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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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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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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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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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 康隆达 60366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倩 刘科坤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

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五东路7号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

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五东路7号 

电话 0575-82872578 0575-82872578 

电子信箱 tangqian@kanglongda.com.cn kld@kanglongda.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个体防护装备行业情况 

个体防护装备（又称劳动防护用品）是保护劳动者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与职业健康

所必备的一种防护装备，对于保护劳动者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免遭或减轻事故和职业危害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是保护劳动者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和“红线”。 

新中国成立以后把“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写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2021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写入法条。 

为保障安全生产和劳动者健康，我国个体防护装备的发展从在旧中国无个体防护装备，经历

了 1958 年成立新中国第一家国有的专业销售劳动防护用品的企业，国有企业改制，外资品牌进入

中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等多个阶段，现阶段我国个体防护装备的生产经营和销售已进入成熟发

展期，同时也对个体防护装备的生产经营和销售提出了新要求。 

2021 年 11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印发了《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提

升三年专项行动计划（2021-2023）》，积极推动个体防护装备质量与安全水平持续提升，推动生产

经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要求配备个体防护装备，为维护劳动者安全健康权益提供更加有力支

撑。 

2022 年 4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两部委联合发布《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就个体防护装备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推动防护

用品产业基地发展，开发生产可防核生化、热、机械力、静电、电弧、粉尘的防护用品。完善个

体防护产品标准和检测评价能力，培育具有多品类、适应多场景、满足国内外需求的个体防护装

备综合性企业。 

2022 年 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资委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巩

固回升向好趋势加力振作工业经济的通知》，其中就提到要支持纺织服装行业绿色化发展，加大再

生纤维制品宣传推广力度，稳住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促进传统行业平稳运行。 

2023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四部门印发了《纺织工业提质升级实施方案（2023-2025 年）》，鼓励企业围绕纤维新材料、功能

性纺织品、智能制造装备等领域加快研发创新，形成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技术成果。 

随着国家相关标准、规划及指导意见的不断出台，在制度层面得到完善的同时，也为我国包

括劳动防护手套和一次性手套在内的手部安全防护装备行业提供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保障。 

1、劳动防护手套行业情况 

劳动防护手套行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保护体系健全程度、劳动者安全防护意识密切

相关。全球各国对劳动防护的意识日趋强烈，都在持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证职工劳

动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 

目前，以美国、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改进职业场所员工的安全和健康条件，颁布

了相关的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并成立专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部门来促进法案的实施，已经

建立起一个较为全面与完善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律体系。为了保证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与健

康，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职业安全健康法律法规要求企业在特定的条件下必须提供、员工必

须配戴劳动防护手套。由于劳动防护手套对特定职业来说是工作中的必需品，需求具有刚性，同

时由于劳动防护手套属于易耗品，更换频率较高，因此市场容量较大。 

与发达国家相比，以我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市场起步较晚。但随

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劳动防护意识的增强，随着国家的法律越来越健全，我国的劳动

防护用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市场正处于普通劳动防护手套向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转变，以

及一般性能的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向高性能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转变的过程中。另外，随着行业

综合智能化技术的不断深入应用，为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功能多样化、应用新材料、提升

舒适度以及生产设备智能化等已成为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行业的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2、一次性手套行业情况 

根据美国联合市场研究（Allied Market Research）的研究报告显示，一次性手套在许多产业得

以运用。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根据品质等级和用途可分为医疗级和非医疗级，医疗级手套需满足



目标国家医疗市场质量认证体系或准入标准，主要用于医疗检查、医疗护理等领域；非医疗级手

套技术规格及品质标准低于医疗级手套，主要应用于食品加工、电子化工、家庭日用清洁卫生等

领域。医疗级手套在针孔率等核心技术指标方面较非医疗级手套要求更高，生产线能够以较高的

出品率稳定产出符合医疗级要求的手套产品的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由于健康卫生、产品质量控制、员工安全等方面因素，促使世界范围各行业医疗卫生与防护

意识的提高，一次性手套作为医疗保健领域不可或缺的物品之一，其需求量仍受到稳定的市场需

求推动。目前全球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的消费量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医疗级丁腈手套与 PVC 手套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用于健康防护最为普及的一次性医疗器械消耗品

之一，这些国家的医疗护理、食品、清洁等行业的从业人员，基于使用习惯和法律规范要求，广

泛使用一次性手套，将一次性手套作为一种低值、一次性的消耗品使用。 

伴随着中国、亚太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人民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新兴

市场地区对一次性健康防护手套的使用习惯亦逐渐培养起来，新兴市场庞大的人口基数将带来巨

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因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潜力

巨大，同时国家加紧出台更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使用手套的领域越来越多，这也为进一

步加速一次性手套市场需求的增长提供了保障。 

近年来，全球一次性防护手套市场规模增长较快。一次性医疗手套需求在 2020 年度里显著增

加，远超出全球供应。随着全球多家手套企业一定幅度的产能扩张，手套需求和价格在 2021 年一

季度达到峰值水平。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预计全球销量将增长至 2025 年的 12,851 亿只，

复合年增长率达 15.9%（根据 2019 年销量为 5,290 亿只的口径），其中丁腈需求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19.8%，一次性健康手套市场需求前景广阔。此外，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改性一次性健

康防护手套应运而生，能够满足更多领域的需求。 

（二）锂盐新材料行业情况 

锂是元素周期表中最轻及密度最小的固体元素，也是自然界中最轻、标准电极电势最低、电

化学当量最大的金属元素，被认为是天生理想的“电池金属”，因此在要求高能的动力和储能应用

场景中具备长期的需求刚性。 

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正式宣布：“中国将提高国

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

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到 20%左右。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

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 

2022 年 1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

件。到 2030 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 

2022 年 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锂离子电池

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稳定发展工作的通知》，鼓励锂电生产企业、锂电一阶材料企业、锂电二阶材料

企业、锂镍钴等上游资源企业、锂电回收企业、锂电终端应用企业及系统集成、渠道分销、物流

运输等企业深度合作，通过签订长单、技术合作等方式建立长效机制，引导上下游稳定预期、明

确量价、保障供应、合作共赢。 

2023 年 6 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3 年第 10 号《关于延续和优化新

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汽车消费，对购置日期

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对购置日期在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2023 年 12 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9 部门印发《关于支持新能源



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导推进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 

经过近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以绝对优势引领全球，已经成为中

国制造业的一张名片。在新能源产业链条中，锂资源作为锂电新能源关键原材料，其重要性在本

轮周期中已凸显。围绕资源的投资此起彼伏，参与方涵盖了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如矿企、锂盐

厂、材料厂、电池厂、整车厂等，此外，一些传统行业巨头也因看好新能源未来发展方向，加入

到资源争夺的行列之中。研究机构 EVTank 联合伊维经济研究院共同发布的《中国锂离子电池行业

发展白皮书（2024 年）》显示，2023 年，全球锂离子电池总体出货量达到 1202.6GWh，同比增长

25.6%，增幅相较于 2022 年大幅收窄。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统计，2023 年，我国基础锂盐产能及产量如下：碳酸锂

产能 110 万吨，产量 51.79 万吨，产量同比增长 31.1%；氢氧化锂产能 70 万吨，产量 31.96 万吨，

产量同比增长 30.1%；氯化锂产能 2.5 万吨，产量 1.75 万吨，产量同比下降 21.2%。（基础锂盐产

品之间相互转化的产量未统计在内）。随着产能增加和同质化竞争的出现，降本增效要求企业进行

产线技改，采用新材料、新技术，不断淘汰高能耗、高成本、低效率的不良产线，切换到更规模

化、更高效、更专业的产线，帮助企业更好摆脱产能过剩的困扰，以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

服务能力，适应新的市场形势。 

（一）手部防护业务 

1、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专业从事特种及普通劳动防护手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手

部劳动防护产品和解决方案。多年来，公司坚持“积极开发新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

加值”的发展战略，通过对无缝针织手套技术和浸胶技术、工艺的深度开发、应用和长期积累，

逐步拥有了独立的研发设计能力和快速高效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公司产品主要销往以欧洲、美国

和日本为主的境外市场，产品品类以耐磨手套、抗切割手套、抗撕裂手套、抗冲撞手套、防化手

套、防静电手套、耐热耐寒手套等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为主，广泛应用于建筑、电力、电子、汽

车、机械制造、冶金、石化、采掘等行业。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是国内首家功能性劳动防护手套上市公司。 

作为海外基地的越南康隆达集成马来西亚、中国等国的先进技术，有着 12 条一次性丁腈手套

生产线和 20 条劳动防护手套生产线。主要从事以一次性丁腈手套为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以丁腈胶乳为主要原料，采用浸渍工艺硫化成型，具有耐酸、耐碱、耐油、无臭、无味、无毒及

安全的特点，并具有良好的拉伸强度、耐磨性及耐穿刺性，且不含乳胶中易使人体过敏反应的蛋

白质，广泛用于医学检查、化工、电子等行业。产品主要销往以欧洲、美国、日本为主的发达国

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越南研发生产销售基地将有利于实现公司“产品大防护化”

“产业高新技术化”“研发生产销售基地国际化”新发展规划，进而实现手部防护老产业突破国内

发展因“劳动红利枯竭”“人民币总体升值”“制造成本高启”“出口产品进口国关税比较劣势”等

瓶颈。 

2、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以 OEM 和 ODM 为主、OBM 为辅。在 ODM 方面，公司利用较强的设计研发

能力，深度参与客户的产品设计，长期坚持耕耘境外市场。在 OBM 方面，公司通过美国 GGS 和

美国 SF 管理和运营境外市场，该子公司销售的产品均为自有品牌商品，主要包括劳动防护用手套、

眼镜、鞋、帽子、服装等，能够为客户提供“从头到脚”的一站式采购服务；公司还设立了上海

康思曼、裕康防护用于管理和运营境内市场，推广公司自有品牌产品。 

（二）锂盐新材料业务 

1、主要产品及用途 

位于江西宜春的控股子公司天成锂业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硫酸锂溶液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硫酸锂溶液是碳酸锂、氢氧化锂等锂电池正极材料所必须的核心原材料，是其前置半成品，硫酸



锂溶液的品质将对下游电池材料的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另外，控股子公司协成锂业目前主要从事

以碳酸锂为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天成锂业的下游。其所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三元材料、

磷酸铁锂、钴酸锂、锰酸锂等多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并最终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域。 

2、经营模式 

控股子公司拥有完整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业务体系，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采购部门根据

生产需求并结合原材料库存、到货周期等情况制定相应的采购计划。生产模式主要采取以产定销

模式，根据原材料供应情况和机器设备产能情况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在年度生产计划框架下，由

运营中心根据锂云母采购及库存情况、生产线产能情况、机器设备运行状态，制订相应产品的月

度生产计划，将编制的月度生产计划发放至生产中心，由生产中心统筹资源，各生产车间完成生

产计划。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下游客户主要为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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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3,195,033.55 4,115,299,981.14 -14.63 2,271,471,334.3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65,037,103.25 1,365,120,127.21 -14.66 938,840,178.75 

营业收入 1,562,789,489.85 1,374,110,565.96 13.73 1,052,594,414.13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1,553,387,503.82 1,349,951,620.33 15.07 1,039,589,421.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0,275,871.95 209,051,361.47 -205.37 -154,280,521.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6,803,201.70 121,525,079.37 -253.72 -202,550,398.2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8,603,688.85 307,537,361.07 -74.44 19,309,816.1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7.41 19.81 

减少37.22个百

分点 
-15.4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39 1.32 -205.30 -0.9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39 1.32 -205.30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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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152,224.62 333,560,959.30 628,415,420.49 247,660,88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701,071.22 -23,518,350.71 16,743,081.01 -189,799,53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3,886,145.03 34,471,192.06 23,893,090.70 -221,281,33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735,531.46 -66,451,446.29 282,619,868.42 -83,829,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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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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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5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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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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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绍兴上虞东大针织有

限公司 
0 25,900,611 15.81 

  

质押 17,611,6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张惠莉 0 25,695,655 15.68 

  

质押 9,915,270 

境内

自然

人 

张间芳 0 24,000,000 14.65 

  

质押 19,707,630 

境内

自然

人 

诸暨裕康管理咨询合 0 11,100,000 6.77   无   其他 



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舜智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舜智虎咪锡

明 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874,900 2,874,900 1.75 

  

无   未知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博恩添富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01,604 2,560,114 1.56 

  

无   未知 

董爱华 0 2,400,000 1.46 

  

质押 1,5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凌久华 2,286,348 2,286,348 1.4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张伟元 359,071 2,279,083 1.39 

  

无   

境内

自然

人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1,860,000 1,860,000 1.14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东大针织及裕康管理为实际控制人张间芳及张家地控制

或控股的企业，张惠莉为张间芳配偶、张家地母亲、系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存在关联关系。（2）除上述情况外，公司

未知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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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63 亿元，同比增长 13.7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2.20 亿元；截至 2023 年底，公司总资产为 35.13 亿元，较上年度末减少 14.63%，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1.65 亿元，较上年度末减少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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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