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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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已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揭示，敬请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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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截至本年报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157,540,180 股，以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

496,600 股后的股本 157,043,580 股为基数测算，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9.00

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41,339,222元（含税）。2023年度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金额占公

司 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31.47%。 

2、截至本年报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157,540,180 股，以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

496,600股后的股本 157,043,580 股为基数测算，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5

股，合计转增 70,669,611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28,209,791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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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华恒生物 68863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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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义 /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长安路197号 / 

电话 0551-65689046 / 

电子信箱 ahb@ehuah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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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以合成生物技术为核心，通过生物制造方式，主要从事生物基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截至目前，公司已建成并投产的主要产品包括氨基酸系列产品（L-丙

氨酸、DL-丙氨酸、β-丙氨酸、L-缬氨酸）、维生素系列产品（D-泛酸钙、D-泛醇、肌醇）、生物基

新材料单体（1,3-丙二醇、丁二酸）和其他产品（苹果酸、熊果苷）等，可广泛应用于中间体、动

物营养、日化护理、功能食品与营养、植物营养等众多领域。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公司已经成

为全球领先的生物基产品制造企业。 

2、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氨基酸系列产品（L-丙氨酸、DL-丙氨酸、β-丙氨酸、L-缬氨酸）、维生素

系列产品（D-泛酸钙、D-泛醇、肌醇）、生物基新材料单体（1,3-丙二醇、丁二酸）和其他产品（苹

果酸、熊果苷）等。 

（1）氨基酸系列产品 

L-丙氨酸是公司销量最多的丙氨酸产品，主要用作生产新型绿色螯合剂 MGDA、维生素 B6

以及食品添加剂等。公司以可再生葡萄糖为原料厌氧发酵生产 L-丙氨酸的关键技术已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目前公司 L-丙氨酸的市场份额全球第一。公司利用人工合成酶生物催化生产 β-丙氨酸产

品，有效降低了产品成本，具有绿色、高转化率优势，目前主要应用于生产维生素 B5 及保健品

领域。公司采用自产的 L-丙氨酸通过生物酶催化制备 DL-丙氨酸产品，主要用作食品调味剂，远

销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L-缬氨酸是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之一，也是哺乳动物的必需氨基酸和生糖氨基酸。L-缬氨酸



作为三种支链氨基酸之一，在促进蛋白质合成、维持动物正常代谢和健康、机体组织修复、维持

机体氮代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饲料、医药、食品等行业。 

（2）维生素系列产品 

D-泛酸钙亦称维生素 B5，是人体和动物体内辅酶 A 的组成部分，参与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

白质的代谢作用，有利于各种营养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是人体和动物维持正常生理机能不可缺少

的微量物质，被广泛应用于饲料添加剂、医药、日化、食品添加剂等众多领域。目前，公司成功

突破了发酵法生产 D-泛解酸内酯技术，在 β-丙氨酸酶法生产技术等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制备 D-泛酸钙的核心技术。随着全产业链技术产品落地，公司的 D-泛酸钙产品竞争力将进一

步加强。 

D-泛醇，是泛醇的右旋异构体。泛醇经皮肤组织吸收后，醇羟基被氧化，转化为泛酸，泛酸

是合成辅酶 A 最重要的原料，而辅酶 A 是体内代谢的重要物质（比如三羧酸循环、脂类代谢等）。

因此，泛醇转化为泛酸后，可促进人体蛋白质，脂质，糖类代谢，以及保护皮肤和粘膜，改善毛

发光泽，是一种优异的皮肤与头发保护剂，主要用于化妆品行业液体制剂的添加剂和营养增补剂、

食品、医药等领域。目前，公司成功突破发酵法生产 D-泛解酸内酯技术，已在工业菌种创制、发

酵过程智能控制、高效后提取、产品应用开发环节形成了完备的技术领先优势。 

肌醇，也称为环己六醇，外观为白色结晶粉末状，无臭，味甜，有多个同分异构体。肌醇在

动物、植物、微生物体内广泛存在，是人类、动物、微生物的必需营养源。目前，肌醇已经广泛

应用于动物营养、食品饮料、医药、化妆品等领域。从营养学角度看肌醇属于维生素 B 类，近年

来饲料业行业产量规模持续壮大，肌醇作为饲料的一种维生素添加剂，使用量逐年提高。肌醇具

有提供能量和增强体力耐力的作用，随着维生素功能饮料的逐步普及，肌醇的使用量也在逐步增

加。在医学上，肌醇可治疗因摄入碳水化合物过多而引起的脂肪肝，并还可有效治疗动脉硬化、

糖尿病、肾炎及黄痘性肝硬化等症。此外，含有肌醇的美容、营养化妆品也已被开发。 

（3）生物基新材料单体 

1,3-丙二醇，简称 1,3-PDO 或 PDO，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可用于多种药物、新型聚酯 PTT、

医药中间体及新型抗氧剂的合成，是生产不饱和聚酯、增塑剂、表面活性剂、乳化剂和破乳剂的

原料。目前，1,3-丙二醇的工业化生产路线主要可分为化工法和生物法两大类，与化工法相比，生

物法具有原料为可再生材料、成本较低、过程绿色环保等众多优点，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

的大背景下，公司生物法生产 1,3-丙二醇更加具有低碳环保优势。 

丁二酸，也称为琥珀酸，是重要的有机合成原料与有机合成中间体，可用于生产生物基 PBS、



BDO（1,4-丁二醇）、丁二酸酐、丁二酰亚胺及其衍生物等产品，同时也可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

农业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公司在赤峰基地采用发酵法生产丁二酸，符合“碳中和”的

发展理念，用“绿色科技”破解“白色污染”难题，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其他主要产品 

苹果酸，又名 2-羟基丁二酸，分子中有一个不对称碳羟基丁二酸，有两种立体异构体，以三

种形式存在，即 L-苹果酸、DL-苹果酸和 D-苹果酸。苹果酸作为有机酸之一，应用领域广泛，主

要应用在食品饮料、医药、化工等领域，其中，食品和饮料领域的需求占比 80%以上，与柠檬酸、

乳酸等传统酸味剂相比优势突出、附加值高，当前市场中在售的苹果酸多为 L-苹果酸和 DL-苹果

酸。 

熊果苷，又名熊果素、熊果叶苷、熊果酚苷。熊果苷具有抗炎、抗氧化、平喘等多种药理活

性，还是人黑色素细胞中酪氨酸酶的抑制剂，能够阻断黑色素的形成，加速黑色素的分解与排泄，

从而减少皮肤色素沉积。熊果苷分为 α型和 β型两类，目前国内外逐步添加于美白化妆品中。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可分为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模

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1、采购模式 

公司制定了《采购管理规范》《供应商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科学完善的采购管理制度，建立了

安全稳定的供应商管理体系，保证采购物料的充足完备，有效提高公司物资管理综合水平，保障

原辅料储备和正常生产运营活动，实现从供应商选择、价格谈判到质检入库全过程的有效管理。

公司通过外部采购的内容主要为原辅料、基建材料、日常备件、仪表设备等，由物资部门、生产

部门、质量部门联动协同，确保公司采购活动的有序进行。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与“合理库存”相结合的生产模式，结合公司销售计划和库存的

实际情况，合理组织生产活动，提高公司的营运效率。公司生产部门根据销售部上报的销售计划、

客户订单和发货计划，编制月度生产计划，计算用料需求，经分管领导批准后组织实施生产活动。 

3、销售模式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完善部门管理及业务流程制度体系，目前已制定《销售部工作

标准化手册》《合同执行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确保流程与制度体系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

求。公司销售部门负责客户的接洽维系、合同订立、货款结算、货物跟踪等日常销售工作。同时，



销售部门还负责对公司所处领域市场行情的跟踪研究，广泛搜集市场信息，制定企业品牌推广计

划，挖掘产品的新用途新方向，引导开拓新兴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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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处行业为生物制造行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 版），公司所处行业为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公司主要产品属于“生物产业之生物制造产业”领域；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分类（2018）》，公司所处的行业为“生物产业”。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环境危机、能源资源短缺等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化石资源为基

础的传统工业制造产业链条正在进行着一场绿色变革。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之一，在合成生

物技术的推动下，全球生物制造产业发展速度迅猛，目前已取得了数量众多的优质产业化成果，

广泛应用于化工、饲料、材料、食品、能源等许多重要的工业制造领域。 

（2）基本特点 

生物制造产业的核心技术即合成生物技术，是在工程学思想的指导下，利用基因编辑、代谢

工程、生物工程、化学合成和计算机模拟等技术进行生命设计与合成再造，开创了全新的科学研

究模式。在生物制造产业化阶段，由于微生物细胞或酶的原有生物系统限制，工业化生产过程中

往往会遇到许多技术瓶颈。在合成生物学的基础上，研发人员可以利用基因合成、基因编辑、途

径组装与优化、细胞全局优化等技术，创建全新的细胞工厂，突破原有生物系统的限制，创造出

更加符合产业化的新型生物系统，加速科技成果的工业化进程。随着合成生物学等的不断进步，

生物制造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部分生物制造技术已经实现工业化与产业化。未来，

随着合成生物学等新技术的迅速突破，其将进一步与生物制造产业渗透融合，成为生物科技领域

基础研究转化为实际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科学技术，为生物制造行业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3）主要技术门槛 

菌种构建、改造、筛选和迭代的能力是合成生物技术关键技术之一。生物法大部分反应步骤

均在微生物或酶的作用下进行，菌种自身的性能如效率和鲁棒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产

业化。改造底盘细胞，使优化的底盘细胞增加重构途径中的物质和能量供应，减少细胞内源的消

耗、杂质的生成，解除引入产物对细胞的反馈抑制或毒性作用，使菌种具有更好的操作性、鲁棒

性，这些策略都是实现高效生物制造的关键。 

高效的工业化大生产工程能力成为生物制造产业化成功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生物制造一般



包含菌种构建、发酵和分离提取纯化。微生物作为生物体对不同的环境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生

物制造一般会经历更为严格的小试、中试、放大过程，去探索不同条件下最优的生产条件、工艺

参数、设备选型等，这些对大规模、低成本生产极为重要。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作为在合成生物学领域领先的企业之一,已建成工业菌种创制、发酵过程智能控制、高效

分离提取和产品应用开发等全产业链的技术领先优势。 

（1）公司氨基酸系列产品市场情况 

公司的丙氨酸产品生产规模位居国际前列，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丙氨酸系列产品生

产企业之一。未来在下游市场迅猛发展的驱动下，丙氨酸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日化领域是 L-

丙氨酸最主要的应用领域，DL-丙氨酸也可应用于日化领域，二者都可用于生产 MGDA（新型绿

色螯合剂）。由于 MGDA 市场的快速发展，在日化领域中，丙氨酸市场需求量保持增长。 

2022 年 9 月，农业农村部召开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工作推进视频会，会议指出，在全行业深入

实施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加大力度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低蛋白日粮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蛋白质资源紧缺问题、节约了养殖成本，缓解了家禽养殖场环境污染等问题。近年来，生物合成

氨基酸工业的快速发展又推动了低蛋白日粮的应用和推广，从而氨基酸精确配方饲料迎来了很大

发展，L-缬氨酸在饲料里的需求量大幅增长，L-缬氨酸行业迎来较快发展。目前公司采用厌氧发

酵工艺，缬氨酸产品在纯度、比旋光度、色度及颗粒分布等多项指标方面均表现优异，在行业内

处于优势地位。 

（2）公司维生素系列产品市场情况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球 D-泛酸钙总产能约为 2.8 万吨，国内产能占全球近 80%的市

场份额，我国已经成为 D-泛酸钙产品的“世界工厂”。D-泛酸钙、D-泛醇的核心原材料之一为 D-

泛解酸内酯，目前，行业内主要采用化学合成法制备 D-泛解酸内酯，公司生物发酵方法生产 D-

泛解酸内酯，大幅节省了能源耗用，提升了产品经济性，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 

我国是肌醇主要生产国家，目前行业主要参与者包括诸城市浩天药业有限公司、河北宇威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根据 Mordor intelligence 研究报告显示，肌醇全球市场规模预计到 2024 年为

1.46 亿美元，预计到 2029 年将达到 2.07 亿美元。公司生物发酵法生产植酸和肌醇具有十分明显

的成本优势，发酵条件温和，占地面积小，起始原料是可再生的葡萄糖，技术先进，具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公司生物基新材料单体市场情况 

1,3-丙二醇是一种重要的化工材料原料，广泛应用于工业、医药、化妆品等领域。在聚酯行



业中，1,3-丙二醇可与对苯二甲酸聚合，用于高性能聚酯材料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PTT），作

为纺织纤维材料应用于服装、地毯等装饰材料，作为工程塑料应用于电子、汽车等市场。在聚氨

酯行业中，1,3-丙二醇常用作聚酯多元醇的原料、聚醚多元醇的起始剂和聚氨酯扩链剂等。在化

妆品行业中，1,3-丙二醇主要用作有机多元醇保湿溶剂、增稠剂、抗菌剂和渗透剂等。与此同时，

其还可用于增塑剂、洗涤剂、防腐剂、乳化剂的合成，在食品、油漆涂料、制药等行业具有诸多

应用。公司生物法年产 5 万吨 1,3-丙二醇项目的顺利投产，实现了国内自主知识产权工业菌种产

业化的突破，有助于打破国外公司对 1,3-丙二醇技术及市场的长年垄断，进一步提升 1,3-丙二醇

的市场容量。 

丁二酸是一种优秀的 C4 平台化合物，在化工、材料、医药、食品领域有着广泛的用途，并被

美国能源部列为 12 种高值化生物基平台化合物之一。近年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 号）等相关政策影响下，可降解塑料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等的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已成为丁二酸最主要的下游用途之一。丁二酸

作为有机化工原料，可用于 1,4-丁二醇（BDO）、四氢呋喃（THF）、丁二酰亚胺等的合成，在电镀、

涂料、染料、照相材料等领域均有应用。除此以外，丁二酸在医药领域可用于抗生素、维生素等

的生产；在农业领域可作为植物生长调节剂、杀菌剂等；在食品领域可用作调味剂、风味改良剂

等。公司生物法年产 5 万吨丁二酸项目实现量产，有助于推动下游 PBS 可降解塑料等的规模应用，

以“绿色科技”破解“白色污染”难题，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助力国家双碳

战略实施。 

(4)其他产品市场情况 

苹果酸是一种天然有机酸，应用领域涉及食品、医药、化工、饲料等行业。在食品饮料领域，

由于苹果酸口感接近天然果汁，且产生的热量较低，苹果酸已成为继柠檬酸、乳酸之后，用量排

第三位的食品酸味剂，同时可用于食品保鲜和除臭。在化工领域，苹果酸可用作除垢剂、荧光增

白剂的合成原料，在工业清洗剂、树脂固化剂、合成材料增塑剂等领域均有应用。而其作为三羧酸

循环的重要枢纽之一所具有的多种生物活性，如抗氧化、抗炎、抗疲劳等，则拓展了其在医药、

化妆品、饲料添加剂等领域的应用，如在化妆品中可以作为保湿剂和抗氧化剂；在医药领域中，

苹果酸钾盐是治疗水肿、高血压和脂肪积聚症等的有效药物；在动物饲料领域中，可缓解和消除

食草动物的酸中毒和应激反应情况等。公司生物法年产 5 万吨苹果酸项目的投产将极大地促进下

游应用开拓，有效提高我国生物基苹果酸产业规模的全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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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发展情况 

合成生物技术，是在工程学思想的指导下，利用基因组测序、生物工程、化学合成和计算机

模拟等技术进行生命设计与合成再造，开创了全新的科学研究模式。合成生物学的本质是让细胞

微生物生产人类需要的物质，该技术突破自然进化的限制，以“人工设计与编写基因组”为核心，



可针对特定需求从工程学角度设计构建元器件或模块，通过这些元器件对现有自然生物体系进行

改造和优化，或者设计合成全新可控运行的人工生物体系。 

近年来合成生物学公司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技术出现了很多突破，使得微生物细胞工厂构建

和测试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为提高菌种构建效率以满足市场快速变化和多样的需求提供了重要

的机遇。此外，二代测序和基因组编辑的技术飞跃，特别是融合 AI 技术和自动化工具组使得成本

大幅度下降，基因测序成本以超摩尔速度下降，使得从全基因组层次设计和构建微生物细胞工厂

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更多针对合成生物行业的设备和工具被开发出来，促进了行业加速发展。 

（2）未来发展趋势 

在合成生物学的基础上，研发人员可以利用基因合成、基因编辑、途径组装与优化、细胞全局

优化等技术，创建全新的细胞工厂，突破原有生物系统的限制，创造出更加符合产业化的新型生

物系统，加速科技成果的工业化进程。随着合成生物学等的不断进步，生物制造产业的关键核心

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部分生物制造技术已经实现工业化与产业化。近年来，生物制造已在食品、

饲料、材料、化工、能源等重要工业制造领域取得众多优质产业化成果，目前已有氨基酸、维生

素、多糖、乳酸等多种大宗产品通过生物发酵技术实现规模化生产。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 AI

技术的蓬勃发展，将对合成生物学的基因编辑效率、代谢途径优化、生产过程优化、蛋白质设计

等方面起到提升作用，进一步赋能生物合成技术快速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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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0,238,093.30 2,027,085,797.84 95.86 1,474,106,341.4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26,971,175.81 1,480,494,149.53 23.40 1,183,125,104.94 

营业收入 1,938,268,117.78 1,418,651,882.92 36.63 954,096,078.5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9,061,466.72 320,029,449.81 40.32 168,235,540.0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38,093,424.06 303,650,979.11 44.28 145,322,411.4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1,417,215.35 357,425,071.52 -15.67 95,702,545.7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7.06 24.12 增加2.94个百分

点 

18.12 

基本每股收益 2.84 2.04 39.22 1.17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2.84 2.04 39.22 1.17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5.61 5.54 

增加0.07个百分

点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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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254,753.80 449,633,853.69 514,272,654.57 574,106,85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1,198,285.24 110,038,359.19 128,712,551.61 129,112,27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8,316,720.65 111,137,440.09 125,519,890.78 123,119,372.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1,795,730.89 167,720,104.60 110,472,737.89 -68,571,3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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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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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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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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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份数量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郭恒华 

9,680,037 31,191,231 19.80 31,133,231 31,133,231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合肥市三和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875,728 15,710,679 9.97 15,710,679 15,710,679 

无 0 其他 

张学礼 

1,613,866 5,200,235 3.30 87,000 87,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安徽恒润华业

投资有限公司 

1,555,667 5,012,705 3.18 5,012,705 5,012,705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马鞍山幸福基

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马鞍

山基石智能制

造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339,948 3,754,046 2.38 0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先进制造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1,940,828 3,555,664 2.26 0 0 

无 0 其他 

郭恒平 

1,080,705 3,482,271 2.21 3,482,271 3,482,271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二组合 

1,206,668 3,360,056 2.13 0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聚优精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825,592 2,825,592 1.79 0 0 

无 0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博

时汇兴回报一

年持有期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537,466 2,537,466 1.61 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合肥市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徽

恒润华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

恒华控制的企业；郭恒平与郭恒华为近亲属关系，

二者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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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公司紧紧围绕全年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坚持“强组织、高质量、拉增长”的年

度管理方针，积极面对市场需求及竞争形势的变化，继续夯实组织管理能力，高质量拉动业务增

长，提升企业整体增长力，进一步巩固了市场竞争优势。 

2023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193,826.81 万元，同比增长 36.6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44,906.15 万元，同比增长 40.3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397,023.81 万元，

同比增长 95.86%；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182,697.12 万元，同比增长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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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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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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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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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业务
	2、主要产品
	（1）氨基酸系列产品
	（2）维生素系列产品
	（3）生物基新材料单体
	（4）其他主要产品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2、生产模式
	3、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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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公司氨基酸系列产品市场情况
	（2）公司维生素系列产品市场情况
	（3）公司生物基新材料单体市场情况
	(4)其他产品市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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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发展情况
	（2）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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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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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