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88301                                                  公司简称：奕瑞科技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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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二、风险

因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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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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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高永岗 工作原因 章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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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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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0元（含税）。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72,547,82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2,547,826.00元（

含税）。本年度公司拟派发现金红利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为

32.64%。 

如在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

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

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方案进行审核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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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瑞科技 68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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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敏 陈暄琦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1000号45栋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

1000号45栋 

电话 021-50720560 021-50720560-8311 

电子信箱 ir@iraygroup.com ir@iray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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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一家以全产业链技术发展趋势为导向、技术水平与国际接轨的数字化 X线

探测器生产商，主要从事数字化 X线探测器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是全球为数不

多的、掌握全部主要核心技术的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生产商之一，产品广泛应用于医学

诊断与治疗、工业无损检测、安防检查等领域。公司通过向全球知名客户提供更安全、

更先进的 X线技术，助力其提升医学诊断与治疗的水平、工业无损检测的精度或安防

检查的准确率，并提高客户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数字化 X 线探测器是典型的高科技产品，属于“中国制造 2025”重点发展的高科

技、高性能医疗器械的核心部件。报告期内，公司量产的产品包括平板探测器和线阵

探测器，并已掌握非晶硅、IGZO、CMOS 和柔性基板四大传感器技术，为公司进一

步丰富产品线、服务多领域客户、提高市场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根据应用领域的不同，可以分为医疗与工业两大类。其中，医疗是当前数字化 X

线探测器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目前，公司具备量产能力的各系列如下： 

 

应用领域 产品系列 产品用途 

医疗 

医疗 

静态 

普放有线 

系列 

固定式 DR，适用于人体胸部、腹部、骨骼与软组织的数字化 X 线

摄影诊断 

普放无线 

系列 

移动式和固定式 DR，适用于人体胸部、腹部、骨骼与软组织的数

字化 X 线摄影诊断 

兽用系列 应用于小动物、大动物各部位的数字化 X 线摄影拍片 

医疗 

动态 

胃肠系列 DRF，适用于胃肠造影、泌尿外科、骨科或三维锥形束 CT 等应用 

C 臂系列 
C 型臂 X 射线机/DSA，适用于骨科手术及心脏、神经等造影介入应

用 

乳腺系列 
乳腺系列，该产品适用于乳腺 X 线数字照相全领域和数字断层三维

成像应用，可用于人体乳腺癌的筛查和诊断 

放疗系列 放疗，可以配合直线加速器集成在放射医疗、放射外科应用及质子



应用领域 产品系列 产品用途 

治疗系统 

齿科系列 
CBCT、全景等临床应用 

齿科口内 X 线拍摄系统 

工业 

便携检测系列 工业和安防，可适用于野外移动无损检测 

电子检测系列 电子类产品无损检测，如芯片封装、PCB焊接、电池检查等 

铸件检查系列 工业铸件、管道焊缝等无损检测 

线阵系列 
安防，主要应用于不同通道尺寸的通道式安检机及高速公路绿色通

道车辆检查 

报告期内，公司同时积极探索 X 线影像设备新核心零部件及原材料，取得一定进

展。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供应链管理模式 

在采购流程上，公司结合

“n+1+2”的生产和物料需求预测及

“ABC-XYZ”原材料库存及供应管

理，对生产计划和物料计划进行流

程管控，提高采购效率。在原材料

定价上，公司针对定制化和标准化

原材料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以达

到降低采购成本、加强供应稳定性

的目的。公司同时对供应商建立了

完整的选择、评估、导入及管理流

程，定期对其绩效进行评估和反

馈，推动持续改进，降低公司核心

技术泄密风险。 

 

2、生产交付模式 

公司主要根据客户的订单需求进行生产计划安排，整个过程包括订单评审、生产

和物料计划编制、物料领取、批量生产、入库检验、发货，同时建立产品信息档案，

制成可追溯的销售记录。生产交付过程结合了 SAP 系统和 MES 系统，始终根据

ISO13485 国际质量管理认证体系对所有生产环节进行质量管控，并按照精益生产的

理念规划生产过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3、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以直销为主的销售模式，下游客户主要为 X 线影像设备整机厂商，X 线

影像设备整机厂商将数字化 X 线探测器及其它零部件组装成整机后，再向终端市场销

售。此外，由于 X 线影像设备以及数字化 X 线探测器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均存在一定

的经销商网络，因此，公司部分销售采取经销模式，以对直销模式形成有益补充。公



司通过参与国内外大型行业展会和学术会议，以及直接拜访客户或邀请客户来访等方

式，挖掘上述领域潜在客户并推广公司品牌知名度。 

 

4、研发模式 

基于质量体系要求及多年的产品研发经验，公司以行业发展和应用需求研究为基

础、以自主项目为驱动，开展有计划的新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开发项目。公司的产品部

门和项目管理部门，负责产品研发前的项目商业论证、产品需求确认和项目立项的论

证和许可工作，研发中心负责产品的研发工作，按照“研究一代”+“预研一代”+“开发

一代”的模式开展研发工作，基于已建立的研发技术平台，完成产品整个产品的预研

及商业交付。 

“研究一代”是指研发中心根据行业发展规律以及技术发展趋势，通过与全球知名

公司、研究机构及高校等的合作交流，对全球相关的先进技术进行可行性研究，如新

的光感面板工艺技术、新的闪烁材料技术、新的高速通信接口技术等。“预研一代”是

指对若干已具备可应用前景、通过技术可行性评估的先进技术进行“模块”级别的独立

开发工作，将其转换为关键技术的开发。“开发一代”是指项目立项通过后，集合关键

技术的开发成果，快速迭代开发中成熟的研发样机，进行小批量的中试验证；验证通

过后，产品开始进入推广期，进行客户端的系统集成和系统确认，直至进入批量量产

阶段；此外，在开发过程中，面对不同客户的定制需求和性能改进升级的要求，公司

将对产品进行技术改进，衍生出子型号满足不同客户或不同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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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业发展阶段和基本特点 

由于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技术壁垒较高，全球市场能规模化生产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厂家较

少，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21 世纪初，全球医疗器械行业巨头 GE 医疗、飞利浦和西门子率先完

成探测器产品的研发工作；此后，日韩系厂商开始规模化生产数字化 X 线探测器；2010 年前后，

包括公司在内的中国企业开始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研发及探索，并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占有一席之

地。当前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有万睿视、Trixell、佳能、Vieworks、Rayence 及江苏康众等。公司

于 2011 年设立后，成功研制出国产非晶硅平板探测器并实现产业化，并已在全球范围内具备一定

市场地位和份额。 

随着数字化 X 摄影技术的进步，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成像质量不断提高、成像速度不断加快、

辐射剂量不断降低，得到世界各国的临床机构和影像学专家认可，以探测器为核心部件的 X 线机

广泛应用于医疗和工业各个领域。 

 

（2）主要技术门槛 

数字化 X 线探测器是典型的高科技产品，属于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作为整机的核心部件，对

整机的产品质量及性能起到决定作用。X 线探测器产品研发周期通常较长，企业需经过多年的研

发积累逐步形成核心技术及工艺，新进入者很难在短期掌握关键技术，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

品。进入行业的主要技术壁垒如下： 

 

1. TFT SENSOR 的设计难 

TFT SENSOR 为数字化 X 线



探测器的核心部件之一，目前主流

技术是基于 TFT-LCD 的显示面板

基础产线进行生产，以非晶硅、

IGZO 等 技 术 为 主 。 但 TFT 

SENSOR 在设计上与 TFT-LCD 存

在很大差异，且对 TFT 器件的要求

远高于 TFT-LCD。国外厂商在 TFT 

SENSOR 上的技术发展多年，并曾

对国内形成垄断。新进入者需要避

开大量知识产权壁垒，体系化完善

相关设计技术，并研发设计数字化

X 线探测器所需要的多层掩膜版，

并最终完成量产级别产品的设计。 

 

2. TFT SENSOR 的量产难 

TFT SENSOR 的生产需要依托于面板厂，但面板厂主要聚焦基于 TFT-LCD 工艺的显示面板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大多涉及手机、笔记本电脑、电视等消费电子类产品，缺乏聚焦医疗

产品的研发工艺团队，因此 TFT SENSOR 的量产不仅需要业内厂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还需要投

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攻关和性能提升，与面板厂通力配合，在满足传感器设计要求的前提下结合

生产工艺不断进行调试。因此，全球范围内同时具有 TFT SENSOR 自主知识产权、并完善 TFT 

SENSOR 的供应链，使之具备量产能力的厂商数量非常有限。 

 

3. 闪烁体的量产难 

闪烁体是将 X 光转换为可见光的关键材料，闪烁体原材料性能和闪烁体制备工艺对光转化

率、余辉、空间分辨率等性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闪烁体生产工艺门槛较高，且量产良率控制

难度较大。因此，大部分业内厂商通过外购方式获取闪烁体，自建闪烁体镀膜及封装产线的厂家

数量较为有限。同时，闪烁体生产所需要的镀膜设备和封装设备均是定制设备，无成熟的商业标

准产品，新进入者需与设备公司合作研发，不断迭代工艺技术，并最终使镀膜和封装技术达到可

量产程度。 

 

4. 多学科交叉运用及影像链集成要

求高 

数字化 X 线探测器行业作为

将精密机械制造业与材料工程、电

子信息技术和现代医学影像等技

术相结合的高新技术行业，综合了

物理学、电子学、材料学和临床医

学、软件学等多种学科，与传统制

造业相比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同

时，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影像链要

求原始影像满足多种指标，且最终

输出图像可完美校正自身各种物

理伪影，对从探测器设计到系统软

件的编程整个影像链集成要求极



高。新进入者需要系统性的构建研

发、中试和验证体系，基于长时间

的研发和生产实践，积累相关专利

技术和技术诀窍。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近年来，凭借卓越的研发及创新能力，公司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掌握全部主要核心技术的

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生产商之一，也是全球少数几家同时掌握非晶硅、IGZO、CMOS 和柔性基板

四大传感器技术并具备量产能力的 X 线探测器公司之一。公司已成为全球数字化 X 线探测器行业

知名企业，产品远销亚洲、美洲、欧洲等地共计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柯尼卡、锐珂、富士、

西门子、飞利浦、安科锐、DRGEM、上海联影、万东医疗、普爱医疗、蓝韵影像、东软医疗及

深圳安科等国内外知名影像设备厂商的认可。2017 至 2019 年，公司在全球医疗和宠物医疗 X 线

探测器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分别为 8.09%、9.86%及 12.91%，2018 年位列国内第一，公司营业

收入保持快速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营业收入由 3.68 亿元增至 5.46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23.90%， 

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达到 7.8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3.58%，在全球医疗和宠物医疗 X

线探测器市场占有率得到进一步稳固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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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情况 

随着数字化 X 摄影技术的进步，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成像质量不断提高、成像速度不断加快、

辐射剂量不断降低，得到世界各国的临床机构和影像学专家认可，以探测器为核心部件的 X 线机

广泛应用于医疗和工业各个领域。据统计，2018 年全球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市场规模约为 17.3

亿美金，其中医疗用产品与工业安防产品的市场份额约为 74%和 26%，静态产品与动态产品的市

场份额约为 65%和 35%。预计至 2024 年，全球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24.5 亿美金。 

 

1. 医疗用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发展情况 

2018 年，医疗用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市场规模约为 12.9 亿美金，预计至 2024 年将达到 16.7

亿美金，作为 X 射线整机的核心部件，其发展趋势需始终契合终端的临床应用需求，并根据终端

应用场景的不同，分为静态及动态两种数字化 X 线探测器。 

目前，静态数字化 X 线探测器主流应用场景为静态拍片诊断，主要用于数字化 X 线摄影系统

（DR）。由于静态拍片诊断为各级医院门诊量最多的 X 射线类项目，终端需求始终长期存在。2018

年全球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市场中，静态探测器产品的市场份额约为 65%，预计至 2024 年该比

例将仍稳定在 62%以上。 

动态数字化 X 线探测器主流应用场景为动态影像诊断、术中透视成像及治疗辅助定位，主要

用于数字胃肠机（DRF）、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DSA）、C 型臂 X 射线机（C-Arm）、齿科 CBCT

及放射性治疗的相关设备。近年来，部分国内外设备厂商推出多功能 X 线机概念，增加了细分检

查中动态探测器的应用，具备一定临床需求和市场增量。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对静态和动态探测器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加强现有技术的深耕，大

力发展性能更优的无线静态探测器，布局高端静态探测器，另一方面，在动态领域推出更多不同

尺寸、形态和应用场景的高端产品，做到了市场的广泛覆盖。2020 年，公司开发出智能 AEC 功



能模块（iAEC），该功能通过探测器原有构成部件实现，可以无缝替代 DR 系统中的电离室部件，

还可以通过软件实现多种智能功能，如感光区域动态可选、可调，并可与系统其它部件互联形成

各种智能方案，应对终端应用不同需求，为传统 DR 设备赋能。 

 

2. 工业用 X 线探测器的发展情况 

工业无损检测目前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汽车、电子、铁路、航天航空、压力容器等产业。目

前，全球工业数字化 X 线探测器占整个市场份额相对较小，但在野外等工业现场等领域目前仍主

要使用 X 线胶片，工业数字化 X 线探测器作为 X 线胶片的升级替代产品存在较大的市场上升空

间。2018 年，全球工业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市场规模约为 1.9 亿美金，预计至 2024 年将达到 3.1

亿美金，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9%。 

除了传统的无损探伤外，动力电池检测和半导体后段封装检测成为近年来 X 线探测器在工业

领域应用新的增长点。此外，半导体行业需要对生产过程中的缺陷进行检测，比如半导体 PCB 电

路板及其 SMT 工艺过程中需要检测电路板内部缺陷以及电路板中的微小电子器件焊接情况，检测

设备的分辨率需要达到微米甚至纳米级，只有高分辨率的 CMOS 或 IGZO 探测器配合高放大率的

X 线摄影系统才能够满足检测要求。动力电池、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将带动相关 X 线检测系统和数

字化 X 线探测器行业进一步发展。 

安防检查领域，随着全球各国对公共安全问题的不断重视，以及机场、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X 线安检设备需求保持快速增长。2018 年，全球安防检查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

市场规模约为 2.6 亿美金，预计至 2024 年将达到 4.7 亿美金，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0%。数字化 X

线探测器作为所有 X 线安防设备的核心部件，随着安防检查市场的扩张而拥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3. 基于图像传感新技术的发展情况 

基于图像传感器技术及不同的终端应用场景，数字化 X 线探测器已出现非晶硅探测器、IGZO

探测器、CMOS 探测器及基于柔性基底的柔性探测器应用共存的情况。 

非晶硅是目前最主流的 X 线探测器传感器技术，具有大面积、工艺成熟稳定、普通放射的能

谱范围响应好、材料稳定可靠、环境适应性好等特点，可同时满足静态和动态探测器的需求。与

非晶硅探测器相比，IGZO 探测器采用了更先进的传感器阵列，在继承非晶硅探测器易于大面积

制造的特点的同时，具有更高的采集速度及更低的噪声，是理想的大尺寸高速动态探测器技术。

CMOS 探测器则具有分辨率高、图像噪声低、采集速度快的优点，但由于受到半导体产业中晶圆

大小的限制，工艺和原材料成本均高于非晶硅，目前在小尺寸动态 X 线影像设备应用上具有明显

的优势。柔性基板探测器技术目前是当前 X 光探测器最前沿的技术，通过柔性基板取代非晶硅及

IGZO 采用的刚性玻璃基板，实现了可形变、可弯折、不易碎裂的柔性光学传感面板，可应用于

各种不同尺寸和用途的传感器面板，满足超窄边框、高抗震、高可靠性探测器的应用需求，可适

应条件复杂、恶劣的医疗及工业应用场景。 

非晶硅、IGZO、CMOS 和柔性基板四大传感器技术均有其特点和发展阶段的终端应用场景，

并将根据其特点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根据市场调研数据，预计到 2024 年，全

球医疗探测器市场中，非晶硅探测器、IGZO 探测器和 CMOS 探测器的销售金额将分别达到 10

亿美元、1.82 亿美元和 4.27 亿美元。公司为全球少数几家同时掌握非晶硅、IGZO、CMOS 和柔

性基板四大传感器技术并具备量产能力的 X 线探测器公司之一，2019 年公司使用非晶硅及集成

IGZO 和 CMOS 新图像传感技术的产品销售金额分别为 50,867.86 万元及 1,120.08 万元，2020 年，

非晶硅及新图像传感产品的销售金额达到 69,755.53 万元及 4,233.13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37.13%、

277.93%。柔性探测器产品目前已在多家客户进行集成、测试及注册，尚未实现规模销售。 

 

（2）未来发展趋势 



基于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不同场景下对数字化 X 线探测器的需求差异巨

大，需要多种技术予以满足。从技术发展趋势看，数字化 X 线探测器朝着更灵敏、更低噪声的方

向发展，同时 CMOS、IGZO 及柔性基板等技术也是业内的研发方向；从客户需求看，数字化 X

线探测器朝着低辐射剂量、实时快速成像、锥束 CT 成像和 3D 渲染、轻薄便携及智能化等方向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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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895,365,652.88 697,637,469.24 315.02 491,680,478.21 

营业收入 784,080,657.87 546,111,158.14 43.58 439,420,24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22,247,216.86 96,400,820.27 130.54 60,574,60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98,400,719.29 85,250,615.03 132.73 45,881,32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633,538,315.08 425,540,650.01 518.87 329,511,27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2,324,509.22 30,776,068.21 752.37 19,292,458.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77 1.77 112.99 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3.77 1.77 112.99 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1.51 25.52 减少4.01个百分

点 

20.86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12.24 16.11 减少3.87个百分

点 

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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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0,608.84 249,944,267.35 169,237,693.18 229,838,08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2,106,684.83 77,423,631.91 46,202,610.25 66,514,28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28,758,770.80 72,986,518.40 41,679,616.06 54,975,814.03 



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214,418.80 37,473,608.28 65,420,361.70 137,216,1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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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5,869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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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奕原禾锐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11,915,652 16.42 11,915,652 11,915,652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和毅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7,959,565 10.97 7,959,565 7,959,565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天津红杉聚业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00,000 8.68 6,300,000 6,30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苏州工业园区禾

源北极光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456,483 6.14 4,456,483 4,456,483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北京红杉信远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4,402,174 6.07 4,402,174 4,402,174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常则投资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347,826 5.99 4,347,826 4,347,826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辰岱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2,747,585 3.79 2,747,585 2,747,585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海张江火炬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2,228,300 3.07 2,228,300 2,228,300 
无 

0 国 有

法人 

上海常锐投资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125,000 2.93 2,125,000 2,125,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深圳鼎成合众投

资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692,171 2.33 1,692,171 1,69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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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海和毅受曹红光控制，上海常则、上海常锐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受曹红光控制。上海常则、上海

常锐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存在部分相同的股东。

上海和毅和深圳鼎成存在共同的股东杨伟振，深圳

鼎成受杨伟振控制。奕原禾锐受顾铁控制。顾铁、

邱承彬、曹红光、杨伟振为一致行动关系。2、天津

红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喆煊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红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喆酉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而上海喆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喆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均为红杉资本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3、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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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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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08.07万元，同比增长 43.5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2,224.72万元，同比增长 130.54%。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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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估的变更”所述内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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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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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本节“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