东数控 未明确披露 未披露开发支出进一步信息

华中数控 形成样机、知识产权或产品

经阅读最近三年年度财务报告，开发

支出无研发投入转存货、固定资产情

况

公司研发投入的会计处理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资本化的具体依据因同行业未明确披露，

仅华中数控在年度财务报告“开发支出”中有披露，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依据与华中数控相同。

公司开发支出转入存货、固定资产系公司根据项目预算书或合同书的明细列支研发投入，将研发过

程中发生的外购材料、设备、软件等的各项支出均通过开发支出核算，并在验收后根据产品用途转入存

货、固定资产。

综上所述，较同行业公司对比，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依据及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

同行业公司差异原因合理。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1、了解公司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的合理性；

2、评估管理层对研发支出资本化条件的判断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重

大差异；

3、获取与研发项目相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文件、项目预算书和合同书，了解公司的技术、财务

资源和研发项目的项目预算，分析相关项目在资金使用、商业应用及技术上的可行性，判断对公司是否有

能力完成开发项目及使用或出售；

4、通过询问负责项目研究开发相关人员，了解研发项目立项、执行和结题情况，评估公司对各个研发

项目的资本化起点的判断是否合理；

5、获取并核对了与研发项目进度相关的研究报告，盘点研发形成的样机、产品，访谈项目负责人，函

证承担单位项目执行进度和执行情况，判断研发项目是否已经完成研究阶段的工作，满足资本化条件、资

本化时点是否合适；

6、获取研发项目投入明细表、会计账簿等支持性文件，检查公司项目支出的归集情况，资本化的支出

是否直接与项目相关，是否存在不应资本化的支出，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经核查，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的判断依据、时点及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资本化比例同

比上升合理，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开发支出转入存货、固定资产的确认时点、确认条件和确认

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会计处理合理。

七、年报显示，你公司2020年末流动负债47.11亿元，占总负债73.79%。 此外，你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

额9.13亿元，其中2.32亿元货币资金权利受限。请结合公司短期债务到期情况、期末可动用货币资金、经营

现金流状况、未来资金支出安排与偿债计划、公司融资渠道和能力等，分析你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

险，如是，请充分提示，并说明公司优化债务结构及规模的相应措施。

答复：

（一）公司短期债务到期情况

公司期末短期债务主要包括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金额合

计为23.18亿元。 其中短期借款（不含计提的利息）余额为16.07亿元，为公司及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短期

流动资金贷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不含计提的利息）余额为6.10亿元，均为公司及子公司在金融机

构的长期性贷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不含计提的利息）余额为1亿元，为秦川租赁公司的优先股

在合并报表层面重分类为长期应付款，4月20日公司已经收到了对秦川租赁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该笔优先

股将在秦川租赁公司股权转让后不存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短期债务的到期情况如下表所示：

借款人 借款金额 借款到期日

汉江机床 20,000,000.00 2021/12/18

宝鸡机床 3,500,000.00 2021/12/16

格兰德 11,594,830.22 2021/12/13

汉江机床 4,000,000.00 2021/12/11

宝鸡机床 5,000,000.00 2021/12/8

宝鸡机床 2,000,000.00 2021/11/25

宝鸡机床 1,000,000.00 2021/11/22

秦川宝仪 8,000,000.00 2021/11/18

联合美国 7,965,402.17 2021/11/18

宝鸡机床 5,000,000.00 2021/11/9

格兰德 1,334,200.00 2021/11/5

汉江机床 15,000,000.00 2021/10/28

宝鸡机床 2,000,000.00 2021/10/28

格兰德 12,654,106.22 2021/10/25

格兰德 5,000,000.00 2021/10/15

宝鸡机床 30,000,000.00 2021/10/13

宝鸡机床 3,000,000.00 2021/9/28

宝鸡机床 10,000,000.00 2021/9/27

宝鸡机床 10,000,000.00 2021/9/24

宝鸡机床 10,000,000.00 2021/9/22

宝鸡机床 25,000,000.00 2021/8/25

格兰德 16,000,000.00 2021/8/21

秦川机床本部 200,000,000.00 2021/8/20

秦川宝仪 8,000,000.00 2021/7/13

格兰德 3,600,000.00 2021/6/27

宝鸡机床 6,000,000.00 2021/6/27

秦川机床本部 50,000,000.00 2021/6/23

秦川机床本部 70,000,000.00 2021/6/19

格兰德 2,000,000.00 2021/6/18

宝鸡机床 20,000,000.00 2021/6/14

格兰德 15,400,000.00 2021/5/28

秦川机床本部 50,000,000.00 2021/4/28

格兰德 11,000,000.00 2021/4/20

秦川机床本部 70,000,000.00 2021/4/8

汉江机床 13,184,663.00 2021/3/30

汉江机床 10,000,000.00 2021/3/27

汉江机床 14,800,000.00 2021/3/25

秦川机床本部 50,000,000.00 2021/2/29

秦川机床本部 100,000,000.00 2021/2/19

秦川机床本部 20,000,000.00 2021/1/19

秦川机床本部 50,000,000.00 2021/1/18

秦川租赁 62,000,000.00 2021/12/6

秦川租赁 33,250,000.00 2021/1/19

秦川租赁 50,000,000.00 2021/6/9

秦川租赁 70,000,000.00 2021/12/14

秦川租赁 60,000,000.00 2021/8/20

秦川租赁 100,000,000.00 2021/1/14

秦川租赁 200,000,000.00 2021/12/2

秦川租赁 60,000,000.00 2021/3/12

短期借款小计 1,607,283,201.61

秦川机床本部 30,000,000.00 2021/12/30

秦川机床本部 20,000,000.00 2021/6/30

秦川机床本部 1,000,000.00 2021/12/10

秦川机床本部 1,000,000.00 2021/6/10

秦川机床本部 5,000,000.00 2021/12/20

秦川机床本部 5,000,000.00 2021/6/20

秦川机床本部 59,400,000.00 2021/8/17

秦川机床本部 49,700,000.00 2021/6/18

秦川机床本部 100,000.00 2021/6/28

秦川机床本部 7,500,000.00 2021/11/20

秦川机床本部 7,500,000.00 2021/4/29

联合美国 597,028.35 2021/11/19

秦川租赁 185,000,000.00 2021/4/27

秦川租赁 70,000,000.00 2021/1/6

秦川租赁 15,000,000.00 2021/6/7

秦川租赁 15,000,000.00 2021/12/7

秦川租赁 2,562,172.80

2021年1-2月每月还款278634.4元，2021年3-12月每月还款

200490.4元

秦川租赁 25,308,800.00

2021年3月还款22316800元，6月、9月各还款1196800元，12

月还款598400元

秦川租赁 10,100,144.00

2021年3月还款4732326元，2021年6月还款465036元，2021

年9月还款4585036元，2021年12月还款317746元

秦川租赁 17,000,000.00 2021/4/8

秦川租赁 8,181,600.00

2021年1-6月每月还款151200元，2021年8月还款6871200

元，2021年9-12月还款100800元

秦川租赁 15,028,000.00

2021年1-10月每月还款884000*元，11月还款3536000元，12

月还款2652000元

秦川租赁 3,144,000.00 2021/8/6

秦川租赁 31,746,480.00 2021/11/5

秦川租赁 3,922,640.00 2021/11/5

秦川租赁 9,673,200.00 每月还款806100元

秦川租赁 11,902,667.20

2021年 1-10月每月还款 1029729.6元，2021年 11月还款

852369.6元，2021年12月还款753001.6元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小

计

610,366,732.35

融资租赁公司优先股 100,000,000.00 已经于2021年4月20日转让股权

合计 2,317,649,933.96

其中秦川租赁短期债务合

计

1,158,819,704.00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均已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偿还了到期借款，公司不存在逾期债务

情况。

（二）期末可动用货币资金、经营现金流状况

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9.13亿元， 剔除受限货币资金2.32亿元， 公司期末可动用货币资金为6.81亿

元。

公司2020年度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78亿元，较2019年度增加了3.38亿元，增长了

846.52%，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2019年度增加了3.66亿元。

（三）未来资金支出安排与偿债计划

公司2021年进一步推进聚焦主业发展行动，转让了秦川租赁和秦川保理业务，2021年度拟实现营业

收入50亿元，利润总额增长不低于上年10%，未来资金支出安排主要为：秦川租赁和秦川保理公司股权转

让款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将用于技改项目投入、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将严格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归还银行贷款，后续偿债计划详见前述“短期债务到期情

况” 。

公司资信良好，报告期内通过多项举措，扭亏为盈，不存在违约或逾期还款情形。 公司设有专门的资

金管理部门，制定了严密、切实可行的偿债计划。未来公司将主要通过强化管理，多措并举降本增效，持续

压缩“两金”占用，提高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和偿债能力。

（四）公司融资渠道和能力

公司目前的融资渠道以银行贷款为主，且取得的贷款类型以信用贷款和保证贷款为主，贷款利率较

低。 公司和金融机构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2020年度各项经营指标转好，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大

幅提升，盈利能力增强，将提高公司2021年在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提升公司融资能力，提高银行授信额

度。

同时，公司积极拓展多种融资方式以满足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 2020年公司全力推进非公开发行股

票工作，于2021年3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本次拟募集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9,928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

用以及拟用于高端智能齿轮装备研制与产业化项目的30,220万元、 高档数控机床产业能力提升及数字

化工厂改造项目的15,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运营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发行成功后，公司资产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有利于

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增强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并为公司未来多渠道融资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在公司经营指标良好、盈利能力增强的情况下，公司以现有可支配的货币资金和经营现金

流的陆续回笼，通过较强的融资能力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能确保各项债务按时偿还，不存在短期偿债风

险。

八、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收到“法院垫付执行款”

1,755.07万元。 请说明该类款项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情况、形成原因、收到时点等。

答复：

“法院垫付执行款” 1,755.07万元系子公司秦川租赁垫付的陕西华夏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夏汽车” ）土地使用权抵押金额、利息、罚息及案件执行费。 具体形成原因、过程为：

秦川租赁于2016年10月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华夏汽车投放了3,000万元，租赁期限两年，担保人陕

西华纳汽车有限公司。 后因华夏汽车违约，秦川租赁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上述涉案土地使用权在案外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以下简称 “北京银行西安分

行” ）设置有抵押权。 故2018年2月8日，本案执行中，征得秦川租赁同意，并且由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以物抵债裁定，将涉案土地使用权作价32，987，500元，扣除上述抵押权金额14，993，616.72元及利息、

罚息2，376，650.64元、案件执行费180，390元，共计17,550,657.36元，后抵偿我司在本案中的债务15，

436，842.64元。

由于在2017年11月30日，西安泰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信公司）申请对债务人陕西华纳

汽车有限公司进行重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2017）陕01破申29号之四民

事裁定书，裁定债务人陕西华纳汽车有限公司破产。 故上述抵债行为实施于2018年2月8日，即破产重整

申请被依法受理后，作出的以物抵债执行行为与法有悖，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9）陕01执异1115

号执行裁定书中撤销了上述以物抵债裁定。

2019年11月20日，陕西华纳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付秦川国际代偿北京银行抵押权资金及利息” 为由

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转款共计1,989.44万元（本金1,737.02万元，利息起算日2018年1月26日，利息截

止日2019年11月20日共663天，利息为252.42万元）。

2019年11月25日，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2019） 陕01执异1115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 撤销

（2016）陕01执1524号之十一执行裁定，由异议人陕西华纳返还秦川租赁代偿北京银行抵押权资金及利

息。

2020年10月12日，秦川租赁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退回的垫付款1,755.07万元。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4日

（上接B07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