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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减值吞噬业绩 皖通科技年报不保真？

主业受冲击 万里马首亏即巨亏
作为国内颇具认知度的皮具民族品牌之一，万里马（300591）2020年出现了上市后首

亏。4月28日，万里马对外披露2020年成绩单，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1.45亿

元，亏超公司2017年上市以来净利之和。在万里马净利首亏背后，公司主营业务受到较大

冲击，并且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广州超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琦科技”）计提商

誉减值4892.18万元。需要指出的是，自2018年收购超琦科技之后，该公司已在2019年、

2020年连续两年未完成业绩承诺。

年报现上市首亏

从皖通科技披露的财务数据来看，这样一

份业绩亏损的年报成绩单不免让投资者失望。

财务数据显示，皖通科技2020年实现的营

业收入约15.76亿元，同比增长7.97%；对应实现

的归属净利润约-1.95亿元，同比下降215.87%，

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内，皖通科技实现的扣

非后归属净利润更是亏损约2.09亿元。

据了解，皖通科技于2010年1月6日上市，

该公司是大交通产业智慧化解决方案与综合

服务提供商。据皖通科技介绍，公司以5G、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

为技术驱动，聚焦交通运输、港口航运、智慧

城市、公共安全、军工电子等全系场景，为行

业客户提供集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运行维护

和大数据综合应用为一体的产品和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自2014年以来，皖

通科技业绩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据Wind数

据显示，2014-2019年，皖通科技分别实现的

归属净利润约0.57亿元、0.69亿元、0.77亿元、

0.83亿元、1.06亿元、1.69亿元。2019年是皖通

科技上市以来的业绩高光时刻。

但自2020年管理层内斗以来，皖通科技

的业绩也开始出现滑坡。北京商报记者注意

到，2020年年报是皖通科技上市后交出的最

差成绩，也是上市后年报首度亏损。由于2020

年业绩不佳，皖通科技股东们也享受不到分

红的福利待遇。

商誉减值成“元凶”

对于2020年公司业绩下滑的具体原因，

皖通科技证券部相关人士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主要是商誉减值所致”。

也就是说，皖通科技2020年年报亏损，商

誉减值成了“元凶”。

具体来看，皖通科技曾于2011年完成对

华东电子100%股权的收购，形成商誉约

8413.59万元。报告期内，因受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影响，子公司华东电子经营业绩

未达预期，其未来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存在

不确定性。对此，皖通科技对华东电子计提商

誉减值损失约8413.59万元。

皖通科技曾于2018年完成对赛英科技

100%股权的收购。在该交易中，交易对方承

诺赛英科技2017-2019年累积实现的净利润

数不低于11200万元。从皖通科技的公告显

示，赛英科技在业绩承诺期完成对赌。

当年收购赛英科技时，形成商誉约2.26亿

元。皖通科技称，2020年，因受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影响，皖通科技子公司赛英科技

经营业绩未达预期，公司对赛英科技计提商

誉减值损失约1.52亿元。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商誉犹如一

把无形的利刃，一旦收购公司业绩不达预期，

就会引发商誉减值风险，进而吞噬公司利润。

皖通科技证券部相关人士表示，“如果不

计算商誉的话，我们2020年的利润水平还是

正的”。

部分董监高声明年报不保真

值得一提的是，皖通科技在披露年报的

同时，还披露了一份《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2020年年度报告真实、

准确、完整的说明公告》，该公告显示，公司

董事易增辉、周艳、李明发，监事袁照云、陈

延风无法保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对于年报不保真，周艳给出两点解释。其

中周艳谈到，对年报财务数据年审会计师提

出的非标意见，鉴于年审会计师所反映的情

况，以及合同约定和管理层的陈述保证之间

存在诸多不合商业逻辑之处。根据合同和表

面证据，形式上符合会计准则关于收入确认

的要件。

“但根据商业惯例，开具发票是与客户对

账、付款的常设条件，赛英科技的相关合同也

明确约定供方有提供发票的义务，但赛英科

技存在确认收入后超过1年多以至2年多时

间都未开具发票的情形；该行为既不符合商

业逻辑，也不符合相关法律对管理层勤勉尽

责的要求。鉴于会计师审计过程中发现的诸

多疑点，且管理层的解释不能完全令人信

服，但目前已有的相关证据不足以必然证伪

保留事项所涉合同的商业实质，其目前无法

判断是否应对相关收入不予确认。”周艳如

是表示。

李明发无法保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无法保证或者持异议的

具体内容及原因是“基于年审的沟通与交流，

存在相关不确定因素”。

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董监高在年报

中“自曝家丑”，往往意味着上市公司已经出

现了问题，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控制

失效等。

诚然，自去年以来，皖通科技内斗风波不

断。皖通科技证券部相关人士表示，“公司近

期都在忙年报，其他的事情没有多余的精力

去处理。其他的事项也都是股东之间的事情，

我们也只能做到一个信披的义务，其他的还

是看股东之间的一个协商”。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亏超上市以来净利之和

万里马2020年净利亏掉了公司上市以来净

利之和。

财务数据显示，2020年万里马实现营业收入

约为3.44亿元，同比下降49.14%；对应实现归属净

利润约为-1.45亿元，同比下降705.05%；对应实

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约为-1.54亿元，同比下降

784.28%。

据了解，万里马2017年1月登陆A股市场，公

司自上市后还未曾出现过亏损情况，此次净利亏

损也是公司上市后的首亏。

实际上，在2019年万里马业绩就出现明显下

滑。2017年、2018年，万里马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

约为3733万元、3780万元，同比分别微增0.89%、

1.25%，但在2019年公司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

2400万元，同比下滑36.51%。

经计算，万里马2017-2019年净利之和约为

9913万元，公司2020年净利亏损额远超这一数值。

对于公司业绩大幅亏损的原因，万里马给出

了两点解释，其中，公司主营业务受到较大冲击，此

外，公司对超琦科技计提商誉减值4892.18万元。

资料显示，万里马是皮具行业领先的民族品

牌之一，主营业务为皮具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

造、品牌运营及市场销售业务，经营的产品主要为

皮具产品，按品牌分为“万马”“SaintJack”

“COOME”3个自有品牌产品，产品类别主要包括

手袋、钱包、拉杆箱、皮鞋和皮带等。

据万里马介绍，在公司各大类营销渠道中，团

购业务的销售规模占比最大，2020年度，团购客

户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76.53%。对

于团购渠道业务，一方面，团购客户延缓了到公司

进行出厂检验的工作，导致已完工的货物推迟验

收交货，截至2020年12月末，已完工入库未验收

待发货的团购产品共计价值4721.58万元；另一方

面，主要团购客户将原本应该在年初招标的部分

项目延迟到下半年进行，也影响了公司团购渠道

的整体业绩。

超琦科技接连未完成承诺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这已并非超琦科技首

次未完成业绩承诺，公司在2019年业绩承诺就未

实现。

回溯万里马历史公告，公司2018年变更募集

资金7262.75万元以及使用并购贷款资金1582.89

万元，合计8845.64万元收购了新零售电商公司超

琦科技34.62%股权并对其增资，上述交易完成

后，万里马持有超琦科技51%的股权。由于该次收

购系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该次收购完成后，

万里马将合并成本大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差

额6336.2万元确认为商誉。

彼时交易对方钟奇志、陈玉丹也作出了业绩

承诺，承诺超琦科技2018-2020年实现的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数据为准）分别

不 低 于 800万 元 、1200万 元 、1600万 元 或

2018-2020年合计实现不低于3600万元。

2018年，超琦科技实现净利润857.12万元，完

成了当年的业绩承诺；但在2019年超琦科技实现

净利润1096.7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91.39%，未能

实现业绩承诺；2020年，超琦科技实现净利润仅

78.49万元，承诺完成率为4.91%。

据了解，超琦科技致力于为中产阶级家庭精

选全球知名中高端品质生活方式品牌，主要聚焦

母婴及户外运动大健康领域，通过线上线下零售

相结合的模式，打造领先的“新零售”商业公司，为

品牌商提供全价值链的电子商务服务。

对于超琦科技2020年业绩不乐观的原因，万

里马表示，疫情期间，主要户外运动产品需求量降

低，而超琦科技收入规模中户外运动产品收入占

比相对较高，使得当期超琦科技整体收入规模有

所下滑。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对

于收购标的连续两年没有实现业绩承诺的情况，

投资者应重点注意，是行业因素还是自身经营所

致，要警惕其中的风险。

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超琦科技形成的商誉账

面价值为1444.03万元，占万里马资产总额的1.49%。

将进军个体防护装备产业

在当前业务布局下，万里马已开始着手进军

个体防护装备产业。

万里马目前正在筹划定增事项，公司拟募资

6.37亿元，分别投向高性能陶瓷基复合防弹衣产

业化建设项目、轻量化非金属防弹头盔产业化建

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投项目拟使用

募集资金分别约为3.76亿元、2.12亿元以及5000

万元。募投项目主要为防弹衣、防弹头盔的研发、

生产以及销售，上述产品系主要的个体防护装备。

对于此次定增的目的，万里马也坦言，公司将

具备自主研发、生产以及销售防弹衣以及防弹头

盔等产品的能力，可满足团购业务客户对个体防

护装备的需求。因此，公司通过实施前述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可对现有团购业务进一步延伸拓展，丰

富公司的产品线，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产品，增强客

户黏性，增加公司的盈利点。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个体防护装备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以及

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广阔的市场

空间。“目前，我国已经步入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新时代，个体防护装备的创新升级正在加快步伐，

未来该行业的竞争也会逐步加大，如何在竞争中

体现自身优势，是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万里马董

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根据万里马最新披露的消息显示，公司已于4

月21日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意见告

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的定增方

案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

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

履行相关注册程序，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

后方可实施。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内斗风波未停息的皖通科技（002331）业绩飞出“黑天鹅”。4月

28日，皖通科技2020年年报出炉，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的归属净利

润亏损约1.95亿元。 这也是皖通科技上市后年报首度亏损。 究其原

因，商誉减值成绞杀皖通科技业绩的“元凶”。值得注意的是，多名董

监高表示，无法保证皖通科技2020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越来越多的散户喜欢根据
龙虎榜数据炒股，本栏认为其中
有太多的不妥，龙虎榜数据有滞
后性， 只能作为一定的参考依
据，却不能盲目据此炒股，而且
每只个股的龙虎榜数据并不是
每天都能看到，间断的龙虎榜数
据基本没参考意义。

很多事情， 散户重视的多
了，就变成了陷阱。盘后公开交
易信息，也就是投资者常说的龙
虎榜，设计之初是为了让投资者
了解大户动向， 知道哪些人在
买、哪些人在卖，但时间运行到
了现在，这个龙虎榜已经成为了
庄家发布想让散户看到信息的
渠道， 即投资者能够看到的，都
是庄家想让你看到的。

先说让投资者一看到就兴
奋的机构专用席位。这公布的只
是一个席位， 或许一家基金公
司会租用一个会员席位，但说
实话，如果只是一家公司使用
一个会员席位， 多少有点浪
费， 那么会不会有几家基金公
司合租的可能，会不会在行情
不那么爆满的时候也对外出
租通道？甚至有些基金公司的
大股东就是券商，那么券商会
不会在行情火爆的时候把大
客户的报单通过基金公司的
通道报入交易所主机？如果这
些因素是有可能的， 那么投资
者看到的机构专用席位，纯度也
就不再那么高，而不同的机构专
用席位，投资者根本也不可能知
道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甚至有
时候买入榜前五名都是机构专
用席位，投资者是无法区分它们
之间的差别的。

其次，还有几个投资者认可
的所谓“敢死队”营业部，即这个
营业部只要一上龙虎榜，投资者
就认定是有“敢死队”资金进场，
然后就愿意追涨买入。于是就会
有大资金专门在这个营业部开
户，然后通过这个营业部的账户
拉高股价并买入大量股票，同时
在其他分散的小账户不断对冲
卖出，这样次日投资者就能看到
“敢死队资金买入了这个股票”，
于是大资金就可以借机胜利大
逃亡。这也是龙虎榜蒙骗小散户
的一种方法。

所以本栏说，龙虎榜数据过
于笼统，投资者无法通过穿透式
的方式知道具体是哪个账户在
买入卖出，也不知道机构专用席
位后面到底是哪个大资金，所以
投资者根据这个数据买卖股票，
要么是做了无用功，要么是看到
了庄家想让你看到的信息，投资
者可以回顾一下以往的超级牛
股， 如果分析它们的坐庄资金，
最后的结果大概率是全国各地
的散户投资者蜂拥而上，不断推
高股价，鲜有几个牛散在里面推
波助澜，最后还有可能被证监会
处罚。

但投资者如果仔细分析，凭
几个牛散在那里挂单撤单，真的
能够把股价从底部炒高到疯狂？
背后真的没有大资金的支持？实
在是匪夷所思。

本栏建议投资者，对于龙虎
榜，如果不能理性并且辩证地看
待，那么看了还不如不看，自己
通过上市公司基本面和K线图去
寻找投资机会，远比看龙虎榜靠
谱得多。

皖通科技近三年财务数据一览

（单位：亿元）

营业收入 归属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2018年

12.49

1.06

0.96

2019年
14.6

1.69

1.52

2020年

15.76

-1.95

-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