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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对华

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夏幸福”）2021 年度财务报

表出具了包含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兴财

光华审会字（2022）第 111023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 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主要内容 

中兴财光华在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中指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

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夏幸福公司货币资金

账面余额 144.37 亿元，其中受限资金 16.50 亿元；金融有息负债账面余额

2,057.44亿元，其中短期借款及短期应付债券 291.58亿元、一年内到期非流动

金融负债 1,241.93 亿元，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 523.93 亿元。此外，2021 年 1

月份华夏幸福公司开始出现未能偿付到期金融债务情形，截至本报告日累计未能

如期偿还的债务金额合计 442.51亿元（不含利息），金融负债的债权人有权按照

相关融资协议要求华夏幸福公司偿还相关金融负债。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

对华夏幸福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

表的审计意见。 

二、 董事会针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相关说明 

1、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涉及的相关事项 

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叠加多轮疫情影响，公司发生暂时性

流动性风险，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流动性风险及债务逾期的情况反过来对公

司融资回款（含新增融资）产生较大影响，公司产业新城及相关业务、商业地产

及相关业务的正常开展均受到一定影响。 

2、公司应对措施 

（1）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公司积极争取地方政

府支持，成立华夏幸福债委会，在各级地方政府、监管机构和债委会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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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采取以下措施化解流动性及债务逾期风险： 

一是积极配合省市政府及专班和债委会工作，并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

支持下，制定了《债务重组计划》，并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披露了《债务重组计

划》的主要内容。2021 年 12 月 9 日，债委会表决通过《债务重组计划》。2021

年 12月 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债务重组

的议案》，就《债务重组计划》中涉及的债务重组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授

权。目前，公司正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下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按照整体计划

有序推进债务重组协议签署、资产出售等《债务重组计划》落地实施的相关事宜。

截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债务重组计划》中金融债务已签约实现债务重组金额

累计为 1,061.87 亿元；资产出售方面，公司已完成丰台和国际业务部分地产项

目公司股权及永清产业新城和广阳产业新城平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并按

照协议正在推进后续相关安排；二是全力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确保企业稳定

生产、稳定就业；三是深入开展债权人沟通等，确保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

对到期债务进行展期，尽量减缓公司融资性现金流出压力，合理调整债务到期计

划，保持债务余额整体稳定；四是通过加快资产处置、盘活存量资源、提高资产

价值、引入战略合作等多种措施，积极认真应对，全力开展自救纾困和债务风险

化解工作。 

（2）在业务开展上，持续增强“造血”能力，抓销售、促回款、保现金流。

房地产业务保证住宅按时保质保量交付，加快资金回笼，保障销售回款目标达成；

产业新城业务通过狠抓在途回款、推动增量回款、加快项目销售等措施，保障实

现总回款目标；同时长短结合、多措并举招商引资，加速推动已签约项目落地投

产，并通过最大化资源储备、强化土地营销、市场化供地、积极推动平台化等方

式，为公司发展持续贡献新现金流；丰富产业服务产品线，新增招商辅助服务、

数据服务、资本服务，整合内外资源，打造产业发展平台，提升对外服务能力，

创新盈利模式，为公司创造新的业绩增长点。 

（3）在经营管理上，切实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持续降本增效，通过核心管

理层降薪、组织优化、业务调整等措施加强成本控制，严控支出，保障公司经营

效率提升；通过明晰各类业务最小单元，分类管理、精准施策；通过梳理处置、

盘活存量资产以及股权合作等方式，瘦身缩表，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改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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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流动性与财务状况，确保公司业务可持续与健康发展。 

（4）在组织管理上，加强组织管理，提升组织效能、提高管理效率。全力

压降各项管理类费用支出，基于最小管理单元打造并激活组织，进一步加大授权、

简化流程，调整组织阵型、提高决策效率。稳定干部和骨干队伍，保持队伍战斗

力。 

（5）在区域政策上，坚持推进区域分类施策封闭管理，回款优先用于本区

域或项目的投资及支出，防止风险在不同区域或项目间传导；根据不同区域的市

场与政策情况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提升投资效率；全力开发基础好、回款快的

区域，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其他区域以收定支、实现自平衡。 

（6）继续聚焦核心都市圈，继续在投资管控、资产管理、风险管理体系等

方面完善产业新城经营投资管理体系；增强产业招商能力，产业发展龙头化与轻

资产并举，继续提升园区的综合开发与投资能力。 

特此说明。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