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4 号 

——上市公司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务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上市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

务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务”是指供

人食用或饮用产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业务，包括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中所涉及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等产品，不包括烟草或只作为药品用的

产品。 

公司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务过程中涉及农产品养

殖和种植业务的，同时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第 1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牧、水产养殖相关业务》、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从

事种业、种植业务》的要求进行披露。 

第三条  上市公司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务营业收

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0%以上的，或



者营业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利润 30%以

上的，或者该业务可能对公司业绩或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适用本指引的规定。 

上市公司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务未达到上述标准

的，本所鼓励公司参照本指引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

务，视同上市公司从事相关业务，适用本指引的规定。 

上市公司参股公司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务，可能对

上市公司业绩或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的，应当参照本指引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条  上市公司披露行业信息、经营信息时，应当合

理、审慎、客观；涉及引用数据，应当确保引用内容客观、

权威，并注明来源；涉及专业术语，应当对其含义做出详细

解释。 

第六条  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披露

年度报告时，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格式准则要求，应当同

时按照下列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上市公司应当结合行业情况和公司经营状况，披

露主营业务情况、竞争格局、公司在行业中具备的竞争优势、

公司存在的风险因素等信息。 

如公司产品涉及许可销售的，需披露公司取得的许可证

书或备案凭证名称、数量，报告期内取得证书或备案凭证的

产品名称、取得时间、取得方式、备案号等情况。 

如报告期内公司出现商标权属纠纷、食品质量问题、食



品安全事故等情况且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以及公司为消除上述事件影响

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二）上市公司应当结合行业特征和自身业务特点，披

露生产模式、采购模式、销售模式等与经营相关的主要内容。

如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应披露新模式的

特点、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风险因素等情况。 

（三）上市公司应披露品牌运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

要产品类型、代表品牌名称、新产品投放情况等。在对主要

产品按类别披露时，公司应说明分类标准并保持一致性；如

分类标准发生变化，需说明变化产生的原因。 

（四）上市公司应详细披露以下与销售相关的具体内容： 

1. 主要销售模式，如直销模式、经销模式等；并结合

自身销售模式的特点，说明主要销售渠道，如线上销售、线

下销售（门店销售、商超销售等）、自营销售、代理销售等。 

2. 公司应按照销售模式或销售渠道分类，披露不同销

售模式或销售渠道下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及同比

变动情况。 

公司应该按照产品类别分类，披露各类产品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毛利率及同比变动情况。 

3. 涉及经销模式的，应当按照区域分类，披露报告期

末经销商数量、报告期内增加数量、减少数量，如报告期末

对同一地区经销商数量变动同比超过 30%的，应详细披露发

生变化的原因。 



公司应披露对经销客户的主要结算方式、经销方式，以

及报告期内对前五大经销客户的销售收入总额、销售占比、

期末应收账款总金额。 

4. 涉及门店销售终端的，应当按照区域分类，分别披

露直营门店、加盟门店及其他合作方式下的门店的期末数量、

期初数量。如报告期末对同一地区的门店变动数量超过 30%

的，应详细披露发生变化的原因。门店销售终端营业收入占

当期营业收入总额 10%以下的，可以免于披露上述信息。 

5. 涉及线上直销销售的，应当披露主要线上销售产品

品种、平台名称等信息。 

6. 如占当期营业收入总额 10%以上的主要产品销售价

格较上一报告期的变动幅度超过 30%的，需分析售价变动原

因及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五）上市公司应详细披露以下与采购相关的具体内容： 

1. 采购模式及采购内容，主要采购内容（如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等）的金额。 

2. 涉及向合作社或农户采购原材料，且合计金额占采

购总金额比例超过 30%的，需披露向其采购的具体内容、总

金额、结算方式、采购款实际支付情况等。 

3. 报告期内，主要外购原材料价格同比变动超过 30%

的，公司应披露发生变动的具体原因并说明对主营业务成本

的影响。 

（六）上市公司应详细披露以下与生产相关的具体内容： 

1. 主要生产模式，包括但不限于自产、委托加工等。 



2. 涉及委托加工生产的，应披露委托加工产品的内容、

数量、占该类产品生产量的比重、委托加工劳务金额。如公

司委托加工产品数量同比变动超过 30%的，应详细说明发生

变化的原因。 

委托加工生产产品成本占营业成本比例低于 10%的可免

于披露。 

3. 本所鼓励上市公司按照产品分类，披露营业成本的

主要构成项目，如原材料、人工费用、折旧、能源和动力等

项目的金额、在成本总额中的占比情况。 

（七）上市公司应详细披露以下与产量和库存量相关的

具体内容： 

1. 按照主要产品分类，分别披露生产量、销售量、库

存量、同比变动情况；如同比变动超过 30%的，应说明发生

变化的原因。 

酒类制造企业应披露期末成品酒、半成品酒（含基础酒）

的库存量。 

2. 按照生产主体分类，分别披露主要产品的设计产能、

实际产能、在建产能情况。 

（八）上市公司应详细披露销售费用的具体构成、金额、

销售费用占比、同比增长率等信息；如单项细分费用同比变

动超过 30%的，应披露变动的具体原因。 

公司可根据自身经营模式、营销方式等特点对销售费用

进行分类，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广告宣传费、促销费、仓储费

及物流费、人工费用等项目。公司应披露报告期内投放广告



的主要方式、金额，包括但不限于线上广告、线下广告、电

视广告等。 

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披露半年度报

告时，鼓励公司参照本条规定执行。 

第七条  上市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披露财务报告

附注时，应当同时按照下列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公司应根据经营模式特点，在重要会计政策及会

计估计中披露不同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会计政策、产品风

险转移的具体时点、期后销售退回、销售返利及销售奖励的

会计核算方法等。 

（二）在应收账款、预收账款项目的注释中，应披露上

述往来款项的账龄、金额前五名的单位合计金额及占比情况；

若单个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总额比例超过 10%且账

龄超过一年以上的，应当详细披露该客户应收账款形成的原

因，并评估款项是否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坏账准备计提的

充分性等情况。 

（三）在存货项目的注释中，应按照库存商品的主要产

品类型，分别披露余额、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情况等。 

（四）在货币资金项目的注释中，酒制造企业应详细披

露是否存在与相关方建立资金共管账户等特殊利益安排的

情形，如存在，说明具体内容。 

第八条  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出现

以下情形之一且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以临时报告方



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公司产品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质量监督管理

局检查出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或因产品质量等原因导致产品

被退回、召回、消费者投诉等情形时，应在知悉该事项或出

现媒体报道时，及时披露相关产品的具体名称、最近一年销

售收入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对问题产品的后续处理计划，

并预计损失金额及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公司拟采取

的应对措施等情况。 

（二）公司所处细分行业因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产

品出现影响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时，应在知悉该事项或出现

媒体报道时，及时披露事件的具体情况、相关事件是否涉及

公司产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等情

况。 

（三）公司如涉及商标权属纠纷等情况的，应及时披露

相关事项产生原因、商标权所有人的情况，并判断对生产经

营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及后续处理措施等。 

第九条  上市公司因特殊原因无法按照本指引个别条

款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披露

内容或者不披露相关内容，但应当同时说明并披露原因，提

示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第十条  本指引所称“以上”含本数。 

第十一条  本指引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