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2024/7/12

星期五

B064

Disclosure

（上接B063版）

费电子、家用电器等众多领域，整体行业季节性特征并不明显。 各企业因专注

于不同的细分领域， 可能受不同下游应用市场需求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季节

性。 公司经营模式如下：公司主要通过采购锂电芯、电子元器件、结构件、正极

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等原材料生产出锂离子电池组和锂离子电芯，并

通过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方式销售给海内外客户。

二、公司主要客户各季度收入确认政策及回款情况

2023年度，公司境内客户采取货到签收后确认收入，境外客户采取报关手

续完成确认收入，公司主要客户各季度收入确认政策未发生变化。 公司主要客

户各季度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3年度

序号 客户 一季度回款 二季度回款 三季度回款 四季度回款

1 C1 10,114.54 14,817.23 1,950.07 2,967.79

2 A6 929.47 4,328.98 6,125.44 1,721.39

3 A1 3,257.50 1,141.45 1,603.20 1,322.98

4 A5 1,545.13 3,111.48 3,416.03 1,218.62

5 A3 1,271.31 1,963.56 2,655.99 1,593.66

三、2023年度及上年同期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一季度 49,218.30 22.03% 54,545.17 23.71%

二季度 78,635.70 35.19% 68,548.69 29.79%

三季度 49,276.81 22.05% 48,900.50 21.25%

四季度 46,322.14 20.73% 58,092.63 25.25%

2023年度， 公司分季度收入分别为49,218.30万元、78,635.70万元、49,

276.81万元和46,322.14万元，其中二季度收入较高的主要原因如下：得益于南

非储能市场的快速发展，公司本季度储能电池产品销售规模大幅提高；但进入

下半年以来，南非市场产品呈现出供过于求、市场快速饱和的情形，公司储能

电池产品销售规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公司2023年度分季度收入呈现出一定

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公司产品主要分为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储能电池、消费电子类电池和锂

离子电芯，产品应用领域较广阔，收入季节性特征并不明显。 2023年分季度收

入中，二季度收入占比较高，其余季度收入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与2022年度

分季度变动趋势保持一致。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保荐机构通过互联网搜索了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分析报告文件；

2、保荐机构查看了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等文件，了解公司上市以来经营

业绩的变化情况、收入确认政策等；

3、保荐机构取得了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文件，了解公司经营

业绩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业绩的对比情况；

4、保荐机构查看了公司提供的采购入库明细表、收入成本明细表，就公司

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了解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产品销售

价格的变化情况，了解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及客户的交易金额等；

5、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上市以来主营分产品项下的前五大客户工商信

息、前五大供应商的工商信息；了解该等企业的基本情况及与公司及公司控股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6、 保荐机构抽查了公司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签订的合同或订单文件，查

看公司与该等交易对手方之间的交易条款；

7、保荐机构抽查了公司期末应收账款对应的银行回款水单，了解公司期

末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

8、保荐机构访谈了公司相关人员，就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经营模式、所

处行业发展现状等情况进行访谈。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2023年度经营业绩下滑主要受本年度高毛利客户销量下降、电芯

毛利率为负数、 电芯库存计提存货跌价金额上升及期间费用金额的增长等影

响，具有合理性；公司上市以来业绩存在一定的波动且2023年首次出现亏损具

有合理性；公司2023年经营业绩下滑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显著异常；

2、公司自上市以来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与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3、公司2023年各季度经营情况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公司产品应用领域

较广阔，收入季节性特征并不明显，2023年度分季度收入分布与以往年度变动

趋势一致。

[会计师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实施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通过互联网搜索了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分析报告文件；

2、查看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等文件，了解公司上市以来经营业绩的变化

情况；

3、取得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文件，了解公司经营业绩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经营业绩的对比情况、收入确认政策等；

4、查看公司提供的采购入库明细表、收入成本明细表，就公司原材料采购

和产品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了解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产品销售价格的变化

情况，了解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及客户的交易金额等；

5、查阅公司上市以来主营分产品项下的前五大客户工商信息、前五大供

应商的工商信息； 了解该等企业的基本情况及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6、抽查公司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签订的合同或订单文件，查看公司与该

等交易对手方之间的交易条款；

7、抽查公司期末应收账款对应的银行回款水单，了解公司期末应收账款

的回款情况；

8、访谈公司相关人员，就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经营模式、所处行业发展

现状等情况进行访谈。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2023年度经营业绩下滑主要受本年度高毛利客户销量下降、电芯

毛利率为负数、 电芯库存计提存货跌价金额上升及期间费用金额的增长等影

响，具有合理性；公司上市以来业绩存在一定的波动且2023年首次出现亏损具

有合理性；公司2023年经营业绩下滑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不存在显著异常；

2、公司自上市以来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与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3、公司2023年各季度经营情况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公司产品应用领域

较广阔，收入季节性特征并不明显，2023年度分季度收入分布与以往年度变动

趋势一致。

问题2.关于存货与资产减值损失

根据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货的账面余额45,535.62万元，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6,420.59万元。 其中自制半成品账面余额14,631.56万元，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4,900.56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发生资产减值损失6,611.39万元，占归

母净利润的195.72%，公司表示主要是大圆柱电芯前期试产到量产过程成本相

对较高，且电池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期末计提跌价增加。

请公司：（1）列示原材料、在产品、自制半成品、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包

括存货名称、数量、库龄、采购/销售对象、账面原值、跌价准备金额等；（2）补

充披露报告期内存货跌价损失的测算过程，结合产品类型、库龄、在手订单、市

场行情、产品成本、可变现净值等情况，说明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是否及时、充分，以及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风险；（3）补充披露资产减值损失

的具体情况，包括发生减值的资产类别、资产名称、账面原值、发生减值损失的

背景、减值迹象发生时间、减值迹象的具体表现、计提减值损失的会计处理依

据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4）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大圆柱电

芯相关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业务规模、商业模式、发展历程、研发过程及研发

投入测算、下游应用情况、主要客户及收入确认依据、原材料及成本核算方式

及相关依据、主要供应商、毛利率、市占率、在行业中是否具有显著产品优势；

（5）补充披露近三年公司原材料采购情况，包括采购政策、每年度前五大供应

商名称及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采购产品名称类型、采购规模、交付情况

等， 并结合原材料公开市场价格波动情况， 说明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是否公

允、相关备货政策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说明相关原材料计提

资产减值损失的依据及合理性， 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

情形，是否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存在经营决策失误，公司为应对相关情况采取的

风险防范措施。

[回复]

（1）列示原材料、在产品、自制半成品、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包括存货名

称、数量、库龄、采购/销售对象、账面原值、跌价准备金额等

2023年末，公司原材料、在产品、自制半成品、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存货名称 2023年末数量

2023年末账面

余额

2023年末跌

价准备

2023年末账面

价值

2023年末库龄

一年以内 一年以上

原材料 - 16,334.32 791.23 15,543.09 8,479.12 7,855.22

电芯 568.65 6,754.81 36.35 6,718.46 2,771.98 3,982.83

电子料 10,419.07 4,008.64 215.27 3,793.37 2,316.42 1,692.23

其他 2,731.22 2,218.47 280.82 1,937.65 1,072.97 1,145.52

五金类 1,417.41 1,180.62 86.53 1,094.09 744.78 435.84

正极材料 7.65 998.78 51.44 947.34 803.40 195.39

塑胶类 414.40 899.27 63.79 835.48 498.10 401.16

负极材料 3.36 273.73 57.03 216.71 271.47 2.26

在产品 - 3,256.79 32.16 3,224.63 3,256.79 -

PACK电池组 62.63 3,234.73 32.16 3,202.56 3,234.73 -

锂电芯 3.02 22.06 - 22.06 22.06 -

自制半成品 - 14,631.56 4,900.56 9,731.00 14,082.20 549.36

锂电芯 1,059.34 12,148.06 4,802.17 7,345.89 12,095.27 52.79

PACK电池组 125.07 2,483.50 98.38 2,385.11 1,986.93 496.56

库存商品 43.83 9,960.18 496.12 9,464.06 8,874.76 1,085.40

轻型车用锂离子

电池

9.02 5,975.20 88.42 5,886.78 5,105.02 870.16

储能电池 1.04 2,468.06 8.39 2,459.67 2,442.11 25.95

消费电子类电池 15.30 962.97 4.35 958.62 773.69 189.29

锂离子电芯 18.46 553.94 394.96 158.98 553.94 -

委托加工物资 24.86 27.00 - 27.00 27.00 -

发出商品 22.14 1,325.76 200.52 1,125.24 1,325.76 -

消费电子类电池 15.97 721.98 3.28 718.71 721.98 -

轻型车用锂离子

电池

0.23 338.14 0.05 338.08 338.14 -

锂离子电芯 5.94 265.64 197.19 68.45 265.64 -

合计 - 45,535.62 6,420.59 39,115.02 36,045.64 9,489.98

由上表，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电芯和电子料， 供应商主要有爱尔集新能源

（南京）有限公司、安徽利维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格林德能源有限公司等；公司产品主要为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和消费

电子类电池，主要客户包括C1、A6、A1、A5、A3等。

（2）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存货跌价损失的测算过程，结合产品类型、库龄、

在手订单、市场行情、产品成本、可变现净值等情况，说明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

准备的计提是否及时、充分，以及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风险

公司己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

表项目注释” 之“10、存货” 补充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存货跌价损失的测算过程

（一）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直接用于

出售的存货，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

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二）存货跌价测试计算过程

2022年末及2023年末，公司存货跌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

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

计提比例

原材料 16,334.32 791.23 4.84% 35,684.39 1,109.28 3.11%

在产品 3,256.79 32.16 0.99% 3,726.82 33.71 0.90%

自制半成品 14,631.56 4,900.56 33.49% 5,669.85 355.01 6.26%

库存商品 9,960.18 496.12 4.98% 4,902.45 10.34 0.21%

委托加工物资 27.00 - - 35.96 - -

发出商品 1,325.76 200.52 15.12% 2,144.79 237.98 11.10%

合计 45,535.62 6,420.59 14.10% 52,164.26 1,746.31 3.35%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期可变现

净值低于成本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1）对于用于继续加工生产的原材料、委托加工物资、在产品、自制半成

品，其测算过程如下：

账面余额① 各物料期末结存金额

预计售价②

该物料所生产的产品的预计市场售价。对于期末有订单的产品，以销售订单价格为

预计售价；对于期末无订单的产品，若最近1年有对外销售的情形，则参考最近1年

的销售价格为预计售价；若为新产品尚未实现销售的，则参考市场售价及同类产品

售价确认预计售价

至完工将要发生的成本③

该物料所生产的产品的标准单位生产成本或近期生产成本减去该物料报告期末的

单位成本

销售费用及税金④

根据当期销售费用及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估算未来的销售费用及税费，即（当期

销售费用率+当期税金及附加比重）*预计售价

可变现净值⑤=②-③-④ 计算可变现净值

差额⑥=⑤-①

差异小于0，存在存货跌价，差异金额即为存货跌价金额；差异大于或等于0，不存在

存货跌价

（2）对于用于直接对外销售的原材料、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其测算过程

如下：

账面余额① 各物料期末结存金额

预计售价②

对于期末有订单的产品，以销售订单价格为预计售价；对于期末无订单的产品，若最近1

年有对外销售的情形，则参考最近1年的销售价格为预计售价；若为新产品尚未实现销

售的，则参考市场售价及同类产品售价确认预计售价

销售费用及税金③

根据当期销售费用及税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估算未来的销售费用及税费，即（当期销

售费用率+当期税金及附加比重）*预计售价

可变现净值④=②-③ 计算可变现净值

差额⑤=④-①

差异小于0，存在存货跌价，差异金额即为存货跌价金额；差异大于或等于0，不存在存

货跌价

二、结合产品类型、库龄、在手订单、市场行情、产品成本、可变现净值等情

况，说明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及时、充分，以及是否存在进一

步减值风险

（一）产品类型、库龄情况

公司产品类型主要包括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 消费电子类电池、 储能电

池、锂电芯业务。 2022年末及2023年末，公司存货库龄及存货跌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期末余额

2023年末库龄 2023年末存货跌价

1年以内 1年以上 1年以内 1年以上

原材料 16,334.32 8,479.12 7,855.22 500.67 290.56

在产品 3,256.79 3,256.79 - 32.16 -

自制半成品 14,631.56 14,082.20 549.36 4,834.25 66.31

库存商品 9,960.18 8,874.76 1,085.40 492.58 3.54

委托加工物资 27.00 27.00 - - -

发出商品 1,325.76 1,325.76 - 200.52 -

合计 45,535.62 36,045.64 9,489.98 6,060.18 360.41

存货类别 期末余额

2022年末库龄 2022年末存货跌价

1年以内 1年以上 1年以内 1年以上

原材料 35,684.39 29,597.04 6,087.35 523.94 585.34

在产品 3,726.82 3,726.82 - 33.71 -

自制半成品 5,669.85 5,229.85 440.00 277.61 77.40

库存商品 4,902.45 4,630.34 272.11 7.33 3.01

委托加工物资 35.96 35.96 - - -

发出商品 2,144.79 2,144.79 - 237.98 -

合计 52,164.26 45,364.79 6,799.47 1,080.57 665.74

2023年存货跌价较2022年增加4,674.28万元； 其中2023年1年以内存货

跌价较上年增加4,979.62万元，主要原因系自制半成品存货跌价增加4,556.64

万元，该部分主要为2023年投产的大圆柱电芯半产品，由于电芯正极材料2023

年处于下行趋势， 生产备料的价格处于高位， 正极材料下行带动电芯售价下

降，大圆柱产品处于市场验证阶段，市场尚未打开，生产的大圆柱形成库存，材

料成本高及产能利用率较低，导致的单位成本较高，形成了较大金额的跌价；

其中2023年1年以上存货跌价较上年减少305.33万元，主要为原材料形成的跌

价，该部分金额变化不大。

（二）公司在手订单情况

2023年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为39,777.00万元，在手订单对应存货账面

余额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在手订单金额（不含税）（A） 39,777.00

在手订单对应的存货成本金额（B） 31,886.83

存货账面余额（C） 45,535.62

在手订单覆盖存货账面余额的比例（D=B/C） 70.03%

2023年末，公司在手订单覆盖存货账面余额的比例为70.03%，主要原因如

下：公司主要产品为消费电子类电池、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储能电池，上述三

类产品主要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管理模式； 公司部分通用型产品会备有一定

库存，采用备货式的生产模式。

（三）市场行情、产品成本情况

受上游碳酸锂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公司原材料成本波动较大。 根据同

花顺数据，碳酸锂市场价格从2021年1月份的6.11万元/吨，上涨到2022年12月

份的55.19万元/吨，而2023年持续下降，到2023年12月份碳酸锂的价格已降到

11.79万元/吨。 2021年-2023年碳酸锂市场平均价格情况如下图所示：

单位：万元/吨

报告期末，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上年变动较大的原因主要受2023年

新开展大圆柱电芯业务的影响。除大圆柱电芯业务外，2022年末及2023年末其

他存货跌价计提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计提

比例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计提

比例

原材料 15,844.46 626.82 3.96% 35,228.47 1,109.28 3.15%

在产品 3,256.79 32.16 0.99% 3,726.82 33.71 0.90%

自制半成品 5,445.19 523.62 9.62% 5,338.24 200.08 3.75%

库存商品 9,503.05 135.47 1.43% 4,902.45 10.34 0.21%

委托加工物资 27.00 - 0.00% 35.96 - 0.00%

发出商品 1,078.74 4.39 0.41% 2,144.79 237.98 11.10%

合计 35,155.24 1,322.47 3.76% 51,376.73 1,591.39 3.10%

由上表可见，2023年末其他存货的跌价计提情况较上年变动不大。2023年

末，公司大圆柱电芯业务相关存货跌价情况：

单位：万元

电芯类别 项目 2023年末存货账面余额 2023年末存货跌价

大圆柱 原材料 489.86 164.41

大圆柱 自制半成品 9,186.36 4,376.93

大圆柱 发出商品 247.02 196.13

大圆柱 产成品 457.13 360.65

合计 10,380.37 5,098.12

公司自制大圆柱锂电芯于2023年投产，产能处于爬坡期，产品生产成本偏

高；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环境放缓，新能源行业产能过剩引起电芯价格不断下

跌，产品可变现净值大幅下降，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

低计量存货成本，对期末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及时、充分。 但由于市场

供需环境的变化，可能使公司产品的销售不及预期，可能存在进一步的减值风

险。

（3）补充披露资产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况，包括发生减值的资产类别、资产

名称、账面原值、发生减值损失的背景、减值迹象发生时间、减值迹象的具体表

现、计提减值损失的会计处理依据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己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

表项目注释” 之“72、资产减值损失” 之“其他说明” 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6,611.39万元，均为存货跌价损失，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资产减值损失

其中：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金额

其中：存货跌价准备转

回金额

原材料 16,334.32 248.57 540.79 292.21

在产品 3,256.79 -1.54 7.87 9.42

自制半成品 14,631.56 5,568.04 5,568.04 -

库存商品 9,960.18 584.07 584.07 -

委托加工物资 27.00 - - -

发出商品 1,325.76 212.24 212.24 -

合计 45,535.62 6,611.39 6,913.02 301.63

由于锂电芯的关键材料之一碳酸锂2023年度的市场价格持续下降，2023

年末，综合市场竞争压力加剧及材料价格的波动等情况考虑，公司谨慎分析大

圆柱电芯产品的可变现净值将会进一步减少， 判断公司存货可能存在减值迹

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存货》第十五条的规定，公司对存货进行存

货跌价准备测算，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

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

生产的产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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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公司存货减值损失计提合理，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4）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大圆柱电芯相关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业务规模、

商业模式、发展历程、研发过程及研发投入测算、下游应用情况、主要客户及收

入确认依据、原材料及成本核算方式及相关依据、主要供应商、毛利率、市占

率、在行业中是否具有显著产品优势

公司己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二、报

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行业情况及研发情况说明” 之“(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补充披露如下:

一、大圆柱业务规模、商业模式

大圆柱锂电芯主要系由公司之子公司东莞凯德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凯德新能源” ） 负责研发、 生产和销售。 公司自主研发的大圆柱电芯为

34145电芯（其中34145中34表示直径为34mm，145表示高度为145mm），具

备高安全、低内阻、长寿命、低温使用等特点，下游主要应用在轻型动力车、储

能等领域。 2023年度，公司大圆柱电芯生产量为417.23万PCS。

公司生产的大圆柱电芯主要应用在公司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 储能电池

等产品，提高公司锂电池组产品的电芯自给率，此外，在满足公司自身需求情

况下，公司通过直销方式对外销售大圆柱电芯产品。

二、发展历程、研发过程及研发投入测算

自1991年索尼推出圆柱形18650锂电池， 到2020年特斯拉推出4680大圆

柱，29年来圆柱形电芯不断在进行工艺和尺寸优化。 在此背景下，公司也在不

断进行技术革新和布局，逐步从18650系列电芯延伸至大圆柱锂电芯业务。

公司在2020年前对大圆柱锂电芯进行了市场调研和项目立项， 历经大圆

柱锂电芯方案设计、产品开发阶段以及产品小试阶段，并在2023年成功掌握具

备大圆柱锂电芯的量产工艺。

公司在2022年投入2条高自动化的大圆柱生产线设备，2022年底基本调试

完成，2023年初正式投入使用，具备量产条件。

2021年度至2023年度，公司对大圆柱锂电芯的研发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研发投入金额 1,215.07 560.17 334.90

三、下游应用情况

公司34145大圆柱锂电芯主要应用于15度电以内的轻型动力和轻型储能

市场，例如两轮国标车、换电和共享两轮车、电动摩托车、三轮车、电动轮椅、家

庭储能、便携储能、小型工商业储能、AGV等市场。 此外，公司在研的钠电系等

大圆柱产品可扩展至高能量密度、低温和高倍率市场应用，例如：A00级车、启

停电源、通信基站、极地科考基地、北方智能微网、电动雪地车辆、低温船舶应

用、动力稳定器、电网备用应急源、轨道交通等应用市场。

四、大圆柱锂电芯主要客户及收入确认依据

2023年度，公司直接对外销售的大圆柱锂电芯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比

1 D8 451.13 71.33%

2 D9 106.07 16.77%

3 D6 31.40 4.96%

4 D10 27.57 4.36%

5 D11 2.85 0.45%

合计 619.01 97.87%

公司大圆柱电芯的境内销售以货物运至指定地点且客户签收后确认收

入，境外销售以报关手续完成后确认收入。

五、原材料及成本核算方式及相关依据

大圆柱锂电芯的成本核算方式主要为： 生产运营部负责制定产品生产计

划、组织管理生产，通过ERP系统的产品BOM表生成生产派工单，以各生产车

间作为成本中心归集料、工、费，将各成本中心的生产派工单对应的存货作为

成本核算对象。 产成品分为多个生产步骤，在产品各工序需领用上一工序所形

成的半成品，直至生成产成品，产品成本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构

成，主要产品成本核算、归集和分配有关的会计处理方式如下：

（1）直接材料：大圆柱锂电芯的直接材料主要为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

解液、隔膜、其他组件等；生产管理人员依据订单需求开立生产派工单安排生

产，生产人员依据生产派工单所需的物料需求清单到仓库领用对应材料，生产

中耗用的直接材料通过生产派工单归集到对应产品的生产成本中。 系统依据

生产派工单的发料信息核算对应材料的成本，计算出领用产品直接材料成本。

（2）人工成本的归集：人工费用主要核算与生产活动直接相关的人员工

资、福利费、社保、住房公积金等；按成本中心归集当期发生的薪酬等人工成本

作为直接人工； 直接人工按各个生产派工单所耗费的工时等因素作为分配系

数分摊。

（3）制造费用的归集：制造费用为间接从事生产的成本中心所发生的费

用，主要是间接人工、折旧、能耗、物耗费等；依据生产工时作为分配因子进行

分配。

在月末按加权平均法计算确定产成品的出库单价， 在确认销售收入时按

已销售产品情况结转相应的营业成本。

六、大圆柱锂电芯主要供应商

2023年度，公司大圆柱锂电芯前五大供应商对应采购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占比 采购主要内容

1 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4,214.73 16.64% 正极材料

2 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 2,942.92 11.62% 正极材料

3 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 2,202.69 8.70% 正极材料

4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359.91 5.37% 正极材料

5 珠海市赛纬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40.12 4.11% 电解液

合计 11,760.37 46.44%

七、大圆柱锂电芯毛利率

2023年度，公司大圆柱锂电芯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632.47 1,027.98 -62.53%

大圆柱电芯业务处于投产初期，产量及良率均在爬坡阶段，单位产品制造

成本偏高；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环境放缓，新能源行业产能过剩，2023年正极材

料持续下滑，引起电芯价格不断下跌，大圆柱原材料备料成本较高，导致大圆

柱成本高于售价，毛利率为负。

八、大圆柱市占率、在行业中是否具有显著产品优势

公司规划的年产能1.5GWh的大圆柱电池基地一期已在东莞市望牛墩完

成投产，拥有全球首款34系列圆柱电芯产线。 依据研究机构EVTank联合伊维

经济研究院共同发布的《中国大圆柱锂离子电池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大圆柱电池出货量不足5,000万只。 2023年，公司

34系列大圆柱电池的出货量为114.61万只 （包括应用于轻型车锂电池等公司

其他产品的大圆柱锂离子电芯），据此测算，公司2023年在大圆柱电池市场占

有率约为2.29%。 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大圆柱电池处于量

产初期，客户对新产品需进行一定时间的产品匹配和验证。

公司大圆柱电池选择全极耳揉平结构设计， 提升集流体与电池极柱之间

的导流面积并提高电池的安全性，通过了行业最严格的针刺实验，保障了产品

质量以及安全。 公司大圆柱电池可以兼容多种化学材料体系，通过不同化学体

系设计电池容量并能达到灵活布局，使两轮车电池组空间利用率达80%以上；

同时钢壳结构可以兼容多种焊接工艺，采用模块化设计，通用性强，适用绝大

多数国标车型。 公司大圆柱电芯已成功应用在公司轻型车用锂离子电池等产

品上，获得海内外目标客户的认可。 综上所述，公司大圆柱电池在两轮车市场

具备一定的产品竞争力，但市场拓展仍需一定时间。

（5）补充披露近三年公司原材料采购情况，包括采购政策、每年度前五大

供应商名称及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采购产品名称类型、采购规模、交付

情况等，并结合原材料公开市场价格波动情况，说明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是否

公允、相关备货政策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并说明相关原材料计

提资产减值损失的依据及合理性， 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

的情形，是否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存在经营决策失误，公司为应对相关情况采取

的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己在《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

表项目注释” 之“72、资产减值损失” 之“其他说明” 补充披露如下:

一、公司采购政策

公司采购计划部门根据年度产能规划需求，与主要供应商签订战略协议，

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建立健全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对物料采购的

请购、供应商开发及管理、询价及审批、订单下达、物料交期管理等进行明确规

定，并建立供应链管理信息化系统，提高供应链管理的效率。

二、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类型、采购规模、交付情况及关联关系情况

2021年度、2022年度和2023年度， 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类型、 采购规

模、交付情况及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3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关联关系

采购产品名称

类型

采购金额 交付情况

1 爱尔集新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33,160.18 已交付

2 安徽利维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22,966.03 已交付

3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5,862.84 已交付

4 纳恩博（深圳）贸易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电子料 4,622.22 已交付

5 东莞格林德能源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4,347.52 已交付

合计 70,958.79 -

2022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关联关系

采购产品名称

类型

采购金额 交付情况

1 爱尔集新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40,665.03 已交付

2 安徽利维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12,609.54 已交付

3 松下电器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10,109.60 已交付

4 力神电池（苏州）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6,714.03 已交付

5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5,557.97 已交付

合计 75,656.17 -

2021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关联关系

采购产品名称

类型

采购金额 交付情况

1 爱尔集新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30,783.63 已交付

2 松下电器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11,938.08 已交付

3 大联大商贸（深圳）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9,588.88 已交付

4 力神电池（苏州）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电芯 7,593.60 已交付

5 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正极材料 7,279.07 已交付

合计 67,183.26 -

注：上述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已合并列示。

三、结合原材料公开市场价格波动情况，说明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是否公

允、相关备货政策是否审慎合理、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电芯、电子料、结构件、正极材料等，各类材料近三年

来的采购价格及市场情况如下：

1、电芯

2021年度、2022年度及2023年度，公司电芯的采购均价分别为8.13元/颗、

11.44元/颗和10.32元/颗，呈现先升后降的情形，与市场价格趋势一致，价格公

允。 根据同花顺的数据，国产中端容量型圆柱（2000mAh/18650）锂电芯的市

场价格波动情况如下：

国产中端容量型锂电芯的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元/颗

公司电芯采购价格高于上述市场价格的主要原因系：一是，公司采购的电

芯包含部分LG等海外高端品牌电芯，其价格相对较高；二是，公司采购的电芯

的容量高于2000mAh，其价格相对较高。 综上所述，公司的采购电芯价格高于

国产中端容量型圆柱（2000mAh/18650）锂电芯市场价格具有合理性。

2、电子料、结构件

2021年度、2022年度及2023年度， 公司电子料的采购价格分别为0.41元/

个、0.36元/个和0.35元/个， 结构件的采购价格分别为1.06元/个、1.29元/个和

1.20元/个。公司采购的电子料和结构件规格型号众多，无法获取市场价格进行

对比。

3、正极材料

2021年度、2022年度和2023年度， 公司正极材料的采购价格分别为10.63

万元/吨、19.89万元/吨和11.41万元/吨，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与市场价格趋势

一致，公司的正极材料采购价格位于碳酸锂的价格波动区间范围内，具有公允

性。 根据同花顺的数据，正极材料碳酸锂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如下：

碳酸锂的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万元/吨

公司备货政策是结合订单交付要求、采购周期、物料属性等条件，从具体

项目订单维度制定具体备货政策，根据生产节奏按需进料的模式，审慎合理，

符合行业惯例。

四、相关原材料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是否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存在经营决策失误

公司原材料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其资产减值损失， 可变现净

值主要是以其加工生产后主要客户执行的销售价格来确定估计售价， 减去根

据实际生产过程后续各工序中估计的继续加工成本， 以及估计的销售费用和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来确定，确认依据充分、合理，前后各期保持一致。

截至2023年末，公司原材料账面余额为16,334.32万元，计提跌价金额为

791.23万元，公司未因购买原材料导致计提金额较大的存货跌价，不存在原材

料采购方面的经营决策失误，不存在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五、公司为应对相关情况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在采购价格/成本管理上、备货及供应方面有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核

心物料，与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建立原材料市场变动预警机制，紧随公

开市场价格变动，对原材料价格变化设置相应的风险评估标准；从项目维度进

行成本的精细化管理；搭建供应商管理体系；对销售订单进行滚动预测，保障

供应销售链条上输入与输出的相关联；对外通过资源优化、上游原材料备料、

联动供应商改善工艺等方式缩短物料采购周期，对内通过工艺优化、合理生产

计划、内部订单变化实时同步等缩短内部生产周期，进而提高公司对市场供应

风险突发的应对能力。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期末存货明细表，了解公司原材料、在产品、自制半成品、库存

商品的具体构成情况；

2、获取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和在手订单情况，了解存货跌价测试过程、存

货跌价准备新增计提及转回或转销情况，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充分

性；

3、获取存货盘点管理制度，了解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与

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获取报告期末企业存货的盘点表，了解

企业盘点情况；

4、获取公司收入成本明细表，了解大圆柱电池的收入规模、主要客户、毛

利率等情况；抽查主要客户的收入确认凭证、签收单、报关单等收入确认相关

的支持性文件，了解公司主要客户的收入确认依据；

5、获取公司采购入库明细表，了解公司主要供应商、公司原材料采购情

况；

6、获取公司研发费用明细表，了解公司研发投入测算、研发投入情况；

7、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公司大圆柱业务规模、商业模式、原材料

采购决策、风险应对措施等情况；

8、通过企查查等公开资料查询公司主要供应商工商资料，了解主要供应

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9、查阅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数据，了解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情况及市场价

格对比情况。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及时、充分。 但由于市场供需环境

的变化，可能使公司产品的销售不及预期，可变现净值可能存在进一步变动，

存在进一步减值的风险；

2、公司存货减值损失计提合理，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3、公司收入确认原则、成本核算方式合理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 公司大圆柱电池在两轮车电池市场具备一定的产品竞争力；

4、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公允，公司综合考虑订单及原材料价格、结合产能

及产品交付时间合理备货原材料，不存在备货政策不谨慎的情况，备货政策符

合行业惯例；

5、公司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充分、合理，不存在通过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未发现公司存在原材料采购方面经营决策失误。

[会计师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实施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并测试其运行有效性，包括

但不限于存货盘点、管理制度，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获取报告期末各类存货具体存放地点清单，分析存货分布是否发生显

著变化，并执行存货监盘程序，2023年末存货监盘比例为67.43%；

3、结合对应付账款的审计，选择主要供应商函证各期采购额，应付账款发

函比例为89.7%，回函比例为89.64%；采购额函证比例为87.21%，回函比例为

86.93%；

4、获取存货库龄明细表，复核存货库龄计算过程；

5、获取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和在手订单情况，了解存货跌价测试过程、存

货跌价准备新增计提及转回或转销情况，复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充

分性；

6、获取公司收入成本明细表，了解大圆柱电池的收入规模、主要客户、毛

利率等情况；抽查主要客户的收入确认凭证、签收单、报关单等收入确认相关

的支持性文件，了解公司主要客户的收入确认依据；

7、获取公司采购入库明细表，了解公司主要供应商、公司原材料采购情

况；

8、获取公司研发费用明细表，了解公司研发投入测算、研发投入情况；

9、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公司大圆柱业务规模、商业模式、原材料

采购决策、风险应对措施等情况；

10、通过企查查等公开资料查询公司主要供应商工商资料，了解主要供应

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1、查阅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数据，了解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情况及市场价

格对比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本期及上年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及时、充分。 但由于市场供需环境

的变化，可能使公司产品的销售不及预期，可变现净值可能存在进一步变动，

存在进一步减值的风险；

2、公司存货减值损失计提合理，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3、公司收入确认原则、成本核算方式合理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 公司大圆柱电池在两轮车电池市场具备一定的产品竞争力；

4、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公允，公司综合考虑订单及原材料价格、结合产能

及产品交付时间合理备货原材料，不存在备货政策不谨慎的情况，备货政策符

合行业惯例；

5、公司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充分、合理，不存在通过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未发现公司存在原材料采购方面经营决策失误。

问题3.关于境外业务收入及远期外汇交易

（下转B06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