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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万达信息”）于 2021 年 2 月 1

日收到贵部发出的“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54 号”《关于对万达信息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就关注函相关事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

核实，现特予以回复说明如下： 

1.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19.28 亿元，合同资产余

额为 5.08 亿元。你公司 2019 年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7.84 亿元，其中对开发成本

计提跌价准备 7.72 亿元。2020 年半年报显示，你公司上半年对开发成本计提跌

价准备 1,060.06 万元，转回 5,837.36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情况： 

（1）本次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涉及的项目情况、形成时间、减值金额、可变

现净值及其确认依据、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说明 2020 年前三季度及以前

年度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2）结合存货确认的具体依据，说明前期存货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有关规定，存货账面余额较高且连续两年对存货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 

逐项回复如下： 

（1）本次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涉及的项目情况、形成时间、减值金额、可变

现净值及其确认依据、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说明 2020 年前三季度及以前

年度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本次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涉及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明细所属

板块 

期末存货账面

净额（A） 

可变现净值 计提跌价准备的金额 

（E）=（A）－（D） 预计收入（B） 预计发生成本

（C） 

可变现净值 

（D）=（B）－（C） 

平安城市 785.93 477.08 81.16 395.92 390.01 

民生保障 6,073.22 2,735.84 1,345.86 1,389.98 4,683.24 

智慧城市 3,988.35 3,164.47 929.81 2,234.66 1,753.69 

医疗健康 20,128.68 13,740.65 5,855.89 7,884.76 12,243.92 

政务管理 23,449.68 11,544.95 6,249.59 5,295.36 18,154.32 

小计 54,425.86 31,662.97 14,462.31 17,200.68 37,2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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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因开发成本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项目数量较多，故以项目所属板块进行列示。 

2、公司列示的以上项目涉及众多合同，绝大多数项目合同签订时间集中在2016-2019年。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减值迹象进行判断，如果出现减值迹象，那么根

据减值测试结果计提减值准备。 

2020年以来，董事会和高管层直面公司的困难和挑战，遵循“开源、节流、

止血、降杠杆、化风险”的基本管理思路, 主动沟通重要客户，打消客户顾虑和

疑虑，稳定公司业务发展。前三季度公司强化内部管理，狠抓工程质量，各项业

务有序推进，各业务板块的工程验收工作正常开展。基于当时所能获得的相关信

息，公司存货在前三季度尚未发现有明显的减值迹象。 

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继续贯彻基本管理思路，有力部署和推进“百日冲刺”

专项管理工作，持续和加强推进项目管理，对各业务群所属的所有在建项目进行

集中相关验收和梳理工作。在实际执行中，各业务群分管项目经理，对负责实施

的所有在建存量项目进行统一的清理和评估。通过清理和评估发现，合同签订时

间较长但尚未竣工验收的项目，受到疫情及客户需求变化的影响，后续投入还需

要持续加大。为满足长期客户的需求，保证项目的技术优势和质量水平，特别是

需求改动的情况下，加大验收环节的测试力度，在此过程中增加了工程量，增加

了相关投入。 

2020年末，根据这次专项清理工作，并充分估计疫情发展及防控不确定性可

能带来的持续影响，对存货减值迹象进行了初步判断。根据存货项目的成本与其

可变现净值进行比较，在四季度对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存货计提了存货

跌价准备。   

 

（2）结合存货确认的具体依据，说明前期存货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有关规定，存货账面余额较高且连续两年对存货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 

1、存货确认的具体依据 

公司核算的存货包括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

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具体分类

为：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库存商品、开发成本、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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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等。 

公司存货具体核算方法为原材料入账价格以购入的材料或商品发票账单上

列明的价款计入，但不包括按规定可以抵扣的增值税额；开发过程中发生的人工

费用按直接从事开发人员的职工薪酬计入；开发过程中发生的间接费用根据费用

性质，按实际发生或分摊归集后的金额计入。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存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一）

与该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存货确认的核算方法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在各期一贯执行。 

2、计提存货减值的原因 

2019年公司受诸多非常规因素影响，包括（1）受原第一大股东上海万豪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豪投资”）资金违规占用影响，部分项目采购及与客

户结算周期拉长，结算投入超出预算；（2）因信息技术迭代较快，客户需求变

更明显增多，但当期公司受原大股东资金违规占用影响，管理有所缺位，项目管

理响应不足，投入成本超出预期；（3）公司自新管理层入驻后，逐步尝试项目

产品化转型，投入有所增加，但当期转型成效未能达到预期收益；（4）公司受

万豪投资占款影响，经营管理动荡，人员流动加大，致使项目人工成本增加，项

目人均产能下降。上述原因导致公司存货余额增加，并产生减值。2019年期末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7.84元。 

2020年公司新签合同额39亿，同比增幅40%，各项业务有序进行。但因准则

调整按时点法确认收入，同时要求加大验收力度，当年收入占比中以前年度的合

同较多，其中2019年以前遗留尚未执行完毕的合同，后期的投入持续增加。特别

是在关键的验收环节，为了提升交付质量，对于较长时间尚未完工的项目，加大

了检测程序，增加了工程量，增加了投入，导致有部分存货出现减值。此外受新

冠疫情反复影响，工程设备交付延迟、工期延长以及部分客户需求发生较大变化，

造成项目投入超出预期。部分高科技的通讯设备或成套设备，受到国际形势的影

响，供应速度上有所延缓，供应价格有所上升。2020年，因以上多种原因，致使

公司存货余额增加，产生减值。2020年期末计提存货跌价约3.7亿。 

综上，公司连续两年计提较大金额的存货跌价准备，主要系受到原大股东非

经营性占用资金及其导致的项目管理有所缺位等非常规因素，以及叠加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等不可抗力和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等的综合影响所造成，符合企业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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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2.公告显示，你公司 2020 年管理费用约 4.9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约 44%，

主要系公司投入了多个无偿及先行实施的抗疫项目、咨询费及战略投入增加、

加强内控管理调整组织架构相关费用增加、员工疫情保险、新迁办公场地等相

关费用增长导致。2020 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管理费用为 2.47 亿元，根据该

数据测算，第四季度管理费用约为 2.43 亿元，占全年管理费用的比例约为 50%。

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管理费用各类明细的增长原因，抗疫项目及疫情相关投入

的主要发生时段，并结合前述情况具体说明第四季度管理费用金额较大、占比

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如下： 

1、2020 年管理费用相比 2019 年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增加额 

工资薪酬 22,705 20,054 2,651 

折旧与摊销 
4,488 4,036 452 

办公费及其他 
7,597 2,538 5,059 

先行实施项目费用 
14,248 7,679 6,570 

合计 49,038 34,306 14,732 

 

主要原因如下： 

（1）工资薪酬增加约 2,651 万元，增长比例为 13%，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公

司管理层频繁调整，原第一大股东资金占用，现金流阶段性紧张等因素综合影响，

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员工士气低落。2019 年 10 月新管理团队入驻公司后，

为了稳定员工，激发员工斗志，启动了鲲鹏计划，对人才从薪酬、培训和职业晋

升等方面做出长远的规划，对核心员工、管理骨干等分阶段从 2019 年 11 月开始

根据市场同类技术薪酬情况进行调整，由此导致工资薪酬增长。 

（2）折旧与摊销费用增加 452 万元，为固定资产新增所致。 

（3）办公费及其它增长 5,059 万元，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新增战略咨询

费用，聘请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德勤及毕马威，明确战略发展方向，重塑

营销体系，强化流程改革，发生咨询费用约 2,600 万元；二是疫情期间，公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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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员工疫情保险及员工福利方面的支出约 1,000 万元；三是增加战略策略、技术

交流等方面的投入以提升公司品牌价值支出，费用发生约 600 万元；四是缓解办

公空间不足、适当改善办公环境，新增搬迁办公费用约 700 万元。 

（4）先行实施项目发生 1.4 亿元，主要是先行无偿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转时间 主要功能 

1 “市民云抗疫防控服务专版”APP全国版 2020 年 1 月-12 月 专版 APP 

2 湖北省公共卫生应急先行项目 2020 年 1 月-8 月 疫情监控 

3 “随申办市民云”口罩预约购买服务 2020 年 1 月-12 月 预约口罩 

4 “随申码·健康码” 2020 年 1 月-12 月 显示健康码 

5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登记及观察信息平台 2020 年 4 月-12 月 疫情分析 

  其它 20 个项目 2020 年 4 月-12 月 疫情监控 

 

其中： 

1）“市民云抗疫防控服务专版”APP 全国版 ： 

新冠疫情出现后，公司市民云团队、科技中心和大数据中心迅速组建抗疫情

应急小组，经过连日奋战，推出“市民云抗疫防控服务专版”APP 以及首批 9

项市民云抗疫情相关服务。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市民云抗疫情相关服务”已在

全国 32 个地方（全国版）市民云抗疫防控专版 APP 免费发布，覆盖上海、北京、

海南、四川、广西、湖南、江苏、辽宁、河北、陕西、宁夏、山东、河南、新疆、

湖北、贵州等 20 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为 41 个大中城市、2.4 亿人提供抗

疫情服务，共投入约 1,050 个人月。 

2）湖北省公共卫生应急先行项目： 

自 2020 年 1 月 19 日起，公司与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客户并肩作战，春节无

休，默默驻场一线，以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为基础支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疫

情发生发展过程复杂多变，武汉市各相关单位对数据需要的实时性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武汉市平台与医院之间的实时数据通路，对武汉市 61 家指定医疗机构疫

情准确上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襄阳，以平台为基础的疫情直报 APP，用

于监测点、医院、社区服务中心等一线工作人员手机端填报信息，实现了襄阳市

定点医院、社区（居委会、村）和 15 个出入境检测点对发热疑似患者的统一上

报和管理。湖北省公共卫生应急先行项目共投入约 305 个人月。 

2020 年一季度疫情突发，面对复杂严峻的环境，公司作为处于防疫第一线

的企业，主动响应号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不计成本地投入了多个抗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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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四季度，随着全球疫情二次反弹，加剧了疫情的不确定性。2020 年末公

司对抗疫项目投入进行梳理，部分项目支出尚未获得合同签订或一定金额的补偿。

同时经过综合评估，先行项目获得补偿，产生经济利益流入的可能性比较小，基

于谨慎性原则，将抗疫项目的本期实际支出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 

 

3.公告显示，你公司 2020 年研发费用约为 6.5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约 77%，

2020 年公司研发投入重心转向战略板块蛮牛健康的研发及产品化等其他前瞻性

的研发。2020 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为 2.98 亿元，根据该数据测算，

第四季度研发费用约为 3.52 亿元，占全年管理费用的比例约为 54%。请你公司

补充披露以下情况： 

（1）蛮牛健康项目情况、立项时间、报告期内研发投入金额、研发所处阶

段，并充分提示产品研发的不确定性风险； 

（2）第四季度研发费用金额较大、占比较高的具体原因。 

逐项回复如下： 

（1）蛮牛健康项目情况、立项时间、报告期内研发投入金额、研发所处阶

段，并充分提示产品研发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新布局的战略板块——蛮牛健康，致力于成为有温度的家庭健康陪伴者，

以数据守护健康，以服务促进健康，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

健康数据进行检测、分析、评估，实现健康科技与金融保险的深度融合，赋能保

险业务发展，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蛮牛健康项目 1.0 版，包含蛮牛健康 APP 和蛮牛伙伴 APP，从 2020 年 1 月

开始立项，2020 年 10 月正式上线，后续投入开发蛮牛健康 2.0 版。报告期内研

发投入金额约 9,000 万。 

以上蛮牛健康项目产品研发存在技术本身不完善或新技术替代出现的风险，

蛮牛健康的研发在技术和成本投入上尚存在不确定性。 

 

（2）第四季度研发费用金额较大、占比较高的具体原因。 

1）第四季度新增蛮牛健康研发费用约 9,000 万元。蛮牛健康项目于 2020 年

开展研发活动，为了实现当年研发、当年上线，前期部分工作通过万达信息的科

研技术人员进行项目立项，协助研发蛮牛健康项目，并按实际工作量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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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蛮牛健康 1.0版正式上线，考虑到互联网行业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

公司在完成 1.0 版本上线后，持续更新投入 2.0 版本，3.0 版本也在酝酿中。基于

互联网平台的不断升级技术特性及谨慎性的考虑，项目发生的费用全部转入研发

费用。 

为了缩短软件的交付周期，降低研发和维护成本，提高项目效益，公司在

2020 年开始逐步从定制化开发向产品化方向转变，强力推动产品化项目立项。

本报告期，各个业务中心自主建立了多个研发项目。公司在第四季度对年度产品

化项目进行成果测评，涉及到三十多个研发项目，因相关项目尚处于前期研究阶

段，将所发生的费用计入研发费用，共计 1.42 亿。 

以上两项，是导致第四季度研发费用金额较大、占比较高的具体原因。 

 

4．请自查并补充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

东近 1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核查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情形。 

回复如下：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均

出具了承诺函或情况说明，承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 日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也不存在内幕交易情形。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出具的前述书面文

件，并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 日，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也不存在内

幕交易情形。 

 

5．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如下：公司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回复。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