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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部分反馈意见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3]第 ZG119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3】 0523 号，以下简称 “监管工作函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年审会计师 ”）对监管

工作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核查，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形

成我们的相关判断。公司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会计资料。

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问题二：关于信用减值损失。年报显示，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14.81

亿元，较 2021 年底的 17.59 亿元有所减少。公司本年就其他应收款计提信用减

值损失 1.59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在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减少的情况下，计提

大额信用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并列示计算过程。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政策 

根据现行会计政策，公司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方法计提其他应收款信用损失。

公司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

信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

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采用单项信用评价与信用组合两种类型测算预期信用损失。对信用风险

显著不同的金融资产单项评价信用风险，如：应收关联方款项；与对方存在争议

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

务的应收款项等。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外，公司基于共同风险特征

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不同的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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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情况 

公司 2022 年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14.81 亿元，相较于 2021 年（17.59 亿元）

减少 2.78 亿元，坏账准备余额 6.00 亿元，相较于 2021 年（6.29 亿元）减少 0.29

亿元。账面余额与坏账准备变动幅度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为分类为按信用组合测算

其他应收款影响所致。 

公司依据项目类型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信用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具体为：1.应收关联方款项；2.应收中国重工范围内关联方款项（合

并报表已全额抵消）；3.应收政府机构及事业单位款项；4.未逾期押金及保证金；

5.备用金及职工借款；6.其他。组合 1 至组合 5 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显著较低，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低。组合 6“其他”

计提的坏账准备主要以债权账龄为减值损失测算基础。与 2021 年度相比，公司

2022 年度按信用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及使用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未发

生变化。2022 年度，组合 1 至组合 5 及短账龄债权同比回款较多，相应其他应

收款账面余额下降较快。因组合 1 至组合 5 及短账龄应收款信用风险相对较低，

计提的坏账准备比例及金额较小，对坏账准备绝对数额影响不大，坏账准备余额

减少幅度低于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下降幅度。具体计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类别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85,371.80 12,819.42 15.02% 106,218.84 13,926.41 13.11% 

其中：1.应收关联方款

项 
20,510.80 4.97 0.02% 28,563.95 8.61 0.03% 

3.应收政府机构及事业

单位款项 
3,523.39   5,469.05   

4.未逾期押金及保证金 5,011.93   3,014.04   

5.备用金及职工借款 4,795.64 0.10 0.01% 5,426.99 0.62 0.01% 

6.其他（主要以债权账

龄为测算基础） 
51,530.04 12,814.35 24.87% 63,744.81 13,917.18 21.83% 

（1）1 年以内（含 1

年） 
22,953.63 35.97 0.16% 30,594.12 143.03 0.47% 

（2）1 至 2 年 15,092.05 1,507.12 9.99% 10,846.00 1,075.50 9.92% 



3 

类别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3）2 至 3 年 1,379.06 411.88 29.87% 11,849.24 3,507.68 29.60% 

（4）3 至 5 年 5,875.70 4,629.78 78.80% 6,322.43 5,057.95 80.00% 

（5）5 年以上 6,229.60 6,229.60 100.00% 4,133.02 4,133.02 100.00% 

 

其他应收款 2022 年度信用减值损失 1.57 亿元，2021 年信用减值损失 0.09

亿元。2021 年度按组合计提的长账龄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减少，坏账准备转

回 0.57 亿元。一般而言，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金额仅与对应的其他应收款单

项评估结果相关，与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总额变动无直接联系。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22 年 

账面余额 
当期计提 当期收回或转回 当期核销坏账准备等 

金额 坏账准备 

按单项计

提 
62,720.72 47,181.01 16,188.69 127.89 -17,840.39 

按组合计

提 
85,371.80 12,819.42 -323.09 0.00 -783.9 

合计 148,092.52 60,000.43 15,865.60 127.89 -18,624.29 

 

类别 

2021 年 

账面余额 
当期计提 当期收回或转回 当期核销坏账准备等 

金额 坏账准备 

按单项计

提 
69,662.85 48,960.60 15,993.21 9,354.91 -70,784.12 

按组合计

提 
106,218.84 13,926.41 -5,713.81 0.00 -94.48 

合计 175,881.69 62,887.01 10,279.40 9,354.91 -70,878.60 

备注：信用减值损失=当期计提金额-当期收回或转回金额。 

 

（三）计提大额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原因 

2022 年单项大额计提主要为子公司中船重工中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南装备”）对原控股子公司宜昌中南精密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密

钢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59 亿元。2022 年一季度，精密钢管少数股东对其实



4 

施增资扩股，中南装备作为其控股股东放弃同比例增资，增资扩股实施完毕后少

数股东取得精密钢管控制权，中南装备不再将精密钢管纳入合并范围。 

2022 年末，中南装备对精密钢管的该类债权账面余额为 1.59 亿元。考虑到：

（1）2022 年末，精密钢管资产总额 2.5 亿元，资产可变现价值扣除有担保债务、

职工债务后，已无额外资产偿还中南装备对其无担保的普通债权；（2）中南装

备与精密钢管前期达成债务清偿协议，约定每年偿还 3000 万元，每月 250 万元，

五年还清。协议执行过程中，精密钢管仅在 2022 年 3-4 月还款 500 万元后未再

还款，经多次催讨仍未足额偿还欠款。综上，中南装备对该笔债权进行了单项减

值测试，依据谨慎性原则全额计提减值 1.59 亿元。 

综上，公司 2022 年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虽然减少，但由于对精密钢管按单

项计提了大额减值，导致期末减值准备金额增加。公司 2022 年度信用减值损失

的计提符合相关金融资产预计损失的客观情况与合理估计，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年审会计师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评估和测试管理层与应收款项可回收性评估相关的内部控制； 

2.检查管理层对于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的计算； 

3.选取样本对应收款项余额进行函证； 

4.对于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复核管理层对

划分的组合以及基于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并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等对不同组合估计的预期信用损失率的合理性，包括对迁徙率、历史损失率的

重新计算，参考历史审计经验及前瞻性信息，对预期损失率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并选取样本测试应收款项的组合分类和账龄划分的准确性； 

5.选取样本检查期后回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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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关于其他应收款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回复说明

与我们在执行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一致。公司对其他

应收款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三：关于期间费用。年报显示，公司 2022 年度管理费用为 40.71 亿元，

同比增长 19.31%；研发费用 14.32 亿元，同比增长 26%。上述两项期间费用均

较往年有明显增长，其中职工薪酬是主要增长项。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 24.16 亿

元，同比增长31.05%，但公司财务人员和行政人员人数较2021年底减少8.02%；

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 6.18 亿元，同比增长 48.97%，但公司研发人员人数较 2021

年底仅增长 1.59%。请公司结合上述情况，补充披露本年度管理费用、研发费用

大幅增长的原因，并解释职工薪酬增幅与职工人数变动存在较大不一致的原因。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 24.16 亿元，同比增长 31.05%，但公司财务人

员和行政人员人数较 2021 年底减少 8.02%。本年度管理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

职工薪酬增幅与职工人数变动存在较大不一致的原因。 

1.管理费用变动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管理费用为 40.71 亿元，较 2021 年（34.12 亿元）增加 6.59

亿元，同比增长 19.31%，主要系职工薪酬、修理费增加，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职工薪酬 241,573.47 184,343.31 57,230.16 31.05% 

修理费 32,630.42 27,786.13 4,844.29 17.43% 

2.职工薪酬主要变动原因 

公司 2022 年度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 24.16 亿元，同比增加 5.72 亿元，增幅

31.05%，主要原因为： 

（1）根据公司会计核算政策，计入管理费用-职工薪酬中的人员除财务人员、

行政人员外，还包括分流人员、内退人员，生产部门短期闲置人员等。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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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行政人员人数虽较 2021 年底减少 8.02%，但计入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的人

员总额增长幅度超过 10%。如下属主要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武

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内退人员、暂时闲置人员等共计 2,757 人，较

2021 年同比增加 46.65%，对应增加职工薪酬 1.05 亿元； 

（2）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的职工工资总额同比增长

9.92%，计入管理费用的工资及绩效奖金相应增加；结合 2022 年度属地职工社会

平均工资的提高，以工资总额为基数计算的“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险缴纳标准同步

提升，相应地支出也同步增长； 

（3）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成本工程”“三项制度改革”等专项工作的统一部

署，公司进一步加大了提质增效工作推进力度。因产业结构调整、业务转型升级

的需要，公司对部分子公司开展人员优化，通过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方式进行人

员分流，实现减员增效，分流人员总计 1,372 人，支付辞退福利等补偿金同比增

加 2.61 亿元，全额计入 2022 年度管理费用； 

（4）公司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新设成立了中船

（天津）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并于 2021 年 11 月开始生产运营。2022 年底，职

工薪酬同比增加 0.50 亿元。主要原因为 2022 年度全年发放薪酬费用，2021 年度

仅发放了 2 个月的职工薪酬。 

3.修理费主要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中修理费同比增长 17.43%，主要为 2022 年度根据设备维

修保养计划开展的修理项目增加较多所致。部分子公司 2022 年设备修理项目为

59 个，总金额 0.44 亿元，2021 年修理项目为 21 个总金额 0.17 亿元，2022 年总

金额同比增加 0.27 亿元。 

（二）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 6.18 亿元，同比增长 48.97%，但公司研发人员

人数较 2021 年底仅增长 1.59%。本年度研发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职工薪酬增

幅与职工人数变动存在较大不一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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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发费用变动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研发费用为 14.32 亿元，较 2021 年增加 2.93 亿元，同比增长

25.68%，主要系职工薪酬、材料费用增加所致，其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职工薪酬 61,837.95 41,511.42 20,326.53 48.97% 

材料费用 57,944.42 43,772.84 14,171.58 32.38% 

 

2.职工薪酬主要变动原因 

报告期公司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 6.18 亿元，同比增加 2.03 亿元，增幅 48.97%，

主要原因为： 

（1）根据公司会计核算政策，计入研发费用-职工薪酬中的人员除技术人员

外，还包含部分外协外包人员等。其中，2022 年度外协外包费用 1.12 亿元，较

2021 年增加 0.74 亿元，同比增长 197.43%。主要原因为 2022 年专项研发项目增

加较多，因部分试验有人员资质要求，且部分专业设备需采用特殊工艺方法加工，

外协外包工作量增幅较大，相应外协外包费增幅较大； 

（2）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科研项目

攻关，持续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类成果奖 43 项，申请专利

1,299 项，同比增长 16.2%，其中发明专利 744 项，同比增长 24.8%。公司给予研

发人员相应的效益工资及成果奖励同比增幅较大，计入研发费用的工资及绩效奖

金相应增加；结合 2022 年度属地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提高，以工资总额为基数

计算的“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险缴纳标准同步提升，相应地支出也同步增长；  

（3）2022 年度，公司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其合并范

围内下属大连船舶重工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船设计院”）。吸

收合并前，大船设计院作为独立的专业设计法人公司，以取得委托研发费为收入，

相关科研成本账面列示为营业成本。吸收合并后，大船设计院作为大连船舶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的研发设计职能部门，其研发人员相关科研成本列示为研发费用。

因核算及列报口径的调整使得研发费用科目下的职工薪酬在合并层同比增加

0.4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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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 年底，公司研发人员 6,852 人，较 2021 年底 6,745 人增加 107 人，

同比增加 1.59%。2022 年研发人员人均薪酬约为 26 万元/人，人员增加因素导致

的薪酬增加 0.14 亿元。 

 

3.材料费用主要变动原因 

公司报告期内研发费用中材料费用发生额为 5.79 亿元，同比增加 32.38%，

主要原因系公司工程试制类研发项目同比增加，投入科研试验试制材料相对应增

加。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年审会计师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评估和测试管理层与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相关的内部控制； 

2.获得公司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构成明细表，比较分析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和

研发费用的波动情况，对变动异常的明细项查明原因； 

3.检查报告期内公司的员工花名册及工资汇总表，了解公司报告期内各期计

入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核算的部门构成及人员数量、薪酬变动情况，计算人均工

资薪酬，查明薪酬变动的原因； 

4.对大额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进行抽凭查验，检查其原始凭证是否齐全、分

摊过程是否准确，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5.获取企业立项报告等项目流程资料，对研发项目的预算金额、项目进度等

进行核查； 

6.对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进行截止测试，检查了截止日前后一个月的大额凭

证是否存在费用跨期的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复核，我们认为公司的回复与我们对公司财务报表执行审计工作中取得的

审计证据以及从管理层了解或获取的信息基本一致。公司对期间费用的处理在所

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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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关于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的金额。年报显示，公司现金流量表补充

资料中，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83.12 亿元。但公司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

项融资、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其他流动资产等经营性应收项目的

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仅增加 61.5 亿元左右。请公司解释上述金额存在差异的原

因。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经核查，上述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公司 2022 年度对个别列报科目的填报口

径认定有疏漏。公司拟对《2022 年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

务报表项目注释”之“79、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之（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个别

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元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更正前 更正后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其中：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200,914,316.03 -731,812,040.4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8,312,323,322.90 -6,196,511,220.3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2,954,881,544.23 2,771,795,798.16 

上述更正为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内部项目之间分类的调整，不影响经营性活

动现金流量净额。本次对现金流量表辅助信息的更正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实质性影响。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年审会计师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获得公司现金流量补充资料编制底稿，检查其计算方法及计算结果； 

2.复核财务报表中对于现金流补充资料的披露以及公司上述更正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