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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大华核字[2021]0011243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21〕582 号，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或审核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反馈意见所提及的华勤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反馈意见三、1】根据首轮问询回复 ，发行人提供的购销合同部分条款显示：（1）

B/S 物料价格以客户每季度更新价格为准；（2）公司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不能消耗

造成公司呆滞费用由客户承担，但由于公司未按照双方约定进行备料或擅自超额备料

而产生的呆滞费用由公司自行承担；（3）公司将以书面形式向客户提出产品价格。公

司的报价将规定以下要素，产品价格将不超过这些要素的总和：物料清单成本、制造

增加值、强制降低成本等。 

发行人回复公司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将 Buy&Sell 业务确认为购销业务，按总

额法确认收入。  

请发行人结合有效外部依据进一步说明：Buy&Sell 模式下原材料的性质是否为客

户的产品所特有；公司是否有权按照自身意愿使用或处置该原材料；是否承担除因保

管不善之外的原因导致的该原材料毁损灭失的风险；是否承担该原材料价格变动的风

险；是否能取得与指定采购原材料所有权有关的报酬；公司如何体现对最终产品的完

整销售定价权等。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说明发行人采用总额法核算的依据是否充分。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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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基于《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06 月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等相关规定及会计准则的规定，结合产品销售协议、产品订单等有效外部依据，认为采用总额法对 Buy&Sell 模式的收入进行确

认具有充分性，具体情况如下： 

相关规定/准则 具体条款/判定依据 公司实际情况对照分析 外部依据条款摘录 

是否符

合总额

法认定 

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06 月修订）问题 32 

 

…..  

实务中，发行人由客户提供或指定

原材料供应，或向加工商提供原材

料，加工后予以购回，应根据其交

易业务实质区别于受托/委托加工

业务进行会计处理。两者区别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 

….. 

 

（1）双方签订合同的属

性类别，合同中主要条

款，如价款确定基础和定

价方式、物料转移风险归

属的具体规定； 

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协议，采购业务单独定价，在

收到材料后风险转移。销售定价均为整机定价，实际

结算也按整机价格进行结算，无按照收取加工费形式

进行定价的情形，整机产品在交付后风险报酬转移 

联想：4.1，联想将指定承运人在订单约定的交

货日将产品交到约定的交货地点， 产品交付后

的风险由公司承担 

4.2 供应商。联想可自行决定选择供货商提供零

件，也可依赖公司进行选择。公司可随时建议

供货商或建议变更核准供应商清单，但所有供

货商必须经联想批准。 

9.1 公司将以书面形式向联想/摩托罗拉提出产

品价格。公司的报价将规定以下要素，产品价

格将不超过这些要素的总和等等 

 

宏碁：2.1 宏碁的责任。除非缔约方另有约定，

否则公司对其根据本协议提供的产品和零件承

担以下义务 

(i)设计、测试、工程支持，包括 NRE 工具和样

品等 

2.4 成本降低和降价。公司理解，宏碁选择公司

为其产品供应商部分是基于宏碁对公司的信

任，即公司承诺在本协议期限内持续改进产品

追求“成本降低”，并通过“降价”向宏碁提供

益处。 

是 

（2）生产加工方是否完

全或主要承担了原材料

生产加工中的保管和灭

失、价格波动等风险； 

Buy&Sell 物料由公司进行保管，自材料接收后就承担

货物的毁损风险，以及生产中的耗损等其他风险。 

公司以整机价款向客户收取报酬，客户指定采购的

Buy&Sell 物料与公司自采物料及生产过程一样为构

成整机价值的一部分，并通过生产整合形成了增值利

润，Buy&Sell 物料作为整机成本的一部分直接影响公

司最终毛利额，公司需承担 Buy&Sell 物料价格波动

风险。 

是 

（3）生产加工方是否具

备对最终产品的完整销

售定价权； 

公司掌握着最终产品的控制权，报价一般基于物料的

整体材料价格以及人工、费用等成本因素，并结合市

场情况对整机进行报价，且会随着市场及生产情况进

行价格调整 

是 

（4）生产加工方是否承

担了最终产品销售对应

账款的信用风险； 

公司在 Buy&Sell 模式下采购业务形成的应付账款、

销售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均单独核算、支付及收取，

故其承担了最终产品销售对应账款的信用风险 

是 

（5）生产加工方对原材

料加工的复杂程度，加工

公司在采购 Buy&Sell 物料后，将其与自供料一同投

入生产加工，物料的形态和功用经生产加工后从单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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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准则 具体条款/判定依据 公司实际情况对照分析 外部依据条款摘录 

是否符

合总额

法认定 

物料在形态、功能等方面

变化程度等。 

的物理、化学性能整合为一项系统功能，最终形态为

手机、笔电或者平板等整机形式，相较于物料形式，

其使用价值发生重大转变。客户只会对公司交付的整

机产品的质量进行检验、按约定时间交付进行督促，

不会对 Buy&Sell 物料进行单独验收 

3.1 报价。公司向宏碁提供的报价应指定交货

港、产品名称、单价、付款条件以及宏碁要求

的任何其他内容等等 

 

华硕：B&S 料件与 Consign 料件之呆滞料责任

归华硕，但因公司库存管理不当或其他可归责

于公司之事由，所造成之多料、损害及不良等，

呆滞料之责任归公司； 

公司愿致力于降低成品价格，使货品在其生命

周期中更有成本竞争力。 

报价采月报，每月报价时程依华硕下单与抛单

间排定，公司应依照华硕提供时间表准时执行

完毕等等 

 

小米：2. 5 公司原材料、 半成品或成品不能消

耗造成公司 呆滞费用由小米承担， 但由于公

司未按照双方约定进行备料或擅自超额备料而

产生的呆滞费用由公司自行承担等 

4. 2. 具体的物料采购分工以量产前双方商定结

果为准 

1. 2 ”价格 ” 系指小米付款前双方协商同意

之最新有效价格．除另有约定外，价格包含政

府税费、运费、保险费、包装费等所有产销费

用 

 

HMD（诺基亚）：7.材料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应根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 

…..  

企业在将特定商品或服务转让给

客户之前控制该商品或服务的，即

企业能够主导该商品或服务的使

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

益，为主要责任人，否则为代理人。

在判断是否为主要责任人时，企业

应当综合考虑其是否对客户承担

主要责任、是否承担存货风险、是

否拥有定价权以及其他相关事实

和情况进行判断 

…..  

二、以购销合同方式进行的委托加

工收入确认 

公司应根据合同条款和业务实质

判断加工方是否已经取得待加工

原材料的控制权，即加工方是否有

权主导该原材料的使用并获得几

乎全部经济利益，例如： 

….. 

（1）原材料的性质是否

为委托方的产品所特有 

公司 Buy&Sell 模式下原材料的性质绝大多数并非为

客户的产品所特有，存在部分因外观商标等因素将通

用材料经简单定制的结构料、包装材料等，在整体物

料采购中占比不高，对产品的核心性能影响较小。 

是 

（2）加工方是否有权按

照自身意愿使用或处置

该原材料 

公司采购的 Buy&Sell 物料的使用或处置均系出于公

司自身意愿。公司一般不会超过实际生产订单量进行

采购，除了生产使用之外的其他使用或处置 Buy&Sell

物料的情形较少。公司采购 Buy&Sell 相关原材料的

目的仅限于产品生产，系公司所处行业对 Buy&Sell

物料的常规处理方式，具有商业合理性。 

是 

（3）是否承担除因其保

管不善之外的原因导致

的该原材料毁损灭失的

风险 

一般在客户将 Buy&Sell 物料交付公司后，均由公司

进行保管，自材料接收后就承担货物的毁损风险。大

部分客户将客户（卖方）责任限定在订单不足导致的

存货呆滞损失及交付质损材料的损失，除此之外的物

料风险均由公司（买方）承担。 

公司承担的风险包含但不限于因保管不善所造成的

原材料毁与损灭 

是 

（4）是否承担该原材料

价格变动的风险 

Buy&Sell 物料价格直接影响公司在最终整机产品的

盈利能力，公司承担该原材料价格变动所带来的风险 
是 

（5）是否能够取得与该

原材料所有权有关的报

酬 

公司掌握着最终产品的控制权，报价一般基于物料的

整体材料价格以及人工、费用等成本因素，并结合市

场情况对整机进行报价，且会随着市场及生产情况进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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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准则 具体条款/判定依据 公司实际情况对照分析 外部依据条款摘录 

是否符

合总额

法认定 

 行价格调整。 

公司在 Buy&Sell 模式下具备对最终产品完整的销售

定价权。 

据适用的交货条件转移给公司。材料的所有权

应在向 HMD 全额支付材料款项后移交给公司

等 

14.6 根据产品协议，HMD 应支付给供应商的所

有金额为总额，该总额已包括适用法律要求供

应商包括的所有增值税、使用税、销售税或其

他类似税 

 

索尼：5.21.1 如公司已按照供应协议中规定的交

货期并按照本协议的各项规定购买预测报告中

列明的部件，则索尼移动应就由于某一商业型

号淘汰而被报废的特有部件，向公司提供补偿 

5.8.3 为解决物料供应商起订量（MOQ）要求以

及物料成本或通膨增加情况，双方也可协商并

约定价格调整 

5.5.3 除非另有约定，否则每一产品或商业型号

的总价格应为统包价格等等 

 

具体外部依据条款参见后续单项详细分析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第三十四条 

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

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

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

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

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

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而

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

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

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

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

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

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

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

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

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 

公司符合主要责任人的认定，基于以下因素： 

（1）公司自客户取得 Buy&Sell 物料或其他资产控制

权后，进行生产后形成商品再转让给客户：公司对于

Buy&Sell 物料和自主采购的物资，拥有控制权，体现

在公司承担物料的毁损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且

客户虽然定期提供采购量的预测，但是由公司对于

Buy&Sell 物料以及自采物料的备料计划和采购时点

等都是自行判断和决策的，对于超额采购等风险也由

公司承担 

（2）公司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

务：对于存在 sub-contracting（外协厂参与概念）或

者指定第三方进行生产，公司将负责物料管控，生产

的加工监督，同时就 sub-contracting 以及指定第三方

生产直接对于客户承担最终的产品责任 

是 

（1）企业承担向客户转

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协议，采购业务单独定价，在

收到材料后风险转移。销售定价均为整机定价，实际

结算也按整机价格进行结算，无按照收取加工费形式

进行定价的情形，整机产品在交付后风险报酬转移。

在此过程中公司负责了商品生产与销售，对商品的质

量和性能负责，并为客户提供售后服务，解决客户的

投诉。 

 

是 

（2）企业在转让商品之

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
Buy&Sell 物料由公司进行保管，自材料接收后就承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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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准则 具体条款/判定依据 公司实际情况对照分析 外部依据条款摘录 

是否符

合总额

法认定 

的存货风险 货物的毁损风险。  

Buy&Sell 物料作为整机成本的一部分直接影响公司

最终毛利额，公司需承担 Buy&Sell 物料价格波动风

险。 

公司对超采部分的物料承担滞销积压的风险。 

（3）企业有权自主决定

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公司掌握着最终产品的控制权，报价一般基于物料的

整体材料价格以及人工、费用等成本因素，并结合市

场情况对整机进行报价，且会随着市场及生产情况进

行价格调整 

是 

注：上述外部依据来源（下同）： 

（1）联想：SYSTEM PURCHASE AGREEMENT（Lenovo）、SYSTEM PURCHASE AGREEMENT（MOTO）、Buy&Sell 产品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

采购协议工作说明书 

（2）宏碁：Master Purchase Agmt 

（3）华硕：工作说明书、工作说明书附录 

（4）小米：合作框架协议、采购合约、销售订单 

（5）HMD（诺基亚）：MATERIALS SALES AGREEMENT、Product Agreement、 Orginal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Frame Agreement   

（6）索尼：COMPONENT SALES AGREEMENT、PRODUCT DEVELOPMENT AND SUPPLY AGREEMEN AGREEMENT 

另外，为方便阅读，合同条款中的“甲方”、“乙方”、“买方”、“卖方”、“供应商”等均以“公司”与实际客户简称替代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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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发行人采用总额法对 Buy&Sell 模式的收入进行确认符合《首发业

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06 月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等相关规定，与发行人的实际情况及有效外

部依据相吻合，会计处理恰当。现就原材料性质、使用或处置的范围、承担毁损

灭失的风险情况、采购原材料所有权有关的报酬及对最终产品的完整销售定价权

等因素结合相应合同具体条款进行进一步分析如下： 

一、 Buy&Sell 模式下原材料的性质是否为客户的产品所特有 

公司 Buy&Sell 模式下原材料的性质绝大多数并非为客户的产品所特有，存

在部分因外观商标等因素需定制的材料主要包括结构料、包装材料等，上述材料

的采购比例均不超过 Buy&Sell 收入的 45%，结构料和包装材料在整体物料采购

中占比不高，上述特有材料的采购主要基于结构要求、品控角度、标识定制等方

面进行考虑，具有合理性，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1. 结构料： 

主要包括机壳等与外观设计及硬件布局相关的结构材料，由于各客户对于产

品设计要求不同，Buy&Sell 的结构料中多为定制材料。该些结构料用于指定的

产品但仅影响最终产品的物理结构及外观，对产品的核心性能影响较小。对结构

料采用 Buy&Sell 业务模式的客户一般对产品外观设计及内部结构等有各种细节

要求，虽然定制结构料仅需对通用结构材料进行简单加工，不存在技术壁垒，但

该类材料附加值较低，且细节误差易引起纠纷，因此为避免认知差异造成的损失，

公司一般会同意该些材料采用 Buy&Sell 模式进行购销由客户提供。 

2. 包装材料： 

主要系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包装的材料，部分材料因品牌标识等需经客户专门

设计定制，与前述结构料的 Buy&Sell 原因一样，为避免认知差异造成的损失公

司通过 Buy&Sell 业务模式进行采购，除此之外其余包装材料均为通用材料。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主要 Buy&Sell 客户结构及包装材料购销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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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客户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涉及 Buy&sell 

收入 

Buy&sell 

采购额 

其中：结构件及包

装材料采购额 

结构件及包装材料采购

额占 Buy&sell 收入比例 

涉及 Buy&sell 

收入 
Buy&sell 采购额 

其中：结构件及包装

材料采购额 

结构件及包装材料采购额

占 Buy&sell 收入比例 

联想 648,365.91 483,657.53 273,094.62 42.12% 831,757.07 566,695.40 318,630.88 38.31% 

宏碁 201,009.87 153,173.81 85,063.01 42.32% 428,957.29 355,223.43 177,821.70 41.45% 

华硕 242,080.39 201,771.11 94,055.69 38.85% 286,635.62 252,857.21 110,707.69 38.62% 

小米 110,435.94 108,918.31 49,152.25 44.51% 88,146.42 78,255.36 35,032.05 39.74% 

HMD （诺基

亚） 
47,806.57 6,263.21   62,565.67 29,819.63 1,841.73 2.94% 

索尼 83,246.84 53,955.99 11,003.11 13.22% 18,051.46 4,624.53 220.26 1.22% 

合计 1,332,945.52 1,007,739.97 512,368.69  1,716,113.53 1,287,475.56 644,254.31  

续： 

单位：万元 

客户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涉及 Buy&sell 

收入 

Buy&sell 

采购额 

其中：结构件及包

装材料采购额 

结构件及包装材料

采购额占 Buy&sell

收入比例 

涉及 Buy&sell 

收入 
Buy&sell 采购额 

其中：结构件及包装

材料采购额 

结构件及包装材料采购额

占 Buy&sell 收入比例 

联想 578,614.47 439,018.84 241,128.04 41.67% 740,992.29 448,495.59 208,563.86 28.15% 

宏碁 185,412.65 173,743.54 78,049.54 42.10% 62,070.58 38,872.83 11,629.17 18.74% 

华硕 193,561.09 135,160.74 53,536.12 27.66% 224,787.55 148,157.57 48,560.48 21.60% 

小米         

HMD（诺基亚）         

索尼 31,523.52 10,016.33 392.50 1.25%     

合计 989,111.74 757,939.45 373,106.19  1,027,850.42 635,525.99 268,7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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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将主要 Buy&Sell 客户定义为报告期内 Buy&Sell 采购总额占 Buy&Sell 收入总额 35%以上的客户，公司选择 35%该范围指标主要系综合考虑选取

后的金额占比情况、对应范围内客户的质量管理、内部控制以及业务合作的充分性、连续性和代表性等因素，基于重要性原则选择确定（下同） 

 

报告期内，公司在采购 Buy&Sell 物料后，将其与自供料一同投入生产。公司对主要 Buy&Sell 客户以定制形式为主的结构料及包

装材料的采购比例均不超过 Buy&Sell 收入的 45%，在整体物料采购中占比不高，且该些材料对产品的核心性能影响较小。影响产品主

要性能的材料为电子料，在 Buy&Sell 业务中购入的电子料一般为通用材料，物料的形态和功用经生产后从单一的物理、化学性能整合

为一项系统功能，最终形态为手机、笔电或者平板等整机形式，相较于物料形式，通过公司的生产其使用价值发生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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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是否有权按照自身意愿使用或处置该原材料 

公司有权按照自身意愿使用或处置 Buy&Sell 相关原材料，但是公司一般不

会超过实际生产订单量进行采购，采购 Buy&Sell 相关原材料的目的也仅限于产

品生产，主要系根据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采购 Buy&Sell 物料时必须根据客户

订单进行分析，从而确定采购数量及采购频率。因此公司采购 Buy&Sell 物料时，

唯一的经济目的是将该些物料通过生产形成最终交付的产品以获取报酬，而不是

通过材料销售赚取差价。 

公司与Buy&Sell客户签订采购协议时约定了Buy&Sell物料只能用于生产该

客户的产品，但这种条款约定并不违背前述公司采购 Buy&Sell 物料的意愿，即

形成该客户订购的产品获取报酬，公司也一般不会超过实际生产订单量进行采购。 

即使对于产品生产完成后少量超额采购（超采）部分的物料，除了出于经济

考虑选择由客户按原价回购外，公司亦能通过其他方式按照自身意愿进行使用或

处置，如形成库存等待下一批订单生产时使用、折价出售、研发领用及报废等。 

综上，公司采购的 Buy&Sell 物料的使用或处置均系出于公司自身意愿。公

司一般不会超过实际生产订单量进行采购，除了生产使用之外的其他使用或处置

Buy&Sell 物料的情形较少。公司采购 Buy&Sell 相关原材料的目的仅限于产品生

产，系公司所处行业对 Buy&Sell 物料的常规处理方式，具备合理的商业实质。 

三、是否承担除因保管不善之外的原因导致的该原材料毁损灭失的风险 

公司与主要 Buy&Sell 客户就 Buy&Sell 物料风险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客户 Buy&Sell 物料风险的主要合同条款 分析说明 

联想 

4.1，联想将指定承运人在订单约定的交货日将产品交到约定的交

货地点， 产品交付后的风险由公司承担。 

4.3，公司或其指定收货人对交货核对无误后，应以有效方式在交

货单据上签收。公司不履行有效签收手续导致货物遗失、交货延

迟及仓储、再次运输、人员食宿等费用增加的，相关责任由公司

承担。 

4.4．产品的所有权在公司付清货款后转移给公司。产品为软件或

包含软件的，联想保证已获得合法授权，公司获得许可使用权，

且仅可用于联想指定的产品中，其它未明确授予的权益始终归软

件的许可人。（来源：产品销售协议） 

公司在接收 Buy&Sell 物料并付

清货款后承担 Buy&Sell 物料的

所有风险。 

宏碁 

2.1 宏碁的责任。除非缔约方另有约定，否则公司对其根据本协议

提供的产品和零件承担以下义务： 

(i)设计、测试、工程支持，包括 NRE 工具和样品； 

(ii)制造； 

(iii)管理物流和运输； 

公司在获取 Buy&Sell 物料后，

对于该些材料在设计、测试、样

机试制、生产制造、知识产权认

证、保管运输、保修备件等环节

出现的材料损毁灭失风险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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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Buy&Sell 物料风险的主要合同条款 分析说明 

(iv)管理材料采购和库存； 

(v)获得制造、进口、销售、分销和使用产品或零件所需的知识产

权； 

(vi)获得并维持法律要求的、或宏碁在询价单（“RFQ”）中要求的

监管认证和机构认证；以及 

(vii)在适用的保修期内和保修期后提供本协议规定的支持服务 

（来源：Master Purchase Agmt） 

担全部责任。其他的责任为客户

责任，实务中，客户责任一般仅

出现在订单不足造成的超采损

失及交付零件出现质损的责任。 

华硕 

1、每次叫料（call off）时，公司应提供正确相对应的定单资讯及

项次，如因订单讯息错误而造成清关 、账务等相关问题 ，公司

须自行解决。 

2、B&S 料件与 Consign 料件之呆滞料责任归华硕，但因公司库

存管理不当或其他可归责于公司之事由，所造成之多料、损害及

不良等，呆滞料之责任归公司。 

（来源：工作说明书附录一 2.5 附录二 7.1） 

华硕仅承担由于订单不足造成

的材料呆滞损失，其余风险，均

由公司承担。 

小米 

2. 5 公司原材料、 半成品或成品不能消耗造成公司 呆滞费用由小

米承担， 但由于公司未按照双方约定进行备料或擅自超额备料而

产生的呆滞费用由公司自行承担。 （来源：采购合约） 

小米仅承担由于订单不足造成

材料超采部分的损失，其余风

险，均由公司承担。 

HMD

（诺基

亚） 

 7. 材料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应根据适用的交货条件转移给公司。

材料的所有权应在向 HMD 全额支付材料款项后移交给公司。（来

源：MATERIALS SALES AGREEMENT 附件 2） 

HMD（诺基亚）在交付材料后，

所有的存货风险由公司承担。 

索尼 

5.21.1 如公司已按照供应协议中规定的交货期并按照本协议的各

项规定购买预测报告中列明的部件，则索尼移动应就由于某一商

业型号淘汰而被报废的特有部件，向公司提供补偿。 

相应地，公司应负责由于某一商业型号淘汰而被报废的并非特有

部件的其它部件。 

对于不符合第 5.21.1 款或双方另外约定事项的特有部件或其它部

件，索尼移动无须负责。（来源： COMPONENT SALES 

AGREEMENT） 

索尼承担因产品淘汰而造成订

单不足的风险，且仅限定在

Buy&Sell 物料部分，其他风险均

由公司承担。 

根据上述协议，一般在客户将 Buy&Sell 物料交付公司后，均由公司进行保

管，自材料接收后就承担货物的毁损风险。大部分客户将客户（卖方）责任限定

在订单不足导致的存货呆滞损失及交付质损材料的损失，除此之外的物料风险均

由公司（买方）承担。 

与此同时，公司除承担因保管不善所造成的的存货灭失风险外还需承担因试

制、生产制造、超额采购形成呆滞材料等风险。对于存在 sub-contracting（外协

厂参与概念）或者指定第三方进行生产，公司将负责物料管控，生产的加工监督，

因此在外协过程中公司同样承担了原材料毁损灭失的风险。 

综上，在 Buy&Sell 业务中，公司承担的风险包含但不限于因保管不善所造

成的原材料毁与损灭。 

 

四、是否承担该原材料价格变动的风险 

在公司与客户的销售谈判中，一般客户会对即将生产订购的产品形成价格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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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公司同时也会根据客户的产品需求形成利润预期，基于此两种预期，双方达

成一致则形成购销契约，产品价格也由此而定。由于双方约定的价格为整机价格，

因此 Buy&Sell 物料价格直接影响公司最终的产品利润，过高的 Buy&Sell 物料价

格会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由于公司承担该原材料价格变动的风险，因此在产品

项目开始前公司会与客户商讨 Buy&Sell 物料价格，尽力控制采购价格，以实现

公司对于该产品的利润预期。 

在销售合同中，公司一般会与客户约定相关的 Buy&Sell 物料替代条款，以

期获得最优报价，相关条款如下： 

客户 与 Buy&Sell 定价相关条款 分析说明 

联想 

4.2 供应商。联想可自行决定选择供货商提供

零件，也可依赖公司进行选择。公司可随时建

议供货商或建议变更核准供应商清单，但所有

供货商必须经联想批准。（来源 SYSTEM 

PURCHASE AGREEMENT（Lenovo）
SYSTEM PURCHASE AGREEMENT

（MOTO）） 

公司会向联想推荐材料质量、交付条件及价格优于

Buy&Sell 物料的供应商，经联想同意后更换

Buy&Sell 物料供应商，或转为自采。变更供应商后

所可能获得的价格优惠一般由公司享有。 

宏碁 

2.4 成本降低和降价。公司理解，宏碁选择公

司为其产品供应商部分是基于宏碁对公司的

信任，即公司承诺在本协议期限内持续改进产

品追求“成本降低”，并通过“降价”向宏碁提供

益处。此类成本降低和降价将针对每个不同的

产品系列进行审查和实施（来源：Master 

Purchase Agmt） 

公司除通过自身生产工艺及效率提高与宏碁共享利

润外，对于“针对每个不同的产品系列的供应商进行

审查”也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其中包含了 Buy&Sell

物料供应商。这种降低成本所带来的利润是宏碁与公

司共享的。 

华硕 

公司愿致力于降低成品价格，使货品在其生命

周期中更有成本竞争力。  如取得更优惠的料

件供应条件，应积极建议华硕 ，经华硕同意

后更换之。（来源：工作说明书附录五 1.4） 

公司在获得更优惠的料件供应商时，包括 Buy&Sell

物料供应商，可以建议华硕更换。相关的价格优惠由

双方共享。 

小米 
4. 2. 具体的物料采购分工以量产前双方商定

结果为准。（来源：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可以在产品量产前就 Buy&Sell 物料与小米进行

商讨，以达到公司的利润预期。 

HMD

（诺基

亚） 

 无合同约定 
向 HMD（诺基亚）Buy&Sell 的物料为高通的芯片，

价格基本固定。 

索尼 

5.8.3 为解决物料供应商起订量（MOQ）要求

以及物料成本或通膨增加情况，双方也可协商

并约定价格调整。（来源： COMPONENT 

SALES AGREEMENT） 

公司可以与索尼就不合理的 Buy&Sell 物料价格及通

货膨胀等情况下与索尼商讨价格。 

上述条款中，公司与大部分客户约定了可以就 Buy&Sell 的物料进行进一步

的商谈。此外，在产品生产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公司会实时跟踪和比对不同合格

供应商对于同一物料的报价，并在发现存在其他合格供应商的供货价格低于目前

采用的 Buy&Sell 物料供货价格时，和客户协商确定未来采购业务中变更合格供

应商或按照市场价格调整相应采购价格。而由变更合格供应商所产生的采购价格

波动带来的收益除因客户要求向客户做出适度降价外由公司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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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已采购的 Buy&Sell 物料，即使市场价格发生，由于前期采购价格

已确定，不再进行价格变更，相关的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收益及损失均由公司

承担。 

综上，Buy&Sell 物料价格直接影响公司在最终整机产品的盈利能力，公司

会根据自身利润预期与客户就 Buy&Sell 物料形成合理的议价机制，一旦采购价

格确定，后续的原材料价格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均由公司承担。 

五、是否能取得与指定采购原材料所有权有关的报酬 

公司以整机价款向客户收取报酬，客户指定采购的 Buy&Sell 物料与公司自

采物料及生产过程一样为构成整机价值的一部分，并通过生产整合形成了增值利

润。公司根据合同或者销售订单上约定的贸易条款对所生产的整机产品进行交付，

在控制权转移给客户后，确认收入，并根据所销售货物的整体定价确认应收账款

并承担信用风险，应收款中包含了 Buy&Sell 物料本身的经济价值及形成整机后

的增值利润。 

综上，通过最终完成的整机销售，公司可以取得与指定采购原材料所有权有

关的报酬。 

六、公司如何体现对最终产品的完整销售定价权 

Buy&Sell 模式销售合同定价均以整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相关的商务合同

约定及公司实务情况如下： 

客户 合同约定的销售定价形式 分析说明 报价实务 

联想 

9.1 公司将以书面形式向摩托罗拉提出产品价格。公司的

报价将规定以下要素，产品价格将不超过这些要素的总

和： 

9.1.1 物料清单成本。 

9.1.2 制造增加值。（ 来源：SYSTEM PURCHASE 

AGREEMENT（MOTO）） 

 

9.1 公司将以书面形式向联想提出产品价格。公司的报价

将规定以下要素，产品价格将不超过这些要素的总和： 

9.1.1 物料清单成本。 

9.1.2 制造增加值。 

9.1.3 强制降低成本。（ 来源：SYSTEM PURCHASE 

AGREEMENT（Lenovo）） 

报价为整机的整体报价，

但需要列明相关细目，包

括物料成本报价、制造成

本报价及折扣。 

以电子邮件形

式报价，报价金

额为整机价格，

与最终客户订

单价格匹配。 

宏碁 

3.1 报价。公司向宏碁提供的报价应指定交货港、产品名

称、单价、付款条件以及宏碁要求的任何其他内容。（来

源：Master Purchase Agmt） 

条款中所指的单价是指

整机的定价，并需要根据

客户的需求提供交货地、

付款条件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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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合同约定的销售定价形式 分析说明 报价实务 

华硕 

报价采月报 ，每 月报价时程依华硕下单与抛单间排定，

公司应依照华硕提供时间表准时执行完毕 

华硕、华硕关联企业或华硕指定维修窗口得依下列公式计

算之价格向公司购买产品【产品购买价格＝物料清单费用 

（BMC）＋ 生产加工费用（MV A）】（来源：工作说

明书附录五 1.1、1.3） 

报价系整机报价，但需要

列明材料价格与制造价

格。 

小米 

1. 2 ”价格 ” 系指小米付款前双方协商同意之最新有效价

格．除另有约定外，价格包含政府税费、运费、保险费、

包装费等所有产销费用。（来源：采购合约） 

报价系所有产销费用即

整机产品报价，且需要考

虑各项费用在报价中的

影响因素。 

HMD

（诺基

亚） 

1、产品价格 

全价（“X”代表 HMD 给供应商的发票中 HMD 采购的组

件的价格）（来源：Product Agreement 附件 3） 

14.6 根据产品协议，HMD 应支付给供应商的所有金额为

总额，该总额已包括适用法律要求供应商包括的所有增值

税、使用税、销售税或其他类似税。（来源：Orginal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Frame Agreement 14.6） 

报价系“全价”即整机的

整体价格，且需要考虑税

费等影响因素即含税价。 

索尼 

5.5.2 包括与规格书、工艺说明、预期物料清单（BOM）

成本削减、供应链搭建、RTL 预测及数量假设以及产能指

标相关的信息。公司应提供一份包含价格及产品生命周期

定价的报价单。 

5.5.3 除非另有约定，否则每一产品或商业型号的总价格

应为统包价格。（来源：PRODUCT DEVELOPMENT AND 

SUPPLY AGREEMEN AGREEMENT） 

报价为“统包价格”即整

机产品价格，但须列明材

料 BOM 清单。 

Buy&Sell 模式销售合同定价均以整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主要采用成本加

成的方式进行定价，基本定价公式为：售价=原材料成本+加工成本+制造费用+

一定的利润，上述原材料成本既包括自供料材料成本也包括 Buy&Sell 物料成本。

根据销售定价形式的合同条款，虽然部分客户要求公司按照“物料+制造费用”的

形式进项报价，但无论报价形式上是否分开，公司对该些产品的定价是基于“销

售整机”综合考虑的，报价方式仅为商务谈判中的一种价格形式。 

公司掌握着最终产品的控制权，报价一般基于物料的整体材料价格以及人工、

费用等成本因素，并结合市场情况对整机进行报价，且会随着市场及生产情况进

行价格调整。 

综上所述，公司在 Buy&Sell 模式下具备对最终产品完整的销售定价权。 

 

七、类似商业模式的公司相关产品收入确认情况 

在存在类似商业模式的公司中，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系行业普遍采用的方式，

经公开资料检索，A 股资本市场相关公司 Buy&Sell 模式收入确认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业务范围 审核/上市状态 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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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富联 电子产品制造 已上市（601138.SH） 总额法 

2 闻泰科技 电子产品制造 已上市（600745.SH） 总额法 

3 宏微科技 电子产品制造 已上市（688711.SH） 总额法 

4 蓝思科技 
玻璃面板、外观防护新材料、电子

功能组件等产品制造 
已上市（300433.SZ） 总额法 

5 航宇科技 
航空发动机环形锻件制造（专料专

用模式） 
已上市（688239.SH） 总额法 

6 洁雅生物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已通过创业板上市委会

议，提交注册 
总额法 

由上表，公司在 Buy&Sell 模式下采用总额法进行核算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公司 Buy&Sell 模式下原材料的性质绝大多数并非为客户的产品

所特有；公司有权按照自身意愿使用或处置相应原材料；公司承担的风险包含但

不限于因保管不善所造成的原材料毁与损灭；公司承担该原材料价格变动的风险、

能够取得与指定采购原材料所有权有关的报酬、具备对最终产品完整的销售定价

权。因此，公司将 Buy&Sell 业务确认为购销业务，按总额法确认收入具有充分、

合理性。 

八、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1、获得公司分对手方、分产品的收入及采购明细表，并对金额、数量、单

价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性复核； 

2、获取与公司开展 Buy&Sell 业务主要客户的合同及订单，并对其进行大额

交易抽凭，核查订单、出库单、签收单、银行回单等，了解交易合理性和真实性，

了解合同约定的信用账期，分析对公司资金压力情况； 

3、测算与公司开展 Buy&Sell 业务客户的销售毛利率、销售价格与其他客户

对比，核查是否异常，价格是否公允，对比 Buy&Sell 业务指定物料的采购单价

与其他供应商对比，核查是否异常，价格是否公允； 

4、函证主要开展 Buy&Sell 业务客户的发生额、往来款余额等，对未回函或

回函不符的客户执行了替代程序； 

5、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销售业务模式和采购业务模式，以及

在 Buy&Sell 业务模式下的内部控制及执行情况； 

6、对报告期内各年的重要的 Buy&Sell 客户进行走访，在访谈中确认客户的

基本情况、交易内容、交易金额、合同主要条款、特殊情形发生原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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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 

7、获取公司与 Buy&Sell 客户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沟通的报价文件，了解报

价形式，报价金额，并与最终订单进行对比； 

8、获取公司处置 Buy&Sell 物料的相关资料，了解公司处置 Buy&Sell 物料

的具体情况； 

9、根据 Buy&Sell 业务交易合同及交易的实质，结合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

核查公司以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充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发行人采用总额法对 Buy&Sell 模式的收入进行确认符

合《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06 月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

类第 1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等相关规定，相关依据充分，会计

处理合理、适当。 

【反馈意见四、1】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分别为 1,531.22

万元、10,465.02 万元及 18,537.22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分别为 11,970.46 万

元、1,572.27 万元和 20,896.02 万元，二者合计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5.58%、

22.20%和 15.94%。 

请公司逐项说明各类收益是否准确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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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公司说明 

基于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的投资目的，公司对外投资及相关收益的账务处理及报表列示情况如下：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年12月31

日 

金融资产 

类型 

合同现金流量 

特征 

企业管理该金

融资产的业务

模式 

举例 收益计入科目 是否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存在活跃市场

的权益工具投

资 

不符合“本金+利

息”的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 

以出售该金融

资产为目标 

境内上市公司韦尔股份、

印尼上市公司 PT. SAT 

NUSAPERSADA TBK 的

股权投资等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处置计入

投资收益 

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银行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 

不符合“本金+利

息”的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 

以收取合同现

金流量为目的 

浦发银行购买的理财产

品等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处置计入

投资收益 

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不存在活跃市

场的权益工具

投资 

不符合“本金+利

息”的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 

以出售该金融

资产为目标 

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

的股权投资等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处置计入

投资收益 

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不存在活跃市

场的权益工具

投资 

不符合“本金+利

息”的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 

其他业务模式 
GalaxyCore Inc.、无锡好

达的股权投资等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处置计入

投资收益 

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长期股权投资 

对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的投

资 

不适用 不适用 
进科投资有限公司的股

权投资等 
投资收益 

权益法核算形成的投资收

益计入经常性损益； 

处置收益计入非经常性损

益 

报告期内，公司除了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收益由于被投资公司系公司为充分发挥产业协同效应的战略发展考量投资，

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短期内转让以获取价差收益，因此未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之外，其余各类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均已经计入

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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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959.47 2,544.56 1,819.85 -999.90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167.8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7.3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52.28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1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52.51 -217.97 -393.07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124.27 258.09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10.86 15,952.55 9,038.24  

处置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    2,322.49 

合计 -998.57 18,537.22 10,465.02 1,531.22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收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以及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

益（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6 月上述银行

理财产品的利息收入分类至“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报告期内，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进科投资有限公司 568.16 1,801.40 2,785.00 1,773.39 

江西志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6.04 475.73   

重庆市天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111.91 282.36 -231.66 -134.07 

上海酷宇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74.86 29.29 44.37 -90.69 

上海摩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69.96 262.33 -111.77 -117.98 

成都费恩格尔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97.76 -264.15 -159.79 

上海泛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48 -42.44 -82.78 -90.22 

香港捷勤技術有限公司  -23.87 -17.2   

正弘电子有限公司 -41.87    

河源友华微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97.69 242.09 -551.52 -158.87 

南昌春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0.89 -3.72   

深圳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124.93 46.54 -45.57 -190.72 

深圳智赛机器人有限公司 -128.13 -55.8 24.76 -77.09 

DBG ELECTRONICS (INVESTMENT) 

LIMITED 
-169.47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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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单位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珠海市联决电子有限公司 -198.24 157.04 237.16 106.18 

通用微（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204.14 -115.35   

上海费恩格尔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16.63    

锐石创芯(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225.23 -365.05   

厦门傅里叶电子有限公司 -328.07 -337.27   

河源市西品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400.73 582.9 16.02 -1,860.02 

合计 -959.47 2,544.56 1,819.85 -999.90 

2．报告期内，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和处置理财产品取得的

投资收益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处置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270.80 7,834.91 3,858.08 2,322.49 

处置韦尔股份股票取得的投资收益  3,852.26   

处置北京豪威股权取得的投资收益   9,247.45  

处置远期外汇合约取得的投资收益 -381.66 4,265.38 -4,067.30  

合计 -110.86 15,952.55 9,038.24 2,322.49 

发行人于 2019 年投资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消费电子产业链上

游 CMOS 图像传感芯片行业的一家龙头企业，该公司于当年被韦尔股份收购，

发行人通过换股直接持有韦尔股份股权。2019 年公司基于换股直接持有韦尔股

份股权确认处置北京豪威股权股权相应投资收益 9,247.45 万元，2020 年公司处

置股份韦尔股份股票，确认投资收益 3,852.26 万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11,970.46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35.76 7,248.43 667.12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2,283.66 13,647.58 905.14  

合计 52,319.42 20,896.02 1,572.27 11,970.46 

报告期内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形成于公司所持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报告期分别列示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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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持有韦尔股份股票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158.50 7,871.29 10,442.87  

持有远期外汇合约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266.53 302.87 -302.87  

持有 PT. SAT NUSAPERSADA TBK 形成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583.98 -955.82 -9,494.80 11,970.46 

持有理财产品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6.74 30.09 21.92  

合计 10,035.76 7,248.43 667.12 11,970.46 

发行人于 2019 年投资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消费电子产业链上

游 CMOS 图像传感芯片行业的一家龙头企业，该公司于当年被韦尔股份收购，

发行人通过换股直接持有韦尔股份股权。2019 年至 2021 年 1-6 月公司基于韦尔

股份较为强劲的股票价格波动分别确认相应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442.87 万元、

7,871.29 万元、8,158.50 万元。 

发行人于 2018 年投资印度尼西亚上市公司 PT.SAT NUSAPERSADA TBK，

该公司系一家位于印度尼西亚的手机生产工厂，公司股价于 2018 年度增长较快，

并于 2019 年度有所回调，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6 月该公司股价基本保持稳定。

报告期各期公司基于 PT.SAT NUSAPERSADA TBK 的股票价格波动确认相应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分别为 11,970.46 万元、-9,494.80 万元、-955.82 万元及 583.98

万元。 

2．报告期内，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GalaxyCore Inc. 39,554.53    

无锡市好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2,909.61 1,212.83  

惠州市星聚宇光学有限公司 1,906.53    

深圳佑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014.43 -78.79   

DBG TECHNOLOGY (INDIA) PRIVATEL IMITED 365.24 -109.6 -383.9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铭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5 3.04 -20.33  

烟台海珐集成电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4    

上海芯之钬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0.33    

苏州勤合清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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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单位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深圳市合创智能及健康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2.8 959.12 483.74  

北京同渡信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85 -35.8 -387.15  

苏州汾湖勤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11.28    

合计 42,283.66 13,647.58 905.14  

2021 年 1-6 月，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额较高，

主要系公司被投资企业 GalaxyCore Inc.（格科微有限公司）上市导致的股权公允

价值大幅上涨。 

（三）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非经

常性损益表的核算勾稽关系 

1．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投资收益 

金额 

计入非经常

性损益金额 

投资收益 

金额 

计入非经常

性损益金额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注） -959.47  2,544.5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52.51 -52.51 -217.97 -217.97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124.27 124.27 258.09 258.09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10.86 -110.86 15,952.55 15,952.55 

合计 -998.57 -39.10 18,537.22 15,992.67 

续：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投资收益 

金额 

计入非经常

性损益金额 

投资收益 

金额 

计入非经常

性损益金额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注） 1,819.85  -999.90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167.82 167.8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7.36 -7.3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52.28 52.28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11 -4.1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393.07 -393.07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038.24 9,038.24   

处置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益   2,322.49 2,322.49 

合计 10,465.02 8,645.17 1,531.22 2,5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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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为充分发挥产业协同效应，通过对外投资的形式向半导体、

芯片制造、自动化设备、模具等产业链上游纵向延伸，并进行各种长期股权投资，

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短期内转让以获取价差收益。因此，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在持有投资期间所获取的正常投资收益，作为经常性损益进行核算。除此之

外，公司其他对外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均计入非经常性损益进行核算。 

2．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

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投资收益 

金额 

计入非经常

性损益金额 

投资收益金

额 

计入非经常

性损益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35.76 10,035.76 7,248.43 7,248.43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2,283.66 42,283.66 13,647.58 13,647.58 

合计 52,319.42 52,319.42 20,896.01 20,896.01 

续：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投资收益 

金额 

计入非经常

性损益金额 

投资收益金

额 

计入非经常

性损益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11,970.46 11,970.46 

交易性金融资产 667.12 667.12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905.14 905.14   

合计 1,572.26 1,572.26 11,970.46 11,970.46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均计入非经常性损益进行

核算。 

3．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非经常

性损益表的核算勾稽关系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公司对外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① -998.57 18,537.23 10,465.02 1,531.22 

加：公司对外投资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② 52,319.42 20,896.01 1,572.26 11,970.46 

减：不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投资收

益（均为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 
③ -959.47 2,544.56 1,819.85 -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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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投资收益和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合计 

④=①+②

-③ 
52,280.33 36,888.68 10,217.43 14,501.58 

非经常性损益表中：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债权投

资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⑤ 52,280.33 36,888.68 10,217.43 14,501.58 

差异 ⑥=④-⑤ - - - -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除了长期股权投资中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不计入

非经常性损益之外，其余各类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均已经准确计入非经

常性损益，上述处理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

问答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相关规定。 

二、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层及资金业务相关负责人，了解公司外汇管理工具；了解

购入外汇远期合约产品的目的、背景及规模；了解其审核、签约、交割及风险控

制流程； 

2、了解与外汇远期合约、对外投资、理财产品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设

计是否有效，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3、获取报告期内外汇远期合约的交易清单，以抽样方式检查外汇远期合约

协议、内部审批表、交割凭证、资金流水，检查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以及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算是否正确；针对报告期各期末尚未

交割的外汇远期合约产品进行银行函证； 

4、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获取公司报告期内持有的股票情况；

向证券公司函证公司期末持有的股票情况；询问财务人员持有或处置股票形成的

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计算方法、核算科目以及具体账务处理；分析金

额是否准确，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准则的规定； 

5、获取公司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台账；询问财务人员持有和处置理财产

品所取得的收益的计算方法、核算科目以及具体账务处理；分析金额是否准确，

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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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获取公司对外投资台账；通过企查查、天眼查查询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检查公司对外投资的投资协议、银行付款回单、公司章程等资料；询问财务人员

持有或处置对外投资形成的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计算方法、核算科目

以及具体账务处理；分析金额是否准确，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准则的规定； 

7、将公司记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金额与记入非经常性损益表

的金额进行勾稽，分析差异原因；复核公司记入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是否准确完

整。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除了长期股权投资中按权益法核

算的投资收益不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之外，其余各类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均已经准确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上述处理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相关规定。 

【反馈意见四、2】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79,266.18

万元、126,085.06 万元和 266,094.33 万元，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研发设备及办公设备及其他规模均呈持续快速增长趋势。 

请公司说明：公司固定资产增长是否与报告期实际产能、产量和经营规模相

符，及其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影响。 

请申报会计师结合监盘等核查程序说明公司固定资产确认依据是否充分，在

建工程转固时点、利息资本化核算是否准确，公司对于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公司固定资产增长是否与报告期实际产能、产量和经营规模相符，及

其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的账面原值构成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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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机器设备 164,765.44 43.08% 149,341.31 42.76% 65,089.28 35.44% 39,656.68 30.19% 

房屋及建

筑物 
109,181.31 28.54% 109,106.04 31.24% 68,173.85 37.12% 48,416.11 36.86% 

研发设备 63,148.01 16.51% 50,302.27 14.40% 25,129.74 13.68% 21,708.80 16.53% 

办公设备

及其他 
32,762.63 8.57% 28,942.26 8.29% 18,686.86 10.17% 17,052.75 12.98% 

运输设备 1,647.95 0.43% 1,742.20 0.50% 1,643.50 0.89% 1,568.25 1.19% 

固定资产

装修 
10,987.33 2.87% 9,819.68 2.81% 4,949.58 2.69% 2,950.66 2.25% 

合计 382,492.67 100.00% 349,253.76 100.00% 183,672.82 100.00% 131,353.25 100.00% 

公司的主要生产流程包括主板生产阶段、主板检验及测试阶段、整机组装机

测试阶段和包装阶段。上述固定资产中，与公司实际产能、产量具有较强关联性

的固定资产主要为机器设备，具体分析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机器设备原值 

（万元） 
164,765.44 10.33% 149,341.31 129.44% 65,089.28 64.13% 39,656.68 

房屋及建筑物原

值（万元） 
109,181.31 0.07% 109,106.04 60.04% 68,173.85 40.81% 48,416.11 

自有产能 

（万台） 
9,903.94 18.42% 16,726.36 88.29% 8,883.42 22.75% 7,237.12 

自产产量 

（万台） 
7,806.46 30.75% 11,940.61 95.18% 6,117.72 49.27% 4,098.50 

营业收入 

（万元） 
3,710,710.87 23.97% 5,986,574.33 69.59% 3,530,009.77 14.31% 3,088,093.73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3,574,237.36 22.66% 5,827,952.34 68.14% 3,466,144.73 15.87% 2,991,387.83 

注 1：自有产能、自产产量、营业收入和主营业务收入 2021 年 1-6 月增幅为年化后数据计算

所得； 

报告期各期，公司机器设备原值为 39,656.68 万元、65,089.28 万元、149,341.31

万元和 164,765.44 万元，分别增长 25,432.61 万元、84,252.03 万元和 15,424.13

万元，报告期内逐年增长，与公司实际产能、产量、主营业务收入持续提升的实

际情况相符。具体而言，2019 年度，公司机器设备原值增长幅度高于自有产能

增长幅度，主要原因为 2019 年度新增机器设备主要为全资子公司南昌华勤和控

股子公司华誉精密新增，南昌华勤笔记本电脑产线于 2019 年底开始小规模试生

产，当年尚未大规模形成实际产能；华誉精密为公司结构部件制造主体，其机器

设备未增加公司智能硬件产品产能。2020 年度，公司机器设备原值和自有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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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产量、主营业务收入均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 2020 年度公司业务规模快速

增长，东莞制造基地和南昌制造基地均大幅扩充产能。因此，报告期内，公司机

器设备的增长情况与报告期实际产能、产量和经营规模相符。 

此外，公司的制造基地主要包括东莞制造基地和南昌制造基地，公司固定资

产中的房屋及建筑物与公司实际产能、产量具有一定的关联性。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各期末房屋及建筑物原值逐年增长，2021 年 6 月末保持稳定。具体而

言，2019 年度，公司房屋及建筑物原值增加 19,757.74 万元，主要系全资子公司

广东虹勤的研发楼转固所致；2020 年度，公司房屋及建筑物原值增加 40,932.19

万元，主要系全资子公司东莞华贝厂房三期工程和全资子公司无锡睿勤的研发中

心自 2020 年开始陆续转固所致。2021 年 1-6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华贝厂房

四期工程和全资子公司广东东勤厂房一期工程正在建设过程中，当期尚未开始转

固，因此导致期末房屋及建筑物原值保持稳定。由于承担笔记本电脑制造职能的

南昌制造基地所用厂房系租赁取得，因此报告期南昌制造基地产能增长未有对应

的房屋及建筑物增加。因此，报告期内，公司房屋及建筑物的增长情况与报告期

实际产能、产量和经营规模相符。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增长与实际产能、产量和经营规模的匹配性

相对较好；公司的固定资产增长符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能够有效满足公司的主

营业务发展和经营规模提升对制造产能的需求，报告期内的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

均保持在较高水平，有利于增强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 

二、申报会计师说明 

1．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监盘情况 

申报会计师对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固定资产和

在建工程盘点进行监盘，主要监盘情况如下： 

（1）监盘程序 

①监盘前取得固定资产卡片账，从卡片账中选取拟监盘固定资产，列示监盘

清单，确定固定资产放置地点、固定资产监盘范围、监盘比例； 

②监盘前，获取有关在建工程盘点资料，编制在建工程监盘计划； 

③根据监盘清单抽盘固定资产，对照盘点明细表固定资产名称、数量、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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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放地点对实物及固定资产标识信息进行逐项核对，重点关注本期新增的固定

资产； 

④实施观察和抽盘程序，观察盘点人员盘点过程中是否尽职、是否准确记录

盘点结果； 

⑤检查固定资产使用状况，关注是否存在毁损、陈旧、报废、闲置等情形； 

⑥获取公司厂区平面图，结合产权证书核实公司房屋及建筑物状态； 

⑦抽盘已盘点的在建工程；核对在建工程项目所在地的相关信息、在建工程

的形象进度是否与施工进度一致； 

⑧监盘结束时，再次观察盘点现场，以确定所有应纳入监盘范围的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是否均已盘点，并对盘点结果进行复核； 

⑨获取监理单位盖章确认的工程进度表。 

（2）监盘比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382,492.67 349,253.76 

固定资产监盘金额 226,915.63 220,678.82 

固定资产监盘比例 59.33% 63.19% 

在建工程账面余额 136,680.93 62,713.22 

在建工程监盘金额 131,717.76 61,759.16 

在建工程监盘比例 96.37% 98.48% 

（3）监盘结果 

通过选取较高比例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进行监盘，监盘结果显示公司固定

资产保管良好、在建工程在建情况良好，账实相符，未发现异常情况。 

2．报告期内，在建工程转固时点、利息资本化情况 

（1）报告期内，大额在建工程转固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大额在建工程转固的主要建设项目包括广东虹勤研发中心项

目、东莞华贝厂房（三期）项目、无锡研发中心（一期）项目。上述在建工程转

入固定资产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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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建设周期 

转固金额 

转固时间 
转固 

依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广东虹勤研发

中心项目 

2017-2 至
2018-12 

  19,807.75  2019 年 1 月 
研发厂房

投入使用 

东莞华贝厂房

（三期）项目 

2018-8 至
2020-4 

 23,472.99   2020 年 6 月 
生产厂房

投入使用 

无锡研发中心

（一期）项目 

2019-3 至
2020-8 

 17,898.58   2020 年 10 月 
研发厂房

投入使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公司对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

竣工决算的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根据工程预算、

造价或者工程实际成本等，按暂估价值转入固定资产，并于次月起计提固定资产

折旧。车间建设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是指车间开始试生产之日，员工宿

舍建设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是指员工宿舍消防验收之日，产品生产线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是指相关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并能用于正常生产之日。公司

报告期内不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形。 

（2）报告期内，在建工程利息资本化情况 

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在建工程主要为厂房建设项目以及设备安装项目，

在资金来源方面，均以经营过程中滚动产生的资金或票据支付，不存在使用一般

借款支付的情况。2018 年至 2020 年在建工程不存在利息资本化情况。 

2021 年 1-6 月，除子公司东莞华誉精密在建工程（华誉精密厂房项目）外，

在资金来源方面，均以经营过程中滚动产生的资金或票据支付，不存在使用一般

借款支付的情况。子公司东莞华誉精密本期新增固定资产专门借款用于华誉精密

厂房项目，2021 年 1-6 月，东莞华誉精密专门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银行 借款余额（万元） 借款开始日 借款到期日 借款利率 

1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分行 

7,851.80 2021-02-03 2031-01-31 4.15% 

2 4,067.49 2021-03-26 2031-01-31 4.15% 

3 1,779.31 2021-04-19 2031-01-31 4.15% 

4 7,732.10 2021-05-28 2031-01-31 4.15% 

5 4,309.68 2021-06-30 2031-01-31 4.15% 

合计  25,740.38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五条“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的，才能开始资本化：（一）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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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以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

形式发生的支出；（二）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三）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

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东莞华誉精密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的借款是为“东莞

华誉厂房项目”而专门借入的款项，符合资本支出的要求，同时，该项目于 2020

年 10 月开始建设活动、2020 年 10 月开始发生资产支出，因此，公司于借款费

用发生后，将该等借款的利息予以资本化，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2020 年 1-6 月，东莞华誉厂房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工程项目名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转入固定资产 

本期其他

减少 
2021 年 6 月 30 日 

华誉精密厂房 5,502.43 23,366.07 -  -  28,868.50 

续： 

单位：万元 

工程项目名称 预算数 

工程投入

占预算比

例(%) 

工程

进度
(%) 

利息资

本化累

计金额 

其中：本期

利息资本化

金额 

本期利息

资本化率
(%) 

资金来源 

华誉精密厂房 38,800.00 74.40 74.40 200.02 200.02 4.15 
自有资金/ 

专门借款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六条“在资本化期间内，每

一会计期间的利息（包括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资本化金额，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

定：（一）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应当以专

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

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取得专门借款时开始确认资本化利息，该专门借款的利

息资本化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对利息资本化的相关规定。除上述情形外，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一般借款进行利息资本化的情况。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了解与在建工程、固定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

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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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且一贯地运用； 

2、检查各期新增的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的采购合同、发票、报关单、验收

报告和房屋建筑物竣工决算报告等，检查验收报告签署日期，判断固定资产采购

的真实性和入账计价及在建工程转固时点的准确性、及时性； 

3、检查在建工程增加的合同付款条件、实际付款时间及金额、设备到厂时

间及工程施工进度以及相关记账凭证，核查是否存在将无关成本费用计入在建工

程的情形； 

4、对主要的工程、设备供应商执行函证程序，确认当期工程进度、设备采

购额、应付款项余额的准确性；将主要项目的工程进度与监理报告进行核对，检

查与监理报告进度是否一致； 

5、获取在建工程转固验收单等资料，结合在建工程实地勘察，检查工程转

固时点是否恰当、转固金额是否准确、开始计提折旧的时间等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6、对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访谈，了解其与公

司主要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公司主要设备和工程供应商进行访谈，并查

询供应商公开工商信息，核查公司与主要设备和工程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7、实地查看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执行监盘及抽盘

程序，观察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在建工程状态；监盘过程中以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账面记录为起点，核查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真实存在；以实物为起点，核查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是否记录在账面；将盘点情况与合同、发票、付款资料、工

程进度审核单等资料进行核对，核查账面金额的准确性； 

8、获取相关借款合同及借款、还款明细，结合公司在建工程明细表及台账，

复核公司报告期各期在建工程借款金额投入情况； 

9、查阅相关借款合同，结合在建工程投入、转固情况及借款资金的使用情

况，检查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购建的借款费用，评估资本化时点

和金额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10、获取并查阅公司主要在建工程利息资本化明细表，对利息资本化期间及

金额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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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固定资产确认依据充分恰当；公司在建工程转固时

点、利息资本化核算准确；公司对于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 

【反馈意见四、3】根据首轮问询回复，报告期各期公司因采购高通产品获

得了一定的返利金额。 

请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章节中补充披露采购返利和销售返利的

返利政策，返利计提的标准和依据、兑现方法。  

请公司补充说明：（1）列示报告期各期的各类返利的计提额、兑现额，各期

采购返利和销售返利分别占各期采购额和销售额的比例，以及占比波动的原因;

（2）返利政策各期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对公司返利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公司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一、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主

要产品情况”之“（四）主要经营模式”之“3、采购模式”补充披露如下： 

“（4）采购返利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向供应商高通采购芯片存在采购返利模式，高通在实际业务

开展过程中，为了促进其长期商业利益和市场开拓计划，会根据自身战略、采购

方的市场规模和地位等，以返利形式给予公司一定让利。具体情况如下： 

返利政策：高通通过返利政策通知文件，向公司明确可享受返利的芯片型号

以及不同型号芯片所适用的返利单价及条件（一般基于整机出货对应的使用芯片

量），于每季度末的下月前 30 天由公司进行申请，高通在一个月内确认后结算。 

返利计提的标准和依据：公司按照整机出货对应的使用芯片数据，结合享受

返利的型号以及返利单价计算返利计提金额。 

兑现方法：经确认的返利金额以抵扣采购应付货款的形式进行结算。” 



             大华核字[2021] 0011243 号有关财务事项说明 

第 31 页 

8-2-32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一、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主

要产品情况”之“（四）主要经营模式”之“5、销售模式”补充披露如下： 

“（3）销售返利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返利涉及两名客户，公司基于与客户的商业谈判、业务

发展规划等因素，为了共同提升终端市场的销量，双方阶段性达成的让利促销行

为，以返利形式体现。其中，公司对其中一名客户的销售返利于报告期内仅发生

一次，具有偶发性；公司对另一名客户的销售返利具体情况如下： 

返利政策：公司对该客户的销售返利分为达量返利、单台返利及混合返利三

种形式。1）达量返利：按照公司与该客户约定的部分产品历史累计出货量达到

一定数量后进行一次性返利，于每季度进行结算并于季度末后的前两月兑付；2）

单台返利：按公司实际出货产品数量为基准进行返利，该单台返利的返利金额与

出货数量呈线性关系，于每季度进行结算并于季度末后的前两月进行兑付；3）

混合返利：系达量返利和单台返利的组合，在产品历史累计出货量每达到一定数

量后按公司该阶梯段内适用的返利单价以及实际出货产品数量为基准进行返利，

于每季度进行结算并于季度末后的前两月兑付。 

返利计提的标准和依据：1）达量返利：公司根据与该客户的协议/邮件中相

关条款对达量返利的约定，根据实际实现情况进行计提；2）单台返利：公司根

据与该客户在协议/邮件约定情况，按照单台产品出货对应的数据，结合返利单

价计算返利计提金额；3）混合返利：系达量返利和单台返利的组合，返利计提

的标准和依据分别遵循达量返利及单台返利的方式。 

兑现方法：确认的返利金额以抵扣销售应收货款的形式进行结算。” 

二、公司说明 

（一）报告期各期的各类返利的计提额、兑现额 

1．报告期内采购返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行业惯例及高通的全球销售规则，仅向供应商高通采购

芯片存在采购返利模式，公司主要向高通采购用于智能手机等的主芯片及少量功

能 IC，公司因采购高通产品计提的返利变动主要受各期采购金额及采购产品类

型因素影响。公司 2020 年度采购返利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为三星智能手机业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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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开始大规模采用 ODM 模式进行生产，公司于 2019 年导入三星智能手机

ODM 业务，并于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的爆发式增长。该些三星智能手机在 2020

年当年合作机型主要为使用高通芯片，导致公司 2020 年向高通采购相关产品也

呈爆发式增长，从而导致收到的采购返利大幅增加。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公

司计提的返利金额均已完成兑现。 

2．报告期内销售返利情况 

报告期内，与公司约定有返利政策的共有两名客户。 

公司对其中一名客户的销售返利于报告期内仅发生一次，具有偶发性。该次

销售返利已经于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全部兑现。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6 月公

司未再发生对该客户的销售返利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因销售另一名客户产品计提的返利变动主要受各期销售金额

及销售产品类型因素影响，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尚有部分 2021 年 1-6 月计

提的返利金额未达到对账及结算条件未进行返利兑现。 

（二）各期采购返利和销售返利分别占各期采购额和销售额的比例，以及占

比波动的原因 

1．报告期内，采购返利占各期采购额的比例，以及占比波动的原因 

公司各期向高通采购确认的采购返利计提额占采购金额的比例存在一定变

动，主要原因为：高通的返利金额根据约定的返利单价和适用的返利芯片数量确

认，而非按具体采购总额的比例明确返利标准，因此返利计提额与总采购金额不

直接呈现线性关系。 

2．报告期内，销售返利占各期销售额的比例，以及占比波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与公司约定有返利政策的共有两名客户。 

公司对其中一名客户的销售返利于报告期内仅发生一次，具有偶发性。该次

销售返利金额于 2018年度及 2019年度占收入的比例极小，并已经全部兑现。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6 月公司未再发生对该客户的销售返利事项。 

公司对另一名的销售返利计提金额占当年对该客户的销售收入比例较小，除

2020 年销售返利占比较低外，其他各期占比波动较小。2020 年销售返利占比较



             大华核字[2021] 0011243 号有关财务事项说明 

第 33 页 

8-2-34 

低主要原因系 2020 年度公司对该客户销售中平板业务大幅增加，但平板业务销

售返利大部分系达量返利，2020 年度大部分享受返利的平板销售业务尚未满足

达量返利标准，导致平板业务销售返利占比极低，进而导致整体销售返利占比较

低。 

（三）返利政策各期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返利和销售返利的返利政策、计提方式、兑现方法等均未

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返利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公司针对采购返利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公司对高通提供的采购返利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根据采购合同中约定的

返利比例和当期采购情况计提采购返利，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1）计提返利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红字） 

贷：应付账款-待抵扣返利（红字） 

（2）抵消货款时， 

借：应付账款-待抵扣返利（红字） 

借：应交税费-进项税额（如有） 

贷：应付账款-货款（红字） 

2．公司针对销售返利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公司对客户提供的销售返利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根据返利政策和当期销

售情况计提销售返利，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1）计提返利时， 

借：应收账款-待抵扣返利（红字） 

贷：主营业务收入-返利（红字） 

贷：应交税费-销项税额（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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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抵消货款时， 

借：应收账款-货款（红字） 

贷：应收账款-待抵扣返利（红字） 

三、核查程序与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了解与返利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

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正确且一贯地运

行； 

2、访谈公司管理层，取得向公司提供采购返利的供应商清单、公司提供销

售返利的客户清单，了解公司的返利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 

3、获取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合同与客户合同，核查合同中关于返利事项的

具体条款、返利计算标准及依据等条款内容，并与实际结算情况核对； 

4、对报告期各期采购返利占各期采购额比例的变动原因进行分析，核实其

是否与公司实际业务的开展情况吻合； 

5、对报告期各期销售返利占各期销售额比例的变动原因进行分析，核实其

是否与公司实际业务的开展情况吻合； 

6、查阅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核实公

司供应商返利、客户返利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7、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信息，对比公司关于返利的会计处理方式与同

行业是否基本一致并分析其差异原因及其合理性； 

8、获取公司与供应商、客户关于返利的对账单或对账邮件，复核返利金额

计算是否正确，核对双方确认返利金额是否与入账金额相符； 

9、对公司主要供应商进行函证，对交易金额、往来款项余额进行函证。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返利的会计处理合理、适当，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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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大华核字[2021]0011243 号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有关财务事项说明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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