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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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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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不参与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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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皇马科技 60318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青华 姚佳超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工业新区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工业新区 

电话 0575-82097297 0575-82097297 

电子信箱 huangmazqb@huangma.com huangmazqb@huangm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情况 

表面活性剂行业的参与主体为少数的国外企业和大量的国内企业。国外的主要企业有：陶氏

化学、巴斯夫、英国禾大、美国斯泰潘等，跨国集团从乙烯、丙烯→环氧乙烷、环氧丙烷→表面

活性剂为一体化生产，陶氏化学和巴斯夫是全球化工巨头，在表面活性剂领域的销售体量比较大。 

国内从事工业表面活性剂行业的企业有大几千家，但整体规模较小，单个企业对行业的影响

力不大。经过过去几年行业的激烈竞争，迫于成本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表面活性剂下游企业

对供应商的选择更加慎重，市场向行业内规模大、口碑好、产品质量高的企业集中的趋势明显，

部分技术水平较低、产品单一、客户和市场结构单一、研发能力不强的表面活性剂企业面临产品

销量和销售利润严重下滑的局面，被迫减产甚至停产。同时，化工企业随着被环保重点监管，小

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基础设施很难满足环保要求，行业整合的需求很大。据卓创资讯，截至 2022

年，国内 TOP10生产企业的产能占比约 58%，较 2018 年增长 16pcts。 

表面活性剂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和性质的有机化合物。传统的表面活性剂分子结构中同时含

有亲水和疏水两部分，它们能明显地改变两相间的界面张力或液体的表面张力，具有润湿或抗粘、

乳化或破乳、起泡或消泡以及增溶、分散、洗涤、防腐、抗静电等一系列物理化学作用。公司自

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特种表面活性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特种表面活性剂下游应用领域广泛，

少量的使用便可对工业产品形成改性的效果，可以广泛应用到新材料树脂、有机硅、润滑油及金

属加工液、环保涂料、复合新材料、特种纤维、农化助剂等多个下游领域。特种表面活性剂属于

精细化工行业，从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4754-2017），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6）中专用化学产品制造（266）行

业。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代码 C26），公司目前所处的表面活性剂行业属于精细化工行业的一个分支。 

精细化工行业技术密集程度高、产品种类多、附加值高、用途广、产业关联度大，直接服务

于国民经济的诸多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各个领域。我国表面活性剂产业的发展和我国精细化工

行业整体的发展相似，均为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较快。目前特种表面活性剂行业下游应用非常广

泛，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如水处理、玻纤、涂料、建筑、油漆、日化、油墨、电子、农药、

纺织、印染、化纤、皮革、石油、汽车工业、航天航空等，并正扩展到各高新技术领域，为新材

料、生物、能源、信息等高新技术行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国内表面活性剂已建立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大品种表面活性剂的生产能力有较大的提高，可

以满足国内的基本需求，并可以出口部分产品到国际市场。进出口方面，呈现低端产品出口，高

端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技术方面，基本的工艺技术和装置都较成熟，主要原料的质量和供应都

较稳定，为表面活性剂行业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但是小品种、技术含量高、产品

质量高以及具有特殊功能的特种表面活性剂新品种仍然不足，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尤其在特

种表面活性剂领域，大量关键技术仍然依靠引进，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表面活性剂领域的标准提升、技术创新和识产权保护仍略显不足。我国表面活性剂行业经过

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已成为全球的生产大国，但行业装备在先进性、安全性方面仍缺乏一定的

前瞻性，在产品质量标准提升、工艺本质安全、环境友好，节能降耗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行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行业技术创新体系有待加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作用较弱，技术流失扩

散现象较为严重。通过不断加强行业基础建设，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发挥三部分技术创新

力量（生产企业的研发机构，行业所属专业性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的作用，是表面

活性剂行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公司所生产的特种表面活性剂主要属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是国内第一大

表面活性剂品种。作为分子中含有在水溶液中不离解的醚基为主要亲水基的表面活性剂，具有很

高的表面活性，良好的增溶、洗涤、抗静电、钙皂分散等性能，刺激性小，还有优异的润湿和洗



涤功能。由于其性能优越，与人体和环境相容性好，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在表面活性剂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经过多年发展，国内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大众化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已经与国际接轨，

生产能力也属于世界前列，但在一些附加值高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高端功能性产品方面（如个人

护理、医疗保健、食品等行业）与世界先进水平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当前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产业

发展已经逐步进入转型整合期，不断朝一体化、规模化趋势发展。 

（二） 行业发展趋势 

特种、定制的表面活性剂市场逐步扩大：随着精细化工的发展，客户对表面活性剂的性能将

提出更高要求和更多样化、具体化的需求，将促进表面活性剂行业走向更加专业化和定制化的发

展方向，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特种功能性表面活性剂将会得到大力发展。例如含硅表面

活性剂不仅具有耐高温、耐气候老化、无毒、无腐蚀及较高生理惰性等特点，还具有较高表面活

性、乳化、分散、润湿、抗静电、消泡、稳泡等性能，是重要特殊表面活剂品种。如聚硅醚类表

面活性剂，在不同温度范围内既可用作消泡剂，也可作稳泡剂，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随着下游客户需求的日益多样化，表面活性剂行业将逐渐出现定制化的发展趋势。目前，国

内部分规模较大、技术领先的表面活性剂生产厂商已经开始根据客户的需求研发和定制具有不同

功能特种表面活性剂产品，这对整个行业的技术和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厂商必须能够根据客

户订单，及时地调整生产流程，包括原料调度、人员配置、生产工艺等各方面，以满足客户日益

增强的需求。 

新型表面活性剂的开发和应用：随着素有“工业味精”的表面活性剂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

发展的各个领域以及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研究和开发温和、安全、高效的功能性和环境

友好的新型表面活性剂成为近年来表面活性剂热点。未来市场表面活性剂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以下

几点： 

绿色温和型表面活性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文明进步，人们对环境的保护和自身的

健康越来越重视，人们趋向于使用既不污染环境又温和、安全的天然绿色产品，这就对表面活性

剂的生物降解性、刺激性和生态毒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油脂、淀粉、松香和氨基酸等天然可

再生资源为原料的绿色表面活性剂及其衍生物产品代表了新一代绿色表面活性剂剂的发展方向。 

高分子表面活性剂。高分子表面活性剂是具表面活性功能的高分子化合物，被广泛应用作胶

凝剂、减阻剂、增黏剂、分散剂、乳化剂、增溶剂、流平剂、增强剂、保湿剂、抗静电剂和纸张

增强剂等产品，开发低廉、无毒、无污染和一剂多效是高分子表面活性剂的研究趋势。 

元素型表面活性剂。由于氟、硅、磷和硼等元素的引入而赋予其更独特优异性能表面活剂，

加入量少，表面张力超低，是一类特殊表面活性剂品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对高性能表面活

性剂的需求增加，其发展潜力巨大。 

表面活性剂在各个新兴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成熟：近些年，表面活性剂在制药工业中应用越

来越广泛，可用作药物载体、乳化剂、分散剂、润湿剂以及用作治疗药剂和杀菌消毒剂等；表面

活性剂作为油田化学品广泛用于钻井、固井、采油、油气采集输送、三次采油和油田水处理等中，

对于保证钻井安全、提高原油效率、油品质量、生产效率以及设备防护、降低采集输送成本和防

止环境污染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应用于工业清洗行业的高耐碱、耐酸和耐盐性能的表面活

性剂，在涂料、特种新材料、医药工业、食品工业等领域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生产工艺改进、节能降耗将成为企业的重要课题：我国表面活性剂行业竞争较为充分，如果

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需要加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尽可能提高反应过程中的转化

率、选择性、并尽可能减少排放，这涉及反应线路的选取、高效催化剂的研制、工艺流程的确定

以及反应器和单元操作设备的开发等；其次，需要不断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节能降耗以及提高副

产物的综合利用。 



（三） 行业相关政策法规 

2023 年 3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23 年版）》（征求意见稿），分

为节能降碳产业、环境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基

础设施绿色升级及绿色服务 7 大类别。 

2023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 年版）》

涉及 11 个领域进一步扩大工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范围。对此前明确的炼油、煤制焦炭、

煤制甲醇、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 25 个领域，原则上应在 2025 年底前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

出；对本次增加的乙二醇，尿素，钛白粉，聚氯乙烯，精对苯二甲酸，等 11 个领域，原则上应在

2026 年底前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 

2023 年 8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前沿材料产业化重点发展指导目录

（第一批）》，旨在加快前沿材料产业化创新发展，引导形成发展合力。第一批入选名单包括超材

料、超导材料、高性能气凝胶隔热材料、先进 3D 打印材料、液态金属等 15 类前沿材料。 

2023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100

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探索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城市和园

区碳达峰路径，为全国提供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2023 年 12 月，发改委修订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其中石化行业鼓励

项目有： 

1、农药：高效、安全、环境友好的农药专用中间体、助剂的开发与生产，定向合成法手性和

立体结构农药生产，生物农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与生产； 

2、涂料和染料：低 VOCs 含量的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涂料，用于大飞机、高铁、大型船

舶、新能源、电子等重点领域的高性能涂料及配套树脂，用于光诊疗、光刻胶、液晶显示、光伏

电池、原液着色、数码喷墨印花、功能性化学纤维染色等领域的新型染料、颜料、印染助剂及中

间体开发与生产； 

3、树脂：满足 5G 应用的液晶聚合物、电子级聚酰亚胺等特种工程塑料生产以及共混改性、

合金化技术开发和应用，可降解聚合物的开发与生产，长碳链尼龙、耐高温尼龙等新型聚酰胺开

发与生产； 

4、专用化学品：低 VOCs 含量胶粘剂，环保型水处理剂，新型高效、环保催化剂和助剂，

功能性膜材料，超净高纯试剂、光刻胶、电子气体、新型显示和先进封装材料等电子化学品及关

键原料的开发与生产； 

5、生物基材料：以非粮生物质为原料的高分子材料、纤维素生化产品开发与生产。 

2023 年 12 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

的丙烯、对二甲苯等 12 个税目进口产品，中止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定税率，按

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公司凭借自己的优势，在特种表面活性剂领域已积累了大量客户和经验，已成为了国内同行

中的佼佼者。目前具有年产近 30 万吨特种表面活性剂生产能力，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较大、品种

较全、科技含量较高的特种表面活性剂龙头引领企业。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产品种类丰富、应用

广泛、品质过硬的世界性特种表面活性剂研发、生产和销售平台。报告期内，公司立足于功能性

新材料树脂、高端电子化学品、有机硅、润滑油及金属加工液、聚醚胺及环保涂料等十六大板块，

积极开拓战略新兴方向产品，着力解决行业关键技术问题，积极研制各板块中的重点产品，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种表面活性剂。 

公司坚持走专业化市场路线，围绕“行业做专、产品做细、效益做大、服务做优、企业做强”

经营思路。实施以计划管理为龙头的订单式经营模式，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和生产装备优势，打造

高品质制造体系，为不同客户量身定制个性化的特种表面活性剂。 



在采购方面，充分发挥“六位一体”——供应链服务市场作用。突出采购前期管理，着力开

发优质的合格供应商，与主要原料供应商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注重采购计划性和招投标规

范性，建立原料市场分析预判机制，形成完善的原料采购模式。 

在生产方面,以规范化生产管理运行体系为前提，深入开展节支增效和安全环保标准化建设。

采用国内外先进过程控制仪表，形成 DCS 控制系统、BATCH 全自动生产配方系统、MES 生产管理

系统、SIS 安全仪表系统、GDS 可燃气体报警系统、ESD 紧急停车系统等先进系统与 ERP、SCM 供

应链管理系统无缝对接，实现生产计划到生产制造执行的 PSOP 全流程管控。同时健全 PDCA 循环

管理运行长效机制，坚持以作业指导书（MO）为统领，以“1+1+7+X”生产管理体系为基础，以

“大物料平衡”、“大质量管理”为抓手，形成了“表格流转，数据说话，系统分析，统筹考核”

的个性化管理特色，满足多板块、多品种生产需求的精细化生产管理模式。 

在科研创新方面，牢固树立创新驱动意识，完善科研建制和创新激励机制，以板块发展为导

向，全面打造“科研中心、研究院、研发室”三位一体的专业化团队。科研服务市场强位作用得

到充分体现，围绕生产、市场和新项目、新产品，最大限度发挥科研创新功能，为公司可持续发

展创造出优异业绩。 

在经营销售方面，围绕市场效益，板块业务优化整合，产品结构有效调整，充分发挥了“六

位一体”经营核心作用。重点完善上海、广州两个办事处建制，拓展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努力实施板块营销模式，将产品与下游行业的应用相结合进行板块管理，建立了分行业、专业化

营销的模式，每个业务板块都配有专业的技术工程师、营销工程师和服务工程师团队，通过技术

营销、团队营销、服务营销、品牌营销深入服务下游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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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7,812,532.93 3,305,620,170.23 3.39 3,035,083,20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57,516,974.37 2,526,088,005.74 9.16 2,257,402,983.96 

营业收入 1,894,113,298.01 2,182,350,614.06 -13.21 2,336,496,36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4,728,281.29 477,143,811.35 -31.94 448,401,27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4,780,872.87 320,053,606.75 -7.90 292,554,832.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0,534,820.77 480,716,960.41 -33.32 34,550,704.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35 19.73 

减少7.38个百分

点 
21.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7 0.82 -30.49 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7 0.82 -30.49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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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71,366.05 464,853,384.99 508,900,228.94 488,288,31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848,564.43 71,326,599.31 84,514,914.68 90,038,20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9,216,941.46 64,800,534.43 82,628,299.40 88,135,097.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45,180.93 148,157,879.14 38,335,001.27 92,596,7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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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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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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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松 0 114,796,500 19.5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浙江皇马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0 58,870,000 10.0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绍兴世荣宝盛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44,152,500 7.5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绍兴多银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25,070,000 4.26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马荣芬 0 20,604,500 3.5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诺安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0 19,042,012 3.23 0 无 0 其他 



王新荣 0 16,505,500 2.8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马夏坤 0 16,505,500 2.8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74,750 15,600,000 2.65 0 无 0 其他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外贸信托－睿郡

稳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 12,161,547 2.07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王伟松、马荣芬夫妇，属

于一致行动人。（2）公司股东皇马控股集团、多银多、世荣

宝盛系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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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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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世荣宝盛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绍兴多银多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王伟松 马荣芬 

浙江皇马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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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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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世荣宝盛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绍兴多银多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王伟松 马荣芬 

浙江皇马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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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34.18亿元，同比增长 3.39%，净资产 27.58亿元，同比增长 9.16 %；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9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3.21%，其中大品种板块产品销量 0.82

万吨，小品种板块产品销量 13.31 万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5 亿元，比上年减少

31.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亿元，比上年减少 7.90%。随着

宏观经济态势和行业情况变化，公司于 2023年上半年主动退出了大品种减水剂板块产品的生产。

同时公司积极开拓以湿电子化学品用表面活性剂、新能源胶树脂、UV 光固化新材料树脂等为代表

的成长性产品，本着“小品种创盈利”的原则持续深耕小品种领域，预计随着公司产品结构的持

续优化，公司盈利能力有望实现逐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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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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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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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情况
	（二） 行业发展趋势
	（三） 行业相关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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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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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5 公司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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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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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