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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用政策及付款安排

2021-2023年，公司的收款结构以票据形式为主，采用票到1-3个月后，客户支付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的主要

结算模式。

经检索公开信息，同行业可比公司信用政策公开披露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信用政策披露情况

福斯特

公司与主要客户保持着“先货后款” 的销售模式，货款结算主要采取“账期+承兑

汇票” 的模式。 具体到信用政策方面，公司与主要客户的账期一般为30-90天，收

取的承兑汇票主要为6个月期限的银行承兑汇票。

赛伍技术

阿特斯：120天+银行承兑汇票/电汇；晶澳太阳能：90天+银行承兑汇票/电汇；天合

光能：30天+商业承兑汇票；乐叶光伏：90天+银行承兑汇票；

东方日升：90天+商业承兑汇票；晶科能源：90天+商业/银行承兑汇票；韩华新

能源：90天+银行承兑汇票/电汇。

由于下游客户较强势，实际付款周期要晚于约定账期1-2个月左右，实际平均

账期在120天-150天。

天洋新材

光伏封装胶膜采用30-90天账期， 太阳能封装膜业务回款约定为部分票据及部分

银行汇款。

由上表，同行业公司普遍采用“账期+承兑汇票” 的销售结算模式，公司的销售结算信用政策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显著

差异。 公司的收款结构以票据为主，符合胶膜及其他主要光伏辅材的行业特性及行业惯例。

付款安排方面，由于胶膜行业上游供应商属于大型化工原料厂商，议价能力较强。 2021-2023年，公司对于主要供应商

中的境内供应商，采用支付现款或银票的付款方式款到发货；对于主要供应商中的境外供应商，采用美元现款或开具信用

证的方式支付货款后款到发货。

由于胶膜行业面向上下游的信用政策存在差异，行业具有营运资金占用规模较大的特征，是导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持

续为负的原因。

2、票据贴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公司对应收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人的信用等级进行了划分，分为信用等级较高银行和信

用等级一般银行。

信用等级较高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交通银行等6家

大型商业银行及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等全国性股

份制商业银行。 上述银行信用良好，公司将其划分为信用等级较高银行。 当公司将由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承兑的汇票进行

贴现时，该等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被承兑银行拒绝付款，公司由此被追索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公司在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承

兑的汇票贴现时终止确认。

针对该等符合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的票据贴现，公司将票据贴现取得的现金分类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在现金流量

表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项目列报。

公司将上述信用等级较高银行之外的其他商业银行划分为其他信用等级一般的银行， 当公司将信用等级一般银行承

兑的汇票以及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贴现时，该等票据存在因承兑人到期拒绝付款公司被追索的可能，无法认为已将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因此，信用等级一般的银行承兑汇票或由企业、财务公司承兑的商业承兑

汇票贴现时不终止确认，待到期兑付后终止确认。

针对该等不符合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的票据贴现，公司将票据贴现取得的现金分类为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在现金流

量表中“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列报。

2021-2023年， 公司计入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科目中的票据贴现金额分别为11,333.69万元、160,

374.20万元及154,918.17万元。 该等票据贴现金额均与公司日常经营收款相关，实质属于经营性现金流入，分类计入筹资

性现金流客观上减少了经营性现金流。 模拟将各年度计入筹资性现金流入的票据贴现款还原至经营性现金流入，则

2021-2023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调整前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106,818.16 -291,500.28 -140,197.28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54,918.17 229,668.20 11,333.69

其中：信用等级一般的银行承兑

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净额

154,918.17 160,374.20 11,333.69

调整后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48,100.01 -131,126.08 -128,863.59

由上表，2023年度公司主动进行规模控制，通过主动管理库存、优化应收账款、提升运营效率等方法，全年经营性现金

流情况较上一年度明显改善，流动性风险得到有效缓解。

（二）上市以来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与收入、净利润的匹配情况

2021-2023年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82,492.60 340,177.20 164,386.61

营业收入 487,189.26 530,684.97 310,528.4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

入比

78.51% 64.10% 52.64%

2021-2023年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164,386.61万元、340,177.20万元及382,492.60万元，占

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2.64%、64.10%及78.51%，收现比呈上升趋势。 公司客户主要为龙头光伏组件厂商，其有使用

票据结算的习惯，销售业务占用资金相对较大且回款周期相对较长，导致在公司收入规模快速扩张的2021-2022年度，销

售收现比相对较低。 2023年度，公司控制业务规模，加强销售管理，回款金额较2022年度有所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收入规模

的减少，回款周期压力减小，销售收现比有较大幅度好转。

2021-2023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净利润 -22,857.27 5,009.34 25,217.84

加：资产减值准备 20,273.38 9,128.47 1,929.22

信用减值损失 -1,657.09 2,127.00 1,036.86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

折旧

7,093.97 4,497.65 2,420.61

使用权资产摊销 2,607.29 2,102.17 1,395.34

无形资产摊销 274.41 105.22 90.78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2,039.22 1,632.33 795.4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 号填列）

-35.04 -35.77 -0.93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7.93 2.62 0.47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21.38 - -

财务费用（收益以“－” 号填列） 9,134.15 8,677.60 2,213.40

投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301.87 -689.29 -1,189.76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8,251.67 -2,836.71 -246.92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5.56 2.24 -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39,341.57 -106,304.12 -20,419.0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75,989.70 -242,305.63 -167,057.86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78,481.62 27,386.58 13,617.19

其他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818.16 -291,500.28 -140,197.28

注：“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将期初已贴现未到期B类银票当期到期不影响现流的金额纳入范围，导致2023年“经营

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金额为负值，即将2022年已贴现期末未到期的B类票据2023年到期的金额在间接法调整2023年合并现

金流量表时予以考虑。

由上表，2021-2023年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与净利润之间的差异，主要系资产减值损失、存货的变动、经营性应收项

目的变动、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变动。 2021-2022年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当期净利润，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生产

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采购及销售金额快速增长，应收款项、应付款项规模随之增加；同时，公司为应对产销规模的持续增

长，存货规模大幅增加，存货金额呈增长趋势。2023年度，公司应收款项、存货等资金占用科目余额均呈减少趋势，考虑票据

贴现自筹资性现金流入还原至经营性现金流入后，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大于当期净利润。

（三）近三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2023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82,492.60 340,177.20 164,386.61

收到的税费返还 5,104.48 1,900.54 1,400.0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231.48 4,670.96 4,976.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4,828.55 346,748.70 170,762.8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65,002.78 605,010.55 289,527.9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962.92 16,215.66 10,057.78

支付的各项税费 4,666.19 9,347.79 5,000.4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014.83 7,674.98 6,373.9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1,646.71 638,248.98 310,960.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818.16 -291,500.28 -140,197.28

2021-2023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40,197.28万元、-291,500.28万元及-106,818.16万元。公

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是因为：

1、随着上市以来生产经营规模迅速增长，公司采购原材料的规模大幅增加。报告期各期，EVA/POE树脂采购金额占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例均在80%以上，由于上游付款周期较短，对于树脂等大宗原料供应商通常需要款到发货，

特别是2021年及2022年上半年EVA粒子价格明显偏高，采购数量及价格均大幅上升，导致2021-2022年度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长。 2023年度随着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下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金额有所减少。

2、公司下游主要为龙头光伏组件厂商，大客户相对集中且账期普遍较长。 公司对下游龙头组件厂商的销售结算政策一

般为票到1-3个月后，客户支付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由于票据期限一般为6个月，因此公司收现回款周期一般在

7-9个月以上，回款周期较长。 2021-2022年度公司收入规模快速扩张，应收款项的规模相应增长，受大客户账期较长因素

影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幅均低于采购付现金额增幅。 2023年度公司收入规模略有下降，同时加强销售管

理，销售收款情况较2022年度有所好转。

3、从下游客户的回款形式来看，票据回款比例较高，因此公司销售回款周期受票据期限影响较大。 公司在收到票据类

回款后（包括票据、国内信用证、E信通），主要去向包括背书转让用于支付供应商设备款、货款，贴现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以

及到期兑付。 根据会计准则，当公司将信用等级一般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贴现时，取得的现金流入在

现金流量表中分类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模拟将其还原至经营性现金流后，2023年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48,

100.01万元，较以前年度有明显好转。

（四）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具有合理原因

2021-2023年，公司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福斯特 -2,608.37 2,603.87 -14,756.11

赛伍技术 2,464.20 -7,965.66 -17,712.88

天洋新材 7,284.88 -25,473.39 -3,622.23

鹿山新材 -15,484.42 -69,136.16 1,184.46

明冠新材 21,240.20 8,298.42 -9,325.51

绿康生化 -18,675.89 -883.30 3,517.04

海优新材 -106,818.16 -291,500.28 -140,197.28

海优新材-票据贴现分类还原后 48,100.01 -131,126.08 -128,863.59

由上表，近年来随着光伏行业整体的快速发展，可比公司经营规模均随之扩张，胶膜行业面对客户及供应商的信用政

策导致经营性现金流普遍紧张。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2021-2022年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负值较大并低于可比公司，

2023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情况有明显好转，剔除票据分类影响后高于可比公司。

2021-2022年度，可比上市公司中，赛伍技术、天洋新材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均为负值，2022年度鹿山新材经营活动现

金流净额负值较大，此外福斯特2021年度及2022年1-9月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亦为负值。 2022年前三季度，福斯特经营活

动现金流净额为-117,628.58万元，根据其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其2022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转正，主要系当期福

斯特在结算部分货款时，为了加快回笼资金而修改合同条款，给予了客户现金折扣。2022年度，赛伍技术经营性现金流负值

较小，根据其年度报告披露，主要系加强应收账款回收管理与考核所致，同时其年报附注披露，其当期应收账款以现金折扣

方式提前收回金额为27,232.98万元。

2021-2022年度，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经营性现金流负值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胶膜业务占比均高于可比公司，胶膜行业经营模式导致营运资金占用较大

2021-2023年度，公司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胶膜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福斯特 90.67% 89.27% 89.51%

赛伍技术 58.60% 51.33% 37.70%

天洋新材 50.72% 51.06% 30.35%

鹿山新材 62.07% 55.14% 41.43%

明冠新材 38.98% 15.83% 8.50%

绿康生化 28.36% - -

平均值 54.90% 43.77% 34.58%

海优新材 98.53% 99.09% 98.29%

由于光伏胶膜行业下游客户为光伏组件厂商，大客户相对集中且账期普遍较长；而上游主要为大宗原材料厂商，上游

付款条件较为严格。 因此近年来胶膜行业企业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同时面临着营运资金缺口大幅增加的行业现状。

公司长期专注于光伏胶膜业务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近年来随着光伏行业的快速发展，胶膜业务收入快速增长，公司收

入增速较高的同时，胶膜业务的经营模式也导致公司营运资金相对短缺，经营性现金流缺口更大。 2021-2022年度在业务

高速扩张时期，公司胶膜业务收入占比高于可比公司，是经营现金流负值较大的重要原因。

2、公司2020-2022年度营业收入增速显著高于可比公司

2021-2023年，公司及可比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福斯特 19.66% 46.82% 53.20%

赛伍技术 1.22% 36.39% 38.25%

天洋新材 -7.06% 33.55% 52.74%

鹿山新材 12.69% 54.63% 67.39%

明冠新材 -19.82% 35.10% 40.33%

绿康生化 53.71% -9.23% 17.93%

平均值 10.07% 32.88% 44.97%

海优新材 -8.20% 70.90% 109.66%

由上表，2021-2022年度，在胶膜业务扩张阶段，公司收入增速显著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21年1月，公司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134,690.64万元，完成上市后公司营运资金得到有效补充，得以进一步扩张产销规模。 在此背

景下，公司与晶科能源、天合光能、隆基绿能、晶澳科技等全球前四大光伏组件厂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主要客户的

收入快速增长，实现收入的持续大幅增长。 在此背景下，公司胶膜业务所需占用的营运资金大幅增加，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净

额负值较大。

3、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受到大客户账期较长影响更大所致

2021-2023年度，公司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福斯特 50.75% 49.53% 58.93%

赛伍技术 42.79% 53.03% 49.17%

天洋新材 32.75% 37.41% 15.71%

鹿山新材 30.10% 24.34% 21.02%

明冠新材 65.64% 64.09% 68.20%

绿康生化 31.33% 21.03% 31.34%

平均值 42.23% 41.57% 40.73%

海优新材 71.89% 75.01% 82.65%

由上表，公司基于控制信用风险、提高客户服务质量等因素，优先选择向光伏行业龙头组件企业销售，前五大客户销售

占比高于可比上市公司。与此同时，由于下游大客户议价能力普遍较强，公司受到大客户账期较长的影响也相对更大，由此

导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4、票据贴现分类因素的影响

此外，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将除“6+9” 银行以外的应收票据进行贴现时，相应现金流入根据会计准则并基于

审慎性原则计入筹资性现金流“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2021-2023年度，该分类影响金额分别为11,333.69万

元、160,374.20万元及154,918.17万元，前述分类原则也使得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负值与同行业公司相比较大。

综上，2021-2023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具有合理原因。

二、结合现有货币资金、经营性现金流、营运资金需求、融资能力、偿债安排等，说明现金流能否满足日常经营需求，是

否存在较高流动性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并披露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改善现金流状况的措施

货币资金方面，截至2024年3月末，公司现有货币资金余额为37,482.19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10,014.87万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均为变现性良好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同时，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入金额108,395.46万元

计算，公司现有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能够满足至少1个月以上的资金需求。

经营性现金流方面，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28,053.26万元， 将计入筹资性现金流入的票据贴现金额

46,707.21万元还原至经营性现金流后，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18,653.95万元，目前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情况正常。

营运资金需求方面，截至2024年3月末，公司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预付账款、存货在内的经营性流

动资产金额为314,568.53万元；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在内的经营性流动负债金额为31,636.68万元，以此测算

截至2024年3月末公司营运资金占用额为282,931.85万元，相较于2022年末、2023年末的营运资金占用额406,580.21万元、

286,161.59万元，公司当期营运资金占用需求持续减小，并可以及时通过票据背书、贴现等方式降低资金占用、补充现金

流，公司营运资金需求有所改善。

融资能力方面，近年来公司与各大银行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各银行授信额度充足。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使用的银

行授信额度超过350,000.00万元，公司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能够应对生产经营中的突发现金需求。

偿债安排方面，截至2024年3月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133,024.24万元，长期借款余额为26,572.80万元，应付债券余

额为57,353.83万元。 公司在手现金较为充裕，票据变现能力较强，均可用于偿付短期借款，能够覆盖公司短期负债余额；同

时，公司与多家银行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目前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充足，同时公司可以及时将从客户收取的银行

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以补充偿债资金需求，因此当期公司的资金情况能够满足长短期偿债安排。

综上，公司的现金流情况能够满足当前日常经营需求，不存在较高流动性风险。

公司已采取并持续推进的改善现金流状况的具体措施包括：①加强销售信用管理能力，通过销售人员日常监测及客户

持续沟通，控制逾期应收款项规模，降低回款风险；②加强对应收账款、存货规模的控制，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存货周转

率，降低营运资金总需求；③提高供应商体系管理水平，通过引入新的原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等方式，完善现有采购端信

用政策，减少资金占用规模。

公司改善现金流状况的措施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风险因素” 之“（五）财务

风险” 中补充披露。

此外，针对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所属行业资金需求较大的客观情况，公司已在2023年年度报告中“第三节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风险因素” 中，对应收款项回收或承兑风险、营运资金不足风险进行充分说明及披露。

三、列示上市以来主要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情况，包括投资标的名称、投资内容、交易对方（如有）、投资规模、投资方式、

发生时间、支付安排及付款时间、期末余额、截至目前投资项目进展、累计收益、是否涉及关联交易及具体情况等

2021-2023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3,015.71 14,340.96 12,349.02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583.85 3,300.00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219.22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8,599.56 17,860.18 12,349.02

（一）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021-2023年，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12,349.02万元、14,340.96万元及23,

015.71万元，主要系公司IPO及可转债募投项目支出。 截至2023年末，公司募投项目中的生产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及

内容

投资金

额

2021年

度

2022年

度

2023年

度

累计投

入

累计投

入比例

已实现效

益情况

是否已

结项

年产1.7亿平

米高分子特

种膜技术改

造项目

34,

500.00

27,

566.52

5,

308.25

-

32,

874.77

95.29%

未承诺具

体效益

是 ，2022

年 度 已

结项

年产2亿平方

米光伏封装

胶 膜 项 目

（一期）

31,

900.00

-

3,

174.82

2,

877.06

6,

051.88

18.97%

2023 年

未达到可

使用状态

否，预计

2025 年

第 三 季

度结项

年产1.5亿平

米光伏封装

材 料 项 目

（一期）

25,

500.00

-

16,

476.38

5,

518.79

21,

995.22

86.26%

2023 年

未达到可

使用状态

否，基本

达 到 可

使 用 状

态 ，预计

2024 年

第 二 季

度结项

此外，2023年度公司投资性现金流出金额较大，主要系公司平湖基地厂房购置款金额较大所致，平湖厂房购置款未使

用募集资金投入，目前平湖及越南项目（“年产2亿平方米光伏封装胶膜项目（一期）” ）正在建设过程中。 公司与募投项目

主要供应商、平湖厂房购置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募投项目合计投入金额大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主要系公司使用票据背书的影

响。 公司客户具有使用汇票支付货款的商业惯例，而公司将收取的票据背书时不体现在现金流量表中。 根据公司内部审议

通过，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以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定期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 公司将部分应收票据背书用于支付工程及设备款时不涉及现金流出，抵减了用于支付工程及设备款的现金，从

而减少了“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金额。

（二）投资支付的现金

2021-2023年， 公司投资支付的现金分别为0万元、3,300.00万元及15,583.85万元， 为购买结构性存款及理财产品支

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结算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收益

率

实际收益

率

1 海通证券

海通财. 理财

宝

保本理财 2,000.00

2022/09

/29

2022/10

/17

1.60% 1.13%

2 海通证券

海通财. 理财

宝

保本理财 3,00.00

2022/10

/20

2022/11

/18

1.60% 1.67%

3 海通证券

海通财. 理财

宝

保本理财 1,000.00

2022/12

/28

2022/12

/29

1.60% 1.70%

4 海通证券

海通财. 理财

宝

保本理财 1,000.00

2023/01

/06

2023/01

/17

1.60% 1.04%

5 海通证券

海通财. 理财

宝

保本理财 1,000.00

2023/01

/19

2023/01

/30

1.60% 1.04%

6 宁波银行 存利盈 定期存款

337.00万美

元

2023/12

/01

2024/12

/01

5.00% 2.80%

7

上海农商

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理财 10,000.00

2023/12

/15

2024/01

/19

2.23% 2.23%

8 宁波银行 存利盈 定期存款

169.00万美

元

2023/12

/29

2024/12

/29

5.00% 3.41%

公司购买的前述理财产品具有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有保本约定的特点，公司与该等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21-2023年，公司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分别为0万元、219.22万元及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支付可转债转股款 - 50.00 -

支付投资损失款 - 169.22 -

合计 - 219.22 -

公司于2022年6月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度部分投资者转股时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缴纳50万元保证金。

2022年度，公司支付投资损失款169.22万元，系公司根据与银行签订的远期结售汇协议，发生的远期结售汇交易头寸

损失。公司境外采购、销售主要采用美元等外币结算，因此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较大

影响。 公司通过开展与银行的远期结售汇业务，从锁定结售汇成本的角度考虑，能够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该等交易发生前已经公司有权机构审议通过。

四、结合主要投资项目的经营情况，说明投资收益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是否匹配，说明连续多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为负的原因，是否存在投资回收风险

（一）结合主要投资项目的经营情况，说明投资收益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是否匹配

由上可知，2021-2023年度，公司的投资性现金流出主要由基地项目建设、购买理财产品及银行结构性存款、远期结售

汇损益及其他零星支出构成。其中，基地项目建设效益与投资收益科目无匹配关系，购买理财产品及银行结构性存款、远期

锁汇损益与投资收益科目具备匹配关系。

2021-2023年度，公司投资收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743.75 856.81 1,189.76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549.76 - -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0.28 -169.22 -

理财产品利息收益 57.60 1.70 -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及信用证）支付的贴现息

-752.04 -791.00 -161.79

合计 -450.17 -101.71 1,027.97

2021-2023年度，公司投资收益主要由权益法核算参股公司投资收益、票据贴现支付的贴现利息构成；其余部分包括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收到的利息、远期结售汇业务产生的损益，金额较小。

2021年至2023年第三季度，公司采用权益法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持有的参股公司邢台晶龙35.01%的股权，并根据邢台

晶龙实现的净利润情况，按持股比例计入当期投资收益，2021-2023年度其金额分别为1,189.76万元、856.81万元及743.75

万元。

公司于2016年以参股方式与下游主要组件厂商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邢台晶龙，与其就传统产品透明EVA胶

膜的供给采用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进行。 根据合营安排，公司以提供核心配方原料（不涉及提供原料配方）、派驻

技术指导人员、授权产品专利等方式负责参股公司的技术、生产管理与质量管控，确保产出优质的透明EVA胶膜产品。 控

股方负责合资公司的整体管理，包括采购、销售、财务、行政管理等主要业务职能。2023年第三季度经友好协商，公司将邢台

晶龙35.01%股权转让给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形成处置损益-549.76万元。

2022-2023年度，投资收益中的“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为公司远期结售汇头寸损益情况，2022年公

司因远期结售汇损失169.22万元，2023年因远期结售汇收益50.28万元。

2022-2023年度，投资收益中的“理财产品利息收益” 为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收取的利息收入，具体测算明细参见本问

题之“三、（二）投资支付的现金” 中的相关内容。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连续为负的原因，是否存在回收风险

2021-2023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 3,300.00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512.17 1,360.68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 -- 0.17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0.28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62.45 4,660.68 0.1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3,015.71 14,340.96 12,349.02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583.85 3,300.00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219.22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8,599.56 17,860.18 12,349.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037.10 -13,199.50 -12,348.85

2021-2023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2,348.85万元、-13,199.50万元及-34,037.10万元，主要

系公司包括募投项目在内的生产项目持续扩产建设，导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大。此外，

2023年度投资性现金流负值较大，原因还包括公司购买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及理财产品增加，期末尚未到期，公司收回投资

收到的现金金额较小所致。该等投资均投资于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该类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

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该类投资的回收风险总体较小。

五、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如下：

1、检查报告期公司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了解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情况的财务背景，了解经营性现金流与利润表科目的差异原因；

2、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比较及分析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差异原因；

3、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目前资金运转情况、营运资金需求、融资能力情况等信息，分析公司目前现金流情况及流

动性风险情况；

4、检查公司投资性现金流出涉及的具体项目资料，了解其发生背景、交易规模及交易具体情况，复核其交易原因及合

理性情况；

5、检查公司投资收益科目涉及的财务处理资料，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了解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的原因，分析相关

投资的可收回性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上市以来经营性现金流与收入、净利润能够匹配，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符合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行业

特点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具有合理原因；

2、当前公司现金流能够满足日常经营需求，流动性风险可控，公司已采取针对性措施改善现金流情况；

3、公司投资性现金流情况符合公司经营的阶段性特点，投资性现金流与投资收益具备匹配性，公司对于相关投资回收

风险的判断具备合理性。

6.关于货币资金与借款

根据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5.10亿元、短期借款账面余额13.18亿元，报告期内新增交易性金融资

产1.00亿元（主要系银行结构性存款）、长期借款2.74亿元。报告期内对应产生利息收入为0.03亿元。公司2021-2023年的资

产负债率分别为37.21%、61.69%、59.16%。

请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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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说明报告期内新增长期借款的具体情况，包括形成原因、借款方、期限、利率、借款协议等，并说明在货币资金充裕并购

买银行结构性存款的情况下新增长期借款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业务拓展、融资需求、同行业可比公司资产负债情况，

说明上市以来公司资产负债率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显著异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回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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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利息收入主要系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收入、通知存款利息收入及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388.69 72.91%

银行通知存款利息收入 108.51 20.36%

银行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29.85 5.60%

其他 6.03 1.13%

合计 533.07 100.00%

其中：冲减可转债募集资金专项借款利息支出金额 186.15

财务费用-利息收入金额 346.92

注：利息收入中，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收入中包含协定存款利息收入，其他利息收入主要为公司员工借款利息收入，金额

占比较小。

（一）通知存款利息收入测算过程

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利用部分银行存款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宁

波银行、浦发银行、上海农商银行等短期通知存款产品（主要为七天通知存款），具体利息收入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 年利率 计息天数 计息基数 测算利息

1 宁波银行 2.00% 13 2,000.00 1.44

2 宁波银行 2.00% 33 3,000.00 5.5

3 宁波银行 2.00% 18 3,000.00 3

4 宁波银行 2.10% 8 5,000.00 2.33

5 宁波银行 1.55% 12 3,000.00 1.55

6 宁波银行 1.55% 22 1,500.00 1.42

7 宁波银行 2.00% 14 700.00 0.54

8 宁波银行 2.00% 20 2,300.00 2.56

9 上海农商银行 2.33% 35 5,000.00 11.17

10 上海农商银行 2.33% 35 10,000.00 22.34

11 上海农商银行 2.23% 35 10,000.00 21.38

12 浦发银行 2.03% 7 800.00 0.32

13 浦发银行 2.03% 7 800.32 0.32

14 浦发银行 2.10% 103 5,800.00 34.28

合计 108.15

注：测算利息金额=计息基数×计息天数×年利率/全年天数。

（二）活期存款利息收入测算过程

公司活期存款利息收入包括银行活期存款账户利息收入、协定存款利息收入及流动利存款增值利息收入。 报告期内，

公司与上海农商银行、上海银行等签订协定存款协议，在约定期间内每日余额超过约定限额的银行存款适用协定存款利率

计息；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了流动利存款管理服务协议，对于超过增值存款期限的银行存款适用增值存款利率计息。 具体

利息收入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类型 存款月平均数 计息利率 测算数

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19,485.62 0.35% 68.20

农商银行协定存款利息收入 12,200.44 1.90% 231.81

上海银行协定存款利息收入 2,163.91 1.70% 36.79

民生银行流动利存款利息收入 2,788.01 2.00% 55.76

合计 392.56

注1：月均存款余额=Σ[（月初余额+月末余额）/2]/各年度（期间）的累计月份数；

注2：活期利率取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调整表；

注3：协定存款计息利率取自农商银行、上海银行协定存款协议的约定利率；

注4：流动利计息利率取自民生银行流动利存款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利率。

（三）定期存款利息收入测算过程

公司定期存款利息收入主要系存放于越南BIDV银行及大连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具体利息收入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银行 年利率

计息天

数

计息基数

基数币

种

人民币折算汇

率

测算利息（人民

币）

1 BIDV银行 3.60% 30

4,790,

973.65

越南盾 0.000294118 4.23

2 大连银行 1.69% 182 3,000.00 人民币 1.00 25.63

合计 29.86

综上银行通知存款利息收入、活期存款利息收入及定期存款利息收入测算过程及结果，与公司2023年利息收入对比结

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通知存款利息收入测算数 108.15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测算数 392.56

定期存款利息收入测算数 29.86

测算数合计 530.57

报告期内通知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527.05

差异 3.52

如上表所示，公司利息收入与测算利息收入差异较小，测算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匹配，公司资金收益率符合银行

存款利率等市场水平。

二、说明报告期内新增长期借款的具体情况，包括形成原因、借款方、期限、利率、借款协议等，并说明在货币资金充裕

并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的情况下新增长期借款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报告期内新增长期借款的具体情况，包括形成原因、借款方、期限、利率、借款协议等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长期借款主要系购买平湖生产基地厂房及用于原材料采购等日常经营所需长期借款。截止至2023

年末，公司长期借款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贷款银

行

借款方

借款期

限

利率

长期

借款

总额

a

其中：一

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

款金额b

长期借

款期末

余额

c=a-b

借款性

质

借款形成原因

（合同约定用

途）

上 海 银

行 金 山

支行

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年 3.50% 0.37 - 0.37

信 用 借

款

用于原材料采

购等日常经营

所需以及替换

其他存量贷款

上 海 银

行 金 山

支行

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年 3.50% 0.10 - 0.10

信 用 借

款

用于原材料采

购等日常经营

所需以及替换

其他存量贷款

上 海 银

行 金 山

支行

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年 3.50% 0.50 - 0.50

信 用 借

款

用于原材料采

购等日常经营

所需以及替换

其他存量贷款

上 海 银

行 金 山

支行

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年 3.50% 0.50 - 0.50

信 用 借

款

用于原材料采

购等日常经营

所需以及替换

其他存量贷款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1.5年 3.80% 0.16 0.16 -

信 用 借

款

用于采购原材

料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1.5年 3.80% 0.32 0.32 -

信 用 借

款

用于采购原材

料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1.5年 3.80% 0.39 0.39 -

信 用 借

款

用于采购原材

料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1.5年 3.80% 0.47 0.47 -

信 用 借

款

用于采购原材

料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1.5年 3.80% 0.66 0.66 -

信 用 借

款

用于采购原材

料

上 海 银

行 金 山

支行

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年 3.85% 0.06 0.06 -

信 用 借

款

用于原材料采

购等日常经营

所需

上 海 银

行 金 山

支行

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年 3.85% 0.99 0.99 -

信 用 借

款

用于原材料采

购等日常经营

所需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上 海 分

行

平湖海优威应

用材料有限公

司

10年 3.40% 1.43 0.15 1.28

抵 押 借

款

用于购买平湖

市新仓镇仓庆

路588号厂房

中 国 银

行 泰 州

分行

泰州海优威应

用材料有限公

司

15个月 3.05% 0.18 0.18 -

保 证 借

款

用于日常经营

活动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上 饶 分

行

上饶海优威应

用薄膜有限公

司

1.5年 3.85% 0.08 0.08 -

信 用 借

款

用于采购原材

料

合计 6.20 3.46 2.74 - -

（二）在货币资金充裕并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的情况下新增长期借款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利用货币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以来，随着公司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融资及销售收入持续增长，货币资金规模逐步增加。为进一步加强资

金使用效率、提高资金收益，合理利用闲置货币资金，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等银行短

期理财产品以增加公司收益具有合理性。

2、新增长期借款的原因及合理性

如前所述，公司借入长期借款主要用于购买平湖生产基地厂房及原材料采购等日常经营所需，通过长短期负债结构的

调整，能够有效降低短期偿债压力，增强公司经营稳定性。 2023年末及2022年末，公司货币资金及借款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3-12-31 2022-12-31

货币资金及理财情况

货币资金a 5.10 6.31

结构性存款b 1.00 -

银行短期理财c 0.36 -

货 币 资 金 及 理 财 合 计

d=a+b-c

6.46 6.31

借款情况

短期借款e 13.18 25.47

长期借款f 2.74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g 3.46 -

借款合计h=e+f+h 19.37 25.47

如上表所示，2023年末借款规模总体下降6.10亿元，长短期借款结构有所优化。 公司在货币资金充裕并购买银行结构

性存款的情况下新增长期借款的原因如下：

（1）投资建设需求：随着业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长期资产投入的需求相应增加。 公司自2021年1月上市以来，利用

IPO及可转债募集资金在金山、上饶、平湖等地新建生产基地及胶膜产线，产能快速扩张。 对于募集资金少于募投项目投资

总额部分，需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以及银行贷款等自筹资金方式解决，因此公司需通过银行借款以满足长期资产购建对资

金的需求。 如2023年末长期借款余额中，用于购买平湖生产基地厂房的借款金额合计1.43亿元。

（2）营运资金需求：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持续增加，公司保持较大规模的可自由支配资

金用于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求，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的业务模式和特点，与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相匹配。 由于光伏行业内的

商业惯例，下游大型光伏组件企业通常以汇票结算货款，产品销售回款周期较长，上述因素导致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营运

资金需求较大。 公司需要持有一定的货币资金维持公司日常的材料采购、发放工资、缴纳税费等正常生产经营运转相关的

活动。

（3）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仍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公司与银行金融机构保持了良好合作关系，截止至2023年末，公司银

行授信额度合计逾54亿元，银行授信额度充足。 除2021年1月、2022年7月通过发行股票及可转债方式进行融资外，公司日

常外部融资仍以银行贷款为主以满足日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向银行借款符合公司业务战略发展。同时适当增加有息

负债，有利于维持银行授信及维护间接融资渠道。

（4）公司长期借款以信用借款为主，因此充分利用银行授信额度，增加长期借款、减少短期借款形式借入日常经营所

需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短期偿债压力，优化资本结构。

综上所述，基于公司投资建设、营运资金需求，同时为维持银行授信及融资渠道，在货币资金充裕并购买银行结构性存

款的情况下新增长期借款的原因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与实际经营情况相匹配。

三、结合业务拓展、融资需求、同行业可比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说明上市以来公司资产负债率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显著异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0-2023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主体 2023年末 2022年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福斯特 27.65% 30.62% 10.94% 21.79%

赛伍技术 39.39% 40.33% 53.08% 42.86%

天洋新材 37.25% 55.41% 35.99% 49.38%

鹿山新材 51.99% 46.82% 44.70% 33.53%

明冠新材 15.84% 15.98% 28.11% 23.76%

绿康生化 78.93% 51.66% 42.62% 20.83%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 41.84% 40.14% 35.91% 32.03%

海优新材 59.16% 61.69% 37.21% 51.36%

2021-2023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37.21%、61.69%、59.16%。 2022年末及2023年末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

均值。 公司2021年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募集资金，资产规模增加，资产负债率较2020年大幅下降，资产负债结构得到改

善，趋近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近两年公司因发行可转债、新增银行借款导致资产负债率上升并高于可比公司，主

要受公司发展阶段及自身业务特点决定的，具体说明如下：

（一）2022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上升的业务背景

公司所处光伏封装胶膜行业客户主要为大型光伏组件企业，通常以商业承兑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结算，产品销售回款

周期较长；同时供应商主要为大宗化工原料厂商，采购付款周期较短，行业具有营运资金占用较大的特点。公司自2021年上

市以来，业务规模持续扩张，2020-2022年度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达89.28%，明显高于可比上市公司，销售回款与采购付款

的时间差使得公司营运资金占用规模高于可比公司。

在此业务背景下，公司需要始终维持较为充裕的流动资金以应对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带来的营运资金缺口。2022年度公

司主要通过增加银行借款及发行可转债等方式补充资金，其中2022年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254,743.08万元，较2021年末增

长176,001.68万元；通过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69,400.00万元，期末应付债券余额增加53,206.84万元，以上因素导致2022

年末资产负债率大幅提高。

（二）2023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下降，但幅度较小的合理性

2023年度，公司主动进行规模控制，降低风险改善现金流及资本结构。 通过主动管理库存、优化应收账款、提升运营效

率等方法，降低营运资金占用；原料市场价格的下降也使得公司采购付款压力大幅降低，公司主动缩减短期借款规模，适量

新增长期借款，调节及完善负债结构。 2023年末，公司减少短期借款金额88,429.30万元，同时新增长期借款27,396.40万

元，长短期借款合计余额下降61,032.90万元，上述原因使得公司资产负债率较2022年末有所改善。

另一方面，公司于2022年6月末发行总额为69,4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公司在可转债初始

确认时将其包含的负债成份和权益成份进行分拆，将负债成份确认为应付债券，由此公司在2022年末确认了53,206.84万

元应付债券。 2023年度，由于投资者转股数量较少，期末应付债券余额增加至56,457.04万元，较上一年度末有所增加，以上

因素导致公司2023年末非流动负债金额较2022年末增加，进而导致公司2023年末资产负债率下降幅度较小。

综上，公司自上市以来业务规模持续扩张，对营运资金及长期资产的购建需求增加，外部融资需求相应上升。 由于公司

日常融资仍以银行借款为主，同时在2022年度发行可转债，使得短期和长期负债规模大幅增加，从而导致了当年末公司资

产负债率大幅上升。 2023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指标有所改善。

由于胶膜行业固有特点，营运资金占用规模较大。 因此，公司综合运用发行可转债以及新增长短期借款等融资措施以

保证资金良好周转，使得公司财务成本得到降低、财务结构得到优化，资产负债率的变化与公司的业务规划情况相匹配。因

此，2022年末及2023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可比公司具有合理性。

四、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如下：

1、获取公司利息收入明细账，了解本期利息收入构成。取得公司与银行签署的协定存款协议、通知存款协议、流动利存

款管理服务协议及长期借款协议，检查关键条款并对本年利息收入进行测算，分析公司银行存款与利息收入的匹配性；

2、检查公司结构性存款的明细、合同等相关资料，了解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的背景并分析其合理性；

3、取得并复核公司长期借款明细账。 取得本年新增银行长期借款合同，检查具体条款规定，包括借款人、借款本金、借

款利率、借款用途、借款时间等信息；

4、对公司货币资金、银行借款、结构性存款等执行函证程序，核实公司账面货币资金、银行借款、结构性存款余额的真

实性及准确性；

5、复核公司自上市以来资产负债率情况，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信息，将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情

况进行对比，分析公司资产负债率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的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匹配，公司资金收益率符合银行存款利率等市场水平；

2、公司新增长期借款主要系基于公司投资建设、营运资金需求，同时为维持银行授信及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公司

在货币资金充裕并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的情况下新增长期借款的原因主要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与实际经

营情况相匹配；

3、公司自上市以来资产负债率增长，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张对营运资金及长期资产的购建需求增加导致，具备

合理性。 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符合公司业务背景，具有合理性。

7.关于固定资产

根据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固定资产期末账面价值为7.32亿元，同比增长59.62%。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账面余额本

期增加1.74亿元，机器设备账面余额本期增加1.57亿元。

请公司：（1）列示本期新增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的具体构成、对应具体建设项目及在建工程转固情况；（2）结合产

能利用率、产销率，以及近年来新增固定资产运营情况等，分析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大幅增长是否与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求

相匹配；（3）结合固定资产涉及的产能建设及业务开展情况，说明相关折旧摊销、减值计提处理的合理性。

回复：

一、列示本期新增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的具体构成、对应具体建设项目及在建工程转固情况

（一）本期新增房屋建筑物情况

2023年，公司新增房屋及建筑物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房屋建筑物名称 建设项目 账面原值 占比

平湖市新仓镇仓庆路

588号厂房及附属房

屋建筑物

子公司平湖海优威外购房屋建筑物，作为可转债

募投项目 “年产2亿平方米光伏封装胶膜项目

（一期）” 实施地点，资金来源为自筹

17,206.85 98.95%

其他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应用厂房零星附属设施转入 182.38 1.05%

合计 17,389.23 100.00%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平湖海优威应用材料有限公司为可转债募投项目“年产2亿平方米光伏封装胶膜项目（一期）” 的

实施主体之一。 2023年新增的房屋建筑物主要系外购的平湖市新仓镇仓庆路588号厂房及附属房屋建筑物，原值17,206.85

万元，占本年新增房屋建筑物比例为98.95%，由公司购入作为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

（二）本期新增机器设备情况

公司的胶膜生产线设备主要由胶膜挤出生产线设备、搅拌生产线设备及配套附属的公用工程设备、控温系统设备及模

具、配件等构成。 2023年，公司新增机器设备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项目名称 机器设备名称 原值 占比

1

年产1.5亿平米光伏封装材

料项目（一期）

胶膜挤出生产线设备 8,421.82 53.79%

搅拌生产线设备 2,592.42 16.56%

公用工程设备 412.84 2.64%

控温系统设备 257.05 1.64%

自动拆包打包设备 184.04 1.18%

模具、配件及其他 144.03 0.92%

可转债资本化利息转入 （在建工

程归集转入）

1,821.05 11.63%

合计 13,833.24 88.36%

2

年产2亿平方米光伏封装

胶膜项目（一期）

搅拌生产线设备 768.08 4.91%

公用工程设备 7.52 0.05%

合计 775.60 4.95%

3 生产线技改及其他项目

胶膜挤出生产线设备 366.69 2.34%

搅拌生产线设备 585.31 3.74%

控温系统设备 47.96 0.31%

模具、配件及其他 47.21 0.30%

合计 1,047.18 6.69%

总计 15,656.02 100.00%

公司本年固定资产新增的机器设备金额中，除可转债资本化利息由在建工程归集后转入，其余机器设备均为直接购置

转入。

由上表，公司2023年新增的机器设备主要用于“年产1.5亿平米光伏封装材料项目（一期）”（以下简称上饶项目）及

“年产2亿平方米光伏封装胶膜项目（一期）”（以下简称平湖项目），分别增加机器设备原值13,833.24万元、775.60万元，

合计占比93.31%。 上述两个项目为公司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止至2023年末，平

湖项目尚处于建设前期，厂房改造尚未完成，仅购入零星的搅拌生产线设备用于半成品拌料、母料生产；上饶项目总体投资

基本完成，主要生产线设备已达预定可使用状态陆续转入固定资产并投产。

二、结合产能利用率、产销率，以及近年来新增固定资产运营情况等，分析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大幅增长是否与公司生产

经营实际需求相匹配；

（一）公司产能利用率、产销率情况

2021年至2023年，公司胶膜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及产销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产能（万平方米） 70,362.43 52,673.54 29,203.93

产量（万平方米） 56,067.03 44,270.10 25,066.25

产能利用率 79.68% 84.05% 85.83%

销量（万平方米） 56,295.07 43,492.12 24,588.84

产销率 100.41% 98.24% 98.10%

2021年至2023年，公司胶膜产品产销率分别为98.10%、98.24%、100.41%，产销率逐年递增且维持高位。 2021年至2023

年公司产能利用率分别为85.83%、84.05%、79.68%，因受下游客户2023年排产波动加大影响，公司产能利用率有所下滑：近

年来，由于光伏组件需求持续增加，产业链上游的扩产周期不同步，光伏产业链上下游价格大幅波动，各环节供求关系变化

引发组件企业开工率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光伏胶膜产品供需关系及价格均随之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受此影响，2023年

下游组件厂各月度间的排产波动加大，胶膜需求随之出现调整，导致公司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 但公司作为胶膜产品主要

供应商之一，为维持市场份额及市场地位，仍需要保证一定规模的产能以应对在客户月度订单大幅增加时及时供应产品，

避免因阶段性产能紧张导致的销售交付风险。

（二）公司固定资产运营情况

2021年至2023年，公司固定资产一机器设备原值与胶膜产能、销量的匹配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机器设备原值 63,780.35 48,175.16 32,383.25

机 器 设 备 变 动 倍 数

（倍）

1.32 1.49 /

产能（万平方米） 70,362.43 52,673.54 29,203.93

产能变动倍数（倍） 1.34 1.80 /

销量（万平方米） 56,295.07 43,492.12 24,588.84

销量变动倍数（倍） 1.29 1.77 /

由上表，公司机器设备原值变动与产能变动、销量变动匹配。

2023年新增房屋建筑物1.74亿元，主要系购入平湖市新仓镇仓庆路588号厂房及附属房屋建筑物用于“年产2亿平方米

光伏封装胶膜项目（一期）” 实施地点，目前项目处于建设前期，厂房改造尚未完成。

综上，近年来固定资产总体运营情况良好，本年固定资产大幅增长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与公司产能、业务规模的增

长及生产经营实际需求相匹配。

三、结合固定资产涉及的产能建设及业务开展情况，说明相关折旧摊销、减值计提处理的合理性。

（一）固定资产涉及的产能建设及业务开展情况

如本问题回复之“一、列示本期新增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的具体构成、对应具体建设项目及在建工程转固情况” 所

述，公司本年新增固定资产主要用于“年产1.5亿平米光伏封装材料项目（一期）” 及“年产2亿平方米光伏封装胶膜项目

（一期）” ，具体产能建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万平方米

序号 项目名称

是否募投

项目

计划投资总

额

项目建设地

计划新增产

能

2023年实际新

增产能

1

年产2亿平方米

光伏封装胶膜

项目 （一期）

（平湖项目）

是 31,900.00

浙江省平湖市、

越 南 北 江 省

（2024年公告

新增）

20,000.00

项目尚在建设

期

2

年产1.5亿平米

光伏封装材料

项目 （一期）

（上饶项目）

是 25,500.00 江西省上饶市 15,000.00 14,489.80

3

生产线技改项

目及其他

否 / / / 3,199.10

截止至2023年末，公司胶膜累计投产产能70,362.43万平方米，其中2023年新增产能17,688.90万平方米。 2023年产能

利用率为79.68%，因受下游客户2023年排产波动加大影响，公司产能利用率较前两年有所下滑；2023年产销率为100.41%，

维持在高位。

公司2023年业务开展情况与2022年对比如下：

项目 2023年度/末 2022年度/末 变动比例

固定资产原值（万元） 93,165.44 58,785.79 /

其中：房屋建筑物 25,378.18 7,988.95 /

机器设备 63,780.35 48,175.16 32.39%

产能（万平方米） 70,362.43 52,673.54 33.58%

销量（万平方米） 56,295.07 43,492.12 29.44%

营业收入（万元） 487,189.26 530,684.97 -8.20%

固定资产周转率（注） 8.70 13.18 -33.94%

注：为保证指标的可比性，固定资产周转率仅考虑机器设备；固定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机器设备平均原值。

如上表所示，公司本年胶膜产能、销量均较上年增长，且与机器设备原值增长比例基本一致，业务规模的增长与产能、

固定资产投入相匹配；因受胶膜产品平均单价下滑29.56%影响，公司本年在销量上升的情况下，营业收入较上年下降-8.

20%，固定资产周转率较上年下降33.94%，如剔除产品单价变动影响，公司固定资产周转率为12.36，与上年基本持平。 从长

期业务发展来看，光伏胶膜随光伏行业的整体发展仍然具备较大的增长空间，同时随着原料端EVA树脂价格逐步贴近上

游企业成本价，公司产品盈利能力受EVA价格下跌导致销售成本和销售价格错配的风险逐步消纳，业务规模及盈利能力

有望逐步恢复。

（二）固定资产折旧计提合理性

1、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公司从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按固定资产的类别、估计的经济使用年限和预

计的净残值率分别确定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5-20 5 4.75-19.00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0 5 9.50-19.00

运输设备 年限平均法 5 5 19

电子设备 年限平均法 3-5 5 19.00-31.67

办公器具及家具 年限平均法 5 5 19

2、公司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情况

截至2023年末，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固定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房屋及建筑物 25,378.18 3,434.24 - 21,943.94

机器设备 63,780.35 14,750.98 66.71 48,962.65

运输工具 1,157.07 582.63 - 574.44

办公设备及家具 444.63 289.08 - 155.55

电子设备 2,405.22 849.64 0.25 1,555.33

合计 93,165.44 19,906.57 66.96 73,191.91

公司胶膜生产线设备主要由胶膜挤出生产线设备、搅拌生产线设备及配套附属设备构成，通过调整设备运行参数、投

料比等，可以生产不同种类、不同规格的胶膜产品。 截止2023年末，公司因老化闲置的机器设备账面价值合计2.93万元，不

存在因长时间停工或生产工艺优化等原因而出现设备大量闲置的情况，固定资产整体使用情况良好。 因此，公司在计提固

定资产折旧及分摊时，按照固定资产实际用途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及制造费用中进行分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具备合理性。 2023年公司计提固定资产折旧金额7,093.9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折旧摊销金额

管理费用 492.85

销售费用 1.05

研发费用 375.12

制造费用 6,224.95

合计 7,093.97

（三）固定资产减值计提合理性

1、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2023年末，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机器设备 312.30 242.66 66.71 2.92

电子设备 5.50 5.23 0.25 0.03

合计 317.80 247.89 66.96 2.95

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主要系个别老化、闲置的设备，截止至2023年末账面价值2.95万元，金额及占固定资产账面

价值比例均较小。

2、胶膜生产线资产组减值测试

由于本年胶膜产品毛利率进一步下滑、期末计提了大额存货跌价准备，公司聘请了厦门嘉学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对胶膜生产线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进行了评估以确认相关资产组是否存在减值。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胶膜生产线资

产组的账面价值为51,033.30万元，主要由生产线机器设备构成。 本次评估采用现金流折现法，即按照该资产组在持续使用

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1）评估使用的主要参数如下：

序号 计算项目 符号 2024年 2025年至2035年 参数确定依据

1 样本β系数 βU 0.9296 0.9296

可比公司剔除财务杠杆β系数平

均值

2

目标公司所得税

率

t 15.00% 15.00% -

3 无风险报酬率 Rf 2.56% 2.56% 基准日的无风险报酬率

4 市场风险溢价 ERP 6.76% 6.76% 2024年度

5 特定风险报酬率 Rc 0.85% 0.85% 方法1

6 资本结构 D/E 16.76% 16.76% 可比公司平均资本结构

7 目标公司β系数 βL 1.0621 1.0621 βL＝βU×[1＋(1－t)×D/E]

8 付息债务权重 Wd 14.36% 14.36% Wd＝D/E/(D/E+1)

9 付息债务成本 Rd 4.20% 4.20% -

9 权益资本权重 We 85.64% 85.64% We＝1/(D/E+1)

10 权益资本成本 Re 10.59% 10.59% Re＝Rf＋βL×ERP＋Rc

11 税前折现率 R1 11.27% 11.27% R1＝Re×We/(1－t)＋Rd×Wd

（2）模型中主要参数的选取过程

①同行业可比公司剔除财务杠杆β系数及资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资本结构

（D/E）

有财务杠杆β 所得税税率 无财务杠杆β

1 603806.SH 福斯特 8.46% 1.2114 15% 1.1301

2 603212.SH 赛伍技术 15.52% 1.1886 15% 1.0500

3 603330.SH 天洋新材 26.31% 0.7288 25% 0.6087

平均值 16.76% / / 0.9296

查询上述可比上市公司的距离评估基准日时点前三年的贝塔数据βL，根据可比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率、资本结构换算成βu

值，并取其平均值作为资产组的βu值。

②不同期限的无风险报酬率如下：

基准日 期限 无风险报酬率（%）

2023年12月31日

3月 1.8

6月 2.06

1年 2.08

2年 2.21

3年 2.29

5年 2.4

7年 2.53

10年 2.56

30年 2.83

本次评估参照评估基准日时中国当前已发行的剩余期限为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平均水平，即使用2.56%为无风险

报酬率。

③不同年度的市场风险溢价如下：

年度 起止时间 ERP（%）

2016年度 2015.12.31-2016.12.30 7.08

2017年度 2016.12.31-2017.12.30 7.14

2018年度 2017.12.31-2018.12.30 7.28

2019年度 2018.12.31-2019.12.30 7.24

2020年度 2019.12.31-2020.12.30 7.12

2021年度 2020.12.31-2021.12.30 7.13

2022年度 2021.12.31-2022.12.30 6.98

2023年度 2022.12.31-2023.12.30 6.79

2024年度 2023.12.31-2024.12.30 6.76

市场风险溢价是投资者期望的超过无风险收益事的部分，本次评估根据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市场收益率进行计算。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胶膜生产线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51,033.30万元，经评估可回收金额不低于58,074.31万元，不存

在减值情况。

四、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公司与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并评价内部控制设计合理性和运行有效性；

2、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本年重大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的变动原因；

3、获取报告期各期末固定资产明细表、产能计算表、销售明细及生产入库明细，分析固定资产大幅增长与公司产能、营

收规模、生产数据是否匹配；

4、检查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取得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确定依据并分析其合理性；

5、对固定资产的折旧金额进行重新计算，并将当年度计提折旧金额与期间费用中相关折旧摊销费进行勾稽，复核折旧

费用计提是否充分；

6、获取并复核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固定资产的减值评估报告，了解其评估方法、主要假设及参数，分析评估报告的合理

性，复核企业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的增加幅度与生产经营实际需求相匹配；

2、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减值计提相关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具备合理性。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上接B08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