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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季度销售费用率畸高

贵州百灵财务报表真实性存疑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

现，在2023年前三个季度销售

费用率保持在36%左右的情况

下，贵州百灵第四季度销售费

用率竟高达81.73%，存在明显

异常。

尽管贵州百灵称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内调整了销售模式，

但记者发现，2023年上半年公

司就进行了相关调整，且2023

年和2024年的前三个季度销

售费用率均未发生显著变化。

多位受访财务专家表示，

贵州百灵2023年第四季度销售

费用畸高， 反映出公司可能存

在跨期结转销售费用的问题。

跨期结转成本费用将导致财务

报告失去真实性和公允性，违反

了会计原则和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券报记者就此电

话采访贵州百灵董办主任陈

智，对于2023年第四季度销售

费用率异常问题，对方表示无

法回答。

● 本报记者 张冬晴

销售费用率高达82%

针对本报所报道的2023年年报重

大差错问题， 贵州百灵10月12日发布

更正公告称，由于年报数据审核量大，

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公司《2023年年

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中“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的部分数

据填报错误。

根据更正公告披露， 贵州百灵对

2023年年报中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和

第四季度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整，调

整后的分季度加总数与2023年年报数

据不存在重大差异。

对此，资深财务专家刘志耕向记者

表示，贵州百灵更正公告依然存在许多

疑问。年报差错不能简单归结为重复计

算，公司还需要解释更深层次的原因。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根据合并利

润表数据进行分季度推导， 贵州百灵

2023年第四季度销售费用达11.88亿

元，占全年销售费用的比例为51.40%，

第四季度销售费用率高达81.73%。

贵州百灵2023年第一、二、三季度

销售费用率分别为36.22%、35.90%和

36.09%，2024年第一、二、三季度销售

费 用 率 分 别 为 49.65% 、38.70% 和

35.87%，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且都远低

于2023年第四季度的水平。

从各年度的第四季度情况看，贵州

百灵2021年第四季度、2022年第四季度

销售费用率分别为43.69%和41.69%，

同样都远低于2023年第四季度的水平。

进一步横向比较发现， 同行业可

比公司中体量基本相当的昆药集团、

以岭药业和葵花药业2023年销售费用

率分别为31.58%、26.21%和23.97%，

达仁堂、 同仁堂和白云山等头部公司

2023年销售费用率分别为25.86%、

19.98%和8.30%，也都远低于贵州百灵

的销售费用率。

对于销售费用增长异常， 贵州百

灵在2023年年报中解释称， 报告期内

公司对销售模式进行了调整， 将部分

省区销售模式调整为直营模式， 增加

了部分销售费用。 同时，公司对结算模

式进行了调整， 严格按照销售政策执

行考核工作，增加了预计的销售费用。

但记者追溯发现， 贵州百灵销售

模式相关调整发生于2023年上半年，

而2023年和2024年的前三季度销售费

用率波动并不显著。 这反映出公司对

第四季度销售费用畸高的上述解释合

理性存疑。

业内人士表示， 结合中成药行业

和公司情况来看， 不排除贵州百灵在

2023年第四季度对销售费用进行了一

次性计提的“财务大洗澡” 。

跨期入账涉嫌财务造假

对于贵州百灵上述更正公告，资

深财务专家向记者表示， 从调整后的

数据拆分来看， 第四季度销售费用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确实太高。 如果第四

季度数据准确， 那么其他季度的销售

费用存在虚报和少报的可能性； 如果

第四季度的数据是跨期调整后的结

果，那么分季度数据涉嫌造假。

多位受访财务专家表示， 贵州百

灵2023年第四季度销售费用率畸高，

表明公司可能存在跨期结转销售费用

的问题。 跨期结转成本费用将导致财

务报告失去真实性和公允性， 违反了

会计原则和相关法律法规， 通常被视

为财务造假行为。

河北某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何先

生向记者表示， 销售费用造假往往关

联公司其他财务指标的造假， 包括收

入、成本、利润、存货、应收账款以及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指标。

今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

罪检察厅印发《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

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明确了财务

造假犯罪案件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等

重点问题。

上述《解答》明确，公司、企业违

反《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企业会

计准则第14号—收入》等规定，跨期确

认收入、 跨期确认成本以及跨期确认

应当计入当期利得或损失等情形，属

于财务造假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涉案交易真实存在

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上述《解答》还特别明确了对公

司、 企业违反规定在账目上作跨期确

认的， 伪造财务数据后又实施虚假平

账行为的， 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违法

行为有继续状态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对中介组织及其人员故意提

供虚假证明文件， 或者在履行职责过

程中严重不负责任， 出具的证明文件

有重大失实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监管部门关注费用异常问题

实际上，对于贵州百灵销售费用异

常问题，贵州证监局已经对公司主要负

责人采取了2次警示函、1次监管谈话

等监管措施，同时对公司采取了3次责

令改正的监管措施，并要求公司提交书

面整改报告。贵州证监局将根据后续核

查情况采取进一步监管安排。

其中，2023年12月，贵州证监局对

贵州百灵进行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公

司存在以前年度销售费用未及时入

账、实物赠品未及时入账、实缴税费列

报错误、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不规范、

内部未实现损益抵消错误、 收入确认

跨期、坏账准备计提不准确等问题。 上

述事项导致公司2021年、2022年年报

信息披露不准确。

2024年6月，因贵州百灵2023年年

报触及应当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形，但

未按规定披露业绩预告， 贵州证监局

再次对贵州百灵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

管措施。

对于未按规定披露业绩预告的原

因，贵州百灵称，受相关内部控制失效

影响，公司未能在2024年1月及时发现

市场费用方面的问题， 致使未及时披

露业绩预告。

2024年8月，贵州证监局再次对贵

州百灵采取责令整改、 对公司主要负

责人采取监管谈话的监管措施， 涉及

的问题包括销售费用归属期间不准确

等会计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以上问题

导致公司多年财务数据披露不真实。

按照贵州证监局的监管要求，贵

州百灵应对财务会计核算、信息披露、

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

梳理和改进， 必须在30日内提交书面

整改报告。 但至今贵州百灵仍然没有

披露整改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4月， 年报

审计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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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司2023年度内

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 主要原因包

括审计机构无法就公司市场开拓及促

销费用等销售费用的真实性、 准确性

和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天原股份：

构筑“一体两翼”发展格局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康曦

80年前，中国民族实业家、天

字号企业创始人、味精大王吴蕴初

在宜宾建立了天原股份的前身天

原宜宾电化厂，为宜宾播下了现代

工业的种子。 创业艰难百战多，守

业更需大智慧。 历经80年风雨，在

一代代天原人的努力下，天原股份

成长为西南最大的氯碱化工企业，

同时积极在锂电材料、化工新材料

领域进行产业布局，构筑了“一体

两翼” 发展格局。

天原股份董事长邓敏近日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是天原股份建企80周年，距

百年企业只有20年的时间。 面对

新的时期和使命，我们正在打造绿

色零碳、数字智慧、用化学重构元

素价值的天原，加快培育公司新质

生产力。 在发展战略上，公司继续

坚定‘一体两翼’ 定位，持续做优

做精传统氯碱主业，做强做大新能

源锂电材料和化工新材料产业，对

产业链进行延链、补链、强链，推动

公司朝着百年新征程不断迈进。 ”

走差异化竞争路线

80年前，工业的火种落地宜宾，

公司抓住了六次重大的历史机遇，

才成就了今天的天原股份。 80年的

努力， 为天原股份厚植了化工产业

的沃土， 推动公司传统氯碱产业转

型升级、化工新材料产业蓄势而为、

新能源锂电材料产业起势发力。

今年以来，在传统氯碱产业进

入下行周期的时候，天原股份化工

新材料产业扛起了大旗，成为公司

新的利润增长点。

“当前，钛白粉行业面临产能

过剩、行业开工率不高等挑战。 在

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公司全资

子公司海丰和泰凭借强大的技术

创新能力赢得了市场竞争优势，实

现了盈利能力的稳步提升，在红海

竞争中开拓出了蓝海天地。 ” 天原

股份董秘何波告诉记者。

2024年， 海丰和泰钛白粉优

等品率达到98%以上，并形成了涂

料、塑料、造纸3大品系20余款产

品，通过通用产品标杆化、特色产

品精细化，满足客户不同应用领域

的特色需求。

“针对我国钛白粉行业低端

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严重不足的结

构性问题，海丰和泰大力开展对标

国际一流相关工作，聚焦国际先进

产品， 开展高质量产品研发工作，

实现了高端氯化法钛白粉产品国

产化。 ”何波表示。

具体来看，天原股份以市场为

导向， 开发高附加值特色产品，如

PC专用钛白粉、EVA光伏膜专用

钛白粉、高铝高分散性塑料专用钛

白粉、航空航天-船舶专用钛白粉

以及锂电池材料专用钛白粉等。

“专用钛白粉的毛利率是通用钛

白粉的2倍至4倍，通过打造高端、

特殊产品，海丰和泰持续走差异化

竞争之路，提高氯化法钛白粉产品

价值， 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 ”何波进一步解释道。

培育发展新动能

近年来，宜宾全面实施产业转

型，积极打造“动力电池之都” ，引

入了宁德时代、吉利、长安、奇瑞、

英发德耀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落

户， 成为全国动力电池产业链最

全、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天

原股份紧抓这一机遇，以优势氯碱

产业为基础，大力发展以锂电池正

极材料为核心产品的新能源产业。

记者近日走进天原股份全资

子公司锂电新材。作为公司新能源

产业的重要承载地，锂电新材已完

成年产10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项目建设工作，其中，一车间5万吨

装置已投入生产运行，开始对下游

头部企业供货； 二车间5万吨装置

正在进行生产调试。

锂电新材董事长颜华告诉记

者：“当前磷酸铁锂市场内卷的原

因在于产能阶段性和结构性过剩，

由于2021年-2023年新建产能的

释放，造成整个市场供给严重大于

需求， 磷酸铁锂价格也一路下滑，

而这是每个行业都会经历的过程。

在决定涉足磷酸铁锂行业时，我们

就结合公司自身的资源禀赋对行

业竞争有过充分的考虑，之所以还

是选择进入，是因为对动力电池和

储能电池行业的长期发展前景坚

定看好。 我们相信，经过2年至3年

的市场优胜劣汰，磷酸铁锂行业会

逐步好转。 ”

天原股份之所以涉足磷酸铁

锂这一产业，是因为其与公司现有

资源能进行有效协同，公司拥有磷

矿储量近3000万吨， 同时氯化法

钛白粉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为铁，

使得公司在生产成本端具有比较

优势。更重要的是动力电池龙头宁

德时代就有项目落户宜宾。

“近三年新进入磷酸铁锂行

业的公司中，锂电新材以最快的速

度完成产品验证，成为锂电池头部

企业宁德时代的供应商。这充分说

明了公司产品质量和成本管控能

力得到了其充分认可，这让我们在

市场内卷的情况下更具信心。 ”颜

华进一步表示。

当前，天原股份旗下另外一个

全资子公司———天程锂电磷酸铁

锂正极材料项目（一期）也正在有

序推进中，届时将根据市场情况来

决定投产时间。

推进智改数转工作

在新发展阶段，天原股份明确

表示要打造数字智慧天原，高屋建

瓴地为公司智改数转工作指明了

道路。

“在当前下游市场不振的前

提下，我们希望练好内功，通过推

进智改数转工作，打造天原新质生

产力。 ”何波告诉记者。近年来，公

司通过先进技术赋能，构建绿色产

业体系，一方面系统性地进行设备

的更新和智能化改造，另一方面推

进管理数字化，提高经营效率。

对于传统氯碱产业，公司开展

先进控制技术APC的应用，于

2023年12月实现了子公司海丰和

锐PVC聚合干燥装置工业优化技

术落地应用，解决了其干燥装置能

耗高、工艺参数波动大、多设备多

参数精确协调控制等问题，每年可

降低生产成本超300万元；同时，积

极推进存量设备自动化改造工作，

将氯碱生产线自动化率由过去的

50%提升到85%以上。

对于锂电新材料产业，公司积

极打造数字工厂，以创新方式实现

了工控层与MES系统 （制造执行

系统）层的生产计划、生产订单、

配方管理、设备数据、批次生产控

制和批次加工数据的双向数据贯

通， 形成了DCS+BATCH+MES

的先进智能集控模式，提升劳动生

产效率，磷酸铁锂过程控制能力指

数达到1.67，行业平均数据为1.55。

数据资产是企业核心资产之

一，自2024年1月1日起，数据资产

正式被纳入会计处理范畴。国家数

据局近日发布消息称， 研究起草

《关于促进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

用的意见》，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意见提出，引导企业规范开展

数据资源入表，健全数据资源价值

评估服务体系，支持企业从推动业

务增长和创新发展出发，探索数据

资源化、产品化、价值化、资产化的

可行路径。

天原股份数字化管理中心主

任冷川表示：“今年是天原股份的

数据元年，我们的数据战略分三步

走，有数、用数到智数。 当前，公司

的数据资产尚未达到交易条件，所

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将数据资产

的标准做出来。公司正在积极推进

信息化系统的全面覆盖工作，在

人、财、物、产、供、销、责等领域建

立起了完整的信息化系统，初步实

现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

融合，为未来取数做准备。同时，公

司将用人工智能技术整合这些数

据，在数字层面实现与客户、研发、

决策的实时对接，提升生产经营效

率。 未来，我们将做到用数据来驱

动经营决策，打造一个智慧化的天

原。我们的目标是成为行业智能制

造示范标杆企业。 ”

展望未来，何波表示，天原股

份将持续强化生产流程智能化改

造升级，以持续提升的智能制造能

力支撑企业战略发展，不断推动企

业综合竞争力提升，为公司未来发

展厚植澎湃的动能。

嘉士伯中国总裁李志刚：

发力产品创新 应对市场挑战

●本报记者 杨梓岩

10月30日晚，嘉士伯集团控股的重

庆啤酒发布2024年三季报。今年前三季

度，重庆啤酒销量达265.7万千升，营业

收入130.63亿元， 归母净利润13.32亿

元。 在中国啤酒行业产量整体下降的背

景下， 重庆啤酒应对市场变化和挑战，

仍实现了销量增长。

嘉士伯中国总裁李志刚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重庆啤

酒高端化战略受到短期消费环境的影

响，但展望未来，公司仍会坚定高端化

发展战略。

高端化战略持续

重庆啤酒销量增长离不开其高端

化战略的持续推进。 从行业整体来看，

自2017年中国啤酒行业开启高端化发

展以来，啤酒企业竞争策略也由“份额

优先” 转向“利润优先” 。

上市啤酒企业陆续推出高端化产

品。 例如，青岛啤酒推出奥古特A系列，燕

京啤酒推出燕京V10白啤、高端拉格S12

皮尔森、狮王精酿高端品牌系列产品。

重庆啤酒则打出了“本地品牌+国

际品牌” 的组合拳。本地品牌有“乌苏”

“风花雪月”“京A” 等， 国际品牌有

“嘉士伯”“乐堡”“1664” 等。 本地品

牌是重庆啤酒的销量支柱，在全国总销

量中，本地品牌占七成以上。

重庆啤酒2023年年报显示，以“嘉

士伯”“乐堡” 等为代表，单品8元以上

的高档产品毛利率达55.01%。2023年重

庆啤酒144亿元的营收中， 高档产品营

收超过88亿元，占比超60%。 2023年高

档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近4%。

然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叠加需

求端调整，为重庆啤酒高端化战略带来

不小挑战。

“目前高端化战略受短期消费环境

影响。 ”李志刚表示，但从长期来看，高

端化发展趋势仍将持续。 同时，消费场

景的变化， 比如非现饮场景的增多，带

动了易拉罐和线上销量的增长，这在一

定程度上缓冲了多雨天气对现饮渠道

动销的负面影响。

“整体来看，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啤

酒销量逆势增长，是品牌韧性和产品组

合优势的体现。 当前消费者不再单纯追

求高端， 而更注重产品性价比和个性

化。 满足消费新需求，是我们下一步要

做的。 ” 李志刚说。

产品运营发力

在营销创新方面，今年以来重庆啤

酒加码打造全国品牌， 开拓全国市场。

譬如，本地品牌“重庆啤酒” 绑定火锅

消费场景，强化“吃重庆火锅，喝重庆啤

酒” 的消费认知；“乌苏啤酒” 则绑定烧

烤消费场景， 与周大福、LEE等品牌联

名，在全国各地举办烧烤主题活动。

从产品端来看，在刚刚结束的2024

中国国际啤酒挑战赛上，重庆啤酒共有

15款产品获奖，连续四年成为获奖最多

的啤酒企业。 国际赛事方面，“夏日纷”

四款产品获2024年世界西打酒大赛四

项大奖， 京A精酿餐吧旗下产品则在

2024年日本国际啤酒杯大赛上获金牌。

“产品创新会为消费者带来对啤酒

的新认知，进而激发啤酒消费需求。” 李

志刚介绍，今年“布鲁克林” 品牌就通

过“酿造不同”合酿计划，联手京A精酿

餐吧打造新品“下西洋” 。 在产品创新

方面，李志刚表示，酒体、品牌形象、产

品包装等要形成合力，跟随市场变化逐

步推进创新。

渠道方面，一直以来重庆啤酒将大

城市划分为不同类型，并设置不同产品

线组合和渠道深挖策略， 以推进动销。

推动大城市计划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啤酒南区市场

销售收入为 36.85亿元， 同比增长

1.13%。从全国市场来看，南区市场承担

着未来重庆啤酒营收增长的重任。

今年8月， 嘉士伯集团佛山三水生

产基地正式投产。该基地总投资29.62亿

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4.92亿元，年产

能达50万千升，主要负责华南及周边市

场产品供应，主要生产包括“嘉士伯”

“乐堡”“1664”“乌苏” 等在内的品牌

产品。

提升华南市场产能是嘉士伯集团

“大城市计划” 拓展的重要一环，“发展

强势市场，推动大城市计划是我们在市

场方面的主要策略。 ”李志刚表示，“佛

山工厂的投建和投产，体现我们持续投

入、深耕华南地区的决心和信心。 目前

佛山三水生产基地仍处于正常爬坡期，

未来还有拓展空间。 ”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