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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收入函证回函比例为52.65%、应收账款回函比例为67.25%，回函比例较低主要系公司境

外主要客户采埃孚、戴姆勒、宝洁集团、麦格纳、利纳马等未回函所致，上述客户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供应商

管理系统，基于其内部管理要求，通常不予对第三方机构的函证回函；回函差异主要系双方账务处理差异

所致，公司依据终验收单确认收入及应收账款，部分客户依据公司开票情况确认采购及应付账款，形成时

间性差异。

针对未回函及回函不符的情况，年审会计师通过电话、邮件向函证对象了解未回函及回函差异的原

因，分析未回函及回函差异原因的合理性。 同时，年审会计师通过检查销售合同、订单、发运凭证、销售发

票、预验单、终验单及项目回款文件等凭证实施了替代测试，收入和应收账款的函证和替代测试的比例分

别为86.83%和88.90%。

（二）细节测试

1、收入细节测试

对公司境内外客户销售收入执行了细节性测试，测试覆盖比例为88.89%，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209,578.76

执行细节测试的项目金额 186,295.88

执行细节测试覆盖的比例 88.89%

2、收款测试

年审会计师测试了境内外主要客户的当期收款及期后回款情况，测试覆盖比例为80.22%，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A

期初累计收款

B

本期收款测试

C

测试比例

D=（B+C）/A

境内 63,468.51 18,294.99 26,016.34 69.82%

境外 146,110.24 57,734.50 66,070.37 84.73%

合计 209,578.75 76,029.49 92,086.71 80.22%

3、期后回款测试

检查期后客户回款情况， 截至审计报告日， 期后回款金额为16,641.16万元， 占期末余额的比例为

43.07%，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境内公司 境外公司 合并

期末余额 21,719.87 16,915.26 38,635.13

期后回款金额 5,969.24 10,671.92 16,641.16

回款比例 27.48% 63.09% 43.07%

（三）截止测试

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营业收入实施截止测试，获取并检查了对应项目的合同订单、发运单、预

验收单据、发票、终验单据及收款凭证，评价营业收入是否在恰当期间确认。 截止测试查验的本期确认收

入的项目15个，对应收入金额为4.81亿元，占收入的比例为22.94%；期后确认收入的项目28个，对应收入

金额为3.99亿元。 截止测试和细节测试查验了本期确认收入的主要项目，整体覆盖比例为88.89%。 经测

试，所有样本均按照收入确认正常准确地记录于对应的会计期间内。

（四）分析程序

1、执行分析程序，结合产品类型、项目情况、客户结构、同行业对比等维度，对营业收入及毛利率进行

分析；2、了解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历史合作情况，分析销售金额变动原因及其合理性；3、了解同

行业可比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以及账龄结构，与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差异原因；4、了解公司的信用政

策，检查销售合同有关信用政策的条款是否与公司实际执行的一致，了解信用期是否存在重大变动；了解

客户实际回款周期与信用期差异的原因。

综上，针对境内外客户，通过实施上述审计程序，获取了充分且有效的审计证据，境内外客户销售收

入确认真实、准确，应收账款余额真实、准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主要客户相关资料，并通过网络核查，确认其是否为公司关联方，并分析公司客户集中度

较高的原因；

2、获取公司关联方客户合同、验收单等相关资料，对比分析销售价格及毛利率情况，确认是否存在利

益输送的情形；

3、对比同行业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情况，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变动频繁的合理性；

4、获取并核查年审会计师对公司主要境内外客户实施的审计程序及底稿。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23年度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与行业情况相符，具备合

理性；公司与关联公司的交易系正常商业合作，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

客户集中度不存在异常情形，并低于同行业水平，不存在重大风险。

问题4、关于存货

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存货账面价值为193,063.92万元，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702.01万元，同比

增长345.05%，其中2020年8月接入的GKN项目2023年计提资产计提损失5,643万元，2022年已计提资产

减值损失1,084万元，累计亏损6,727万元。

请公司：（1）结合商业模式、订单覆盖率、交付周期、验收条件等，说明公司2023年末存货余额较大的

原因及合理性，分析存货周转率变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及原因；（2）请公司结合GKN项目存货减

值迹象及其出现的具体时点、同行业其他公司计提减值时点情况，说明该项目减值准备计提时点的合理

性，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大额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形，前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准确、充分；（3）结合期末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依据及测算过程， 重要假设及关键参数的选取标准及依据， 说明可变现净值与

2022年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变化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准确、合理；（4）结合境内外存货存放和盘点的

具体情况，说明盘点制度及执行程序的有效性。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存货及其跌价准备的审计程序。

回复

一、结合商业模式、订单覆盖率、交付周期、验收条件等，说明公司2023年末存货余额较大的原因及合

理性，分析存货周转率变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及原因

（一）商业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生产管理模式，存货订单覆盖率基本可达100%，存货波动主要受

各年度在手订单情况以及项目实施周期影响。

公司存货主要为未完工的智能制造装备，在项目通过终验收实现风险报酬的完全转移之前，公司项

目均通过在产品核算，完成终验收后即结转为主营业务成本。由于公司订单多为定制化的智能制造装备，

生产周期较长，一般从签订合同至终验完成需要6-24个月，导致公司期末在产品与存货金额较大。

（二）存货与在手订单概览

最近两年末，公司存货与在手订单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12.31/2023年度 2022.12.31/2022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原材料 8,094.87 3.95% 7,385.88 3.85%

在产品 197,077.94 96.05% 184,308.48 96.15%

存货余额合计 205,172.81 100.00% 191,694.36 100.00%

跌价准备 12,108.89 - 2,483.44 -

存货账面价值 193,063.92 - 189,210.92 -

新接订单金额 250,890.39 283,492.98

在手订单余额 425,761.47 368,448.19

由上表可知，公司2023年末存货余额较大主要系在产品余额较高导致，其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及

行业生产特点吻合。截至2023年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为42.58亿元，整体保持较高的水平，较2022年末相

比增加约5.7亿元，在手订单储备量的增长为存货余额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三）存货周转率变动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及原因

公司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可比公司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迈赫股份 0.6043 0.5183 0.8262 0.9223

豪森智能 0.6467 0.6342 0.6536 0.6198

天永智能 0.7248 0.713 0.7299 1.0219

誉辰智能 0.9409 0.5771 0.5482 0.4276

瀚川智能 1.0859 1.1406 1.2062 1.7203

埃夫特-U 2.3415 1.8594 2.0397 1.9385

克来机电 2.6211 2.5293 3.0867 4.6993

平均值 1.2807 1.1388 1.2986 1.6214

均普智能 0.9074 0.9253 1.09 0.8161

公司存货周转率介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区间内，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行业特性与

实际经营情况。 2023年度公司存货周转率较以前年度较低，主要系公司新签订单情况良好，在手订单充

沛，生产节奏有序稳定，营收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提升了存货余额所致。

二、请公司结合GKN项目存货减值迹象及其出现的具体时点、同行业其他公司计提减值时点情况，说

明该项目减值准备计提时点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大额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形，前期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是否准确、充分

（一）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政策

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政策为：于资产负债表日，当合同的预期总收入低于其预期总成本时，视为亏损合

同。 公司定期评估其在执行合同，以识别可能存在的亏损合同，对于已经识别为亏损合同的项目，按照预

期总成本与预期总收入之间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与同行业其他公司计提政策不存在差异。

（二）GKN项目基本情况

2020年9月，PIA美国与GKN签订了金额为1,379.11万美元的销售订单。 该项目是PIA美国接入的战

略级标杆项目，是公司实行全球化战略后，由PIA美国首次承接大型汽车工业智能装备项目，此前PIA奥

地利已成功执行过同类型项目，有相应的技术能力，但对于PIA美国而言，该项目具有技术难度大、复杂程

度高、初始毛利较低的特点，加之项目执行过程中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影响，PIA美国与PIA奥地利在项目

前期沟通受限。

（三）GKN项目存货减值迹象及其出现的具体时点

在GKN项目执行过程中，PIA美国逐步意识到技术难度超出预期，特别是生产线完成预验收，交付客

户后，双方对于产线的技术性指标实现情况出现一定的分歧，由于技术指标未达到客户要求，导致调试周

期较长，延长至42个月，该项目成本逐步出现超预算的情况，公司根据项目技术部门对预计总成本测算情

况对预算成本进行了调整，在出现减值迹象时进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存在通过计提大额减值调节利

润的情形。

GKN项目各阶段预算成本变动及项目预计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美元

时间 订单金额 预算成本 预计利润 跌价准备 项目情况

2022/12/31 1,379.11 1,534.78 -155.67 155.70

预验收完成，并于2022年11月发运至

客户现场

2023/12/31 1,289.11 2,248.67 -959.56 945.81

现场调试基本完成，由于技术指标无

法完全满足客户要求，经与客户协商，

订单金额扣减90万美元，公司根据最

新情况调整了预计成本

2024/3/13 1,289.11 2,234.92 -945.81 -

项目完成终验收，与2023年底比较项

目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按照项目实

际成本计算确定了跌价准备金额

GKN项目执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2022年12月31日，项目已通过预验收并于2022年11月发运至客户现场进行安装调试，公司预

计项目将于2023年完成终验收， 公司根据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测算并将预计成本调整为1,534.78万美元，

由于项目出现预计亏损，公司按照预计成本与合同金额的差额计提了跌价准备155.70万美元。

2、2023年随着项目现场安装调试的推进，客户针对初始合同提出新的需求变更，包括将合同约定的

PIA工业4.0自主产品-产线级制造执行系统（PIA� line� control）调整为客户指定的工厂级MES系统等，

导致项目成本投入增加。公司基于客户需求变更，计算并提交相应的增补订单给客户，双方就增补金额进

行了讨论和沟通，考虑到增补订单金额能够覆盖该项目剩余工作的情况下，公司未发现新的减值迹象。根

据合同约定GKN终止或取消订单需要向PIA美国支付一笔违约金，用以覆盖PIA美国的成本和费用。

3、2023年12月末，为完成该战略项目，公司与客户协商确定合同修改及终验事项，考虑到战略客户

的长期合作关系，经与客户协商，公司最终将GKN订单整体金额调减90万美元，公司2023年末充分计提

存货跌价，该项目于2024年3月份完成终验收。

综上，公司GKN项目系公司全球化经营策略下的战略项目，存在执行周期较长，执行过程面临技术难

度大，增补合同协商周期长等特点，公司根据项目进度、客户协商情况、预计成本等因素，于2022年和

2023年计提了跌价准备。 公司已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不存在通过

计提大额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形。

三、结合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依据及测算过程，重要假设及关键参数的选取标准及依据，说明

可变现净值与2022年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变化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准确、合理

（一）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在产品

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存货预计总成本高于合同价格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预计总成本在项目

执行过程中及时更新并定期与合同价格进行比较。

公司生产模式具有非标定制化生产的特点，公司的存货按“以销定产” 或“订单式生产” 模式组织生

产和服务，每个项目均对应有相应的销售合同，有确定的合同金额，同时公司按照单个合同项目归集生产

成本，故公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进行减值测试，以存货预计总成本高于合同价格差额计提跌价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与2022年相比未发生变化，并得到一贯的执行。

（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准确合理

公司根据期末在产品项目清单，对比分析项目的预期总收入与预期总成本，综合判断是否存在亏损

合同，当合同的预期总收入低于其预期总成本时，视为亏损合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23年度，公司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1.07亿元，累计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1.21亿元，均为在产品跌价准备，整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3.12.31

在产品余额 197,077.94

在产品跌价准备余额 12,108.89

占比 6.14%

公司在预估项目总成本时积极与客户沟通，充分考虑项目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各类情形对预估项目总

成本的影响，保证各期末的预估项目总成本客观、真实地反应了最新项目执行情况。对于客户变更投资的

情况，公司会根据预期增加的预算成本与客户进行商务谈判，商定相关增补合同，公司充分结合增补合同

相关条款确认是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综上，公司在进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时所使用的存货可变现净值数据真实可靠，公司严格按照存货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准确、合理。

四、结合境内外存货存放和盘点的具体情况，说明盘点制度及执行程序的有效性

（一）境内外存货存放情况

2023年末，公司存货由原材料和在产品组成。 原材料包括机械类、电气类、外购定制件、外购模块类、

系统模块类、其他辅材类等；在产品为未完工的智能制造装备，包括在库在产品和发出在产品，在库在产

品为尚未发货的智能制造装备，发出在产品为通过预验收后发货至客户现场的智能制造装备。

公司的原材料存放于公司及各子公司工厂的仓库中，在库在产品位于工厂的生产区域，发出在产品

位于对应的客户工厂处。 2023年末，公司境内外存货余额及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存放情况

2023.12.31

境内公司 境外公司 合计

原材料 各工厂仓库 3,017.01 5,077.87 8,094.88

在产品 / 49,135.97 147,941.97 197,077.94

其中：在库在产品 各工厂生产区域 20,056.19 72,957.60 93,013.78

发出在产品 各客户车间 29,079.78 74,984.38 104,064.16

合计 52,152.97 153,019.84 205,172.81

（二）境内外存货盘点的情况

2023年末，公司根据存货盘点制度均已实施了全面盘点，盘点结果显示，公司存货账实基本相符，差

异较小。 具体盘点情况及盘点结论如下：

1、原材料和在库在产品盘点情况

所属公司 盘点地点 盘点范围 盘点人员 盘点结果

PIA安贝格 德国安贝格：PIA安贝格厂区

原材料 仓库人员 小额差异

在库在产品 生产人员 无差异

PIA巴城 德国巴城：PIA巴城厂区

原材料 仓库人员 小额差异

在库在产品 生产人员 无差异

PIA奥地利 奥地利格拉茨：PIA奥地利厂区

原材料 仓库人员 小额差异

在库在产品 生产人员 无差异

PIA加拿大 加拿大多伦多：PIA加拿大厂区

原材料 仓库人员 无差异

在库在产品 生产人员 无差异

PIA美国 美国埃文斯维尔：PIA美国厂区

原材料 仓库人员 无差异

在库在产品 生产人员 无差异

PIA墨西哥 墨西哥莱昂：PIA墨西哥厂区

原材料 仓库人员 小额差异

在库在产品 生产人员 无差异

PIA服务中心 德国埃尔福特：PIA服务中心厂区 在库在产品 生产人员 无差异

PIA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PIA克罗地亚厂区 在库在产品 生产人员 无差异

NPIA 宁波：NPIA厂区

原材料 仓库人员 小额差异

在库在产品 生产人员 无差异

均普苏州 苏州：均普苏州厂区

原材料 仓库人员 无差异

在库在产品 生产人员 无差异

2、发出在产品盘点情况

针对发出在产品，公司规定每年12月至次年3月期间，由项目现场经理对发出在产品进行现场盘点确

认，并及时将盘点结果汇报财务部门，由财务汇总至管理层，如发现差异立刻进行进一步调查。2023年度，

公司按照规定如期组织了现场盘点，结果显示发出在产品账实基本相符，差异较小，财务汇总后及时向管

理层进行了汇报。

3、盘点结论

经盘点，公司存货管理良好，对于盘点差异进行了相应的账务处理，2023年末存货真实、准确、完整。

（三）存货盘点制度

公司制定《存货管理制度》等相关存货管理制度。 2023年，对于原材料，仓储部每年末对存货进行全

盘，财务部每年末对存货进行抽盘，确保做到账实相符；对于已发往客户现场的在产品，公司安排现场人

员于每年末进行盘点。

1）明确的盘点目的与时间框架。 盘点目标明确：加强库存管理，核实公司资产，确保账实相符，满足

项目需求，纠正领料误差；盘点时间安排合理：各子公司在2023年12月12日至次年2月15日完成年度盘

点，时间跨度适应不同地区的操作需求。 2）全面的盘点范围和方法。盘点范围全面：包括仓库和生产线上

的所有原材料、委托加工物资、在公司现场在产品以及客户现场的在产品；盘点方法细致：通过实地清点、

对账确认和现场签字确认，确保了盘点的准确性。 3）详细的盘点过程和结果记录。盘点过程透明：逐一清

点，共同确认，及时记录差异数据，并进行盘盈盘亏账务处理调整；盘点结果良好：未发现重大差错或异常

情况，小的差异已经调整，显示了良好的账实相符情况。 4）有效的盘点总结和问题解决。 原因分析准确：

针对发现的盘点差异，进行了具体的原因分析，如错领、扫码错误等；解决方案有效：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

方案，如规范领用方式，调整损耗扣除周期等。 5）严格的管理和持续改进。 管理制度严格：强调了物料管

理的重要性，要求每次盘点结束后以书面形式提交差异原因和改进方案；持续改进机制：定期抽查，及时

反馈问题，不断完善管理流程，并做好信息反馈和异常追踪。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盘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且得到执行。

五、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存货及其跌价准备的审计程序

（一）控制测试

1、了解与存货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是否合理，执行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确定

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是否有效；

2、获取主要在产品的销售合同、预验收单据、发运单等支持性文件，检查在产品与销售合同的匹配

性，以验证存货的真实性、准确性；

3、对存货执行计价测试，检查存货的计价方法是否正确，并保持前后期一致，检查存货发出计价是否

正确；

4、针对原材料采购，以抽样方式检查与采购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采购订单、采购发票、采购入库

单等；针对人工成本，以抽样方式检查工时打卡记录等，并复核人工费率计算表是否与实际费率存在重大

差异；对于制造费用，以抽样方式检查相关发票及分摊计算表。

（二）监盘程序

2023年末，对公司境内外主要经营地的存货实施了监盘，具体执行如下：

1、了解公司存货盘点相关的内部控制，结合监盘情况评价盘点时间是否合理，评价相关制度及其执

行的有效性；

2、获取公司的仓库清单以及存货存放地点清单，了解存货的内容、性质、各存货项目的重要程度及境

内外公司存放场所情况；

3、实施监盘，从存货盘点记录中选取项目追查至存货实物，以测试盘点记录的准确性；从存货实物中

选取项目追查至存货盘点记录，以测试存货盘点的完整性。

4、发出在产品的监盘程序

对于已经发货至客户现场的在产品项目，审计人员获取了清单，选取大额在产品项目实施了客户现

场监盘程序。对客户接受现场监盘的在产品项目，审计人员前往客户现场实施实地监盘；对于客户基于商

业保密需求不接受现场实地监盘的在产品项目，审计人员通过视频的方式查看在产品情况；对于客户不

接受现场或视频查看的在产品项目，审计人员实施函证以及检查项目合同、发运单据、预验收单据等替代

程序进行确认。

5、对监盘日至财务报表日存货收发情况进行核查，以确定财务报表日账面数据准确。

存货监盘、函证及替代测试整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监盘方式 原材料 在库在产品 发出在产品 合计

实地监盘金额① 3,062.32 82,744.69 63,973.98 149,780.99

视频连线查看② - - 11,205.73 11,205.73

函证及替代测试确认金额③ - - 23,397.81 23,397.81

存货账面余额④ 8,094.87 93,013.78 104,064.16 205,172.81

比例（①+②+③）/④ 37.83% 88.96% 94.73% 89.87%

（三）分析程序

结合期末在手订单情况，分析期末存货构成及其变动的合理性，具体如下：

1、对比分析存货余额变动及其构成情况的总体合理性；2、对比分析存货周转率、存货周转天数等指

标，并与上期和其他同行业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其波动原因；3、复核期末存货的库龄情况，结合在手订单

分析在产品的库龄与公司产品生产周期的匹配性；

（四）截止测试

对公司存货实施截止测试：

1、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存货的出入库进行截止测试，将明细账与出入库单进行核对，以确定存货出

入库被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2、结合收入截止测试，检查在产品的期后结转收入成本确认情况，检查客

户签字的期后终验收单据、项目收款的银行回单等。

（五）存货跌价准备相关审计程序

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实施的审计程序如下：

1、获取公司期末在产品清单，结合合同订单金额、预计总成本情况，对比分析项目的预期总收入与预

期总成本，综合判断是否存在亏损合同；复核亏损及毛利率较低项目的期后情况，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2、获取并复核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过程，测算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完整性；3、了解

亏损项目情况，对境外公司管理层、项目经理访谈了解项目的背景、项目进度、亏损原因，综合分析亏损原

因及其合理性；4、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进行对比，核查公司计提比例是否合理。

综上，针对公司存货，年审会计师通过实施上述审计程序，确认公司的存货真实存在、准确、完整，公

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准确、合理。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2023年度在产品清单，了解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复核期末已发货未终验项目情况，分析公

司2023年存货余额较大的原因;

2、获取GKN项目合同、验收单、内部邮件沟通资料、亏损合同审批资料等材料；

3、获取同行业年报等相关资料，对比同行业公司存货周转率与公司的差异、对比同行业其他公司计

提减值时点情况；

4、获取并核查公司存货减值相关底稿，并对比2022年度确认是否存在较大变化；

5、获取并查阅公司存货盘点制度，确认公司是否按照制度执行；

6、获取并复核年审会计师境内外存货存放和盘点核查底稿；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存货余额较大主要系在产品余额较高所致，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及行

业生产特点吻合，具备合理性，公司存货周转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结合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测算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不存在通过计提大额减值调节利润的情形；2023年

度可变现净值与2022年相比不存在较大变化，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准确、合理。

问题5、关于存贷规模

年报显示，公司期末货币资金账面余额77,699.03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20,025.39万元；短

期借款余额18,985.36万元，长期借款余额71,899.47万元，合计90,884.83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主要有息负债的金额、利率、期限、融资用途等，并结合公司贷款成本、财务管

理模式和资金使用计划等，说明公司在资金余额较高同时大额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2）测算利息收入

与货币资金规模是否匹配，并说明公司资金收益率是否符合银行存款利率等市场水平；（3）结合相关借

款用途、银行授信情况、现金流状况、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求、还款安排等，分析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

险及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

一、补充披露主要有息负债的金额、利率、期限、融资用途等，并结合公司贷款成本、财务管理模式和

资金使用计划等，说明公司在资金余额较高同时大额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公司主要有息负债的基本情况

公司期末持有的长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以及短期借款的明细如下：

1、长期借款

单位：万元

分

类

主体 债权人 主要融资用途 授信额度 利率 借款日 到期日

2023末借

款余额

境

内

均普宁

波

中国银行 日常经营 2亿元

3.70% -4.

50%

2023/3/30 2025/3/30 3,000.00

北京银行 日常经营 5亿元

2023/1/19 2025/1/18 2,834.62

2023/12/2

2

2025/12/2

1

4,500.00

境

外

PIA 控

股

Commerzbank�

via� KFW� Fo?

rderung等 5家银

行

政府支持性贷款

2,000 万

欧元

2.00% -2.

12%

2020/11/2

5

2025/8/31 2,815.19

中信银行

置换欧洲银团贷

款

1,900 万

欧元

5.50% -8.

53%

2023/9/27 2025/6/30 14,932.48

Commerzbank�

Aktienge-

sellschaft等8家欧

洲银行组成的银

团

日常经营

银团协议

授信总额

1.45 亿 欧

元

2023/9/27 2025/9/28 27,507.20

PIA 巴

城

Bank� für� Tirol�

等2家银行

建造办公楼及生

产车间

2,102万欧

元

1.70% -2.

40%

2017/12/1

4

2032/12/3

0

5,803.70

2017/12/1

4

2028/6/30 320.91

2017/12/1

4

2028/3/30 842.9

2017/12/1

4

2029/6/30 1,813.75

PIA 奥

地利

BKS�BANK�AG等

4家银行

政府支持性贷款

1,000 万

欧元

1.00% -3.

00%

2020/11/1

8

2025/6/30 7,498.98

合计

71,899.47

注

注：加总差异为应付利息调整，下同。

2、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单位：万元

分类 主体 债权人 主要融资用途 授信额度 利率 借款日 到期日 2023末借款余额

境内

均 普

宁波

中国银行 置换并购贷 2亿元

3.70%

-4.50%

2022/1/10 2024/1/10 5,000.00

2022/6/1 2024/6/2 5,000.00

北京银行 日常经营 5亿元

2022/2/18 2024/2/14 4,700.00

2023/1/19 2024/1/16 100.00

2023/1/19 2024/7/16 100.00

2023/12/2

2

2024/6/20 250.00

2023/12/2

2

2024/12/2

0

250.00

境外

PIA控

股

Commerzbank�

via� KFW� Fo?

rderung等 5家银

行

政府支持性贷

款

2,000 万 欧

元

2.00%

-2.12%

2020/11/2

5

长期借款

2024年 到

期还款部

分

5,097.87

PIA巴

城

Bank� für� Tirol�

等2家银行

建造办公楼及

生产车间

2,102 万 欧

元

1.70%

-2.40%

2020/03/3

0

1,479.53

合计 21,977.41

3、短期借款

单位：万元

分

类

主体 债权人

主要融资用

途

授信额度 利率 借款日 到期日

2023末借

款余额

境

内

均普宁波

工商银行 日常经营 2100万元

3.30% -4.

00%

2023/6/29 2024/6/29 1,000.00

建设银行 日常经营 1亿元 2023/6/30 2024/6/30 1,589.58

均普苏州

中国银行 日常经营 3,000万元 2023/5/12 2024/5/11 1,000.00

中信银行 日常经营 4,000万元

3.30% -4.

00%

2023/6/16 2024/6/15 500.00

2023/6/25 2024/6/24 500.00

2023/10/31 2024/10/30 1,000.00

2023/11/22 2024/11/21 1,000.00

2023/12/11 2024/12/10 1,000.00

苏州银行 日常经营 2,000万元 2023/1/6 2024/1/4 150.00

境

外

PIA控股 Commerzbank�

Aktienge-

sellschaft等8家

欧洲银行组成

的银团

日常经营

500万欧元

8.86% -9.

03%

2023/9/27 银团贷款合同

循 环 使 用 额

度， 合同到期

日 为

2025/9/28

3,344.17

PIA巴城

1,100 万 欧

元

2023/9/27 7,884.57

PIA奥地利 400万欧元 2023/9/27 -

合计 18,985.36

（二）公司在资金余额较高同时大额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资金管理模式

公司实施集中资金管理，通过董事会审批预算和融资计划。设立中国和海外两个资金中心，严格监控

子公司融资和账户管理，定期审查现金流和支出，确保资金合理使用。 在资金需求和融资方面，各区域根

据市场条件独立融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区域性资金管理可快速应对市场变化，隔离风险，降低全球经

营风险。

2、公司在资金余额较高同时大额负债的原因分析

公司期末持有的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借款，具体类型和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分类 公司

银行存款以及理财产品 长短期借款

资金类型

资金主要用

途

2023年期末

余额

借款类型 借款主要用途

2023年期末

余额

境内

宁波均普

募集资金 募投项目 23,065.99 银行贷款 偿还并购贷 10,000.00

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 20,000.00

银行贷款 日常经营 18,356.35募集资金 暂时补流 24,164.58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6,530.76

苏州均普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473.16 银行贷款 日常经营 5,155.16

均普上海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256.22 / / -

均普研究院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9.20 / / -

小计 74,499.92 33,511.51

境外

PIA控股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4,462.64 银行贷款

政府支持性贷

款

7,913.06

日常经营 12,508.00

PIA安贝格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5,745.18 / / -

PIA巴城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1,191.38

银行贷款

建造办公楼及

生产车间

10,260.79

日常经营 7,884.57

股东借款 日常经营 1,571.84

PIA奥地利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8,188.24 银行贷款

政府支持性贷

款

7,498.98

PIA服务中心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553.31 / / -

PIA克罗地亚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276.92 银行贷款 日常经营 9.48

PIA美国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2,022.59 股东借款 日常经营 19,023.82

PIA加拿大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668.63 股东借款 日常经营 12,325.35

PIA墨西哥 自有资金 日常经营 115.62 股东借款 日常经营 354.84

小计 23,224.50 79,350.73

合计 97,724.42 112,862.24

注：PIA控股将银行贷款通过股东借款拆借给PIA巴城，PIA美国，PIA加拿大，PIA墨西哥用于日常经

营。

由此可见，虽然公司账上货币资金较多，但多数属于国内运营资金及募集资金。中国区的借款主要是

用于境内公司日常经营，海外借款的增加主要用于北美和巴城子公司的日常经营。 公司设立中国和海外

两个区域资金管理中心，旨在各区域根据自己的运营资金需求和市场条件进行独立融资，要求海外子公

司用其未来盈利偿还海外贷款及利息。

2022年，公司中国区银行贷款利率为3.85%-4.50%，海外贷款利率为4.40%，主要系欧洲银团贷款。

2023年，公司中国区银行贷款利率为3.20%-4.50%，海外贷款的利率为5.50%-9.03%，海外贷款为在基准

利率上加成的浮动利率，受到欧洲EURIBOR基准利率上涨以及海外子公司业绩变化的影响，银行每期会

进行利率调整。 虽然中国贷款利率有所下降，但海外利率上升，导致总体借款利息费用较去年增长约1,

517.86万元。

因此2023年公司资金管理策略及时进行了相应调整：使用较低固定利率的中信银行贷款替换浮动高

息的海外银团贷款1,900万欧元； 用境内资金置换海外银团贷款2,000万欧元， 减少其对外部借款的压

力。

二、测算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是否匹配，并说明公司资金收益率是否符合银行存款利率等市场

水平

2023年，利息收入以及投资收益与资金规模具有匹配性，当年利息收入以及投资收益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分

类

类别

2022年期末余

额

2023年期末余

额

2023年当年平

均余额

收益

平均收

益率

协定年化收益率

境

内

银行理财 5,000.00 5,000.00 3,750.00 49.54 1.32% 1.88%

结构性存款 15,000.00 8,000.00 8,500.00 247.23 2.91% 1.05-3.20%

通知存款 - 7,000.00 7,250.00 122.54 1.69% 1.75%

大额存单 15,000.00 10,000.00 12,500.00 423.38 3.39% 3.25%

募集资金专户存

款

33,073.06 24,288.99 29,565.09 491.36 1.66%

50万以上存款协

定 利 率 ：1.65%

-1.70%

外币保证金 - 1,802.55 1,247.00 65.82 5.28% 5.34%

活期存款 10,562.35 18,408.38 16,383.36 127.86 0.78%

50万以上协定利

率 ：1.05% -1.

55% ，50万以下

活期利率：0.20%

小计 78,635.41 74,499.92 79,195.44 1,527.72 1.93% /

境

外

自有资金 8,675.92 23,224.50 10,507.20 38.21 0.36% /

小计 8,675.92 23,224.50 10,507.20 38.21 0.36% /

合计 87,311.33 97,724.42 92,517.88 1,565.93 1.69% /

2023年末，公司货币资金9.77亿元，其中境内资金7.45亿元，通过理财投资等方式，全年收益1,527.72

万元，收益率1.93%，与市场持平。 境外资金2.32亿元，主要用于日常运营，存放于活期账户，利息收入较

低。 公司在满足资金需求的同时，将闲置资金投资于高收益理财产品，部分产品利率高于市场平均，整体

收益率符合市场水平。

三、结合相关借款用途、银行授信情况、现金流状况、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求、还款安排等，分析公司

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及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截至2023年期末，公司总授信额度19.72亿元，主要用于日常经营。 已使用11.28亿元，剩余8.44亿元，

资金流动性充足。 货币资金和金融资产总额9.77亿元，足以覆盖日常运营，确保短期偿债能力，财务状况

稳健。

针对目前的资金状况和贷款到期日，公司下述借款将于2024年末前至期，公司拟定的还款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分类 主体 债权人 2024年到期金额 还款安排

境内

均普宁波

中国银行 10,000.00 到期正常还款

北京银行 5,400.00 到期正常还款

建设银行 1,589.58 到期正常还款

工商银行 1,000.00 到期正常还款

均普苏州

中信银行 4,000.00 到期转贷

中国银行 1,000.00 到期转贷

苏州银行 150.00 到期转贷

境外

PIA控股

Commerzbank� via� KFW� Fo?

rderung等5家银行

5,097.87 每月还本付息

Commerzbank�

Aktiengesellschaft等8家欧洲银

行组成的银团

11,228.74

银团贷款合同循环使用额度，

合同到期日为2025年9月28

日

PIA巴城 Bank�für�Tirol�等2家银行 1,479.53 季度还本付息

合计 40,945.72 /

同步，公司已采取并拟计划采取以下措施以进一步优化财务结构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第一、使用境内银行固定利率贷款置换海外浮动利率银团贷款；

第二、使用境内资金置换2,000.00万欧元海外银团贷款；

第三、使用费率更低的境内银行保函置换境外高费率保函；

第四、计划2024年继续使用境内资金置换高息海外贷款。

通过上述策略，公司旨在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资金成本，并提高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和效率，从而支持

公司的长期发展和市场竞争力，公司目前不存在短期偿债风险。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并核查公司2023年度借款合同、银行授信协议等相关资料；

2、获取公司台账及银行流水、核查公司借款用途及现金流状况；

3、确认公司资金余额的结构和组成，分析公司资金余额较高同时大额负债的原因；

4、获取公司利息收入底稿，核查其与资金规模是否具有匹配性，资金收益率是否符合银行存款利率

等市场水平；

5、访谈公司财务总监，了解财务管理制度、资金使用计划、还款安排等。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资金余额较高主要属于国内运营资金及募集资金。大额负债主要为用于

海外日常经营和为弥补北美子公司亏损以及德国巴城子公司的亏损的海外银行借款，具有合理性；公司

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相匹配，资金收益率符合银行存款利率等市场水平；公司已制定具体措施以进

一步优化财务结构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重大风险。

问题6、关于商誉减值准备

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商誉账面原值为人民币72,516.11万元，减值准备余额为人民币4,304.58万

元，账面价值为人民币68,211.53万元。 其中公司结合美国制造行业发展状况并根据目前美国资产组经营

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判断美国相关资产组商誉存在减值迹象，商誉减值金额为745.78万元。

请公司：（1）说明本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具体过程、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2）说明

以前年度与本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方法和相关指标参数存在的差异之处及其原因，本期商誉减值测

试是否审慎。 请评估机构发表意见；（3）结合PIA安贝格、PIA奥地利经营情况、行业发展情况等，说明经

测试后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本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具体过程、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

（一）本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参数

关键参数 PIA安贝格 MacariusGmbH PIA美国 PIA墨西哥

预测期 5年 5年 5年 5年

预测期收入增长率 -6.10%~4.51% -19.09%~39.88% -17.05%~196.57% -65.53%~849.51%

稳定期收入增长率 0.00% 0.00% 0.00% 0.00%

预测期EBITDA率 5.48%~9.35% 6.38%~14.42% -1.91%~9.26% -2.44%~12.34%

稳定期EBITDA率 9.35% 14.42% 4.79% 12.34%

税前折现率 13.53% 13.05%~13.22% 14.57% 25.54%

（二）本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及关键参数的确定方法

1、收益期和预测期的确定

（1）收益期的确定

由于评估基准日企业经营正常，没有对影响企业继续经营的核心资产的使用年限进行限定和对企业

生产经营期限、投资者所有权期限等进行限定，或者上述限定可以解除，并可以通过延续方式永续使用。

故资产评估报告假设包含商誉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评估基准日后永续经营，相应的收益期为无限期。

（2）预测期的确定

由于企业近期的收益可以相对合理地预测，而远期收益预测的合理性相对较差，按照通常惯例，评估

人员将企业的收益期划分为预测期和预测期后两个阶段。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的资产组是一家为汽车行业、工业电子、日用消费品及医药医疗行业提供工业自

动化生产线的服务公司。 公司成立至今，正常经营，无特殊情况表明其未来难以持续经营。 根据企业的未

来发展规划及其所处行业的特点，管理层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了未来五年的预测，并预计在2029年及以

后年度企业进入稳定期。

2、收益额-现金流的确定

本次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计算。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以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预测期息税前现金流量为基础，采用税

前折现率折现，得出评估对象可收回金额。

计算模型如下：

其中：P：评估基准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

Fi：评估基准日后第i年息税前现金流量；

r：税前折现率；

n：详细预测期；

i：详细预测期第i年；

Pn+1：预测期后现金流量现值。

其中，息税前现金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息税前现金净流量=息税前利润(EBIT)+折旧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追加额

=息税折旧前利润(EBITDA)-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追加额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PIA安贝格资产组

①营业收入的预测的确定

预测期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在手订单加上评估基准日时点预测的未来的新签

订单，并根据在手订单中各项目的预计完成时间计算在手订单在未来各期的预测收入；同时根据历史期

间新签订单的项目执行周期合理计算以后各期新签订单在未来各期的预测收入。在上述测算基础上加总

得出资产组未来各期的收入预测。

由于均普智能的收入确认政策为终验法，因此收入实现情况受项目实际推进进度以及新订单接入情

况影响。 对于项目终验时间在各基准日时是由各产线项目负责人结合实际项目进行申报进行预测的。 新

签订单是企业根据自身业务情况、客户投资计划、资产组未来业务发展情况、行业发展趋势等情况进行预

测。

以最近2年商誉减值测试营业收入预测数据对比情况为例：

单位：万欧元

基准日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2027

年度

2028

年度

2022.12.31

在手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7,016.79 2,188.73 0.00 0.00 0.00 7,016.79

新接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1,107.44 5,068.91 7,625.51 7,986.17 8,239.96 1,107.44

其他业务收入 52.08 43.97 35.43 26.42 16.94 52.08

预测营业收入 8,176.32 7,301.61 7,660.94 8,012.59 8,256.90 8,176.32

2023.12.31

在手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 5,039.19 3,023.95 0.00 0.00 0.00

新接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 1,021.58 2,671.94 5,961.42 6,104.09 6,204.00

其他业务收入 / 38.59 31.53 24.11 16.30 8.09

预测营业收入 / 6,099.36 5,727.43 5,985.53 6,120.39 6,212.09

注：其他业务收入主要系子公司间费用分摊而产生的PIA安贝格向其他子公司收取的管理费。

由上表可知，PIA安贝格资产组商誉减值测算中预测期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在

手订单加上评估基准日时点预测的未来的新签订单，并根据在手订单中各项目的预计完成时间计算在手

订单在未来各期的预测收入；同时根据历史期间新签订单的项目执行周期合理计算以后各期新签订单在

未来各期的预测收入。 在上述测算基础上加总得出资产组未来各期的收入预测。

2023年PIA安贝格实际收入为6,239.84万欧元，相比于2022年减值测试预测收入相差约1,936.48万

欧元。PIA安贝格营业收入不及预期，主要系部分项目延期终验所致，根据了解，延期终验项目仍在执行过

程中，预计会在预测期中予以确认。 PIA安贝格在手订单充足，虽然2023年订单接入情况相较历史期有所

下降，主要受内部重组影响，预计未来收入将逐步恢复。

A、截至评估基准日的PIA安贝格在手订单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根据PIA安贝格各基准日的在手订单结合预计项目终验时间，预测未来年度确认收入

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欧元

基准日

期末在手订

单金额

在手订单预测期确认收入金额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2.12.31 9,205.52 7,016.79 2,188.73 0.00 0.00 0.00

2023.12.31 8,063.14 / 5,039.19 3,023.95 0.00 0.00

上述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在手订单系PIA安贝格各基准日的实际未终验收完结的订单金额， 在手订单

预测期的确认收入情况系根据各项目的合同约定的项目时间表、主管项目经理对项目进度的判断以及与

相关客户的访谈综合判断项目终验时点。

B、评估基准日时点预测的PIA安贝格未来的新签订单情况

评估基准日时点未来新签订单的预测时：第一年的新签订单预测金额主要根据评估基准日时点的预

测未来6个月接入成功率在50%以上的订单金额进行预测，预测方法为：第一年的新签订单金额=（未来6

个月接入成功率在50%以上的订单金额*成功率）*2。第二年及以后的新签订单金额主要根据第一年预测

的基础上，根据PIA安贝格自身业务情况、客户投资计划、资产组未来业务发展情况、行业发展趋势等情况

进行预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欧元

基准日

预计订单接入量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7,261.60 7,624.70 8,005.90 8,246.10 8,246.10 /

2023.12.31 / 5,845.48 6,021.56 6,206.66 6,203.15 6,204.00

由于2023年PIA�安贝格受公司内部整合的影响，实际第三方订单接入金额为4,861.35万欧元，不及

预期。 因此在2023年减值测试时对于新接第三方订单的预期进行了调整。

在新签订单对应的未来收入预测中，各期新签订单总额在期后确认收入的比例主要参考历史期间新

签订单的项目执行周期确定，具体情况如下：

基准日

接入后各期确认收入比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2022.12.31 14.27% 54.08% 31.65% 0.00%

2023.12.31 17.31% 27.75% 54.94% 0.00%

由于2023年PIA安贝格实际订单终验进度不及预期，存在延期终验的项目。 因此在2023年商誉减值

测试时对于接入后各期确认收入比例进行了调整。

②EBITDA的预测

最近2年商誉减值测试EBITDA预测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万欧元

基准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347.91 725.11 1,015.91 1,130.61 1,188.57 /

2023.12.31 / 369.65 313.64 528.55 562.61 580.66

2023年预测期EBITDA相比于前次预测下降，主要由2个原因。 其一为2023年订单接入情况不如预

期，因此公司调低了未来收入的预期。其二为未来项目在预测时是参考历史项目利润率情况。受到2023年

亏损项目的影响，未来项目的预计毛利率也有所下降。

A、PIA安贝格本期减值测试预测期营业成本情况

PIA安贝格的营业成本主要为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由于目前公司不断通过加大中国区

域采购的方式持续降低材料成本，故采用材料采购节约的趋势变化确定未来年度材料成本的金额；其他

主营业务成本的变动趋势与主营业务收入相一致， 因此参考历年的费用水平和同行业类似企业的经验，

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确定各项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将该比例乘以预测的主营业务收入进行预

测。

如上分析，最近2年商誉减值测试毛利率预测情况对比如下：

基准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15.80% 23.30% 26.03% 26.30% 26.36% /

2023/12/31 / 18.45% 20.66% 24.55% 24.40% 23.95%

最近5年PIA安贝格的实际毛利率分别为24.38%、13.31%、22.92%、23.06%和11.49%，公司2023年实

际毛利率较低，主要系2023年部分重大项目执行情况不及预期以及部分项目销售对象是公司大型战略性

客户导致报价利润率较低所致。

目前公司不断通过加大中国区域采购的方式持续降低材料成本； 同时公司为了更好地管理业务，对

公司进行了重组，未来将采用事业部管理模式来提升效率。 因此公司预计2023年的毛利率下滑系暂时性

影响，从长期来看公司毛利率将逐步恢复至历史毛利高点。

B、PIA安贝格本期减值测试预测期期间费用的确定

期间费用总体预测逻辑一致，具体如下：

对于人工成本的预测，员工薪酬主要与人员数量及未来薪酬的增长幅度相关。 人员数量依据企业提

供的未来用工计划、人均产值贡献及职工薪酬规划体系进行预测，人员的平均工资按一定增幅比例考虑。

折旧及摊销：根据企业目前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规模、购置时间、未来投资、现有资产在未来的贬

值以及企业的折旧及摊销政策预测。

其他费用的变动趋势与接入订单量相一致， 因此参考公司历年的费用水平和同行业类似企业的经

验，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确定各项费用占接入订单量的比例，将该比例乘以预测的接入订单量进行预测；

对于与接入订单量变动不相关的项目，则参考历史数据并按个别情况具体分析预测。

预测期对于与融资费用相关的财务费用不予以考虑。 对于银行手续费等，按照历史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例预测。

经测算，PIA安贝格的期间费用较为稳定，2023年减值测试由于实际经营也就不及预期，PIA安贝格

调低了未来接入订单量的预测，使得部分变动趋势与接入订单量相一致的费用预测绝对额随之下降。 具

体测算结果对比如下：

单位：万欧元

基准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994.67 1,013.63 1,049.28 1,076.68 1,082.24 -

2023.12.31 - 917.33 962.84 970.57 990.99 1,003.45

③PIA安贝格本期减值测试预测期税前折现率的确定

按照收益额与折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税前净现金流量，则折现率选取税前加权

资本成本（WACCBT）。

A、无风险报酬率的确认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因为持有该债权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评估

人员通过查询Wind资讯，获得了于评估基准日PIA安贝格所在国家或区域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B、权益系统风险系数的确认

根据产权持有单位的业务特点，评估人员通过Bloomberg数据库查询了PIA安贝格所在国家区域的

工业自动化设备制造行业内主营业务涉及机器人及工业自动化的可比公司于基准日的β，并通过不同可

比公司所在资本市场的指数波动率进行修正，后取其中位数作为产权持有单位的β值。

C、市场风险溢价

市场风险溢价是对于一个充分风险分散的市场投资组合， 投资者所要求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回报

率，根据中企华研发部公布的数据，本次评估取成熟股票市场的基本补偿额，以及PIA安贝格所在地德国

的国家风险补偿额，计算得到的市场风险溢价。

综上所述，PIA安贝格的税前资本成本为13.53%。

④PIA安贝格2023年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经过上述各项参数的测算，得到PIA安贝格包含商誉减值测试的可回收结果，具体如下：

单位：万欧元

项目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至永

续

一、营业总收入 6,099.36 5,727.43 5,985.53 6,120.39 6,212.09 6,212.09

二、EBITDA 369.65 313.64 528.55 562.61 580.66 369.65

减：资本性支出 0.00 0.00 783.80 0.00 0.00 75.49

营运资金增加或减少 32.08 -57.67 15.30 18.46 10.69 0.00

加：其他（减项以“-” 号填

列）

-63.08 -46.27 -41.52 -36.40 -38.18 -49.38

三、自由现金净流量 274.50 325.04 -312.07 507.75 531.79 455.79

四、折现率 13.53% 13.53% 13.53% 13.53% 13.53% 13.53%

五、各年净现金流量折现值 257.61 268.71 -227.25 325.67 300.41 1,903.00

六、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折

现值

2,828.16 / / / / /

减：期初货币资金 298.56 / / / / /

七、资产组价值 2,500.00 / / / / /

（2）Macarius� GmbH资产组

①营业收入的预测的确定

营业收入预测的逻辑同PIA�安贝格。 以最近2年商誉减值测试营业收入预测数据对比情况为例：

单位：万欧元

基准日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2027

年度

2028

年度

2022.12.31

在手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10,264.98 4,569.17 49.10 0.00 0.00 /

新接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3,327.11 8,041.04 13,470.89 15,500.98 16,436.09 /

其他业务收入 72.72 61.39 49.46 36.89 23.65 /

预测营业收入

（简单合计）

13,664.81 12,671.60 13,569.45 15,537.86 16,459.73 /

2023.12.31

在手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 11,047.13 5,376.82 6,715.66 0.00 0.00

新接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 2,706.47 8,956.48 13,372.11 16,258.18 17,165.55

其他业务收入 / 73.00 59.64 45.59 30.83 15.31

预测营业收入（简

单合计）

/ 13,826.59 14,392.94 20,133.36 16,289.01 17,180.85

2023年Macarius� GmbH实际收入为10,345.40万欧元，相比于2022年减值测试预测收入相差约3,

319.41万欧元。 Macarius� GmbH营业收入不及预期，主要系部分项目延期终验所致，根据了解，延期终

验项目仍在执行过程中，预计会在预测期中予以确认。 Macarius� GmbH在手订单充足，订单接入情况良

好，预计未来收入将逐步增长。

A、截至评估基准日的Macarius� GmbH在手订单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根据Macarius� GmbH各基准日的在手订单结合预计项目终验时间，预测未来年度

确认收入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欧元

基准日

期末在手订

单金额

在手订单预测期确认收入金额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2.12.31 14,883.25 10,264.98 4,569.17 49.10 0.00 /

2023.12.31 23,139.61 / 11,047.13 5,376.82 6,715.66 0.00

上述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在手订单系Macarius� GmbH各基准日的实际未终验收完结的订单金额，在

手订单预测期的确认收入情况系根据各项目的合同约定的项目时间表、主管项目经理对项目进度的判断

以及与相关客户的访谈综合判断项目终验时点。

B、评估基准日时点预测的Macarius� GmbH未来的新签订单情况

新签订单预测逻辑同PIA安贝格，具体测算结果情况如下：

单位：万欧元

基准日

预计订单接入量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11,891.05 13,067.17 14,075.33 14,772.65 14,902.53 /

2023.12.31 / 13,540.70 14,884.49 15,963.44 16,703.86 16,800.93

2023年Macarius� GmbH实际第三方订单接入金额为14,212.56万欧元， 超额完成约2,321.51万欧

元。 因此在2023年减值测试时对于新接第三方订单的预期进行了调整。

在新签订单对应的未来收入预测中，各期新签订单总额在期后确认收入的比例主要参考历史期间新

签订单的项目执行周期确定。 以PIA奥地利两期减值测试采用数据对比为例，具体情况如下：

基准日

接入后各期确认收入比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2022.12.31 5.92% 40.24% 44.11% 9.72%

2023.12.31 6.04% 43.12% 33.14% 17.70%

2023年PIA奥地利实际订单进度不及预期，存在延期终验的项目。 因此在2023年减值测试时对于接

入后各期确认收入比例进行了调整。

②EBITDA的预测

Macarius� GmbH商誉减值测试EBITDA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欧元

基准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826.70 1,311.62 1,711.48 2,214.97 2,493.12 /

2023.12.31 / 882.27 1,103.14 1,946.76 2,236.21 2,477.62

A、Macarius� GmbH本期减值测试预测期营业成本情况

营业成本预测的逻辑同PIA�安贝格。 最近2年商誉减值测试毛利率预测情况如下：

基准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16.83% 22.89% 24.96% 25.35% 25.70% /

2023/12/31 / 19.04% 20.33% 19.43% 25.66% 25.85%

最近5年Macarius� GmbH的实际毛利率分别为25.90%、17.18%、18.96%、21.68%和15.63%， 公司

2023年实际毛利率较低， 主要系2023年部分重大项目执行情况不及预期以及部分项目销售对象是公司

大型战略性客户导致报价利润率较低所致。

目前公司不断通过加大中国区域采购的方式持续降低材料成本； 同时公司为了更好地管理业务，对

公司进行了重组，未来将采用事业部管理模式来提升效率。 因此公司预计2023年的毛利率下滑系暂时性

影响，从长期来看公司毛利率将逐步恢复至历史毛利高点。

B、Macarius� GmbH本期减值测试预测期期间费用的确定

期间费用总体预测逻辑与PIA�安贝格一致， 经测算，Macarius� GmbH的期间费用较为稳定， 除了

2023年受到涨薪的影响，期间费用略有提升。同时2023年减值测试由于市场较好，Macarius� GmbH订单

接入量超过预期，Macarius� GmbH对于调高了Macarius� GmbH的订单接入量，使得部分变动趋势与接

入订单量相一致的费用预测绝对额随之提升。受到上述2个因素的影响，预测期期间费用相比于前次预测

有所上升，导致预测利润有所下降。 具体对比如下：

单位：万欧元

基准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1,684.82 1,681.67 1,702.79 1,755.17 1,799.23 /

2023.12.31 / 1,972.31 1,947.47 2,022.70 2,036.65 2,088.88

③、Macarius� GmbH本期减值测试预测期税前折现率的确定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税前净现金流量，则折现率选取税前

加权资本成本（WACCBT）。

Macarius� GmbH在无风险报酬率、 权益系统风险系数以及市场风险溢价等参数的选取标准与PIA�

安贝格一致。

经测算，评估基准日，以Macarius� GmbH各子公司的未来各期主营业务收入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

得到Macarius� GmbH的综合折现率，具体如下：

综合WACCBT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Macarius�GmbH 13.05% 13.22% 13.21% 13.18% 13.19%

④、Macarius� GmbH2023年商誉减值测试结果

经过上述各项参数的测算，得到Macarius� GmbH包含商誉减值测试的可回收结果，具体如下：

单位：万欧元

项目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至永

续

一、营业总收入 13,826.58 14,392.94 20,133.35 16,289.01 17,180.85 17,180.85

二、EBITDA 882.27 1,103.14 1,946.76 2,236.21 2,477.62 882.27

减：资本性支出 53.96 0.00 0.00 570.41 0.00 150.53

营运资金增加或减少 3,447.42 -131.17 1,071.16 -1,008.13 235.38 0.00

加：其他（减项以“-” 号

填列）

-443.28 -416.13 -408.45 -400.18 -403.06 -421.16

三、自由现金净流量 -3,062.39 818.18 467.15 2,273.75 1,839.18 1,905.95

四、折现率 13.05% 13.22% 13.21% 13.18% 13.19% 13.19%

五、各年净现金流量折现

值

-2,880.18 679.09 342.56 1,474.07 1,053.12 8,272.57

六、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

流折现值

8,941.23 / / / / /

减：期初货币资金 524.33 / / / / /

七、资产组价值 8,420.00 / / / / /

（3）PIA美国资产组

①营业收入的预测的确定

营业收入预测的逻辑同PIA�安贝格。 以最近2年商誉减值测试营业收入预测数据对比情况为例：

单位：万美元

基准日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2027

年度

2028

年度

2022.12.31

在手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5,878.56 103.50 0.00 0.00 0.00 /

新接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771.17 3,468.17 4,664.28 4,949.63 5,196.74 /

其他业务收入 9.98 8.42 6.79 5.06 3.24 /

预测营业收入 6,659.70 3,580.10 4,671.07 4,954.69 5,199.99 /

2023.12.31

在手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 5,572.28 2,661.92 0.00 0.00 0.00

新接订单带来的营

业收入

/ 553.11 2,493.28 4,276.79 4,555.90 4,801.50

其他业务收入 / 14.05 11.48 8.77 5.93 2.95

预测营业收入 / 6,139.44 5,166.68 4,285.56 4,561.83 4,804.45

2023年PIA�美国实际收入为2,070.11万美元， 相比于2022年减值测试预测收入相差约4,500万美

元。 PIA�美国营业收入不及预期，主要系部分项目延期终验所致，根据了解，延期终验项目仍在执行过程

中，预计会在预测期中予以确认。PIA�美国在手订单充足，订单接入情况良好，预计未来收入将逐步增长。

A、截至评估基准日的PIA�美国在手订单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根据PIA�美国各基准日的在手订单结合预计项目终验时间，预测未来年度确认收入

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美元

基准日

期末在手订

单金额

在手订单预测期确认收入金额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2.12.31 5,982.06 5,878.56 103.50 0.00 0.00 -

2023.12.31 8,234.20 - 5,572.28 2,661.92 0.00 0.00

上述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在手订单系PIA�美国各基准日的实际未终验收完结的订单金额，在手订单预

测期的确认收入情况系根据各项目的合同约定的项目时间表、主管项目经理对项目进度的判断以及与相

关客户的访谈综合判断项目终验时点。

B、评估基准日时点预测的PIA�美国未来的新签订单情况

新签订单预测逻辑同PIA安贝格，具体测算结果情况如下：

单位：万美元

基准日

预计订单接入量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4,074.90 4,482.40 4,706.50 4,941.80 5,188.90 /

2023.12.31 / 3,968.03 4,364.06 4,655.11 4,855.92 5,099.68

2023年PIA�美国实际第三方订单接入金额为4,313.09万美元，超额完成约238.19万美元。 公司结合

目前预期2024年的市场环境，对于新接第三方订单的预期进行了调整。

在新签订单对应的未来收入预测中，各期新签订单总额在期后确认收入的比例主要参考历史期间新

签订单的项目执行周期确定，具体情况如下：

基准日

接入后各期确认收入比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2022.12.31 12.03% 66.69% 21.28% 0.00%

2023.12.31 12.03% 48.58% 39.40% 0.00%

2023年PIA�美国实际订单进度不及预期，存在延期终验的项目。因此在2023年减值测试时对于接入

后各期确认收入比例进行了调整。

②EBITDA的预测

PIA美国商誉减值测试EBITDA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美元

基准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481.22 122.10 329.16 392.69 446.77 /

2023.12.31 / -117.26 478.57 163.00 194.51 220.21

A、PIA美国本期减值测试预测期营业成本情况

营业成本预测的逻辑同PIA�安贝格。 最近2年商誉减值测试毛利率预测情况如下：

基准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15.09% 18.45% 18.98% 19.62% 20.06%

2023/12/31 7.26% 20.42% 17.72% 17.66% 17.55%

最近5年PIA美国的实际毛利率分别为15.84%、19.40%、13.27%、15.11%和14.45%，公司2024年预测

毛利率较低，主要系公司2020年接入一个全球化经营策略下的战略项目一GKN项目，该项目具有技术难

度大、复杂程度高、初始毛利较低的特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PIA美国与客户对于产线的技术性指标实现

情况出现一定的分歧，由于技术指标未达到客户要求，导致调试周期较长，该项目成本逐步出现成本超预

算的情况。PIA美国针对该事项已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并预计于2024年完成终验。由于该亏损项目订

单金额约1289.11万美元，占预计2024年全年收入比例较大，因此2024年预计全年毛利率较低。

公司2025年预测毛利率大幅增长， 主要系2023年PIA美国与H� &� T� Rechargeable� Solutions�

GmbH签订了数十条新能源汽车产线的合同，新签合同预计毛利率较高所致。 目前公司不断通过加大中

国区域采购的方式持续降低材料成本；同时公司为了更好地管理业务，对公司进行了重组，未来将采用事

业部管理模式来提升效率。 因此公司预计2023年的毛利率下滑系暂时性影响，从长期来看公司毛利率将

逐步恢复至历史毛利高点。

B、PIA美国本期减值测试预测期期间费用的确定

期间费用总体预测逻辑与PIA�安贝格一致，经测算，PIA�美国的期间费用较为稳定，除了2023年受

到涨薪的影响，期间费用略有提升，导致预测利润有所下降。 具体对比如下：

单位：万美元

基准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2.12.31 577.04 583.25 607.50 623.22 645.10 /

2023.12.31 / 612.74 628.65 638.69 654.45 671.93

③PIA美国本期减值测试预测期税前折现率的确定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税前净现金流量，则折现率选取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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