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规定。

【公司回复】

一、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的具体内容如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是否关

联方

款项性质

期末余

额

账龄 交易发生时间

截至回函日的回款

情况

安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否 其他往来款

9,

175.57

1年以内 2023年1-12月 收回6,775.12万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是 其他往来款

1,

181.74

1年以内 2023年12月 收回181.74万元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否 保证金 792.00 1年以内 2023年1月 已全部收回

GROUPE�*�LA�CORBIERE�

SAS

否 股权转让款 498.03 1年以内 2023年12月 已全部收回

杭州**养殖总场管理人 否 其他往来款 430.18 3-4年

2020 年 9 月 、

2020年11月

未回款

合计

12,

077.51

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交易背景及内容如下：

1、安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为公司第一批和第二批猪场双改项目的总承包方，安徽**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 ）为中电建的分包方，即实际施工方。 中**隶属于国务院下属中国****集团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合同签订及付款周期较长。

安徽**作为实际施工方已累计投入大量资金，若中**未及时支付工程款可能出现工程停工建设，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公司为保障猪场改造进度、日常经营的有序开展，与安徽**签订协议，约定由公司先行支付部分工程进度款，待

中**支付工程款后，安徽**退还该款项至天邦食品。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安徽**尚剩余9,175.57万元未退还，截止

该函回复日已退还6,775.12万元。报告期末公司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中的账龄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458.78

万元，坏账准备计提较为充分。

2、**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2023年12月31日出售**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世伟” ,2024年更名为“**史记种猪有限公

司” ）至**生物，分别形成1,000.00万元往来款及181.74万元股权转让款，其中1,000.00万元往来款系2023年**汉世

伟与天邦食品及下属公司存在往来形成（具体请参见问题4-6回复）。 2023年3月31日，公司通过债权债务抵消方式

结清181.74万元股权转让款。 报告期末公司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中的账龄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59.09万元，

坏账准备计提较为充分。

3、**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依照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售后回租协议向其支付保证金792.00万元。 2024年2月20日，公司

已收回该笔保证金。报告期末公司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中的账龄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39.60万元，坏账准备

计提较为充分。

4、GROUPE� *� LA� CORBIERE� SAS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0日将所持有的联营企业 choice� genetics� SAS全部股权出售至GROUPE� *� LA�

CORBIERE� SAS。 2024年2月28日，公司已收到该笔股权转让款。 报告期末公司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中的账龄信

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24.90万元，坏账准备计提较为充分。

5、杭州**养殖总场管理人

系原浙江**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牧业” ）于2020年应收拍卖资产款项及土地赔偿款，2021年公司成为**

牧业控股股东，因交易对方已破产，预计无法收回，基于谨慎性考虑，历史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二、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是否关联方

款项

性质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账龄 交易背景及内容

截至回函

日的回款

情况

杭州**养

殖总场管

理人

否

其他

往来款

430.18 430.18 100.00% 3-4年 详见“问题6-2、一、5” 未回款

抚顺**农

牧有限公

司

否 保证金 300.00 300.00 100.00% 3-4年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黄某 否 赔偿款 287.20 287.20 100.00%

5年以

上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湛某 否 赔偿款 199.98 199.98 100.00% 4-5年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河北**牧

业有限公

司

否 租金 199.54 199.54 100.00% 2-3年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陆某 否 赔偿款 194.76 194.76 100.00% 3-4年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冯某 否 赔偿款 187.72 187.72 100.00%

5年以

上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周某 否 赔偿款 140.27 140.27 100.00%

5年以

上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赵某 否 赔偿款 126.25 126.25 100.00% 4-5年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邓某 否 赔偿款 124.47 124.47 100.00%

5年以

上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梁某 否 赔偿款 103.18 103.18 100.00% 3-4年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单县 ****

土地发展

有限公司

否 保证金 79.69 79.69 100.00% 1-2年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鄱阳**街

镇吴家村

委会

否 赔偿款 76.55 76.55 100.00%

5年以

上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杭州**农

业开发有

限公司

否 保证金 75.00 75.00 100.00% 4-5年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许某 否 赔偿款 70.75 70.75 100.00%

5年以

上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王某 否 赔偿款 63.53 63.53 100.00%

5年以

上

详见“问题6-2、三、2” 未回款

楚某 、解

某等19名

个人

否

赔偿款

等

380.67 380.67 100.00%

1年以

内

48.36；

1-2年

31.66；

2-3年

53.25；

3-4年

54.71；

4-5年

21.43；

五年以

上

171.25

主要系代养或租赁业务产生

的赔偿款。 预计无法收回，基

于谨慎性考虑， 已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

未回款

广西 ****

食品有限

公司等19

家公司

否

保证金

等

283.80 283.80 100.00%

1年以

内

74.11；

1-2年

12.89；

2-3年

62.79；

3-4年

62.64；

4-5年

10；5年

以上

61.37

主要系因销售生猪产品或租

赁业务产生的保证金。 预计

无法收回，基于谨慎性考虑，

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未回款

合计 3,323.54 3,323.54 100.00%

三、公司对相关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充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1、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公司对其他应收款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一般模型进行处理。

公司按照下列情形计量其他应收款损失准备：①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的金融资产，公司按照未来

12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②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的金融资产，公司按照相当于该

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③购买或源生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公司按照相

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公司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获得关于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充分证据，而在组合的基

础上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是可行的，所以公司按照金融工具类型、信用风险评级、初始确认日期、剩余合同期

限为共同风险特征，对其他应收款进行分组并以组合为基础考虑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

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公司按照相应的账龄信用风险特征组合预计信用损失计提比例。 按账龄信用

风险特征组合预计信用损失计提减值比例如下：

账龄 其他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含1年） 5.00

1-2年（含2年） 10.00

2-3年（含3年） 30.00

3-4年（含4年） 50.00

4-5年（含5年） 80.00

5年以上 100.00

2、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公司报告期内主要的其他应收款为备用金、保证金及押金、股权转让款、养户赔偿款等。 其中备用金、部分保证

金及押金、股权转让款等信用风险较低，无法回收的风险较低，因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获得关于信用风险

显著增加的充分证据，将其归类为按账龄信用风险特征组合预计信用损失计提减值。 对于其他能以合理成本评估预

期信用损失的其他应收账款采用单项计提的方式确定坏账准备。

（1）杭州**养殖总场管理人

详见“问题6-2、一、5” 。

（2）抚顺**农牧有限公司

公司于2020年9月份向对方购买生猪，因公司违约被对方扣除300万保证金，预计无法收回，基于谨慎性考虑，历

史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3）黄某

对方利用阴阳合同进行诈骗，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责令对方退赔欠款，预计无法收回，基于谨慎性考虑，历

史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4）湛某、陆某、冯某、周某、赵某、邓某、梁某、许某、王某

均系公司以前年度合作养户，公司委托对方代养猪只，因对方违约向法院起诉，胜诉后对方无力支付赔偿，预计

无法收回，基于谨慎性考虑，历史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5）河北**牧业有限公司

公司于2020年7月与对方签订猪场租赁合同，因对方违约向法院起诉，截至承诺还款日对方未能还款且无财产

可以被执行，预计无法收回，基于谨慎性考虑，历史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6）单县****土地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于2020年12月与对方签订猪场建设合作意向书，因工程持续未开展，2022年7月法院判决合同解除，对方未

按期归还保证金，基于谨慎性考虑，历史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7）鄱阳**街镇吴家村委会

原公司员工黄某利用阴阳合同骗取公司与对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该土地无法满足公司使用要求，公司向法院

提起诉讼，预计无法收回，基于谨慎性考虑，历史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8）杭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对方系杭州**养殖总场子公司，无偿还能力，公司已注销，历史年度全额计提坏账。

除上述其他应收款外，应收楚某、解某等19名个人的款项，主要系代养或租赁业务产生的赔偿款；应收广西****

食品有限公司等19家公司的款项，主要系因销售生猪产品或租赁业务产生的保证金，本期产生应收122.47万元，预计

无法收回，基于谨慎性考虑，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其余542.00万元均在历史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相关会计处理，对于已经确认的信用减值损失，借：信用减值损失，贷：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综合所述，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是充分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并复核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明细表及账龄分析表，并与总账、报表核对是否相符，分析其内

容、款项性质、账龄及余额构成等情况；

2、获取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算表，复核计算过程，检查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评价所使用方

法的恰当性以及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3、对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的增减变动，抽查相关附件资料，确定会计处理是否正确；针对应收、应

付关联方的款项，了解交易实质，获取并检查支持性文件；

4、对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执行函证程序；

5、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对应往来单位与公司的关系，复核其是否属于关联方；

6、抽样检查期后回款、付款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报告期内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存在逾期主要系现金流紧张所致。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问题7.关于存货。年报显示，2023年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22.48亿元，其中原材料1.05亿元、库存商品0.46亿

元、消耗性生物资产20.96亿元，其余为发出商品。 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存货跌价准备的期初余额为4.38亿元，本期

新增计提6.36亿元，转回或转销3.53亿元，期末余额2.21亿元。

请你公司：（1）结合报告期行业发展情况、生猪价格走势，你公司原材料、库存商品和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具体内

容、仓储情况、所在仓库属性、交付周期、相关存货可变现净值与成本之间的对比情况等因素，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对相

关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具体计算过程、依据及其合理性、充分性，是否符合你公司实际与行业发展情况，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相比较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2）说明你公司对存货的盘点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盘点程 序、盘点方法、盘点时间、参与人员、涵盖的仓库位置、盘点数 量、结果及其准确性，并重点说明对消耗

性生物资产的盘点情况，相关盘点是否受限、是否存在异常等。（3）说明大额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情况，

发生原因及其合理性、核算的准确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同时说明针对公司存货期末余额真实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

据及结论。

问题7-1：结合报告期行业发展情况、生猪价格走势，你公司原材料、库存商品和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具体内容、仓

储情况、所在仓库属性、交付周期、相关存货可变现净值与成本之间的对比情况等因素，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对相关存

货计提跌价准备的具体计算过程、依据及其合理性、充分性，是否符合你公司实际与行业发展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相比较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行业发展情况、生猪价格走势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3年生猪出栏72,662万头， 较2022年出栏量69,995万增加3.81%， 猪肉产量5,794万

吨，增加253万吨，增长4.6%。 2023年末，全国生猪存栏43,422万头，比上年末减少1,834万头，下降4.1%。 其中，能繁

母猪存栏4,142万头，减少248万头，下降5.7%，基础产能合理调减。2024年03月04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的《生猪产能调

控实施方案（2024年修订）》中提出：“‘十四五’ 后期，以正常年份全国猪肉产量在5,500万吨时的生产数据为参

照，设定能繁母猪存栏量调控目标，即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900万头左右。 之后，将根据猪肉消费和生猪生

产效率等变化情况，动态调整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 ”

受生猪出栏量增加的影响， 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2023年生猪价格持续低迷，2023年8月最高点时仅达到

17.11元/kg左右，12月底价格下降至14.69元/kg左右。

2023年1月至2024年5月我国生猪市场价格情况如下：

二、报告期末，公司原材料、库存商品和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具体内容、仓储情况、所在仓库属性、交付周期

（1）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期末账面价值 具体内容 存放地点 仓库属性

原材料 10,549.65

主要为与生猪养殖直接相关的畜禽饲料、

兽药兽械等。

猪场或服务部

自营仓库，第三方

仓库

库存商品 4,054.10

主要为屠宰后的冷鲜肉、 冷冻肉等直接对

外销售的生鲜猪肉及肉制品礼盒。

公司自建或租

赁的仓库或冻

库

自营仓库，第三方

仓库

发出商品 139.04 主要为在途的冷鲜肉。 在途 在途

消耗性生物资产 187,420.00 主要为仔猪、育肥猪等。

公司自建或租

赁的猪场

自营仓库，第三方

仓库

（2）公司库存商品和消耗性生物资产的交付周期：

公司库存商品和消耗性生物资产按订单属性，主要为非订单类产品。

库存商品：根据年度销售计划，进行原料采购和加工生产，形成库存商品，后续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销售。 均为生

鲜类肉制品，保鲜期较短，除期末5.48%金额的冻品为客户预留订单外，其余不以订单方式组织加工生产。

消耗性生物资产：根据公司年度出栏计划，进行投苗饲养，后续达到出栏状态时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销售，为非订

单类产品。

三、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具体计算过程、依据及其合理性

1、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计算依据

（1）消耗性生物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一生物资产》及公司制定的会计政策规定：公司至少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进

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消耗性生物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 首先应当注意消耗性生

物资产是否有发生减值迹象，如有减值迹象，在此基础上计算确定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

（2）一般存货

公司制定的会计政策规定：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提或转回存货跌价

准备。

2、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

（1）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的计提过程

2023年猪价仍保持较低水平，除8月出现小幅波动外，其他月份较稳定。 2023年12月份生猪价格下降并稳定在

14.49元/公斤左右，低于公司生猪实际成本。

生猪价格的持续下降且低于公司实际成本，属于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计提政策中规定的减值迹象。 公司据此判

定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出现了减值迹象，并对其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的生猪销售周期（从出生到售出）约180天，期

末存栏的生猪均在2024年上半年对外销售。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进行测算，以资产负债表日取得最可靠的证据估计

的售价作为生猪出栏销售时的估计售价，减去生猪从资产负债表日至出栏时估计将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的差额，与

资产负债表日的生猪成本进行对比，经测算期末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2.21亿元。

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及依据如下：

1）因生猪在不同生长阶段所处场地不同、死亡率不同，消耗性生物资产按照仔猪、育肥猪进行分类，计提跌价准

备；

2）因公司以省区为战略管理单元，同一省区内的饲养情况、销售客户较为接近，生猪销售存在明显的地理半径。

所以，同一省区内的仔猪、育肥猪测算跌价时所采用出栏重量、每公斤增重成本、销售费用率、销售价格等主要参数选

取的标准一致；

3）假设仔猪和育肥猪饲养到出栏状态的商品猪时才出售，用估计未来销售价格减去由年末状态饲养至可出栏

状态的商品猪期间发生的饲养成本以及销售费用后的金额作为可变现净值。

4） 未来销售价格： 根据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切实做好企业2023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财会〔2023〕29

号》，未来销售价格不考虑资产负债表日后的市场价格波动。

经计算期末存栏单头生猪的可变现净值与期末成本如下：

单位：元/头

项目 预测单头售价

期末饲养至销售状态的商

品猪期间发生的单头饲养

成本

单头销售费用 单头可变现净值 期末单头存栏成本

是否需要

计 提跌价

准备

仔猪 1,525.89 1,238.39 6.92 255.20 304.04 是

育肥猪 1,587.91 795.58 6.92 771.25 870.77 是

2023年末将可变现净值与期末存货成本比较，需计提跌价准备的仔猪和育肥猪批次的头数如下：

单位：万元

种类

年末存栏

数（万头）

预计

总售价

饲养至可出栏状态的增重成本

销售

费用

可变现

净值

年末账面

价值

计提跌价

准备

仔猪 24.81 39,632.20 32,841.33 171.80 6,619.08 9,156.77 2,537.70

育肥猪 142.20 225,948.37 114,127.25 984.68 110,836.44 130,433.88 19,597.44

注：

1、预计总售价=各省区需计提跌价准备的仔猪/育肥猪饲养至出栏状态重量*对应省区期末的预计售价；

2、饲养至可出栏状态的增重成本=各省区需计提跌价准备的仔猪/育肥猪（出栏状态重量-期末重量）*对应省

区每公斤增重成本；

3、销售费用=各省区需计提跌价准备的仔猪/育肥猪出栏状态的重量*对应省区每公斤销售费用；

4、期末账面价值=各省区需计提跌价准备的仔猪/育肥猪在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成本；

5、可变现净值=预计总售价-期末状态饲养至可出栏状态成本-销售费用；计提跌价准备=年末账面价值-可变

现净值。

2024年1-4月份公司对外出栏销售生猪月度均价分别为12.92元/kg、13.50元/kg、14.59元/kg、15.17元/kg，1-4

月份平均售价14.87元/公斤，与公开市场可查询销售价格相吻合，明显低于公司生猪养殖成本。 所以，公司管理层对

2023年末的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跌价准备的判断是谨慎、合理的。

（2）原材料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

公司期末原材料主要为畜禽饲料、兽药兽械等，全部消耗于生猪饲养阶段。 测算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时，所

使用的增重成本已将期末原材料考虑在内，所以原材料不再单独测算与计提。

（3）库存商品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

公司期末的库存商品主要为食品加工板块的冷鲜肉、冷冻肉、肉制品礼盒及相关深加工副产品。 其中，冷鲜肉：

刚刚屠宰的猪酮体，屠宰后的当天或者第二天即对外销售；冷冻肉：生猪屠宰后，经预冷排酸，急冻后储存，对外销售

时间不定；肉制品礼盒：由公司提供猪肉等原材料，委托外部公司或公司自主加工为腌腊肉制品、鲜肉包等可直接食

用的产品，包装成礼盒，对外销售时间不定；深加工副产品：以健康生猪小肠的黏膜（屠宰过程中的副产品）为原料，

外加公司采购部分辅料，经加工成为肝素钠粗品，公司以市场价格销售给客户。

具体跌价准备计算过程如下表：

单位：万元

种类

年末账面

价值

预计

总售价

销售费用

和相关税费

可变现

净值

是否需要计提

跌价准备

跌价准备金额

冷鲜肉 842.06 797.79 2.50 795.29 是 46.77

冷冻肉 1,851.76 1,639.49 4.15 1,635.34 是 216.41

肉制品礼盒 451.47 433.58 1.43 432.15 是 19.32

深加工副产品 349.24 122.47 0.11 122.36 是 226.88

综上，公司管理层报告期末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是合理的，符合公司实际及行业发展情况，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有关规定。

四、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情况

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

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温氏股份 1,532,020.76 1,888.89 1,530,131.87 0.12%

牧原股份 3,280,933.52 15,938.11 3,264,995.41 0.49%

新希望 712,109.38 28,212.87 683,896.51 3.96%

天康生物 121,398.04 34,349.99 87,048.05 28.30%

唐人神 162,435.09 35,040.87 127,394.22 21.57%

新五丰 157,894.96 18,266.79 139,628.16 11.57%

傲农生物 95,685.43 31,240.48 64,444.95 32.65%

大北农 156,807.51 22,648.92 134,158.59 14.44%

巨星农牧 84,988.17 4,521.97 80,466.20 5.32%

跌价计提比例最高值 32.65%

跌价计提比例最低值 0.12%

可比公司跌价计提比例平均值 13.16%

天邦食品 209,555.14 22,135.14 187,420.00 10.56%

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布的2023年年报，跌价计提比例=存货跌价准备余额/账面余额

报告期期末公司存货主要由消耗性生物资产构成，2023年全国生猪价格整体处于低迷状态，公司和同行业可比

公司均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2023年末计提消耗

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22,135.14万元，计提比例10.56%，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0.12%至32.65%的区间范围内，且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平均计提比例13.16%差异较小。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问题7-2：说明你公司对存货的盘点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盘点程序、盘点方法、盘点时间、参与人员、涵盖的仓库

位置、盘点数量、结果及其准确性，并重点说明对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盘点情况，相关盘点是否受限、是否存在异常等。

【公司回复】

一、公司制定的存货盘点程序

1、盘点目的

保证公司存货盘点的准确性、真实性，确保存货资产的安全、完整。

2、适用范围

自有猪场（母猪场、育肥场等自建猪场）、家庭农场、租赁猪场中全部存栏的猪只，存放的饲料、疫苗等；食品事业

部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饲料公司的产成品、原材料等。

3、盘点前主要准备工作

要求猪场内勤、仓库管理人员和服务部内勤，在盘点前一天完成清理整顿，分类、分区域按规定放置相关存货，完

成账目的核对工作。

4、主要盘点要求

（1）按公司、猪场、猪舍、存货类别编制盘点表，详细列示实盘数量、类别并与仓库、财务账面数进行核对；

（2）盘点期间严禁不同猪舍之间的猪只进行移动，确保猪只仅盘点一次；

（3）监盘人员随机挑选存货进行盘点，并与盘点人员记录进行对比。 如有差异，应与盘点人员确认，查找差异原

因。

（4）每个盘点小组至少由2人以上成员组成，其中1人熟悉盘点对象情况，另1人对盘点对象没有日常管理责任。

5、编制盘点报告

财务部编写《盘点总结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盘点情况说明、盈亏及原因分析和处理建议、相关责任人的奖罚建

议等），并呈报财务部计财部。

二、存货盘点方法

1、养殖板块的生猪

猪只一般按栋舍、栏位存放，盘点前关闭所有栏位圈门，盘点过程中停止猪只在不同的栏圈间转栏移动，采用

“逐头点数” 方法，以确保所有猪只仅被盘点一次。

2、食品板块的生鲜肉制品

生鲜肉制品主要以纸箱盛储，盘点时采取“逐箱点数” 方式。随机开箱检查，核实实际产品数量、类别是否与箱体

印刷一致。

3、饲料板块的畜禽饲料

原材料玉米、库存商品饲料等主要以袋装盛储，堆放在固定的码垛上，采用“逐袋、逐垛点数” 方式。

三、年末盘点情况

公司于2023年11月24日，下达《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年终资产盘点工作的通知》（天邦财2023年5号），要求：

财务部牵头成立盘点工作领导小组，于2023年12月对公司所有仓库（均位于中国境内）的全部存货进行盘点。 盘点

结束后，撰写盘点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盘点情况说明、盈亏及原因分析和处理建议），根据盘点发现的问题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追责，并将盘点报告、追责文件呈报至公司财务部计财部、内控部。

2023年12月公司对年末存货开展全面盘点工作，未受到任何限制，不存在异常情况。 存货盘点账实相符，未发现

重大偏差。 其中，生猪（含生产性生物资产）盘点头数284.05万头，与账目记载数量一致，零误差。

问题7-3：说明大额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情况，发生原因及其合理性、核算的准确性。

【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的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库存商品、发出商品、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转销主要系销售所致；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转回

系生猪价格存在波动，高于部分已计提存货跌价但尚未出售的生猪账面价值，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原计提的部分

跌价准备金额应当予以转回。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价值回升转回 直接出售转销

库存商品 1,340.34

发出商品 5.93

消耗性生物资产 23,614.29 61,641.24

合计 23,614.29 62,987.51

二、核算的准确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相关规定，对于已售存货，应当将其成本结转为当期损益，相应的存货跌价

准备也应当予以结转。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符合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的条件时，公司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或转销。 存货跌价准备

转销时，会计处理如下，借：存货跌价准备、贷：营业成本；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时，会计处理如下，借：存货跌价准备、贷：

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上述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核算准确。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同时说明针对公司存货期末余额真实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

据及结论。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存货生产与仓储的内控流程，评价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及执行的有效性，并对内部控制有

效性进行测试；

（2）了解并评估日常经营过程中生物资产安全的防范措施以及风险应对办法；

（3）复核公司存货年末盘点计划，制定存货监盘计划包括监盘样本的选取等细节程序，进行存货监盘，编制监盘

报告；

（4）了解公司对不同类别存货减值采用的会计政策，评价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5）获取公司2023年末计提减值准备的存货可变现净值所涉及的重要假设和参数，并与外部公开信息、历史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评估重要假设和参数的合理性；

（6）获取公司2023年末存货的减值准备计算表，检查分析可变现净值的合理性，复核存货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

准确性；

（7）获取同行业2023年年报数据，对比分析公司主要存货计提的减值准备与同行业相比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8）了解公司存货跌价转回或转销的情况，获取报告期内存货跌价转回或转销的明细清单，检查转回或转销依

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核查意见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2023年末各类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较不存在重大差异；相关存货转回或转销，符合企业会计准规定。

二、针对公司存货2023年期末余额真实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及结论

1、主要审计程序

（1）了解和评价与存货盘点相关的内部控制及相关管理办法；

（2）获取公司期末存货盘点计划，复核公司盘点计划中：盘点时间是否合理、盘点范围是否完整、盘点办法是否

合适、针对盘点期间存货收发或移动的办法是否恰当；

（3）对主要的存货-消耗性生物资产仔猪、育肥猪使用天职国际审计抽样工具进行随机抽样，同时结合猪场存

栏量变动情况等因素进行补充抽样。 2023年12月至2024年 3�月期间对年末生物资产实施监盘和抽盘，两者同时开

展，共对82.36万头生物资产执行监盘和抽盘程序，均占期末生物资产存栏头数28.99%。抽盘采用逐头盘点的方法，并

编制抽盘和监盘报告；

（4）对消耗性生物资产监盘时，向养户、公司员工发放调查问卷，了解生猪入栏后至出栏销售前存在的移动情

况，是否符合生产经营管理要求；了解养户与公司的关系、猪只来源、如何防控生物安全；随机访谈猪场内勤、生产人

员，了解日常如何管理养殖区域内生猪；

（5）获取监盘日前后存货收发资料，检查库存记录与会计记录期末截止是否正确；核对实际监盘/抽盘数量与仓

库账、财务账记录是否一致；

（6）取得公司主要原材料、消耗性生物资产等存货的期末结存金额，对存货进行发出计价测试，确定计价办法是

否一贯执行，结转金额是否准确。

2、核查意见

通过执行上述穿行测试、控制测试、监盘程序、计价测试，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存货2023年期末余额是真实的。

问题8.关于生产性生物资产。 年报显示，你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期初账面价值为11.43亿元，期末账面价值为

8.63亿元。当期未就生产性生物资产新增计提减值准备。根据年报披露的会计政策，你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采用

年限平均法，种猪的使用寿命为1.5年-3年，预计净残值为原价的0%，本期新增折旧金额3.91亿元。

请你公司：（1）说明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划分依据，划分是否准确，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

致。 （2）结合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具体分类说明相关折旧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当期折旧计提的准确性；说明当期

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和未新增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准确性，未来是否存在大额减值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8-1：说明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划分依据，划分是否准确，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

【公司回复】

一、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划分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一生物资产》规定：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

生物资产，包括经济林、薪炭林、产畜和役畜等；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为出售而持有的、或在将来收获为农产品的生

物资产，包括生长中的大田作物、蔬菜、用材林以及存栏待售的牲畜等。

报告期末公司99.89%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为种猪，其余0.11%为经济林，期末金额94.71万元，主要用于母猪场的

配套：既避免了土地闲置，还能消纳污水，对外出售还能带来经济价值。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将用于繁育后代的种猪作为生产性生物资产；将为出售而持有的仔猪、育肥猪作为消耗性生

物资产。

二、生产性生物资产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划分是否准确

生产性生物资产-种猪，主要为未成熟的种公母猪（后备）、成熟的种公母猪。

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为仔猪（0-21天阶段的未断奶猪）、育肥猪（21天断奶后送至家庭农场/自建/租赁育肥场，

由农户代养/自养育肥阶段的猪）。

仔猪成长至21天断奶后，公司根据其父母代生产性能、生长指标情况将计划留做种用的仔猪进行挑选，筛选出

达到种用性能要求的种用仔猪。该部分仔猪转入后备舍作为后备种猪饲养，由消耗性生物资产转入生产性生物资产。

如种猪因生产性能下降、高龄、疾病等原因不再适合作为种猪繁育后代的，即从生产性生物资产转为消耗性生物资

产。 剩余不符合育种要求或者以出售为目的准备饲养至育肥状态的仔猪，送至家庭农场/自建/租赁育肥场作为商品

猪（育肥猪）饲养，达到出栏条件后作为商品猪销售，该部分仔猪继续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核算。

具体识别及核查标准具体如下：

1、分舍饲养

公司采用“两点式” 养殖模式，仔猪育肥和母猪扩繁两个阶段进行物理隔离。 “消耗性生物资产-仔猪” 在母猪

场的产房内进行养殖；“消耗性生物资产-育肥猪”在家庭农场或者租赁或自建育肥场内进行养殖。 “生产性生物资

产”在母猪场内进行养殖。

因此，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消耗性生物资产可以直接通过养殖场所及栋舍进行区分：

养殖场所 栋舍 猪只种类 核算会计科目

家庭农场/育肥场 育肥舍 育肥猪 消耗性生物资产-育肥猪

母猪场

产房 仔猪 消耗性生物资产-仔猪

后备母猪舍、配怀舍 后备种母猪 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母猪

配怀舍、妊娠舍、产房 种母猪 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母猪

后备公猪舍 后备种公猪 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公猪

公猪舍 种公猪 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公猪

2、档案管理

（1）生产性生物资产

对于后备种猪，公司在BMS生产数据管理系统中将相近生产时间的猪群建立一个批次号为识别信息，对该类猪

进行批次管理。 对于转生产配种后的种猪，公司将批次化管理转为精细的个体化管理，对每只种猪均打上不同号码

的大耳牌，猪的死亡、诱情、发情等所有生产信息都记入相应耳牌号的独立记录中。

（2）消耗性生物资产

断奶仔猪由母猪场发往合作家庭农场或育肥场作为商品猪 （育肥猪） 饲养时， 母猪场内勤开具出库单， 并在

BMS生产数据管理系统录入调拨单。 合作家庭农场接收到断奶仔猪后，核对无误开具入库单，将收货猪只转入合作

家庭农场新建育肥批次下，养殖类型为“育肥猪” 。

综上所述，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划分依据符合生物定位、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且划分准确。

三、同行业可比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划分

公司简称 消耗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温氏股份

种鸡蛋、种鸭蛋、种鸽蛋、胚蛋、鸡苗、鸭苗、鸽

苗、猪苗、仔牛、肉鸡、肉鸭、肉鸽、肉猪、塘鱼、林

木

种鸡（包括用于生产胚蛋的产蛋种鸡）、种鸭、种

鸽、种猪、奶牛

牧原股份 仔猪、保育猪、育肥猪及其他 种猪

新希望

括哺乳仔猪、 保育仔猪、 育肥猪、 商品代肉鸡

（鸭）

种猪、种鸡（鸭）

天康生物 乳猪、仔猪、育肥猪、商品种猪 种猪、奶牛、鸡

唐人神 生长中的幼畜、育肥畜（生猪）及肉禽 种猪、种鸡

新五丰 仔猪、保育猪、肥猪 种猪

傲农生物 仔猪、育成猪、育肥猪等 种猪

大北农 育肥猪、仔猪及后备猪等 种猪和经济林

巨星农牧 生猪、活鸡 种猪、种鸡

天邦食品 仔猪、育肥猪等 种猪

注：上述生产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划分来自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年报等公开资料。

从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关于生猪的划分标准：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核算内容为仔猪、保育猪、育肥猪；

生产性生物资产核算内容为种猪，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划分基本一致。

问题8-2：结合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具体分类说明相关折旧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当期折旧计提的准确性；说明

当期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和未新增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准确性，未来是否存在大额减值风险；

【公司回复】

一、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计提政策和折旧计提情况

1、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计提政策

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各类成熟种猪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年折旧率如下：

生产性生物资产类别 使用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 年折旧率（%）

种猪 1.5-3 原价的0% 33.33-66.67

公司种猪繁殖时间为1.5-3年，所以使用寿命为：1.5-3年；种猪死亡后做无公害化处理，所以预计净残值为：原价

的0%。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折旧计提政策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生产性生物资产类别 折旧方法 估计使用年限 预计残值

温氏股份 种猪 年限平均法 1-3.5年 1100元/头

牧原股份 种猪 年限平均法 2.5年 30%

唐人神 种猪 年限平均法 3年 800元/头

新五丰 种猪 年限平均法 1.5-3.5年 0

傲农生物 种猪 年限平均法 3年 1200元/头

大北农 种猪 年限平均法 3-5年 5%-30%

巨星农牧 种猪 年限平均法 3年 30%

新希望

种公猪 年限平均法 18个月 500-1400元/头

三元母猪 年限平均法 24个月 500-1400元/头

除三元母猪以外的其他

代次种母猪

年限平均法 36个月 500-1400元/头

天邦食品 种猪 年限平均法 1.5-3年 0

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2023年年报

同行业上市公司种猪的折旧年限大部分都为 3�年左右，其中：温氏股份为1-3.5年，新五丰为1.5-3.5年，与种猪

的繁殖周期大体相符。公司的折旧年限为1.5-3年，与行业内上市公司对生产性生物资产采用的折旧年限基本保持一

致；预计净残值为0，比同行业更为谨慎，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2、折旧计提的准确性

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照是否达到繁殖育种要求， 分为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种猪和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

种猪。 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系后备母猪、后备公猪，未达到繁殖育种要求，不计提折旧。

报告期内，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折旧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种猪原值 133,031.20 100,635.36

生产性生物资产累计折旧 40,552.46 30,560.46

生产性生物资产累计折旧/生产性生物资产-

成熟种猪原值的比例

30.48% 30.37%

报告期初、期末累计折旧/原值比例分别为30.48%、30.37%，主要系生猪市场进入低迷期后公司主动调整生产计

划，有序淘汰低效高胎龄母猪，通常情况下能繁母猪在2-5胎为高性能时期，公司通过上述举措将2023年末公司2-5

胎龄群体比例维持在50%左右，因此折旧计提比例维持在30%的合理区间。

综上所述，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计提政策符合会计准则，且计提充分合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二、说明当期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和未新增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准确性，未来是否存在大额减

值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第六章一生物资产》规定：公司至少每年年度终了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

证据表明生产性生物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 首先应当注意生产性生物资产是否有发

生减值迹象，如有减值迹象，在此基础上计算确定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公司2023年已淘汰销售低效能种猪，期末成熟种猪主要为2023年转固，未来可饲养2-3年、产5-6胎、每胎产

10-12头仔猪。 未成熟种猪生长至210天且达到135公斤左右时，可达到配种条件，配种114天左右后进行第一次分

娩，产下仔猪。

生猪养殖存在明显的周期，一般3-4年为一个周期，2021年上半年至2023年位于猪周期低谷。 结合公司期后生

猪平均销售价格，2024年1-4月份公司生猪销售均价分别为12.92元/公斤、13.50元/公斤、14.59元/公斤、15.17元/公

斤，猪价逐步增长且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 2024年5月份公司生猪销售均价为15.88元/公斤。

公司本期未发生其他大规模疫病、自然灾害等足以证明生产性生物资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未来生产

性生物资产可连续稳定产出仔猪，仔猪可直接销售或生长至肥猪阶段销售或继续饲养成种猪，不存在未来创造的净

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明显低于预期的情况。 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期末生产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

值迹象，无需进行减值测试。

2023年同行业可比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生猪）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减值准备计提金额 减值准备余额 减值准备计提比例

温氏股份 9,150.02 50,545.98 10.72%

牧原股份

新希望

天康生物

唐人神 2,157.97 2,895.40 5.97%

新五丰

傲农生物 600.29 600.29 2.38%

大北农 976.70 1,414.09 3.56%

巨星农牧

天邦食品

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布的2023年年报，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余额/（生产性生物

资产原值-累计折旧）。

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2023年末生产性生物资产未计提减值准备，处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0.00%至10.72%的区间范围内。 期末同行业大多数公司未计提减值准备，其余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司金额及

比例均较小。

综上，报告期末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进行减值测试，本期未新增计提减值准备具有合理

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在未来不存在大额减值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一、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与生物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情况，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获取了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具体划分依据，并进行检查，同时与同行业进行对比；

3、获取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及减值计提政策，复核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同时与同行业进行对比；

4、评价公司管理层判断生产性生物资产期末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依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评估判断结果

是否合理。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划分依据合理、准确，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

2、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政策合理，折旧计提充分；本期未新增计提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 2024年1月份开始生猪价格稳步上升， 结合期后公司生猪销售情况， 至2024年5月份销售均价为

15.88元/公斤，在可预见的未来生产性生物资产大额减值的风险较小。

问题9.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年报显示，你公司联营企业合计有10家，形成2023年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13.71亿

元，其中主要为对史记生物的长期股权投资。

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针对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的相关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假设、关键参数及选取合

理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等，并据此说明未对投资亏损企业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期末长期股权投资的构成：

公司期末长期股权投资对应的被投资公司均与公司主营业务的战略发展相关，如鄂美猪种为公司湖北省区的生

猪养殖提供租赁服务；湖北天邦、南宁艾格菲、蚌埠天邦、东营天邦、盐城天邦均为通威股份下属子公司，通威股份为

公司提供全部的饲料；农垦和安系公司与安徽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旨在扩大公司在安徽的市场份额；史记生

物为公司生猪养殖板块提供种猪及猪精，用于生猪板块的繁育。

期末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简称 期末余额 本期确认投资收益 减值准备期末余额

鄂美猪种改良有限公司 鄂美猪种 1,246.24 -17.76

湖北天邦饲料有限公司 湖北天邦 410.93 39.29

南宁艾格菲饲料有限公司 南宁艾格菲 3,013.77 226.62

蚌埠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蚌埠天邦 2,142.97 845.01

东营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东营天邦 823.23 -95.31

盐城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天邦 4,765.18 -377.09

安徽农垦汉世伟和安食品有限公司 农垦和安 2,208.66 -2,008.08

史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史记生物 122,454.09 11,476.58

合计 137,065.06 10,089.26

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一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及公司制定的会计政策，企业

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在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减

值的，应当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

备并计入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五条 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1、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2、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

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3、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

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4、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5、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6、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

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

7、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三、被投资单位具体情况

1、鄂美猪种

为了扩大公司在湖北区域的发展规模，公司于2019年收购鄂美猪种29.7%股权，收购后鄂美猪种的股权结构为：

湖北省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事业单位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100%持股）持有70.3%股权、公司持有29.7%股权，截至

2023年12月31日，鄂美猪种注册资本1,216.63万。

鄂美猪种2023年年末资金充足，除其他应付款（占负债总额88.81%，主要为应付母公司往来款）外，没有其他大

额负债；资产负债率仅为32.89%，不存在偿债压力。 未来可实现独立持续经营，不存在资产的经济绩效远低于预期的

情况，不存在减值迹象。

2、湖北天邦、南宁艾格菲、蚌埠天邦、东营天邦、盐城天邦

这几家饲料公司原为公司100%控股子公司，为了聚焦主业，与通威股份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协同，为双方创造

更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公司于2021年10月份将饲料公司51%股权出售至通威股份，出售后公司与通威股份开

展猪饲料长期采销业务，并签署长单合作协议。

其中，东营天邦仍未建设完成，导致2023年度确认的投资收益为负数，盐城天邦主要系未满负荷生产，结转至营

业成本中的固定费用分摊比例与其他饲料公司存在不同，导致其畜禽料毛利较低，本期经营出现亏损。 饲料公司经

营模式未发生任何改变，基于与天邦食品的协同效应，不存在资产的经济绩效远低于预期的情况，不存在减值迹象。

3、农垦和安

成立于2021年1月，安徽省政府下属子公司安徽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1%、公司持股49%，双方合资进行生

猪养殖。

由于报告期内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低迷，本期农垦和安产生经营亏损。 截止2023年末按持股比例计算被投资企业

净资产不低于长投账面价值，且被投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无减值迹象。

4、史记生物

史记生物原为公司100%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种猪养殖与销售业务，2022年6月30日公司转让控股权后，史记

生物仍继续向公司销售种猪和精液。 史记生物2023年净利润合计2.27亿元，公司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较好。

以2023年4月30日为基准日审计、评估的史记生物股权价值为55亿元，对应49%股权的价值为26.95亿元，远高

于期末余额的12.25亿元。且2024年2月份公司与通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通威农业”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按照史记生物100%股权55亿元的估值，以16.5亿元的价格向通威农业转让持有的史记生物30%股权。

综上，史记生物与天邦食品存在业务协同效应，不存在资产的经济绩效远低于预期的情况，且通过股权价值分

析，亦不存在减值迹象。

综上，鄂美猪种、饲料公司、农垦和安及史记生物经营情况良好，公司预计其未来可独立持续经营，不存在资产的

经济绩效远低于预期的情况，不存在减值迹象，不需要对期末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故期末未计提减值准备

依据是合理的。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估公司投资上述被投资单位，是否具有合理的商业实质、能否产生持续的协同效应；

2、取得被投资单位的章程、协议、营业执照，根据有关协议和章程，确认长期股权投资的股权比例、表决权比例，

检查长期股权投资的分类和核算办法是否准确；

3、获取第三方中介的审计报告，并对报告进行相应复核；了解第三方中介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以第

三方审计报告为基础，复核并重新计算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是否准确；

4、询问管理层被投资单位经营政策、法律环境、市场需求、行业及盈利能力等情况，获取管理层对长期股权投资

是否发生减值所做出的判断及相关依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评估判断结果是否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年审会计师认为上述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期末未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是合

理的。

问题10.关于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年报显示，你公司固定资产期末余额为76.80亿元，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11.68

亿元。 当期你公司存在多个在建工程转固或新增项目。

请你公司：（1）说明报告期计提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测算方法及依据，进一步核实报告期

及上期你公司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充分性、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结

合在建项目建设进展、达到可使用条件等因素说明转入固定资产的依据，并结合主要建设项目建设进度、可使用状态

等，说明是否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3）结合新增项目数量、规模、新增在建工程资金来源、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中工

程款的延迟或逾期支付情况等，说明当期新增在建工程的合理性、必要性。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10-1：说明报告期计提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测算方法及依据，进一步核实报告期及

上期你公司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充分性、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一、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具体情况

1、本期及上期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账面价值情况

2023年末：

单位：万元

项目 养殖分部 饲料分部 食品分部 其他分部 合计

固定资产 690,433.23 4,879.08 70,777.39 1,959.50 768,049.20

在建工程 114,680.22 2,139.39 9.05 116,828.66

合计 805,113.45 4,879.08 72,916.78 1,968.55 884,877.86

占比 90.99% 0.55% 8.24% 0.22% 100.00%

2022年末：

单位：万元

项目 养殖分部 饲料分部 食品分部 其他分部 合计

固定资产 698,842.84 5,344.14 68,811.48 2,691.81 775,690.28

在建工程 122,367.50 3,424.00 5,342.44 131,133.94

合计 821,210.34 5,344.14 72,235.49 8,034.26 906,824.22

占比 90.56% 0.59% 7.97% 0.89% 100.00%

公司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主要由养殖分部和食品分部形成，本期及上期期末合计占比为99.23%、98.52%。 主要

系生猪养殖业务是公司当前聚焦的主要业务，同时在生猪养殖基础上，以“屠宰+生鲜+深加工” 为整体业务战略，通

过建设生产基地（屠宰工厂、肉制品加工厂）和城市服务中心，打造猪肉深度供应链服务体系。

（二）本期及上期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计提的减值准备情况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金额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644.07 198.89 1,445.18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5,971.45 5,971.45

合计 7,615.52 198.89 7,416.63

2022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金额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480.20 836.13 1,644.07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5,971.45 5,971.45

合计 8,451.65 836.13 7,615.52

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2013年收购艾格菲实业所致， 减值准备的减少系本期固定资产出售或

报废所致。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系公司下属湖南汉寿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园建设项目长期停止，无法合理预计未来复

工时间，公司于2021年度对已发生的土建、安装工程全额计提减值准备5,971.45万元。

二、报告期末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减值测试过程

1、养殖分部、食品分部的固定资产减值测试过程

2022-2023年，生猪均价走势情况如下：

生猪供应波动是影响生猪价格的主要因素，2022年一季度生猪价格较为低迷，2022年3月下旬触底。 4月中旬至

10月，生猪价格呈现快速上涨，10月下旬达到高点28元/kg左右。10月下旬开始，受消费需求影响，之前压栏及二次育

肥猪不断出栏冲击市场，生猪价格高位回落，12月底价格下降至18元/kg左右，此时生猪价格较高，各项行业研究报

告根据历史经验认为猪周期开始反转。 故根据当时情况综合分析2022年末养殖、食品分部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未

发生实质上减值的情形，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进行减值测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生猪出栏量72,662万头，较上年上升3.8%。 猪肉产量5,794万吨，同比增长

4.6%。 生猪出栏量持续增加，是2023年全年生猪价格低位运行的主要原因。 2023年全年，生猪价格整体维持低位运

行，仅在第三季度出现暂时性上升。

2023年末，全国生猪存栏43,422万头，比上年末减少1,834万头，下降4.1%。 其中，能繁母猪存栏4,142万头，减

少248万头，下降5.7%，基础产能合理调减。

2024年3月4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的《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2024年修订）》中提出：“‘十四五’ 后期，以正常

年份全国猪肉产量在5,500万吨时的生产数据为参照，设定能繁母猪存栏量调控目标，即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

在3,900万头左右。 之后，将根据猪肉消费和生猪生产效率等变化情况，动态调整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 ”

生猪养猪存在明显的周期，一般3-4年为一个周期，2021年上半年至2023年位于猪周期低谷。 结合公司期后生

猪平均销售价格，2024年1-5月份公司对外出栏销售生猪月度均价分别为12.92元/kg、13.50元/kg、14.59元/kg、

15.17元/kg、15.88元/kg，现货市场价格逐步稳定增长。

公司用于生猪养殖销售、屠宰加工的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在报告期末均正常使用，期末97%以上的固定资产及

在建工程为房屋及建筑物、专用设备，使用年限均在10年以上。 随着2024年猪价回暖，5月31日中国养猪网显示外三

元生猪价格17.61元/公斤，生猪期货“生猪主力” 收盘价为17.97元/公斤，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价格走势基本保持一

致。

因此养殖、食品分部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在2023年末未发生实质上减值的情形，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进行减

值测试。

2、饲料分部、其他分部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其他分部长期资产占整体的比重极低，仅为0.22%，主要用于管理总部的经营管理，均在正常使用中，不存

在减值迹象，无需进行减值测试。

饲料分部长期资产占整体的比重极低，仅为0.55%，饲料分部本期毛利率5.40%，上期毛利率7.65%，该板块毛利

率近年来均保持相对较高水平，期末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进行减值测试。

三、同行业可比公司减值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简称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2023年度计提 2022年度计提 2023年度计提 2022年度计提

温氏股份 5,098.65 3,358.20 437.62

牧原股份

新希望 538.63

天康生物

唐人神 67.76

新五丰 7.88

傲农生物 18,085.02 9,127.08

大北农 263.99

巨星农牧 460.15

天邦食品

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

根据公开数据查询，2022年仅温氏股份、唐人神、大北农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除温氏股份外，其他公司计提

减值金额极小，温氏股份2022年年报未披露固定资产减值明细数据，无法区分计提减值资产的具体用途；同行业公

司2022年均未计提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2023年同行业公司仅温氏股份、新希望、新五丰、傲农生物、巨星农牧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温氏股份与傲农

生物计提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其中，傲农生物计提减值的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为计划处置的资产组，与正常生产经营的长期资产无关。 温氏

股份计提减值的在建工程为已停工预计出售的加工厂工程， 猪场工程未计提减值损失；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5,

098.65万元， 其中3,879.70万元系按照资产销售合同确认公允价值计算的减值金额即针对拟处置资产计提的减值。

巨星农牧2023年计提减值的固定资产为禽业固定资产，与生猪养殖无关。 其余同行业公司计提的减值损失金额极小

或占其固定资产规模比例极低。

公司2022年、2023年末持有的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拟长期持有，期末均处于正常使用或建设状态，期末未计提

减值准备与公司经营政策一致，符合同行业情况。

问题10-2：结合在建项目建设进展、达到可使用条件等因素说明转入固定资产的依据，并结合主要建设项目建

设进度、可使用状态等，说明是否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公司回复】

一、公司在建工程转固时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按工程实际成本转入固定资产。 已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先按估计价值转入固定资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暂估价值，

但不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 ”

公司报告期的在建工程，主要为用于生猪养殖业务尚未建设完成的猪场及基于生物安全需要进行的猪场改造工

程。 猪场改造涉及的土建、钢结构及与之配套的通风、喷淋等设备安装完毕后，相关部门对猪场进行验收，达到饲养

生猪要求时，即可转固。

食品加工屠宰板块转固时点为：生产线建设完毕，相关部门验收合格，生产出合格产品时。

二、主要建设项目建设进度、可使用状态

报告期末主要建设项目建设进度、可使用状态等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末账面价值（万元） 建设内容 期末建设进度

山东东营三

场改造工程

13,954.27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

聚氨酯喷涂、以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土建、钢结构、聚氨酯完成100%，过滤

器框架安装完成50%。

菏泽一场改

造工程

13,672.31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

聚氨酯喷涂、以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目前风机拆除完成，外墙板拆除完成，

聚氨酯未开始喷涂，除臭间未施工

三河母猪场

改造项目

13,149.93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

聚氨酯喷涂、以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目前风机拆除完成，外墙板拆除完成，

聚氨酯未开始喷涂，除臭间未施工

钟杨湖改造

项目

10,938.25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

聚氨酯喷涂、以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目前风机拆除完成，外墙板拆除完成，

聚氨酯未开始喷涂，除臭间未施工

菏泽母猪三

场改造项目

9,564.17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

聚氨酯喷涂、以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目前风机拆除完成，外墙板拆除完成，

聚氨酯未开始喷涂，除臭间未施工

湖州吴兴农

发牧业生猪

养殖产业项

目

9,209.65 建设猪舍、污水处理区、生活区等

生产区土建钢构完成90%， 养殖设备

安装80%；生活区主体施工完成，场内

围墙、道路、门岗未施工，雨污水管网

施工完成80%，监控设备完成35%

泰安母猪二

场改造项目

7,777.63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

聚氨酯喷涂、以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目前风机拆除完成，外墙板拆除完成，

聚氨酯未开始喷涂，除臭间未施工

杨集改造项

目

7,707.34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

聚氨酯喷涂、以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目前风机拆除完成，外墙板拆除完成，

聚氨酯未开始喷涂，除臭间未施工

东早科年存

栏11000头父

母代猪场项

目

6,378.42

建设妊娠舍、产房、后备舍及其他辅房用

房；配套建设简易式粪污处理场，沼气池

及水电路等基础设施

施工方交付猪场未达使用状态， 猪场

墙体发生裂缝、部分地面塌陷，无法使

用，公司与施工方发生诉讼，截至目前

诉讼尚未审结

郓城县潘渡

镇杨庙村现

代化生猪养

殖产业化项

目

4,474.62

猪舍建设面积及附属设施、 办公室及宿

舍

生产区土建钢构完成65%， 养殖设备

安装35%；生活区主体施工完成，场内

围墙、道路、门岗未施工，雨污水管网

施工完成40%

安徽阜阳500

万头生猪屠

宰及肉制品

加工基地建

设项目

2,135.90

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

建筑屋面、建筑给排水、建筑电气、建筑

节能分部、通风与空调、智能建筑、电梯

工程、生产设备

二期肉制品加工中试车间尚未完工，5

万吨熟食项目未启动

花园现代化

生猪养殖产

业化项目

2,033.12

建设妊娠舍、产房、后备舍及其他辅房用

房；配套建设简易式粪污处理场，沼气池

及水电路等基础设施

生产区土建钢构完成50%， 养殖设备

未安装；生活区主体结构完成，屋面板

未安装

晋中李家庄

乡12000头父

母代猪场项

目

1,554.70

建设妊娠舍、产房、后备舍、隔离舍及其

他辅助用房

门卫食堂、洗消间主体完成，蓄水池主

体完成后备舍1、2,妊娠舍1-4,分娩

1-4排污管网施工完成， 隔离舍1/妊

娠4粪沟底板浇筑完成， 妊娠2/分娩4

粪沟底板浇筑50%， 环保区土建完成

80%。

衢州一海农

业发展有限

公司生猪养

殖基地项目

1,320.72

建设猪舍、洗消中心、配电房、污水处理

区、生活区等

土建钢构完成80%，设备已完工90%

安徽濉溪母

猪场改造项

目

1,301.77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

聚氨酯喷涂、以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亚高效过滤器未安装

山东菏泽三

场改造工程

893.69 分娩舍重建以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土建钢构完成80%，设备未施工

旧县现代化

生猪养殖产

业化项目

765.45

建设初效空气过滤间、 风机端除臭间以

及配套的除臭设备设施；

部分除臭间钢架未完成， 部分除臭设

备未完成

安徽淮北五

沟猪场项目

599.35

空气过滤及除臭系统施工， 养殖设备改

造

空气过滤钢构框架未安装、 除臭棚未

安装

合计 107,431.29

根据上表列述，公司报告期末存在的在建工程主要包括尚未建设完成的项目、猪场改造的项目。

猪场改造工程在期末时点施工周期尚未结束，工程尚未完工，期末均未达到饲养生猪要求，不存在延迟转固的情

况。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会计准则规定，在建项目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况时，继续在在建工程科目核

算，期末不存在未及时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形。

问题10-3：结合新增项目数量、规模、新增在建工程资金来源、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中工程款的延迟或逾期支付情

况等，说明当期新增在建工程的合理性、必要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共新增23个在建项目，期末账面价值共55,885.34万元，主要新增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末账面价值（万元） 建设内容 资金来源

菏泽一场改造工程 13,672.31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聚氨酯喷涂、以

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自筹

三河母猪场改造项目 13,149.93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聚氨酯喷涂、以

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自筹

钟杨湖改造项目 10,938.25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聚氨酯喷涂、以

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自筹

泰安母猪二场改造项目 7,777.63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聚氨酯喷涂、以

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自筹

杨集改造项目 7,707.34

建设亚高效空气过滤间、风机端除臭间、聚氨酯喷涂、以

及配套的环控设备设施

自筹

合计 53,245.46

公司期末新增在建工程中猪场改造项目账面价值53,245.46万元，占新增项目比例95.28%，主要系为应对当前

经营中面临的疫病风险，降低生猪死亡率，提高养殖效率，公司近年来积极推进对猪场的生物安全和舒适度改造，增

加自有育肥场精准通风和喷淋，结合一场一策的环控改造，提高猪舍舒适度，以降低养殖过程中的死亡率，增加养殖

效益。 故新增猪场改造工程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期末新增在建工程中其他项目账面价值2,639.88万元，主要系猪场零星改造工程增加，均基于公司生产经营过

程正常需要增加。

期末延迟或逾期支付的工程款情况详见问题6-1回复。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固定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内控流程，评价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及执行的有效性，并对内部

控制进行测试；

2、获取公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明细表，了解前述资产的构成情况，评价公司管理层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

象的合理性；

3、获取在建工程明细表，检查新增重要在建工程对应的立项文件，了解在建工程建设是否合法合规，评价新增

在建项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获取主要在建工程建设内容、期末建设进度、可使用状态等，了解并评价在建工程是否

存在延迟转固情况；

4、对部分主要在建工程进行监盘，现场查验并拍照核对，核实在建工程的形象进度；

5、获取并检查在建工程工程款的支付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报告期及上期，公司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减值测试办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减值迹象判断合理，相关资

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2、报告期内在建工程不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3、本期新增在建工程均出于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与公司主业相关，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问题11.关于资产购买及商誉。年报显示，2023年度，你公司购买绍兴市上虞农发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

农发” ）、江苏瓦屋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江苏圣山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立峰牧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其中后三者

的股权取得时点系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组及相关人员均从事租赁活动，不构成业务合并，公司收购后拟将三家

公司的资产组用于生猪养殖业务。 你公司取得上虞农发股权成本为4,994.03万元。

报告期初，你公司商誉余额为4.05亿元，其中3.75亿元为合并兴农发形成。 当期你公司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合并兴农发形成的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商誉减值准备6,204.33万元。

请你公司：（1）说明在生猪养殖业务出现大幅亏损的情况下，购买前述四家公司拟开展生猪养殖业务的原因及

必要性，并说明相关交易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方情况、交易对价的确认依据、购买日确认的准确性，相

关交易对手方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你公司就相关交易履行

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2）说明商誉所在资产组近三年主营业务开展情况、主要财务指标及变动情况、毛利

率情况、在手订单或项目情况，并逐一说明你公司各资产组报告期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重要

假设、关键参数设置及确定方法、可收回金额的具体测算过程等，计提相关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充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11-1：说明在生猪养殖业务出现大幅亏损的情况下，购买前述四家公司拟开展生猪养殖业务的原因及必要

性，并说明相关交易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方情况、交易对价的确认依据、购买日确认的准确性，相关交

易对手方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你公司就相关交易履行的审

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一、交易背景及基本情况说明：

1、上虞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上虞农发牧业有限公司（简称“上虞农发” ）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处，浙江地区经济发达，居

民收入高，猪肉消费需求旺盛且合适生猪养殖的土地有限，是生猪的主要销区之一，猪价较其他地区有一定溢价。 上

虞农发猪场所处位置三面环山，周边无猪场，天然防疫条件较好，且自投产以来，该场万余头生猪生产稳定，未出现过

“非瘟疫病” 。

上虞农发于2022年4月29日被债权人申请司法破产，2023年2月份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发布重整公告。此时作

为重整投资人，实现对上虞农发的100%控制，不但可以解决上虞农发历史债务问题，还能完善公司在长江三角区域

布局，扩大业务规模，巩固行业地位。

公司通过参与公开拍卖，成为上虞农发的重整投资人。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终结重整民事裁定书》、《重整偿

债方案实施说明》及《重整追加分配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最终公司支付交易对价4,994.03万元。

公司将2023年7月31日作为上虞农发购买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一企业合并》 第十条规定：“购买日， 是指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

期。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一企业合并（应用指南）》进一步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

权的转移。

（1）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公司2023年4月6日召开的财经与风控委员会第114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虞农发重整投资人竞拍事项。该交易尚未

达董事会审议标准，因此无需董事会审议。

（2）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

根据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2）浙0604破12号之四：上虞农发

100%股权自裁定送达日归公司所有。

公司购买上虞农发事宜不涉及行业监管、国资、外汇等方面的行政审批，无需经过国家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3）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

上虞农发公章等全部证照财产已于2023年7月31日移交至公司。

（4）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50％），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公司2023年5月支付偿债资金3,337.26万元，占股权转让款的66.82%，剩余款项公司将按计划支付。

（5）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根据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日出具民事裁定书（2022）浙0604破12号之四：现重整投资

人公司已支付全部重整专项偿债资金，并于2023年6月2日与绍兴市上虞农发牧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办理交割手续，重

整投资人与原股东所持股权应依重整计划约定转让并变更登记。 因此公司已经控制上虞农发的相关活动而享有相

应的利益回报，承担相应的风险。

综上所述，天邦食品将2023年7月31日作为上虞农发购买日的相关依据是充分且合理的。

2、江苏瓦屋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江苏圣山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立峰牧业有限公司

天邦食品下属子公司从2015年开始分别租赁江苏圣山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立峰牧业有限公司、江苏瓦屋生

态养殖有限公司（合称“三公司” ）的猪场。且为猪场的建设、运营需要，在满足上市公司相关制度、规定的前提下，对

三公司的项目贷款提供相应担保。

生猪养殖行业在2023年度持续低谷运行，公司每年不但需支付大量的租赁费用，同时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三公司的养猪场位于公司盱眙屠宰场100公里的辐射圈内，是公司生猪养殖、屠宰加工一体化的重点发展区域

之一。 收购三公司100%股权后，不但能降低该区域内实现一体化（生猪养殖、屠宰加工）的综合成本，增加企业的效

益，还能规避担保连带责任的风险。

天邦食品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三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相关评估类报告。 三公司交

易对手方情况、交易对价的确认依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被收购方 交易对手方 收购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评估值 评估报告

江苏瓦屋生态养

殖有限公司

张进荣 75.00%

200.00 199.10 坤元评咨[2023]91号

张健 25.00%

江苏圣山畜牧发

展有限公司

侍雷 45.00%

1,500.00 1,499.72 坤元评咨[2023]92号侍立锋 40.00%

侍云 15.00%

江苏立峰牧业有

限公司

侍婷 10.00%

100.00 98.38 坤元评咨[2023]90号

侍雷 13.33%

侍青 20.00%

方玉苗 10.00%

江苏立峰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45.56%

江苏立峰农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1.11%

在对三公司股权评估的基础上，交易对手方、公司参考评估报告确定交易对价，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将2023年12月31日作为三公司购买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一企业合并（应用指南）》进一步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

权的转移。

（下转B060版）

（上接B05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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