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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一 ”小 长 假 即 将 到

来，西安旅游热度依旧不减，

仍是国内旅游目的地顶流。

然而，背靠西安文旅这棵大

树的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000610.SZ）（以下简称“西安

旅游”）却久久不能盈利，并

且，预计 2023 年净利润仍然

为负值。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

到，日前，四川有色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有色”）被申请破产清

算，但是四川有色与西安旅游

之间存在交易联系，四川有色

对西安旅游有52586972.96元

的欠款尚未偿还。西安旅游

也在披露中称，应收款能否

及时收回及收回金额存在不

确定性。

西安旅游投身陕西省内

旅游行业已有多年，依靠着陕

西省丰富旅游资源和深厚文

化底蕴发展壮大，如今，又背

靠着西安这一热门IP，可谓抱

着“金饭碗”。

占据天时地利的西安旅

游为什么会长期处于亏损？

为什么会发生四川有色巨额

欠款的事件？西安旅游到底怎

样才能扭亏为盈？

就上述多个问题，记者向

西安旅游董秘发送邮件采访，

截至稿件发布未获回复。此

外，记者数次致电西安旅游董

事会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处于敏感期，不方

便回复采访，公司相关情况将

在后续公告发布。”

巨额欠款难追

2024年3月26日，西安旅游发

布了《关于公司债务人被申请破产

清算的提示性公告》，四川有色欠债

不还，被申请破产的事情被公之于

众。此消息一出，引发热议，四川有

色和西安旅游到底有哪些联系？

天眼查信息显示，四川有色成

立于2010年，是四川产业振兴发展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旗下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四川省国资委，是一家专

业从事高端电子焊接材料、高比重

合金材料、新能源材料的研究及生

产为主的企业。

天眼查显示，四川有色第一大

股东为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5.96%，

第二大股东为四川有色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约为 35.37%。

通过股权穿透，四川省国资委间接

持股四川有色新材约81.15%。

西安旅游公告称，目前，四川

有色已被申请破产清算，且成都市

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决定书》予

以破产清算。

从公司性质和行业定位来看，

四川有色和西安旅游似乎无法产

生直接联系，但是根据西安旅游披

露，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链

管理分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分

公司”）与四川有色存在一笔超

7000万元的交易。

天眼查信息显示，供应链分公

司成立于2021年，负责人是孙蕙，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日用百货销售、

医疗器械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等。

2023年3月13日，西安旅游发

布《关于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因

买卖合同纠纷将四川有色告上法

庭，请求法院判令四川有色退还预

付款 5526.5 万元及逾期付款的资

金 占 用 费 107.601 万 元 ，合 计

5634.101万元。

详细信息显示，2022 年 2 月，

供应链分公司与四川有色签订了

《硅锰合金包销合同》，约定供应链

分公司从四川有色采购、销售硅锰

合金。供应链分公司按照合同约

定，先后向四川有色支付了预付款

共计7170.2989万元。

根据《硅锰合金包销合同》约

定，该合同已于2022年12月31日到

期终止，且双方未再续约，四川有色

应退还供应链分公司剩余全部预付

款，并支付逾期退还的资金占用费。

然而，拿到预付款的四川有色

却未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链分公

司提供硅锰合金，而且，截至起诉

时，四川有色仍有供应链分公司

5526.5万元预付款尚未退还。

2024 年 1 月 5 日，根据西安旅

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西安市雁塔

人民院法对四川有色作出民事判

决，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四川

有色须退还供应链分公司预付款

3198.6765 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

资金占用费。

判决结果对西安旅游而言是

一大喜报，供应链分公司的预付款

似乎有望追回，至少已经判决的

3000 多万元有判决书的支持。剩

余2000多万元，仿佛也有了继续追

讨的动力。

然而，法院判决四川有色先

行退还的 3198.6765 万元尚未履

行完毕，紧跟着而来的是四川有

色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消息。四川

有色的破产，则意味着西安旅游

要追回5000多万元的预付款更是

迷雾重重。

“蹊跷交易”背后 西安旅游超5000万元应收款收回存疑

记者梳理发现，近两年，西安

旅游的业绩表现并不理想，持续处

于亏损状态。2021 年、2022 年，公

司 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 7306.83 万

元、-16746.6025万元。

2023 年，国内旅游市场迎来

强劲复苏，西安更是屡屡登上热

搜，成为文旅顶流，西安文旅收入

大幅提高。官方数据显示，2023

年，西安市接待游客 2.78 亿人次、

旅游业总收入 3350 亿元，再创历

史新高。

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安旅

游的业绩依然疲软。根据西安旅

游此前发布的业绩预告，2023 年，

西安旅游仍然不能扭亏为盈，预计

净利润为负值，亏损范围10500万

元至15000万元，相较上年亏损有

望收窄。

梳理近年西安旅游的业绩报

告，记者看到，西安旅游虽冠以旅

游之名，却早已不专于旅游之事，

其营收结构中，商贸业占比已经超

过酒店业、旅行社业务之和，成为

实质上的营收支柱。

事实上，早在 2019 年，西安旅

游就进军商贸行业，开始拓展供应

链业务。梳理财报也可以看到，

2020年至2022年，商贸业在西安旅

游 的 营 收 占 比 分 别 为 51.46% 、

60.50%、62.01%。以 2022 年为例，

西安旅游营业收入合计 39599.48

万元，其中商贸业营收金额达到

24553.90万元，占比62.01%。

进军商贸业之后，西安旅游的

整体营收数据得到大幅上涨，但增

收不增利，公司仍旧亏损。究其原

因，是商贸业利润率太低。

记者看到，迅速扩张并撑起公

司半壁江山的商贸业，毛利极低。

2021 年、2022 年，商贸业毛利率分

别为1.60%、0.88%，综合两年业绩，

商贸业共计营业收入约为58475.35

万元，共计毛利约为758.39万元。

2021年年报中表示，以西旅生

态实业公司为发展主体，积极拓展

供应链业务，充分发挥原产地资源

优势，通过建立蔬菜、果品、粮油、

肉禽、茶叶、酒店用品等产业链，不

断强化“西旅生态”品牌建设；同时

紧抓原产地供应链建设，打造“五

心”级生鲜配送平台，全面布局销

售网点，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2022 年年报则表示，以西旅

生态实业公司为发展主体，积极

“走出去、沉下去”抢抓乡村振兴

发展机遇，强化生态商贸与乡村

振兴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原

产地资源优势，通过建立蔬菜、果

品、粮油、肉禽、茶叶、酒店用品等

产业链，不断强化“西旅生态”品

牌建设，各类产品全面覆盖西安

市内一、二级农贸市场和各类终

端餐饮用户。

超低的毛利率和年报中对商

贸业的大力支持，形成了巨大矛

盾，西安旅游究竟为何热衷于开

展商贸和供应链业务？外界无从

得知。

此外，得益于公司对商贸业

和 供 应 链 业 务 的 支 持 和 鼓 励 ，

2020—2022 年西安旅游商贸业在

各地开疆拓土，商贸业版图迅速

扩张。

在 此 背 景 下 ，西 安 旅 游 在

2021 年 成 立 了 供 应 链 分 公 司 ，

2022 年供应链分公司与四川有色

达成了上述签约，以至于西安旅

游巨额应收账款难以追回。据

2023 年半年报，西安旅游上半年

应 收 款 项 中 ，待 结 算 款 项 约

7402.58 万元，四川有色新材这笔

欠款占其中的71.03%。

由于所涉金额巨大，该笔欠

款也得到重点关注。追根溯源，

2022 年 2 月，供应链分公司与四

川有色达成签约之前，四川有色

便已初步暴露风险迹象，但是供

应链分公司仍然决定签约并支

付了预付款。最终，酿成了西安

旅游 5000 多万元前途未卜的应

收账款。

天眼查信息显示，在 2021 年，

四川有色就发生了2起涉诉案件，

而且均是被告身份。1月，四川有

色就因买卖合同纠纷被栖霞通达

选矿药剂有限公司起诉，7月，四川

有色又因买卖合同纠纷被四川彤

熙商贸有限公司诉至法庭。

业务扩展存疑

在5年时间里，航天动力虚增收入累计达到38亿元，虚增利润7213万元。

郭新峰因违反证券法被证监会出具《市场禁入决定书》，被采取十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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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2020年，监管

部门就发现了航天动力造假的

端倪。

2020年4月，航天动力披露

了2019年年报。年报显示，在智

能数据模块贸易业务领域，公司

营业收入增长114.84%至16.6亿

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62.95%，

但该业务毛利率仅有1.78%。

此后，航天动力就收到了上

交所的问询函，对航天动力智能

数据模块贸易业务进行了详细

的问询，问询的问题包括开展智

能数据模块贸易业务的原因、供

应商确定方式、采销模式、交货

方式、库存模式定价方式等。

彼时，航天动力回复称公司

从事的智能数据模块贸易业务

涉及的智能数据模块是公司基

于已有的流体计量与通信系统

中的物联网技术的基础上发展

的一项新业务，针对该项业务，

公司原计划投建“智能数据模

块”产品生产线并完善生产工艺

形成具备该产品的生产能力，但

后期考虑到该类产品的生产技

术壁垒及自主生产调试风险，经

公司审慎研判，决定不投建“智

能数据模块”产品生产线，而是

继续以贸易形式开展该项业务，

该项贸易业务能使公司获得一

定的经济利益。

此外，航天动力还回复称，

公司通过一定的商业资源和渠

道信息等获取客户和供应商情

况，对客户和供应商的背景、经

营状况、资质实力等信息进行了

详尽的调查，认可其具备履约能

力，基于上述途径自主决定客户

和供应商。

但是，证监会查实，与隋田

力合作期间，航天动力该业务涉

及的全部客户和供应商均由隋

田力及其相关人员指定，相关交

易合同由隋田力及其相关人员

提供，交易价格、数量等合同要

素主要由隋田力方确定，航天动

力不参与产品加工、仓储及运输

环节，不具有交易标的的控制

权，不承担交易的售后责任，交

易标的从供应商直接运输至客

户，交易标的实质是没有实际的

第三方市场或使用价值的通信

设备，除融资性贸易外，航天动

力实际为交易的资金通道方。

在案发之后，航天动力的业

绩也再一次现形，已经连续2年

亏损。根据航天动力披露的数

据，2021年、2022年分别实现营

业收入12.26亿元、12.75亿元，归

属净利润为-2.579亿元、-3996

万元，扣非净利润为-2.765 亿

元、-4784万元。

截至目前，航天动力还未发

布 2023 年的年度报告。不过，

根据此前公司披露的2023年度

业绩预告，航天动力预计 2023

年 度 ，实 现 归 属 净 利 润 为 -

20500万元到-16400万元，实现

扣非净利润-20000 万元到-

15900万元。

对此，航天动力解释称，公

司主营业务受市场环境和合并

范围影响，收入较上年度有所下

降，固定成本上涨，导致本年度

毛利率较上年度下降，影响利润

6000万元左右，同时，公司部分

存货受产品转型及客户订单变

更等影响，存在减值迹象，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6500万元左右。

业绩现形

本报记者 王登海 西安报道

在 5 年的时间里，陕西航天

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航天动力”，600343.SH）虚

增收入累计达到38亿元，虚增利

润7213万元。

近日，航天动力涉隋田力

“专网通信”案件有了新进展，

公司收到了证监会出具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决定

书，航天动力因开展专网通信

业务虚增收入及利润、2016 年

至 2020 年定期报告及 2020 年临

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证监会

拟对航天动力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同时，上市公司及多名时

任高管均被处罚，合计被罚金

额 1180 万元。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

在案发之后，航天动力的业绩

再一次现形，2021 年、2022 年，

航天动力连续 2 年亏损，同时，

航天动力披露的业绩预告也显

示，2023 年度，航天动力将再次

预亏。

对于该案件的其他一些细节

问题以及未来公司经营情况，记

者致电并致函航天动力，截至发

稿，未收到对方回复。

5年虚增营收38亿 航天动力被罚超千万

航天动力是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旗下的一家上市公司，成立于

1999年12月，2003年4月上市。

在上市前十年，公司的营业收

入节节攀升，从 2004 年的 1.43 亿

元逐步上升到 2013 年的 13.87 亿

元，但是公司的利润增长幅度却

远 低 于 营 业 收 入 的 增 长 幅 度 。

2004 年，公司的归属净利润为 0.2

亿元，在此后的十年间波动上升，

到了 2013 年仍未破亿，也只达到

0.71亿元。

而在 2014 年、2015 年，航天动

力的归属净利润连续 2 年下跌，

2014年下跌至0.61亿元，2015年下

跌至0.5亿元，这两年的归属净利润

同比下跌14.02%、18.48%。

为了快速改变业绩下滑的态

势，并满足股东的考核要求，航天

动力在总经理办公会的决策下，自

2016年起与隋田力合作，参与其专

网通信业务。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

的事实，2016 年至 2020 年，航天动

力及其子公司陕西航天动力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的智能数据模

块业务属于专网通信贸易业务，该

项业务属于隋田力专网通信自循

环业务的一个环节。

航天动力开展的专网通信贸

易业务，相关交易均为虚假、不具

有业务实质，航天动力虚增收入、

利润，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虚假

记载。

年报显示，2016 年至 2020 年，

航天动力智能数据模块贸易业务

虚 增 营 业 收 入 金 额 分 别 为

43458.54 万 元 、85360.20 万 元 、

77242.79 万元、165951.30 万 元 和

8217.08 万元，分别占当期营业收

入 的 24.09% 、46.38% 、40.92% 、

62.59%和 6.58%，该项业务当期利

润分别为 788.03 万元、1977.61 万

元、1871.30 万元，1353.23 万元和

1223.17 万元，分别占当期披露的

利 润 总 额 的 20.66% 、73.84% 、

50.38%、14.33%和36.01%。

按照以上数据计算，在 5 年时

间里，虚增收入累计达到 38 亿元，

虚增利润7213万元。

虚增营收

“航天动力之所以上当受骗，主

要原因是负责初始决策和具体组织

实施的高级管理人员个人舞弊。”在

证监会披露的航天动力的陈述申辩

意见中，航天动力表示，航天动力在

隋田力专网通信自循环业务中属于

被诈骗的公司。

此外，航天动力还申辩称，认定

公司存在虚假交易证据不充分，其

不存在虚假交易的故意，航天动力

开展数据链贸易业务的真实目的是

开拓新的业务，增加新的利润增长

点；也不存在虚假交易的行为，其交

易是真实的；认定其虚增收入、利润

缺乏法律依据；航天动力没有与隋

田力深度合作，不存在共谋，危害较

轻；临时公告披露不全面、不真实

是韩卫钊基于谋取个人利益，未如

实向公司经营管理团队披露数据

链贸易业务中的全部真实情况造

成的等。

对于航天动力的申辩，证监会

在综合考虑了相关证据后，并未采

纳其申辩。并且表示，航天动力作

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违反国资

委关于禁止融资性贸易、“空转”“走

单”贸易的规定开展融资性贸易业

务和无商业实质的业务，与其经营

范围、国企的功能定位不符。

证监会认为，隋田力的专网通

信业务虽具有欺骗性，但信息披露

违法的主要原因在于航天动力管理

层规范运作意识不强，未能根据公

司经营情况健全公司治理和完善内

部控制，未按照公司重大事项决策

原则，在业务开展前审慎开展调查

和风险评估，并严格执行内部控制，

未按照业务实质对交易进行会计记

录和信息披露。

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证监会

做出的处罚决定是，责令航天动力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0万元的

罚款；并对相关当事人分别处以 5

万元至 200 万元罚款，合计罚款金

额1180万元。

其中，郭新峰与隋田力进行过

直接商谈接洽，是航天动力与隋田

力初始建立业务关系的主要决策

人，是航天动力以垫资方式和2016

年无实物流转方式参与隋田力专网

通信业务的主要决策人，行为恶

劣，情节较为严重。同时，其以董

事、总经理身份对2016年年报签署

书面确认意见，是航天动力定期报

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

航天动力发布的公告显示，郭

新峰因违反证券法被证监会出具

《市场禁入决定书》，被采取十年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罚超千万

图为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 视觉中国/图

案发之后，航天动力的业绩再一次现形，已经连续2年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