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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华强电子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2〕3-389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转来的《关于深圳华强电子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

核函〔2022〕011107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审核问询函所

提及的深圳华强电子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电子网集团公司或公司）

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关于第三方回款 

关于第三方回款。根据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 

报告期内，发行人第三方支付渠道收款金额分别为 7,767.83万元、8,039.45

万元、10,544.32 万元、5,799.35 万元。该部分回款无法验证该类付款是否属

于第三方回款，发行人未将其统计为第三方回款。 

请发行人结合业务类型及模式差异等因素，说明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远高

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未将其统计为第三方回款是否符合行业特

征及《审核问答》等相关规则要求。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针对第三方支付渠道收款真

实性、必要性和商业合理性的核查程序、核查比例和核查结论。（意见落实函

问题 4） 

(一) 请发行人结合业务类型及模式差异等因素，说明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

远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未将其统计为第三方回款是否符合行

业特征及《审核问答》等相关规则要求 

1. 请公司结合业务类型及模式差异等因素，说明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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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 

经查询同行业公司公开资料，同行业公司上海钢联、国联股份、焦点科技、

生意宝等未披露其是否存在第三方渠道收款情况，故下表仅分析公司与可比公司

云汉芯城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收款金额，下同）

的差异情况，具体如下： 

报告期各期，公司与可比公司云汉芯城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云汉芯城 13,501.12  26,878.06  16,333.77  9,487.76  

公司 5,799.35 10,544.32 8,039.45 7,767.83 

注：云汉芯城数据来源于 2022年 9月 28日披露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由于

云汉芯城仅披露了第三方支付渠道的对应收入，此处披露云汉芯城的第三方渠道

收款金额为第三方支付渠道的对应收入*（1+13%增值税率）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各期，云汉芯城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均高于公司，主要

系双方的业务类型存在差异所致。公司第三方渠道收款主要是华强电子网平台为

用户提供会员服务、数据推广服务、营销广告服务等，用户通过第三方渠道充值

形成。为顺应用户线上支付以及公司线上平台业务的需求，公司存在线上第三方

支付的功能，主要包括微信和支付宝，具体充值流程为：用户登录华强电子网平

台的“账户管理”模块进行充值操作，发起充值请求，平台会生成对应的用户收

款码，用户缴费成功后，微信或支付宝平台会将款项划入平台的用户账户，同时

平台会将款项划入到用户已登录的账户余额。云汉芯城主要通过线上商城实现产

品销售，其客户较为分散，单笔订单交易金额较小，部分客户基于采购便利性考

虑，采用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渠道付款。 

综上，公司报告期内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分别为 7,767.83 万元、8,039.45

万元、10,544.32 万元和 5,799.35 万元，云汉芯城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为

9,487.76万元、16,333.77万元、26,878.06万元和 13,501.12 万元，公司第三

方渠道回款主要是收取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充值款而云汉芯城第三方渠道回款

是收取货款，双方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存在差异是由于业务类型不同，不具有可

比性，差异原因具有合理性。 

2. 未将其统计为第三方回款是否符合行业特征及《审核问答》等相关规则



                                                                                     

第 3 页 共 13 页 

5 

要求 

根据《审核问答》，“第三方回款通常是指公司收到的销售回款的支付方（如

银行汇款的汇款方、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方或背书转让方）与签

订经济合同的往来客户不一致的情况”。公司未将第三方渠道回款作为第三方回

款，主要是公司客户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付款时，上述第三方平台用

户未采用实名制或因保护用户隐私等原因，微信流水没有实际付款方名称，支付

宝账户流水中付款方名称中部分文字以“*”代替，根据微信、支付宝账户流水

无法判断此类付款的实际付款方，也无法验证该类付款是否属于第三方回款，因

此，公司未将其统计为第三方回款。 

经检索市场案例，上市公司卓创资讯(301299)、孩子王(301078)、派特尔

(836871)、指南针(300803)、石头科技(688169)等公司也存在通过第三方平台收

款，但未将第三方支付平台收款作为第三方回款披露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披露情况 

卓创资讯

(301299) 

根据卓创资讯审核问询函回复，客户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付款时，

公司微信、支付宝账户流水中显示订单号、流水号、微信号/支付宝账号、微信

OpenID、付款日期、金额等信息，鉴于上述第三方平台用户未采用实名制或因

保护用户隐私等原因，微信流水没有实际付款方名称，支付宝账户流水中付款

方名称中部分文字以“*”代替，因此，根据微信、支付宝账户流水无法判断此

类付款的实际付款方，也无法验证该类付款是否属于第三方回款，未将第三方

平台收款认定为第三方回款 

孩子王

（301078） 

根据孩子王审核问询函回复，第三方回款通常是指公司收到的销售回款的支付

方（如银行汇款的汇款方、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方或背书转让

方）与签订经济合同的往来客户（或实际交易对手）不一致的情况。公司从事

的母婴商品零售业务均面向终端个体消费者，母婴商品零售业务无需与终端消

费者签订合同，通常零售交易客户通过线下或线上下订单后，按照零售行业支

付习惯会选择立即支付。孩子王存在第三方平台收款情况，问询回复中明确回

复其零售业务不存在第三方回款情形，合理推测未将第三方平台收款认定为第

三方回款 

派特尔

(836871) 

根据派特尔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公司针对客户第三方回款逐步建立了严格的内

控制度和减少第三方回款的有效措施，具体执行情况如下：①公司与客户签署

销售合同，明确约定客户应从自身合法对公账户向公司汇款，通过合同约定的

方式来减少第三方回款；②财务部门和销售部门联合对业务人员进行培训，强

调需督促客户从自身合法对公账户汇款；公司申请了微信及支付宝收款二维码

并绑定公司银行账户，小订单客户通过公司微信或支付宝付款，停止通过物流

公司代收货款；③客户通过第三方付款的，核查付款方与客户关系，取得代付

确认函，明确客户和付款方的委托关系及双方责任；④自 2021 年 5 月起，未再

发生第三方回款情况。合理推测派特尔未将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收款认

定为第三方回款 

指南针

(300803) 

指南针招股说明书未披露第三方回款相关内容，但披露了第三方平台收款相关

内容，2016 年至 2019 年 1-6 月其通过微信、支付宝、快钱等第三方平台收款

的金额分别为 26,695.20 万元、31,585.10 万元、39,598.31 万元和 27,1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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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可推知指南针并未将其认定为第三方回款 

石头科技

(688169) 

石头科技招股说明书未披露第三方回款相关内容，但披露了第三方平台收款相

关内容，在 B2C 销售模式下，用户通过微信、支付宝和京东钱包等渠道支付的

货款，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 6 月末其应收微信、支付宝和京东钱包

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账户余额为 76.41 万元、5,092.22 万元、4,904.75 万元，

可推知石头科技并未将其认定为第三方回款 

综上，结合《审核问答》及上市公司第三方回款披露的情况，未将第三方渠

道收款金额统计为第三方回款符合行业特征及《审核问答》等相关规则要求。 

(二)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针对第三方支付渠道收

款真实性、必要性和商业合理性的核查程序、核查比例和核查结论 

1.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如下： 

1) 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报告期内客户通过第三方渠道回款的原因，分析

其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了解公司与同行业公司业务类型及模式的差异情况，分

析公司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2) 获取公司第三方渠道收款明细，分析各期间第三方渠道收款与营业收入

波动是否存在异常，对于存在异常波动的情况询问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3) 获取公司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平台提供的结算明细和华强电子网平台

中的充值明细并核对其是否匹配； 

4) 查询公开资料，分析公司未将第三方渠道收款统计为第三方回款是否符

合行业特征； 

5) 以抽样的形式对公司第三方渠道收款的客户收入金额及往来余额进行函

证确认； 

6) 获取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 IT审计团队出具的《信息系

统专项核查报告》并复核其程序执行情况及相关工作底稿； 

7) 结合《审核问答》中关于第三方回款的相关要求，分析公司未将第三方

支付渠道收款统计为第三方回款是否符合《审核问答》等相关规则要求。 

(2)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与云汉芯城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存在差异是由于业务

类型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差异原因具有合理性；结合《审核问答》及上市公司

第三方回款披露的情况，未将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统计为第三方回款符合行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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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及《审核问答》等相关规则要求。 

2. 说明针对第三方支付渠道收款真实性、必要性和商业合理性的核查程序、

核查比例和核查结论 

(1) 报告期内，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核查第三方支付渠道收款的真实

性 

1) 获取公司支付宝、微信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资金流水和华强电子网平台中

的充值明细，对外部获取的资金流水与系统充值明细进行匹配，金额核对一致，

未见异常，核查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 5,799.35  10,544.32  8,039.45  7,767.83  

微信、支付宝检查金额 5,259.40  9,354.79  6,712.88  5,212.41  

抽查比例 90.69% 88.72% 83.50% 67.10% 

2) 报告期各期，我们获取了公司第三方支付渠道收款明细，选取样本抽查

第三方回款记录，追查至相关销售订单、发票、系统收款记录、第三方渠道对账

单，核查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 5,799.35  10,544.32  8,039.45  7,767.83  

样本抽查金额 459.16  832.02  348.58  398.88  

抽查比例 7.92% 7.89% 4.34% 5.13% 

注：由于使用第三方支付渠道付款的客户规模小，数量多，单笔充值金额小，

故整体核查比例不高，下同 

3) 实施往来及收入函证程序，对公司第三方渠道收款的客户收入金额及往

来余额进行确认核查，核查金额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核查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 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第三方渠道收款金额 5,799.35  10,544.32  8,039.45  7,767.83  

函证金额 197.17  542.30  212.32  177.27  

抽样函证比例 3.40% 5.14% 2.6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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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获取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 IT审计团队出具的《信息系

统专项核查报告》并复核其程序执行情况及相关工作底稿，IT 审计团队对公司

的关键信息系统进行了评估，确认相关信息系统一般控制、应用控制设计及运行

有效性，确认公司平台收款的业务数据与第三方支付平台财务数据具备一致性。 

(2) 第三方支付渠道收款的必要性和商业合理性 

公司第三方支付渠道主要为综合信息服务销售收款，综合信息服务为电子元

器件供应商提供产品展示、信息发布、数据推广、营销广告等服务，为电子元器

件采购方提供电子元器件供应商和产品信息搜索等服务，为顺应客户线上支付以

及公司线上平台业务的需求，公司存在线上第三方支付的功能，主要包括微信和

支付宝，款项直接划入公司系统平台的用户账户，所有第三方渠道收款均与相关

销售收入勾稽一致，具有真实交易背景、商业合理性及必要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第三方支付渠道收款具有真实性、必要性和商业合理

性。 

 

二、关于存货 

关于存货。根据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 

（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2,714.19 万元、3,635.26

万元、10,280.03 万元和 12,482.15 万元。 

（2）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超过平均销货周期（即库龄在 3 个月及以上）

存货余额分别为 859.27万元、1,069.76万元、3,974.88万元和 5,156.81 万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发行人各期末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余额分别为 218.03

万元、438.81 万元、3,074.14 万元和 5,947.72 万元。 

（3）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由于客户临时取消订单形成存货的金额分别为

284.96 万元、532.21 万元、1,689.62 万元和 2,459.83 万元。截至 2022年 9 月

30 日，最近一年及一期末前述存货期后结转金额分别为 161.24 万元和 43.33 万

元。发行人未与客户约定取消订单后的补偿条款。 

（4）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内发行人存货采购价格变动较大。 

请发行人： 

（1）更新目前存货期后结转情况，说明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周转时间远

超于报告期内平均销货周期（约 18 天）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相关存货构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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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市场供需情况，说明相关存货是否处于需求饱和的状态，相关存货是否存

在滞销风险。 

（2）结合备品备件、取消订单形成的库存产品价格波动情况、期后结存情

况，进一步分析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意见落实函问题 5） 

(一) 更新目前存货期后结转情况，说明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周转时间远

超于报告期内平均销货周期（约 18 天）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相关存货构成情

况及市场供需情况，说明相关存货是否处于需求饱和的状态，相关存货是否存

在滞销风险。 

1. 更新目前存货期后结转情况，说明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周转时间远超

于报告期内平均销货周期（约 18 天）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 2022 年 11月 30日，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期后结转和未实现销售

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期末存货余额合计① 13,000.03 10,573.06    3,735.53   2,789.87  

期后结转金额② 8,158.26 8,153.53 3,489.60 2,622.21 

期后结转比例③=②/① 62.76% 77.12% 93.42% 93.99% 

未实现期后销售存货金额

④=①-② 
4,841.77 2,419.53 245.93 167.66 

公司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主要由公司备货和客户取消订单形成的存货构

成，该部分存货的周转时间较长，远超平均销货周期。该部分存货周转周期较长

的原因为：(1)由于客户项目暂停、延迟或取消等原因导致订单需求减少，客户

临时取消订单，形成客户取消订单的存货，部分相关存货期后客户会结合自身需

求重新从公司陆续提货，部分由公司另行销售，受客户提货进度及另寻客户进度

的影响，导致相关存货的周转周期较长；(2)对于备货的存货，该部分存货无在

手订单支持，客户按需下单，从产品入库到最终实现销售存在一定的存货周转周

期，因此相关存货的周转周期较长。 

综上，公司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周转时间远超于报告期内平均销货周期

（约 18天），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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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合相关存货构成情况及市场供需情况，说明相关存货是否处于需求饱

和的状态，相关存货是否存在滞销风险 

从产品类别上看，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构

成与公司整体销售品类构成相似，主要为集成电路，占比约 70%。未实现期后销

售的存货构成情况受市场供需情况、公司实际销售产品类型、客户临时取消订单

的产品类型以及尝试性备货的产品类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符合其实际经营情

况。 

从应用领域上看，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构

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应用领域 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金额 占比 

消费电子 1,520.56 31.40% 

工业控制 1,089.64 22.51% 

网络通信 714.36 14.75% 

汽车电子 710.51 14.67% 

其他 806.70 16.66% 

合计 4,841.77   100.00% 

公司全球采购服务覆盖多个下游行业，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的下游应用领

域分布广泛，包括工业控制、网络通信、汽车电子和消费电子等。2022 年上半

年，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的需求持续旺盛，除消费电子领域客户需求有所

下降以外，公司其他领域客户需求整体保持增长。 

公司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涉及 SKU数量且应用领域分散，因此，由下游领

域需求饱和而导致滞销的风险是分散的，总体较小。 

(二) 结合备品备件、取消订单形成的库存产品价格波动情况、期后结存情

况，进一步分析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 备品备件、取消订单形成的库存产品的价格波动和期后结存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备品备件、取消订单形成的存货余额为 5,118.57

万元，于 2022年 7-11月的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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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后结转 

金额 

期后结存 

金额 

期后结转 

比例 

期后销售存货的 

毛利率 

备品备件、取消订单形成

的存货 
946.30 4,172.27 18.49% 9.86%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因备货和取消订单形成的库存产品期后结转比例为

18.49%，期后的销售毛利率情况较好，相关存货未出现亏损销售的情况，公司前

期计提的跌价准备充分。相关价格在资产负债表日已按照最新订单价格/询价渠

道价格进行了减值测试，详见下一部分关于“存货的跌价准备计提的方法及计提

情况”的论述。 

2.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 存货的跌价准备计提的方法及计提情况 

公司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计提存货跌价，报告期各期末，公司

会对所有存货进行清查，有在手订单的存货，以在手订单的价格确认估计售价，

没有在手订单的存货，公司会基于当时大型供应商官网报价作为相关存货估计售

价的基数，基于产品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 

报告期各期末，对于备品备件、取消订单形成的库存产品，公司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备品备件、取消

订单形成的存

货余额 

5,118.57 3,261.68 578.3 312.64 

跌价准备 464.27 268.77 53.97 38.93 

计提比例 9.07% 8.24% 9.33% 12.45% 

(2)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充分性 

1) 存货分散且涉及各个领域，滞销风险小 

公司备货及取消订单的存货整体分散，涉及 SKU数量且应用领域分散，下游

领域需求饱和而导致滞销的风险是分散的，总体较小。公司的存货主要为通用型

电子元器件，未结转的存货在期后陆续出售，且产品销售毛利率良好，不存在较

大的滞销风险。 

2) 存货库龄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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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备货及取消订单的存货合计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库龄 
2022.6.30 2021.12.31 

存货余额 跌价准备 比例 存货余额 跌价准备 比例 

1 年以内 3,027.95  77.05  2.54% 2,733.22  173.08  6.33% 

1-2 年 1,665.27  313.15  18.80% 275.74  32.95  11.95% 

2 年以上 425.35  74.07  17.41% 252.72  62.75  24.83% 

合计 5,118.57  464.27  9.07% 3,261.68  268.77  8.24% 

(续上表) 

库龄 

2020.12.31 2019.12.31 

存货余额 
跌价 

准备 
比例 存货余额 跌价准备 比例 

1 年以内 293.57  0.58  0.20% 77.59  1.63  2.09% 

1-2 年 58.64  2.24  3.81% 127.06  13.20  10.39% 

2 年以上 226.08  51.15  22.63% 108.00  24.11  22.33% 

合计 578.30  53.97  9.33% 312.64  38.93  12.45%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备货及取消订单的存货库龄主要集中在

一年以内，整体而言公司长库龄存货跌价计提比例较高，公司综合考虑了相关产

品销售价格及库龄情况，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3) 存货跌价计提情况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处于合理水平 

经查询同行业公司公开资料，同行业公司未单独披露因客户取消订单或备货

形成的存货跌价准备情况，故以下将公司整体存货跌价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公司进

行对比分析，以验证公司存货跌价计提的充分性，具体如下：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与同行业公司对比如下： 

公司 2022.6.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上海钢联 0.25% 0.34% 0.0036% 0.09% 

焦点科技 15.34% 10.26% 3.81% 0.65% 

生意宝 0.00% 0.00% 0.00% 0.00% 

国联股份 0.00% 0.00% 0.00% 0.00% 

云汉芯城 8.09% 5.70%  9.78% 23.74% 

公司 3.98% 2.77% 2.68%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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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行业公司相关数据来自其各年度财务报告或招股说明书，生意宝、国

联股份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由上表可知，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比上海钢联、生意宝、国联股份高，

低于焦点科技和云汉芯城，因业务模式的差异，公司与同行业公司的存货跌价计

提比例存在一定的差异。以下具体分析公司与同为电子元器件行业的云汉芯城的

差异原因：①通过《云汉芯城（上海）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可知，报告期内云汉芯城采购

了部分主要应用于物联网等领域的电子元器件产品，但由于销售未及预期，存在

存货跌价风险，对其单项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因此其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较高；②公司各期末的存货主要以“先销后采”为主，该模式下存货占期末存货

余额比例分别为 99.01%、98.77%、85.13%和 79.55%，因此公司期末存货余额中

有订单的存货，其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主要基于订单价格，受期后市场价格的变

动影响较小；而云汉芯城在报告期内逐步扩大了先采后销的销售规模，报告期各

期末，云汉芯城“先采后销”的存货占其期末存货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33.22%、

30.24%、48.50%和 42.84%，由此可知，云汉芯城备货的部分余额较大，其存货

周转周期较长导致跌价受期后市场价格的变动影响较大，因此，公司与云汉芯城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具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可比公司相比，整体计提比例处于同行

业可比公司区间范围内。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整体分散，涉及 SKU数量且应用领域分散，下游领域需

求饱和而导致滞销的风险是分散的，总体较小。公司的存货主要为通用型电子元

器件，各期末的存货在期后陆续出售，且产品销售毛利率良好，滞销风险小；公

司存货库龄情况良好，存货跌价计提情况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处于合理水平。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各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

计提存货跌价，公司的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均基于各时点可获取的存货价格信息进

行测算，测算结果准确，公司将在 2022 年年末结合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并综合

考虑存货周转情况，及时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数据进行重新计算。报告期各期，

公司严格按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且计提方式具有一贯性，

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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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如下： 

(1) 访谈公司管理层以及采购、销售、财务部门相关员工，了解公司的备货

政策、客户临时取消订单的原因等情况，了解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周转时间远

超于报告期内平均销货周期（约 18天）的原因，分析其合理性；  

(2) 获取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结存明细，分析未实现期后销售的相关存货

构成情况及市场供需情况，分析相关存货是否处于需求饱和的状态以及是否存在

滞销风险； 

(3) 获取报告期各期公司的销售收入成本明细表，分析备品备件、取消订单

形成的库存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4) 获取公司报告期各期的销售出库明细表，复核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的

期后结转情况； 

(5) 了解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相关会计政策，对管理层计算的可变现净

值所涉及的重要假设和依据进行评价，分析合理性；获取公司报告期内存货跌价

准备计算表，复核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测算过程，分析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

否充分； 

(6) 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披露信息，了解其存货跌价准备政策，分析其

存货余额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与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2.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周转时间远超于报告期内平均销货周期（约

18 天）的原因，主要系因公司备货和客户取消订单形成的存货金额增长，相关

存货的周转时间较长，从而导致公司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周转时间较长，具有

合理性； 

(2) 截至 2022年 11月 30日，公司未实现销售的相关存货主要为集成电路，

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的下游应用领域分布广泛，公司客户需求整体保持增长；

公司未实现期后销售的存货 SKU 分散，应用领域分散，由下游领域需求饱和而导

致滞销的风险是分散的，总体较小； 

(3) 公司的存货主要为通用型电子元器件，各期末的存货在期后陆续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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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产品销售毛利率良好，滞销风险小；公司存货库龄情况良好，存货跌价计提情

况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处于合理水平。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各资产负

债表日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公司的跌价准备计提充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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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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