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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乳制品、种子加工及销售和甘草制品业务，年报披露，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6.47亿元，同比下降 5.53%；2020-2022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38亿元、0.41亿

元、0.64 亿元，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0.01 亿元、0.27 亿元、0.18 亿元。分季度看，公司业

绩季节性波动较大，各季度分别确认收入 1.84 亿元、2.09 亿元、1.92 亿元、0.62 亿元，

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0.45 亿元、0.06 亿元、-0.11 亿元、-0.22 亿元。分产品看，液态奶、

棉种、皮棉、苗木、甘草制品等产品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22亿元、1.58 亿元、1.12亿元、

0.25 亿元、0.22 亿元，比上年增减-4.67%、35.87%、-42.69%、784.65%、-2.04%；毛利率

分别为 23.78%、63.21%、-4.46%、282.28%、-12.49%，分别较上年变动 2.48 个百分点、-8.04

个百分点、-4.68个百分点、23.54个百分点、-6.82个百分点。 

请公司：（1）结合种业具体业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加工流程、自有和代理销售

模式、结算周期、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情况等，以及有关产品产销量和市场价格波动情况，补

充说明皮棉作为棉种加工的副产品，以前年度实现收入均大幅高于棉种，而本期产量及收入

均呈现大幅下滑、与棉种产量及收入变动趋势背离的原因；（2）皮棉业务毛利率近三年持

续下降且本期转负的原因，公司开展负毛利业务的必要性，是否存在皮棉贸易业务，相关交

易是否存在资金或货物的实际流转以及是否具备商业实质；（3）本期苗木业务规模增幅较

大，请补充披露苗木业务具体业务模式及产品情况,本期收入大幅增加且毛利率较高的原因；

（4）结合甘草加工具体业务模式，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说明甘草制品毛利率连续两年为

负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业务是否具备稳定的盈利能力；（5）结合乳业具体业务模式，包

括但不限于产品加工流程、自有渠道和代理销售占比、结算周期等，分析相关业务毛利率是

否与同行业同地区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及其原因；（6）分季度列示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产销量及同比变化情况，量化说明收入和利润存在季节性变动的原因，并对比同行

业其他上市公司，说明公司第二、四季度收入差距较大和第三、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均为负的

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种业具体业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加工流程、自有和代理销售模式、

结算周期、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情况等，以及有关产品产销量和市场价格波动情况，补充说

明皮棉作为棉种加工的副产品，以前年度实现收入均大幅高于棉种，而本期产量及收入均

呈现大幅下滑、与棉种产量及收入变动趋势背离的原因； 

1.种业产品加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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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轧花工序：籽棉是指农民利用采棉机或人工直接从农田采摘的棉花，公司收购籽

棉后进入轧花车间进行轧花，经过轧花工序后形成皮棉和毛棉籽，皮棉和非种用毛棉籽直接

进入市场销售，种用毛棉籽进入脱绒工序。轧花工序的加工期为当年 10月中旬至次年 2月

下旬。 

（2）剥绒工序：种用毛棉籽进入剥绒工序，将附着在种用毛棉籽上的短纤维进行剥离，

形成光棉籽和短绒，光棉籽进入选种工序，短绒直接进入市场销售。剥绒工序的加工期为当

年 11月下旬至次年 2月中旬。 

（3）选种工序：将剥绒后的光棉籽先进行酸处理，去除光棉籽上的残绒，再经过风筛

选设备去除杂质、重力选设备去除瘪籽、色选设备去除不成熟光棉籽、磁力选设备去除破损

光棉籽，经过选种工序加工后形成棉种。为提高棉种的发芽率和抗病性，需要对棉种包裹种

衣剂，然后定量包装、产品入库、检验检测，最终形成可进入市场销售的棉种产品。选种工

序的加工期 11月下旬至次年 3月上旬。 

2.销售模式 

（1）皮棉销售模式主要为代销模式，主要客户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棉麻有限责

短绒（销售） 光棉籽（制种） 

选种工序 

棉种（销售） 

皮棉（销

售） 种用毛棉籽（制

种） 

非种用毛棉籽

（销售） 

轧花工序 

籽 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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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简称“一师棉麻公司”）。具体为：公司预收一师棉麻公司皮棉款，皮棉生产后，

将皮棉按批次预约入公检库，皮棉经过公检后，确定品质和公定重量，由一师棉麻公司代销，

一师棉麻公司实现销售后，给公司提供分配明细表，公司按分配明细开具发票、确认收入。

公司相关交易均有资金及货物的实际流转，具备商业实质。 

（2）棉种销售模式主要采用经销模式为主，以直销、零售模式为辅。主要客户为南北

疆各县市农发集团种子公司和地域经销商以及零售客户。具体为：公司与经销商签订销售合

同，预收经销商棉种款后，公司向经销商发货。 

3.结算周期 

采购、生产、销售的周期规律：每年 10 月上旬至 11 月中旬收购籽棉，主要供应商为

预约扩繁农户，11 月至次年 2 月加工生产，由籽棉加工成皮棉和棉籽，皮棉由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一师棉麻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一师棉麻”）代为销售，棉籽进入下一个加工流

程，最终生产成棉种，棉种加工季结束通常晚于皮棉。上游原材料供应的季节性导致公司

采购、生产、销售会跨越两期。 

籽棉收购结算周期：籽棉供应商为预约扩繁农户，公司每年 4 月前与农户签订《预约

扩繁合同》，通过公司提供田间“保纯去杂”等农业种植制种技术服务，到 10-11 月农作

物成熟季节将验收合规的种子棉（籽棉）进行采购，与预约扩繁农户之间的结算，按照双

方签订的《预约扩繁合同》现款现货。 

皮棉结算周期：公司在每年 10-11 月种子棉（籽棉）收购前，一师棉麻支付年度收购

计划金额 90%左右的预付款，公司将加工出来的皮棉进入一师棉麻的公检库，待一师棉麻代

销完成后，再由公司与一师棉麻进行结算。正常结算周期通常为每年 11 月-次年 10月，从

年度分析存在跨越两个会计年度的现象。遇到皮棉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极小部分皮棉有

可能存在跨越两、三个会计年度的情况。 

4.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情况 

（1）供应商：种业原料为籽棉，主要供应商为预约扩繁农户。年初或上年末，公司与

农户签订预约扩繁合同，农户根据合同约定，按照公司指定棉花品种和种植模式进行农业生

产，待 10-11月棉花成熟后，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收购。供应商提供的棉花，主要系第二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 4 - 
 

年棉种销售提供原材料储备，受预约、种植、收购等季节周期性因素影响，致使公司采购、

生产、销售会跨越两个会计年度。 

（2）2022年皮棉客户情况明细表： 

单位：（吨、万元） 

序号 名称 
是否为关

联方 
数量 销售金额 

皮棉销售占

比 
结算方式 

1 客户 1 是 6,459.25 9,931.38 88.50% 预收款 

2 客户 2 否 681.67 994.89 8.90% 
按《2022 年中央储备棉轮入实施

细则》结算 

小计  7,140.92 10,926.27 97.40%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公司客户信息不适宜对外公开。 

 

（3）2022年棉种客户前五名：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 
是否为关

联方 
客商分类 销售额 

棉种销售占

比 
结算情况 

1 客户 3 否 经销商 2,875.83 18.2% 预收棉种款 

2 客户 4 否 集团客户 2,646.52 16.8% 预收棉种款 

3 客户 5 否 经销商 2,379.75 15.1% 预收棉种款 

4 客户 6 否 经销商 1,123.75 7.1% 预收棉种款 

5 客户 7 否 经销商 713.49 4.5% 预收棉种款 

小计   9,739.34 61.7%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公司客户信息不适宜对外公开。 

5.种业相关产品产销量情况 

（1）相关产品产销量情况 

单位：（吨） 

主要 

产品 
单位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年

增减 

销售量比上年

增减 

库存量比上年

增减 

皮棉 吨 8,510.61 7,149.96 8,529.75 -23.29% -46.97% 18.98% 

棉种 吨 6,405.09 6,887.14 5,214.90 35.52% 7.03% -8.46% 

粮食种 吨 836.55 861.52 193.01 11,098.80% 324.12% -11.46% 

短绒 吨 1,042.58 1,224.81 388.49 4.52% 86.61% -31.93% 

（2）主要产品销售规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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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吨、万元/吨、万元） 

产品 

2022 年 2021 年 销量同

比增减

变动 

单价同

比增减

变动 

收入同比

增减变动 销量 单价 收入 销量 单价 收入 

一、棉种 6,887.14 2.29 15,791.57 6,434.94 1.81 14,802.25 7.03% 26.95% 35.87% 

二、皮棉 7,149.96 1.57 11,221.43 13,482.25 1.45 19,580.71 -46.97% 8.06% -42.69% 

6.市场价格波动情况 

皮棉价格波动：2022 年度皮棉市场价格持续下跌，2019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0

日国内外皮棉现货价格走势对比如下图（出处：中国棉花信息网）： 

（备注：上图红线代表 3128B级中国皮棉价格指数，黄线代表中国皮棉进口指数关税，

蓝线代表中国皮棉进口指数滑准税） 

棉种价格波动：公司棉种由公司统一定价，棉种销售集中在每年的 1-5 月，2022 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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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季价格稳定。 

7.棉种、皮棉产量趋势背离的原因 

一是种植周期影响。公司 2022年销售的棉种系 2021 年预约扩繁产生，公司在 2021年

年初就与农户签订了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塔河二号等）预约扩繁合同，农户按照合同约定进

行农业种植，公司按照合同于当年 10月进行籽棉收购。二是棉种加工和皮棉加工存在跨期。

公司 2021年 10月收购的籽棉，于当期进行轧花工序，生产出皮棉和毛棉籽，毛棉籽未加工

成成品种子。2022 年 1 月，南疆各地区及师市棉花品种推介目录出台，公司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塔河二号等品种进入推介目录，公司开始大批量生产塔河二号等品种的棉种，造成 

2022 年年初种用毛棉籽结存量较 2021 年年初多约 5,200 吨，该部分毛棉籽于 2022 年加工

为棉种。三是政策影响。公司棉种主要销售区域系南疆各地区及师市，由于政府实施“一主

两辅”品种推介政策，公司根据市场预测和上一年度棉种预约扩繁情况，制定当年生产经营

计划，由于政府推介“一主两辅”品种推介目录晚于公司预约扩繁计划，而棉种加工要在政

府出台“一主两辅”品种推介目录后开始生产，棉种产量滞后于皮棉产量，而非当期一一对

应关系。上述原因系造成棉种和皮棉产量趋势发生背离的主要原因。 

8.棉种、皮棉收入趋势背离的原因 

棉种和皮棉的销售模式、客户群体显著不同，收入变动趋势不存在强关联性，收入变化

原因分别为： 

皮棉收入下降主要系皮棉销量及价格均下降所致。2021 年由于籽棉价格大幅上涨，平

均收购价约 1万元/吨，导致 2022年初结存存货成本大幅上涨，综合加工费等因素，公司皮

棉结存成本约 1.95 万元/吨，当时的皮棉市场价格在 2 万元/吨上下波动，但由于皮棉过高

的价格已偏离市场均价，市场低迷，公司皮棉难以出手。2022 年下半年皮棉价格回落至约

1.5万元/吨，公司因皮棉结存成本高于市场价，公司惜售皮棉导致未大批量销售。 

棉种收入增加主要系棉种销量和价格均增加所致。一是一师地区自 2021 年为改变以往

棉花品种“多、乱、杂”的局面，全面推行“一主两辅”用种模式，其中主推品种为公司的

塔河二号，公司的棉种产品受地方政策支持；二是公司新品种科研成果转化效果明显，新品

种综合指标在南疆各地区及兵团师市推荐名录保持靠前，尤其公司棉种产品塔河二号，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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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高，得到农户广泛认可，在棉种市场占据重要席位，加之农户对于价格敏感度低，为公

司提价销售提供了基础；三是新业务地区拓展，本年公司在图木舒克地区棉种销售较上年有

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皮棉业务毛利率近三年持续下降且本期转负的原因，公司开展负毛利业务的必

要性，是否存在皮棉贸易业务，相关交易是否存在资金或货物的实际流转以及是否具备商

业实质； 

皮棉业务毛利率近三年持续下降且本期转负的原因系公司籽棉收购价格、综合加工费近

三年均有所上涨，尤其是 2021籽棉收购单价较上期同期上涨约 55.7%，而皮棉系大宗商品，

市场充分竞争，公司无法控制价格的市场波动，导致 2022年销售 2021年库存皮棉时收入成

本倒挂。 

公司开展负毛利业务的必要性：公司种业主营棉种制种行业，主要产品系棉种。公司为

保证棉种纯度，上年年末或每年年初即与农户签订预约扩繁合同，以保证签约农户能将种子

棉定向销售给公司，签约农户要遵守公司对田间管理的要求，公司会给签约农户在市场价格

的基础上予以一定补贴。公司在将种子棉收购后，为了保证棉种纯度，须分品种按计划加工。

公司为了保证棉种在加工过程中低破损率，会调整轧花、脱绒车间的设备参数，这与其他轧

花厂简单追求皮棉产量存在显著不同。以上过程均需精准控制，这导致公司必须自主完成棉

花采购、加工过程，无法委托其他方完成，但也会导致采购的籽棉难以避免的产出副产品皮

棉，而公司不能控制皮棉业务毛利，在籽棉价格较高的年度，出现了皮棉业务负毛利的情况。 

公司未开展皮棉贸易业务，仅开展皮棉加工业务，皮棉加工业务产生的相关交易具有资

金及货物的实际流转，具备商业实质。 

（三）本期苗木业务规模增幅较大，请补充披露苗木业务具体业务模式及产品情况,本

期收入大幅增加且毛利率较高的原因； 

公司的苗木业务涉及苗木和园林工程业务。苗木业务具体业务模式及产品情况:公司自

有苗木良繁基地，苗木系自行培育,产品包括红叶李、法桐等，产品主要是用于自营园林绿

化工程或直接对外出售。公司当前苗木和园林工程业务量正在逐步减少。 

2022 年因阿拉尔市政规划，公司的苗木良繁基地苗圃地苗木被征收，根据新疆地大不

动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新地大房地评字(2022)第 F-035(阿拉尔)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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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报告，公司子公司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河种业”）与阿拉尔

房屋征收办公室签署《阿拉尔市国有土地上有关资产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征收塔河种

业各类苗木（存货），总价款 2,463.37 万元，导致本期收入大幅增加。因塔河种业拥有自

己的苗木良繁基地，苗木系自行培育，苗木在成熟后价值随年份不断增长，但成本较低，故

毛利率较高。 

自 2022 年起，公司苗木工程业务未承接新业务。在报告期留存苗木业务为以往年度延

续经营的玉阿新公路养护项目所发生的合同履约成本，合同履约成本 77.61 万元列支在存货

中。本项玉阿新公路养护项目预计在 2023年 7 月进行项目竣工验收及决算。后期公司是否

开展经营新的苗木工程业务将根据市场行情予以判断。 

（四）结合甘草加工具体业务模式，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说明甘草制品毛利率连续

两年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业务是否具备稳定的盈利能力； 

1.甘草加工业务流程 

甘草业务原材料为甘草，主要加工产品为甘草浸膏、甘草浸膏粉、甘草浸膏霜、甘草盐

等。 

一号车间系甘草盐生产车间，具体材料投入及生产流程如下图： 

二号车间系流浸膏、甘草黄酮生产车间，具体材料投入及生产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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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车间系甘草浸膏、粉、霜车间，具体材料投入及生产流程如下图： 

2.原材料、供应商情况 

公司甘草原材料主要来源于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等地种植农户或从事甘草贸易的个人、

公司。 

2022年甘草业务重要供应商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采购金额 占比 

1 供应商 1 否 420.00 33.19% 

2 供应商 2 否 161.80 12.79% 

3 供应商 3 否 103.55 8.18% 

4 供应商 4 否 92.09 7.28% 

5 供应商 5 否 24.00 1.90% 

  小计  801.44 63.33%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公司供应商信息不适宜对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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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销售模式、主要客户、结算周期 

甘草业务主要客户为下游药品生产企业。甘草业务几乎全部采用直销方式，运输由公司

负责，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公司在取得报关单或货物签收单后确认收入。公司与客户的结

算时间取决于合同议定情况，既有先款后货，亦有 15日或其他期限的信用期。 

2022年甘草业务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营业收入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1 客商 8 否 392.44 17.73% 

2 客商 9 否 278.76 12.59% 

3 客商 10 否 235.40 10.63% 

4 客商 11 否 180.88 8.17% 

5 客商 12 否 176.00 7.95% 

合计  1,263.48 57.08%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公司客商信息不适宜对外公开。 

4.甘草业务 2021、2022年采购、生产、加工情况如下： 

单位：（吨、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一、采购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甘草 829.24 193.85 1237.45 717.97 

二、加工     

库存商品 甘草浸膏 64.98 361.67 43.71 279.31 

库存商品 甘草浸膏粉 223.55 1,403.25 195.78 1,266.70 

库存商品 甘草霜 29.00 188.58 74.35 550.84 

库存商品 液体黄酮 8.81 104.77 91.10 340.56 

合计 326.34 2,058.27 404.94 2,437.40 

三、销售     

库存商品 甘草浸膏 109.65 561.03 80.20 416.79 

库存商品 甘草浸膏粉 210.55 1,122.52 225.54 1,171.61 

库存商品 甘草霜 35.50 209.38 51.05 310.86 

库存商品 甘草酸单铵盐（粗） 0.51 20.07 0.52 14.24 

库存商品 甘草酸单铵盐（精） 0.02 1.32 0.02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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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库存商品 钾盐   0.51 20.52 

库存商品 液体黄酮 86.40 345.29 63.00 278.76 

合计 442.63 2,259.61 420.84 2,213.51 

5.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 

经查询，其他上市公司涉及甘草业务，主要系采购甘草原料从事药品生产。如（600329，

达仁堂；600774，汉商集团；600129，太极集团）。与公司从事的甘草初加工或深加工业务

显著不同，公司未能找到典型的可比的同行业上市公司。 

6.甘草制品毛利率连续两年为负的原因 

一是公司产业链较短，下游主要客户是各大复方甘草片的生产药企，下游客户议价能力

强，且复方甘草片市场需求下行，公司出现成本倒挂，影响公司产品的毛利；二是公司甘草

原料供应商不稳定，由于市场波动导致甘草原材料采购价格持续走高，提高了公司产品的成

本；三是新疆本地野生甘草、种植甘草的市场供应周期长，国家环保政策的调整导致野生甘

草供应不足，人工种植甘草尚不能弥补野生甘草的市场空缺，致使甘草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

四是公司甘草制品的产能利用率不足，规模效应不显著，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较高。 

7.公司甘草业务具有稳定的盈利能力的说明 

甘草作为中药“百草之王”，公司生产的甘草产品具备稳定的市场空间和盈利能力。一

是 2023 年公司拟实施后向一体化战略，培育原材料种植基地，稳定原材料成本及供应，确

保价格的稳定；二是公司正在加强技术改造力度，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能降低能耗；三是

公司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随着市场环境不断回暖，公司加大收购进口甘草原材料，降低原

材料成本提升毛利率，使甘草业务回归稳定的盈利能力。 

（五）结合乳业具体业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加工流程、自有渠道和代理销售占

比、结算周期等，分析相关业务毛利率是否与同行业同地区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及其原因； 

乳业基本情况：主要从事乳制品制造业及畜牧业,拥有独立完整的奶牛养殖、乳制品研

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 

公司加工的原料奶来自自有牧场，加工产成品为乳制品。生产方式采用“以销定产”，

由公司利用自有加工能力加工生产。奶粉采用“以销定产”与“以产定销”相结合确定生产

规模。主要经营产品类别包括常温奶、低温奶、奶粉、乳饮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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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自有规模化牧场 9个，现存栏荷斯坦奶牛约 1.7万余头，可年产生鲜乳 5.6万吨。 

现有液态奶加工厂和奶粉加工厂各 1座。其中液态奶加工厂现有 8条生产线用于常温奶

生产，其中 6 条为利乐杀菌灌装生产线，2 条为百利包生产线。5条生产线用于低温奶灌装

生产。奶粉加工厂现有 3条生产线用于奶粉加工生产。 

1.乳业产品加工流程 

（1）常温奶加工工艺流程： 

   （2）低温奶加工工艺流程： 

 

 

 

 

 

 

 

 

 

（3）奶粉加工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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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购模式、主要供应商 

公司物资采购原则上采用招标采购和网上采购方式。不符合招标和网上采购条件的可采

用竞争性谈判采购、询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订单采购等方式。物资采购实行计划管理。 

乳业主要采购原材料包括自有牧场饲养生物性资产所需要的饲草料、青贮、苜蓿等，委

托进口采购的荷斯坦奶牛以及生产乳制品所需要的包装材料。2022年主要供应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采购金额 采购内容 

1 供应商 6 否 6,347.93 饲草 

2 供应商 7 否 3,689.37 饲草 

3 供应商 8 否  2,220.90 饲草 

4 供应商 9 否 1,494.55 纸箱 

5 供应商 10 否 977.92 包材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公司供应商信息不适宜对外公开。 

3.销售模式、主要客户、结算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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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学生奶外，乳业主要采用经销模式销售，在主要地区选择经销商后，由经销商间接地

将公司产品销售给相应区域的终端客户。经销商通常的结算方式为先款后货。 

学生奶销售：乳业与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乌鲁木齐市乡村振兴局）在 2021 年签订

了《学生饮用奶供销配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结算补贴资金由乌鲁木齐农业农村局在当

月 25日至次月 10日结算，货款与补贴款差额由乳业委托配送方向学生或家长直接收取。 

2022年乳制品销售收入前五名： 

单位：（万元） 

注：上述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公司客商信息不适宜对外公开。 

4.乳业相关产品产销量情况 

单位：（吨） 

主要产品 
单

位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

上年增减 

销售量比

上年增减 

库存量比上

年增减 

液态奶 吨 22,084.14 22,096.63 389.38 -5.44% -4.89% -3.11% 

全脂淡奶粉 吨 2,507.66 1,319.45 2,073.54 105.83% 74.45% 134.21% 

5.相关业务毛利率是否与同行业同地区公司存在显著差异及其原因 

乳业业务与同行业同地区上市公司采购、加工、销售模式无重大差异，2022 年新疆天

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毛利率 17.9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毛利率 19.06%、新疆西部

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毛利率 16.98%，三家同行业均毛利率 17.98%。公司乳业业务毛利率

21.52%，同行业毛利率对比来看，公司毛利率略高于同行业同地区公司平均毛利率，主要原

因系公司加工原料生鲜乳完全来源于自有牧场，供应稳定，且公司产品定价略高于同行业，

导致毛利较同行业略高。 

 

（六）分季度列示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产销量及同比变化情况，量化说

序号 客户名称 是否为关联方 货物名称 金额 占比 结算方式 

1 客户 13 否 乳制品 2,628.36 8.59% 先款后货 

2 客户 14 否 乳制品 1,936.49 6.33% 先款后货 

3 客户 15 否 乳制品 1,898.23 6.20% 先款后货 

4 客户 16 否 乳制品 1,662.47 5.43% 先款后货 

5 客户 17 否 乳制品 1,340.28 4.38% 先款后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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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收入和利润存在季节性变动的原因，并对比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说明公司第二、四季

度收入差距较大和第三、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均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1.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产销量及同比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吨、万元）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22 年度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2022 年度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2022 年度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2022 年度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棉种收入 10,797.30 5,054.83 113.60% 5,055.13 1,026.77 392.33% 0.98 5,074.10 -99.98% -61.85 466.71 -113.25% 

棉种产量 5,063.89 3,495.07 44.89% 55.67 -36.15 -254.00%  -1.15 -100.00% 1,285.53 1,268.53 1.34% 

棉种销量 4,711.22 3,766.92 25.07% 2,175.62 488.78 345.11% 0.30 2,130.41 -99.99%  48.83 -100.00% 

皮棉收入  5,894.42 -100.00% 1,607.30 91.70 1652.86% 9,517.82  - 96.31 13,594.59 -99.29% 

皮棉产量 2,995.10 4,988.81 -39.96% 5.48  - 0.99 -388.19 -100.26% 5,509.04 6,493.77 -15.16% 

皮棉销量  4,286.31 -100.00% 690.33 1.92 35854.69% 6,459.63  -  9,194.02 -100.00% 

液态乳收入 5,024.58 5,048.35 -0.47% 7,103.62 5,532.19 28.41% 5,984.56 5,987.82 -0.05% 4,089.36 6,722.47 -39.17% 

液态乳产量 4,998.75 4,764.53 4.92% 5,647.51 5,570.56 1.38% 6,375.82 5,754.41 10.80% 5,062.06 7,264.80 -30.32% 

液态乳销量 4,866.13 4,857.08 0.19% 5,641.12 5,449.38 3.52% 6,556.74 5,761.98 13.79% 5,032.64 7,164.48 -29.76% 

奶粉收入 1,291.17 418.66 208.40% 934.10 624.89 49.48% 900.78 679.11 32.64% 1,730.99 1,369.99 26.35% 

奶粉产量 745.60 790.61 -5.69% 1,180.61 427.71 176.03% 307.30  - 274.15   

奶粉销量 352.33 96.39 265.52% 239.97 137.41 74.64% 219.38 149.68 46.57% 507.77 372.87 36.18% 

鲜奶收入 694.68 11.15 6129.26% 902.16 1,347.48 -33.05% 558.24 1,556.61 -64.14% 286.85 2,088.22 -86.26% 

鲜奶产量 1,451.47 24.78 5756.94% 1,978.24 2,855.61 -30.72% 1,210.88 3,289.58 -63.19% 548.77 4,410.08 -87.56% 

鲜奶销量 1,451.47 24.78 5756.94% 1,978.24 2,855.61 -30.72% 1,210.88 3,289.58 -63.19% 548.77 4,410.08 -87.56% 

甘草制品收入 254.44 827.40 -69.25% 586.82 404.30 45.15% 658.35 54.06 1117.74% 713.93 973.87 -26.69% 

甘草制品产量 101.80 124.85 -18.46% 124.32 82.55 50.60% 143.35 13.35 973.78% 187.53 105.59 77.60% 

甘草制品销量 48.70 156.49 -68.88% 104.87 79.17 32.46% 123.27 10.96 1024.73% 144.00 196.00 -26.53% 

营业总收入 18,350.45 19,120.45 -4.03% 20,948.31 10,081.66 107.79% 19,209.41 13,788.50 39.31% 6,239.63 25,545.51 -75.57% 

归母净利润 4,681.59 2,288.08 104.61% 974.32 1,523.14 -36.03% 171.78 1,400.16 -87.73% 583.47 -1,120.23 -152.08% 

归母扣非净利润 4,535.86 1,924.18 135.73% 602.96 1,294.75 -53.43% -1,092.96 1,681.94 -164.98% -2,211.82 -2,248.29 -1.62% 

2.公司第二、四季度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 

（1）乳业：2022年二季度主营收入 8,940万元，四季度收入 6,625万元，主要系 2022

年四季度市场经济下行，消费品市场需求下降导致乳制品销量下滑，以学生奶为例，二季度

学生奶销量 1,303 吨，四季度销量 440 吨，减少 863 吨，相关收入四季度较二季度下降约

846万元。 

2022年同地区同行业上市公司分季度分析表： 

单位：（万元） 

单位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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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与同地区同行业上市公司比，二季度收入占比最高或较高，四季度收入占

比均最低，四季度较二季度下降幅度巨大，天润乳业四季度较二季度收入降幅 63%；西部牧

业收入降幅 52%；公司乳业降幅 29%。 

（2）种业：一是种业棉种销售农业季节性显著，因棉花播种主要集中在 4-5 月份，故

主要销售集中在 1-5 月份，剩余月份仅有废棉籽等其他零星业务收入，如表“2022 年每季

度主要业务情况对比表”所示，棉种二季度营业收入 5,055.13 万元，四季度无棉种收入；

二是 2022年下半年皮棉价格下降，四季度公司惜售皮棉，如表“2022年每季度主要业务情

况对比表”所示皮棉二季度营业收入 1,607.30 万元，四季度皮棉收入仅为 96.31万元。 

综上，四季度较二季度收入大幅下降主要原因系，一方面是种业其所属行业季节性较强，

主要收入集中在上半年实现，另一方面是乳业四季度受到各方因素影响收入下降较大。 

经查询，与公司同行业同地区的上市公司如锦棉种业（股票代码：430468），在同地区

涉及棉种的上市公司荃银高科（股票代码：300087），均未披露分季度棉种数据，而棉种销

售的区域性限制极强，公司未能找到典型具有可比的同行业上市公司。 

3.公司第三、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均为负的原因 

一是公司主要利润来源于棉种，由于农业种植周期性，棉种销售主要集中在上半年销售，

在上半年销售并确认收入，下半年几乎未确认棉种收入，下半年固定费用发生和年末计提薪

酬工资等奖励使得利润为负；二是本年皮棉市场萎靡，皮棉市场下半年售价跌破成本单价，

形成收入成本倒挂；三是公司乳业下半年受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影响显著，较上半年利润下

滑。 

会计师回复： 

1、 执行的审计程序 

（1）对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循环进行了解并执行穿行测试，并对客户收入确认等重要

名称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

率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

率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

率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

率 

新农 

乳业 
7,084 5,637 20% 9,343 6,909 26% 7,547 5,500 27% 6,624 6,058 9% 

天润 

乳业 
54,298 44,950 17% 69,048 56,026 19% 61,801 50,918 18% 25,779 24,549 5% 

西部 

牧业 
29,678 24,823 16% 32,492 26,383 19% 35,173 30,239 14% 15,453 12,09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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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点执行了控制测试； 

（2）检查主要客户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销售发票、装车单、

出库单、发货单、报关单、皮棉结算清单等，对与产品销售收入确认有关的控制权转移时点

进行了分析评估，评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结合产品类型对收入以及毛利情况执行分析，判断本期收入金额是否出现异常波

动的情况； 

（4）按照抽样原则选择客户样本，询证应收账款情况及销售情况； 

（5）对营业收入执行截止测试，核实收入确认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2、审计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

一致。 

 

二、关于应收账款 

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6399.59 万元，其中账龄五年以上的应收

账款占比超五成，前五名应收账款占比为 61.75%。本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转回 131.62 万

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3798.72 万元，其中 3457.90 万元为按单项计提方式全额计提的坏

账，金额较大。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为 2601.87万元。请公司：（1）补充披露前五大应

收账款的收款对象所涉交易背景、具体销售内容及结算安排等，并说明与前述相关方的交易

安排是否符合公司经营需求及行业惯例，相关款项的催收措施及期后回款情况；（2）分析

大量应收账款长期挂账的合理性，单项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的具体原因，结合上述情况说

明前期相关收入确认是否审慎，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前五大应收账款的收款对象所涉交易背景、具体销售内容及结算安排等，

并说明与前述相关方的交易安排是否符合公司经营需求及行业惯例，相关款项的催收措施及期

后回款情况； 

1.应收阿拉尔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苗木销售款 1,263.37 万元。此款项为 2022 年因阿拉尔市政

规划，公司的苗木良繁基地苗圃地苗木被征收产生。塔河种业与阿拉尔房屋征收办公室签署《阿

拉尔市国有土地上有关资产征收补偿协议书》，总价款 2,463.37 万元，协议书约定 2022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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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支付 1,200 万元，2023 年 6 月 30 日支付 631.69 万元，2024 年 6 月 30 日 631.69 万元，

分三年支付。第一笔款项阿拉尔房屋征收办公室已按协议书约定期限给付。 

塔河种业于 2023 年 6 月 8日收到阿拉尔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1,263.37 万元，截止目前，应

收阿拉尔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苗木销售款全部结清。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0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 新疆塔

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剩余征收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9）。 

2.应收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学生奶款项 913.53 万元。公司子公司阿拉尔新农乳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农乳业”）与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乌鲁木齐市乡村振兴局）（以下简

称“农业农村局”）在 2021 年签订了《学生饮用奶供销配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乌鲁木齐

农业农村局应当在当月25日至次月10日给新农乳业结算补贴资金，如违约造成新农乳业损失的，

由农业农村局按当期银行利率承担违约金。 

公司从事的学生奶交易符合公司经营需求和行业惯例。乌鲁木齐学生奶应收账款形成次月

起，公司紧密与乌鲁木齐农业农村局对接，2021-2022年陆续因疫情原因，乌鲁木齐政府资金较

紧张，截止 2022 年年末，暂未收回该款项。于 2023 年 2 月 1 日，新农乳业已收到乌鲁木齐农业

农村局 2021 年学生奶回款 417.51 万元。 

3.应收拜城鼎元牛业有限公司售牛款 762.88 万元。系新农乳业与拜城鼎元牛业有限公司于

2006年 12月签定售牛合同，合同约定由新农乳业向拜城鼎元牛业有限公司销售大育成牛 700头，

单价 1.1 万元/头，金额 770 万元、小育成牛 300 头，单价 0.7 万元/头，金额 210 万元，合计总

金额 980 万元。2011 年新农乳业购进拜城鼎元牛业有限公司玉米青贮 5,428 吨,交易金额 217.12

万元。后拜城鼎元牛业将所欠牛款与新农乳业购买饲草款相抵后，拜城鼎元牛业仍欠新农乳业

762.88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新农乳业先后向对方发过多次催款函，但仍未收回欠款。 

4.应收阿拉尔乾源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三团）棉种款

565.68 万元。2017 年，公司根据师市集中统一供种政策相关要求,由塔河种业代销其他制种企业

棉种，合同约定棉种款应当于 2017 年年末结算。 

相关交易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符合公司经营需求及行业惯例。2018 年各团场实施综合配套

改革，团场资金使用参照事业单位进行预算管理，财政拨款资金专款专用。公司管理层与各团场

积极沟通，团场同意支付欠款，但没有专款资金无法进行支付。2017 年至今，公司管理层协同

师市相关部门及国资委、法院相关部门配合，多次催缴欠款。该款项期后未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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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收新疆阿拉尔国利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八团）棉种款

446.71 万元。同上第 4 项。 

（二）分析大量应收账款长期挂账的合理性，单项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的具体原因，结

合上述情况说明前期相关收入确认是否审慎，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建立健全并有效实施。 

应收账款长期挂账单位主要为下属子公司新农乳业、塔河种业、新农发产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农发公司”，原化纤业务主体）三家公司。 

1.新农乳业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账款主要是以前年度为开拓市场，采取赊销方式销

售乳制品以及以前年度售牛未收回的款项形成。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账龄 备注 

拜城鼎元牛业有限公司 762.88 100% 5 年以上 售牛款 

邱兴沛 30.81 100% 3-4 年 乳制品销售款 

陈文胜（广东） 20.94 100% 4-5 年 乳制品销售款 

嘉兴总仓 20.84 100% 4-5 年 乳制品销售款 

谢敏 140.74 100% 3-4 年、4-5 年 乳制品销售款 

苏州新农乳业销售有限公司 10.40 100% 5 年以上 乳制品销售款 

乌鲁木齐市鼎盛美益添超市（有限公

司） 
5.78 100% 2-3 年、3-4 年 乳制品销售款 

昌吉市汇嘉时代百货有限公司 5.40 100% 2-3 年、3-4 年 乳制品销售款 

新疆大润发玛特四季花城商贸有限公

司 
5.12 100% 4-5 年 乳制品销售款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友好超市分公司 
24.76 100% 2-3 年、3-4 年 乳制品销售款 

学生奶事业部 111.16 100% 
3-4 年、4-5 年、

5 年以上 
乳制品销售款 

伊犁灿阳商贸有限公司 13.00 100% 4-5 年 乳制品销售款 

小计 1,151.83 100% ——  

以上款项后经公司采取发函、向法院起诉等催收方式，剩余部分仍难以追回，故对上述

应收账款单项全额计提坏账。 

2.塔河种业期末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主要包含团场国资公司棉种销售款和种衣

剂销售款。销售业务发生时，按公司当年销售管理办法签署销售合同，因个别客商未按合同

条款履约，未如期还款造成长期欠款，故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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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账面 

余额 

计提 

比例 
账龄 备注 

阿拉尔乾源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三团） 
565.68 100% 5 年以上 棉种销售款 

新疆阿拉尔国科国有资产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八团） 
446.71 100% 5 年以上 棉种销售款 

阿拉尔市融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二团） 
398.31 100% 5 年以上 棉种销售款 

阿拉尔市花桥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一团） 
188.96 100% 5 年以上 棉种销售款 

阿拉尔市聚力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六团） 
182.14 100% 5 年以上 棉种销售款 

新疆阿拉尔市斓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团） 
104.57 100% 5 年以上 棉种销售款 

阿拉尔三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六团） 
129.43 100% 5 年以上 棉种销售款 

新疆石大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6.38 100% 5 年以上 种衣剂销售款 

合计 2,032.18 100% ——  

2017 年，塔河种业根据师市集中统一供种政策相关要求,由塔河种业代销民企棉种业

务。2019 年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和国资国企改革，关于《团场经营性资产及负债移交工作实

施方案》师市党办发[2019]57 号文件通知，“各团镇将生产经营单位划分的经营性资产、

负债以整体移交的方式（实物和账务）交由融达国资公司及各团镇子公司承接”，原团场经

营性债务全部转入融达公司及各团镇子公司。2017年-2022年，公司管理层协同师市相关部

门及国资委、法院相关部门配合，多次催缴欠款，期间有一团、二团、幸福城农场、七团、

十四团，十一团、十六团偿还部分或全部欠款。其余团场还款金额较少，进度缓慢。 

公司近期通过上门对账、送达催款清收函等方式，积极催收清欠，但回款金额不大。应

收团场欠款历时已久，经对各团镇国资公司摸底情况初步判断，故对应收各团场欠款进行单

项认定，全额计提坏账。 

本年度塔河种业清欠领导小组已按月制定清欠计划，分解清收清欠任务，公司与国资委、

法院等多方协调近期已通过上门发催款函，与各国资公司及各团镇子公司协商签订还款协议

等催收手段进行催收。各团镇辖域为师市棉花品种“一主两辅”实施的重要依托载体，师内

片区各团镇棉种销量占公司总销量的 35%左右，为保证师内片区棉种市场保有增量，同时保

证公司棉种预约扩繁育种环境稳定有序发展，考虑暂不走法律诉讼程序进行催收欠款。 

现已签订还款协议的有十一团花桥国资公司和十六团三合国资公司两家。其中：十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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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尔市花桥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还款协议（2023年 12月末还款 94.45万元，

2024年 12月还款 94.51万元）；十六团阿拉尔三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年 1

月 17日还款 19.43万元，并签署还款协议（计划 2023年 12月 31日还款 55万元，计划 2024

年 7月 1日还款 55.00 万元）。 

截止 2023年 4月末，应收团场国资公司棉种欠款余额 1,993.37万元。 

3.新农发公司主要是因原化纤经营业务质量问题产生的纠纷，造成销售回款无法及时结

清，后续仍处于诉讼阶段，但因业务发生时间较早，目前存在已过诉讼时效、原单位已破产、

个人欠款难以执行等情况，故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 
计提 

比例 
账龄 备注 

丹东五兴化纤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08.97 100% 5 年以上 原化纤业务遗留 

黄文忠 21.94 100% 5 年以上 原化纤业务遗留 

新疆拓新玄武岩实业有限公司 10.38 100% 5 年以上 原化纤业务遗留 

小计 241.29 100% ——  

上述应收账款相关收入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

实施了相关内部控制。形成原因主要系在长期经营过程中，部分客户未按合同履约，而公司

系国有上市公司，核销坏账准备审批流程及程序更加严格，履行相关核销程序后，经上级单

位书面核准后方可予以核销。目前，公司已按照《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积极启

动核销工作及程序。 

会计师回复： 

1、 执行的审计程序 

（1）获取销售与收款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了解、评价并测试内部控制设计的合

理性和运行的有效性； 

（2）获取并检查应收账款明细表和账龄分析表、坏账准备计提表，并结合应收账款函

证及期后回款检查，确认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3）了解重要客户的经营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评估客户的回款意愿和能力，以评估

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 

（4）对于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评价管理层按信用风险特征划

分组合的合理性；根据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及前瞻性估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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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编制的应收账款账龄与违约损失率对照表的合理性；测试管理层使用数据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以及对坏账准备的计算是否准确； 

（5）检查与应收账款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2、审计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

一致。 

 

三、关于存货 

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5.08 亿元，占总资产比例 22.97%，本期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3426.66 万元，同比增加 119.30%，累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299.02万元，

存货账面价值 4.45 亿元。请公司分业务板块列示报告期末存货的主要构成、对应金额、库

龄结构、存放情况及已计提的跌价准备，说明本期存货跌价准备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2022 年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6,299.02 万元，较上年增加 3,426.66 万元，其中：种

业板块增加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2,084.89万元；乳业板块减少存货跌价准备 112.36万元，甘

草业务增加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655.60 万元；新农发公司（肉牛养殖板块）增加存货跌价准

备金额 913.74万元。 

（一）种业板块 

1.存货的主要构成、对应金额、库龄结构 

种业板块存货期末原值 27,613.5万元，其中：（1）原材料原值 9,072.82 万元，存货

占比 32.9%。主要是包含原料-细绒籽棉、修理材料、包装材料和燃油化工等辅助材料；（2）

在产品原值 1,787.03 万元，存货占比 6.5%，主要是尚未包衣的棉种光籽；（3）库存商品

原值 16,677.17万元，存货占比 60.4%，其中库存商品皮棉 12,526.72万元，棉种 3,947.65

万元；（4）其他为苗木工程合同履约成本 76.51 万元。库龄结构、跌价准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库龄 已提存货跌

价准备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一、原材料 9,072.82 8,471.82 523.21 15.94 61.86 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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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库龄 已提存货跌

价准备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1、原料-籽棉 8,155.94 8,155.94     

2、辅助材料（包装物、

修理材料等） 
916.88 315.88 523.21 15.94 61.85 42.26 

二、在产品（棉种） 1,787.03 1,200.01 59.12 28.68 499.22 424.71 

三、库存商品 16,677.17 13,668.58 1,520.17 217.23 1,271.19 3,094.41 

1、皮棉 12,526.72 11,811.17 715.55   1,808.16 

2、棉种 3,947.65 1,739.35 804.62 217.23 1,186.45 1,213.96 

3、其他产品短绒等 202.80 118.06    72.29 

四、其他 76.51  76.51    

合计 27,613.53 23,340.41 2,179.01 261.85 1,832.26 3,561.38 

2.主要存货存放情况 

籽棉存放地点在阿拉尔分公司、金银川分公司加工厂内。皮棉加工完后存放于阿拉尔市

棉花仓储物流责任有限责任公司（棉花公检库、棉花期货交割库）。在产品、库存商品棉种

存放于阿拉尔分公司种子库房、金银川分公司种子库房。 

3.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1）原材料减值：主要为以前年度编织袋和零星修理材料。编织袋受 2022 年 3 月 1

日新种子法规定，导致库存包装袋不能继续使用；其他修理材料为老旧设备专用维修工具，

阿拉尔加工厂经过技改后，由于设备更新，原维修材料无法用于新设备，故计提减值。 

（2）在产品减值：细绒棉原种包衣新陆中 60、长绒棉原种光籽新海 21 因棉农追新，

已退市。其库龄较长，发芽率不合格，无法进入市场销售，考虑废籽销售价格、销售费用、

相关税金后，计提跌价准备。 

（3）库存商品减值： 

①棉种减值计提：对公司滞销以及退市棉种，结合棉种年度销量和未来市场判断，参考

废棉籽当期销售价格计提减值准备。 

②皮棉因 2021 年籽棉原料上涨，皮棉市场价格持续下跌，造成成本均价低于市场销售

均价，考虑可变现净值后计提跌价准备。 

4.存货跌价准备增长的主要原因 

种业板块存货跌价准备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 2021 年高成本原材料生产的皮棉成

本较高，导致 2022 年末皮棉加权平均成本较高，而皮棉市场价格持续下跌，跌破公司单位

成本，综合考虑销售价格、销售费用及相关税金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使得皮棉存货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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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较期初增加 1,808 万元；二是对滞销以及退市棉种，结合棉种年度销量和未来市场判断，

增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90.66万元。 

（二）乳业板块 

1.存货的主要构成、对应金额、库龄结构 

乳业板块存货期末原值 17,338.98万元，其中（1）原材料原值 9,513.37 万元，存货占

比 32.9%，主要包括纸箱、包材、饲草料等；（2）库存商品原值 7,167.77万元，占比 41.34%，

主要是常温奶、奶粉等；（3）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原值 38.09万元，占比 0.22%；（4）消

耗性生物资产为公犊牛，占比 3.57%。库龄结构、跌价准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库龄 
已提存货

跌价准备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原材料 9,513.37 8,977.14 533.95 — 2.28 200.49 

其中：饲草 6,706.45 6,704.17     

      辅助材料 2,809.19 2,272.97 533.95  2.28 200.49 

发出商品 0.22 0.22     

库存商品（奶粉等） 7,167.77 7,167.77    8.83 

其中：常温奶 263.89 263.89     

      低温奶 20.78 20.78     

      奶粉 6,856.01 6,856.01    8.83 

      乳饮料 27.03 27.03     

      其他农产品 0.05 0.05     

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 38.09 0.24   37.86 37.86 

消耗性生物资产（公犊

牛） 
619.53 619.53    34.50 

2.存放情况 

原材料（饲草、纸箱、包材），纸箱、包材主要存放在阿拉尔市，饲草等存放在十二团、

七团、五团、四团等各养殖场；库存商品（乳制品）主要存放在第一师阿拉尔加工厂库房；

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主要存放在库车、丽水。消耗性生物资产（公犊牛），主要分布在五团、

四团、七团、十二团等各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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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辅助材料、包装物及低值易耗品跌价准备主要为过期无法使用的包装材料，累计计提跌

价准备 238.35 万元，库存商品跌价准备主要系部分奶粉结存成本高于市场价格计提跌价准

备 8.83 万元，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主要系公犊牛市场价格下行计提跌价准备 34.50万

元。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较上期无增加，因处置部分过期包装材料导致跌价准备转销 112.36

万元。 

（三）甘草板块 

1.存货的主要构成、对应金额、库龄结构 

甘草板块存货期末原值 2,657.31万元，其中（1）原材料原值 315.64 万元，存货占比

11.88%。主要是包括甘草原料等；（2）库存商品原值 1,957.08 万元，占比 73.65%，主要

包括甘草浸膏（粉、霜）、甘草酸单铵盐、钾盐、液体黄酮等；（3）在产品原值 384.58

万元，占比 14.47%，包括甘草酸单铵盐、钾盐。库龄结构、跌价准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库龄 已提存

货跌价

准备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原材料 315.13 286.9 28.24    

其中：甘草 283.46 283.46     

其他 31.68 3.44 28.24    

在产品 384.58    384.58 384.58 

其中：甘草酸单铵盐（粗） 183.91    183.91 183.91 

钾盐 200.67    200.67 200.67 

库存商品 1,957.08 1,074.22 55.15 157.41 670.81 969.03 

其中：甘草浸膏（粉、霜） 1,074.22 1,074.22    208.00 

盐类产品（铵盐、钾盐） 670.81    670.81 670.81 

液体黄酮 157.41   157.41  35.07 

甘草黄酮 55.15  55.15   55.15 

2.存放情况 

甘草板块存货均存放于阿拉尔市厂区仓库。 

3.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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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板块盐类产品，包括在产品、库存商品的甘草酸单铵盐、钾盐。本期全额计提跌价

准备，跌价准备余额 1,055.39万元，较上期增加 520.23万元；甘草板块甘草浸膏（粉、霜）、

液体黄酮、甘草黄酮等产品期末跌价准备余额 298.22万元，2022年度市场价格继续下行，

本期计提跌价准备 135.37万元。 

4.存货跌价准备增长的主要原因 

甘草板块存货跌价准备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质量检测部门对甘草酸单铵盐、甘草酸二

钾盐产品进行了检测，发现盐类成分明显流失。公司认为该批盐类产品在现有销售渠道不具

备变现价值，对该部分盐类产品补计提了跌价准备。 

（四）育肥牛业务板块 

1.存货的主要构成、对应金额、库龄结构 

公司 2022年下半年开始从事育肥牛养殖业务，新农发公司 2022年末存货账面原值

3,025.56万元，其中饲草料等原材料 607.59万元，占比 20.08%；育肥牛等消耗性生物资产

2,417.97万元，占比 79.92%。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库龄 已提存货跌

价准备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原材料（饲草料等） 607.59 607.59     

育肥牛 2,417.97 2,417.97    798.52 

2.存放情况 

育肥牛业务板块的存货均存放于公司阿拉尔市四团养殖场。 

3.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受育肥牛市场价格下跌的影响，育肥牛业务板块2022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798.52万元。 

4.存货跌价准备增长的主要原因 

新农发公司（肉牛养殖业务）存货跌价准备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新农发公司 2022 年

下半年开展肉牛养殖业务，饲养经验不足，加之下半年市场环境影响，饲草料供应不充分，

育肥增重情况不理想；二是肉牛市场价格下跌，以 200公斤左右西门塔牛为例，新农发公司

2022年 6、7月购入买价约为 42元/公斤，截止 2022年末市场价格约为 33元/公斤。 

会计师回复： 

1、 执行的审计程序 

（1）了解、评价并测试了新农开发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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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存货的库龄及周转情况； 

（3）对存货实施监盘及函证程序，检查存货的数量及状况； 

（4）复核管理层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评价新农开发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分析相关假设的合理性，评估新农开发在存货跌价测试中

使用的相关参数是否合理，尤其是未来售价。 

2、审计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

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