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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中航比特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PO 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3〕7-43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们已对《关于深圳市中航比特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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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86号，

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所提及的深圳市中航比特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比特技术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中航比特

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PO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天健函〔2022〕

7-235 号）。因公司补充了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我们为此作了追加核查，现汇报

如下。 

 

一、关于收入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1）报告期发行人不存在合同中未约定暂定价而以估

计价确认收入的情形，但报告期后存在调整暂定价的情形；（2）发行人主要销

售产品的配套周期均在 5 年以上，主要产品 IP 程控交换设备、车载式音视频设

备等在量产后销售金额较大，但在一至两年后销售收入均大幅减少，发行人 2021

年贡献主要收入的智能分组传输设备量产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调整暂定价的收入确认政策。 

请发行人说明：（1）调整暂定价、军审定价收入确认政策的合规性，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报告期及报告期后发行人调整暂定价及对应收入调整情

况；（2）发行人主要销售产品配套周期的确定依据；配套周期较长但产品量产

销售集中体现后短时间内销售大幅减少的原因，发行人的智能分组传输设备销

售是否也将呈现上述特点；发行人关于营业收入及业绩波动的风险揭示是否充

分；（3）发行人最新在手订单的产品情况、订单签订时间及订单金额、预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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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确认期间及金额。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函问题 7） 

(一) 调整暂定价、军审定价收入确认政策的合规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

比较情况；报告期及报告期后发行人调整暂定价及对应收入调整情况 

1. 调整暂定价、军审定价收入确认政策的合规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交易价格是指企业因向客户转让

商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在确定交易价格时，企业应当考虑可变对价、

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价、应付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响，合同中

存在可变对价的，企业应当按照期望值或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最佳估

计数，但包含可变对价的交易价格，应当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

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 

公司与军方客户签订的暂定价合同中约定的暂定价格为具体的金额，能够可

靠计量。公司针对军方尚未审价的产品，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按照期望值或

最有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最佳估计数，即合同约定的暂定价格确认收入。

该价格能够代表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符合会计准

则中可变对价最佳估计数“应当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

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的规定，公司按合同约定的暂定价确认收入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对于后续签订暂定价调整合同或军方审价后签订价差协议的情形，公司在暂

定价调整或审价完成当期，根据暂定价调整的差额或暂定价与军审价的差异情况

确定差价。差价总金额的确定及收取差价款的权利均系依据当期签订的暂定价调

整合同或军方审价后签订的价差协议，而非公司自行决定。差价款在前期无法提

前预计，公司在前期亦无收取差价款的权利。因此，公司按差价在暂定价调整当

期或军方审价完成当期调整收入，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 调整暂定价、军审定价收入确认方法符合军工行业惯例 

军工企业中，对于调整暂定价、军审定价的收入确认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调整暂定价、军审定价的情形 所属情形 该情形下的收入确认 

1 
东土科技 

（300353） 

1. 若合同中约定为暂定价格的，在客户验收后

按照合同暂定价格或暂估价确认收入，待价格

审定后签订定价合同或补充协议，暂定价格与

审定价格的差异调整当期收入 

2. 在签订定价合同或补充协议前，根据项目进

1.军审价调整 

2.暂定价调整 

1.军审价调整情形下，暂

定价格与审定价格的差

异调整当期收入 

2.暂定价调整情形下，将

最佳可靠估计价格与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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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调整暂定价、军审定价的情形 所属情形 该情形下的收入确认 

展情况，若取得进一步可靠证据，判断原暂定

价合同价格需要进行调整，将最佳可靠估计价

格与暂定价格差异调整当期收入 

定价格差异调整当期收

入 

2 
新光光电 

（688011） 

若合同中约定了暂定价格的（可变对价），按

合同暂定价格确认暂定价收入，每一资产负债

表日，重新估计暂定价格（可变对价），如与

合同暂定价格有差异，按差异金额调整当期收

入，价格审定后签订补价协议或取得补价通知

进行补价结算当期确认收入为审定价收入减前

期已累计确认收入 

暂定价调整 
按差异金额调整当期收

入 

3 
金信诺 

（300252） 

公司军品的销售存在审价情况，在收入初始确

认时参照合同暂定价格，按照期望值确定可变

对价的最佳估计数确认收入，并于每一资产负

债表日重新估计可变对价金额，对于后续可变

对价的变动额调整当期收入和应收账款 

暂定价调整 
对于后续可变对价的变

动额调整当期收入 

4 
江航装备

（688586） 

公司配套 G机型的航空产品与配套 F 机型的产

品在性能指标、功能配置及成本费用方面较为

相近。2019 年，公司收到 A01 转发的配套 F 机

型产品调价通知，基于谨慎性考虑，按照配套 F

机型产品审定价格调整配套 G 机型产品暂定价

格，并将累计销售产品价差冲减当年营业收入 

暂定价调整 

暂定价调整后将累计销

售产品价差调整当年营

业收入 

5 
科思科技

（688788） 

针对尚未完成审价的产品，按照合同暂定价格

确认收入，同时结转成本；待审价完成后，将

差价调整当期营业收入 

军审价调整 
将差价调整当期营业收

入 

6 
邦彦技术 

（688132） 

针对尚未批价的产品，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

按照合同暂定价格确认收入，在收到军方批价

文件后将产品暂定价格与最终审定价格间差异

调整当期收入 

军审价调整 

在收到军方批价文件后

将产品暂定价格与最终

审定价格间差异调整当

期收入 

7 
上海瀚讯 

（300762） 

对于审价尚未完成且已实际交付使用并验收的

产品，公司按照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暂定价格作

为约定价格确认收入，公司在审价完成后，根

据新签合同对相关差价进行收入确认 

军审价调整 

公司在审价完成后，根据

新签合同对相关差价进

行收入确认 

8 
雷电微力 

（301050） 

对于尚未审价的产品，在产品实际交付并取得

验收文件时按合同暂定价格确认收入，待价格

审定后签订补价协议或取得补价通知单时确认

价格差异 

军审价调整 

待价格审定后签订补价

协议或取得补价通知单

时确认价格差异 

9 
天微电子 

（688511） 

在销售完成、尚未取得军品审价批复前，按合

同暂定价格确认收入；审价完成的当期将审定

价与暂定价格的累计差异调整当期营业收入 

军审价调整 

审价完成的当期将审定

价与暂定价格的累计差

异调整当期营业收入 

10 
华秦科技 

（688281） 

对于需要进行军品审价的销售收入，在军方审

价前，公司根据与客户所签署合同约定的暂定

价格确认收入，待审价完成后，公司依据与客

户签订的价差协议或合同在审价批复确定价格

当期对收入进行调整 

军审价调整 

在收到军方批价文件后

将产品暂定价格与最终

审定价格间差异调整当

期收入 

对于调整暂定价、军审定价的情形，上述军工企业均按差价调整当期收入，

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符合军工行业惯例。 

3. 报告期及报告期后公司调整暂定价及对应收入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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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至 2021年，公司不存在调整暂定价的情况，也不存在军方审价后签

订价差协议的情况。 

2022 年 5 月，军方 E2 单位根据审价结果，与公司签署价格调整补充协议，

公司根据审定价与暂定价的差额在当期调增收入 50.59 万元；2022 年 8 月，军

方 E11单位根据审价结果，与公司签署价格调整补充协议，公司根据审定价与暂

定价的差额在当期调增收入 0.83 万元；2022 年 11 月，军方 E14 单位根据审价

结果，与公司签署价格调整补充协议，公司根据审定价与暂定价的差额在当期调

减收入 21.08万元。审定价与暂定价差异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合同名称 
收入确认时

间 
产品名称 暂定价 审定价 差价 

军方 E2 单位 ZHBT-GH-20-007 2020 年 6 月 
光 纤 宽 带

传输系统 
85.00 135.59 50.59 

军方 E11 单位 
ZWX/D2015-0402

/A002 
2015 年 9 月 

光 纤 宽 带

传输系统 
44.00 44.83 0.83 

军方 E14 单位 ZHBT-GH-21-047 2021年 12月 光 纤 宽 带
传输系统 278.31 257.23 -21.08 

2022年 7月、12月，公司分别与航天科工 C5、C1单位签订暂定价调整合同，

对 2021年合同 ZHBT-GH-21-041、ZHBT-GH-21-030的暂定价进行上调，公司按暂

定价调整的差价在当期调增收入，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合同名称 
收入确

认时间 
产品名称 

原暂定

价 

调整后暂

定价 
差价 

航天科工 C5

单位 
ZHBT-GH-21-041 

2021 年

11 月 

某音视频

指挥调度

类产品 

236.00 1,488.00 1,252.00 

航天科工 C1

单位 
ZHBT-GH-21-030 

2021 年

12 月 

某车载式

音视频设

备、某网络

交换设备 

50.00 329.00 279.00 

(二) 发行人主要销售产品配套周期的确定依据；配套周期较长但产品量产

销售集中体现后短时间内销售大幅减少的原因，发行人的智能分组传输设备销

售是否也将呈现上述特点；发行人关于营业收入及业绩波动的风险揭示是否充

分 

1. 公司主要销售产品配套周期的确定依据 

公司主要销售产品配套周期的确定依据主要包括已销售产品配套周期、在手

订单及型号研制项目情况预测、军工行业惯例以及对公司市场人员访谈等。 

(1) 公司已销售产品配套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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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报告期内已销售产品中，IP 程控交换设备和光纤宽带传输设备等产品配

套时点较早，均在报告期初已开始向军方配套产品。其中：IP 程控交换机自 2016

年度首次配套交付以来，多年来 IP 程控交换机、小型化 IP 程控交换机、IP 程

控交换组合持续交付，产品配套周期已超过 5 年；光纤宽带传输设备自 2006 年

6月完成定型鉴定以来，多年来设备及备品备件持续交付，产品配套周期已超过

10年。 

最近五年，公司 IP程控交换设备、光纤宽带传输设备收入确认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产品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 IP 程控交换设备 460.80 467.20 1,536.00 5,494.02 1,431.22 1,110.00 

2 
光纤宽带传输设

备 
2,200.13 1,010.23 1,282.55 2,445.31 2,205.77 910.15 

(2) 在手订单和型号研制项目统计 

在公司报告期内已销售产品中，音视频指挥调度设备和智能分组传输设备等

产品配套时点较晚，均在报告期内向军方批量配套产品。根据在手订单统计，基

于音视频指挥调度设备和智能分组传输设备两类产品的改进、迭代或定制化版本

的多个项目预计将在未来 1-3 年产生持续的业务贡献。公司在手订单预计收入确

认期间及金额详见本说明之“一(三)2. 公司在手订单的产品情况、预计收入确

认期间及金额。” 

此外，经过 20 年军工通信行业积累，目前公司业务已经进入“预研一代、

型研一代、列装一代”的可持续发展阶段。根据型号研制项目统计，除已有在手

订单对应的项目外，基于音视频指挥调度设备和智能分组传输设备两类产品的改

进、迭代或定制化版本的多个型号项目预计将在未来 3-5年产生持续的业绩贡献。 

(3) 产品配套周期符合军工行业惯例 

从军工上市企业的产品配套周期来看，产品配套周期普遍较长，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配套周期情况 

科思科技 

（688788） 

1. 全加固指挥控制信息处理设备和便携式全加固指挥控制信息处理设备

是公司于 2017 年中标的两个型号的统型指挥控制信息处理设备，该两款

产品是在 2013 年中标的全加固***指控信息处理设备的基础上统型升级

而来（并非替代产品） 

2. 一般情况下，军工产品的使用年限约为 5-8 年，预计在产品使用年限

到期前 1-2年会进行更新换代 

天微电子 

（688511） 

公司军用配套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通常状况

下，军用灭火抑爆系统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在 3-10 年，军用电子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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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配套周期情况 

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在 2-5 年 

雷电微力 

（301050） 

由于武器装备的开发周期较长，定型列装审核程序严格，因此单一型号产

品的换代周期基本在十年以上（M03产品的前一代武器装备列装周期超过

15 年）。由于军品的特点，武器装备定型后将保持稳定，配套产品和供

应商不会轻易更换，公司与已定型批产的总体单位将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邦彦技术 

（688132） 

根据公司列装产品的销售情况，列装产品的销售周期一般为 5-10 年，少

部分列装产品的销售周期受到政策或设备迭代更新加快等影响会短于 5

年 

理工导航 

（688282） 

由于军品研发定型周期较长且投入较大，一般定型产品的列装周期较长，

如某驾驶仪专用模块、某变换放大器和某启动电路等产品已定型超过十五

年仍有订单。 

富吉瑞 

（688272） 

一般列装型号产品的批产周期在 3-5 年以上，主力产品及其后续改进型号

往往可以持续十年以上 

捷强装备 

（300875） 

因公司液压动力系统产品配套的整装装备为军用型号装备，相关产品在质

量和性能上的一致性、稳定性是核心要求之一。大型军用型号装备产品列

装后通常在短时间内不会更新换代或做出重大调整，其产品生命周期较

长，一般在 20-30 年 

北方长龙 

（301357） 

根据行业特征，重点型号武器装备的系统配套产品批产周期一般为 5-10

年左右，公司的 NLD-002、NLD-006 和 NLD-009 产品在开始批产后的 7 年

时间里（2015 年-2021 年），受军方采购计划和周期等因素影响，各年度

实现收入存在一定波动，但整体收入规模较为稳定，批产的第八年（2022

年）公司仍持续获取新的订单 

晶品特装 

（688084） 

我国军工产品研制、采购执行严格的计划制度，军方客户通常在每个五年

计划初期制定各类装备的采购规划，在后续年份按照规划进行装备采购。

产品竞标成功后，军方客户通常按照规划进程与公司签订订购合同，直至

完成采购规划。从配套周期来看，军方根据需求在五年规划周期内进行采

购。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原则上不再进行招投标，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内如仅

做局部技术参数提升和改进的产品一般不需再次履行招标，由原配套单位

进行相应的改进提升 

上述军工企业的配套周期普遍达到 5年以上，公司产品的配套周期预计较长

符合军工行业的特点。 

2. 配套周期较长但产品量产销售集中体现后短时间内销售大幅减少的原因，

公司的智能分组传输设备销售是否也将呈现上述特点 

(1) 配套周期较长但产品量产销售集中体现后短时间内销售大幅减少的原

因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 IP 程控交换设备、车载式音视频设备的销售金额

有所下滑，主要系受军方采购部署计划、合同暂定价偏低等因素影响，不同年度

向军方客户销售产品的结构、金额有所波动。 

1) IP程控交换设备量产后收入减少原因 

公司 IP 程控交换设备主要包括 IP 程控交换机、小型化 IP 程控交换机、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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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控交换组合等，可构建应用于各类固定指挥场所与车载机动场景的 IP 程控交

换网络，为用户提供语音通话、语音会议、专线通话等语音服务。其中，IP 程

控交换机、小型化 IP程控交换机和 IP程控交换组合均已完成定型鉴定。为保证

原有装备采购项目的一致性或者军工通信联通配套的要求，在后续 IP 程控同类

型需求项目中，公司具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和竞争能力。 

最近五年，公司 IP程控交换设备细分产品确认收入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产品名称 2017 年 2018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 IP 程控交换机 460.80 467.20  715.40 175.20 175.20 

2 
小型化 IP程控交换

机 
  1,536.00 3,405.50 532.50 632.40 

3 IP 程控交换组合    1,373.12 723.52 302.40 

合计 460.80 467.20 1,536.00 5,494.02 1,431.22 1,110.00 

IP 程控交换设备一般作为用于音视频指挥调度类项目的网络交换，与音视

频指挥调度类项目配套部署使用。自 2016年公司 IP程控交换机完成定型鉴定以

来，多年来业绩规模偏小。2020 年度，按照国防建设的配套需要，多个车载机

动场景的网络交换部分配备公司的 IP程控交换设备，导致当年度 IP程控交换设

备收入较以前年度有较大增长。 

未来，随军方当年采购部署计划、预算审批变动而有所变动，不同年度间向

军方客户销售 IP程控交换设备收入存在一定的波动。 

2) 车载式音视频设备量产后收入减少原因 

① 公司音视频指挥设备交付量持续增加，受军方客户当年装备采购需求影

响，不同场景的音视频指挥设备的销售结构有所变化 

公司根据应用场景将音视频指挥调度类产品区分为车载式和固定式音视频

设备，车载式和固定式音视频设备主要都是由音视频指挥设备和音视频终端构成，

两者主要区别是配套到固定或移动的不同场景。受军方客户当年装备采购需求以

及配套不同应用场景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的音视频指挥调度类产品内部的销

售结构有所变化。 

② 车载式音视频设备实现收入受合同暂定价偏低影响 

2021 年度，车载式音视频设备收入有所下降，主要原因系当期某车载音视

频项目暂定价较低所致。2022 年 7月，公司与航天科工 C5单位签订暂定价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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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对 2021年某音视频指挥调度类项目暂定价进行上调。考虑该影响后，2020

年、2021年的车载音视频指挥调度类收入分别为 4,611.42万元、4,185.28万元，

较为稳定。 

③ 公司车载式音视频设备在手订单充足 

根据截至 2023 年 3 月 1 日的在手订单统计，车载式音视频设备的预计在手

订单收入 8,011.91万元，其中，业绩贡献主要集中在 2023年。 

公司未来 3年音视频指挥调度相关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方向 
下游总体

单位 

项目 

定位 
应用场景 基于现有产品改进情况 

主要业绩

贡献时间 

1 
音 视 频

M11 项目 

航天科技

集团 
B＋ 固定场景 

在满足或优于设计技术指标条件

下，实现所有元器件 100%国产化 

2022年度、

2023 年度 

2 
音视频 M5

项目 

航天科工

集团、中

国电科集

团 

B＋ 
机动场景、固

定场景 

机动、固定结合多级组网；机动、

固定音视频指挥节点互为备份，支

持接替指挥 

2023年度、

2024 年度 

3 
音视频 M3

项目 

航天科技

集团 
B＋ 固定场景 

服务设备实现监控、程控、IP 通话、

会议多业务融合；单终端实现 M话、

IP 话、二线话多种工作模式 

2022年度、

2023 年度 

4 
音 视 频

M12 项目 

航天科工

集团 
C 机动场景 

服务器、终端功能一体化；实现所

有元器件 100%全国产化 

2022年度、

2023 年度 

5 
音 视 频

M13 项目 

航天科工

集团 
C 机动场景 

增加移动侦测、位置偏离等智能监

控功能 

2023年度、

2024 年度 

6 
音 视 频

M14 项目 

中国电科

集团 
C 机动场景 

音视频接入终端板卡化，将音视频

接入终端由独立设备设计为 3UVPX

板卡，节约部署空间 

2022年度、

2023 年度 

注：A＋：预计营收 3亿元以上；A：预计营收 1-3亿元；B＋：预计营收 5,000

万元-1亿元；B：预计营收 3,000-5,000万元；C：预计营收 3,000万元以下 

综上所述，公司车载音视频设备销售业绩具有可持续性，不存在产品量产销

售集中体现后未来短时间内销售大幅减少的情形。 

(2) 公司智能分组传输设备销售业绩具有可持续性 

1) 公司多个智能分组传输设备相关项目预计未来将持续带来业绩贡献 

公司主要盈利模式为“研制转化”模式，即通过技术实现获得军方产品承研、

承制资格，取得产品订单，最终完成产品交付。随着公司前期技术积累逐渐转化

为产品，研制订单逐渐转化为批产订单，公司批产产品数量和订单金额将持续增

加，成为公司持续的盈利来源。此外，对于已批量交付或定型鉴定的型号研制产

品，为保证原有装备采购项目的一致性或者军工通信联通配套的要求，在后续同

类型的改进、迭代或定制化项目中，公司具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和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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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应用场景不同，军工通信设备可分为固定场景（如指挥所等）和机动场景

（如各类型发射车等）。目前，公司仅初步完成了若干火箭军固定场景的部署。

该项目作为国防重点建设项目，对后续智能分组传输设备相关项目持续取得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截至 2022 年末，基于该产品改进、迭代或定制化版本的网络通

信 N2项目、网络通信 N3项目、网络通信 N4项目、网络通信 N5项目等项目已陆

续进入工程研制阶段，预计未来 2-3年将持续带来业绩贡献。并且，与其他尚处

于方案论证和样机研制阶段的竞争对手相比，由于前期在技术比测、批产交付、

定型鉴定等方面的表现，以及批量部署设备长达 7,000小时以上的可靠性试验验

证，公司在前述项目具有较高的市场地位、竞争能力和进入壁垒。 

公司未来 3年智能分组传输设备相关项目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方向 
下游总体

单位 

项目 

定位 

应用

场景 
基于现有产品改进情况 

主要业绩

贡献时间 

1 
网络通信

N2 项目 

航天科技

集团 
A＋ 

固定

场景 

在满足或优于设计技术指标条件下，实现

所有元器件 100%国产化 

2022年度、

2023 年度 

2 
网络通信

N3 项目 

航天科工

集团 
A＋ 

机动

场景 

①不影响产品质量和网络部署前提下，进

行降成本设计； 

②采用高性能处理能力，通过算法优化改

进，支持更大规模组网部署应用 

2023年度、

2024 年度 

3 
网络通信

N4 项目 

航天科技

集团 
A 

机动

场景 

①针对机动场景不稳定、不可靠等特点，

采用网络算力分担技术，提升机动网络可

靠性； 

②实现局部和全局网络统一管控，同时将

局部和全局网络管控进行逻辑分离，来保

证客户网络信息安全。 

2023年度、

2024 年度 

4 
网络通信

N5 项目 

航天科技

集团 
B＋ 

机动

场景 

①支持智能分组传输网（SPTN）和光传送

网（OTN）混合组网，采用光传送网（OTN）

技术实现通道隔离和更强的网络保护； 

②支持不同种类业务的物理隔离，提升业

务的安全性； 

③具备网络快速重构和灵活部署能力，支

持网络规模大小的机动变化。 

2023年度、

2024 年度 

注：A＋：预计营收 3亿元以上；A：预计营收 1-3亿元；B＋：预计营收 5,000

万元-1亿元；B：预计营收 3,000-5,000万元；C：预计营收 3,000万元以下 

2) 基于智能分组传输设备的备件需求，预计未来将持续带来业绩贡献 

一般来说，军工产品定型批产后，为保持相关装备战术指标的稳定和延续，

最终用户在其后续的产品日常维护与维修、更新换代、备件采购中对该产品的供

应商存在一定的技术和产品依赖，从而形成持续稳定的备品备件需求。基于智能

分组传输设备的备件需求，未来 2-3年亦可持续带来新的收入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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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智能分组传输设备在手订单充足 

根据截至 2023 年 3 月 1 日的在手订单统计，智能分组传输设备的预计在手

订单收入 23,693.45万元，其中，业绩贡献主要集中在 2023 年和 2024年。 

综上所述，公司智能分组传输设备销售业绩具有可持续性，不存在产品量产

销售集中体现后未来短时间内销售大幅减少的情形。 

3. 公司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二节 概览”之“一、重大事项提示”之“（一）

特别风险提示”之“4、营业收入及经营业绩的波动性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我国军工产品研制、采购执行严格的计划制度，军方客户按照装备采购总

体计划并基于各年度装备采购需求确定年度采购计划，通常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分

解到各年逐步实施或相对集中于某些年度集中采购的特点。不同军工产品的采购

部署计划有所不同，导致军工企业各年度间经营业绩、销售收入的产品结构出现

波动。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 IP 程控交换设备、车载式音视频设备的销售金

额有所下滑，主要系受军方采购部署计划、合同暂定价偏低等因素影响，导致不

同年度向军方客户销售产品的结构、金额有所波动。 

公司所处军工行业作为国家安全建设的支柱性产业，受国家政策、国家安全

形势、地缘政治、国防发展水平、国防支出等多种因素影响。若未来出现军费削

减、军方采购政策变化、公司研发能力无法满足军方客户需求等情况，军方可能

改变采购计划或延长采购周期，导致公司销售收入的产品结构、收入实现时间发

生变化，公司可能面临营业收入及经营业绩出现波动甚至部分品类收入下滑的风

险。” 

(三) 发行人最新在手订单的产品情况、订单签订时间及订单金额、预计收

入确认期间及金额 

1. 公司在手订单的签订时间及订单金额 

截至 2023 年 3 月 1 日，基于公司已在 ERP 系统中录入的在手订单台账（包

括合同、备产通知、内部联络函等），公司在手订单的签订/下达时间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签订/下达时间 对应金额 占比 

2020 年度 11,588.39 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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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下达时间 对应金额 占比 

2021 年度 20,341.65 38.22% 

2022 年度 15,740.31 29.57% 

2023 年度 5,556.64 10.44% 

合  计 53,226.98 100.00% 

公司在手订单签订/下达时间分布在 2020年、2021年、2022年以及 2023年，

对应金额分别为 11,588.39万元、20,341.65万元、15,740.31 万元和 5,556.64

万元。公司在手订单主要集中在 2021 年、2022 年签订/下达，对应金额占比为

67.79%。 

2. 公司在手订单的产品情况、预计收入确认期间及金额 

根据截至 2023 年 3 月 1 日的在手订单，公司在手订单预计收入确认期间、

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大
类 

产品 
类别 

细分产品 
在手订单预计收入确认金额 

2023 年 2024 年 其他
 在手订单合

计 

军工通
信 

网络
通信
类 

智能分组传输设备 12,485.00 11,041.25 167.20 23,693.45 

IP 程控交换设备 1,392.50   1,392.50 

网络交换设备 2,250.36 806.50 60.00 3,116.86 

综合接入设备 1,667.22   1,055.97   2,723.19 

合计 17,795.08 12,903.72 227.20 30,926.00 

音视
频指
挥调
度类 

车载式音视频设备 5,367.18 1,488.88 1,155.85 8,011.91 

固定式音视频设备 5,444.20 868.70  6,312.90 

合计 10,811.38 2,357.58 1,155.85 14,324.81 

通信
设备
备件 

光纤宽带传输备件 1,818.51 3,752.60 228.14 5,799.25 

综合接入设备备件  279.62  279.62 

合计 1,818.51 4,032.23 228.14 6,078.88 

其他 

防雷 406.28 1,352.42  1,758.70 

其他  138.60  138.60 

合计 406.28 1,491.02  1,897.30 

合计 30,831.25 20,784.54 1,611.18 53,226.98 

注 1：上述截至 2023 年 3 月 1 日的在手订单包括了公司 2023 年 1-2 月确认

的收入 

注 2：其他系需根据最终军方客户部署进度确认的收入金额，收入确认时间

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截至 2023年 3月 1日的在手订单的预计收入确认期间主要集中在 2023

年、2024年，对应金额分别为 30,831.25 万元、20,784.54 万元。 

截至 2023 年 3 月 1 日的在手订单中，公司主要产品智能分组传输设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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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音视频设备、固定式音视频设备的已收到的批产订单，贡献的收入金额分别为

23,693.45 万元、8,011.91 万元、6,312.90 万元，将为公司带来持续的收入贡

献。 

(四) 核查情况 

1. 核查程序 

(1) 访谈公司管理层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了解公司调整暂定价的商业背

景及合理性，并查阅军工行业上市公司涉及暂定价调整、军审价调整的收入确认

政策，核查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军工行业惯例； 

(2) 获取公司与航天科工 C5、C1 单位签订的暂定价调整合同、与军方 E2、

E11、E14 单位签订的价格调整补充协议，了解公司调整暂定价及对应收入调整

情况，核查公司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业务实质及收入确认政策； 

(3) 访谈公司管理层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了解公司主要销售产品的配套

周期情况，报告期内部分产品销售金额下滑的原因，以及相关研制项目的进展情

况、预计未来业绩贡献时间和订单持续性情况； 

(4) 获取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成本明细表，分析主要产品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波

动情况，并了解主要产品最近五年的销售收入情况； 

(5) 获取公司音视频指挥调度、智能分组传输设备相关在研项目清单，了解

相关项目的定位、应用场景、改进情况以及主要业绩贡献时间等； 

(6) 查阅军工行业上市公司的产品配套周期情况，核查公司主要产品配套周

期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7) 查阅公司报告期内存货领用明细表，统计报告期各期音视频处理模块1、

音视频处理模块 2的领用情况； 

(8) 获取公司截至 2023 年 3 月 1 日的在手订单明细表，分析公司在手订单

的产品构成情况、订单签订时间及订单金额、预计收入确认期间及金额。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调整暂定价、军审定价的收入确认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符合军工行业惯例；2020年至 2021年，公司不存在调整暂定价的情况，也不存

在军方审价后签订价差协议的情况。2022年 5月、2022年 8月、2022年 11月，

公司分别与军方 E2单位、军方 E11单位、军方 E14单位签署价格调整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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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2022年 12月，公司与航天科工 C5、C1单位签署暂定价调整合同，

按差价在当期调增收入； 

(2) 公司主要基于已销售产品配套周期、在手订单及型号研制项目情况预测

等确定产品配套周期，符合军工行业惯例； 

(3) 公司主要产品 IP 程控交换设备、车载式音视频设备的销售金额有所下

滑，主要系受军方采购部署计划、合同暂定价偏低等因素影响，不同年度向军方

客户销售产品的结构、金额有所波动；公司智能分组传输设备销售业绩具有可持

续性，不存在产品量产销售集中体现后未来短时间内销售大幅减少的情形； 

(4)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营业收入及经营业绩的波动性风险”的内容

进行补充，相关风险揭示充分； 

(5) 公司截至2023年3月1日的在手订单的签订/下达时间分布在2021年、

2022年，预计在 2023年、2024 年带来持续的收入贡献。 

 

二、关于研发费用 

根据首轮问询回复，报告期发行人研发费用均为产品承研阶段支出。公司

承研阶段存在小批量试制交付产品实现收入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发行人将研发

阶段的支出确认为研发费用，将生产阶段的支出确认为生产成本。产品研制后

最终实现批量生产。 

请发行人说明：（1）发行人新产品研发至批量生产的过程；报告期研发与

生产活动的区分标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报告期是否严格按照区

分标准归集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2）发行人承研阶段小批量交付产品实

现收入以及对应成本费用支出；相关业务活动中研发阶段和生产阶段的认定情

况，结合小批量交付产品的目的说明相关业务活动认定以及相关支出归集是否

准确。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函问题 8） 

(一) 发行人新产品研发至批量生产的过程；报告期研发与生产活动的区分

标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报告期是否严格按照区分标准归集研发

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 

1. 公司新产品研发至批量生产的过程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军工领域，产品的研制及定型严格遵循军方和总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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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品研制的相关制度和规定。 

一般而言，军品的型号研制过程主要包括方案设计阶段、原理样机阶段、工

程样机阶段、定型鉴定阶段和批量列装阶段。公司作为总体单位的设备配套厂商，

与总体单位分别负责关键核心设备和整个系统的型号研制任务。在总体单位牵头

下，公司在上述阶段中主要配合的工作内容如下表所示： 

武器装备阶段 工作内容 

方案设计阶段 
公司根据产品研发任务情况，充分沟通客户对产品研发的需求，参与技术可

行性论证，完成总体技术方案的设计 

原理样机阶段 

公司根据客户技术协议的输入要求进行原理样机的试制及功能测试，对原理

样机的试制和测试结果进行总结，完成初样评审。原理样机研制的主要目的

是按照研制要求、合同规定以及相应的标准规范进行产品的设计过程，主要

验证设计方案、新技术、新工艺的可行性和原理的完备性 

工程样机阶段 

在原理样机的基础上，根据方案阶段试验情况并结合专家意见完成工程化产

品详细设计，并通过设计评审；结合样机试验对产品进行优化改进，重点提

高产品技术成熟度、可靠性、环境适应性等，最终通过工程样机鉴定试验，

主要性能基本满足客户要求，并通过工程样机阶段评审 

定型鉴定阶段 
根据军方组织的评审会的评审意见对产品进行优化设计，完成定型鉴定试

验，产品性能全面满足用户要求，并完善生产条件，最终通过定型鉴定审查 

批量列装 
完成定型的产品，后续根据军队采购计划按照客户订购合同节点要求进行供

货 

鉴于部分装备的交付任务较重，军方提出了“边研制、边批产”的紧迫需求，

定型鉴定阶段与批量列装会同步进行，装备在工程样机研制完成及技术状态确定

后即可批量生产和交付，新产品研发到批量生产的研制周期有所缩短。与公司类

似的军工行业案例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相关案例情况 

富吉瑞 

（688272） 

军工产品从预先研制到批量生产的时间差异较大，周期较短的产品 1-2年可

以批量生产，周期长的产品研制周期可能超过 10 年。近几年，随着国防建

设力度不断加强，很多装备缩短了研制周期，部分装备提出了“边研制、边

批产”的紧迫需求 

铭普光磁 

（002902） 

子公司克莱微波主要为电子对抗、军用通信、雷达等整机系统中的微波收发

链路提供重要配套。第一大客户 A某微波组件项目中，克莱微波根据用户需

求边研制边批产，属于科研与生产深度交叉项目。2018 年，克莱微波完成了

项目研制，并按合同约定完成了首批批产交付，实现业务收入为 2,214.14

万元；2019 年，该项目随整机系统开展了一系列设计定型试验。该项目 201

9 年跟随整机系统完成了设计定型，2020 年进入定型后规模化生产阶段 

晶品特装 

（688084） 

鉴于部分装备的交付任务较重，军方提出了“边研制、边批产”的紧迫需求，

装备在工程样机研制完成后即可陆续交付，这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从研发到

量产交付的时间周期。报告期内，公司军品从研发到量产周期较短的为 2 年

左右，周期较长的为 3年左右 

北方长龙 

（301357） 

近几年，随着国防建设力度不断加强，很多装备缩短了研制周期，部分装备

提出了“边研制、边批产”的紧迫需求，因此可能出现研发到定型周期较短

仅 1 年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定型周期达十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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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研发与生产活动的区分标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 公司研发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区分标准如下： 

1) 如果项目为无需研发的项目，则直接交由生产部门进行生产活动，相关

支出计入产品的生产成本。 

2) 如果项目需要研发，研发部负责产品研发活动，包括方案论证、硬件设

计、软件设计、物料选型等，研发部门为该项目发生的支出确认为研发费用；如

涉及交付产品，则由生产人员按照研发部门的研发成果（包括产品工艺文件、产

品 BOM清单等）进行生产活动，生产部门发生的支出确认为生产成本。 

企业会计准则中无单独关于生产活动的相关规定，关于研发活动的具体规定

如下： 

规定 具体内容 

《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 — — 无 形 资 产

（2006 版）》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并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应当根据研究与开发的实际情况加以

判断，将研究开发项目区分为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第 6 号——无形

资产（2018）》 

本准则将研究开发项目区分为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企业应当根据研究与

开发的实际情况加以判断。 

（一）研究阶段 

研究阶段是探索性的，为进一步开发活动进行资料及相关方面的准备，已

进行的研究活动将来是否会转入开发、开发后是否会形成无形资产等均具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意在获取知识而进行的活动，研究成果或其他

知识的应用研究、评价和最终选择，材料、设备、产品、工序、系统或服

务替代品的研究，新的或经改进的材料、设备、产品、工序、系统或服务

的可能替代品的配制、设计、评价和最终选择等，均属于研究活动。 

（二）开发阶段 

相对于研究阶段而言，开发阶段应当是已完成研究阶段的工作，在很大程

度上具备了形成一项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基本条件。比如，生产前或使用前

的原型和模型的设计、建造和测试，不具有商业性生产经济规模的试生产

设施的设计、建造和运营等，均属于开发活动。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15 号》 

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

产品对外销售（以下统称试运行销售）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

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售

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试运行

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品在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

存货》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

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本解释所称“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前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包括测试固定资产可否正常运转时产出的样

品等情形。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军工通信领域，产品的研制及定型严格遵循军方和总体

单位关于军品研制的相关制度和规定。 

在方案设计阶段、原理样机阶段、工程样机阶段，公司主要进行研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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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需要向总体单位和军方验证产品的功能和性能，并根据总体单位和军方的意

见优化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 

在公司及其他配套厂商各自的工程样机研制完成后，总体单位根据需要可能

会向公司及其他配套厂商小批量采购产品，用于系统集成、验证、测试和演示等

目的。 

总体单位取得军方的批产订单后会同步向公司及其他配套厂商批量采购产

品。在批量列装阶段公司主要进行生产活动，并同步开展定型鉴定阶段相关工作。 

综上，公司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区分标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2) 公司研发与生产活动的区分标准符合行业惯例 

公司名称 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区分 研发与生产相关会计核算方法 

智明达 

（688636） 

① 研究设计阶段：该阶段的工作主要是

进行项目研发设计，具体工作包括软件

开发、硬件开发设计等，耗费的主要是

人工、领料、委外技术开发费用等 

② 生产阶段：该阶段的工作主要是生产

人员完成产品硬件的加工焊接和组装，

耗费的主要是原材料、生产部门人员薪

酬、制造费用等 

① 如果项目为无需研发的项目，则直接

交生产部门进行生产，相关支出计入产

品的生产成本 

② 如果项目需要研发，将研发部门为该

项目发生的支出确认为研发费用，如果

涉及交付产品，则将该项目在生产部门

发生的支出确认为生产成本 

天微电子

（688511） 

① 研发项目的新品或技术未成型前进

行的活动为研发活动，主要内容包括立

项评审、收集设计输入资料、输入评审、

项目策划、方案设计及评审、样机设计

及评审、固化设计输出、鉴定及评审等。

公司具体研发活动由工程技术中心人员

进行并完成，研发管理活动由科技管理

部进行 

② 生产活动：生产活动主要是按照生产

计划根据图纸、标准、工艺进行生产。

生产活动均由生产部门的生产人员进行 

公司严格区分生产活动与研发活动的核

算，对于生产领料、生产人员薪酬、制

造费用等均归集至生产成本科目核算；

对于研发人员薪酬、研发领用物料、差

旅费等费用归集至研发支出科目进行核

算 

富吉瑞

（688272） 

公司研发工作主要为新型产品的研制开

发，包括研发并改进产品图像增强、非

均匀性校正、预警处理、红外测温等关

键算法，公司不存在生产人员工时用于

支持研发的情形 

公司研发项目会有少量样机产生，对于

研发成功且具有销售意图或经济价值的

样机，产生时做产成品入库处理，结转

至库存商品，待到销售时结转主营业务

成本。根据样机销售收入确认主营业务

收入。研发失败的样机，在每年年底项

目结题时，直接计入研发费用 

东威科技 

（688700） 

①在 与客户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前，研发

部门进行的相关测试、验证活动，其本

质属于研发活动 

② 与客户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后，为了能

够成功实现销售，公司的后续生产系根

据客户需求即具体合同要求进行的定制

化生产，属于日常生产活动 

① 对于没有签订销售合同的样机，研发

过程中相关的成本费用均在研发支出中

进行核算 

② 对于签订销售合同形成销售的样机，

在公司与客户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后产生

的与合同相关的后续支出包括直接材

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按照正常生产

核算流程在存货中进行归集，不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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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区分 研发与生产相关会计核算方法 

研发支出。公司对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前

发生的研发支出不从“研发费用”科目

予以转出 

3. 报告期是否严格按照区分标准归集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 

公司研发部按照《项目管理制度》要求进行研发管理，研发项目流程主要包

括立项评审、硬件设计、软件设计、结构设计、测试试验等，由研发人员负责完

成主要研发工作。公司生产流程主要包括生产计划、外协加工、组装调试、验收

入库等，生产人员根据既定的生产流程和工艺完成产品生产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区分标准，归集研发费用和生

产经营费用。公司研发费用按照研发项目进行归集，核算范围包括研发设计过程

中的研发领料、设计试验费、折旧摊销、办公及租赁费以及研发人员的薪酬福利

费、差旅费等。研发费用与生产成本归集具体如下： 

(1) 物料领取 

公司生产领料和研发领料分别按照生产计划号和研发项目代码进行独立核

算。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号和研发项目代码，将研发项目领用材料计入研发费用，

将生产领用材料计入生产成本。公司对于研发领料和生产领料有具体区分，不存

在领料混同的情况。 

(2) 人工薪酬 

公司将研发部门人员薪酬计入研发费用，按照研发人员实际从事研发活动的

工时进行归集，并根据研发人员实际参与的研发项目进行分摊。公司生产部门人

员薪酬按月进行归集，并按当月生产产品的工时进行分配。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研发部负责产品的研发，制造中心负

责产品的具体生产，其他管理部门人员主要负责对公司整体运营管理。目前研发

人员归属于公司研发部门，专门从事研发活动，具体负责总体技术方案论证、软

件/硬件开发、样机研制和系统测试等工作，不参与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研发部门的研发人员不存在和生产人员混同、交叉兼任职务的情形。研

发人员薪酬与生产人员薪酬划分清晰。 

(3) 设计试验费 

设计试验费包括外协设计费、试验费，主要系新产品研制过程中所需的辅助

性功能模块、PCB设计、结构包装设计委托外协供应商提供服务，以及新产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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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研制和定型鉴定阶段进行的测试试验。此部分费用均为研发相关的费用，全部

计入研发费用。 

(4) 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主要是研发人员发生的差旅费、研发部门使用资产的折旧费、研发

部门办公及租赁费、生产部门的制造费用等。研发人员发生的差旅费、研发部门

使用资产的折旧费、研发部门办公及租赁费计入研发费用。公司根据企业成本核

算方法，将生产部门的制造费用计入生产成本。 

公司对各部门费用报销建立有完整的报销制度，以支出发生部门为基础，结

合支出的性质，明确了各项费用的核算范围，不存在差旅费应计入生产成本而计

入研发费用的情况。 

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具体使用部门计入相关科目，研发费用中折旧摊销费

为研发部门使用的固定资产所产生的折旧费用，不存在折旧摊销费应计入研发费

用而计入生产成本的情况。 

公司研发费用中归集的租赁费为研发部门使用办公场地的租赁费，依照租赁

合同相关信息以及各部门使用面积进行分摊，不存在办公及租赁费应计入研发费

用而计入生产成本的情况。 

综上，公司研发费用的归集和分摊方法，能够明确区分研发费用与生产成本，

研发费用归集准确。 

(二) 发行人承研阶段小批量交付产品实现收入以及对应成本费用支出；相

关业务活动中研发阶段和生产阶段的认定情况，结合小批量交付产品的目的说

明相关业务活动认定以及相关支出归集是否准确 

1. 公司承研阶段小批量交付产品实现收入以及对应成本费用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承研阶段小批量交付产品主要包括智能分组传输设备、车载

式音视频设备等，实现收入以及对应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284.35 221.02 586.22 

营业成本 163.60 109.44 408.72 

营业毛利 120.75 111.58 177.50 

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0.69% 0.62%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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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占各期营业毛利的比例 0.50% 0.57% 1.34% 

报告期内，公司承研阶段小批量交付产品实现收入金额分别为 586.22万元、

221.02万元和284.35万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57%、0.62%和0.69%，

占比较小；营业毛利分别为 177.50 万元、111.58 万元和 120.75 万元，占各期

营业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1.34%、0.57%和 0.50%，占比较小。 

2. 相关业务活动中研发阶段和生产阶段的认定情况，结合小批量交付产品

的目的说明相关业务活动认定以及相关支出归集是否准确 

(1) 相关业务活动中研发阶段和生产阶段的认定情况 

在公司工程样机研制完成后，根据总体单位需求，存在少量小批量产品生产

交付情形。公司在技术状态确定或取得客户订单前，主要活动包括在原理样机的

基础上进行工程样机的研制、测试、验证，确定技术状态及批量生产要求，相关

业务活动主要为研发活动；在技术状态确定并取得客户订单后，相关业务活动主

要为生产，将产生的与合同相关的后续支出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按照正常生产核算流程在存货中进行归集，不再计入研发支出，待实现销售时结

转销售成本。 

(2) 结合小批量交付产品的目的说明相关业务活动认定以及相关支出归集

是否准确 

报告期各期，客户小批量交付订单确认收入金额分别为 586.22 万元、221.02

万元和 284.35 万元。报告期内，在公司工程样机研制完成后，客户可能会下达

小批量交付订单，要求公司进行备料投产工作，明确产品交付数量、交付时间，

并约定技术标准以双方已确认的条件为准。因此，该小批量交付订单在下达时，

该版本产品的技术状态、技术指标要求、元器件 BOM清单、软件版本等已得到客

户确认，小批量交付产品的目的是以销售而非研究开发为主。生产过程要求按照

航天标准或国军标进行质量管控，包括物料筛选、电磁兼容试验、生产过程跟踪、

军检（如有）、验收等。 

以智能分组传输设备为例，小批量交付和批产交付合同主要条款情况如下： 

 

合同类型 生产质量要求条款 交付验收要求条款 

小批量交付合同 
1) 乙方应按照国军标和航天产品有关质量
要求进行产品的质量管控，在生产过程中要
接受甲方组织，有关军代室参加的供方监督

产品验收执行《型号产品验收管理要
求》，技术状态应符合产品规范，满
足甲方对产品的技术要求、任务书、



 

8-2-2-20 

合同类型 生产质量要求条款 交付验收要求条款 

检查、专项检查等质量监督； 
2) 乙方在生产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技术状
态，若发生工艺的技术状态更改，必须按有
关程序和规定办理审批； 
3) 批次开工生产前，由乙方负责组织进行
生产准备评审，甲方及军方有关军代室参
加，评审通过或方可进行生产。 

设计生产图纸、技术通知单、更改单
等相关技术文件的要求 

批产合同 

1) 乙方应按照国军标和航天产品有关质量
要求进行产品的质量管控，在生产过程中要
接受甲方组织，有关军代室参加的供方监督
检查、专项检查等质量监督； 
2) 乙方应按照甲方或型号规定的产品方案
审审查、工艺审查、定型鉴定评审、产品验
收评审、技术状态更改审查等质量控制节点
进行节点控制，并提前甲方参加评审、审查、
试验或确认定活动； 
3) 乙方在生产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技术状
态，若发生工艺的技术状态更改，必须按有
关程序和规定办理审批； 
4) 乙方在产品投产前，应对工艺文件的完
整性和正确性进行检查确认。 

产品验收执行《型号产品验收管理要
求》，技术状态应符合产品规范，满
足甲方对产品的技术要求、任务书、
设计生产图纸、技术通知单、更改单
等相关技术文件的要求 

如上表所示，小批量交付合同和批产合同在生产质量要求条款、交付验收要

求条款没有明显差异。因此，公司在小批量交付合同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后确认当

期收入，并结转成本，不冲减研发费用。 

综上所述，公司按照小批量交付产品的目的进行相关业务活动的认定，相关

支出归集准确。 

(三) 核查情况 

1. 核查程序 

(1) 访谈公司研发部门负责人，了解新产品研发至批量生产的主要过程，研

发项目流程以及主要研发活动，承研项目研发阶段和生产阶段的认定情况等； 

(2) 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区分标准，研发

费用和生产成本的归集情况，以及承研阶段小批量交付产品情况等； 

(3) 查阅公司研发项目管理制度等文件，了解公司承研阶段中研发活动、生

产活动的具体工作以及输出成果； 

(4) 查阅军工行业上市公司公开信息，了解军品研发生产流程，以及研发与

生产活动的区分标准； 

(5) 获取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成本明细表，分析承研阶段小批量交付产品实现

收入以及对应成本费用支出； 

(6) 查阅公司小批量交付产品订单要求、军检资料（如有），了解小批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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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产品目的； 

(7) 获取公司报告期内研发项目清单、研发费用明细表，抽取研发项目核查

其立项报告、领料单等，查看其材料归集是否准确；获取公司员工花名册、工资

表及研发工时统计表，验证研发人员薪酬归集的准确性；抽查公司报告期内其他

研发费用的相关记账凭证和原始凭据，核查其他费用归集的准确性。 

2. 核查结论 

(1)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与生产活动区分标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归集准确； 

(2) 公司按照小批量交付产品的目的进行相关业务活动的认定，研发阶段和

生产阶段的认定具备合理性，相关支出归集准确。 

 

三、关于其他 

首轮问询回复中存在以下未充分回复的情形：（1）发行人销售人员人均薪

酬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但人均差旅费较高，其中人日均餐饮费较高，发行人

未提供进一步说明；（2）未充分回复存货周转率显著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

（3）发行人提供 2020 年及 2021 年末的中介机构监盘数据及账实相符情况，未

就发行人报告期各期的存货盘点及账实相符情况进行回复；（4）发行人回复研

发人员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未就研发人员是否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充分回

复；（5）仅就逾期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进行回复，未充分回复整体应收账

款的期后回款情况。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结合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销售人员结构，

分析发行人销售人员人均薪酬占比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2）报告期餐

饮费支出的主要内容，报告期各期人日均餐饮费较高且远高于伙食费补贴的原

因及合理性；（3）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4）发行人的存货

盘点制度报告期是否有效执行；如是，请说明报告期各期末存货盘点及账实相

符情况，是否存在盘点中发现的毁损、废弃或闲置的存货情况；（5）报告期发

行人研发人员是否存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6）报告期各期应收账款的

期后回款，以及主要客户的销售回款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函问题 9） 

(一) 结合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销售人员结构，分析发行人销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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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薪酬占比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人员平均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 

项  目 所在地区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上海瀚讯 上海市  41.74 50.88 

东土科技 北京市  36.10 44.35 

科思科技 深圳市  23.39 21.69 

公司 深圳市 25.79  22.43 17.91 

注 1：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薪酬=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期初期末销售人员平

均人数 

注 2：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定期报告或招股说明书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人员的平均薪酬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上海瀚讯和东土科

技，但与同处深圳地区的科思科技水平类似，主要原因系：销售人员包括市场人

员和售后服务人员，一般市场人员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和奖金，售后服务人员主要

为基本工资，两类销售人员平均薪酬水平有较大差异。销售人员中市场人员和售

后服务人员结构差异，往往导致销售人员人均薪酬的较大差异。 

以公司为例，报告期内，销售人员中市场人员和售后服务人员的平均薪酬对

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市场人员 49.96 39.95 35.26 

售后服务人员 14.98 14.52 10.28 

由上表可知，公司市场人员和售后服务人员人均薪酬差异较大，销售人员中

市场人员和售后服务人员结构差异和变动，均会对销售人员人均薪酬产生较大影

响。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销售人员结构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业务模式 销售人员结构 

公司 

公司全部为军品业务，主要通过参与总体

单位型号研制项目，获得承研、承制资格，

取得产品订单 

2020 年末至 2022 年末，公司售后

服务人员数量分别为 16人、15 人

和 22 人，占销售人员的比例分别

为 72.73%、68.18%和 7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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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思科技 

(1) 对于新研制产品的销售，公司通过参与

总体单位组织的招投标、竞争性谈判或接

受委托研制任务等方式成为承研或承制单

位。(2) 对于公司已通过招投标、竞争性

谈判、委托研制等方式取得供应商资格并

可直接向客户销售的产品，公司直接与客

户签订销售合同 

根据科思科技问询回复披露，2018

年末、2019 年末，公司售后服务

人员数量分别为 21 人、28 人，占

销售人员的比例分别为 67.74%和

65.12% 

上海瀚讯 
主要产品为军用宽带移动通信类产品和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专网宽带移动通信产品 
未披露销售人员结构 

东土科技 

东土科技以民品业务为主，子公司飞讯数

码以防务通信为主，是公司同行业可比公

司。根据公告披露，2019 年度，飞讯数码

营业收入 16,085.11 万元，占当期东土科

技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9.71% 

东土科技主营业务除防务通信外，还包括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及网络服务等民品业

务，且民品业务收入占比较高。建立了由

国内销售部、海外销售部、市场部和客服

部组成的营销体系，国内销售部覆盖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未披露销售人员结构 

注：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定期报告或招股说明书等公开披露文件 

公司与科思科技销售人员结构类似，均以售后服务人员为主。其中：报告期

各期末，公司售后服务人员数量分别为 16人、15人和 22人，占比分别为 72.73%、

68.18%和 70.97%；2018年末、2019 年末，科思科技售后服务人员数量分别为 21

人和 28人，占比分别为 67.74%和 65.12%。因此，公司与科思科技销售人员人均

薪酬较低，与销售人员结构中售后服务人员占比较高有较大关系。 

东土科技、上海瀚讯的上市时间较早，未在公开披露文件中查询到两家公司

销售人员结构相关数据。基于东土科技、上海瀚讯的业务模式，两家公司销售人

员结构中市场人员需求量较大。其中：东土科技以民品业务为主，销售模式与公

司、科思科技差异较大，根据公开披露文件，其营销体系由国内销售部、海外销

售部、市场部和客服部组成，其中国内销售部包括 3个行业销售部、9个销售区

域和销售管理部，覆盖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上海瀚讯除军用宽带移

动通信类产品外，还包括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专网宽带移动通信设备等民用产品。 

此外，销售人员中市场人员的薪酬由基本工资和奖金构成，奖金则与营业收

入规模相关。报告期内，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收入规模在 5-10 亿元区

间），公司处于业务发展阶段，收入规模偏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销售人员的平

均薪酬水平。 

综上所述，公司销售人员人均薪酬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科思科技相近但低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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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科技和上海瀚讯，主要受销售人员结构因素影响，具有合理性。 

(二) 报告期餐饮费支出的主要内容，报告期各期人日均餐饮费较高且远高

于伙食费补贴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餐饮费支出金额分别为 63.50 万元、54.98 万元和 74.84 万元，

总体金额较小，主要系销售人员在出差当地的个人和团队餐饮支出。报告期内，

随着出差补贴标准的提高，人均餐饮费支出金额分别为 3.53 万元、2.44万元和

2.72万元，人均餐饮费支出在合理区间范围。 

报告期各期，公司人日均餐饮费支出分别为 176.39元、101.72 元和 113.72

元。根据公司餐饮报销管理相关规定，公司向销售人员发放伙食补贴，用于员工

出差地个人餐饮支出；对于团队集体外出就餐，在征得部门领导同意条件下，以

发票实报实销形式予以报销。 

报告期内，销售人员住宿酒店一般可提供餐饮服务，可能导致人日均餐饮费

和住宿费统计汇总时不准确。考虑该统计影响，公司人日均餐饮费和住宿费合计

分别为 444.20 元、347.54 元和 318.91 元，人日均餐饮费和住宿费支出在合理

区间范围。 

公司现有伙食费补贴标准自 2014 年 9 月制订并实施，金额标准较低。2020

年度，由于伙食费补贴金额较低，较难以覆盖日常餐饮支出，销售人员主要以团

队集体就餐和餐饮发票实报实销形式进行。2021 年度，随着公司出差补贴标准

的提高，如增加环境补偿津贴等综合津贴（100元/日或 300元/日），销售人员

团体聚餐情况有所减少，人日均餐饮费支出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餐饮费支出主要系销售人员在出差地的个人或团队

餐饮支出，人日均餐饮费高于伙食费补贴具有合理性。 

(三) 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上海瀚讯  1.31 1.32 

东土科技  2.04 1.97 

科思科技  0.56 0.70 

公司 0.61 0.69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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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注 2：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定期报告或招股说明书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0.83、0.69和 0.61，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科思科技相近，但低于上海瀚讯、东土科技，主要原因系业务模式差异所致。 

在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公司与科思科技类似，全部业务为军品业务，主要通

过型号研制项目取得产品订单。由于军工客户对产品质量要求较高，产品在元器

件筛选（航天标准要求）、组装调试、检验、测试和验收等环节耗时较长。以高

可靠电子元器件检测筛选为例，为满足航天标准要求，公司采购的电子元器件需

另行委托专业检测机构进行严格的测试筛选，由于电子元器件种类繁多、数量较

大，元器件筛选时长一般为 20-25 天左右。因此，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中原材

料、委托加工物资、在产品存货余额占比较高。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原材料、委托加工物资、在产品合计

余额及占比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上海瀚讯   10,800.89 46.06% 5,205.98 30.76% 

东土科技   13,884.84 47.87% 7,810.66 33.72% 

科思科技   20,995.17 67.05% 24,300.99 70.82% 

公司  9,983.67  39.82% 19,500.71 60.90% 10,865.69 71.93% 

注：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定期报告或招股说明书 

由上表可知，公司原材料、委托加工物资及在产品余额占各期末存货余额的

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科思科技类似，高于上海瀚讯、东土科技。 

此外，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公司整体规模相对较小，新产能投产主要集中在

下半年，同时公司综合考虑生产能力和在手订单情况适当备料生产，进而导致存

货周转速度低于同行业公司。2020 年 9 月，公司收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某单位

资源感知项目下达的备产通知，要求按照通知节点分阶段交付。2020 年度，公

司按照备产通知进行第一阶段产品备料并组织生产，导致当期末原材料账面金额

较大。2021 年度，公司进行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产品的备料和生产，第二阶段

已于 2021 年下半年陆续交付验收，当期末第三阶段尚处于产线组装调试和货物

陆续交付状态，导致当期末在产品、发出商品和库存商品账面金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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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末，公司原材料、委托加工物资及在产品余额占期末存货余额的比

例有所下降，主要系公司 2021 年末根据在手订单进行备料生产，2022年陆续完

工并完成交付验收，导致当期原材料采购规模、在产品生产规模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具有合理性。 

(四) 发行人的存货盘点制度报告期是否有效执行；如是，请说明报告期各

期末存货盘点及账实相符情况，是否存在盘点中发现的毁损、废弃或闲置的存

货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对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委托加工物资进行了盘

点。对于未实地盘点的发出商品，公司建立了发出商品相关管理制度，发货人员

需凭经审核确认且与销售订单或备产通知核对一致的发货通知单方可办理产品

出库发货，市场人员为发出商品的管理责任人，及时跟踪产品运输动态，并取得

客户货物签收回执，确保发出商品全流程管控有效。 

在公司业务部门对存货进行全面初盘基础上，财务部门组织业务部门进行存

货复盘，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1 号——存货监盘》，对公

司 2020年、2021年、2022年期末的存货盘点实施了监盘程序，并对针对报告期

各期末的发出商品、委托加工物资实施了函证程序。 

1. 公司存货盘点情况 

(1) 报告期各期末存货盘点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盘点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账面余额 盘点金额 比例 账面余额 盘点金额 比例 账面余额 盘点金额 比例 

原材料 7,411.46  7,411.46  100.00% 8,976.69 8,976.69 100.00% 6,642.23 6,642.23 100.00% 

库存商品 10,385.93  10,385.93  100.00% 5,269.82 5,269.82 100.00% 2,452.21 2,452.21 100.00% 

在产品  1,594.83   1,594.83  100.00% 9,144.83 9,144.83 100.00% 2,468.88 2,468.88 100.00% 

发出商品  4,701.13    7,247.99   1,787.40   

委托加工

物资 
 977.38   519.67  53.17% 1,379.19 1,042.47 75.59% 1,754.58 971.18 55.35% 

合计 25,070.74  19,911.89  79.42% 32,018.52 24,433.81 76.31% 15,105.31 12,534.50 82.98%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盘点金额分别为 12,534.50万元、24,433.8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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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9,911.89 万元，占各期末存货余额比例分别为 82.98%、76.31%和 79.42%，

占各期末扣除发出商品后存货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94.12%、98.64%和 97.75%。 

(2) 公司存货盘点差异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盘点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账面金额 20,369.60 24,770.53 13,317.91 

抽盘金额 19,911.89 24,433.81 12,534.50 

实盘金额 19,911.92 24,433.95 12,534.93 

盘点比例 97.75% 98.64% 94.12% 

盘盈金额  0.03  0.19 0.55 

盘亏金额 -0.00  -0.05 -0.12 

盘点差异绝对值 0.03 0.24 0.67 

差异绝对值占账面金额比例 0.00% 0.00% 0.01% 

注 1：该账面金额为扣除发出商品后的存货期末余额 

注 2：盘点差异绝对值系盘盈盘亏未进行正负抵消，取差异绝对值求和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盘点差异绝对值占比分别为 0.01%、0.00%和 0.00%，差

异金额较小，主要为供应商赠送的部分低值易耗的阻容类样品盘盈等原因，差异

金额较小，公司未做账务处理。 

 (3) 公司存货盘点过程中发现毁损、废弃或闲置的存货情况 

公司结合存货库龄情况，重点关注长库龄存货的毁损、废弃情况。盘点过程

中，公司未发现毁损、废弃或闲置的存货情况。对于库龄 2年以上、当期无领用

且短期内暂无明确生产领用计划的原材料以及库龄 2年以上、未实现销售且公司

预计无法实现销售的库存商品，公司已全额计提跌价准备，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原材料  486.61  219.99 156.80 

库存商品  291.15  77.20 17.54 

合  计  777.77  297.19 174.34 

2. 公司存货监盘情况及函证情况 

(1) 公司存货监盘情况 

我们对公司 2020年、2021 年、2022年期末的存货盘点实施了监盘程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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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2022/12/31 

账面余额 抽盘金额 抽盘比例 

原材料  7,411.46   3,812.02  51.43% 

库存商品  10,385.93   8,895.11  85.65% 

在产品  1,594.83   1,411.01  88.47% 

发出商品  4,701.13    

委托加工物资  977.38   519.67  53.17% 

合  计  25,070.74   14,637.80  58.39% 

（续上表） 

存货类别 
2021/12/31 

账面余额 抽盘金额 抽盘比例 

原材料 8,976.69 6,304.04 70.23% 

库存商品 5,269.82 4,446.38 84.37% 

在产品 9,144.83 8,364.21 91.46% 

发出商品 7,247.99   

委托加工物资 1,379.19 1,042.47 75.59% 

合  计 32,018.52 20,157.09 62.95% 

（续上表） 

存货类别 
2020/12/31 

账面余额 抽盘金额 抽盘比例 

原材料 6,642.23 5,161.29 77.70% 

库存商品 2,452.21 2,215.38 90.34% 

在产品 2,468.88 1,447.21 58.62% 

发出商品 1,787.40   

委托加工物资 1,754.58   

合  计 15,105.31 8,823.89 58.42% 

2020年末、2021年末、2022 年末，公司存货监盘差异金额较小，主要为低

价值原材料微小误差，系赠品盘盈等原因所致，故未进行审计调整。监盘差异情

况如下： 

 

项  目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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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数量

（个） 

差异金额

（万元） 

差异数量

（个） 

差异金额

（万元） 

差异数

量（个） 

差异金额

（万元） 

电容、电阻等

电子元器件 
12 0.03  34 0.05 180 0.55 

线缆和连接器   2 0.12   

其他类   1 0.00   

合  计 12 0.03 37 0.17 180 0.55 

我们监盘过程中，未发现存在毁损、废弃的存货情况，公司长库龄存货已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2) 存放于第三方存货的函证情况 

针对报告期各期末的发出商品、委托加工物资，我们实施了函证程序，核实

存货余额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经回函确认，公司发出商品、委托加工物资系真实

发生，数量与账面一致。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发出商品、委托加工物资函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会计期间 存货类别 期末余额 函证确认金额 函证确认比例 

2022 年末 
发出商品   4,701.13   3,216.74  68.42% 

委托加工物资  977.38   819.73  83.87% 

2021 年末 
发出商品 7,247.99 6,949.77 95.89% 

委托加工物资 1,379.19 1,336.26 96.89% 

2020 年末 
发出商品 1,787.40 1,730.06 96.79% 

委托加工物资 1,754.58 1,551.51 88.43%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存货盘点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账实相符情况较好，

盘点差异处理方法合理。除计提跌价准备的长库龄存货外，公司盘点未发现其他

毁损、废弃或闲置的存货情况。 

(五) 报告期发行人研发人员是否存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 

公司研发人员均隶属于研发部门，和其他部门人员划分标准明确。公司研发

人员结构完备，具备相关专业背景及行业工作经验，专门从事研发活动，具体负

责总体技术方案论证、软件/硬件开发、初样/正样样机研制和系统测试等工作，

不存在参与公司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 

公司研发人员负责的具体工作情况如下： 

 

序

号 
研发流程 主要人员 主要研发活动 主要研发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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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研发流程 主要人员 主要研发活动 主要研发产物 

1 
项目可行

性论证 

市场经理、研

发经理、技术

专家等 

公司组织市场部人员、技术人员，对项

目的商业价值和技术可行性进行分析，

决定项目是否开展 

项目立项报告

（初稿） 

2 项目立项 

公司、研发

部、采购部、

制造中心、财

务部 

公司通过可行性分析，认为项目可以开

展，向研发部下达研发任务，研发部门

经理组建项目组，安排研发计划 

项目立项报告 

3 
总体方案

设计 

项目经理、系

统工程师、硬

件工程师、软

件工程师 

公司根据客户产品需求完成项目整体

方案设计和具体需求规格说明等文件

的编写工作 

项目整体方案、

产品需求规格

说明、项目研制

规范 

4 方案评审 研发部 

对生成的项目方案进行技术评审工作，

通过专家组评审，保证方案的合理性和

质量 

评审和修改后

的项目方案 

5 

硬 件 设

计、软件

设计、结

构设计 

硬件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

结构工程师 

根据项目方案，进行器件选型、原理图

设计、软件代码编写、结构件设计图等 

软件任务书、软

件需求规格说

明、WBS 分解与

估算、器件清

单、原理图、产

品 BOM、软件代

码、3D 图等 

6 
硬件软件

联调 

硬件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 

硬件/软件工程师联合对研发出来的产

品硬件、配套软件进行联合调试，确保

硬件产品满足要求。 

同时软件工程师要在硬件上调试驱动

程序、应用程序、FPGA程序，确保满足

客户提出的软件要求 

调试后的硬件

和软件产品 

7 基础测试 测试工程师 完成单元/集成测试 
单元/集成测试

报告 

8 测试验证 测试工程师 

测试部的测试工程师对联调后的软/硬

件产品进行配置项测试和系统测试工

作 

配置项测试报

告、系统测试报

告 

9 环境试验 

硬件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

测试试验机

构（如需） 

对测试后的产品进行环境试验，包含高

低温、冲击振动、可靠性等，检验产品

是否满足客户提出的产品工作环境要

求 

环境试验报告 

10 
技术状态

确定 
研发部 

经过测试、验证的研发产品，满足客户

技术状态要求 

工艺文件、软件

代码、产品 BOM、

项目结项报告 

综上，公司研发人员划分标准明确，专门从事研发活动，不存在参与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的情形。 

(六) 报告期各期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以及主要客户的销售回款情况 

1. 报告期各期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 

截至 2023年 3月 15 日，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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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28,509.09   15,649.13 8,880.38 

期后回款金额 3,316.45 8,280.91 4,638.43 

期后回款比例 11.63% 52.92% 52.23% 

截至 2023年 3月 15日，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金额分别为

4,638.43万元、8,280.91万元和 3,316.45万元，期后回款比例分别为 52.23%、

52.92%、11.63%。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大型军工集团及其下属单位，客户信誉较

高，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较小。 

公司尚未回款的应收账款主要涉及总体单位航天科技 B3、B1 单位及中国电

科 A3、A2、A1 单位等，前述客户通常采用“背靠背”付款方式与配套厂商签署

合同，根据最终军方客户结算周期向公司结算。截至 2023年 3月 15日，在尚未

回款的应收账款中，存在“背靠背”结算条款的应收账款占比为 97.18%。 

2. 报告期各期的主要客户的销售回款情况 

(1) 2022年度主要客户销售回款情况 

截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 2022 年度主要客户确认收入金额及对应销售

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当期确认收入

（含税） 

以前年度回

款 
当期回款 期后回款 合计回款 

航天科技 B1单位 14,966.00 1,780.00 7,096.00  8,876.00 

航天科技 B3单位 13,428.50  8,739.00  8,739.00 

航天科工 C5单位 3,726.00  1,252.00 2,226.60 3,478.60 

中国电科 A4单位 3,149.88 331.50 1,120.99  1,452.49 

中国电科 A7单位 2,215.53  225.47  225.47 

中国电科 A1单位 1,998.59 23.82 717.61 485.11 1,226.54 

航天科工 C1单位 729.00 180.00 210.52  390.52 

合计 40,213.50 2,315.32 19,361.59 2,711.71 24,388.62 

主要客户收入合计占比 90.90%     

回款比例  5.76% 48.15% 6.74% 60.65% 

2022 年度，上述主要客户确认的含税收入金额合计 40,213.50 万元，占当

期营业收入（含税）的比例为 90.90%。截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上述主要客户

累计销售回款金额为 24,388.62 万元，回款比例为 60.65%。其中，中国电科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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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单位销售回款比例较低，主要前述客户通常采用“背靠背”付款方式，需要

根据最终军方客户结算周期向公司结算。 

(2) 2021年度主要客户销售回款情况 

截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 2021 年度主要客户确认收入金额及对应销售

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当期确认收

入 

以前年度回

款 
当期回款 期后回款 合计回款 

航天科技 B3单位 24,237.02 130.02 16,686.00 6,391.00 23,207.02 

中国电科 A1单位 4,173.28 1,573.60 844.23 1,102.42 3,520.25 

航天科技 B1单位 1,325.00  1,195.00 130.00 1,325.00 

航天科工 C4单位 935.20 142.56 418.56  561.12 

军方 E1 单位 731.58  731.58  731.58 

中国电科 A2单位 707.70   127.11 127.11 

军方 E2 单位 431.00  129.30  129.30 

合  计 32,540.78 1,846.18 20,004.67 7,750.53 29,601.38 

主要客户收入合计

占比 
91.08%     

回款比例  5.67% 61.48% 23.82% 90.97% 

注：以前年度回款系公司预收客户款项，下同 

2021 年度，上述主要客户确认收入金额合计 32,540.78 万元，占当期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91.08%。截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上述主要客户累计销售回款金

额为 29,601.38万元，回款比例为 90.97%，销售回款情况较好。 

(3) 2020年度主要客户销售回款情况 

截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 2020 年度主要客户确认收入金额及对应销售

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当期确认收入 以前年度回款 当期回款 期后回款 合计回款 

中国电科 A1单位 6,102.45 2,838.73 2,194.73 934.66  5,968.13 

航天科技 B1单位 3,728.00 150.00 3,543.00  3,693.00 

中国电科 A2单位 2,101.90  543.25 498.68  1,041.93 

中国电科 A3单位 1,946.00  235.20 14.20 249.40 

航天科工 C1单位 1,676.00  473.20 601.60  1,074.80 

中国电科 A4单位 1,473.32 112.90 304.19 777.19  1,1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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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当期确认收入 以前年度回款 当期回款 期后回款 合计回款 

军方 E3 单位 1,167.06  1,167.06  1,167.06 

军方 E4 单位 862.26  818.00  818.00 

航天科技 B2单位 720.00  550.00 170.00  720.00 

军方 E9 单位 488.41  488.41  488.41 

航天科技 B3单位 440.06 286.00 154.06  440.06 

合  计 20,705.45 3,387.63 10,471.10 2,996.33 16,855.07 

主要客户收入合

计占比 
90.80%     

回款比例  16.36% 50.57% 14.47% 81.40% 

2020 年度，上述主要客户确认收入金额合计 20,705.45 万元，占当期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90.80%。截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上述主要客户累计销售回款金

额为 16,855.07万元，回款比例为 81.40%。其中，中国电科 A2 单位、A3单位的

销售回款比例较低，主要系前述客户通常采用“背靠背”付款方式，需要根据最

终军方客户结算周期向公司结算。 

(七) 核查情况 

1. 核查程序 

(1) 获取公司员工花名册、工资表等，分析公司销售人员结构以及人均薪酬

变动情况，并查阅行业可比公司收入规模、业务模式、销售人员结构等，对比分

析公司销售人员人均薪酬合理性； 

(2) 查阅公司销售人员差旅费支出明细，了解销售人员餐饮费支出主要内容、

金额变动情况等，分析销售人员人日均餐饮费支出的合理性； 

(3) 查阅公司费用管理相关内控制度，访谈公司销售部门负责人、财务负责

人，了解公司餐饮报销管理相关规定，销售人员餐饮费支出的主要内容以及合理

性等； 

(4) 获取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货明细表，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招股说明书、

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分析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构成情况以及存货周转

率的差异原因； 

(5) 查阅公司存货盘点管理制度，获取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货盘点明细表，

并查看公司存货监盘明细表以及函证确认情况，核查公司存货盘点及账实相符情

况，分析是否存在毁损、废弃或闲置的存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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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访谈公司研发部门负责人，了解公司研发部门职责、研发人员认定标准、

研发项目流程与主要研发活动等，实地走访公司办公场所及生产车间，判断研发

人员是否存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 

(7) 获取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成本明细表以及应收账款明细表，统计主要客户

的销售回款金额以及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金额，并核对至相关支持性文件。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销售人员人均薪酬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科思科技相近但低于东土科

技和上海瀚讯，主要受销售人员结构因素影响，具有合理性； 

(2) 公司报告期内餐饮费支出主要系销售人员在出差地的个人或团队餐饮

支出，人日均餐饮费高于伙食费补贴具有合理性； 

(3)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周转率低于东土科技、上海瀚讯，与科思科技较为

接近，具有合理性； 

(4)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盘点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账实相符情况较好，盘点差

异处理方法合理，除计提跌价准备的长库龄存货外，未发现公司存在其他毁损、

废弃或闲置的存货情况； 

(5) 公司研发人员划分标准明确，专门从事研发活动，不存在参与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的情形； 

(6) 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大型军工集团及其下属单位，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

销售回款情况较好，未回款金额主要受“背靠背”结算条款的影响。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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