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百灵年报重大差错

或少计亏损9200万元

近年来，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不断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工作，但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存在财务信息披露错误等问题。

中 国 证 券 报 “中 证 智 能 财 保 检 校 系 统 ” 的 检 校 结 果 显 示 ， 贵 州 百 灵 2024 年 半 年 报 涉 及 上 年 同 期 “净 利 润 ” “扣 非 净 利 润 ” 等 关 键 数 据 异 常 预 警 。 该 公 司 2023 年 年 报 “ 分 季 度 主 要 财 务 指 标 ” 中 存 在 第

一 季 度 （ 1 至 3 月 ） 数 据 被 重 复 计 算 问 题 ， 从 而 导 致 第 二 季 度 （ 4 至 6 月 ） 净 利 润 指 标 与 2023 年 半 年 报 （ 1 至 6 月 ） 数 据 完 全 一 致 。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贵州百灵2023年年报分季度财务指标加总计算得出的全年净利润与2023年年报净利润完全一致，但扣非净利润相差1493.08万元。

若第二季度数据剔除上述重复因素，贵州百灵2023年年报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分别为-5.07亿元和 -5.15亿元，对应的亏损额分别少计0.92亿元和0.74亿元。

对 此 ， 贵 州 百 灵 回 应 中 国 证 券 报 记 者 称 ， 经 财 务 部 核 实 确 认 ， 公 司 2023 年 年 报 数 据 没 有 错 误 ， 只 是 第 二 季 度 数 据 填 报 出 错 。 但 多 位 资 深 注 册 会 计 师 向 记 者 表 示 ， 按 照 公 司 方

面 的 解 释 ， 在 年 报 多 加 了 一 个 季 度 数 据 ， 存 在 重 复 计 算 的 情 况 下 ， 如 果 年 报 数 据 没 有 错 误 ， 则 可 能 年 报 编 制 脱 离 了 账 务 系 统 而 涉 嫌 财 务 造 假 。

●本报记者 张冬晴

到底是上半年还是单季度数据？

中国证券报“中证智能财保检校系统” 的检校结果显示，贵州百灵2024年半年报中上年同期净利润、扣非净利润等数据存在异常。

上 述 检 校 结 果 表 明 ，“上 年 同 期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20338248 . 40 元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117444988 . 05 元 ” 这 组 数 据 与 2023 年 半 年 报 中 相 应 的 财 务 指 标 完 全 一 致 ， 但 在 2023 年 年 报 “分 季 度 主 要 财 务 指

标 ” 中 被 列 示 为 二 季 度 单 季 度 的 相 应 财 务 指 标 。 那 么 ， 这 组 数 据 到 底 是 2023 年 半 年 报 的 披 露 口 径 ， 还 是 2023 年 二 季 度 的 披 露 口 径 ？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在贵州百灵2023年年报“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中，公司第三季度（7至9月）各项财务指标与2023年三季报中“本报告期”（7至9月）披露口径完全一致。

根据2023年三季报中“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披露口径倒推，记者发现2023年年报中第二季度（4至6月）的净利润、扣非净利润分别应为28031853.62元和28994915.51元。 而在2023年年报中，贵州百灵错误地将半年报（1至6月）数据列示为第二季度（4至6月）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年报的“乌龙”并不止于此，分季度扣非净利润加总结果也存在疑问。

若将2023年年报中分季度的数据进行加总计算，则全年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分别为-414511221.17元、-426515952.91元。 分季度 加 总 的 净 利 润 与 2023 年 年 报 披 露 的 数 据 完 全 一 致 ， 但 2023 年 年 报 扣 非 净 利 润 为 -441446776 . 09 元 ， 与 分 季 度 加 总 结 果 并 不 一 致 。

对此，记者向贵州百灵证券部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电话采访，对方表示需要向财务部进行核实后给予回复；随后，在记者的再次追问下，公司证券部相关人员称，财务部核实公司2023年度指标不存在错误，只是第二季度的单季度数据可能填报错误，但不影响全年的财务指标。

华 北 某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主 任 何 某 向 记 者 表 示 ， 按 照 上 市 公 司 的 说 法 ， 等 于 多 加 了 一 个 季 度 的 数 据 。 如 果 连 这 种 最 基 础 、 最 简 单 的 数 据 都 填 报 错 了 ， 那 其 他 数 据 就 没 有 错 吗 ？ 半 年 报 、 年 报 等 其 他 数 据 的 真 实 性 也 值 得 怀 疑 ， 甚 至 不 排 除 存 在 财 务 造 假 的

可 能 性 。

显然，公司的解释不合理。 若将第二季度的数据追溯调整，2023年年报分季度财务指标进行加总计算得出的2023年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分别为-5.07亿元和-5.15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466.00%和-714.62%，2023年年报对应的亏损额分别少计0.92亿元和0.74亿元。

记者进一步向贵州百灵2023年年报审计签字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曾志提出采访请求，但对方拒绝作出解释并回应称：“客户信息需要保密，我们也需要进行核实，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

资深财务专家、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刘志耕向记者表示，哪怕是经办人员起草相关信披文稿等初始环节出错，但其后的复核、审核和审批等环节都应该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

西南某资深注册会计师蔺某也向记者表示，按理说年报按照账户系统取数编报，不会导致重复计算。在多加了一个季度数据，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下，如果年报数据没有错误，则可能年报编制脱离了账务系统。

长期存在年报信披质量问题

实际上，在上述2023年年报出现低级错误的背后，贵州百灵还曾经连续多年遭遇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年报进行监管问询。

2014年至2022年，贵州百灵连续9年收到深交所的年报问询函，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应收账款、存货等重要指标异常。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审计机构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独立董事晏国菀对2023年年报无法表示意见。

具体而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贵州百灵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并因公司未能确保披露的销售费用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早在2023年12月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就对贵州百灵及其相关责任人出具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决定书披露，贵州证监局在现场检查 中 发 现 公 司 存 在 以 前 年 度 销 售 费 用 未 及 时 入 账 、 收 入 确 认 跨 期 和 坏 账 准 备 计 提 不 准 确 等 大 量 问 题 。 上 述 事 项 导 致 该 公 司 2021 年 、 2022 年 年 报 信 息 披 露 不 准 确 。

值 得 玩 味 的 是 ， 连 续 十 几 年 盈 利 的 贵 州 百 灵 在 2023 年 由 盈 转 亏 。 自 2010 年 上 市 以 来 ， 公 司 净 利 润 连 续 多 年 保 持 增 长 ， 并 在 2018 年 创 下 5 . 63 亿 元 的 历 史 最 高 水 平 ， 但 2023 年 四 季 度 突 然 出 现 高 达 数 亿 元 的 亏 损 。 而 此 前 的 三 季 报 还 显

示 ， 公 司 2023 年 前 三 季 度 净 利 润 高 达 1 . 40 亿 元 。

从年报分季度数据看，2023年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分别为14.53亿元、-6.47亿元和-6.49亿元。

对于2023年由盈转亏的原因，公司解释称，主要是公司销售费用为23.11亿元，较上年增加7.8亿元，增幅为51%。

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指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应确保披露的财务信息真实、准确、及时、完整，避免在财务报告中出现简单错误，影响报表使用者的理解。

今 年 2 月 份 ， 贵 州 百 灵 披 露 的《年 报 信 息 披 露 重 大 差 错 责 任 追 究 制 度 》 显 示 ， 涉 及 收 入 的 会 计 差 错 金 额 占 最 近 一 个 会 计 年 度 经 审 计 收 入 总 额 10 % 以 上 ， 且 绝 对 金 额 超 过 1000 万 元 等 情 形 将 被 认 定 为 年 报 信 息 披 露 重 大 差 错 并 将 根 据 影 响 追 究 责 任 人

的 责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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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光信息打造产业生态

助力人工智能发展

●本报记者 杨洁

10月10日晚，海光信息发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8.36亿元至63.58亿

元，同比增长48.02%至61.26%；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

母净利润14.08亿元至15.86亿元，同比增长56.16%至

75.90%。

芯片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的底层支撑单元，

以海光信息为代表的本土高端处理器厂商持续加大研

发力度，让产品更好用、更安全、更绿色，以满足市场需

求。 海光信息重视产业链协同，联合生态伙伴共同打造

从设计到应用服务的国产高端芯片全产业链。海光信息

表示，公司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芯片企业，助力“数字

中国”建设。

业绩表现亮眼

海光信息致力于研发、 设计和销售高端处理器，核

心产品包括海光通用处理器 （CPU） 和海光协处理器

（DCU）。

其中，海光CPU系列产品兼容x86指令集以及国际

上主流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软硬件生态丰富，已广

泛应用于电信、金融、互联网、教育、交通等领域。 海光

DCU系列产品以GPGPU架构为基础， 兼容通用的类

CUDA环境，可广泛应用于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商业

计算等领域。

随着AI大模型和生成式AI技术快速发展， 算力需

求大增。算力基础设施提供商和相关企业迎来机遇。 海

光信息等本土厂商凭借安全、好用的芯片产品持续拓展

市场，并取得亮眼成绩。

上半年， 海光信息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4.08%至

37.63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5.97%至8.53亿元，

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32.09%至8.18亿元。 海光

信息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 公司专注于主营业务，持

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品质， 为客户提供高性

能、高可靠、低功耗的产品，巩固公司市场地位和竞争

优势。

据了解，2018年以来，多家国内知名服务器厂商的

产品搭载海光信息CPU芯片；此外，海光DCU在AI应用

领域也有望打开新增长点。 中原证券表示，AI大模型持

续迭代推动算力需求高速增长，相关企业加速布局智算

中心。 海光信息DCU产品全面适配国产大模型，有望充

分受益于AI时代浪潮。

银河证券认为，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我国一

体化算力网络和“东数西算” 工程推进，算力市场前景

广阔。 作为国内高端处理器领军企业，海光信息在CPU

和DCU芯片技术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成长空间有

望进一步打开。

构筑技术护城河

研究表明， 随着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

AI大模型的计算量每年将增长10倍。 海光信息在接受

投资者调研时表示，算力芯片要在多元算力和异构计算

领域发力，以满足AI大模型等计算场景的需求。

近年来，海光信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构筑技

术护城河。 上半年，海光信息研发支出达到13.72亿元，

同比增长11.54%，占营业收入比重为36.46%。

2020年至2023年， 海光信息的研发支出分别为

10.89亿元、15.85亿元、20.67亿元、28.10亿元。 目前，海

光信息研发技术人员达到1855人， 占员工总人数的

91.07%， 其中78.76%以上研发技术人员拥有硕士及以

上学历。

截至2024年上半年底， 海光信息在高端处理器等

关键领域取得发明专利774项、 实用新型专利98项、外

观设计专利3项。

海光信息在不断提升芯片性能的同时，致力于降低

芯片能耗。 据介绍，海光高端处理器产品具备智能调频

技术，能够根据业务系统的负载“智能”变动频率，降低

功耗，实现“绿色”运行。

发挥生态协同优势

海光信息重视产业链协同， 联合生态伙伴共同

打造从设计到应用服务的国产高端芯片全产业链。

海光信息介绍， 海光处理器受到用户及合作伙伴的

广泛青睐。

在DCU软件生态方面，海光信息表示，公司DCU产

品打造了自主开放的完整软件栈，兼容CUDA和ROCm

生态，支持TensorFlow等主流深度学习框架与主流应

用软件。

截至目前，公司联合产业链上下游4000余家企业

以及行业用户，实现了8000余项软硬件优化等协同技

术研发，共同打造了12000余个安全、好用、开放的产

品及解决方案，进一步发挥生态优势，推动技术进步和

产业升级。

视觉中国图片

华利集团：持续强化技术创新 提升运营效率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日，华利集团管理层相关人士在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深耕制鞋

行业，拥有超过50年的技术沉淀，凭借对鞋

履行业以及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深刻

理解，深度参与运动鞋的开发设计。未来，公

司将继续强化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和运营

效率。

积极扩张产能

华利集团主要从事运动鞋产品的开发

设计、生产与销售，是全球领先的运动鞋专

业制造商， 合作的运动休闲品牌包括Nike、

Converse、Vans等，主要产品包括运动休闲

鞋、户外靴鞋、运动凉鞋/拖鞋等。

从经营模式看，“根据品牌方提供的设

计图稿或产品需求， 公司开发设计业务中

心将品牌方的创意设计产品化， 完成样品

开发， 然后品牌方向公司指定的贸易子公

司下达订单。 开发设计业务中心向负责生

产的子公司提供生产工艺与样品， 贸易子

公司以来料加工方式委托子公司进行生产

制造。” 华利集团管理层相关人士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华利集团介绍，目前运动鞋消费市场稳

健，运动品牌库存缓解。 作为重要的消费领

域，体育受到广泛重视。 各地举办多种体育

活动，创新打造体育消费场景，持续扩大体

育消费规模。 随着各运动品牌库存逐步缓

解，运动鞋制造商的订单从2023年第四季度

开始逐步复苏。

“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欧美等海外地区。

考虑到客户的订单需求， 未来几年公司仍

会积极扩张产能。 公司将在印尼及越南新

建数家工厂，同时持续拓展新客户，推动业

绩稳健成长。” 华利集团管理层相关人士告

诉记者。

加大创新力度

华利集团介绍， 公司深耕制鞋行业，拥

有超过50年的技术沉淀，凭借对鞋履行业以

及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深刻理解，深度

参与运动鞋的开发设计。

“公司建立了一套完整成熟的开发业

务流程，为每个品牌设立独立的开发设计

中心， 在集团层面设立自动化和创新中

心，并通过与供应商、客户合作，不断推动

新材料运用以及制鞋工艺改良创新。 公司

在开发设计及生产过程中不断加大自动化

投入，包括外购通用自动化设备、自主开

发或定制自动化设备。 ” 华利集团管理层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公司采用3D打印技

术、VR设计系统，大幅提高了开发设计效

率，缩短了开发设计时间周期；采用电脑

编织一体成型鞋面生产设备，生产效率大

幅提升，成本大幅降低。 同时，公司自行研

发不停顿模板系统，配合不间断电脑针车

使用， 有效提升每台电脑针车的生产数

量。 此外，公司使用自动卧式橡胶大底射

出机，以自动射出成型方式逐步取代传统

人工热压生产橡胶大底。 行业先进的机械

手臂上胶系统，利用计算机编程控制机械

手臂运动轨迹，有效提升制鞋质量，减少

用工量。 未来，公司将继续强化技术创新，

提升竞争力和运营效率。

重视股东回报

华利集团表示，公司对未来两年的业绩

充满信心。 公司的客户结构相对多元，订单

份额有保障；同时，公司持续拓展新客户，为

未来业绩稳健成长提供支撑。“公司经历过

多轮经济周期，有成熟的预案应对大环境变

化。 ”华利集团管理层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对于应收账款，华利集团管理层相关人

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应收账款的账

期较短，平均账期为50天左右。

华利集团表示， 公司重视股东投资回

报，2021年度进行了两次分红， 合计现金分

红占全年净利润比例约为89%；2022年度现

金分红占净利润比例达43%；2023年度现金

分红占净利润比例约为44%。 利润分配政策

会兼顾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需要，在满足资

本开支、 合理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

公司会尽可能多分红。

贵州百灵年报重大差错

或少计亏损9200万元

近年来， 证监会等监

管机构不断强化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

工作，但仍有部分上市公

司存在财务信息披露错

误等问题。

中国证券报 “中证

智能财保检校系统” 的

检校结果显示， 贵州百

灵2024年半年报涉及上

年同期 “净利润”“扣

非净利润” 等关键数据

异常预警。 该公司2023

年年报“分季度主要财

务指标” 中存在第一季

度（1至3月）数据被重

复计算问题， 从而导致

第二季度（4至6月）净

利润指标与 2023年半

年报（1至6月）数据完

全一致。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

现，贵州百灵2023年年报

分季度财务指标加总计

算得出的全年净利润与

2023年年报净利润完全

一致，但扣非净利润相差

1493.08万元。

若第二季度数据剔除

上述重复因素，贵州百灵

2023年年报净利润和扣

非净利润分别为-5.07亿

元和-5.15亿元， 对应的

亏损额分别少计0.92亿

元和0.74亿元。

对此， 贵州百灵回

应中国证券报记者称，

经财务部核实确认，公

司 2023年年报数据没

有错误，只是第二季度

数据填报出错。 但多位

资深注册会计师向记

者表示，按照公司方面

的解释，在年报多加了

一个季度数据，存在重

复计算的情况下，如果

年报数据没有错误，则

可能年报编制脱离了

账务系统而涉嫌财务

造假。

● 本报记者 张冬晴

中国证券报 “中证智能财保检校系

统” 的检校结果显示，贵州百灵2024年半

年报中上年同期净利润、 扣非净利润等数

据存在异常。

上述检校结果表明，“上年同期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338248.40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117444988.05元” 这组数

据与2023年半年报中相应的财务指标完

全一致，但在2023年年报“分季度主要财

务指标” 中被列示为二季度单季度的相

应财务指标。 那么，这组数据到底是2023

年半年报的披露口径， 还是2023年二季

度的披露口径？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 在贵州百灵

2023年年报“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中，公

司第三季度 （7至9月） 各项财务指标与

2023年三季报中“本报告期”（7至9月）披

露口径完全一致。

根据2023年三季报中“年初至本报告

期末” 披露口径倒推，记者发现2023年年

报中第二季度（4至6月）的净利润、扣非净

利 润 分 别 应 为 28031853.62 元 和

28994915.51元。 而在2023年年报中，贵州

百灵错误地将半年报（1至6月）数据列示

为第二季度（4至6月）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年报的“乌龙”

并不止于此， 分季度扣非净利润加总结果

也存在疑问。

若将2023年年报中分季度的数据进行

加总计算， 则全年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分

别 为 -414511221.17 元 、-426515952.91

元。分季度加总的净利润与2023年年报披

露的数据完全一致，但2023年年报扣非净

利润为-441446776.09元，与分季度加总

结果并不一致。

对此， 记者向贵州百灵证券部相关工

作人员进行电话采访， 对方表示需要向财

务部进行核实后给予回复；随后，在记者的

再次追问下，公司证券部相关人员称，财务

部核实公司2023年度指标不存在错误，只

是第二季度的单季度数据可能填报错误，

但不影响全年的财务指标。

华北某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何某向记

者表示，按照上市公司的说法，等于多加

了一个季度的数据。 如果连这种最基础、

最简单的数据都填报错了，那其他数据就

没有错吗？ 半年报、年报等其他数据的真

实性也值得怀疑，甚至不排除存在财务造

假的可能性。

显然，公司的解释不合理。 若将第二季

度的数据追溯调整，2023年年报分季度财务

指标进行加总计算得出的2023年净利润和

扣非净利润分别为-5.07亿元和-5.15亿元，

同比增幅分别为-466.00%和-714.62%，

2023年年报对应的亏损额分别少计0.92亿

元和0.74亿元。

记者进一步向贵州百灵2023年年报审

计签字会计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

所曾志提出采访请求， 但对方拒绝作出解

释并回应称：“客户信息需要保密， 我们也

需要进行核实，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

资深财务专家、 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的刘志耕向记者表示， 哪怕是经办

人员起草相关信披文稿等初始环节出错，

但其后的复核、 审核和审批等环节都应该

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

西南某资深注册会计师蔺某也向记者表

示，按理说年报按照账户系统取数编报，不会

导致重复计算。 在多加了一个季度数据，存在

重复计算的情况下，如果年报数据没有错误，

则可能年报编制脱离了账务系统。

实际上，在上述2023年年报出现低级错

误的背后， 贵州百灵还曾经连续多年遭遇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年报进行监管问询。

2014年至2022年， 贵州百灵连续9年

收到深交所的年报问询函， 重点关注的问

题包括应收账款、存货等重要指标异常。

需要强调的是， 由于审计机构出具了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晏国

菀对2023年年报无法表示意见。

具体而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贵州

百灵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保留意见， 并因公司未能确保披露的

销售费用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对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

早在2023年12月底，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就对贵州百灵及其相

关责任人出具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决定书披露， 贵州证监局在现场检查

中发现公司存在以前年度销售费用未及

时入账、 收入确认跨期和坏账准备计提

不准确等大量问题。 上述事项导致该公

司2021年、2022年年报信息披露不准确。

值得玩味的是，连续十几年盈利的贵

州百灵在2023年由盈转亏。 自2010年上

市以来，公司净利润连续多年保持增长，

并在2018年创下5.63亿元的历史最高水

平， 但2023年四季度突然出现高达数亿

元的亏损。 而此前的三季报还显示，公司

2023年前三季度净利润高达1.40亿元。

从年报分季度数据看，2023年四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 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分别

为14.53亿元、-6.47亿元和-6.49亿元。

对于2023年由盈转亏的原因， 公司解

释称， 主要是公司销售费用为23.11亿元，

较上年增加7.8亿元，增幅为51%。

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2023年年度

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指出，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 上市公司应确保披露的财务信息

真实、准确、及时、完整，避免在财务报告中

出现简单错误，影响报表使用者的理解。

今年2月份，贵州百灵披露的《年报

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显示，

涉及收入的会计差错金额占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收入总额1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1000万元等情形将被认定为年

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并将根据影响追究

责任人的责任。

到底是上半年还是单季度数据？

长期存在年报信披质量问题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