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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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的“风险因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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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34,205,56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数

5,981,226股后为128,224,33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5,644,866.80元（含税），现金分红

金额占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8.5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

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

分红金额，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2023年度，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股份的金额为47,168,445.3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本次现金分红实施完成后，公司

2023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股份回购合计72,813,312.10元。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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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仪科技 68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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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胜芳 - 

办公地址 中国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文曲路8号 

- 

电话 0551-68107009 - 

电子信箱 wayeal@wayeal.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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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一家研发驱动型企业，公司定位是精密科学仪器专业供应商及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以

光谱、质谱、色谱技术为基础，专业从事工业检测仪器、在线监测仪器、实验室分析仪器等分析

检测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针对产品在不同行业的应用，结合信息化技术平台的设计和开发，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公司业务可以分为工业检测仪器及解决方案业务、在线监测仪器

及解决方案业务、实验室分析仪器及解决方案业务，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生物医药、汽车制

造、科研、环保、化工、电力、制冷等领域。此外，公司积极拓展技术应用领域，持续推进生命

健康领域的产品研发，为生命健康领域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仪器设备及解决方案。 

工业检测仪器及解决方案业务，主要产品包括氦质谱检漏仪、真空箱检漏回收系统、气密性

检漏仪等，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储能、制冷、真空、电力、3C、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公司可

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标准化和定制化工业检测仪器，并通过智慧工业，为新能源、汽车、制冷、传

统真空等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并积极拓展产品在 3C 和半导体行业的应用。 

在线监测仪器及解决方案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环境在线监测仪器和工业过程在线监测仪器等，

产品主要应用于环保、石化化工、钢铁冶金等领域。在智慧环境方面，以在线监测仪器及设备为

基础，形成了覆盖环境空气网格化管控、园区智慧环保、环境空气质量、温室气体、饮用水源地

水质、河流断面水质、地下水质、工业和化工园区、钢铁和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等“天、地、空”

一体化的综合监测解决方案。 

实验室分析仪器及解决方案业务，主要产品包括液相色谱仪、离子色谱仪、三重四级杆液质

联用系统、四极杆飞行时间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以及各类质谱仪，产品主要应用于生命科学、医

疗、疾控、食品检测、制药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等领域。在智慧实验室方面，持续加大产品开



发力度，拓展产品应用领域，为医药、疾控、环境、食品、农业等行业客户提供专业化的产品和

综合解决方案。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为客户提供产品与服务获取收入与利润，其主要盈利模式有两种，一是生产并

销售各类仪器仪表设备获得收入；二是提供在线监测仪器的运维服务获得收入。 

（2）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模式进行采购。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分为外购标准件、

外购部件、外购定制件和其他辅料。公司采购部制定了规范的采购管理制度和供应商管理制度，

通过对供应商的生产制造能力、品质保证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综合评估，确立了《合格供应商

名录》，原材料采购时优先选择现有合格供应商合作。 

（3）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分为标准产品生产和非标准产品生产。标准品生产

时，公司以市场为导向，根据订单和销售预测，合理制定标准品的月度生产计划，并设置一定的

安全库存，保证供货的及时性。非标准产品的生产由于客户需求差异大，公司与客户确定技术参

数、调查工况、进行方案设计后，生产部门按照订单及技术协议进行生产。 

（4）销售模式 

在销售模式方面，公司采用以直接销售为主，结合贸易商销售的模式。公司设立销售中心，

负责产品市场调查、信息搜集、品牌推广、销售网络和渠道的拓展和管理、产品销售及客户关系

维护等，在重点区域设立办事处，已组建海外市场营销团队并逐步开拓海外市场。在结算政策方

面，公司的主要收款节点包含合同签订后、通知发货前、货到现场安装前、验收合格后、质保期

满后。针对不同产品及客户信用，公司选用的结算节点及付款比例有所差别。 

（5）研发模式 

公司采取自主研发为主、合作研发为辅的研发模式，重视核心技术的研发积累，公司建立了

以 IPD（集成产品开发）为基础的研发体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矩阵式研发组织结构。公

司与各科研机构保持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借助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优势，针对具体科研项目

开展技术研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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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的行业属于“C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公司研发、生产、销售的各类分析检测仪器是仪器仪表行业的重要分支。 

（1）发展阶段 

发达国家仪器仪表行业发展历史较长，技术上发展至今已经较为成熟。我国仪器仪表工业起

步较晚，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仪

器仪表行业已经初步形成产品门类品种比较齐全，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开发能力的产业体系，自

主生产的仪器仪表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防设施、重大工程和重要工业装备中。近年来国内仪器仪

表企业纷纷进行自主创新，国内仪器仪表行业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目前在高端科学仪器领域，我国仍然以进口为主，且面临“卡脖子”问题，国内生产企业与



部分国外先进生产厂商相比，在技术水平及规模实力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国家加速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随着生物医药、食品安全、新材料等新兴领域快速发展，以及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及科学

仪器在下游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高端科学仪器市场广阔，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2）基本特点 

科学仪器种类繁多、技术复杂、涉及多学科交叉、应用广泛，是各行业前沿技术研究的必备

设备，用于科研、食品、药品、工业过程等领域的分析，对精密仪器精确度、灵敏度、设计要求

高，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难度大，技术门槛高。 

公司所属行业的上游企业主要包括真空压力器件、传感器、电子元器件制造企业及模具等加

工企业。公司所属行业的下游行业应用场景丰富，主要分布于科学研究、生物医药、新能源、环

境监测、电力、汽车制造、质检、石油化工、航空航天、核工业等行业。 

（3）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的产品涉及光谱、质谱、色谱、自动化、软件、数据库处理等多种学科技术领域，属于

典型的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随着在线自动监测的广泛应用，监测设备“硬件+软件”的系统集成

性特点愈加突出。在行业技术朝着模块化、集成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背景下，对企业技术

储备、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公司生产的在线监测仪器在进入市场前，需达到环保、计量和防爆等

相关标准或认证，行业新进入者面临认证条件严格、周期长、费用高等困难，建成基本的系列化

产品线需要 5-8 年的时间，行业新进入者面临较高的技术壁垒。实验室分析仪器是一个多学科交

叉领域，用于科研、食品、药品等领域的分析，对精密仪器精确度、灵敏度、设计要求高，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难度大，技术门槛高。 

氦质谱检漏仪是磁质谱法的最广泛的应用，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科学工程、核工

业到轻工、半导体、电力行业、医疗、仪器仪表、汽车、制冷等行业的无损检漏，是综合机械、

电子、真空、信息化等多门学科的交叉领域的分析仪器。仪器的发展不仅包含检漏仪自身的发展，

还包含检漏工装工艺技术的发展。在开发，制造，应用过程中涉及精密电子、精密机械、真空技

术、软件工程、信息化、自动控制等技术，有着较高的技术壁垒。氦质谱检漏仪属于质谱应用领

域的一个小分支，专精人才稀少，需要具备创新能力，坚持持续攻关，才能掌握核心关键技术，

构建产业体系。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坚持自主创新，作为国内高端科学仪器制造厂商之一，以光谱、色谱、质谱技术为基础，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以替代进口为目标，通过持续研发投入和开拓创新，提供一系列能够满足替

代进口要求的高端科学仪器。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进口品牌、同行业上市公司。 

未来，随着生命科学、材料科学、食品药品、环境科学等领域的科研投入加大，以及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对科学仪器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公司作为国内高端科学仪器制造厂商之一，将

抓住科学仪器的国产化机遇，继续以光谱、色谱、质谱技术为基础，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以替代

进口为目标，通过持续研发投入和开拓创新，提供一系列能够满足替代进口要求的高端科学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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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检测仪器及解决方案领域，工业检测仪器主要应用于生产工艺过程分析和产品性能检测，

客户对检测结果的准确度、产品使用的便捷度、系统运行的可靠稳定度有较高的要求。近年来，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行业需求持续增长，与此同时，设备国产化、标准化趋势明显。当前国内新

能源车渗透率保持快速增长，同时国内新能源车企加速“出海”战略、欧美市场供销两旺，由此



带来汽车电池检测配套设备需求旺盛，驱动工业检测仪器快速发展。随着国家对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半导体以及生物医药领域企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工业检测产品的应用场景将进一步扩展，工业检测行业未来存在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线监测仪器及解决方案领域，大气环境和水环境监测建设主体基本完成，行业逐渐向提供

整体解决方案进行转变，污染源方面随着新污染物相关政策出台和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文件发布，

为行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市场机遇。 

实验室分析仪器及解决方案领域，当前高端市场依然依赖进口，随着国民对食品、用药安全

的重视，分析仪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推动具有智能化、自动化、物联网功能的分析仪器需求持

续上升，同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高端实验室分析仪器整体国产化、本土化趋势日益明显，

国产替代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报告期内，行业相关产业政策如下： 

序号 政策名称 发布日期 发布机构 相关政策条款 

1 

《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规

划》 

2023 年 2

月 27 日 
国务院 

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推动生态环境智慧治

理，加快构建智慧高效的生态环境信息化体系，运用

数字技术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完善自然资源三维立体“一张图”和国土空间基

础信息平台，构建以数字孪生流域为核心的智慧水利

体系。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倡导绿色智慧生

活方式。 

2 
《国家水网建

设规划纲要》 

2023 年 5

月 25 日 

中共中

央、国务

院 

完善水网监测体系。充分利用已有监测站网，加快重

要江河干流及主要支流、中小河流监测站网优化与建

设，加强水文水资源、取排水、河湖空间、水生态环

境、水土保持、水工程安全等监测，全面提升水网监

测感知能力。推动新一代通信技术、高分遥感卫星、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应用，提高监测设备自动化、

智能化水平，打造全覆盖、高精度、多维度、保安全

的水网监测 

体系。 

3 

《机械行业稳

增长工作方案

（2023—2024

年）》 

2023 年 8

月 17 日 

工信部、

财政部、

农业农村

部等 6 部

门 

深挖国内市场潜能。开展工业母机、仪器仪表、农机

装备、高端医疗装备、智能检测装备、机器人等创新

产品推广应用系列行动，打造一批应用验证单元、产

线或典型场景，形成创新成果持续应用迭代的良好生

态。......编制工业母机、高端仪器、智能检测装备应用



推广目录，深化在机械、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等领

域的规模化应用。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牵引作用，支持

科技、教育、医疗机构日常采购和重大项目建设中优

先采购高端仪器仪表创新产品。加大对首台（套）机

械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 

仪器仪表。加大对仪器仪表产业创新攻关的支持。支

持优势企业更好地整合行业资源，提升产业集中度，

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组织开展国产与进口产品对比测试分析，研究制定高

端仪器及零部件创新产品目录。研究推动产业聚集区

建设，结合地方基础条件和意愿，支持地方打造产业 

集聚区。支持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联合打造共性技术

平台，提高高端仪器研发效率。 

4 

《关于计量促

进仪器仪表产

业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 

2023 年

10 月 19

日 

市场监管

总局 

到 2025 年，部分国产仪器仪表的计量性能和技术指标

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研发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测

量能力的高质量、高可靠性仪器仪表，攻克一批关键

计量测试技术，提升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效能，研制一

批新型仪器仪表用标准物质，制修订一批仪器仪表计

量技术规范，助力打造一批仪器仪表国产品牌，加快

推进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和仪器仪表的国产化。 

到 2035 年，国产仪器仪表的计量性能和技术指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部分国产仪器仪表的计量性能和技术

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突破一批“卡脖子”的计量测

试关键技术，涌现一批具有领先测量水平和研发设计

能力的仪器仪表创新企业。 

5 

《国家碳达峰

试点建设方 

案》 

2023 年

10 月 20

日 

国家发改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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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破解绿色低碳发展面临

的瓶颈制约，激发地方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推进试

点任务、实施重点工程、创新政策机制，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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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加强园区能源、碳排放智慧监测管理设施建设，运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绿色低碳管理水平。......深入分析

园区污染物排放类型，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

碳排放协同控制和改造提升。 

6 

《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行动计

划》 

2023 年

12月 7日 
国务院 

（三）目标指标。到 2025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浓度比 2020 年下降 1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比率控制在 1%以内；氮氧化物和 VOCs 排放总量比

2020 年分别下降 10%以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

平原 PM2.5 浓度分别下降 20%、15%，长三角地区

PM2.5 浓度总体达标，北京市控制在 32 微克/立方米

以内。 

（二十二）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深度治理。高质量推进

钢铁、水泥、焦化等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

造。到 2025 年，全国 80%以上的钢铁产能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任务；重点区域全部实现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基本完成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二十八）提升大气环境监测监控能力。完善城市空

气质量监测网络，基本实现县城全覆盖，加强数据联

网共享。完善沙尘调查监测体系，强化沙源区及沙尘

路径区气象、空气质量等监测网络建设。重点区域城

市加强机场、港口、铁路货场、物流园区、工业园区、

产业集群、公路等大气环境监测。地级及以上城市开

展非甲烷总烃监测，重点区域、成渝地区、长江中游

城市群和其他 VOCs 排放量较高的城市开展光化学

监测。重点区域和其他 PM2.5 未达标城市继续开展颗

粒物组分监测。加强大气环境监测系列卫星、航空、



地基等遥感能力建设。 

7 

《关于加快传

统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指导意

见》 

2023 年

12 月 29

日 

工信部、

国家发改

委、教育

部等 8 部

门 

（八）实施重点领域碳达峰行动。落实工业领域和有

色、建材等重点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完善工业节能

管理制度，推进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开展产能置换政

策实施情况评估，完善跨区域产能置换机制，对能效

高、碳排放低的技术改造项目，适当给予产能置换比

例政策支持。积极发展应用非粮生物基材料等绿色低

碳材料。建立健全碳排放核算体系，加快建立产品碳

足迹管理体系，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和碳捕集、封

存、综合利用工程试点示范。有序推进重点行业煤炭

减量替代，合理引导工业用气增长，提升工业终端用

能电气化水平。 

8 

《关于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

设的意见》 

2024 年 1

月 11 日 

中共中

央、国务

院 

（二十七）加快数字赋能。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

的数字生态文明。实施生态环境信息化工程，加强数

据资源集成共享和综合开发利用。加快建立现代化生

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加

强生态质量监督监测，推进生态环境卫星载荷研发。

加强温室气体、地下水、新污染物、噪声、海洋、辐

射、农村环境等监测能力建设，实现降碳、减污、扩

绿协同监测全覆盖。提升生态环境质量预测预报水平。

实施国家环境守法行动，实行排污单位分类执法监管，

大力推行非现场执法，加快形成智慧执法体系。 

9 

《关于加快建

立现代化生态

环境监测体系

的实施意见》 

2024 年 3

月 4 日 

生态环境

部 

以监测先行、监测灵敏、监测准确为导向，以更高标

准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为目标，以

科学客观权威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为宗旨，健全天

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加速监测技术数智化转型，

筑牢高质量监测数据根基，强化高效能监测管理，实

现高水平业务支撑，更好发挥生态环境监测对污染治



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撑、引领和服务作

用，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贡献监测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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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715,048.90 1,234,866,138.32 6.87 1,163,195,04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58,149,839.47 885,417,383.90 -3.08 854,321,204.55 

营业收入 786,868,437.35 675,400,919.10 16.50 562,452,40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3,810,978.58 47,810,493.36 -8.37 47,483,38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846,753.27 10,382,774.42 139.31 14,134,536.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7,422,440.92 -2,073,425.20 不适用 -30,684,155.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92 5.53 

减少0.61个百

分点 
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36 -8.33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36 -8.33 0.35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增加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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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21,939.07 175,598,324.56 194,654,432.01 281,793,74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89,261.89 9,363,150.49 7,166,026.24 25,792,53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313,354.02 5,302,931.75 5,447,549.28 15,409,62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008,118.16 54,983,820.98 38,172,106.56 21,274,6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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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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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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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牧 0 52,096,834 38.8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文平 0 8,141,509 6.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曾尧 188,848 2,253,948 1.68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安徽省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4,013,178 2,051,345 1.53 0 

  
无 0 国有法人 

蔡广桓 -62,000 1,998,793 1.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合肥成泽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1,920,755 1.4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爱群 0 1,880,617 1.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淳厚信睿核心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24,717 1,824,717 1.3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鑫元欣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90,623 1,790,623 1.3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粤港澳大湾区产融投资

有限公司 
1,779,338 1,779,338 1.3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臧牧先生持有合肥成泽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比例为 50.0982%。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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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16.50%，主要系公司通过产品迭代及技术开发，加大

市场开拓导致收入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139.31%，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增长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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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