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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主營業務分產品情況

分產品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比上
年增減（%）

營業成本比上年
增減（%）

毛利率比上年增減
（%）

紡織品 768,727,047.77 722,828,304.62 5.97 -5.30 -6.13 增加0.83 個百分點
鋼材 17,195,087.28 15,712,204.62 8.62 -18.95 -19.31 增加0.40 個百分點
機械五金 148,314,246.44 142,527,633.04 3.90 35.15 33.48 增加1.20 個百分點
保安服務業 101,551,176.08 89,270,478.19 12.09 106.45 113.37 減少2.85 個百分點
其他 94,774,719.11 88,196,381.15 6.94 -17.11 -15.37 減少1.91 個百分點

2、第四節 經營情況討論與分析/二、報告期內主要經營情況/（一）主營業務分析/1、收入和成本分析/
（3）成本分析表 

修訂前：

分行業情況

分行業 成本構成項目 本期金額 本期佔總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額 上年同期佔總

成本比例(%)
本期金額較上年同

期變動比例(%)
工業 生產採購成本 55,059,517.72 5.20 60,226,211.92 5.78 -8.58
商業 採購成本 914,205,005.71 86.37 940,292,108.44 90.21 -2.77
保安服務業 人工成本 89,270,478.19 8.43 41,838,830.75 4.01 113.37
合計      1,058,426,417.91 100 1,042,357,151.11 100 1.54

分產品情況

分產品 成本構成項目 本期金額 本期佔總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額 上年同期佔總

成本比例(%)
本期金額較上年同

期變動比例(%)
紡織品 生產採購成本 696,910,905.80 65.84 770,054,346.71 73.88 -9.50
鋼材 採購成本 26,181,561.67 2.47 19,471,915.03 1.87 34.46
機械五金 生產採購成本 127,064,693.59 12.01 106,774,822.05 10.24 19.00
保安服務業 人工成本 89,270,478.19 8.43 41,838,830.75 4.01 113.37
其他 生產採購成本 119,107,362.37 11.25 104,217,236.57 10.00 14.29
合計 　 1,058,426,417.91 100 1,042,357,151.11 100 1.54

修訂後：

分行業情況

分行業 成本構成項目 本期金額 本期佔總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額 上年同期佔總

成本比例(%)
本期金額較上年同

期變動比例(%)

工業 生產採購成本 55,059,517.72 5.20 60,226,211.92 5.78 -8.58

商業 採購成本 914,205,005.71 86.37 940,292,108.44 90.21 -2.77

保安服務業 人工成本 89,270,478.19 8.43 41,838,830.75 4.01 113.37

合計      1,058,535,001.62 100 1,042,357,151.11 100 1.55

分產品情況

分產品 成本構成項目 本期金額 本期佔總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額 上年同期佔總

成本比例(%)
本期金額較上年同

期變動比例(%)

紡織品 生產採購成本 722,828,304.62 68.29 770,054,346.71 73.88 -6.13

鋼材 採購成本 15,712,204.62 1.48 19,471,915.03 1.87 -19.31

機械五金 生產採購成本 142,527,633.04 13.46 106,774,822.05 10.24 33.48

保安服務業 人工成本 89,270,478.19 8.43 41,838,830.75 4.01 113.37

其他 生產採購成本 88,196,381.15 8.33 104,217,236.57 10.00 -15.37

合計 　 1,058,535,001.62 100 1,042,357,151.11 100 1.55

除上述修訂內容外，公司2016年年度報告全文中其他內容不變。修訂後的公司2016年年度報告全文詳見上
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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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2016年年度報告修訂說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

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已於2017年3月25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披
露了公司2016年年度報告全文，經內部核查發現主營業務分析部分數據採集有誤，現對2016年年度報告作如下
修訂：

1、第四節 經營情況討論與分析/二、報告期內主要經營情況/（一）主營業務分析/1、收入和成本分析/
（1）主營業務分產品情況

修訂前：

主營業務分產品情況

分產品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比上
年增減（%）

營業成本比上
年增減（%）

毛利率比上年增減
（%）

紡織品 768,243,366.83 696,910,905.80 9.29 -5.36 -9.50 增加4.15 個百分點

鋼材 17,195,087.28 26,181,561.67 -52.26 -18.95 34.46 減少60.48個百分點

機械五金 148,314,246.44 127,064,693.59 14.33 35.15 19.00 增加11.62個百分點

保安服務業 101,551,176.08 89,270,478.19 12.09 106.45 113.37 增加12.09 個百分點

其他 95,258,400.05 119,107,362.37 -25.04 -16.69 14.29 減少33.89個百分點

去年10月，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和
江蘇省省長石泰峰簽署了《江蘇省人

民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聯合籌建
蘇澳合作園區的備忘錄》，決定在江蘇省
常州市合作建設蘇澳合作園區，計劃在
「一國兩制」框架下，將合作園區建設成
為蘇澳全面深化合作的實踐平台、中國與
葡語系國家合作項目的承接平台、澳門青
年在內地創業創新的落地平台、蘇澳青年
公務員交流學習和提升專業能力的鍛煉平
台。

加強與葡語系國家交流

常州市副市長方國強表示，備忘錄簽署
後，澳門和江蘇方面迅速啟動各項籌備工
作，並在本月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確定
了今年將要開展的主要工作。據悉，蘇澳
合作園區擬選址於風景秀麗的常州市武進
區西太湖畔，總體規劃面積32.54平方千
米。園區將於年內正式掛牌，並全面啟動
建設。
據蘇澳合作園區所在的常州西太湖科技產

業園管委會主任劉立鴻介紹，蘇澳合作園區
定位為澳門與內地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深
化改革和科技創新的先行區、江蘇與澳門及
葡語系國家緊密合作的試驗區，其將借助澳
門國際化的視野和背景，發揮蘇澳合作橋樑
作用，加強與葡語系國家的交流。

發揮港企現代服務優勢
方國強強調，蘇澳合作園區雖然是江蘇

與澳門合作共建，但並不限於澳門資本參
與，園區同樣歡迎港人前來投資創業。
與中國和新加坡合作建設的蘇州工業園

區不同，蘇澳合作園區將以現代服務業為
主要發展方向。劉立鴻說，根據初步規
劃，蘇澳合作園區將主要發展旅遊會展、
文化創意、健康醫療、先進製造、互聯
網、金融服務等六大產業。而香港企業在
發展現代服務業方面非常有經驗和優勢，
因此園區非常歡迎港商前來投資創業。

蘇澳合作園區將啟「再造」一個澳門
搭建創新平台 歡迎港商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由澳門與江蘇合作建設的蘇

澳合作園區，自提出之日起即備受港澳和海外關注。江蘇省常州市副市長

方國強近日會見到訪的蘇港青年企業家「一帶一路」交流考察團時透露，

蘇澳合作園區將於年內正式掛牌啟動。園區總體規劃面積超過32平方千

米，相當於在常州「再造」一個澳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
浙江省政府辦公廳日前發通知，要求推動非
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工作，全面放開縣（縣
級市）落戶限制，同時將農業轉移人口納入
公積金繳存覆蓋範圍，放寬住房公積金提取
條件，支持繳存人異地使用。
新出台的《浙江省推動非戶籍人口在城市
落戶工作方案》明確要求深化戶籍制度改
革，加快完善財政、土地、社保等配套政
策，提高農業轉移人口落戶積極性，積極有
序地推進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

納入城市住房保障
《方案》提出，將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

城鎮住房保障體系。加快完善城鎮住房保障
體系，確保進城落戶農民與當地城鎮居民同

等享有政府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權利。住房
保障逐步實行實物保障與租賃補貼並舉，通
過市場提供房源、政府發放租賃補貼的方
式，支持符合條件的進城落戶農民承租市場
住房。

確保土地確權登記
為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入城的用地需求，

《方案》明確建立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
與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鈎機制。
完善年度土地利用計劃指標分配機制，保
障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落戶的合理用地需
求。
另外，《方案》提出「進城落戶＋土地承

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並存機制，明確
要如期完成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

等確權登記頒證，不得強行要求進城落戶農
民轉讓其在農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
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或將其作為進城
落戶條件。

實行跨統籌區參保
完善並落實進城落戶農民醫保關係轉移接

續辦法和異地就醫結算辦法，妥善處理醫保
關係轉移中的有關權益，加強醫保關係轉移
接續管理服務，確保基本醫保參保人能跨制
度、跨統籌區連續參保。
同時，推動符合條件的進城落戶農民參加

當地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城鄉居民養老
保險，按規定享受相應的養老保險待遇。確
保進城落戶農民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享有最
低生活保障的權利。

浙江全面放開縣落戶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

報道）廣東近日印發《關於我省深
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實施意
見》（下稱《意見》），明確加強

重點人才工程監測考核，建立人才退出
機制和失信懲戒機制，組建廣東省人才
發展研究機構，設立廣東省級人才發展
改革試驗區，制定人才發展促進條例。
據了解，在深化人才管理體制改革方
面，《意見》提出將人才發展列為經濟
社會綜合評價指標，實行人才工作目標
責任考核；推動人才管理部門簡政放
權，消除對用人主體的過度干預。
關於改進人才培養支持機制，《意

見》要求提高科研項目人力資源成本費
用支出比例，最高可達該項目經費的
60%，並賦予人才更大經費支配權。加

大各類人才培養力度，每年資助400名
40歲以下的優秀科研人才到海外一流大
學和科研機構開展合作研究。
為強化人才激勵保障機制，《意見》提

出支持團隊自主創新，開展原創性基礎研
究和應用技術研發，提供每個項目入選的
團隊科研經費最高不超過1,000萬元(人民
幣，下同)，考核優秀的團隊再給予最高不
超過1,000萬元資助。對新引進國內外頂
尖人才、國家級領軍人才、省級領軍人才，
省財政分別給予350萬元、250萬元、150
萬元的購房補貼。
關於完善人才流動機制，《意見》提

出鼓勵高等學校、科研機構擁有科技成
果的科技人員創辦科技型企業。另外，
編制粵東西北地區急需緊缺人才目錄，
繼續深化粵港澳人才合作等。

粵設省級人才發展改革試驗區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楊奕

霞 山 東 報
道）第三屆
「青島．東亞
版權創意精品
展示交易會」
（以下簡稱「東亞版交會」）定於4月14日至
16日在青島國際會展中心舉辦。本屆展會以
「版權推動發展，創意成就夢想」為主題，期
望發揮青島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區位優勢
和版權保護及相關產業發展等優勢，擴大東亞
地區等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山東省版權
產業發展。預期屆時版權交易簽約將達到30
億元人民幣以上。
青島市文廣新局副局長、市文化執法局局長

韓大鈞日前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東亞版交
會」是繼國家版權局主辦的「中國國際版權博覽
會」之外的，唯一一個由地方承辦的國際化版權
交易盛會。展會定位中高端，每兩年舉辦一屆，
並永久落戶青島。本屆展會設主賓國展區、全
國版權示範城市、山東版權創意成果、工業設
計、動漫遊戲、影視音樂、藝術美術、新聞出版
展區等板塊，展位面積達1.2萬平方米。

目前，已有國內外300餘家高端版權屬性企業確定
參展，其中不乏馬來西亞紅蜻蜓出版社、世界動畫協
會、國際設計協會等全球知名的國外版權屬性企業或
組織。馬來西亞將作為本屆展會的「主賓國」參展，
其將與青島本地企業及展會參展商進行多項經貿和版
權貿易洽談。

青
島
「
東
亞
版
交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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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開
展

2020年末高速通車里程將逾8,000公里

■蘇澳合作園區所在的常
州西太湖科技產業園。

網上圖片

■河南將打通貧困
地區和「三山一
灘」地區高速公路
內通外聯大通道。

記者馮雷 攝

■去年10月，澳門特區
行政長官崔世安和江蘇省
省長石泰峰會晤，決定在
江蘇省常州市合作建設蘇
澳合作園區。 網上圖片

■青島市文廣新局副局長、市
文 化 執 法 局 局 長 韓 大 鈞
（左）。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
南報道）為適應脫貧攻堅和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河南省決定進一
步加快推進全省高速公路建設，

力爭「十三五」時期，全省高速
公路新增通車里程達到 1,700 公
里以上，完成投資 1,500 億元人
民幣，2020年末高速公路通車里

程達到 8,000 公里以上，將打通
貧困地區和南太行、大別山、伏
牛山、黃河灘區「三山一灘」地
區高速公路內通外聯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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