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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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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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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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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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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2017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19,650,922.19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提取 10%的法定公积金 9,890,047.24元，本年度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280,243,492.65元。

鉴于公司业务持续发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且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稳步增长，为了更好地

兼顾股东的即期和长远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

报的指导意见，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为：以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公司 543,250,649 股总股本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1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33,138,289.59 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仍有未分配

利润 247,105,203.06元，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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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翔股份 603399 新华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韬 臧琨 

办公地址 辽宁省凌海市大有乡双庙农场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558

号12层 

电话 0416-3198622 021-65101150 



电子信箱 xhldsh@163.com zangkun@geeimag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一、钼产品业务 

公司的钼产品业务为钼炉料、钼化工、钼金属等钼系列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业务，具有焙烧、

冶炼、钼化工、钼金属深加工一体化的生产能力，产品主要包括焙烧钼精矿、钼铁、钼酸铵、高

纯氧化钼、钼粉、钼板、钼棒、钼顶头等。产品主要用途如下： 

1、钼炉料 

钼炉料产品主要有焙烧钼精矿、钼铁，主要应用于不锈钢、合金钢以及特种钢的生产。此外，作

为合金铸铁的添加剂，钼可以改善和提高合金铸铁的耐高温性和耐磨性。 

2、钼化工 

钼化工产品主要有四钼酸铵、高纯三氧化钼等。四钼酸铵主要用于钼冶金（如生产钼粉）、化肥添

加剂、颜料染料等。高纯三氧化钼可直接用于制取钼基催化剂，钼基催化剂广泛用于石油、塑料

和纺织工业，同时高纯三氧化钼可用于钼冶金。 

3、钼金属 

钼金属产品主要包括钼粉、钼条块、钼板、钼棒、钼顶头等。钼粉主要用于制作钼及钼合金制品、

电热元件及粉末冶金材料；钼条块主要用于精密钢冶炼；钼板主要用于制作钼圆片、钼板材、钼

箔、钼极靶等；钼棒主要用于拉制线切割丝、电光源丝、绕芯线及引线支架以及制作电子真空元

件、钼电极等；钼顶头主要用于穿制不锈钢、合金钢和高温合金等无缝管。 

 

二、影视业务 

公司影视业务主要为电影、电视剧的研发、投资、制作、营销与发行，是全产业链模式下的影视

制片公司。在经营方针上，综合考虑市场需求及经营风险后，公司在电视剧领域的投入及产出高

于电影。 

1、电影业务 

公司的电影业务由全资子公司吉翔影坊、吉翔天佑作为主要切入点，组建了专业的电影制作团队，

业务涵盖电影制片全产业链，包括 IP 筛选、剧本策划、电影制作、电影营销等。 

公司积极寻找优秀的电影项目进行投资和制作，综合考评每一部电影的剧本、导演、主创阵容、



相关投资方、宣发方等信息，通过风控机制确定投入规模及比例，确保每个项目的制作质量。 

2、电视剧业务 

电视剧业务由公司旗下吉翔影坊作为主要制作载体。公司以打造“电影级别的电视剧”为理念，

力求用电影工艺的投入水准制作电视剧作品，业务涵盖 IP 筛选、剧本策划、电视剧制作、电视剧

营销和电视剧发行等。 

3、IP 版权业务及其他 

除了以上两种主要经营方式外，公司影视业务还包括版权交易、影视剧商务植入、影视剧后端衍

生品开发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 

一、钼产品业务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订单式经营模式，销售是公司生产经营的中心环节，采购、生产围

绕销售展开。同时，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开展国内外贸易业务。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主要原材料为钼精矿，采取“统一计划、集中采购”的采购模式，采购工作的内部流程

如下：企管部根据销售订单安排生产计划，结合库存实际情况下达采购计划，采购部根据采购计

划要求，与供货单位签订钼精矿供货合同。 

2、生产模式 

产品生产的内部组织活动如下：根据销售部门签订的订单，由企管部下达具体生产任务，各生产

单位负责落实生产。质量管理部负责整个生产过程的质量监督工作，保证产品质量。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销售采用“生产厂—最终用户”的直销模式和“生产厂—经销商/代理商—最终用户”的

经销模式相结合的方式，其中以直销模式为主。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大型钢铁企业。销售定价采

取市场定价方式。根据市场价格信息和公司生产成本等信息最终确定产品的销售定价，由销售中

心负责客户投标或价格谈判。 

4、贸易业务 

公司贸易业务划分为国内贸易业务、转口贸易业务和出口贸易业务。 

（1）国内贸易业务 



“以销定产”为主的经营模式使得公司并无过多额外原材料及产成品存货库存，当客户出现短期

较为急迫的采购需求时，公司正常的生产能力难以及时满足。为维持客户关系，完成短期大额订

单，巩固和提升市场占有率，公司从市场上采购部分产品履行合同。 

（2）转口贸易业务 

转口贸易是公司与国外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将进口货物先储存在保税区仓库内，然后再转销至

其他国家的业务，该业务不涉及实际进出口。当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公司则选择从国外进口

原材料，如果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则公司会选择向国外出口钼产品，如果国内价格和国际价

格相当，则公司将进行转口贸易。上述价格比较时要考虑税收、运费等各种交易成本。 

（3）出口贸易业务 

出口贸易是公司将在国内采购或国外进口的产品对外销售至其他国家的业务。当国内价格低于国

际价格或在产品进口后国际价格大幅上升时，公司会选择出口贸易。当将国内采购的产品出口至

其他国家，只涉及出口；当将国外进口的产品复出口时，涉及进口和出口。与转口贸易类似，上

述价格比较时要考虑税收、运费等各种交易成本。 

 

 

二、影视业务 

1、采购模式 

公司影视业务所发生的采购主要包括购买剧本创作劳务、购买演职人员劳务；购买或租赁摄制耗

材、道具、服装、化妆用品、专用设施、设备和场景等。所有采购均按照公司制作部制定的项目

投资预算执行，并且以公司投资确认的项目份额出资。 

生产模式 

为分散投资风险，公司目前整合多方的优势资源，所投拍的影视剧均采取了与他人联合拍摄的方

式，并根据投资协议确定各方对影视剧作品收益的分配。具体分为立项拍摄（执行制片方）和联

合拍摄（非执行制片方）两种形式。 

3、销售模式 

（1）电影销售 

公司通过电影发行公司委托各院线公司统一安排和管理其影片在各电影院的放映工作。电影制片

方、发行公司、院线公司和影院按照约定的比例对影片票房收入进行分配。电影总票房扣除在线

票务服务费、电影基金及税费、院线及影院分账及发行代理费后，公司一般可分得总票房的



32%-35%左右。此外，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影片非院线渠道收入稳步上升，主要包

括广告植入、网络版权、电视播映权、音像版权的转让以及衍生品授权等。 

（2）电视剧销售 

电视剧的下游行业机构包括电视台、网络新媒体平台与音像出版社等媒体机构，其中电视台和网

络新媒体平台是电视剧最主要的播放平台，也是电视剧制片方最重要的客户，制片方的收入绝大

部分来源于对电视台和网络新媒体的销售，除此外还包括广告植入、海外销售收入等。 

 

 

（三）行业情况 

一、钼产品业务 

1、行业的周期性及发展趋势 

钼的主要消费需求来自钢铁行业，钢铁行业的周期性波动直接影响到钼的需求，其他下游行业包

括石油化工行业和其他金属合金行业等。下游行业对钼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牵引和驱动作用，

其需求变化直接决定了行业未来的发展状况。 

2、行业的地域性和季节性 

国内钼产品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拥有丰富钼资源储备的河南、陕西、吉林等省份。钼产品的消费

主要集中在河北、辽宁、吉林、湖北、江苏等钢铁产业较发达的省份。由于钢铁行业决定了钼的

主要需求，而钢铁行业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因此钼行业也没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二、影视业务 

1、行业利好政策持续出台 

影视文化产业政策环境良好。近年来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文化产业的政策，涉及文化创意、文

化贸易、文化金融、文化消费升级等多层次，并制定产业的发展规划。2017 年 5 月国务院下放《“十

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提出“十三五”末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17

年 9 月 4 日五部委联合下放《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臵比例的意见》，对演员片酬比例进行

了划定，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电视剧投入、分配机制，规定不得将收视率作为购片价格唯一依

据，对电视剧、网络剧实行同一标准进行管理。广电总局也多次发布关于支持电影发展的通知；

财政部也积极推出对文化产业的资本支持，这都说明了我国文化产业广受政策支持，发展空间巨



大。 

2、国内文化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人均 GDP 达到 5000 美元，文化娱乐产业会呈现“井喷”态势。目前中国

人均 GDP 已到 8000 多美元的水平，国人文化消费需求将快速释放。根据相关数据研究，以及今

年“国庆黄金周”的消费情况也可以看出，老百姓对日常耐用品的消费也不仅仅像过去一样拥有

就行，而是开始去追求耐用品的高品质，这就需要我们提供的产品不断升级。以电影为例，2017

年国庆档期票房收入 22.3 亿元(扣除电商服务费后)，历史上首次突破 20 亿元，同比去年增长 40%；

观影人次达到 6979.3 万人；同比增长 36.2%。2018 年春季期间，电影票房屡创新高。 

3、行业处于长期成长周期 

我国影视文娱行业不仅是长期成长性行业，且距离行业天花板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近五年来，文

化产业在政策支持和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快速释放的背景下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我国文化产业公

共财政支持从 2012 年的 1689.22 亿元提高到 2016 年的 3165 亿元，增长 87.36%；文化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从 2012 年的 2002.37 亿元上升到 3407.85 亿元，增长 70.19%；文化产业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18071 亿元提高到 2016 年的 30785 亿元，增长 70.35%，占 GDP 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3.48%升

至 2016 年的 4.14%。未来五年，文化产业仍处在黄金发展期。《“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

纲要》中提出“十三五”末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支柱性产业

意味着该产业规模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 5%以上。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占 GDP 的比重从 2016 年

4.14%要提高到 2020 年的 5%，行业空间仍然较大。从就业人数开看，人均产值等方面与美日韩相

比，我国整个传媒板块人均产值 40 万元，行业人均 33 万元，韩国人均 22 万美金，美国预计也高

过 30 万美金，成长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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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4,434,301,774.11 3,020,580,759.94 46.80 2,995,095,235.11 

营业收入 2,198,909,742.38 1,373,422,991.93 60.10 1,614,311,800.3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9,650,922.19 29,374,326.86 647.76 -352,287,320.17 

归属于上市公 99,221,445.61 -66,945,053.80 不适用 -368,631,199.06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01,843,286.08 1,876,218,836.35 12.03 1,839,429,417.5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51,686,210.73 -156,573,353.79 -443.95 326,137,516.5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2 0.06 600 -0.8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2 0.06 600 -0.8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10 1.58 增加9.52个百分

点 

-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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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838,287.04 570,762,305.11 476,840,794.41 682,468,35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42,552.22 59,432,952.19 32,380,195.01 126,395,22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07,578.99 5,974,564.17 24,211,470.42 69,842,99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255,665.99 -72,613,408.04 -453,986,543.25 -308,830,593.4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0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800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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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

东 

性

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宁波炬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3,840,117 173,840,117 32.00 0 质

押 

149,686,054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持盈 35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53,516,410 53,516,410 9.85 0 无  未

知 

华信万达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聚

宝盆 66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2,001,590 52,001,590 9.57 0 无  未

知 

李云卿 24,672,900 24,672,900 4.54 22,500,000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白锦媛 16,500,000 16,500,000 3.04 16,500,000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穆伟汝 8,978,509 8,978,509 1.65 0 无  未

知 

陈自力 5,214,303 5,214,303 0.96 0 未

知 

3,825,403 未

知 

胡昊 5,039,920 5,039,920 0.93 0 未

知 

3,440,000 未

知 

席晓唐 5,000,000 5,000,000 0.92 5,000,000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方圆－东方

14号私募投资基金 

4,913,890 4,913,890 0.90 0 无  未

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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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9,890.97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137,342.30万元，同比上升 60.10%，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1,965.09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2,937.43万元，同比上升 647.76%，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后归母净利润为9,922.14万元，较去年同期的-6,694.51万元增加16,616.65

万元，截止 2017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443,430.18 万元，较年初的 302,058.08 万元，同比上升

46.80%。 

2017年年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度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类型新增影视业务，公司于 2016 年底布局的影视产业于 2017年度顺利开展



业务，表现突出，实现营业收入 38,816.13万元，该业务营业成本为 21,064.85 万元，实现毛利

17,751.28 万元，占公司总体毛利的比例超过 50%，毛利率达 45.73%，子公司吉翔影坊实现归母

净利润 15,414.17万元，占 2017年度公司总体实现归母净利润的 70%； 

2、2017 年随着国内钢铁行业去产能效果的显现，公司主营钼铁等相关产品收入增加明显，实现

营业收入 181,059.59 万元，同比增幅 24.15%，但同时上游钼精矿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同比增加，

钼业务营业成本为 168,174.38 万元，同比增幅 24.49%，钼业实现毛利 12,885.20 万元，较去年

同期的 10,355.43万元增加 24.43%，毛利率 7.12%，较上年的 7.53%减少 0.41 个百分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1、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3、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详见下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

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2.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处置损益

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1.本期：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

194,353,791.75 元；上期：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金额-8,828,490.51 元。本期：列示终止经

营净利润金额 20,434,584.28 元；上期：列示

终止经营净利润金额 31,271,888.59 元。 

2.本期营业外收入减少 431,807.76 元，

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431,807.76 元。上期：

营业外收入减少 314,268.08 元，重分类至资

产处置收益 314,268.08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吉林新华龙钼业有限公司（简称“吉林新华龙”） 

乌拉特前旗西沙德盖钼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沙德盖”） 

霍尔果斯吉翔影坊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吉翔影坊”） 

辽宁新华龙大有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龙大有”） 

酷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酷卜投资”） 

上海卜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卜尔网络”） 

北京吉翔天佑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翔天佑”）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