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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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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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9,050,047.51元，2020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88,019,440.09元。 

根据公司战略经营目标，为实现公司长远发展和提高股东长远回报，进一步优化财务结构，

提高偿债能力，保障公司中长期稳健发展，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对股东的长远回报，公

司决定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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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华鹏 60302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永建 孙冬冬 

办公地址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龙云路468号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龙云路468号 

电话 0631-7379496 0631-7379496 

电子信箱 hplyj@huapengglass.com hp577@huapengglas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玻璃制造产业 

1、主要业务 

公司是国内日用玻璃行业的企业之一，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玻璃器皿产品和玻璃瓶

罐，下设安庆华鹏、江苏石岛等多个子公司，现拥有日用玻璃制品生产能力 30 多万吨。公司设备

装备和技术研发水平位居行业前列，玻璃器皿产品主要以玻璃高脚杯为主，包括采用二次成型工

艺生产的无铅水晶玻璃高脚杯 、封焊拉伸高档玻璃高脚杯，采用一次成型工艺生产的玻璃高脚杯，

形成了高中低档种类齐全、造型功能相得益彰的产品格局。产品行销全国并销往韩国、日本、美

国、加拿大、俄罗斯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渠道包括麦德龙、沃尔玛、家乐福、好又多等

国际连锁超市企业。公司玻璃瓶罐产品直接面向酒类、食品、饮料、药品等生产企业进行销售。

公司的玻璃瓶罐按用途分为酒水饮料瓶、食品调味品瓶，以及医药包装瓶等三大类十几个品种，

拥有国内领先的瓶罐轻量化技术和高档特型瓶制造技术，为张裕、王朝、长城、青岛啤酒、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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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等知名企业所用，主要用户遍布全国各地 2000 多家，深受广大用户、经销商和消费者的高度青

睐和好评。 

公司拥有著名商标“石岛”和高端子品牌“弗罗萨”，产品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较高。公司先后

获得过“中国玻璃高脚杯王牌企业”、“ 中国轻工业日用玻璃行业十强企业”、“中国包装百强企业”、

“山东名牌”、“行业名优产品”、“旅游商品十佳品牌”、“山东省著名商标”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的原材料以石英砂、纯碱、碎玻璃、石灰石、白云石等为主，燃料动力主要包括块煤、

天然气以及电等。考虑到运输半径的制约、各子公司产品结构的差异以及供应商分布等因素，目

前公司及各子公司的纯碱和块煤采购由公司总部采购中心统一组织实施。对于其余原材料、燃料、

包装物等物资，均由各地子公司采购部门自行采购，由总部采购中心实施过程监督与控制管理。 

（2）生产模式 

公司玻璃板块生产活动采用的模式如下： 

1）公司现有两大类产品：玻璃瓶罐和玻璃器皿，其中玻璃器皿全部在公司总部生产，各子公

司不涉及玻璃器皿生产。 

2）公司总部设有瓶罐业务中心和器皿业务中心，下面分别设有瓶罐生产部和器皿生产部，负

责组织总部范围内的玻璃瓶罐和玻璃器皿生产。 

3）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经营模式，由销售部门根据销售计划或客户订单将月度生

产计划下达至生产部门，实行按单生产。由于玻璃制品的生产具有一定特殊性，玻璃窑炉点火后

通常情况下不能停产，对于部分标准规格的产品，市场需求量通常较大的，公司适度备货，以便

有效利用产能，保证销售旺季订单的按时完成。 

4）公司销售部门将与客户签订的合同分为新产品和成熟产品两类。对于新产品订单，首先由

销售部门会同技术中心组织合同评审，评审认可后进行设计开发并制定产品标准，进而开展新产

品试制。公司质检部门依据产品标准对新产品样品进行鉴定，试制的样品发送至客户进行确认并

针对客户意见进行整改。新产品定型后，由公司生产部门组织批量生产。 

5）产品销售后，公司销售部门负责将客户反馈意见收集和汇总，并及时通知生产部门，以提

高产品质量和用户满意度。 

（3）销售模式 

玻璃瓶罐和玻璃器皿产品面向的下游市场不同，决定了其销售模式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国内

市场，公司玻璃瓶罐以直销模式为主；玻璃器皿以经销模式为主，仅对少数客户采用直销。在出

口市场，公司主要采用经销（经贸）方式。 

3、行业情况说明（来自日用玻璃协会） 

2020 年为“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防控常态化和美对我玻璃容器发起双

反调查、依然严峻的环保压力和行业低层次同质化无序竞争、国内外日用玻璃有效市场需求下滑

等多种因素影响下，2020 年度全行业同比产量下降，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下滑，库存及行业亏损

面上升，盈利能力下降，行业经济运行质量下降。 

（1）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生产情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快报对规模以上企业统计，2020 年度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

产量 2494.76 万吨，累计同比下降 6.03%，增幅下滑 8.82 个百分点，同比增速下滑明显。 

日用玻璃制品及玻璃包装容器合计产量超过百万吨的地区分别是：四川省 573.09 万吨、同比

增长 14.76%；山东省 441.28 万吨、同比下降 14.34%；广东省 250.93 万吨、同比下降 7.00%；河

北省 160.98 万吨、同比下降 9.69%；湖北省 133.28 万吨、同比下降 19.08%；重庆市 121.28 万吨、

同比下降 1.72%；以上七省市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67.37%。 

（2）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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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快报对日用玻璃工业规模以上共计 826 家工业法人企业统计，2020

年度全行业主要经济指标为: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 

2020 年度玻璃制品制造业营业收入 1058.18 亿元，累计同比下降 6.84%，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幅下滑 11.72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 61.04 亿元，累计同比下降 5.56%，比上年同期增幅下滑 24.71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润率 5.77%，与上年绝对值相比下降了 0.24 个百分点。 

2）产成品存货 

2020 年度玻璃制品制造业累计产成品存货 91.79 亿元，累计同比增加了 6.07%；产成品存货

占流动资产平均余额的比重为 19.40%，比上年同期上升了 0.5 个百分点。 

3）出口情况 

根据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2020 年度协会重点跟踪的日用玻璃行业 22 类主要产品累计出口

总额 57.65 亿美元，出口额同比下降 1.34%，增长率同比下滑 13.96 个百分点。 

（二）地理信息产业 

1、主要业务 

天元信息是国内较早开展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围绕测绘地

理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GIS 平台建设、运营和服务，培育形成了以基础地理信息工程、地下管

网（廊）空间信息化、数字航遥、智慧城市建设和软件应用开发等为核心的地理信息系统集成与

应用服务业务格局。 

目前天元信息的主营业务包括测绘技术及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服务、管网（管廊）检测及运维

技术服务、智慧城市系统集成建设及应用平台开发服务，客户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及事

业单位等。天元信息的主要产品和服务情况如下： 

（1）测绘技术及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服务 

1）测绘技术服务 

测绘技术服务主要以时空信息现代专业测绘技术、新一代信息数据处理技术，为二三维地理

信息建设、城市精细化及智能化管理等需要空间位置及属性信息的行业提供包括：地理信息数据

采集、加工处理、集成、分析应用在内的专业技术服务。可为自然资源管理、国土空间规划、数

字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及石油、农业、水利、电力、环境、应急、安全等行业提供地理信息时空

数据支撑与保障。细分业务主要包括基础测绘服务、地图编制、航遥产品及应用和油田技术服务。 

2）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服务 

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服务利用测绘技术和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

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应用开发、地理信息工程监理，以时空信息测绘为主要技术特征，以

互联网为依托，以数据服务于管理为目的，提供从时空信息数据采集、多源数据整合、数据处理

到数据分析及各种场景产品化应用的 GIS 一体化服务。 

（2）管网（管廊）检测及运维技术服务 

管网（管廊）检测及运维技术服务利用地下管线检测与测量、地理信息系统、智能监控、修

复工艺等技术手段，为地下管网（管廊）管理、运行维护提供管线（管廊）基础信息与专业信息

获取、数据加工处理、病害处置与功能恢复等技术服务。细分业务主要包括管线探测、管道清水

清疏和管道检测与非开挖修复。 

（3）智慧城市系统集成建设及应用平台开发服务 

1）智慧城市系统集成建设服务 

智慧城市系统集成建设服务将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定位、航空遥感与物联网、大数据和

云计算进行深度融合，实现城市运营管理、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可为城市、

园区、企业提供空间地理时空数据建设与维护。细分业务主要包括智慧城市地理时空大数据平台

建设、智慧园区、智慧水利、智慧油田、智慧管网（廊）和其它智慧化应用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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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城市应用平台开发服务 

智慧城市应用平台开发服务涉及行业应用开发、业务数据对接及应用、移动应用开发、导航

开发和企业 ERP 管理系统等服务，主要应用于能源、防汛、安全、巡检、税务、政务、项目管理

等方面。 

2、经营模式 

（1）生产及服务模式 

天元信息资质齐全，具备成熟的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获取、数据加工、数据应用开发和行业上

下游集成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能力，服务方式以自主服务为主，主要采取订单式生产和服务模

式，即通过投标、商业洽谈方式取得业务项目订单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任务进行立项、组织生

产和提供服务。 

天元信息通过招投标或商务洽谈取得相关业务后与客户签订合同或取得委托书，同时内部立

项。项目立项后，业务承接部门与具体生产部门进行对接，明确工作内容、技术和周期等要求。

立项后项目正式启动前，项目负责人须编制生产任务书（技术设计书或项目计划书），对项目的人

员、进度、成本、技术要点难点、生产服务方案、质量方案进行策划，经与客户沟通、确认后进

入项目执行程序；对于应用软件产品类项目，根据软件开发任务进行用户调研、需求分析和软件

体系结构设计的准备工作，编写《软件需求说明书》，再针对具体的软件应用系统的特点共同制定

软件开发设计方案，完成《软件设计说明书》后进行程序编码等具体工作。 

在项目执行中，主要分为地理信息数据获取和数据处理应用两个环节。地理信息数据获取主

要为外业工作，目前的数据获取手段以信息化测绘、数字测绘为主，人工测绘作为补充。数据处

理及应用主要为内业工作，内业人员采用专用软件对外业采集的数据进行编辑、处理以达到使用

单位的使用需求。按照公司质量控制程序，项目各个任务节点直至整体成果完成，均须进行项目

组自检，然后再交由所属生产部门根据国家、行业的标准及规范进行检查。公司在内部检查、软

件测试完成后，将工作成果、项目总结报告、质量检查报告提交给客户，并配合其完成验收等工

作。 

（2）采购模式 

天元信息的采购分为服务采购和物资采购。其中服务采购内容主要包括劳务服务、技术服务

等；物资采购内容主要包括测绘仪器设备、办公耗材等。天元信息的采购流程主要为采购申请、

供应商选择、签订合同、采购实施与验收付款。 

1）采购申请 

采购部门、单位、项目部根据经营计划、采购计划和工作需要提出采购申请，按照公司采购

管理规定，由主管部门负责履行审批程序。 

2）供应商选择 

采购部门对供应商的经营资质、生产及运输能力、技术与质量控制、诚信履约等方面进行考

察与审核，并建立合格供应商资源库。具体使用合格供应商时，使用单位根据项目特点、资质要

求、区域、供应商剩余生产能力、价格、保密性等要素选取多家比选，综合评定后确定供应商。

每年年底采购部门组织对原合格供应商进行考核复评，实行动态管理。 

3）合同签订 

供应商确定后，采购由采购部门负责，分子公司、项目部采购由所属单位负责与供应商在签

订采购合同前进行沟通协商，并履行公司评审程序，审批通过后与供应商签订合同。 

4）采购实施与验收付款 

合同签订后，物资类采购由经办人按合同约定办理付款申请、索取发票、督促发货，供应商

按合同开具发票、发货，到货验收后，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服务类采购通常根据合同约定支付

服务费用。 

（3）销售模式 



 6 / 16 

天元信息的销售模式主要是以招投标、商务谈判等方式取得客户合同或委托。目前天元信息

的客户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等，按照如下流程进行推广销售。 

1）通过走访、网站、展会、技术研讨等方式，收集了解行业发展动态与客户需求，获取招标

信息；向行业与客户宣传推介公司技术与业务，积极维系老客户，寻求增值新服务，努力开发新

客户，建立服务联系，获取商业合作信息。 

2）取得商业合作信息后，由各单位市场机构进行投标、商业洽谈。对于招投标项目，经过标

书评审，确定投标后组织编制投标文件，并按规定进行投标。中标后开展沟通、洽谈、项目合同

评审与签订。无须投标直接进行商业洽谈的项目，根据客户需求展示和证明公司实力，沟通洽谈

合作事项与要求，经过合同评审确定后签订项目合同。 

（4）盈利模式 

天元信息主要通过为客户提供测绘技术及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服务、管网（管廊）检测测绘及

运维服务、智慧城市系统集成建设及应用平台开发服务来取得收入。目前天元信息项目合同主要

来源于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客户需求、工作内容、成果形式以及工作量等存在差异，成交价

格会有所不同。天元信息根据客户需求为其提供定制化服务方案，综合考虑技术难度、服务要求、

服务成本等因素参与竞争或进行商洽确定合同价格，通过采取先进技术手段、高效组织管理等提

高效率获取相应的收益和利润。 

（5）研发模式 

天元信息获得研发技术主要通过内部自主研发和合作研发两种途径： 

1）内部自主研发 

内部自主研发下，公司可以达到利用自身资源、发掘企业内部效率，追求经营利润的目的。

这种模式的研究成果完全依赖于公司所有的资源和能力，所得的成果最大限度的集中在公司内部，

不易被竞争者利用，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公司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和处理等生产流程的

研发主要通过内部自主研发方式进行。公司已建立起高效的研发体系，在东营总部、西安、济南

分别设立研发中心，以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平台软件开发及智慧化应用等产品为主的技术研发。 

2）合作研发 

天元信息利用己建立的产、学、研一体化的研发平台，以行业联盟为基础，以合作创新为目

的，以优势资源互补为前提进行合作研发，这种形式有明确的合作目标和合作期限，共同遵守契

约规定的合作行为规则、成果分配规则、风险承担规则。同时，天元信息构建起了“协同研发、

联合推广、共同提高”的研发机制，为业务能力提升、不断满足客户期望提供了有力支撑。天元

信息相继设立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及院士专家工作站，建立了产学研用密

切结合的科技研发平台，通过该平台挖掘利用高端科技资源开展攻关合作，培养科研人才，不断

提升研发水平和能力。 

3、行业情况说明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改变。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人类对信息需求量增大，测绘地理信息的保障服务渗透性愈加显现，地理信息关联特点更加突出。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正面临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依托的信息化多业共生、融合发展的模式。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使用推动了地理信息产业更快发展并不断融合，催

生出了符合大众需求的新产品、新内容，推动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向个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提

升了测绘地理信息产业能力及服务范围，加速实现信息获取实时化、信息处理自动化、信息服务

网络化、信息应用社会化。这些变革对测绘地理信息保障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业内优质

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 

国家自然资源的专业化、集中化管理，空间规划“一张图”、“多规合一”、“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下的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治理、

全国三维实景覆盖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将推动行业深入发展。 



 7 / 16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为公司发挥测绘地理信息业务优势提供了机遇。2018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上，明确了 5G、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2019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要求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2020 年 3 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

浙江考察时指出，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将推动地理时空数据建设应用

和智慧城市专项应用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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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642,646.22 3,326,622,349.30 7.97 2,915,499,728.27 

营业收入 994,023,624.27 866,432,732.16 14.73 801,967,301.02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979,061,759.14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9,050,047.51 -97,448,967.88 150.33 19,747,763.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9,729,538.02 -102,263,805.22 12.26 -44,836,271.3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67,803,660.57 1,239,667,062.48 2.27 1,343,514,991.7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1,723,158.29 6,154,586.88 -940.40 75,993,999.6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30 150.00 0.0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30 150.00 0.0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95 -7.58 

增加11.53个百

分点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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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48,123.22 247,155,370.15 253,671,839.06 343,748,2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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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66,401.42 472,811.95 596,677.38 46,414,15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6,103,669.85 -25,643,134.54 301,020.58 -48,283,75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951,306.41 -32,924,076.76 27,286,159.34 -9,133,9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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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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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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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华 0 80,853,056 25.27 0 
质

押 
80,853,056 

境内自

然人 

舜和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0 52,727,080 16.48 0 无 0 

国有法

人 

芜湖瑞尚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0 8,224,780 2.57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财通－中信证券

－财通资产－磁

峰·富盈定增 1号特

定多个客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620,000 7,573,681 2.37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刚 0 4,313,140 1.35 0 
质

押 
2,000,000 

境内自

然人 

赵延勇 1,112,460 3,084,252 0.9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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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义 0 2,827,500 0.8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宋国明 0 2,827,500 0.8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海隆源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2,709,237 2,709,237 0.85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王茂强 0 2,367,135 0.7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股东张德华与张刚系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

知其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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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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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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衰退等严重冲击，我国经

济发展也遇到了重大的挑战，但在全国人民的顽强拼搏和共同努力之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

成果，国民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2020年，也是公司重大变革之年，公司控

股股东由自然人变更为省国资控股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审时度势，科学决策，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带

领公司积极融入省国资管控体系，改革创新，以市场为导向，以国家产业政策为依据，始终保持

战略定力，着力推进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并根据环境和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规划

及业务布局，务实高效推进各项经营发展工作，在复杂严峻的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压力下，保障了

公司平稳健康的发展。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9,402.36万元，同比增长 14.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905.00万元，同比增长 150.33%。 

（1）聚焦主业，瘦身健体，实现企业效益稳步提升。 

1）2020 年，公司玻璃板块业务以节能降耗、控制成本为主线，通过推进各项技改工作，促进产

品结构优化升级，充分保证生产稳定及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时，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影响和

激烈的市场竞争努力探索创新营销模式，聚焦重点市场、核心市场，以客户为关注焦点，以满足

客户为目标，加大开发新产品、新客户力度，确保产品质量和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多措并举

降低两项资金，实现全年了销售回款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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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公司地理信息测绘业务实现快速发展，不断扩大测绘地理信息主营业务市场，全年

实现业务收入 3.38亿元，同比增长 50%。在做好主业的同时，致力于通过创新发展模式，在工程

勘察设计、规划设计、电子与智能化、应急灾害评估、数据分析处理与应用等方面上下游延伸发

展，其中天元信息平台化软件产品以及智慧化应用初见成效。基于地理信息时空大数据平台，通

过研发驱动，技术领航，搭建了“一朵时空云、四个平台、七项关键技术”的智慧化平台应用，

充分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为智慧城市建设、管理与运行提供技术

与服务支撑。以数字驱动为核心的大数据深化应用，做到精准化管控和可视化管控，为企业高效

率运转、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2020年，全面贯彻执行年初制定的战略规划，在提高资产利用效率方面狠下功夫，扎实开展清

理处置低效资产工作，实现瘦身健体、轻装上阵。通过对公司闲置房产、土地、商标等低效资产

梳理，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处置方案，完成了对部分资产的对外出租、转让，实现了资产处置价值

最大化，进一步优化了资产质量，提高了资产利用效率。 

（2）深化组织创新变革，补齐发展短板，加速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立足高质量发展要求，2020年，为全面激发公司及分子公司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公司秉承效益至

上的价值理念，全面加强综合管理，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各方面的机制弊端，通过

反复论证设置 KPI 考核指标，优化了奖惩项目，优化了工作程序，突出了工作重点；坚持“以人

为本”的发展思路，围绕人才需求导向，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员工技术等级、专业资格、创新能

力及综合素质，多种模式并举提高校企合作成效和引进高层次专业型人才，对标一流管理水平，

将战略管理、组织管理、运营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管

理等集成在一起，使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运营管理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3）持续推进党建管理，提升组织能力，推动党建业务融合共促。 

严格落实党建责任制度，认真履行党建工作职责；积极发挥基层党支部的职能作用，把提升党支

部组织力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加强培养考察，积极做好党员发展工作，不断健全培训机

制，定期开展培训；强化政治领域，抓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2020年，全年组织

召开党员大会 4次，开展主题党日 12次，组织生活会 2次，党课 4次，通过一系列活动，使党建

工作和业务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融合共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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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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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

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

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

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原收入准则与新收入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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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

金额。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提供专业技术服务收入确认时点发生变化，由原来按完工百分比

法确认收入改为按某一时点确认收入, 具体为本公司在完成服务内容，取得客户验收单后确定提

供技术服务收入，故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公司将提供技术服务未收到验收单的所有项目按照新收入

准则进行了调整，随着对新收入准则的深入理解，公司在第四季度对没收到验收单的项目进行了

梳理及与客户的沟通确认，按照业务实质和谨慎性原则对 2020 年 1 月 1 日的执行新收入准则的影

响数进行了调整，调整数据不影响 2020 年度当期损益。相关调整对本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并

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20,854,467.67 元，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

-14,543,063.28 元。相关调整对本公司母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无影响。除此

之外，其他财务报表科目调整情况详见五、（3）中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在 2020 年 5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中审议通过。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7,037,576.33 77,037,576.33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830,622.50 830,622.50   

应收账款 261,073,886.14 401,399,997.13 140,326,110.99 

应收款项融资 8,857,024.83 8,857,024.83   

预付款项 13,101,575.11 13,101,575.11   

其他应收款 23,143,228.39 23,143,228.39   

存货 553,193,076.31 387,390,274.18 -165,802,802.13 

合同资产    3,673,599.40  3,673,599.40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9,314,132.24 29,314,132.24   

流动资产合计 966,551,121.85 944,748,030.11 -21,803,091.74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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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25,000.00 525,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5,362,803.61 5,362,803.61   

固定资产 1,447,940,722.82 1,447,940,722.82   

在建工程 403,568,408.79 403,568,408.7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30,275,816.75 230,275,816.75   

开发支出       

商誉 90,735,101.56 90,735,101.56   

长期待摊费用 4,905,154.15 4,905,154.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365,758.53 30,948,886.03 5,583,127.5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1,392,461.24 151,392,461.24   

非流动资产合计 2,360,071,227.45 2,365,654,354.95 5,583,127.50 

资产总计 3,326,622,349.30 3,310,402,385.06 -16,219,964.2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87,700,660.16 587,700,660.16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9,200,000.00 19,200,000.00   

应付账款 427,556,325.91 427,556,325.91   

预收款项 36,071,707.36   -36,071,707.36 

合同负债   39,927,238.37 39,927,238.37 

应付职工薪酬 12,378,814.22 12,378,814.22   

应交税费 30,901,854.95 42,544,263.91 11,642,408.96 

其他应付款 446,720,241.81 446,720,241.81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66,517,649.85 266,517,649.85   

其他流动负债   3,679,626.74 3,679,626.74 

流动负债合计 1,827,047,254.26 1,846,224,820.97 19,177,566.7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82,452,805.97   82,452,805.9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7,426,779.10 7,426,779.10   

递延所得税负债 4,226,148.12 4,226,148.1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94,105,733.19 94,105,733.19   

负债合计 1,921,152,987.45 1,940,330,554.16 19,177,5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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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19,948,070.00   319,948,07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03,496,267.25   603,496,267.2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1,863,939.22 31,863,939.22   

未分配利润 284,358,786.01 263,504,318.34 -20,854,467.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239,667,062.48   1,218,812,594.81 -20,854,467.67 

少数股东权益 165,802,299.37 151,259,236.09 -14,543,063.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05,469,361.85 1,370,071,830.90 -35,397,530.9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3,326,622,349.30 3,310,402,385.06 -16,219,964.24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8,132,079.62 48,132,079.62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1,328,703.63 101,328,703.63   

应收款项融资 2,602,000.00 2,602,000.00   

预付款项 5,057,538.87 5,057,538.87   

其他应收款 654,038,829.20 654,038,829.20   

存货 147,124,220.02 147,124,220.02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117,130.59 4,117,130.59   

流动资产合计 962,400,501.93 962,400,501.93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48,850,000.00 348,850,000.00   



 15 / 1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70,939,454.32 670,939,454.32   

在建工程 278,073,280.49 278,073,280.4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88,966,764.54 88,966,764.5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340,487.82 1,340,487.8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796,010.93 15,796,010.93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0,602,811.24 150,602,811.2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54,568,809.34 1,554,568,809.34   

资产总计 2,516,969,311.27 2,516,969,311.2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97,688,964.33 497,688,964.33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8,900,000.00 18,900,000.00   

应付账款 165,962,583.21 165,962,583.21   

预收款项 15,936,729.60   -15,936,729.60 

合同负债   14,103,300.53 14,103,300.53 

应付职工薪酬 4,655,054.19 4,655,054.19   

应交税费 1,621,259.33 1,621,259.33   

其他应付款 421,124,266.18 421,124,266.18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66,517,649.85 266,517,649.85   

其他流动负债   1,833,429.07  1,833,429.07 

流动负债合计 1,392,406,506.69 1,392,406,506.6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82,452,805.97 82,452,805.9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637,184.64 3,637,184.6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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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86,089,990.61 86,089,990.61   

负债合计 1,478,496,497.30 1,478,496,497.30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19,948,070.00 319,948,07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05,624,358.70 605,624,358.7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1,863,939.22 31,863,939.22   

未分配利润 81,036,446.05 81,036,446.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38,472,813.97 1,038,472,813.9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2,516,969,311.27 2,516,969,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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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3 户，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2 户，减

少 1户，详见本节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