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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按期支付货款的主要原因；查阅客户五出具的付款计划，了解其未来预计回款情况；

4、查阅主要客户定期报告等文件、走访客户，查阅企查查等公开渠道资料，了解主要客户经营业绩、

偿债能力，分析其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5、结合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对比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的充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2023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名的客户名称、信用政策及变化、期后回款情况、是否存在

逾期、公司是否通过放宽信用政策扩大销售等情况；2023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中，对客户三、客

户一信用政策有所放松，其他客户无变化，主要系客户三、客户一综合考虑行业周期情况、资金状况等因

素主动与包括公司在内的主要供应商进行协商的结果，公司不存在主动放宽信用政策扩大销售的情形；

2、公司应收账款账龄较短，主要欠款客户经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期后回款情况良好，应收账

款回收风险较小；公司相同账龄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与华友钴业、芳源

股份较为一致，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通过查阅主要客户合同、访谈客户、获取情况说明、访谈公司管理层等方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信用

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及其变化原因；

2、获取公司应收账款明细表，检查应收账款期末构成及账龄分布情况，分析是否存在逾期款项；

3、取得期后回款对应的银行回单及票据，访谈财务负责人，核查主要客户期后回款情况，了解客户九

未能按期支付货款的主要原因；查阅客户五出具的付款计划，了解其未来预计回款情况；

4、查阅主要客户定期报告等文件，查阅企查查等公开渠道资料，了解主要客户经营业绩、偿债能力，

分析其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5、结合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对比同行业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的充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2023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名的客户名称、信用政策及变化、期后回款情况、是否存在

逾期、公司是否通过放宽信用政策扩大销售等情况；2023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中，对客户三、客

户一信用政策有所放松，其他客户无变化，主要系客户三、客户一综合考虑行业周期情况、资金状况等因

素主动与包括公司在内的主要供应商进行协商的结果，公司不存在主动放宽信用政策扩大销售的情形；

2、公司应收账款账龄较短，主要欠款客户经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期后回款情况良好，应收账

款回收风险较小；公司相同账龄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与华友钴业、芳源

股份较为一致，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公司已在修订后年报中充分提示应收账款回收相关风险。

问题5：关于应付票据

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应付票据账面价值为80,766.39万元，同比增加46.18%，主要系采购增加

以票据结算所致。

请公司：（1）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票据期限、是否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2）结合采购和应付款项结算方式变化情况等，说明在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发

生大额采购应付票据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票据期限、是否与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2023年末，公司应付票据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 交易背景 采购产品

应付票据余额（含

税）

票据期限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供应商九 采购原材料 硫酸锰 190.20 6个月 否

供应商十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 443.02 6个月 否

供应商十一 采购设备 反应釜 400.00 6个月 否

供应商十二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硫酸锰 4,954.36 6个月 否

供应商十三 采购原材料 硫酸钴 1,198.00 6个月 否

供应商十四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 1,460.25 6个月 否

供应商十五 采购原材料 硫酸锰 1,107.47 6个月 否

供应商十六 采购原材料 液碱 2,543.00 6个月 否

供应商十七 采购原材料 硫酸钴 371.00 6个月 否

供应商十八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 674.04 6个月 否

供应商十九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硫酸钴 971.20 6个月 否

供应商一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 18,969.75 6个月 否

供应商二十 采购原材料 硫酸锰 65.00 6个月 否

供应商二十一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硫酸钴 6,232.04 6个月 否

供应商二十二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 698.46 6个月 否

供应商四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等 2,106.03 6个月 否

供应商二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 1,766.48 6个月 否

供应商二十三 采购工程 低压配电 1,499.00 6个月 否

供应商三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硫酸钴 5,299.39 6个月 否

供应商二十四 采购设备

安装工程/MVR蒸发结晶系统

等水处理系统

5,170.60 6个月 否

供应商八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碳酸锂 5,760.75 6个月 否

供应商二十五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硫酸钴 1,023.09 6个月 否

供应商五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 6,535.95 6个月 否

供应商二十六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 2,626.44 6个月 否

供应商二十七 采购原材料 钨酸钠 227.20 6个月 否

供应商六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硫酸钴 2,783.36 6个月 否

供应商二十八 采购设备 储罐 513.50 6个月 否

供应商二十九 采购工程 防腐工程 240.30 6个月 否

供应商三十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 1,712.01 6个月 否

供应商三十一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硫酸钴 710.00 6个月 否

供应商三十二 采购工程 装修工程 98.08 6个月 否

供应商三十三 采购原材料 硫酸镍 808.70 6个月 否

供应商三十四 采购工程 厂房工程 853.26 6个月 否

供应商三十五 采购原材料 硫酸钴 229.44 6个月 否

供应商三十六 采购原材料 硫酸钴 525.00 6个月 否

合计 / / 80,766.39 / /

注：供应商四系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集团” ）全资孙公司。 建发集团隶属于厦门

市国资委，系厦门市属国有企业，建发集团通过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4.4996%的股份，通过建发股份（600153.SH）间接持有公司0.3223%的股份，总计间接持有公司4.8219%

的股份。

从上表可知，公司应付票据支付对象为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以及工程建筑商等，交易背景真

实，票据期限均为6个月，支付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向上述原材料供应商主要采购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等原材料，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在上海

有色金属网存在公开市场报价，公司采购时主要基于公开市场参考价格、付款条件等因素采购、结算，交

易价格公允，交易背景真实。

（二）结合采购和应付款项结算方式变化情况等，说明在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发生大额采购应付

票据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的情形

1、公司应付款项变动情况

2022年末、2023年末，公司应付款项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变动

1、应付票据 80,766.39 55,251.79 46.18%

其中：材料款 71,991.64 37,562.23 91.66%

工程设备款 8,774.75 17,689.56 -50.40%

2、应付账款 19,723.22 35,276.00 -44.09%

其中：材料款 3,773.36 26,877.39 -85.96%

工程设备款 14,242.18 7,498.53 89.93%

其他 1,707.68 900.09 89.72%

材料款合计 75,765.00 64,439.62 17.58%

工程设备款合计 23,016.92 25,188.09 -8.62%

其他合计 1,707.68 900.09 89.72%

注：应付账款中的“其他”主要为应付的蒸汽、电力等费用款项。

根据上表，公司2023年末应付票据余额为80,766.39万元，较上期增加46.18%，其中应付材料款为

71,991.64万元，较上期增加91.66%，增加幅度较大。 2023年末应付账款余额为19,723.22万元，较上期下

降44.09%，其中应付材料款为3,773.36万元，较上期下降85.96%。 应付账款中的应付材料款余额大幅下

降，而应付票据中的应付材料款余额大幅上升，主要系2023年因锂电行业竞争加剧，资金回笼时间较长，

部分客户账期延长，公司从资金收益的方面考虑延长供应商的账期，增加了票据结算，以减轻自身的资金

压力。

2022年末、2023年末，公司应付材料款合计（包括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分别为64,439.62万元、75,

765.00万元，小幅上升17.58%，变动幅度相对较小。

2、在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发生大额采购应付票据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2023年，公司原材料采购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 间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

采购金额（不含税） 占比 采购金额（不含税） 占比

上半年（1-6月） 43,610.15 38.87% 106,457.94 58.96% -62,847.79

下半年（7-12月） 68,592.13 61.13% 74,103.75 41.04% -5,511.63

合计 112,202.28 100.00% 180,561.69 100.00% -68,359.42

根据上表，公司2023年原材料采购金额较2022年下降68,359.42万元，与2023年业绩大幅下滑趋势

相一致。 2022年，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集中在上半年，采购占比58.96%，2023年原材料采购主要集中在下

半年，采购占比为61.13%。 随着主要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下降，公司考虑了主要原材料行情变化，重点在

2023年下半年增加对原材料的采购，公司上述采购的时间性差异以及对供应商结算方式的变化（应付票

据结算大幅增加，应付账款结算大幅减少），使得公司2023年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2023年末的应付票

据增长较大。 综上，公司2023年末存在大额应付票据，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3、是否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的情形

经核查上述票据主要供应商合同，检查合同约定的支付条款是否和开具票据情况一致，获取并核查

公司相关账户的银行流水，获取并核查公司出具的确认函， 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联

方进行融资的情形。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应付票据台账以及供应商合同，检查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票据

期限等信息；

2、检索应付票据支付对象的工商登记信息、股东构成及股权穿透信息，检查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访谈采购负责人，了解公司采购原材料的报价参考依据，确认采购原材料价格的公允性；

3、查阅公司2022-2023年应付款项变动表及原材料明细账，访谈财务负责人，分析应付款项变动情

况及应付票据增长的原因；

4、结合上述情况，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增加票据结算的原因，分析其合

理性；

5、检查相关供应商合同，确认合同约定的支付条款是否和开具票据情况一致；获取并核查了公司相

关账户的银行流水，获取了公司出具的确认函，确认公司是否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的情

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票据期限、是否与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等信息；公司应付票据支付对象为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以及工程建筑商等，交易背

景真实，票据期限均为6个月，支付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交易价格公允，

交易背景真实；

2、公司基于资金收益的考虑延长供应商的账期，增加了票据结算，以减轻自身的资金压力，且公司采

购原材料具有时间性差异，对供应商结算方式发生变化（应付票据结算大幅增加，应付账款结算大幅减

少），导致在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发生大额采购应付票据，具有合理性；公司不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

联方进行融资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应付票据台账以及供应商合同，检查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票据

期限等信息；

2、检索应付票据支付对象的工商登记信息、股东构成及股权穿透信息，检查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访谈采购负责人，了解公司采购原材料的报价参考依据，确认采购原材料价格的公允性；

3、查阅公司2022-2023年应付款项变动表及原材料明细账，访谈财务负责人，分析应付款项变动情

况及应付票据增长的原因；

4、结合上述情况，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增加票据结算的原因，分析其合

理性；

5、检查相关供应商合同，确认合同约定的支付条款是否和开具票据情况一致；获取并核查了公司相

关账户的银行流水，获取了公司出具的确认函，确认公司是否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联方进行融资的情

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应付票据对应的供应商名称、交易背景、采购产品、采购金额、票据期限、是否与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等信息；公司应付票据支付对象为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以及工程建筑商等，交易背

景真实，票据期限均为6个月，支付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交易价格

公允，交易背景真实；

2、公司基于资金收益的考虑延长供应商的账期，增加了票据结算，以减轻自身的资金压力，且公司采

购原材料具有时间性差异，对供应商结算方式发生变化（应付票据结算大幅增加，应付账款结算大幅减

少），导致在业绩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发生大额采购应付票据，具有合理性；公司不存在利用应付票据为关

联方进行融资的情形。

问题6：关于在建工程

年报显示，2023年末，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33,680.32万元，同比增加38.98%，主要系募投项目

工程推进所致。 其中，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工程进度达到92.02%，期末余额仍有23,128.60万元未

转入固定资产。

请公司结合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建设的具体时间规划、实际工程进度、预计完工时间及是否

符合建设计划安排，说明是否存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固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建设的具体时间规划、实际工程进度、预计完工时间及是

否符合建设计划安排

1、具体时间规划

根据公司2022年11月23日披露的《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地点、实施方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以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

驱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 ），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计划于

2023年9月投入生产，实施分为2个时间段进行：

1、项目准备期：本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项目可行性报告的编写、环评、安评、立项、工程图纸设计等，

计划于2022年1月开始，2022年8月完成，不计入建设期。

2、项目建设期：主要工作包括主体工程施工及装修、设备招标采购、安装与调试、人员培训、项目验收

试车等，计划于2022年9月开始，2023年8月完成。

2、实际工程进度、预计完工时间、是否符合建设计划安排

2023年7月，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厂房建设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厂房（不包

括生产线）对应的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2023年12月，项目4条生产线竣工，其中第1条生产线验收完

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生产线对应的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项目正式投入生产。 2024年1月、2月、

3月，该项目其余3条生产线分别验收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入固定资产。 截至2024年3月，公司

“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厂房及4条生产线全部完工并验收投产，该项目对应的在建工程全部转入

固定资产。

根据《可研报告》，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预计完工时间为2023年8月，计划于2023年9

月投入生产，由于2022年区域封控给公司施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实际于2023年7月完成厂房建设，

并于2023年12月实现生产线全部竣工，开始投入生产。

（二）是否存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固的情形

2023年度，公司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工程名称 预算数 期初数 本期增加 转入固定资产 其他减少 期末数

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71,520.15 18,655.01 47,154.31 42,549.44 131.28 23,128.60

年产1.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47,226.97 8.42 10,230.15 - - 10,238.57

一、二、三车间提升改造工程 / 4,521.12 4,117.02 8,599.20 - 38.94

小计 / 23,184.55 61,501.48 51,148.64 131.28 33,406.11

（续上表）

工程名称 截至2023年末完工进度 截至2023年末转固情况

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厂房完工、设备均已到场 厂房转固、1条生产线转固

年产1.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厂房建设中 未转固

一、二、三车间提升改造工程 改造完成 已转固

由上表可知，公司2023年末在建工程余额主要系募投项目“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和“年产

1.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已投入但尚未完工部分。 其中，“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截至2023年末

已累计投入65,809.32万元，项目进度为92.02%。 “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共4条生产线，其中，厂

房（不包括生产线）于2023年7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入固定资产；截至2023年末，生产线所需主

要设备已到达项目现场，其中第1条生产线已组装完成并进行了调试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于2023

年12月转入固定资产， 其余3条产线设备仍在调试中， 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该3条生产线分别于

2024年1月、2月、3月调试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转入固定资产）。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厂房、生产线转入固定资产。 公司期

末不存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相关公告及《可研报告》，了解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的具体情况及实施计

划；

2、访谈公司研究院院长（募投项目负责人），查阅募投项目厂房用电量统计及生产线试制产品检测

报告单，确认厂房及生产线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3、将实际建设进度与实施计划相对比，访谈公司研究院院长，了解项目实际建设进度情况；

4、查阅2023年度在建工程变动表，了解公司重要在建工程项目变动情况；结合在建工程实际转入固

定资产情况分析公司是否存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根据《可研报告》，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预计完工时间为2023年8月，计划于2023

年9月投入生产，由于2022年区域封控给公司施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实际于2023年7月完成厂房建

设，并于2023年12月实现生产线投产；

2、公司不存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相关公告及《可研报告》，了解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的具体情况及实施计

划；

2、访谈公司研究院院长（募投项目负责人），查阅募投项目厂房用电量统计及生产线试制产品检测

报告单，确认厂房及生产线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3、将实际建设进度与实施计划相对比，访谈公司研究院院长，了解项目实际建设进度情况；

4、查阅2023年度在建工程变动表，了解公司重要在建工程项目变动情况；结合在建工程实际转入固

定资产情况分析公司是否存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根据《可研报告》，公司“年产2.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预计完工时间为2023年8月，计划于2023

年9月投入生产，由于2022年区域封控给公司施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实际于2023年7月完成厂房建

设，并于2023年12月实现生产线投产；

2、公司不存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的情形。

三、其他

问题7：关于非经常性损益

年报显示，2023年，公司其他债权投资在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收入为1,214.31万元，计入投资收益科

目，均未列入非经常性损益。

请公司结合其他债权投资中大额存单的合同约定、核算方式等，说明是否应当界定为非经常性损益，

以及本期因现金管理产生的合计收益对公司扣非后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请公司结合其他债权投资中大额存单的合同约定、核算方式等，说明是否应当界定为非经常性

损益

1、公司主要大额存单的合同约定情况

公司主要大额存单的合同约定情况如下：

买入银行 票面金额（万元） 年利率 计息类型 存单期限 是否可转让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19,000.00 3.10% 固定利率型 3年 可即时转让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11,000.00 2.90% 固定利率型 3年 可即时转让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 1,000.00 3.55% 固定利率型 3年 可即时转让

招商银行绍兴分行诸暨支行 1,000.00 3.30% 固定利率型 3年 可即时转让

合计 32,000.00 / / / /

根据上表，公司购买的大额存单为固定年利率，且可以即时转让，并且转让由公司自主发起，受让客

户需垫付转出方持有期间根据年利率计算所获得的存单收益。

2、公司大额存单的核算方式

公司对于大额存单有持有至到期以及转让的双重意图，且2023年度内发生即时转让行为，业务模式

为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公司列示为其他债权投资，其中固定利率计算的利息收入按实际利率法计算，

计入投资收益；可转让存单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因存单转让市场公允价格一般为本

息合计票面金额，不存在打折或者溢价的情形，故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一般为0，公司核算方式准确。

3、公司将可转让大额存单收益列入经常性损益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 （2023年修

订）》（以下简称“《第1号公告》”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

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

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 针对投资收益，《第1号公告》规定：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金融资产和金融

负债产生的损益均应当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公司持有的可转让大额存单确认的债权投资利息，属于金融

资产持有期间的固定收益，不属于非经常性损益范围，且公司持有的可转让定期存单利率与定期存款利

率以及公司其他协定存款利率不存在重大差别，因此，公司持有的可转让定期存单对应的投资收益本质

上为利息收入，公司将其列入经常性损益具备合理性。

近期，针对大额存单相关收益，与公司同样计入经常性损益的上市公司案例有：

序号 公司简称/股票代码 具体情况

1

西高院

（688334.SH）

根据审计报告，可转让大额存单产生的投资收益及定期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均计入经常性损益

2

丰华股份

（600615.SH）

根据年度报告，购买的华夏银行大额定期存单产品利息收入计入经常性损益

3

云星宇

（873806.BJ）

根据反馈回复，购买大额存单、七天通知存款等产品产生的相关收益归类为经常性损益

由上表可知，西高院、丰华股份、云星宇等上市公司将大额存单产生的收益计入经常性损益，与公司

相关会计处理一致。

（二）本期因现金管理产生的合计收益对公司扣非后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2023年度，公司针对经营过程中暂不需要的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分为与银行签订协定存款协议以及

购买可转让大额存单两种类型。 公司可转让大额存单在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收入为1,214.31万元，与银

行签订协定存款协议取得的利息收入为1,886.36万元，若将上述两种类型的利息收入均作为非经常性损

益，则扣非后净利润的变动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年度报告金额 若利息收入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变动金额

扣非后净利润 -9,975.29 -12,492.95 -2,517.66

注：上表已考虑对所得税费用影响。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主要大额存单的产品说明书，检查票面金额、票面年利率、计息类型、存单期限、转让等条款；

2、向公司管理层了解持有可转让大额存单的意图，检查是否发生即时转让行为等，确定大额存单的

核算方式，分析可转让大额存单收益列入经常性损益的合理性；

3、通过公开渠道搜寻其他上市公司将大额存单相关收益计入经常性损益的案例，分析与公司相关会

计处理是否一致；

4、取得并复核因现金管理（包括与银行签订协定存款协议以及购买可转让大额存单）产生的合计收

益对公司扣非后净利润的影响金额测算表。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将大额存单在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收入作为经常性损益具备合理性；

2、本期因现金管理产生的合计收益对公司扣非后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2,517.66万元。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主要大额存单的产品说明书，检查票面金额、票面年利率、计息类型、存单期限、转让等条款；

2、向公司管理层了解持有可转让大额存单的意图，检查是否发生即时转让行为等，确定大额存单的

核算方式，分析可转让大额存单收益列入经常性损益的合理性；

3、通过公开渠道搜寻其他上市公司将大额存单相关收益计入经常性损益的案例，分析与公司相关会

计处理是否一致；

4、取得并复核因现金管理（包括与银行签订协定存款协议以及购买可转让大额存单）产生的合计收

益对公司扣非后净利润的影响金额测算表。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将大额存单在持有期间取得的收益作为经常性损益具备合理性；

2、本期因现金管理产生的合计收益对公司扣非后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2,517.66万元。

问题8：关于供应链管理公司

年报显示，2023年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帕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大宗商品贸易、进出口

及其他商业服务业，投资金额为1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设立供应链管理公司的主要考虑、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为公司或控股股东

的关联方、投资资金具体用途；（2）补充披露供应链管理公司2023年度的业务开展情况，收入确认采取总

额法或净额法及其依据。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补充披露设立供应链管理公司的主要考虑、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为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联

方、投资资金具体用途

1、设立供应链管理公司的主要考虑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帕瓦供应链是一家专注从事镍钴锰等金属盐类商品贸易的公司， 基于上海有色金属网等存在的公

开市场报价，充分利用母公司的产业资源赋能，发挥集采优势，积极向上游供应商询价、议价及采购，并向

下游客户（非帕瓦股份及其控股公司）销售，与客户、供应商分别签订购销协议，赚取贸易利润。

公司新设帕瓦供应链，聚焦硫酸钴、硫酸镍等上游资源品的贸易，向上游原料端积极延伸，进一步加

强公司在纵向一体化方向上的竞争力。 公司三元前驱体产品主要原料为硫酸镍、硫酸钴和硫酸锰，具有原

材料成本占比较高的典型特征。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预期公司产能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为了

更好践行“供应安全、成本可控” 的供应链战略，加强与产业链上游业务接触的广度及深度，公司在该方

向成立专业子公司帕瓦供应链。 ”

2、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为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联方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2023年度，帕瓦供应链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 是否为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联方

1 客户三 2,305.13 62.68 否

2 客户二 1,118.62 30.42 否

3 客户六 221.73 6.03 否

4 客户七 15.93 0.43 否

5 客户八 6.39 0.17 否

合计 3,667.81 99.73 /

注：公司对客户二的销售收入为集团口径合计数。

2023年度，帕瓦供应链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原材料采购总额比例（%）

是否为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

联方

1 供应商二 11,381.42 65.51 否

2 供应商六 1,319.83 7.60 否

3 供应商三 1,186.10 6.83 否

4 供应商七 907.08 5.22 否

5 供应商八 811.97 4.67 否

合计 15,606.39 89.83 /

注：上表采购金额系2023年采购原材料金额。

经核查，帕瓦供应链主要客户及供应商非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联方。 ”

3、投资资金具体用途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2023年度，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帕瓦供应链，主要业务为硫酸钴、硫酸镍等原材料的贸易业务，投

资金额为1亿元。 公司对帕瓦供应链的投资资金部分用于原材料采购、物流运输费用、人员工资等日常经

营支出，部分留存于公司，不存在投资款项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

（二）补充披露供应链管理公司2023年度的业务开展情况，收入确认采取总额法或净额法及其依据

1、供应链管理公司2023年度的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帕瓦供应链2023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1-12月（万元）

总资产 13,012.51

净资产 10,145.06

营业收入 3,677.68

营业利润 193.84

净利润 145.06

帕瓦供应链业务涵盖硫酸镍、硫酸钴等原材料贸易，在上游原材料供应等环节积极投入、经营布局，

构建更稳健的供应链体系。 2023年度，帕瓦供应链实现营业收入3,677.68万元，净利润145.06万元，与客

户三、客户二等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业务开展情况较平稳。 ”

2、收入确认采取总额法或净额法及其依据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中第三十四条关于收入确认的总额法与净额法的规定：“企业

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还是代理人。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

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

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

比例等确定。 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情形包括：（一）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

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二）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三）企业自第三方

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某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在具体判

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应当综合考

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一）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二）企业在

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三）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四）其他

相关事实和情况。 ”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会计类第1号》，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涉及其他方参与其中

时，应当根据合同条款和交易实质，判断其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企业在将特定商品或服务转让

给客户之前控制该商品或服务的， 即企业能够主导该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

益，为主要责任人，否则为代理人。

帕瓦供应链主要业务为硫酸钴、硫酸镍等原材料的贸易业务，主要分为公司采购入库后送货至客户、

由供应商直接送货至客户这两种类型，按“总额法、净额法”核算确认收入的主要依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细分类型 收入确认方法 收入金额

1 公司采购入库后送货至客户 总额法 3,478.77

2 由供应商直接送货至客户 净额法 198.91

总计 3,677.68

公司采购入库后送货至客户的模式下，帕瓦供应链对于不能按时交付货物、商品不符合标准等违约

情况，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公司分别与供应商、客户签订合同并协商定价，拥有自主定价权；公司在此类交

易中承担与存货有关的价格波动、商品积压、商品毁损灭失等各类风险；公司在此类交易中是主要责任

人，按“总额法”核算确认收入。

由供应商直接送货至客户的模式下：帕瓦供应链虽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也承担该商品

的存货风险，亦暂时性获得商品法定所有权，但获得的商品法定所有权具有瞬时性、过渡性特征，表明帕

瓦供应链很可能并未真正取得商品控制权，未真正承担存货风险，因此，基于谨慎性原则，按“净额法” 核

算确认收入。

综上，公司采购入库后送货至客户的模式下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由供应商直接送货至客户的模式

下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具备合理性。 ”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设立帕瓦供应链的主要考虑、业务开展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为公司

或控股股东的关联方等情况，分析设立帕瓦供应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业务开展合规性；

2、获取帕瓦供应链的销售明细、采购明细，梳理主要客户与供应商，比对关联方清单，核查帕瓦供应

链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为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联方；

3、通过企查查等网络渠道核查客户、供应商基本信息，分析双方合作的真实性；

4、获取帕瓦股份对帕瓦供应链的投资款银行回单、帕瓦供应链财务报表、银行流水，了解投资资金具

体用途情况；

5、获取帕瓦供应链相关销售合同、物流对账单，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一一会计类第1号》等规则，分析收入确认采取总额法或净额法的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新设帕瓦供应链，系为了聚焦硫酸钴、硫酸镍等上游资源品的贸易，向上游原料端积极延伸，

进一步加强公司在纵向一体化方向上的竞争力；帕瓦供应链主要客户及供应商非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联

方；公司对帕瓦供应链的投资资金部分用于原材料采购、物流运输费用、人员工资等日常经营支出，部分

留存于公司，不存在投资款项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2、帕瓦供应链业务涵盖硫酸镍、硫酸钴等原材料贸易，在上游原材料供应等环节积极投入、经营布

局，构建更稳健的供应链体系。 2023年度，帕瓦供应链实现营业收入3,677.68万元，净利润145.06万元；公

司采购入库后送货至客户的模式下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由供应商直接送货至客户的模式下采用净额法

确认收入，具备合理性。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设立帕瓦供应链的主要考虑、业务开展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为公司

或控股股东的关联方等情况，分析设立帕瓦供应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业务开展合规性；

2、获取帕瓦供应链的销售明细、采购明细，梳理主要客户与供应商，比对关联方清单，核查帕瓦供应

链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为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关联方；

3、通过企查查等网络渠道核查客户、供应商基本信息，分析双方合作的真实性；

4、获取帕瓦股份对帕瓦供应链的投资款银行回单、帕瓦供应链财务报表、银行流水，了解投资资金具

体用途情况；

5、获取帕瓦供应链相关销售合同、物流对账单，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一一会计类第1号》等规则，分析收入确认采取总额法或净额法的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新设浙江帕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聚焦硫酸钴、硫酸镍等上游资源品的贸易，向上游原料端

积极延伸，进一步加强公司在纵向一体化方向上的竞争力；帕瓦供应链主要客户及供应商非公司或控股

股东的关联方；公司对帕瓦供应链的投资资金部分用于原材料采购、物流运输费用、人员工资等日常经营

支出，部分留存于公司，不存在投资款项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2、帕瓦供应链业务涵盖硫酸镍、硫酸钴等原材料贸易，在上游原材料供应等环节积极投入、经营布

局，构建更稳健的供应链体系。 2023年度，帕瓦供应链实现营业收入3,677.68万元，净利润145.06万元；公

司采购入库后送货至客户的模式下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由供应商直接送货至客户的模式下采用净额法

确认收入，具备合理性。

问题9：关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年报显示，2023年，公司对兰溪博观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追加投资1200万元，持股比例为4.85%。 博观

循环是公司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展诚建设公司共同投资企业，其第一大股东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第二

大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存在亲属关系。

请公司：（1）补充披露博观循环的主营业务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上市公司对其参股的原因及合理

性；（2）补充披露博观循环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

利益往来，是否存在投资款项直接或间接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补充披露博观循环的主营业务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上市公司对其参股的原因及合理性

1、博观循环的主营业务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博观循环是专业从事含金属废物资源化利用的回收企业，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冶炼、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具体包括镍豆/镍粉溶解、MHP冶炼加工、废旧电池及黑粉循环回收与综合利用。 最近一期的主要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1-12月（万元）

总资产 26,029.10

净资产 12,403.82

营业收入 207.88

营业利润 -579.07

净利润 -785.83

2、上市公司对其参股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主要产品三元前驱体采用“主要原料成本+加工费” 的定价模式，公司产品定价、毛利率水平

对原料价格的波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新建产能的释放，公司对上游供应链安

全性、稳定性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博观循环作为专业从事含金属废物资源化利用的回收企业，依托行业深耕多年的专业团队与渠道资

源，在有色金属冶炼、电池循环利用等环节具备竞争优势，其“年产3.3万吨镍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已被

列入浙江省“千项万亿” 重点项目，未来具备湿法制备硫酸镍钴的生产能力，契合公司适度向上游环节推

进纵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具备产业协同效应。 同时，博观循环坐落于浙江省兰溪市经济开发区光膜小

镇，毗邻公司“年产1.5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 的实施地点，未来双方合作具备便利条件，具备区域协同效

应。

2022年11月，公司以自有资金80万元与展诚控股共同投资、参股设立博观循环，占博观循环注册资

本的4.00%。 博观循环于2023年4月完成第一次增资，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增加至3000万元，公司对博观

循环持股比例稀释至2.67%。随着博观循环项目建设的高效推进，在资本市场对电池回收赛道高度关注的

背景下，为进一步落实长远发展战略、完善产业布局需要，2023年8月公司以自有资金1,200万元与包括

公司在内的5名投资方共同参与博观循环的第二次增资， 增资后公司对博观循环的持股份额由之前的

2.67%增加至4.85%。

综上，公司参股博观循环，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落实长远发展战略、完善产业布局，将对公司夯实主业、

提升综合竞争力形成助力。 ”

（二）补充披露博观循环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

他利益往来，是否存在投资款项直接或间接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1、博观循环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往来

经取得并复核获取博观循环银行流水、银行开立户清单等资料，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2024年预计向博观循环采购原材料5,000万元，已于2023年12月发布公告《浙江帕瓦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主要是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是为了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各方将按照公平自愿

的市场原则进行，相关交易价格将按照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结合市场波动情况协商确定。除前述2024年

度预计发生的关联采购外，博观循环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

者其他利益往来。 ”

2、是否存在投资款项直接或间接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博观循环不存在投资款项直接或间接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委托查阅博观循环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财务会计报告等事项的《委托授权书》《关于行

使股东知情权的通知函》；

2、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参股博观循环的主要考虑，分析参股博观循环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3、获取博观循环银行开立户清单、银行流水，通过比对关联方清单，分析博观循环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往来，是否存在投资款项直接或间接流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4、获取博观循环的声明，确认博观循环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债权债

务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往来，是否存在投资款项直接或间接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

的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博观循环是专业从事含金属废物资源化利用的回收企业，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冶炼、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具体包括镍豆/镍粉溶解、MHP冶炼加工、废旧电池及黑粉循环回收与综合利用，公司已补充披露

博观循环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公司参股博观循环，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落实长远发展战略、完善产业布局，

将对公司夯实主业、提升综合竞争力形成助力；

2、博观循环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往来，不

存在投资款项直接或间接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委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查阅博观循环会计账簿、会计凭证、财务会计报

告等事项的《委托授权书》《关于行使股东知情权的通知函》；

2、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参股博观循环的主要考虑，分析参股博观循环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3、获取博观循环银行开立户清单、银行流水，通过比对关联方清单，分析博观循环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往来，是否存在投资款项直接或间接流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4、获取博观循环、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声明，确认博观循环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往来，是否存在投资款项直接或间接流向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博观循环是专业从事含金属废物资源化利用的回收企业，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冶炼、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具体包括镍豆/镍粉溶解、MHP冶炼加工、废旧电池及黑粉循环回收与综合利用，公司已补充披露

博观循环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公司参股博观循环，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落实长远发展战略、完善产业布局，

将对公司夯实主业、提升综合竞争力形成助力；

2、博观循环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往来，不

存在投资款项直接或间接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4日

（上接B07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