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公司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相比

可比上市公司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特变电工 12.44% 12.40% 12.66% 13.06%

中国西电 23.76% 22.99% 30.64% 26.65%

保变电气 30.80% 22.31% 31.92% 30.51%

平高电气 40.55% 41.76% 50.47% 52.17%

正泰电器 15.32% 15.19% 16.93% 16.42%

三变科技 37.55% 40.14% 32.57% 29.09%

可比公司平均值 26.74% 25.80% 29.20% 27.98%

华明装备 23.83% 21.66% 26.23% 32.02%

注：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

报告期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占资产总额的比重， 与同行业公司大致相当，

2019年以来略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应收账款规模具有合理性。

2、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与营业收入按业务类别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别

2021年1-9月 2020年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营业收入 两者之比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营业收入 两者之比

电力设备业务 54,293.54 87,048.30 46.78% 31,221.94 99,997.52 31.22%

电力工程业务 38,367.42 7,076.89 406.61% 44,668.38 13,250.16 337.12%

数控设备业务 4,982.20 12,096.89 30.89% 5,360.65 15,761.44 34.01%

其他业务 7,345.97 2,984.13 184.63% 6,756.20 7,815.06 86.45%

合计 104,989.12 109,206.22 72.10% 88,007.17 136,824.18 64.32%

业务类别

2019年 2018年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营业收入 两者之比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营业收入 两者之比

电力设备业务 40,571.46 95,141.36 42.64% 46,700.63 65,331.56 71.48%

电力工程业务 50,300.79 2,407.08 2089.70% 73,800.09 30,243.95 244.02%

数控设备业务 7,110.97 19,421.01 36.61% 6,486.83 17,718.36 36.61%

其他业务 2,810.10 3,282.50 85.61% 2,684.70 2,653.59 101.17%

合计 100,793.31 120,251.95 83.82% 129,672.25 115,947.46 111.84%

注：2021年1-9月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为年化后占比。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规模逐年增长，2018年末至2020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呈下降趋势，主

要是由于并购长征电气协同效应显现所致，同时加强收款，回款改善。 截止2021年9月30

日，应收账款余额仍然较高，一方面是由于电力设备业务应收款一般在年末结清上年12月

1日至当年11月30日之间发货的欠款，另一方面是由于电力工程业务回款较慢所致。

（1）电力设备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电力设备业务的销售政策和信用政策与前期基本保持一致。 2018年至

2021年1-9月，电力设备的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71.48%、42.64%、31.22%、

46.78%， 总体呈向好趋势。 2018年末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 主要原因系公司在

2018年9月收购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司所致，2018年末长征电气应收账款余额10,934.80

万元， 占电力设备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22.14%， 而纳入合并利润表的收入金额只有7,

297.19万元 （2018年10-12月并表期间的收入）；2019年、2020年公司并购长征电气协同

效应明显，收入规模增长、回款改善，应收账款规模逐年降低；2021年1-9月应收账款余额

大幅增加，一方面是由于收入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一般在年末结清上年12月1

日至当年11月30日之间发货的欠款所致。

（2）电力工程业务

电力工程业务回款较慢是导致公司总体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的主要原因。 2018年至

2021年1-9月， 电力工程业务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73,800.09万元、50,300.79万元、44,

668.38万元、38,367.42万元， 金额逐年降低； 占电力工程业务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244.02%、2089.70%、337.12%、406.61%，波动较大。2018年由于国家出台光伏行业的“531

新政” ，光伏电站投资者普遍产生了观望心态，这使得光伏电站出售周期延长，公司的光伏

项目客户回款速度放缓， 导致电力工程业务应收账款余额较高。 公司积极应对， 一方面

2018年下半年开始大幅缩减光伏电力工程业务，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前期项目的回款工作，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逐年减少。 另一方面新承接项目中，公司采用了新的业务模式和信用政

策，2020年随着国家光伏行业政策向好，公司光伏工程业务收入逐渐回升。

（3）数控设备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数控设备业务的销售政策和信用政策与前期基本保持一致。 应收账款

余额随收入规模降低而降低，应收账款与业务规模一致。

（4）其他业务

2018年、2019年公司的其他业务主要包括出租房屋业务和环保工程业务，出租房屋业

务期末无应收账款余额，环保工程业务主要是为热电厂提供脱硫脱硝工程服务，由于北方

城市供暖季最早是在10月下旬开始，所以项目一般在第四季度完工验收并确认收入。 这种

情况下， 确认应收账款、 收入的时间和收到回款的时间不在同一会计年度中。 2020年及

2021年1-9月，公司其他业务主要包括光伏发电业务，应收国家光伏补贴款逐年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规模较高具有合理性，与公司业务规模匹配。

（二）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周转率、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说明应收账款规模

较高的合理性

1、公司业务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电力设备、数控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电力工程业务。

（1）电力设备业务

公司电力设备业务的直接客户是下游的变压器厂家，最终用户是电网公司和其他工业

用户等。 电网公司采购变压器普遍采用招投标方式，变压器厂在参与投标时根据招标文件

的技术参数要求选用适配变压器的分接开关，以并满足电网公司的具体要求，因此电网公

司对变压器厂采用的分接开关具备一定的话语权。

基于上述情况， 公司电力设备业务的销售团队与变压器厂形成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一方面市场部门针对电网公司以及其它工业客户了解市场信息、进行产品宣传工作，扩大

产品在终端客户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公司多地均设有销售和服务团队，以便于及时

了解电网公司、工业企业、设计院及变压器厂的实际需求，从而针对用户需求做出快速反

应。

在选配公司产品的变压器厂成功中标之后，公司销售人员会进一步跟踪电网公司和变

压器厂的合同签约情况，并与变压器厂保持良好沟通，了解变压器厂的交货期和生产排期

情况。取得订单后，公司针对最终用户和变压器厂的具体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经技

术评审后安排生产。

除国内销售外，公司也大力拓展海外市场，产品已经远销海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并

在美国、土耳其、巴西、意大利、哈萨克斯坦等国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公司海外销售的基

本模式与国内销售一致，但在客户开发维护、产品发运和收款三个环节有所差异。公司在海

外市场主要依靠海外代理商协调电力公司和变压器厂的关系，跟踪招投标进展，挖掘业务

机会。 对海外主要的电网公司客户，公司销售人员负责跟踪维护。 在取得订单后，公司的销

售人员负责与客户接洽，采集客户的具体需求，之后采用与国内销售相同的流程开展业务。

发运方面，公司主要通过FOB（装运港船上交货）方式进行，辅以少量的CIF（指定目的港

交货）及其他贸易方式。

（2）电力工程业务

电力工程业务系2016年新增业务，主要包括光伏电站建设业务。 在电力工程业务中，

公司与客户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并成立相应的项目小组，根据合同约定及电站设计方案进

行施工建设，光伏电站的建设主要分为土建施工和机电安装两部分。

根据光伏行业特点，光伏电站项目通常需要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文件。 为便于项

目运作，业主方通常会成立单独的项目公司承载每个光伏电站项目，且通过设立项目公司

更有利于项目实现转让，因此公司在承接不同的光伏电站项目建设时，通常是与不同的项

目公司签订合同。在现有业务模式下，光伏电站建成后，部分电站投资企业的股东会考虑将

其持有的该电站投资企业股权出售给第三方，在此情况下，公司一般会与电站投资企业及

其股东、收购方签署相应协议并约定相应收付款条款。

（3）数控设备业务

公司的数控设备产品属于专用设备，品种类别较为丰富，销售以直销模式为主，特殊合

同采用代理商模式。主要销售地区在山东、江苏、华北（河北、天津、北京），销售产品集中在

钢结构加工设备和铁塔行业加工设备，各行业销售受国家政策和市场情况影响会有波动。

2、公司信用政策

（1）电力设备业务：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电力设备产品，电力设备业务

主要客户是变压器生产企业，最终客户为电网用户和工业用户等。公司根据客户信用状况、

采购量等情况制定了相应的信用政策，具体如下：

业务分类 客户分类 信用政策

国内销售业务

A类客户 在年末结清上年12月1日至当年11月30日之间发货的欠款

B类客户 30-180天信用期

C类客户 带款提货

海外销售业务

大客户 90天的信用期

稳定客户 货到付款

一般客户或新客

户

款到发货或即期信用证

近年来， 随着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普遍采用集中招标的采购方式且变压器招标数量下降，

以及国外输变电装备行业跨国公司加强在中国的生产制造布局和市场开拓力度，变压器行

业竞争更为激烈和复杂化。由于下游变压器生产企业竞争加剧，面临不同程度的资金压力，

部分客户付款期限有所延长。

（2）电力工程业务：根据与工程业主签订的合同确定，业主分阶段付款，2018年（含）

以前的项目，一般分为完工并网款、质保金；2019年底后的项目，一般分为预付款、进度款、

完工并网款、质保金。

（3）数控设备业务：信用政策根据产品大类或产品特性来分主要有两种政策：

1）标准产品。 主要是技术比较成熟、销量比较大的产品，主要是钢结构数控成套加工

设备和铁塔数控成套加工设备两大类，信用政策基本是30%预付款、60%发货款，即累计收

到90%款项后发货。 质保期满后客户支付剩余10%质保金。

2）非标专机产品，产品主要用于特定行业且单独定制的专用产品。 主要是大型板材数

控成套加工设备和汽车数控成套加工设备及专机两大类， 信用政策基本是30%预付款，

30%发货款，即累计收到60%款项后发货，产品运抵客户方后进行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客

户支付30%验收款，质保期满后客户支付剩余10%质保金。

3、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情况如下：

单位：次/年

业务类别

2021.9.30/

2021年1-9月

2020.12.31/

2020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电力设备业务 2.71 2.79 2.18 1.67

电力工程业务 0.23 0.28 0.04 0.46

数控设备业务 3.12 2.53 2.86 2.51

其他 0.56 1.63 1.19 1.00

合计 1.51 1.45 1.04 1.01

注：2021年1-9月应收账款周转率为年化后，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

均余额由上表可知，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1-9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1.01、

1.04、1.45、1.51， 总体周转水平较低， 主要是电力工程业务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低， 原因系

“531新政”后电力工程业务收入规模下降，前期项目回款较慢导致。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周

转率呈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公司电力设备收入规模逐年增长，公司加大回款力度，应收账

款回收状况改善所致。

4、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对比

公司主营业务分为电力设备业务、电力工程业务、数控设备业务。 为了更清楚说明，以

下按业务类别进行对比分析：

（1）电力设备业务

1）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2018年末、2019年末、2020年末、2021年9月末，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占

营业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可比上市公司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特变电工 60.98% 30.78% 34.99% 30.50%

中国西电 122.05% 52.61% 70.91% 67.25%

保变电气 101.63% 30.81% 61.16% 69.68%

平高电气 235.39% 88.60% 102.65% 108.38%

正泰电器 75.34% 31.65% 30.96% 28.49%

三变科技 103.36% 44.26% 47.69% 51.10%

可比公司平均值 116.46% 46.45% 58.06% 59.23%

华明装备 46.78% 31.22% 42.64% 71.48%

注：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

公司在2018年9月收购长征电气，2018年末长征电气应收账款余额10,934.80万元，占

电力设备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22.14%，而纳入合并利润表的收入金额只有7,297.19万元

（2018年10-12月并表期间的收入）， 考虑将长征电气全年收入纳入计算后，2018年应收

账款余额占收入的比例为54.14%。 由此，报告期内公司电力设备业务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低于行业可比公司均值，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处于合理区间内。

2）应收账款周转率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如下：

可比上市公司

2021.9.30/

2021年1-9月

2020.12.31/

2020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特变电工 3.30 3.56 3.16 3.49

中国西电 1.73 1.79 1.64 1.62

保变电气 2.23 2.82 1.90 1.50

平高电气 0.83 1.00 0.99 1.11

正泰电器 2.85 3.62 3.82 4.01

三变科技 1.93 2.92 2.58 1.84

可比公司平均值 2.14 2.62 2.35 2.26

华明装备 2.71 2.79 2.18 1.67

注：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wind。 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应收

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应收账款周转率为年化后。

由上表可知，公司电力设备业务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基本一

致，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处在合理区间内。

（2）电力工程业务

1）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可比上市公司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协鑫集成 88.89% 38.70% 24.97% 33.37%

天合光能 30.82% 16.28% 22.05% 20.94%

晶科科技 250.47% 110.39% 40.27% 84.72%

东方日升 48.54% 27.42% 24.78% 46.06%

可比公司平均值 104.68% 48.20% 28.02% 46.27%

华明装备 406.61% 337.12% 2089.70% 244.02%

注：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电力工程业务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远高于可比公司

平均值。 主要原因一方面是2018年光伏行业“531新政” 后下半年开始大幅缩减光伏电力

工程业务，2019年仅有少量工程物资销售，2020年随着国家光伏行业政策向好， 公司光伏

工程业务收入虽逐渐回升，但远未恢复；另一方面由于客户未能及时收到光伏国家补贴款，

导致客户回款速度放缓。公司积极应对，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前期项目的回款工作，同时新承

接项目改变业务模式和信用政策，报告期内电力工程业务应收账款逐年减少。

2）应收账款周转率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如下：

可比上市公司

2021.9.30/

2021年1-9月

2020.12.31/

2020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协鑫集成 1.32 2.66 2.94 1.92

天合光能 4.89 5.92 4.49 4.72

晶科科技 0.56 1.17 1.31 1.50

东方日升 2.63 4.03 3.57 2.54

可比公司平均值 2.35 3.45 3.08 2.67

华明装备 0.23 0.28 0.04 0.46

注：应收账款周转率为年化后，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应收账款周

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由上表可知，公司电力工程业务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 原因同

上。

（3）数控设备业务

1）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可比上市公司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华中数控 125.91% 54.74% 74.81% 79.76%

国盛智科 10.76% 7.50% 10.18% 9.37%

亚威股份 43.54% 23.78% 26.24% 27.94%

蓝英装备 56.89% 32.05% 33.04% 27.67%

上海电气 81.28% 29.43% 28.99% 25.35%

航发科技 56.00% 19.95% 27.48% 31.81%

可比公司平均值 62.40% 27.91% 33.46% 33.65%

华明装备 30.89% 34.01% 36.61% 36.61%

注：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数控设备业务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与可比公司平均

值基本一致，处于合理区间内。

2）应收账款周转率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如下：

可比上市公司

2021.9.30/

2021年1-9月

2020.12.31/

2020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华中数控 1.14 1.89 1.36 1.22

国盛智科 12.87 11.98 9.68 12.21

亚威股份 3.28 4.23 3.61 3.78

蓝英装备 2.07 2.74 3.01 3.36

上海电气 1.83 3.55 4.08 3.32

航发科技 2.56 3.70 4.02 3.04

可比公司平均值 3.96 4.68 4.29 4.49

华明装备 3.12 2.53 2.86 2.51

注：应收账款周转率为年化后，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应收账款周

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数控设备业务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值，高于

华中数控，与蓝英装备相当，处于合理区间内。

（三）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结合期后回款情况及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

1、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如下：

（1）2018年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将下列情形作为应收款项坏账损失确认标准：债务单位撤销、破产、资不抵债、现

金流量严重不足、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偿付债务；债务

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清偿义务， 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小；其

他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

对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年末单独或按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

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有确凿证据表明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经本公司按规定程序

批准后列作坏账损失，冲销提取的坏账准备。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应收款项余额前五名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

备用金、个人借款组合 其他应收款中的个人借款、备用金

关联方往来款项组合 合并范围内公司之间的往来款；与关联方之间的往来款、借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备用金、个人借款组合 按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

关联方往来款项组合 按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

Ⅰ、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 5 5

1-2年 20 20

2-3年 30 30

3-4年 50 50

4-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Ⅱ、采用余额百分比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组合名称 计提比例(%)

备用金、个人借款组合 5

关联方往来款项组合 5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

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2019年以后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具体如下：

公司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款项（无论是否

含重大融资成分），以及由《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规范的交易形成的租赁应收

款，均采用简化方法，即始终按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金融资产单项评估信用风险。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金

融资产外，本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划分为若干组

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为了更清晰的反映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各期末余额、期后回款情况，公司按业务类

别进行具体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别 项目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电力设备业务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54,293.54 31,221.94 40,571.46 46,700.63

期后回款金额 770.40 21,022.05 30,267.68 32,928.54

回款比例 1.42% 67.33% 74.60% 70.51%

电力工程业务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38,367.42 44,668.38 50,300.79 73,800.09

期后回款金额 - 7,277.91 10,284.00 26,219.30

回款比例 0.00% 16.29% 20.45% 35.53%

数控设备业务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4,982.20 5,360.65 7,110.97 6,486.83

期后回款金额 668.53 3,730.49 3,888.27 2,214.29

回款比例 13.42% 69.59% 54.68% 34.14%

其他业务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7,345.97 6,756.20 2,810.10 2,684.70

期后回款金额 304.76 1,545.70 1,260.52 2,684.70

回款比例 4.15% 22.88% 44.86% 100.00%

合计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04,989.12 88,007.17 100,793.31 129,672.25

期后回款金额 1,743.68 33,576.15 45,700.48 64,046.83

回款比例 1.66% 38.15% 45.34% 49.39%

注：2018年末、2019年末期后回款为各年末次年回款，2020年末期后回款为截至2021

年9月30日回款，2021年9月30日期后回款为截至2021年10月15日回款。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电力设备业务、数控设备业务回款良好，但是由于电力工程

业务、其他业务期后回款较差，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总体期后回款情况一般。

3、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对比

（1）电力设备业务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占期

末余额的计提比例如下：

1）2021年6月30日

项目 华明装备 特变电工 中国西电 保变电气 平高电气 正泰电器 三变科技

1年以内 2.01% 2% 1.32% 5% 10.83% 5% 5%

1-2年 14.23% 5% 2.64% 10% 28.43% 15% 10%

2-3年 44.34% 20% 12.03% 30% 45.95% 50% 20%

3-4年 48.93% 30% 20.99% 50% 50.28% 100% 30%

4-5年 55.77% 50% 37.79% 80% 74.76% 100% 50%

5年以上 100.00% 100% 65.40% 100% 85.42% 100% 100%

注：可比上市公司的2021年三季报未披露具体计提比例，选取2021年6月30日计提比

例进行比较

2）2020年12月31日

项目 华明装备 特变电工 中国西电 保变电气 平高电气 正泰电器 三变科技

1年以内 1.88% 2% 1.32% 5% 10.83% 5% 5%

1-2年 13.47% 5% 2.64% 10% 28.43% 15% 10%

2-3年 38.06% 20% 12.03% 30% 45.95% 50% 20%

3-4年 52.69% 30% 20.99% 50% 50.28% 100% 30%

4-5年 58.63% 50% 37.79% 80% 74.76% 100% 50%

5年以上 100.00% 100% 65.40% 100% 85.42% 100% 100%

3）2019年12月31日

项目 华明装备 特变电工 中国西电 保变电气 平高电气 正泰电器 三变科技

1年以内 2.34% 2% 1.61% 5% 7.77% 5% 5%

1-2年 16.06% 5% 4.09% 10% 22.5% 15% 10%

2-3年 40.16% 20% 11.02% 30% 17.17% 50% 20%

3-4年 52.07% 30% 18.66% 50% 55.60% 100% 30%

4-5年 66.25% 50% 37.69% 80% 66.60% 100% 50%

5年以上 100.00% 100% 71.75% 100% 91.02% 100% 100%

4）2018年12月31日

项目 华明装备 特变电工 中国西电 保变电气 平高电气 正泰电器 三变科技

1年以内 5% 2% 0% 5% 5% 5% 5%

1-2年 20% 5% 5% 10% 10% 15% 10%

2-3年 30% 20% 10% 30% 50% 50% 20%

3-4年 50% 30% 40% 50% 80% 100% 30%

4-5年 80% 50% 70% 80% 90% 100% 50%

5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由上表可知，公司电力设备业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上述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处

于中等水平，计提比例合理，公司坏账准备计提谨慎且充分。

（2）电力工程业务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占期

末余额的计提比例如下：

1）2021年6月30日

项目 华明装备 协鑫集成 天合光能 晶科科技 东方日升

6个月内 7% 不可比 0.5% 1% 5%

6个月至1年以内 7% 不可比 5% 4% 5%

1-2年 25% 不可比 10% 10% 10%

2-3年 30% 不可比 30% 30% 20%

3-4年 50% 不可比 50% 50% 50%

4-5年 80% 不可比 100% 80% 80%

5年以上 100% 不可比 100% 100% 100%

注1：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

注2：公司以入账账龄为风险特征计提坏账准备，而协鑫集成2019年以后以逾期天数

为风险特征计提坏账准备，不具有可比性。

2）2020年12月31日

项目 华明装备 协鑫集成 天合光能 晶科科技 东方日升

6个月内 7% 不可比 0.5% 1% 5%

6个月至1年以内 7% 不可比 5% 4% 5%

1-2年 25% 不可比 10% 10% 10%

2-3年 30% 不可比 30% 30% 20%

3-4年 50% 不可比 50% 50% 50%

4-5年 80% 不可比 100% 80% 80%

5年以上 100% 不可比 100% 100% 100%

3）2019年12月31日

项目 华明装备 协鑫集成 天合光能 晶科科技 东方日升

6个月内 7% 不可比 0.5% 1% 5%

6个月至1年以内 7% 不可比 5% 4% 5%

1-2年 25% 不可比 10% 10% 10%

2-3年 30% 不可比 30% 30% 20%

3-4年 50% 不可比 50% 50% 50%

4-5年 80% 不可比 100% 80% 80%

5年以上 100% 不可比 100% 100% 100%

4）2018年12月31日

项目 华明装备 协鑫集成 天合光能 晶科科技 东方日升

6个月内 5% 0% 0.5% 1% 5%

6个月至1年以内 5% 1% 5% 4% 5%

1-2年 20% 15% 10% 10% 10%

2-3年 30% 50% 30% 30% 20%

3-4年 50% 100% 50% 50% 50%

4-5年 80% 100% 100%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由上表可知，公司电力工程业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上述可比上市公司相

比，处于较高水平，计提比例合理，公司坏账准备计提谨慎且充分。

（3）数控设备业务

报告期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备占期

末余额的计提比例如下：

1）2021年6月30日

账龄 华明装备 华中数控 国盛智科 亚威股份 蓝英装备 上海电气 航发科技

0-6个月 3.36% 5% 5% 不可比 3% 不可比 0.24%

7-12个月 3.36% 5% 5% 不可比 3% 不可比 0.24%

1-2年 8.02% 10% 15% 不可比 10% 不可比 5.19%

2-3年 16.89% 20% 30% 不可比 30% 不可比 23.6%

3-4年 32.18% 50% 50% 不可比 100% 不可比 33.83%

4-5年 58.40% 50% 80% 不可比 100% 不可比 100%

5年以上 100.00% 50% 100% 不可比 100% 不可比 100%

注1：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

注2：公司以入账账龄为风险特征计提坏账准备，而亚威股份2019年以后、上海电气

2018年以后以逾期天数为风险特征计提坏账准备，不具有可比性。

2）2020年12月31日

项目 华明装备 华中数控 国盛智科 亚威股份 蓝英装备 上海电气 航发科技

0-6个月 3.36% 5% 5% 不可比 3% 不可比 0.21%

7-12个月 3.36% 5% 5% 不可比 3% 不可比 0.21%

1-2年 8.02% 10% 15% 不可比 10% 不可比 4.35%

2-3年 16.89% 20% 30% 不可比 30% 不可比 17.45%

3-4年 32.18% 50% 50% 不可比 100% 不可比 41.55%

4-5年 58.40% 50% 80% 不可比 100% 不可比 100%

5年以上 100.00% 50% 100% 不可比 100% 不可比 100%

3）2019年12月31日

项目 华明装备 华中数控 国盛智科 亚威股份 蓝英装备 上海电气 航发科技

0-6个月 2.98% 5% 5% 不可比 3% 不可比 0.24%

7-12个月 2.98% 5% 5% 不可比 3% 不可比 0.24%

1-2年 7.33% 10% 15% 不可比 10% 不可比 7.41%

2-3年 16.77% 20% 30% 不可比 30% 不可比 30.21%

3-4年 29.37% 50% 50% 不可比 100% 不可比 64.75%

4-5年 58.50% 50% 80% 不可比 100% 不可比 100%

5年以上 100.00% 50% 100% 不可比 100% 不可比 100%

4）2018年12月31日

项目 华明装备 华中数控 国盛智科 亚威股份 蓝英装备 上海电气 航发科技

0-6个月 5% 5% 5% 5% 3% 不可比 3%

7-12个月 5% 5% 5% 5% 3% 不可比 5%

1-2年 20% 10% 15% 10% 10% 不可比 10%

2-3年 30% 20% 30% 50% 30% 不可比 20%

3-4年 50% 50% 50% 100% 100% 不可比 30%

4-5年 80% 50% 80% 100% 100% 不可比 50%

5年以上 100% 50% 100% 100% 100% 不可比 100%

由上表可知，公司数控设备业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上述可比上市公司相

比，处于中等水平，计提比例合理，公司坏账准备计提谨慎且充分。

（4）其他业务

公司其他业务主要包括厂房租赁、环保工程、光伏发电，2019年后公司子公司山东法

因所属济南天辰大街土地收储后，公司无厂房租赁业务。厂房出租期末无应收账款；环保工

程项目较少，全部由子公司法因数控开展，应收账款余额较少，公司参照数控设备业务坏账

计提政策；光伏发电业务为2019年末新增业务，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国家光伏补贴款，按

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1个月以内计提0%、1个月-1年计提5%、1-2年计提10%、2-3年

计提15%。

公司一贯对应收账款严格管理、催收落实到人，经常与客户沟通，了解客户信用情况，

发现客户经营异常及时向主管领导报告，以采取必要的措拖，最大限度地减少坏账的发生。

综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是基于客户信用及回款情况、实际坏账损失情

况等作出的合理估计，符合公司的业务特点。 公司应收账款水平合理，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二、存货余额较高的原因，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结合存货周转率、库龄分

布及占比、期后价格变动、同行业上市公司等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一）存货余额较高的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账面余

额

2020年12月31日账

面余额

2019年12月31日账

面余额

2018年12月31日账

面余额

原材料 8,321.91 6,854.92 8,025.07 7,603.45

半成品及在产品 19,592.82 17,543.80 19,102.47 16,365.50

产成品 7,073.35 6,557.33 6,200.85 8,953.28

发出商品 1,155.81 106.66 96.96 233.41

周转材料 224.58 212.15 293.08 286.87

委托加工物资 167.58 49.27 75.29 71.87

合同履约成本 7,849.40 7,210.01

光伏电站项目 7,986.98 8,579.60

合计 44,385.46 38,534.14 41,780.71 42,093.99

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10.07% 9.48% 10.87% 10.39%

公司存货余额较高， 主要原因系一是电力设备产品的直接客户是下游的变压器厂家，

最终用户是电网公司和其他工业用户等，公司存货中留有部分库龄较长的备件以供电网公

司、工业企业、设计院及变压器厂的维修等使用；二是公司电力设备业务为全产业链，生产

流程长、生产环节多、生产车间多，存货周转较慢导致存货余额较高。

2、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存货余额占比资产总额比例如下：

可比上市公司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特变电工 5.79% 5.71% 9.60% 11.27%

中国西电 11.74% 12.35% 12.71% 11.43%

保变电气 20.03% 19.81% 16.12% 18.19%

平高电气 11.94% 9.35% 10.85% 11.95%

正泰电器 7.97% 7.27% 9.01% 9.90%

三变科技 25.14% 23.59% 19.64% 22.49%

可比公司平均值 13.77% 13.02% 12.99% 14.20%

华明装备 10.07% 9.48% 10.87% 10.39%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余额占资产总额比例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

处于同行业较低水平。

（二）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结合存货周转率、库龄分布及占比、期后价格

变动、同行业上市公司等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及可比公司情况

根据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2020年度报告， 同行业可比公司及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政策的比较情况如下：

可比上市公

司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

特变电工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对于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

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库存商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

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其他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原辅材料按类别提取

存货跌价准备。

库存商品、在产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估计售

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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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电

存货跌价准备按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 可变现净值按日常活动中，以存货的估计售价

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按照存货持有的目的不同，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分为：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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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合同约定价格，无合同约定价格选择

市场销售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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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加工的材料存货，在

正常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优先合同约定价格，无合同约定价格选择市场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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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变电气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

备。 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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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

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

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平高电气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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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

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

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或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在资产负债表

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

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

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

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正泰电器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存货类别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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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三变科技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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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

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华明装备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对于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

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库存商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

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其他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原辅材料按类别提取

存货跌价准备。

库存商品、在产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估计售

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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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没有显著差异，均是通过存

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提或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2、公司存货周转率与可比公司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单位：次/年

业务类别

2021.9.30/

2021年1-9月

2020.12.31/

2020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电力设备业务 1.88 1.78 1.64 1.26

电力工程业务 1.17 1.62 0.28 2.15

数控设备业务 1.58 1.57 1.74 1.60

合计 1.75 1.80 1.44 1.64

注：2021年1-9月存货周转率为年化后，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存货周转率不高，比较稳定，其中电力设备业务逐年

升高。

（2）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对比

公司按照主营业务类别分行业进行对比，具体情况如下：

1）电力设备业务存货周转率对比如下：

单位：次/年

可比上市公司

2021.9.30/

2021年1-9月

2020.12.31/

2020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特变电工 5.35 4.47 2.94 2.99

中国西电 2.81 3.05 2.95 2.60

保变电气 2.45 3.89 2.93 2.31

平高电气 2.80 3.99 3.90 3.22

正泰电器 4.09 4.87 4.48 4.86

三变科技 2.57 3.57 2.69 2.09

可比公司平均值 3.35 3.97 3.32 3.01

华明装备 1.88 1.78 1.64 1.26

注：同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wind。 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存货

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存货周转率为年化后。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存货周转率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公司与同

行业公司主要产品上存在差异，同行业上市公司中，不存在与之相同或可替代的产品，同行

业上市公司不具有完全可比性。

公司主要为变压器核心部件分接开关， 电力设备产品的直接客户是下游的变压器厂

家，最终用户是电网公司和其他工业用户等，公司存货中留有部分库龄较长的备件以供电

网公司、工业企业、设计院及变压器厂的维修等使用，针对用户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公司电

力设备业务为全产业链，生产流程长、生产环节多、生产车间多，增加了存货周转的时间，从

而导致存货周转率低。

2）电力工程业务存货周转率对比如下：

单位：次/年

可比上市公司

2021.9.30/

2021年1-9月

2020.12.31/

2020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协鑫集成 2.66 4.76 5.92 8.55

天合光能 2.90 3.94 3.58 2.41

晶科科技 9.43 20.67 44.21 42.88

东方日升 4.95 8.33 7.86 6.71

可比公司平均值 4.99 9.43 15.39 15.14

华明装备 1.17 1.62 0.28 2.15

注：存货周转率为年化后，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存货周转率=营业

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由上表可知，公司电力工程业务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主要原

因一是可比上市公司既提供光伏电站工程服务，还销售光伏组件等产品，不具有完全可比

性；二是2018年“531光伏新政”之后，公司大幅缩减电力工程业务。

3）数控设备业务存货周转率对比如下：

单位：次/年

可比上市公司

2021.9.30/

2021年1-9月

2020.12.31/

2020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华中数控 0.68 1.15 1.06 1.21

国盛智科 2.03 2.57 2.73 3.22

亚威股份 1.55 2.21 2.17 2.51

蓝英装备 1.66 2.00 1.94 2.34

上海电气 1.97 3.74 3.51 2.40

航发科技 0.52 1.03 1.20 0.77

可比公司平均值 1.40 2.12 2.10 2.08

华明装备 1.58 1.57 1.74 1.60

注：存货周转率为年化后，2021年可比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报数据；可比公司存货周

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由上表可知，公司数控设备业务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高于华中数

控和航发科技，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具有合理性。

3、公司存货库龄分布及占比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库龄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1年以内 30,334.44 68.34% 23,941.37 62.13% 25,181.20 60.27% 31,701.69 75.31%

1至2年 3,292.75 7.42% 3,581.66 9.29% 10,800.72 25.85% 5,110.83 12.14%

2至3年 1,972.86 4.44% 8,974.46 23.29% 3,065.53 7.34% 2,327.93 5.53%

3年以上 8,785.41 19.79% 2,036.66 5.29% 2,733.27 6.54% 2,953.54 7.02%

合计 44,385.46 100.00% 38,534.14 100.00% 41,780.71 100.00% 42,093.99 100.00%

公司1年以上库龄较长的存货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为供电网公司、工业企业、设计院及变

压器厂等客户的维修而生产的备件，以便针对用户需求做出快速反应；二是铁塔成套加工

设备，这些产品状态良好，但因电力铁塔行业目前需求量不大造成库龄较长，这类产品市场

尚有一定的需求，基本不影响销售，同时价格比较稳定；三是由于受2018年光伏新政影响，

部分光伏电力工程项目进展较慢，目前光伏行业情况向好，预计年后将陆续开工。

其中，存货库龄按业务类别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类别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电 力

设 备

业务

1年以内 23,064.19 79.28% 17,549.25 72.37% 18,435.19 72.40% 17,664.97 70.94%

1至2年 2,552.65 8.77% 2,963.86 12.22% 3,687.03 14.48% 4,178.33 16.78%

2至3年 1,743.39 5.99% 2,238.75 9.23% 2,275.79 8.94% 1,729.73 6.95%

3年以上 1,731.93 5.95% 1,497.89 6.18% 1,063.45 4.18% 1,328.79 5.34%

小计 — 29,092.16 100.00% 24,249.75 100.00% 25,461.45 100.00% 24,901.81 100.00%

电 力

工 程

业务

1年以内 1,343.60 17.12% 704.21 9.77% 1,368.04 17.13% 8,579.60 100.00%

1至2年 0.00% 0.00% 6,618.94 82.87% 0.00%

2至3年 0.00% 6,505.80 90.23% 0.00% 0.00%

3年以上 6,505.80 82.88% 0.00% 0.00% 0.00%

小计 — 7,849.40 100.00% 7,210.01 100.00% 7,986.98 100.00% 8,579.60 100.00%

数 控

设 备

业务

1年以内 5,926.65 79.62% 5,687.91 80.40% 5,377.97 64.54% 5,457.12 63.36%

1至2年 740.10 9.94% 617.80 8.73% 494.75 5.94% 932.50 10.83%

2至3年 229.47 3.08% 229.91 3.25% 789.73 9.48% 598.21 6.95%

3年以上 547.68 7.36% 538.77 7.62% 1,669.82 20.04% 1,624.75 18.86%

小计 7,443.90 100.00% 7,074.38 100.00% 8,332.28 100.00% 8,612.57 100.00%

合计 44,385.46 38,534.14 41,780.71 42,093.99

公司电力设备业务的库龄结构比较合理， 库龄较长的存货主要是公司为电网公司、工

业企业、设计院及变压器厂等客户的维修而生产的备件，以便针对用户需求做出快速反应。

公司数控设备业务的库龄结构比较合理， 库龄较长存货的主要是铁塔成套加工设备，

这些产品状态良好，但因电力铁塔行业目前需求量不大造成库龄较长，这类产品市场尚有

一定的需求，基本不影响销售，同时价格比较稳定。

公司电力工程业务库龄结构不合理，主要是由于受2018年光伏新政影响，部分光伏电

力工程项目进展较慢，目前光伏行业情况向好，预计年后将陆续开工。

4、期后价格变动情况

由于公司产品不同，售价也不同，产品销售价格受到客户的不同需求、商务谈判因素的

影响，价格存在一定的差异。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采购均价、主要产品销售均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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