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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

告“第五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6元（含税），以2023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

股本1,319,398,521股为基数计算，共计派发100,274,287.6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结转入下一年度。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1.38%。 

如在公司公告披露日至本次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维持分配总额不变，

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广钢气体 688548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贺新 姚茂盛 

办公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道芳村大道东2

号岭南V谷-鹤翔小镇创意园B15 

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道

芳村大道东2号岭南V谷-鹤

翔小镇创意园B15 

电话 020-81898053 020-81898053 

电子信箱 IR@ggas.com IR@gga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是一家国内领先的电子大宗气体综合服务商，是国务院“科改示范企业”及广州市国资

委重点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企业。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以电子大宗气体为核心的

工业气体。公司打造了全方位、自主可控的气体供应体系，专业和能力涵盖从气体制备装置的设

计到投产运行、气体储运、数字化运行、气体应用解决方案等全部环节，为客户提供现场制气、

零售供气等综合服务。 

公司的产品涵盖电子大宗气体的全部六大品种以及主要的通用工业气体品种，具体包括氮气

（N2）、氦气（He）、氧气（O2）、氢气（H2）、氩气（Ar）、二氧化碳（CO2）等气体品种，广泛应

用于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示、光纤通信等电子半导体领域以及能源化工、有色金属、机械制

造等通用工业领域，具有明确且可观的市场前景。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优化升级“Super-N”系列超高纯制氮装置，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

自主可控能力，为国内高精尖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公司持续完善氦气供应链建设，不

断扩大国内氦气市场竞争优势，推动电子半导体、高端医疗等重点产业健康发展。未来，公司将

始终以客户需求和市场发展趋势为导向，以电子大宗气体为核心，加大研发投入和强化自主创新、

扩大产品品类、提升气体品质和产能、持续提高气体供应的稳定可靠性，充分发挥综合性、平台

型气体公司的优势，实现“广钢气智造中国芯，广钢气点亮中国屏”的战略发展目标，成为电子

大宗气体的领军企业。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销售气体产品，下游产业涵盖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示、电子设

备及材料、低温超导、能源化工、机械制造等电子及通用工业领域。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以研发、生产和销售电子大宗气体为核心的工业气体。由于电子大宗气体

的技术门槛较高，客户对供应气体产品的纯度、稳定性、可靠性、一致性要求极为严格。客户在

选择气体供应商的过程中，主要考量技术方案先进性和可靠性、运营经验、资金实力等因素。公

司凭借对电子半导体行业的深刻理解，能够结合客户工艺路线和技术要求，提供定制化的电子大

宗气体供应方案。 

（1）现场制气模式 

对于气体需求稳定且达到一定规模的客户，公司采用现场制气模式。该模式下公司与客户的

合同期限通常在 15 年，盈利持续稳定且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具备对抗周期性波动的特性。现场制

气模式的合同收费方式一般包括固定收费和变动气费。 

（2）零售供气模式 

对于用气规模较小的客户，公司采用零售供气模式。该模式下公司与客户的合同期限一般在

3-5 年，且期满后自动连续以 2-5 年为期续展。对于需求较为稳定的客户，公司同时为其提供气体

储存和输送等综合服务。因此，公司与零售客户的合作关系也较为长期、稳定。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现场制气和自建工厂零售供气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现场制气模式下，公司在客户现场或邻近场地建设大宗气站。气站由公司拥有并负责运营，

通过管道直接向客户工厂供气。同时，公司结合周边市场需求，部分现场利用制气装置的富余产

能生产气体，经液化后向周边客户零售。 

零售供气模式下，公司将自建工厂生产的气体经过液化或充装后，通过液体槽车、气体管束

车或气瓶向客户运送。同时，对于用气稳定性高的客户，公司还可提供现场储存、气化、调压、

纯化、过滤等整体供气解决方案。 

3、采购模式 

按照采购用途，公司对外采购分为原材料和能源相关的生产采购，以及设备和工程相关的固

定资产采购。公司制定了《采购管理规定》《供应商管理制度》等采购制度。采购部门根据生产经

营、项目建设等需求并结合原材料库存、项目建设周期等情况制定相应的采购计划，根据采购计

划向供应商下达订单。 

（1）原材料和能源采购 

①原材料采购 

公司主要产品中的氮气、氧气、氩气等空分气体原材料来源于空气，无需进行采购；氦气的

原料主要来源于进口的原料液氦。除前述气体原料采购外，基于降低运输成本、缓解临时产能不

足、满足客户多样化气体需求等原因，公司还采购部分气体作为补充。 

②能源采购 

公司生产过程所需能源主要为电力。现场制气模式下，公司使用客户的电力设施并按照合同

约定的方式结算费用：部分项目由客户承担电费，部分项目由公司向客户支付电费。零售供气模

式下，公司自建工厂的电力由公司独立采购，电费由公司承担，按月结算。 

（2）设备和工程采购 

公司设备和工程采购主要用于新建现场制气项目及自建工厂。公司针对各项目定制技术方案

并编制技术规格书，据此确定采购的具体要求。采购部门根据采购相关制度评选供应商，并相应

下达采购合同或订单。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行业发展阶段 

工业气体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广泛应用于金属冶炼、能源化工、机械制造等传统工业

领域，同时在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示、新能源、食品医疗、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的应用也越

来越广泛。按照具体应用领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系应用于电子半导体生产的气体，统称为电子

气体，第二类系应用于传统工业领域的气体，统称为通用工业气体。   

工业气体行业历史可追溯至 18 世纪末，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该行业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

持着稳定增长。在全球工业气体行业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工业气体行业起步相对较晚，我国工

业气体行业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才初具规模，90 年代后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工业气体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一方面受“碳中和、碳达峰”

等政策相继出台的影响，环保要求不断提高，金属冶炼、能源化工等传统工业面临转型升级、产

能置换及园区整合发展等影响，对工业气体供需面发展带来推动作用，为其配套的空分装置需求

也随之扩能；另一方面，随着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示、光纤通信、光伏、新能源、LED 等电

子半导体领域的蓬勃发展，先进工艺技术取得突破，产能进一步释放，为上游工业气体行业带来

新的投资机遇。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工业气体市场规模由 2017 年的 1,200 亿元上升至 2021 年

的 1,75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0.13%。 

随着我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在政策推动与自主创新的引导下，工

业气体主要下游应用领域仍将持续稳定发展，中国工业气体行业的未来发展空间将会越来越广阔，

预计至 2025 年有望达到近 2,600 亿元的规模。 

2016-2025 年中国工业气体市场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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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电子气体是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的重点产品，可分为电

子大宗气体和电子特种气体。近年来，相关半导体厂商积极扩产、升级产品线，以应对市场需求

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内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加速，也带来上游电子气体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 

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中国电子气体市场规模由 2016 年的 92 亿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160 亿

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11.70%。2022 年我国电子气体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174 亿元，2022 年中国

电子气体市场规模占工业气体市场总规模的 9.02%，较 2016 年的 8.52%有所上涨。随着新一代显

示技术、5G、人工智能、物联网和自动驾驶等领域的兴起，中国半导体市场需求将逐渐扩大，预

计 2023-2025 年将保持稳定增长。 

2016-2025 年中国电子气体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2）国内工业气体行业基本特点 

国内工业气体产业特点因下游市场及应用场景的快速拓展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主要涉及

供气模式、区域性、高成长性、技术创新等方面，为国内气体公司抢占市场份额提供了潜在机会，

同时也要求国内气体公司需根据下游市场实际需求，立足自身核心竞争力进行区域布局整合，形

成针对性的竞争策略。 

1.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发展 

随着现代化工业建设发展，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精尖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下游生产

企业对气体产品的种类、品质、纯度和可靠性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气体市场是一个具备高价

值发展潜力的行业，随着持续加大的研发投入，气体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实现产品

升级，同时响应市场及客户的新增需求，开发新的气体终端应用技术，驱动气体产业整体发展。 

2.客户需求趋向综合性气体服务 

随着科技水平发展，下游产业中尤其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示等高精尖产业技术升级，使

得客户项目投资水平增大，工艺技术提升及制作流程增多，促使客户对电子气体的品质、纯度及

品种要求提升。 

电子气体客户对气体纯度、品质、稳定性及一致性要求更为苛刻，且其需要气体公司提供更

专业化、定制化的服务。随着客户技术发展，对电子气体需求品类亦逐渐增多，需要气体公司同

时采用现场制气供应模式和零售气体供应模式为其提供产品。此外，客户产能释放具有阶段性，

对气体产品的需求也呈现阶段性的特点，因此要求气体公司具备更强的技术能力、运营水平为其

提供综合性服务。同时，不断演变的行业多样性为气体行业带来了广泛的市场需求，要求气体公

司具备实现产品定制化、多样化的能力，通过综合服务能力为行业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 

3.区域先发优势明显 

由于工业气体具有严格的技术、资金、资质、渠道等行业壁垒，工业气体行业的市场分布具

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以现场制气供气模式为主的应用领域，通常采取与客户签订 15 年长期协议

的供应方式，通过 BOO 模式为客户提供稳定的气体供应服务，具有高粘性的合作模式有效保障客

户群体相对稳定。以零售气体供应为主的应用领域，气体产品种类繁多，其产品品质及可靠性对

客户产成品的性能至关重要；同时，由于单个客户用气量较小，区域内需要依靠大量的客户来完

善销售网络的铺设，产品经客户认证后具备一定粘性，形成较高的进入门槛，因此气体行业具有

明显的区域先发优势。 

4.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工业要素之一的气体行业，庞大的市场需求为中国气体行业带来广阔的发

展空间。 



通用工业气体产销量大，对纯度要求不高，在以钢铁、煤化工、石油化工等为主的下游领域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通用工业气体在非钢铁、石化等传统行业中的应用范围也愈加

广泛，用量不断增加，尤其是新能源、食品医疗、新材料等新兴行业的蓬勃发展，带动通用工业

气体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成为通用工业气体市场新的增长点。 

同时，在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终端应用的带动下，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示、

光纤通信等技术飞速发展，先进技术节点得以快速突破，叠加解决“卡脖子”问题等政策的大力

支持，产能将进一步释放。电子气体作为电子信息领域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之一，市场

需求也将稳步上升。 

5.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纵观工业气体产业发展历史，由于气体行业高技术、重运营、重资本的基本属性，随着行业

发展必然出现显著的龙头效应。从海外气体公司林德气体、液化空气、空气化工百年发展历程，

国外气体龙头经历了大量整合式发展。目前国内气体行业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以电子大宗气

体下游客户为代表，由于下游客户自身亦为重资本、高技术、严要求的生产模式，其所选择的气

体供应商亦集中在头部气体公司，因此未来行业发展将进一步集中。 

（3）主要技术门槛 

目前，我国通用工业气体领域以大型钢铁、冶金及化工企业自行投资并运营大宗气站为主，

外包专业气体公司运营为辅，工艺技术发展相对成熟。 

电子大宗气体行业进入壁垒高，长期由外资主导，主要系技术及运营能力壁垒高、客户认证

周期长、需具备全产品线供应能力等综合原因所致。具体如下： 

技术壁垒 

随着电子半导体行业的不断发展，工艺制程不断微缩，致使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的难度成指数

级的提升，相应对电子大宗气体的技术要求也愈发严苛。目前电子大宗气体的纯度要求最高达到 

ppb 级，比通用工业气体 ppm 级的纯度高 1,000 倍，并且对各类气体的单项杂质水平也有特定

要求。除了纯度方面，电子半导体客户对于电子大宗气体供应的可靠性、稳定性等也有极高的要

求，需要全年全时不间断连续供应，并且要求纯度、压力、流量等指标极其稳定。这对气体公司

的系统工艺设计、工程建设技术提出了综合性的要求。 

运营能力壁垒 

电子大宗气站在供气过程中，环境温度、湿度、客户工况时刻在发生变化，容易影响气体的

纯度、压力、流量等指标，需要进行及时的调节。除了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外，业内企业需通过

大量电子大宗气站的多年运营经验，形成电子大宗气站的综合运营体系。 

客户认证壁垒 

电子大宗气体属于半导体制造的关键材料，对气体纯度、稳定性、可靠性的要求极高，任何

供气过程中的气体品质波动可能直接影响半导体产线的良率和正常运行，因此，电子半导体客户

对电子大宗气体供应商的认证极为苛刻。 

 客户在新项目招标时通常要求供应商拥有在电子级同类工厂建厂和运营的经验业绩。这使

得市场的头部效应愈加突出，新进入者的难度极大。 

全产品线供应能力壁垒 

对于下游半导体客户的单个工厂/产线来说，现场制气一般仅有一个电子大宗气体供应商，

由其提供全部六大类电子大宗气体。其中，氦气进口依存度极高、且具备全球完整供应链的气体

公司较少，市场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因此，下游半导体客户在选择供应商时也会对氦气的

保供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一家国内领先的电子大宗气体综合服务商，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以电子大宗



气体为核心的工业气体。公司聚焦电子大宗气体业务，通过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引进高端战略人

才、提升装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了业务发展的实质性突破，公司电子大宗气体市场占有率

在行业内资企业中排名领先，与国际三大外资气体巨头形成了“1+3”的竞争格局。 

公司持续以电子大宗气体业务为发展突破点，加强现场制气项目建设管理，推进项目按时按

质交付，积极推进合肥综保区、华星光电 t9、合肥长鑫二期、北京长鑫集电、上海鼎泰匠芯等多

个重点电子大宗气站项目持续建设，并陆续实现商业化。同时，公司坚持“半导体+产业基地”的

产业发展战略，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围绕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等产业聚

集区持续开拓业务，成功获得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合肥、西安等地多个电子大宗气体供应

项目，夯实公司在国内电子大宗气体业务的领先地位。 

在氦气业务方面，随着广州、武汉氦气生产基地相继竣工投产，公司开拓更多氦气资源，全

球供应链建设日趋完善，市场供应能力稳步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公司氦气业务的领先地位。 

为延伸电子超纯气体产品链、巩固和发展现有电子大宗气体客户，公司适时开展电子特种气

体业务战略布局，预计电子特种气体项目将在 2024 年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打造自主可控的电子特

气供应体系，推动公司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根据业务不同发展阶段特点，结合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新设计、新装备，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提高气体供应可靠性，为客户提供更加绿

色、节能、高效的气体技术解决方案，通过创新业务发展途径，提升公司市场地位和影响力，致

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综合性气体公司。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新技术 

在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带动下，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发展从摩尔定律到超越摩尔发展。先

进技术节点突破性发展，对包括电子大宗气体在内的新材料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密度、低

功耗的集成电路制造，对纯度、杂质、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一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对气体杂

质方面的要求，随着制程的演进，已从 ppm 级发展至 ppb 级，未来甚至有可能达到 ppt 级；对稳

定性和一致性方面提出更为严苛的要求，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开发空分数字化技术，优化工

艺设计，通过自动化运行及远程监控，提高了运行稳定性和一致性。此外，随着下游行业的技术

演进，需要发展具有针对性的应用技术和各项核心技术。 

（2）新产业 

电子大宗气体是工业气体中按照下游应用划分的一个门类，是随着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

示等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行业成长而发展起来的重点产业。近年来，随着下游应用领域及新工艺

路线的逐步扩展，电子大宗气体的细分应用领域也与日俱增。 

公司成立了专门的创新研发团队，负责下游市场的气体应用技术创新，为下游客户提供个性

化的气体服务。公司系国内少数针对下游产业配备了专业研发团队，并且自建实验室的气体公司。

凭借持续的研发创新，公司不断拓宽产品的应用场景，为国内高精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3）新业态 

1）国产替代、自主可控 

近年来，随着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向国内的迁移，新建的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示产线数量

快速增长，对于电子气体等关键材料的需求同步增长。电子大宗气体行业壁垒极高，国产化率仍

需提升，具有重大的国产替代战略意义。随着国际政治环境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当前半导体产

业供应链国产化需求迫切，我国电子大宗气体的国产替代、自主可控具有明确的市场前景。 

2）提升国内氦气供应链稳定性 

中国属于贫氦国家，国内相关行业库存量有限，随着国内新兴产业发展，国内氦气需求量稳

步增长。我国氦气产能仅占全球总量的约 0.63%，国内氦气进口依存度高达 95%以上。公司作为



国内首家直接参与氦气全球供应链建设的内资气体公司，将全力提升氦气供应链稳定性建设，重

点突破氦气供应链关键技术，通过建设智能化充装、混配、存储、回收纯化的零损耗氦气绿色工

厂，提升公司氦气运营能力，以保障重点产业的稳定供应。 

3）产业集群优势突显 

国内电子半导体领域的产业集群化趋势日益明显，尤其在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示等领域。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集成电路区域布局形成了四大聚集区，分别是以江浙沪皖为核心的长三

角地区、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以广深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以武汉、西安、成都等为

代表的中西部地区。由于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示领域客户大多采用现场供气模式，因此电子

大宗气体厂商亦跟随下游行业的趋势，通过在核心城市布局重点项目，突破至产业集群内其他客

户，提高服务响应速度，形成完整高效的电子大宗气体区域供应体系，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4）布局电子特种气体 

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示等领域客户均有电子大宗气体和电子特种气体的供应需求。公司

目前具有成熟稳定的电子大宗气体客户群体，在充分调研客户需求并具备生产能力后，业务领域

将进一步衍生至电子特种气体领域。 

未来公司将紧紧围绕电子大宗气体核心业务，发挥现有超高纯电子大宗气体现场制气优势，

重点拓展国内集成电路、半导体显示等高科技领域，并依托现场制气业务中客户的粘性以及对客

户业务的深入了解，进一步研发生产供应电子特气产品，为电子半导体领域客户提供全方面的气

体解决方案。 

（4）新模式 

目前，电子大宗气体供应仍以现场配套制气模式为主，未来将逐渐从配套供应演化为气体岛

供应模式。气体岛供应模式系为多家企业同时提供电子大宗气体供应服务。气体岛供应模式可为

产业集群区内客户提供大量且高稳定性的电子大宗气体，并通过规模化生产有效降低产业集群区

内重复投资和生产成本，同时通过集群区内闭环运行，降低运输风险和生产成本，为产业集群区

内客户的气体需求提供有力保障，具备规模和成本双重优势。 

（5）未来发展趋势 

空分市场的发展主要基于下游市场的需求与趋势。空分技术始于 1879 年，气体行业发展至今

已有一百四十余年。气体行业发展之初仅为医疗、传统工业、实验研究领域提供氧气、氮气等通

用工业气体；随着新兴行业的发展，下游市场对气体的种类、纯度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要求，推动

了气体公司朝着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集群化、绿色化发展。 

高端化主要根据下游市场的需求，提供各项性能更加优异的超高纯气体产品，并结合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新设计，不断提升产品纯度，同时气体行业通过装备设计、工艺流程优化等创

新手段，开发高可靠性的新装备，进一步提升气体现场运营的稳定性。 

数字化创新主要将生产工艺流程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实现装置的远程自动化控制，并通过

数据分析，自动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能及效率，同时提高气体供应的稳定性。应用技术创新即

针对下游客户，为客户提供更加节能、高效的技术解决方案。 

绿色化创新主要基于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实现降低生产工艺的能耗，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或者发展绿色能源产品，推动实现节能减排。 

此外，随着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显示等领域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随之衍生出新兴电子

特种气体产品的需求，推动着气体行业的创新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7,253,462,991.52 3,763,513,710.32 92.73 3,081,068,948.5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730,321,741.66 2,334,559,285.79 145.46 

2,180,133,871.30 

营业收入 1,835,414,677.13 1,539,752,284.88 19.20 1,177,897,299.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9,597,973.87 235,469,479.61 35.73 

120,614,601.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8,919,412.40 222,106,913.28 39.09 

106,883,315.3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38,455,653.86 453,108,161.00 18.84 

240,054,644.3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08 10.37 

减少1.29个百分

点 
7.1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9 0.24 20.83 0.1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9 0.24 20.83 0.15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增加0.18个百分

点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14,069,188.05  481,763,096.58  459,762,932.69   479,819,45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4,762,459.51  83,830,539.53  68,280,414.67   92,724,56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4,568,735.15  81,809,146.50  64,989,324.75   87,552,20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3,165,068.59  123,442,248.19  137,504,304.54  184,344,032.5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3,3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27,63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 含

转 融

通 借

出 股

份 的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0 272,619,213 20.66 272,619,213 

  
无 0 

国 有

法人 

广州钢铁控股有限

公司 
0 251,916,518 19.09 251,916,518 

  
无 0 

国 有

法人 

井冈山橙兴气华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56,681,309 4.30 56,681,309 

  

无 0 其他 

井冈山市大气天成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52,918,130 4.01 52,918,130 

  

无 0 其他 

深圳市红杉瀚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33,064,098 2.51 33,064,098 

  

无 0 其他 



广州越秀智创升级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33,064,097 2.51 33,064,097 

  

无 0 其他 

尚融（宁波）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0 26,003,946 1.97 26,003,946 

  
无 0 其他 

湖南中启洞鉴私募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23,617,212 1.79 23,617,212 

  

无 0 其他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广东融

创岭岳智能制造与

信息技术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23,617,212 1.79 23,617,212 

  

无 0 其他 

广州商贸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商贸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23,617,212 1.79 23,617,212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钢铁控股

有限公司与井冈山市大气天成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3,541.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20%；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31,959.8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73%；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725,346.3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573,032.17万元。 

详见本章节“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相关内容。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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