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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报告期内你公

司分别向实际控制人企业海马(郑州)房地产有限公司和郑州海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拆出资

金39,645.80元和46,465.75元。 另外，报告期初公司存在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海马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发放的贷款、垫款余额1.6亿元，并于报告期内归还。 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上述

资金往来发生的原因， 是否构成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并提供充分依据，如

是，请说明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缺陷及改善措施。 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关于公司向实际控制人企业海马(郑州)房地产有限公司和郑州海汇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拆出资金39,645.80元和46,465.75元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我司向海马 (郑州) 房地产有限公司和郑州海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拆出资金

39,645.80元和46,465.75元。

发生相关资金往来的原因是海马(郑州)房地产有限公司和郑州海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分别有一名海南籍员工需要在海南当地缴纳社保公积金。 该两名员工曾长期在我司工作，

并分别于2016年10月及2014年6月离职，报告期受雇于海马(郑州)房地产有限公司和郑州

海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考虑相关员工为海南籍员工且临近退休年龄，应员工申请，我司接

受海马(郑州)房地产有限公司和郑州海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缴相关社保公积金。 该

项业务中，我司仅接受委托代缴社保公积金，且郑州海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在报告期

每季度末向我司结清代缴款项，海马(郑州)房地产有限公司分别在报告期6月、9月、12月向

我司结清代缴款项。

2021年2月1日，我司已接受委托停止为海马(郑州)房地产有限公司相关员工代缴社保

公积金，相关代缴款项于2021年3月31日已结清。我司于2021年5月11日已收到郑州海汇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停止委托代缴其相关员工的社保公积金的函件。 相关代缴款项于2021年5

月17日已结清。

综上，相关拆出资金业务未构成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律师的核查意见：

本所经核查认为，以上资金拆出业务金额较小，且得到及时归还，发生原因系出于对公

司老员工人文关怀所致，未损害公司利益，未构成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2）关于公司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放的贷款1.6亿元的情况

说明

2019年3月14日，公司控股一级子公司海马财务有限公司与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了（HMF）JK-2019-014的借款合同。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28日、7月

24日向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放贷款1.2亿元、0.4亿元，年化利率2.85%。2020年1月6日，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归还贷款本金1.6亿元并结清利息。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范

围涵盖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等。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向海

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放贷款，是该公司向成员单位发放贷款的日常经营行为，符合银监

会批准的企业经营范围之规定。

综上，相关贷款业务未构成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律师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向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放贷款1.6亿元

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根据监管要求履行了决策程序并进行了公告。 根据该关联交易

的合同条款和实际履行情况，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按期回收了本金和利息，未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相关贷款业务未构成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4、年报显示，你公司期末存在预计负债1.79亿元，同比增长219.64%，其中停产损失为

1.40亿元，另外，公司管理费用新增2.06亿元产品停产损失。 停产损失系公司郑州生产基地

根据公司品类战略以及受车市环境的影响停产部分车型所致。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停产事项

的时间、具体原因，对公司生产经营、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影响，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的，应确认为预计负债：

（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

第五条规定，“预计负债应当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

计量。 ”

第十三条规定，“企业不应当确认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 或有负债，是指过去的交易或

者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或过去

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

金额不能可靠计量。 ”

（2）关于停产事项的相关情况，对公司生产经营、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影响，以及相

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的说明

受市场因素及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坡影响，并基于公司为落实品类战略对产品及项

目进一步聚焦的客观情况，公司于2018年决定不再开发M3、M6、S5Y、F7、F5�等产品的国

六排放车型及其匹配发动机，现有车型于2019年逐步停产。

根据上述调整，除8S、6P、7X、爱尚等战略产品外，公司其他非战略产品均已停产。公司

供应商存在部分投资未收回及停产车型零部件积压情况。 受此影响，相关供应商根据其自

身经营情况及与公司的后续开发及供货合作意向， 就停产车型向公司提出补偿的诉求。

2019年7月8日，海马8S新车上市，若新产品市场反应良好，则前述供应商因公司产品停产

造成的损失可以通过后期利润得到弥补，相关供应商也将不再提出补偿诉求。基于此，海马

8S上市后，相关供应商处于观望与等待状态，希望通过后续车型的合作弥补以前年度投资

损失。 此情况在实体产业经营中普遍存在，属于企业经营的正常现象。 基于前述情况，在之

前经营年度，公司认为相关事项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且可能

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金额不能可靠计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未确认或有负

债。

实际经营中，海马8S新车上市初期市场反应较好，但2020年受疫情因素影响，汽车市

场骤冷，公司产品销量亦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部分供应商因前期投资大，短期内持续亏损

对其造成较大经营压力，已无法坚持继续等待，提出希望公司给予补偿。 在此情况下，公司

决定帮助困难合作伙伴走出困局，并以此稳定公司正常经营，确保新车型的开发及战略产

品的销售。

据此，报告期内，公司与提出补偿诉求的合作伙伴进行了沟通，与部分供应商签署协议

并进行相应结算，相关停产车型的工装、开发及积压物料已全部结清。公司根据已签订的合

同金额确认停产补偿损失，于2020年计入“管理费用-产品停产损失” 66,598,389.32元。

与此同时，公司在更大范围内与供应商进行充分沟通，在考虑双方合理诉求及底线要

求的基础上， 参考历史结算比例对已提出强烈诉求的供应商的未确定情赔金额进行预计。

基于此，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确认了预计负债，逐一核查各诉求及其金额的合理

性，并依据历史结算比例，确认预计负债139,857,835.94元，同时计入“管理费用” 139,

857,835.94元。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本次计提的停产损失及预计负债系基于沟通及参照公司历史结算

比例确定， 金额合理并基本可以覆盖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 确认过程经过广泛的沟通、查

证，依据充分。 同时，基于相关业务的开展情况，相关评估结算金额于2020年方能确定最佳

估计数并可靠计量，满足会计准则规定的确认为预计负债的条件，是合理合规的。

（3）关于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说明。

上述预计负债事项， 是公司基于战略产品正常生产以及后续车型顺利开发的考虑，并

考虑目前供应商与公司的长期合作及匹配关系，为维护现有供应商体系而采取的积极支持

措施。 反之，若公司不采取相关积极措施，则合作伙伴经营情况将更加严峻，其与公司合作

关系亦将受到严重影响。届时，另寻新的合作伙伴耗时费力，且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公司的

生产与开发节奏。 因此，公司针对该部分合作伙伴，基于以往的车型和合作，对其未收回的

投资损失进行一定金额的补偿支持， 是出于友好合作及风险共担原则的有益经营举措，有

利于公司与各合作方的长期紧密合作。因此，相关事项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不会对公司后

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对停产损失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与海马汽车股份管理层沟通预计合作商停产损失的依据、范围及损失金额的确认

原则。

（2）了解评估预计合作商损失的确认及计量相关的授权审批制度及复核流程。

（3）与管理层讨论产品停产综合损失的完整性和充分性，确定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正

确。

（4）检查截至资产负债表日合作商遗留问题的开发合同、订货合同、报价单等相关资

料及数据，评价停产损失金额的确认依据是否充分。

（5）复核并测试管理层编制的合作商停产损失计算过程表，确认停产损失金额是否真

实准确。

（6）对车型停产遗留问题的全部协议进行检查，复核预计停产损失金额的计提比例。

基于执行的审计工作，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海马汽车股份2020年度财务报

表中关于停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未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5、 报告期末， 你公司账面存在类别为存放同业款项的拆出资金7.84亿元， 同比增长

83.61%。 请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内容及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回复：

（1）存放同业款项的拆出资金具体内容

拆出资金是指金融企业拆借给境内、境外其他金融机构的款项。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

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拆出资金项目包括金融企业“存放同业款

项” 、“融出资金”项目。公司归类为存放同业款项的拆出资金7.84亿元，系公司下属一级控

股子公司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存放同业款项，主要存放于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

（2）2020年末公司存放同业款项的拆出资金7.84亿元，较年初增加3.57亿元，主要原

因如下：

①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外成员单位吸收存款减少1.10亿元， 合并范围内成员

单位吸收存款减少3.33亿元，导致存放同业款项减少4.43亿元。

②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客户贷款及垫款减少，导致存放同业款项增加7.40亿元。

③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其他经营活动及投资活动等净收入， 导致存放同业款项增加

0.60亿元。

综上，存放同业款项的拆出资金较年初增加3.57亿元。

6、报告期末，公司存在发放贷款及垫款3.86亿元，同比下降65.75%，请你公司说明上述

贷款及垫余额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并说明上述贷款、垫款的主要内容、发放对象，发放对

象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如是请说明是否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业务。 请

律师就上述贷款、垫款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贷款及垫款业务下降原因

公司贷款及垫款主要系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发放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贷款，即海马品

牌汽车产品的汽车消费贷款。 2020年，受疫情因素影响，公司汽车销量大幅下滑，导致海马

财务有限公司新增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协同骤减，而同时伴随着原有贷款陆续到期，导致贷

款余额进一步下降。

（2）关于贷款发放的情况说明

公司发放贷款及垫款3.86亿元，主要系个人汽车消费信贷、企业贷款及票据贴现。 个人

汽车消费信贷发放对象为购买海马汽车的个人客户， 企业贷款发放对象主要系下游经销

商，票据贴现的对象主要系上游供应商。 具体贷款余额明细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① 个人汽车消费贷款 37,573.71

② 企业贷款 1,173.74

③ 票据贴现 747.32

④ 贷款损失准备 861.73

合 计 38,633.04

（3）贷款及垫款业务关联方信息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发放贷款及垫款中，企业贷款及票据贴现无关联方贷款，个人汽车消费

贷款有两笔贷款为公司关联方贷款，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方关系 关联项目 期末余额

① 胡建 监事 个人汽车消费贷款 5.27

② 肖丹 离任董事 个人汽车消费贷款 5.75

合计 11.02

2020年3月28日，公司董事会十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批准公司在30万元额度内与公司董监高等关联人开展相关金融服务业

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3月31日披露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

告编号：2020-13）》。

2020年4月21日，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批准公司在30万元额度内与公司董监高等关联人开展相关金融服务业务。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4月22日披露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0-22）》。

2021年4月27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 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报告期末

对胡建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为52,727.91元，对肖丹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为57,493.38元。

律师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向购买海马品牌汽车的个人客户和下游经销

商发放贷款的行为符合其经登记的经营范围和金融许可范围，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向监事胡

建、时任董事肖丹提供贷款的行为属于金融机构向员工销售金融产品，不属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3条禁止的“公司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提供借款” 的情形，因此，海马财务有限公司向购买海马品牌汽车的个人客户和下

游经销商发放贷款的行为合法、合规。

7、报告期末，你公司存在预付款项3.70亿元，同比增长704.35%，其中公司对“供应商

一”存在预付款3.12亿元，占期末预付款总金额的84.37%。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预付款

大幅增长的原因、用途，并核查主要预付对象与你公司和你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存在预付款项3.70亿元，同比增长704.35%，主要系公司预付新能源汽

车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公司对“供应商一”存在预付款3.12亿元，占期末预付款总金额的84.37%。该供应商是

公司与小鹏汽车合作生产的新能源车型3C零部件电池包供应商。 根据与该供应商签订的

采购协议，约定订单提前三个月下达，下达订单后预付50%货款，供应商生产前，支付剩余

50%货款，待电池包发货后七个工作日内开具发票给公司冲账。

该供应商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制造商， 向国内外多家主流车企供

货，国内动力电池装机市场占有率约50%。 公司自2019年9月起从该供应商处采购新能源

车型用电池包。 2019年末正处于该车型长续航款（2020款）量产初期阶段，计划生产量较

少，2019年末公司预付供应商电池包货款的订单量约1100台。 因订单量较小，供应商安排

生产及发货较为及时，2019年末已取得发票冲账。

2020年第四季度至2021年初， 公司合作生产新能源车型产销量较前期月份大规模提

升，采购电池包订单量随之增加。受疫情造成开工不足及新能源汽车市场复苏等因素影响，

2020年动力电池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为不影响新能源车型生产及交付，公司下达订

单时考虑动力电池市场情况，在根据生产计划提前三个月下单的基础上，额外增加订单数

量。 2020年末公司预付供应商电池包货款的订单量约7600台，造成预付款余额3.12亿元，

导致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同比大幅增长。

经审核资产负债表日后供应商冲账情况，2021年1-4月份电池包陆续已到货， 公司已

收到该供应商冲账发票3.92亿元，报告期末该供应商预付款余额3.12亿元是真实合理的。

综上， 报告期内公司预付款大幅增长主要是产量计划同比增长及电池包市场供应紧

张，公司预付新能源车型电池包货款大幅增长造成的。

经公司审慎核查，公司前五名预付对象与公司和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律师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报告期末预付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产量计划同比增长及电

池包市场供应紧张，公司预付小鹏汽车合作新能源车型电池包货款大幅增长造成的，公司

对“供应商一”的预付账款是真实存在的。

本所律师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预付对象进行了网络检索，根据企查查等第三方平

台的报告，并经公司确认，公司前五名预付对象与公司和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8、报告期末，你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2.48亿元、无形资产减值损失3.33亿元，请

结合你公司计提长期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具体内容和未来使用价

值等，详细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测试的过程和计提减值损失的具

体情况，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减值测试的过程

① 依据

为规范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公司资产损失风险，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及其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公司制定了《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海

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管理办法》。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与长期

资产减值相关的会计政策如下：

A：《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第七十二条规定：“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

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其账面

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

产减值准备。 ”

B：《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 第七十四条规定：“有迹象表明一项固定资产

可能发生减值的，以单项固定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难以对单项固定资产的可收

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固定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

C：《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第八十四条规定：“无形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

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其账面

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

产减值准备。 ”

D：《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 第八十六条规定：“有迹象表明一项无形资产

可能发生减值的，企业以单项无形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企业难以对单项无形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 以该无形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和资产减值管理办法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

等，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2020年末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 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判断

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产生现金流，能单独产生现金流的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进行减

值测试，无法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产生现金流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

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资产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② 评估过程

公司资产管理部门定期组织资产盘点，由资产使用部门梳理资产使用状况，对于闲置

或者使用频率较低的资产，判断其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提交技术部

门进行审核、评估，进一步确认资产确实发生减值后，向公司提交资产减值申请审批程序。

公司资产管理部门根据市场情况确定资产价值回收处置方式，会同价格审核部门、财务部

门测试资产可回收金额，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的，公司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减值资产进

行评估。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拟减值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进行了资产评估，取得了其出具的《海马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拟编制财务报告为目的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SC01、YG112、

SC01-YP112资产组及部分闲置固定资产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鲁正信评报字

【2021】第Z060号）。 公司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报告期计提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况

2020年，为落实品类战略，实现产品进一步聚焦，公司对预计销量较少或已停产的车

型及其匹配的发动机涉及的相关资产或资产组，如模具、夹具、检具以及非专利技术等存在

明显减值迹象的资产，按以上标准进行测试，计提资产减值；对因生产经营安排或设备技术

落后等原因而闲置的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按以上标准测算可收回金额，并计提相应的资

产减值准备。

公司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计提减值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减值资产的账

面价值

资产可收回金

额

计提减值金额 计提原因

1、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67,935,

791.62

20,279,645.29

247,656,

146.33

其中：SC01-YP112模夹检

具

2,255,653.68 172,625.73 2,083,027.95

因产品市场销量较小，且成本上升导致

减值

YG112发动机模具

27,849,

545.05

43,104.36

27,806,

440.69

因匹配车型市场销量较小、且成本上升

导致减值

SC00、SC01等停产车型模

夹检具

175,054,

674.59

14,783,913.91

160,270,

760.68

因产品停产， 且匹配车型市场销量较

小，且成本上升，导致减值

其他闲置资产 62,775,918.30 5,280,001.29 57,495,917.01

因经营生产安排或设备技术落后等原

因，导致资产闲置减值

2、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333,229,

463.11

333,229,

463.11

其中：SC01-YP112非专利

技术

133,689,

429.15

133,689,

429.15

因产品市场销量较小，且成本上升导致

减值

YG112发动机非专利技术 98,150,931.72 98,150,931.72

因匹配车型市场销量较小、且成本上升

导致减值

SC00、SC01等停产车型非

专利技术

78,648,924.85 78,648,924.85

因产品停产， 且匹配车型市场销量较

小，且成本上升，导致减值

停产纯电动汽车非专利技

术

22,740,177.39 22,740,177.39

因车型产品成本上升、 市场售价下跌，

公司予以停产致资产减值

合 计

601,165,

254.73

20,279,645.29

580,885,

609.44

综上，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和资产减值管理办法，报告期内计提固定

资产减值损失2.48亿元、无形资产减值损失3.33亿元，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对长期资产减值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评估及测试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执行有效性，包括

关键假设的采用及减值计提金额的复核及审批。

2、获取管理层编制的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

合计数进行核对，检查复核计算其准确性；

3、对重要固定资产进行抽盘，检查固定资产的状况及本年度使用情况。

4、获取管理层对于存在减值资产的范围的认定材料，并评估管理层对于资产组认定的

合理性。

5、获取相关行业政策，询问相关管理人员，评估公司做出相关经营政策调整的真实意

图。

6、检查管理层评估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减值可能的判断是否与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

划相符，是否与行业发展及经济环境形势相一致。

7、评估管理层对用于计算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减值的关键假设判断合理性。

8、利用外部专家的工作，对管理层外聘的评估专家的工作进行复核。

基于执行的审计工作，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海马汽车股份2020年度财务报

表中关于长期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9、报告期内，你公司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为1.27亿元。 请按研发投入资本化的具体

开发项目，逐项说明各项目研发投入费用化和资本化的具体情况，包括各项目名称、主要内

容、立项时间、开始资本化的具体时点、资本化时点的具体依据及其合理性、目前所处阶段、

各期费用化和资本化的金额，研发投入是否存在减值风险，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有关要求。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依据

公司为规范研发项目的管理与核算，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了《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对研发项目的相关规定如下：

A：《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第八十二条规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支出，分

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一）将为获取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和探索、为进一

步开发活动进行资料及相关方面的准备阶段确认为研究阶段。 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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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产品等，且具备了形成一项新产品或新技术的

基本条件，此阶段确认为开发阶段。 ”

B：《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第八十三条规定：“开发阶段的支出，若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确认为无形资产。

（一）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二）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三）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

（四）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

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五）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

公司资本化时点的判断依据和资本化时点的确认依据：项目目标设定并设立项目章程

之后为开发阶段，该阶段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计入开发支出。

资本化时点的开发流程具体为：汽车开发项目包括造型及工程设计、产品及工艺验证、

预试生产、试生产，含多轮整车道路试验及EMS标定、碰撞及公告试验等，车型达到量产并

上市销售，达到项目研发的预定可使用状态，从研发支出转为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发动

机及变速器项目包括设计、样件试制、A/B/C样机开发及其验证、零批量验证，含标定、可靠

性及耐久性试验、性能试验等产品达到量产并匹配车型上市，达到项目研发的预定可使用

状态，从研发支出转为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

（2）分项目情况说明

项目名称 资本化时点

资本化条件的判

断依据

项目进度 资本化金额（万元）

汽车开发项目

项目目标设定并

设立项目章程之

后为开发阶段，该

阶段中符合资本

化条件的支出计

入开发支出

2,184.56

VF00（7X） 2017年8月 2020年8月上市 196.65

EN00 2018年12月 NC数据发布 1,987.91

发动机开发项目 8,118.40

混动项目 2016年10月 2020年12月上市 8,155.86

474Q-T3系列 2017年7月 2020年8月上市 -37.46

变速器开发项目 2,404.18

7DCT 2015年7月

达到量产状态， 正与整车进

行匹配试验

2,404.18

合 计 12,707.14

① VF00项目

项目名称：VF00项目

项目内容：该项目研发的主要产品是一种智能七座汽车，该产品是公司战略产品，是一

款“超大三排空间，专注儿童安全” 的智能汽车，是国内第一款专注儿童安全、专为儿童打

造的汽车。

立项时间：2017年8月。

资本化时间：项目目标设定并设立项目章程的时间。

资本化时点的判断依据和资本化时点的确认依据：项目目标设定并设立项目章程之后

为开发阶段，该阶段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计入开发支出。

所处阶段：2020年8月，VF00项目研发的产品智能七座汽车海马7X上市销售。 该项目

已达到预定用途，公司将截至上市前归集于该项目的资本化支出结转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

产。

各期费用化和资本化的金额：经统计，该项目于2017-2020年归集的资本化支出分别

为19,191,805.01元、129,675,395.15元、169,270,270.17元、67,492,377.13元， 其中65,

525,846.56元是专属于该项目的设备投资支出，于2020年转入固定资产。

是否存在减值风险：该项目产品匹配的海马7X车型，属于公司战略产品，目前销售状

况良好，销售价格稳定，该项目形成的相关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② EN00项目

项目名称：EN00项目。

项目内容：开发一款第三代长续航纯电动汽车，聚焦打造可变平台和高效三电。

立项时间：2018年12月。

资本化时间：项目目标设定并设立项目章程的时间。

资本化时点的判断依据和资本化时点的确认依据：项目目标设定并设立项目章程之后

为开发阶段，该阶段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计入开发支出。

所处阶段：报告期末，该项目已完成效果图冻结、油泥模型冻结、A面冻结、主模型等研

究开发节点，目前NC数据已发布，完成可变电动平台10台样车调试及7万公里道路可靠性

验证，进入ET0样车试制阶段。

各期费用化和资本化的金额：经统计，该项目于2018-2020年归集的资本化支出分别

为23,870,778.95元、52,835,443.42元、19,879,160.17元，2018年费用化支出为3,046,

214.99元，2019年费用化支出586,934.44元。

是否存在减值风险：该项目研发的产品是基于电池布局规整化、系列化为核心设计，采

用模块化、通用化、轻量化、易拓展等先进设计理念，运用“铝合金骨架+复合材料” 轻量化

核心技术，通过铝型材成形实现整车轴距、轮距灵活多变，运用铝&铝、铝&钢、金属&复合

材料等先进连接工艺，适合小批量、多品种的纯电动汽车产销模式，符合汽车制造产业链转

型升级的大方向。该项目产品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且产品市场空间广阔，公司有足够的技

术、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开发并使用，且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

靠地计量。因此，该项目的资本化归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是合

理的。 该项目的研发投入不存在减值迹象。

③ 混动项目

项目名称：混动项目

项目内容：该项目研发的主要内容是开发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并匹配一种整车。

海马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采用与欧洲顶级品牌相同的设计架构和理念， 采用7速双离合变

速器匹配高效率电机的P2构型，可根据油门、坡度、车速、电量、发动转速判断路况和驾驶

员意图，智能选择纯电驱动、发动机停机、发动机经济模式驱动、电机助力、制动能量回收、

发电等六种工作模式，优先用电、少用燃油。

立项时间：2016年10月。

资本化时间：项目目标设定并设立项目章程的时间。 因该项目属于动力总成与整车集

成同步研究开发，分列为两个子项目，一个是整车集成项目、一个是动力总成系统项目，公

司就以上两个分项目的投资支出分别进行归集。

资本化时点的判断依据和资本化时点的确认依据：项目目标设定并设立项目章程之后

为开发阶段，该阶段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计入开发支出。

所处阶段：报告期末，海马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搭载的首款车型———海马6P实现量产

并销售。因此，该项目达到预定用途，公司将截至销售前归集于该项目的资本化开发支出结

转为无形资产，分别为6P项目与YP112混合动力项目。

各期费用化和资本化的金额：混动项目中的整车6P项目于2016-2020年归集的资本化

支出分别为655,919.00元、7,743,071.27元、25,285,953.69元、71,752,711.32元、30,

517,696.40元；2018年费用化支出为635,164.00元，2019年费用化支出954,876.35元，

2020年费用化472,495.49元。混动项目中的YP112混合动力项目于2016-2020年归集的资

本化支出分别为19,731,574.66元、32,198,776.08元、53,102,468.10元、55,482,431.33

元、51,040,880.86元；2018年费用化支出为275,475.81元，2019年费用化支出484,154.83

元，2020年费用化380,037.85元。

是否存在减值风险：就整车匹配产品6P而言，该项目搭载的首款车型出于验证技术的

目的，外观部分和内饰部分均沿用海马S5系列产品相关设计。 因原型车是2018年上市的老

款车型，目前已逐步停产，在外观等方面竞争力较弱。 加之混合动力系统成本及售价较高，

边际贡献空间较小，预售期间反响一般。 同时，广大消费者对混合动力汽车的认知尚未建

立，产品相关技术优势及使用便利还需公司在后续经营中进一步推广，目前阶段该产品市

场份额仍较小。因此，公司对首款混动新能源汽车未来销量预期谨慎，该产品无形资产存在

减值迹象。 通过减值测试，公司将与该车型相关的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等确定为资产组，根

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

认可收回金额，将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相应的资产

减值准备。

就YP112混合动力技术而言， 该项目运用与欧洲顶级品牌相同的设计架构和理念，采

用7速双离合变速器匹配高效率电机的P2构型。 “十四五” 期间，公司将全面转型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汽车，将国家“三纵三横” 新能源汽车战略规划，落实为“优先智能汽车、合作

电动汽车、死磕插混汽车、深耕氢能汽车” ，以实际行动践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后续工

作中，公司将持续发力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品，并于2021年利用YP112混合动力技术，启

动海马7X� PHEV版本开发。因此，公司认为YP112混合动力技术可匹配已有及将来的战略

产品，产品市场空间广阔；公司有足够的技术、资源支持以使用该无形资产，此无形资产不

存在减值迹象。

④ 474Q-T3系列项目

项目名称：474Q-T3系列项目

项目内容：开发一款第三代1.5T发动机。

立项时间：2017年7月。

资本化时间：项目目标设定并设立项目章程的时间。

资本化时点的判断依据和资本化时点的确认依据：项目目标设定并设立项目章程之后

为开发阶段，该阶段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计入开发支出。

所处阶段：报告期内，该项目达到预定用途，其匹配的车型海马7X已于2020年8月上市

销售。 公司将截至销售前归集于该项目的资本化支出结转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

各期费用化和资本化的金额：经统计，该项目于2017-2020年归集的资本化支出分别

为1,574,296.03元、2,807,981.81元、5,210,030.07元、1,625,553.18元; � 其中2,000,

220.66元是专属于该项目的设备投资支出，于2020年转入固定资产。

是否存在减值风险：该项目产品匹配的海马7X车型，属于公司战略产品，目前销售状

况良好，销售价格稳定，该项目形成的相关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⑤ 7DCT项目

项目名称： CD7变速器项目（7DCT）。

项目内容：研发一款7速双离合自动变速器产品。

立项时间：2015年7月。

资本化时间：项目目标设定并设立项目章程的时间。

资本化时点的判断依据和资本化时点的确认依据：项目目标设定并设立项目章程之后

为开发阶段，该阶段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计入开发支出。

所处阶段：报告期，该项目如期量产，正与整车进行相关匹配验证。

各期费用化和资本化的金额：经统计，该项目于2015-2020年归集的资本化支出分别

为 19,748,576.91元、56,892,590.22元、88,663,513.68元、40,811,500.92元、42,242,

175.49元、24,041,788.72元；2018年费用化支出为207,092.29元，2019年费用化支出465,

513.38元。

是否存在减值风险：该项目产品将匹配公司战略产品7X、8S等车型，相关产品销售状

况良好。 该项目的研发投入不存在减值迹象。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对研发投入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检查与账面研发支出相关项目的立项文件、项目章程等与立项相关的资料，确认研

发项目的存在性。

2、了解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确认研发项目是否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3、检查研发支出各项目的相关合同、凭证、对合同进行查验及测算，确认其发生的真实

性、合理性、准确性。

4、对研发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各项目的研发战略意图及研发进度，分析公司研发项目

存在的合理性。

5、对研发项目的过门记录、验收节点进行检查，以确认研发进度发生的真实性。

6、对本期转入无形资产的研发项目，检查其最终的过门记录，相关会议记录、上市记

录、转入无形资产后的使用情况等确认其转入无形资产的金额、时间的合理性。

7、对本期费用化的研发支出，已终止研发的检查其终止研发相关的会议纪要、文件，已

研发成功转入无形资产后发生的后续支出，检查后续支出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以确认研发

支出费用化的合理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工作，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公司的研发支出确认资本化时

点、金额的依据及其相关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10、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4.77亿元，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为2.49亿元，本

期计提0.68亿元，转回或转销1.07亿元。 你公司结合已计提跌价准备存货实现销售情况，说

明本期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依据

为规范公司存货管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公司制定了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管理办法》。企业

会计准则和《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与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相关的会计

政策如下：

A：《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财会[2006]3号）第十四条规定：“对于已售存货，应

当将其成本结转为当期损益，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也应当予以结转。 ”

第十九条规定：“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 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

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

B：《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 第六十三条规定：“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

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 ”

（2）关于本期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会计处理合规性的说明

为落实品类战略，实现产品进一步聚焦，公司对预计销量较少或已停产的车型及其匹

配的发动机涉及的相关资产如库存零部件等存在明显减值迹象的存货，因生产经营安排或

设备技术落后等原因而闲置设备备件、原辅料，因成本上升、市场价格下跌造成的库存整车

等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分别进行测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的产成品、库存商品和可售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

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

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

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

础计算。

期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产成品、库存商品和原材料在本期对外出售时，依据前述企

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制度，公司将计提的相应存货跌价准备进行结转，具体情况如下：

①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销售或处置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初账面余额 本期销售或处置金额 期末账面余额

原材料 318,768,427.46 121,200,726.48 197,567,700.98

在途物资 13,011,666.49 9,935,563.79 3,076,102.70

库存商品-整车 57,623,360.33 55,650,189.31 1,973,171.02

库存商品-配件 152,505.17 6,394.42 146,110.75

合计 389,555,959.45 186,792,874.00 202,763,085.45

② 期初跌价准备本期转回或转销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初账面余额

本期因存货销售或处置而转销

金额

期末账面余额

原材料 265,844,308.88 87,541,332.81 178,302,976.07

在途物资 8,749,670.73 6,689,177.36 2,060,493.37

库存商品-整车 13,171,653.02 12,474,069.26 697,583.76

库存商品-配件 149,899.19 6,135.44 143,763.75

合计 287,915,531.82 106,710,714.87 181,204,816.95

③ 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账面余额比例变化情况

项目 期初 本期处置或出售 期末

原材料 83.40% 72.23% 90.25%

在途物资 67.24% 67.33% 66.98%

库存商品-整车 22.86% 22.42% 35.35%

库存商品-配件 98.29% 95.95% 98.39%

注：公司在结转存货跌价准备时，基于本期处置或出售的存货数量与计提当期存货跌

价准备的数量进行比较，先计算出单个存货的跌价准备计提额，然后用本期实际处置或出

售的数量与单个存货的计提额相乘，从而得出本期应结转的存货跌价准备额。

各单个存货结转的存货跌价准备=本期实际处置或出售的数量*（计提跌价准备总额/

计提总数量）

基于以上，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制度，在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进

行销售或处置时，分类别将对其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进行转回或转销是合理合规的。

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对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评估及测试与存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执行有效性，包括关键假设的采用

及减值计提金额的复核及审批；

2、获取管理层编制的存货减值准备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和明细账

合计数进行核对，检查复核计算其准确性。

3、对存货实施监盘程序，在监盘过程中关注存货的状态。

4、检查管理层评估的存货减值的判断是否与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相符，是否与行业

发展及经济环境形势相一致。

5、评估管理层对用于计算存货减值的关键假设判断合理性。

6、查验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的依据是否充分，重新计算转回或转销金额的准确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海马汽车股份2020年度财务报

表中关于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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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

暨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为：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

2.公司股票将于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一天，将于2021年5月27日（星

期四）开市起复牌。

3.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由“ST海马” 变为“海马汽车” ，公司证券代码

仍为“000572”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公司因2017年度、2018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2019

年4月24日开市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审

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0468号），公司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690,972,

421.3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196,161.58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920,708,741.72元。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形

成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已经消除，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

警示” 。

鉴于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0年6

月19日起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股票简称由“*ST海马” 变更为“ST海马” ，股票代码

“000572” 不变，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二、公司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375,093,247.26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35,

103,939.2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584,505,461.93元。 公司2020年度财务

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海马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2298号)，不存在公司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

公司经过一系列战略调整，在技术、产品及营销等多领域的创新变革成效显著，资产质

量持续优化，持续经营能力显著增强，为公司重振打下坚实基础。 通过实施品类战略，公司

产品的竞争力与盈利水平显著加强，海马7X上市以来，于区域市场持续热销；公司产品于

海外市场的口碑与销量亦稳步提升。 通过实施电商加直销的营销体系创新，进一步以厂家

直销体验中心重构重点市场营销主渠道，公司营销能力有效提升、政策落地显著加强。

经公司逐项核查，公司不存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亦不存在《上市规则》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终止上市的情形。

2021年4月23日，公司董事会召开十届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其他

风险警示的议案》，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

申请。

三、公司申请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公司提交的关于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根据《上

市规则》第13.12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2021年5月26日开市起停牌一天，自2021年5月

27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公司股票交易自2021年5月27日开市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

称由“ST海马” 变更为“海马汽车” ，公司证券代码仍为“000572” ，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

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四、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上接B09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