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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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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9日发布《关于筹划收购

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筹划拟通过现金收购方式收购控股子公司唐县汇银

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银木业” ）少数股东持有的汇银木业11%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重大事项（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 详情可见公司2023年11月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筹划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提示性公告》（编号：

2023-046）。

自公司首次公告筹划本次收购事项以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要求推进相关工作。 现基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经公司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手方充分沟通

和友好协商后，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收购事项。 现将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收购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核心业务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公司自2023年10月起开始筹划拟通

过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控股子公司汇银木业少数股东持有的汇银木业不超过11%的股权事

项。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原计划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8月31日， 公司已为本次交易聘请了审计

机构、评估机构以及法律顾问。 2023年10月初，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进场开展相关的尽调、

审计、评估工作，且公司同步就本次交易与交易对手方进行磋商。 至2023年12月底，由于公

司与交易对手方尚未就本次交易的相关核心商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中介机构报告

的时效性，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经友好协商，决定将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更新至2023

年12月31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聘请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

对汇银木业2022年、2023年两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于2024年4月23日出具了编号

为众环审字(2024)1600205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审计工作已经结束，但相关的评

估工作尚未结束。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收购事项仅处在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开展及条款谈判阶

段，未发生实质交易行为，也尚未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终止筹划本次收购的原因

尽管汇银木业目前经营情况较好，但是考虑到交易各方对本次收购的股权比例、利润

承诺安排等核心条款存在分歧，且本次收购筹划推进持续的时间较长，经交易各方友好协

商，决定终止本次收购事项。

三、终止筹划本次收购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筹划本次收购是公司基于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手方充分沟通和友好协商后做出

的审慎决定，本次终止所涉及的拟收购事项仅处在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开展及条款谈

判阶段，未发生实质交易行为，不存在公司及相关方需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的情形。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次收购的终止将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和战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后续公司会根据相关内控制度，进一步加强对汇银木业的规范运作、对外投资、信息披

露、财务资金及对外担保、生产运营等事项的管理和监督。 公司将通过委派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对汇银木业的管理和监督，及时跟踪汇银木业财务状况、生产经营、项目

建设、安全环保等重大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对终止筹划本次收购事项给各位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对广大投资者长

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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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景谷林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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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景谷林业” ）以现金方式收购唐

县汇银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银木业” ）51%股权的交易以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 为

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汇银木业原实际控制人崔会军、王兰存签订了相应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对汇银木业2023-2025年进行了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该业绩承诺系基于

汇银木业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盈利能力以及未来业务规划做出的综合判断，若未来宏观

经济环境、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发生变化，将对汇银木业业绩承诺的实现带来一定不确定

性，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 公司于 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

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

相关议案。 该预案及相关文件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核、注册部门对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核准，相关披露文件所述本次发行相关

事项的生效及完成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 上述事项存在的各项风险公司已于2023年1月14日、2024年4月27日刊登在 《重大

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应的文件中。 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文件，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4年5月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关于对云南景谷林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4〕0483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为保证问询函回复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与完整性，公司积极组织有关方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自查核实，并与年审机构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现在形成了《问询函》回复意见。公司对《问

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年报显示，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0亿元，同比增长420.98%，归母净利润

632.26万元。 其中，2023年公司收购的汇银木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53亿元（其中自2023年

3月起并入公司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5.03亿元），2023年度并表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

的85.36%， 净利润4,693.04万元 （其中自2023年3月起并入公司合并报表的净利润为4,

537.77万元），汇银木业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7.81%。 同时，年报显示，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

响，人造板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行业增速整体放缓。

请公司：（1）补充披露汇银木业业务开展具体模式，近三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2）结合下游家居行业发展状况，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汇银木

业业绩大幅增长、近三年收入利润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3）补充披露汇银木业前十名客

户、供应商情况，包括客户和供应商名称、产品名称、所在地、合同签订时间及金额、收入确

认时间及金额、截至期末及期后回款情况等，是否为新增客户或供应商，是否与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汇银木业主要股东具有关联关系，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

定，营业收入扣除是否符合本所营收扣除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汇银木业业务开展具体模式，近三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情况

（一）汇银木业业务开展的具体模式

汇银木业是一家人造板产品制造企业，主要产品为中高密度纤维板及刨花板。 作为传

统制造业企业，汇银木业主要通过自主采购农林三剩物、次小薪材等木质原料以及尿素、甲

醛等化工原料，通过自有的两条人造板生产线，生产加工制成刨花板、纤维板两种人造板产

品，最后自主销售给其客户，其主要经营环节的业务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

汇银木业生产用原材料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林三剩物、次小薪材等木质原料类；

另一类是甲醛、尿素、MDI胶、五金备件等非木质原料类。

针对农林三剩物、次小薪材等木质原料，由于属初级农产品范畴，主要生产者为林农个

人，因此供应商主要为周边一定范围内的林农或个体户，采用银行转账方式结算。 汇银木业

结合市场价格、生产计划、料场储备情况等，制定收购计划和收购价格，并持续动态调整。 之

后将各类木料的规格标准及收购价予以公告，开始收料。 周边供应商得知相关收购信息后，

将木料运至汇银木业料场，经料场工作人员现场过磅并验收定价，达成一致进行结算付款，

完成采购。

针对尿素、甲醛、MDI胶、五金备件等非木质原料类采购，汇银木业根据市场价格、生产

计划、安全储备量等需要制定相应的采购计划，向周边的供应范围内的供应商询价、磋商后

签订采购合同，供应商根据合同约定将货物送至仓库，经验收入库后结算付款，完成采购。

最近三年，汇银木业采购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生产模式

汇银木业所有产品均由其自主生产。 基本采用以销定产模式，以订单生产为主，同时针

对一些通用型常规产品，也根据历史销售经验，对市场形势、淡旺季变化预判，进行一定的

安全库存生产储备，应对客户临时加单加量、急单等状况的出现，以尽量提高供应服务水

平，尽可能满足客户及时交货需求。 具体生产计划由销售部门牵头制定，生产部门根据生产

计划具体组织生产，并对产品质量等方面实施全面管控，在产品生产完成后，经质检部门抽

样质检完成后进行入库，完成生产。

最近三年，汇银木业生产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3、销售模式

从销售方式而言，汇银木业的销售模式均为自产自销、厂家直销，不设门店和销售代

理。 主要销售职责在销售部门，通过外勤销售人员主动拜访、客户主动寻求合作、业内口碑

传播、客户间相互推介，以及参加行业展销会等方式来开拓市场并获取订单。

从客户类型而言，根据客户购买后用途（用于直接加工生产或再次销售）不同，可将客

户分为终端客户和贸易商，汇银木业以终端客户销售为主，基于销售渠道资源、客户开发难

度等原因考虑，也会选择与贸易商合作。 但无论终端客户还是贸易商，均采用买断式销售，

除质量问题外，无销售折价或退回。

从销售流程而言，汇银木业采用随行就市的定价方式，在相关商业条款与客户磋商达

成一致后签订合同或框架协议，并根据合同约定以及客户的通知发货，自客户收到货物后，

商品所有权以及风险报酬转移，并同时根据合同约定结算收款，完成销售。

最近三年，汇银木业销售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近三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情况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汇银木业最近三年的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营业收入 485,045,607.12 498,174,104.18 552,482,817.27

净利润 33,636,205.06 31,796,330.32 46,930,378.85

收入增长率 一 2.71% 10.90%

利润增长率 一 -5.47% 47.60%

二、结合下游家居行业发展状况，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汇银

木业业绩大幅增长、近三年收入利润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下游家居行业发展状况

1、家居行业整体发展情况

汇银木业下游的家居行业，属于房地产后周期行业，因此受房地产景气程度影响较大。

近三年来，由于受到房地产“三条红线” 融资政策等因素影响，供给端房地产新增开发投资

呈下降趋势，从国房景气指数以及房地产销售面积趋势不难看出，房地产行业整体处于下

滑趋势：

2021年至2023年国房景气指数、商品房销售面积

而随着房地产行业下滑，家居行业则呈现出整体市场消费乏力的特点，正在从快速发

展的红利期向着存量市场的竞争过渡，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其集中度持续提升，头部效应亦

逐渐显现，而无法满足消费需求、缺乏竞争力的中小家居企业、个体作坊等将在竞争中淘

汰。

虽然，家居行业受房地产行业影响较大，但其受房地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存在

2-3年的传导周期。 众所周知， 家居行业的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施工装修阶段或竣工交房

后，因此，相较于房地产销售情况而言，家居行业当期发展情况与竣工规模的关联程度更

高。 因此，近三年来房地产行业景气程度下降，销量减少，但不会立即影响当期的家居行业，

这是因为我国的房地产销售均以期房预售为主，从新房开工、销售到竣工交付大概需要2-3

年的时间。

近三年来，我国房地产竣工面积增长变化情况如下：

2022年，房地产行业受融资政策影响，在建项目出现停工情况较多，导致竣工面积同比

下降，2023年，随着房地产行业“保交楼” 政策的持续推动，全国房地产竣工端持续实现正

增长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本情况显示：2023年，全国房屋竣工面积99,831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17.00%；全国家具类零售总额1,516亿元，同比增长2.8%，故由于产业链传导周

期的滞后性影响，近三年来，虽然房地产行业呈下滑趋势，导致家居行业出现上涨乏力，消

费信心不足等特点，但整体的市场规模仍较为稳定，从近三年来的家具类商品零售总额变

化情况可见，除季节性因素导致的波动外，整体市场规模较为稳定，并未出现显著下滑的趋

势：

由于产业链传导周期存在2-3年的滞后期，自2021年开始，房地产行业的下滑可能导致

2024年以后房屋竣工交付数量减少，且随着产业链传导滞后性的逐步显现，未来家居行业

受到房地产景气程度下降的不利影响可能会随之逐步扩大。 但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整体基数

较高，特别是以“保交楼” 政策持续推进为主的延期交房带来的市场增长能对家居行业的

市场体量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在未来1-2年内，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产业链传导周期带来

的市场下行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房地产整体的市场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存量房的市场份

额亦在逐步扩大，根据CRIC数据，2023年全年重点30城一二手房成交总量为3.43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13%。其中，一手房成交1.61亿平方米，较2022年微降3.3%；二手房成交1.82亿平方

米，同比增长33%，成交规模超过一手房，总量创历史新高，说明存量房的改善型、增量型装

修需求也在释放。

因此， 家居行业未来一方面可能会受到房地产行业下滑传导周期滞后带来的不利影

响；但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市场整体基数较高以及“保交楼” 政策下延期交房带来的市场增

长抵消；再一方面，随着存量房的交易量扩大，存量房的改善型家装需求和增量房的刚性家

装需求亦在叠加出现，未来家居行业将面临更多机会与风险并存的市场竞争发展机遇。

2、细分汇银木业下游客户行业群体的发展状况

进一步细分家居行业进行分析，汇银木业的人造板产品主要用于家具制造，故面向的

客户群体为家居企业中的家具制造行业， 经选取A股家居行业上市公司近三年的家具制造

业务收入与毛利率进行分析，其情况如下：

单位：元

企业简称 项 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索菲亚

家具制造业务收入 10,343,154,847.57 11,062,089,523.88 11,456,217,231.84

业务对应的毛利润 3,420,640,507.25 3,594,414,094.73 4,062,535,868.61

毛利率 33.07% 32.49% 35.46%

收入增长率 一 6.95% 3.56%

毛利增长率 一 5.08% 13.02%

欧派家居

家具制造业务收入 20,144,967,469.42 22,000,522,428.80 22,309,013,917.72

业务对应的毛利润 6,319,412,699.15 6,856,404,693.23 7,496,834,953.53

毛利率 31.37% 31.16% 33.60%

收入增长率 一 9.21% 1.40%

毛利增长率 一 8.50% 9.34%

顾家家居

定制家具产品收入 660,255,234.22 761,598,229.86 880,179,255.61

业务对应的毛利润 214,103,726.68 252,090,315.38 242,180,336.40

毛利率 32.43% 33.10% 27.51%

收入增长率 一 15.35% 15.57%

毛利增长率 一 17.74% -3.93%

皮阿诺

家具制造业务收入 1,789,332,062.09 1,413,043,705.11 1,289,476,238.86

业务对应的毛利润 603,638,193.36 418,381,394.45 373,244,324.05

毛利率 33.74% 29.61% 28.95%

收入增长率 一 -21.03% -8.74%

毛利增长率 一 -30.69% -10.79%

均值

平均收入 8,234,427,403.33 8,809,313,471.91 8,983,721,661.01

平均毛利 2,639,448,781.61 2,780,322,624.45 3,043,698,870.65

平均毛利率 32.05% 31.56% 33.88%

平均收入增长率 一 6.98% 1.98%

平均毛利润增长率 一 5.34% 9.47%

注：其中，索菲亚与皮阿诺为汇银木业的客户。

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四家家居行业上市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分析可见，近三年来，家居

行业企业亦呈现出收入上涨乏力的情况，市场规模趋于饱和的情况下，竞争加剧，致使收入

增长速度放缓，部分企业甚至出现收入与毛利率下滑的情况。 但总体上看，家居行业的市场

规模、盈利情况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并未出现大幅波动和下滑的现象。

3、家居行业发展状况对人造板行业发展情况的影响

对于汇银木业所在的人造板制造业而言，家居行业的市场上涨乏力，市场规模饱和，进

一步导致了人造板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根据《中国人造板产业报告2023》显示，2022年中

国人造板产品产值6650亿元，同比降低11.6%，是近十年来首次增长率出现负值，同时，2022

年中国人造板产量为2.87亿立方米，同比下降14.6%，是连续四年增长后首次下降。

以上情况说明，随着下游家居行业市场规模的逐步饱和，人造板产业也从行业红利的

高速发展状态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状态，随着人造板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集中度

提高，产业布局在持续优化，落后产能逐步淘汰，无法抵御市场行情变化、缺乏竞争优势低

端产品中小企业在逐步淘汰。

根据《中国人造板产业报告2023》、中国人造板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消息显示，近年

来我国纤维板产业、刨花板产业发展均呈现企业数量、生产线数量下降，而单线生产能力持

续上升的态势。 其中，刨花板产业在2023年呈现企业数量与生产线数量恢复增长，总生产能

力及平均单线生产能力持续上升态势。

因此，从人造板行业企业数量、总产能以及单线产能变动情况不难看出，近年来人造板

整体行业发展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低端、落后产能的加速淘汰，

导致行业整体下滑，但与此同时也释放了市场份额和空间，为中高端产品企业带来了新的

增长空间。

4、汇银木业的产品定位

人造板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由于技术壁垒较低，目前我国人造板企业仍然以中

小民营企业为主，小型生产企业则普遍存在技术设备落后、生产工艺环保指标不达标等问

题。 而汇银木业生产的刨花板、纤维板产品，在相同人造板产品中属于中高端产品。 主要原

因如下：

（1）生产工艺及设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人造板产品本身技术壁垒低，生产设备及工艺是决定人造板产品性能、质量、合格率等

最主要的原因。 目前，行业内较为领先的人造板生产设备为连续平压工艺设备，根据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运营的“中国人造板” 微信公众号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纤

维板生产能力变化情况及趋势研判》《2023年度中国刨花板生产能力变化情况及趋势研

判》消息显示，截至2023年底，行业内刨花板、纤维板生产线工艺占比情况及如下：

项目

刨花板 纤维板

全国 河北省 全国 河北省

生产线数量（条） 324 32 309 34

其中：连续平压产线（条） 113 8 133 12

占比 35% 25% 43% 35%

由上表可知，连续平压工艺的生产线在人造板行业中数量占比较低，在汇银木业所处

的河北省则更低，致使汇银木业区域竞争优势较为突出。 由于汇银木业拥有的刨花板、纤维

板生产线均为连续平压工艺，因此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所生产的人造板产品性能、质量

均具备优势，属于中高端产品。

（2）产品环保等级较高

汇银木业的人造板产品主要用于下游家居企业生产定制家具、板式家具等，随着终端

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产品的环保等级一定程度决定着产品的定位。 汇银木业板材产品

通过了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中国绿色产品认证、FSC-COC认证、美国加州CARB认证，

美国EPA认证、日本JIS标准F☆☆☆☆认证，还取得了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能源管理体系五体系认证，在行业内属于领先水

平。 同时，拥有生产高环保标准产品能力，可生产无醛刨花板。

综上，汇银木业产品在刨花板、纤维板产品中的定位属于中高端范畴，在人造板行业受

到家居行业影响，进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之时，随着低端产品的淘汰，存在着一定的市场上

涨空间。

（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情况对比

1、近三年汇银木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基本情况

汇银木业作为中小企业，主要产品为刨花板、纤维板，产品及业务开展较为单一，而同

行业上市公司整体规模较大，且经营业务多元化，业务间盈利情况不一，导致可能存在一些

不可比因素。 因此，为聚焦分析同行业公司人造板业务的对应的收入、净利润等指标变动情

况，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的人造板对应业务分部的信息披露详细程度、多元化业务比重及

多元化业务对净利润影响程度综合考虑。 选取可比性较高的几家同行业上市公司近三年同

类业务经营情况与汇银木业进行对比，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企业简

称

所在省

份

所属区

域

产能规模

可比经营

业务

业务经营情况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丰林集

团

广西省

华南地

区

180万立

方米

刨花板、纤

维板产品

（注1）

营业收入 196,157.30 195,655.11 227,461.64

净利润 27,252.65 4,897.63 11,614.96

收入增长率 一 -0.26% 16.26%

利润增长率 一 -82.03% 137.15%

平潭发

展

福建省

华东地

区

超50万立

方米

纤维板产

品（注2)

营业收入 75,162.82 62,767.66 80,361.93

营业利润 5,789.78 1,518.68 2,125.63

收入增长率 一 -16.49% 28.03%

利润增长率 一 -73.77% 39.97%

兔宝宝 浙江省

华东地

区

未披露

以家具板

材为核心

的装饰材

料（注3)

营业收入 942,592.53 891,738.73 906,285.85

其中： 装饰材料

收入

658,193.88 664,190.35 685,635.03

净利润 73,682.27 46,225.93 71,047.23

装饰材料收入增

长率

一 0.91% 3.23%

利润增长率 一 -37.26% 53.70%

鼎丰股

份

河南省

华北地

区

100万立

方米

刨花板（注

4)

营业收入 61,526.81 89,190.14 117,342.09

净利润 6,647.61 15,778.17 22,313.55

收入增长率 一 44.96% 31.56%

利润增长率 一 137.35% 41.42%

大亚圣

象

江苏省

华东地

区

155万立

方米

中高密度

板产品（注

5）

营业收入 875,052.37 736,296.84 653,183.99

其中： 中高密度

板收入

186,058.86 161,305.59 154,291.52

净利润 61,623.90 42,773.63 34,239.59

中高密度板收入

增长率

一 -13.30% -4.35%

利润增长率 一 -30.59% -19.95%

汇银木

业

河北省

华北地

区

47万立方

米

刨花板、纤

维板产品

营业收入 48,504.56 49,817.41 55,248.28

净利润 3,363.62 3,179.63 4,693.04

收入增长率 一 2.71% 10.90%

利润增长率 一 -5.47% 47.60%

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

注1：丰林集团相关数据取自其2021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里分部信息中的人造板分部，

此分部主要从事纤维板、刨花板的生产、销售业务，与汇银木业可比性较强。 除人造板业务

外丰林集团还存在林业分部、其他分部，与汇银木业的经营可比性不强。

注2：平潭发展相关数据取自其2021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里分部信息中的木业分部，此

分部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中纤板，与汇银木业可比性较强。 因分部报告信息仅披露了营业

利润，未披露净利润，因此，选取营业利润作为趋势分析的业绩指标。 除木业外，平潭发展还

存在贸易、林业、房地产及其他业务分部，与汇银木业的经营可比性不强。

注3：兔宝宝相关数据取自其2021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由于分部信息中未披露分部利

润情况，因此以整体经营口径对比。

注4：鼎丰股份相关数据取自其2021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由于业务单一，只有刨花板

产品销售，因此选取其整体口径进行对比。

注5：大亚圣象相关数据取自其2021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由于未披露分部信息，因此

以整体经营口径对比。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人造板经营业务收入，在2022年度普遍存在下滑，仅兔

宝宝、鼎丰木业上涨。 而在2023年，收入则普遍存在上涨，涨幅在3.23%-31.56%之间，仅大

亚圣象存在小幅度的下滑。 而鼎丰木业系由于2022年4月子公司的新产线投产， 导致2022

年、2023年收入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而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人造板经营业务利润，在2022年度普遍存在下滑，且降幅较大，在

30.59%至82.03%之间不等，而在2023年度普遍存在上涨，且涨幅较大，在39.97%至137.15%

之间，仅大亚圣象存在进一步的下滑。 而鼎丰木业由于2022年4月子公司的新产线投产，导

致2022年、2023年净利润均在持续增长。

2、汇银木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收入、利润变动情况的合理性分析

（1）收入变动的合理性分析

/从行业趋势看，在2022年度，同行业收入普遍下滑，而汇银木业收入增长2.71%，增长

幅度不大。 进一步分析汇银木业在2022年存在逆势增长原因，主要是由于其区域性优势所

导致，如前表所示，汇银木业地处河北省，丰林集团地处广西省，平潭发展地处福建省，兔宝

宝地处浙江省，鼎丰股份地处河南省，大亚圣象地处江苏省。 人造板行业的各区域市场竞争

环境不同，导致其市场增长空间不一致，根据《中国人造板产业报告2023》中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人造板产量及其增长率情况如下：

由上图可知，在2022年度产量前10的人造板经营省份中，汇银木业所处的河北省，产量

增长率最高，为7.6%，说明其市场空间较大，具备收入上涨的空间和前提。 而其他同行业可

比公司所处的省份中， 产量增长率几乎均是下降。 其中， 福建省下降最大， 增长率为-50.

40%，而平潭发展的收入在2022年降幅也是同行业最大。因此，汇银木业收入在2022年超过

同行业可比公司略有逆势上涨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所处河北省的区域性优势导致，具备合

理性。

而在2023年度，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均呈现上涨的趋势，汇银木业涨幅10.90%，高于兔

宝宝、大亚圣象，低于丰林集团、鼎丰股份、平潭发展，处于行业中位值，其趋势和同行业一

致，幅度在同行业增长范围内，亦具备合理性。

（2）利润变动的合理性分析

2022年，同行业利润普遍下滑，汇银木业利润也同步下滑，就趋势而言，与同行业相比

是一致的。 从下降幅度而言，同行业降幅在30.59%至82.03%之间，汇银木业仅下降5.47%，

为同行业最低，主要原因如下：

①如前所述，汇银木业所处的河北省在同行业上市公司所处省份中，具备一定的区域

性优势，市场竞争相对较低，因此利润降幅较低。

②如前表所示，在所有披露产能的公司中，汇银木业产能为同行业最小，反映出其固定

资产投资规模相对同行业较低，由此带来的固定经营成本小、经营负担与压力相对较轻，而

同行业可比公司多属于行业巨擘，投资规模大，在市场上行过程中，产生的规模效应更加明

显，能获取更多的利润，但与此同时也导致固定成本较高，即经营杠杆高，有较强的助涨助

跌效应，所面临和承受的行业市场性风险更大，因此在整体市场下行期间，受到的影响也相

对较大。

而2023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持续，下游房地产行业“保交楼” 政策的持续，家居行

业的增长，市场环境的进一步放开，同行业公司经营利润均存在上涨趋势，其上涨幅度在

39.97%至137.15%，仅大亚圣象继续下滑，而汇银木业利润增长幅度为47.60%，处于行业中

位值，具备合理性。

因此，就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增长变动趋势进行对比，并结合汇银木业与可比公司的区

域性市场环境差异、自身经营规模性差异因素考虑，汇银木业近三年收入、利润变动趋势及

其幅度均具备合理性。

（三）报告期内汇银木业业绩大幅增长、近三年收入利润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近三年，汇银木业利润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485,045,607.12 498,174,104.18 552,482,817.27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481,861,840.80 495,782,604.26 550,821,128.28

减：营业成本 429,289,608.54 443,288,552.64 491,335,548.81

销售毛利 55,755,998.58 54,885,551.54 61,147,268.46

毛利率 11.50% 11.02% 11.07%

减：税金及附加 2,296,367.44 2,130,169.23 3,333,921.61

销售费用 1,012,016.86 923,348.32 1,041,237.13

管理费用 12,556,308.21 13,392,983.12 15,581,161.79

研发费用 - -

财务费用 13,452,086.23 17,859,676.85 12,238,319.84

其中：利息费用 13,631,634.58 17,421,015.75 12,183,208.41

利息收入 205,945.17 67,574.26 448,463.73

加：其他收益 9,346,793.71 10,594,234.97 18,412,210.72

投资收益 632,031.48 120,815.93

信用减值损失 -1,585,108.63 670,935.15 285,136.67

资产减值损失 -222,816.32 -33,907.28 -254,293.12

资产处置收益 6,593.90 7,624.58

三、营业利润 33,978,088.60 32,449,262.24 47,524,122.87

加：营业外收入 108.09 216.82 1,088,905.04

减：营业外支出 341,991.63 629,644.10 1,535,406.46

四、利润总额 33,636,205.06 31,819,834.96 47,077,621.45

减：所得税费用 23,504.64 147,242.60

五、净利润 33,636,205.06 31,796,330.32 46,930,378.85

由上表可知，汇银木业2022年与2021年相比收入小幅度上涨，利润略有下滑，但总体保

持稳定。 而与前两年相比，2023年收入上涨幅度较大，同时利润也大幅增长。

1、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最近三年，汇银木业主营产品销售收入、销售量及销售单价变动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纤维板

销售数量（立方米） 193,739.71 190,268.83 206,460.79

销售单价（元/立方米） 1,287.65 1,355.67 1,359.45

销售收入（元） 249,468,240.75 257,941,799.08 280,673,335.43

销量增长率 一 -1.79% 8.51%

单价增长率 一 5.28% 0.28%

收入增长率 一 3.40% 8.81%

刨花板

销售数量（立方米） 187,328.21 185,849.94 203,953.49

销售单价（元/立方米） 1,240.57 1,279.75 1,324.56

销售收入（元） 232,393,600.05 237,840,805.18 270,147,792.85

销量增长率 一 -0.79% 9.74%

单价增长率 一 3.16% 3.50%

收入增长率 一 2.34% 13.58%

合计

销售数量（立方米） 381,067.92 376,118.77 410,414.28

销售单价（元/立方米） 1,264.50 1,318.15 1,342.11

销售收入（元） 481,861,840.80 495,782,604.26 550,821,128.28

销量增长率 一 -1.30% 9.12%

单价增长率 一 4.24% 1.82%

收入增长率 一 2.89% 11.10%

就量价分析而言，2022年收入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价格上涨，产品的销量在下滑。 如前所

述，受家居行业影响，人造板产业布局在两极分化，低端产品减少，中高端产品增加，汇银木

业根据市场发展趋势调整产品结构，在纤维板产品中增加防火、防潮等功能板、颜色板、较

高密度产品以及高环保等级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是导致2022年价格上涨但销量下降的主要

原因。 2023年由于市场环境的进一步放开，销量增长是导致收入上涨的主要因素。

因此，汇银木业近三年产品量、价变动合理，与市场情况一致，造成收入增长的原因客

观，具备合理性。

2、最近三年利润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较2021年相比，2022年利润略有下滑，但总体较为稳定。 但2023年利润增长较多。 进一

步分析造成利润增长的原因，主要为销售毛利总额增加、利息费用下降、其他收益增加三个

方面，此三项指标的变动，导致汇银木业2023年与2022年相比利润增加1,931.75万元，是业

绩大幅上涨的主要动因，因此将销售毛利、利息费用、其他收益识别为业绩上涨的关键驱动

指标，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1）销售毛利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近三年来，汇银木业的销售毛利情况如下：

项 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营业收入 485,045,607.12 498,174,104.18 552,482,817.27

减：营业成本 429,289,608.54 443,288,552.64 491,335,548.81

销售毛利 55,755,998.58 54,885,551.54 61,147,268.46

销售毛利率 11.50% 11.02% 11.07%

销售毛利增长额 一 -870,447.04 6,261,716.92

收入增长率 一 2.71% 10.90%

销售毛利增长率 一 -1.56% 11.41%

从上表可知，近三年来，汇银木业2022年毛利率较2021年略微下滑，导致销售毛利下

降，但总体变动幅度不大。2023年较2022年增长626.17万元，增长幅度11.41%，涨幅较大，而

近三年汇银木业销售毛利率分别为11.50%、11.02%、11.07%，基本保持在稳定水平，因此，

导致销售毛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带动的销售毛利总额增加，两者增幅相当。

而从前述的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同行业近三年的收入增长情况对比分析可知，由于2023

年受到市场环境放开、产业布局的结构性调整、房地产“保交楼” 政策持续推进的相关影

响，汇银木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营业收入均呈现增长的情况，汇银木业增长趋势与同行

业一致，增长幅度在同行业增长幅度范围内。

因此，由于销售收入增长，进而带动销售毛利总额增加，具备合理性。

（2）利息费用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近三年来，汇银木业的利息费用2022年上升，2023年下降，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利息费用 13,631,634.58 17,421,015.75 12,183,208.41

利息费用增长额 一 3,789,381.17 -5,237,807.34

利息费用增长率 一 27.80% -30.07%

近三年来，汇银木业平均带息负债本金规模情况如下：

项 目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平均带息负债 168,256,786.07 217,503,918.54 225,609,851.73

平均带息负债增长率 一 29.27% 3.73%

注：平均带息负债规模=（期初带息负债金额+期末带息负债金额）/� 2计算得出。

近三年来，汇银木业主要融资合同的借款利率情况如下：

项 目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融资利率 4.55%-12.60% 6%-10% 4.5%-7%

导致借款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享受到国家宏观金融调控的政策性红利， 从5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看，自2021年开始至2023年均处于持续下调的状况。同时，汇银木业2023年

3月开始纳入上市公司运作体系，信用背景提高。 因此，汇银木业2023年可从金融机构借入

利率更低的借款，置换原较高利率的借款。

2021年至2023年我国LPR（五年期）变化情况

从近三年来汇银木业的带息负债规模以及融资利率变化情况可知，2022年度利息费用

较2021年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带息负债规模增长，而2023年度，在平均带息负债规模未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利息费用较2022年下降30.07%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融资利率下降。 其

中， 最主要的是汇银木业2023年向沧州银行新借入的2亿元人民币借款合同利率为4.5%

（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编号为

2023-019的公告），较2022年度的银行长期借款、重组借款合同利率6%下降了1.5个百分

点。

综上，汇银木业2023年度在带息负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利息支出下降具备合理性，与

自身增信情况、债务融资成本变动情况相符，与国家金融政策变化趋势一致，具备合理性。

因此，财务费用减少的原因具备合理性。

（3）其他收益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近三年来，汇银木业其他收益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增值税即征即退 9,346,414.22 10,474,345.61 18,319,424.21

其他政府补助 118,197.43 90,243.59

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379.49 1,691.93 2,542.92

合计 9,346,793.71 10,594,234.97 18,412,210.72

增值税即征即退增长额 一 1,127,931.39 7,845,078.60

增值税即征即退增长率 一 12.07% 74.90%

从上表可知，近三年来，汇银木业增值税即征即退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且2023年较2022年增

长784.51万元，增长率74.90%，是2023年业绩大幅上涨的三大关键驱动指标中最主要的增

长指标，其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如下：

①退税收益增加，与国家减税降费环境及具体税收优惠政策力度扩大相符

2021年至2022年3月， 根据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财税

〔2015〕78号）的规定，汇银木业以三剩物、次小薪材等为原料生产刨花板和纤维板，享受增

值税即征即退70%的优惠政策。

随着国家减税降费环境持续，税收优惠红利的扩大，根据《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

税政策的公告》（财税〔2021〕40号）规定，自2022年3月1日起，汇银木业享受增值税即征

即退90%的优惠政策。

因此，随着增值税即征即退比例的扩大，汇银木业在2022年3月开始（按缴纳税款的所

属期间口径计算），可享受的退税收益从70%增加至90%，导致汇银木业增值税退税收益成

逐步增长趋势，与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变动趋势相符，具备合理性。

②退税收益增加，与享受的税收优惠作用机制相符

汇银木业所享受的增值税退税优惠，是按照当期所缴纳增值税的一定比例，享受财政

的退还。 因此，所缴纳增值税金额越多，能够收到的财政退还越多。 而根据增值税的计缴机

制，是以当期确认的销项税减去可以抵扣的进项税计算缴纳，即从税收机制的角度看，公司

经营产生的增值额越多，缴纳的增值税越多。 而税收口径下增值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应

税主体的盈利增长情况。 因此，该税收优惠机制对经营利润存在着极强的助长效应，即对于

盈利规模增加的企业，其增值额越大，所缴纳的增值税越多，得到的退税收益越多。

随着2023年汇银木业收入增加，销项税增加，同时根据当地税收征管要求，2023年汇银

木业采购的农产品抵扣进项税方法发生改变， 从核定抵扣进项税改为凭票计算抵扣进项

税，导致采购农产品可抵扣的进项税金额减少，致使2023年汇银木业缴纳的增值税增多，因

此收到的退税收益增加，具备合理性。

③退税收益增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相符

近三年，选取与汇银木业享受相同税收优惠的同行业可比公司退税收益对比分析如下

(单位：元)：

可比公司名称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丰林集团 27,106,390.77 33,833,447.87 43,663,597.63

大亚圣象 49,319,240.00 30,452,783.48 63,840,570.46

平潭发展 9,652,717.97 4,870,419.90 16,078,567.17

鼎丰股份 18,162,703.88 18,617,754.86 35,065,813.30

可比公司平均退税收益 26,060,263.16 21,943,601.53 39,662,137.14

平均增长率 一 -15.80% 80.75%

注：以上数据取自各公司2021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内容。

由上表可知，2022年行业平均退税收益下滑，但内部各公司之间增减趋势不一，汇银木

业小幅度上涨的情况，与丰林集团、鼎丰股份的增长趋势相符。 而造成行业内公司增减趋势

情况不一的原因主要是产品结构导致的，丰林集团、鼎丰股份、汇银木业的人造板产品共同

特点是刨花板产品占比相对较高，而平潭发展、大亚圣象的人造板产品中主要是纤维板类

产品， 两种板材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程度不一， 总体而言刨花板利润高于纤维板利润，因

此，刨花板占比较高的企业增值额较高，叠加退税政策比例提高的影响，使得虽然2022年市

场存在下行，但相应退税收益仍呈现出增长的情况。

再看2023年，整个行业内可比公司的退税收益均呈现增长的趋势，且上涨幅度较高，平

均增长率达80.75%，在反映出前述国家税收优惠扩大对行业经营收益影响的同时，也进一

步体现出该税收优惠机制对盈利情况的助长效应。 因此， 汇银木业2023年退税收益增长

74.90%，与同行业增长趋势、增长幅度情况相符，具备合理性。

④退税收益确认审慎、真实、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

最近三年来，汇银木业符合优惠政策的增值税实缴纳税情况、退税申报及审批情况、退

税资金到账情况逐笔披露如下 (单位：元)：

税款所

属期期

间

符合优惠

政策的增

值税实缴

金额

税款

缴纳

时间

退

税

比

例

计算的应

退税金额

《退（抵）税申请审批表》审批情况 退税资金到账情况

审批

时间

税务机关

核实部门

审批税

务机关

核实、

审批方

式

退税审批

金额

到账

时间

到账金额

拨款

方户

名

拨款方账

户号

2021 年

1月

53,647.19

2021

年 2

月

70

%

37,553.03

2021

年 4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37,553.03

2021

年4月

37,553.03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1 年

2月

265,

051.08

2021

年 3

月

70

%

185,

535.76

2021

年 4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185,

535.76

2021

年4月

185,

535.76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1 年

3月

1,902,

030.03

2021

年 4

月

70

%

1,331,

421.02

2021

年 4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1,331,

421.02

2021

年4月

1,331,

421.02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1 年

4月

717,

219.52

2021

年 5

月

70

%

502,

053.66

2021

年 5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502,

053.66

2021

年5月

502,

053.66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1 年

5月

1,499,

403.41

2021

年 6

月

70

%

1,049,

582.39

2021

年 7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1,049,

582.39

2021

年7月

1,049,

582.39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1 年

6月

453,

048.19

2021

年 7

月

70

%

317,

133.73

2021

年 7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317,

133.73

2021

年7月

317,

133.73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1 年

7月

3,043,

228.16

2021

年 8

月

70

%

2,130,

259.71

2021

年 8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2,130,

259.71

2021

年8月

2,130,

259.71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1 年

8月

1,310,

433.92

2021

年 9

月

70

%

917,

303.74

2021

年 10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917,

303.74

2021

年 10

月

917,

303.74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1 年

9月

1,598,

194.62

2021

年 10

月

70

%

1,118,

736.23

2021

年 11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1,118,

736.23

2021

年 11

月

1,118,

736.23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1 年

10月

1,748,

399.81

2021

年 11

月

70

%

1,223,

879.87

2021

年 11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1,223,

879.87

2021

年 11

月

1,223,

879.87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1 年

11月

761,

364.40

2021

年 12

月

70

%

532,

955.08

2021

年 12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532,

955.08

2021

年 12

月

532,

955.08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1 年

合计

13,352,

020.33

9,346,

414.22

9,346,

414.22

9,346,

414.22

2021 年

12月

1,348,

316.72

2022

年 1

月

70

%

943,

821.70

2022

年 4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943,

821.70

2022

年4月

943,

821.70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2 年

1月

263,

059.43

2022

年 2

月

70

%

184,

141.60

2022

年 4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184,

141.60

2022

年4月

184,

141.60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2 年

2月

1,353,

808.98

2022

年 3

月

70

%

947,

666.29

2022

年 4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947,

666.29

2022

年4月

947,

666.29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2 年

5月

1,750,

325.42

2022

年 6

月

90

%

1,575,

292.88

2022

年 7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1,575,

292.88

2022

年8月

1,575,

292.88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2 年

6月

501,

421.66

2022

年 7

月

90

%

451,

279.49

2022

年 7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451,

279.49

2022

年8月

451,

279.49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2 年

7月

1,324,

562.16

2022

年 8

月

90

%

1,192,

105.94

2022

年 10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1,192,

105.94

2022

年 10

月

1,192,

105.94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2 年

8月

2,167,

562.50

2022

年 9

月

90

%

1,950,

806.25

2022

年 10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1,950,

806.25

2022

年 10

月

1,950,

806.25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2 年

9月

2,232,

748.30

2022

年 10

月

90

%

2,009,

473.47

2022

年 10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2,009,

473.47

2022

年 10

月

2,009,

473.47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2 年

11月

1,355,

286.65

2022

年 12

月

90

%

1,219,

757.99

2022

年 12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1,219,

757.99

2022

年 12

月

1,219,

757.99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2年

合计

12,297,

091.82

10,474,

345.61

10,474,

345.61

10,474,

345.61

2022 年

12月

749,

219.76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2

月

（ 补

缴）

90

%

674,

297.78

2023

年 2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674,

297.78

2023

年2月

674,

297.78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3 年

2月

2,839,

648.75

2023

年 3

月

90

%

2,555,

683.88

2023

年 3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2,555,

683.88

2023

年3月

2,555,

683.88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3 年

5月

2,491,

604.56

2023

年 6

月

90

%

2,242,

444.10

2023

年 6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2,242,

444.10

2023

年6月

2,242,

444.10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3 年

6月

2,795,

979.68

2023

年 7

月

90

%

2,516,

381.71

2023

年 7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2,516,

381.71

2023

年7月

2,516,

381.71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3 年

7月

1,543,

409.10

2023

年 8

月

90

%

1,389,

068.19

2023

年 9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1,389,

068.19

2023

年9月

1,389,

068.19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3 年

8月

2,370,

771.53

2023

年 9

月

90

%

2,133,

694.38

2023

年 9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2,133,

694.38

2023

年9月

2,133,

694.38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3 年

9月

2,446,

898.14

2023

年 10

月

90

%

2,202,

208.33

2023

年 10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2,202,

208.33

2023

年 10

月

2,202,

208.33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3 年

10月

2,329,

742.21

2023

年 11

月

90

%

2,096,

767.99

2023

年 11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2,096,

767.99

2023

年 11

月

2,096,

767.99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3 年

11月

2,787,

642.05

2023

年 12

月

90

%

2,508,

877.85

2023

年 12

月

国家税务

总局唐县

税务局王

京分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唐 县 税

务局

盖章确

认

2,508,

877.85

2023

年 12

月

2,508,

877.85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0311****8

001

2023 年

合计

20,354,

915.78

18,319,

424.21

18,319,

424.21

18,319,

424.21

由上表可知，近三年来，汇银木业账面确认的退税收益均有《退（抵）税申请审批表》作

为依据，并经过相关的主管税务部门审批，汇银木业在收到相关退税款项的同时确认其他

收益，支付退税款项的对手方账户名称及账号均保持一致，为国库业务账户。 因此，汇银木

业不存在以应收金额确认退税收益的情况，退税收益确认审慎；不存在提前或延迟确认退

税收益的情况，退税收益确认期间恰当；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政府补助方面的会计

政策，退税收益确认真实、准确、完整。

信息披露

2024/5/31

星期五

B043

Disclosure

（下转B04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