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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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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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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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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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

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17,949,487.52元（含税）

，占公司2020年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5.70%。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不送红股。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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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天宜上佳 68803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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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铠璘 马绍辉 

办公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迎宾南街7号院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迎宾南街7号院 

电话 010-69393926 010-69393926 

电子信箱 tysj@bjtysj.com tysj@bjtys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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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宜上佳为国内领先的高铁动车组用粉末冶金闸片供应商，报告期内主要从事高铁动车组用

粉末冶金闸片及机车、城轨车辆用合成闸片/闸瓦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自设立以来，

依靠自主研发，在高铁动车组用粉末冶金闸片的材料配方、工艺路线、生产装备等方面陆续取得

重大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高铁动车组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进程。 

“科技兴邦、实业报国”是公司创建之初心。多年来，天宜上佳在国产替代及解决客户“燃眉之

急”的道路上持续发力，通过不断创新解决关键零部件技术“卡脖子”问题，用行动践行企业初心和

文化。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包括粉末冶金闸片和合成闸片/闸瓦，其中粉末冶金闸片是公

司的拳头产品，主要应用于时速 160-350 公里高铁动车组；合成闸片/闸瓦则主要应用于时速在 200

公里以下铁路机车、城市轨道车辆（含地铁）以及时速 200-250 公里的动车组。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高铁动车组用粉末冶金闸片已覆盖国铁集团下属

全部 18 个铁路局。公司产品覆盖国内时速 160-350 公里动车组 32 个及交流传动机车车型，是持

有 CRCC 核发的动车组闸片认证证书覆盖车型最多的国产厂商。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粉末冶金闸片和合成闸片/闸瓦等，具体如下： 

产品品类 产品名称 适用范围 

粉末冶金

闸片 

粉末冶金闸片：TS399、TS399B、TS355、TS122、

TS566 、 TS588 、 TS588/32 、 TS588A/32 、

TS588B/32、TS588C/32 等 

应用于速度在 160km/h-350km/h

的动车组 

合成闸片/

闸瓦 

有机合成闸片：TS123、F666、TS721、BP03 等 

有机合成闸瓦：TS951、BW05、TS921 等 

应用于速度在 120km/h 及以下的

铁路机车、城市轨道车辆（含地铁）

以及 200-250km/h 动车组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根据行业技术发展动态并结合自身客户群体的需要，制定研发计划并向新材料技术中心

下达研发任务，每项新产品、新技术需经过严格的分析讨论、评审立项，并进入产品和过程的设

计、开发、确认、批量试制。 

 

公司新材料技术中心依据公司战略负责新技术策划、新产品立项研发，并对研发全过程进行

控制管理及相关技术改进工作。新材料技术中心下设粉末冶金材料开发部、复合材料开发部、制

动盘开发部，三个开发部门分别负责不同材料领域的研发工作。公司另设质量保障部，负责公司

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管理等，保证公司技术、质量管理目标的实现。 

2、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包括电解铜粉、钢背、三角托、卡簧等，由公司采购部负责供应商

选择、价格谈判和合同签订等事宜。公司采购部门依照《采购控制程序》并结合生产部每月下发

的生产计划，从《合格供方名录》中选择供应商，并拟定《采购计划》报公司内部审批，审批通

过后，与合格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通过比价、询价等方式确定，采购部对

采购合同中所签订的货物进行监控、跟踪，保证货物在供货周期内到厂。到厂的货物需进行入厂

检验，质检部根据《产品的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对物料进行检验，并开具合格单，采购部收到

检验合格单后方可对物料进行入库。 

在供应商管理方面，公司每年需对合格供应商进行不少于一次评审，并出具供方评审记录，

对供方进行有效控制与监控以保证货物质量，对于评审不合格的供方不得再列为合格供方，不再

采购其产品。 

3、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为粉末冶金闸片及合成闸片/闸瓦，作为轨道交通制动系统的核心关键零

部件，其状态直接关系到制动系统的正常运转和轨道交通车辆的安全运营。公司目前采取以销定



产的计划管理模式，即生产部根据销售部提供的销售订单以及以往销售情况安排生产，并按照产

品生产周期准备一定数量安全库存，以保证及时供货。公司产品各个生产环节依照公司现有生产

标准严格执行。同时，公司通过采用自动化制造技术及先进装备，基本实现了产品生产全过程的

自动化控制。 

根据国铁集团《铁路机车车辆监造管理办法》（铁总运[2015]155 号），公司生产的粉末冶金闸

片属于铁路机车车辆重要零部件，被国铁集团纳入监造范围。具体监造工作由辖区铁路局（即北

京铁路局）代表国铁集团执行。根据北京铁路局设备监造处下发的《动车组闸片新造监造细则》，

公司新造闸片监造过程涉及入厂复核（包括重要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过程核查（包括配料、

混料、压制、烧结/固化、组装等生产工序）、产品核查（包括产品外观、性能检测等），整个监造

过程均会形成核查记录，只有监造符合要求的新造闸片才能最终出厂，上述监造模式，保证了公

司产品的质量。 

4、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参与国铁集团联合采购、参与检修基地检修、参与系统集成商系统

集成等方式获取业务，主要客户为国铁集团下属的 18 家铁路局及其附属企业、国铁集团下属制动

系统集成商以及中国中车下属车辆制造企业等。 

销售模式 简介 

国铁联采模式 

（国铁集团联合采购） 

国铁联采是指由国铁集团搭建平台，统一组织下属各单位对其所管理

物资中的部分物资进行共同采购。具体流程：由各路局先将每年动车

组闸片采购计划上报国铁集团物资部，国铁集团委托中国铁路投资有

限公司作为代理机构进行招标，招标计划由国铁集团统筹管理；招标

工作完成后，根据中标结果，中标企业与相关路局签订购销合同。 

检修模式 

（检修基地检修） 

为响应国铁集团“修旧利废”的号召，公司与多个铁路局下属企业就动

车组闸片属地检修新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充分发挥闸片钢背重复使用

的实际价值，结合动车组旧闸片易分解、组装快、安全可靠等特点，

大力推进检修业务。 

系统集成模式 

（参与系统集成商系统

集成） 

公司系统集成模式下主要是向制动系统集成商纵横机电销售动车组闸

片，并由纵横机电系统集成后，用于新造整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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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产品为粉末冶金闸片及合成闸片/闸瓦，主要应用于高速列车、动车组、机

车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轨道交通车辆。 

1、轨道交通行业概况 

（1）铁路行业 

铁路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家持

续对铁路行业投资，不断推进该行业现代化进程，铁路行业得到了稳步发展。 

1）铁路营业里程逐年递增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14.63 万公里，其中高铁 3.79 万公里，“四纵四

横”高铁网提前建成，“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建成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

铁网。 

2）铁路客运概况 

铁路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关键基础设施和大众化交通工具，在我国综合交通体系中处于骨

干地位。2020 年，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对铁路旅客运输带来了巨大影响，根据有关统计：3 月份，

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 7,495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73.1%；6 月份，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 16,589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46.0%。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铁路旅客运输逐步恢复，根据

有关统计：9 月份，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 23,537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21.2%；12 月份，

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 20,768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21.1%；2020 年全年，国家铁路旅客发

送量完成 21.67 亿人次，比 2019 年下降 39.4%。 

3）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2020 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819 亿元，新线投产 4,933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2,521

公里，新开工项目 20 个。自 2014 年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 8,000 亿元以来，虽然首次

出现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低于 8,000 亿元情况，但差距不大，总体仍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速度。 

（2）城市轨道交通行业 

城市轨道交通多用于称呼城市内部或城市之间新建的各种中短距离客运铁路系统，我国轨道

交通装备制造业经历 6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体化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体系。改革开放后，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城市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内地累计有

40 个城市开通城轨交通运营，运营线路达到 7,978.19 公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中国

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有望迎来黄金发展期。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13-2020 年，城轨交通运营线路呈上升趋势。2020 年我国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36 条，

累计达到 247 条。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中国城镇居民人口总数以每年 3.4%的速度在增长，中国城市交通状况正面临着严峻挑战。相

比于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城市轨道交通因具有大运量、低能耗、高速度等优势而备受关注。 



2、轨道交通装备行业概况 

轨道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可以分为基础建设投资、设备购置以及更新改造三部分，其中，

设备购置投资主要包括动车组、机车、客车、货车等交通装备的采购。 

公司的主营产品为粉末冶金闸片及合成闸片/闸瓦，是轨道交通车辆的核心关键零部件，属于

易耗品。轨道交通车辆的稳步增长必将带动轨道交通装备及相关零部件制造需求的增加。 

3、制动闸片行业的发展概况 

由于制动闸片在列车制动系统中的关键作用，制动闸片要求具有制动平稳、高抗粘着性、高

强韧性、高耐磨性、热物理性能优异、结构可靠、噪音小等特性。根据列车的运行速度和设计要

求，目前在应用的闸片材料主要可分为铸铁闸片、树脂基材料闸片和粉末冶金闸片三大类。 

闸片材料 应用范围 优缺点 

铸铁闸片 
通常只用于 100km/h 左右

的列车 

制动速度增大，闸片温度上升，摩擦系数下降，磨损量増

大。 

树脂基闸

片 

适用 160-200km/h 的轨道

交通车辆，主要应用于地

铁、普速列车等 

树脂基闸片是将粘结剂、增强材料和摩擦改性剂混合后加

压加热固化而制得的复合材料。性能调节容易、使用面广、

生产工艺简单和成本低廉，耐热性低，应用温度不超过

275℃。 

粉末冶金

闸片 

粉末冶金闸片主要有铁基

闸片和铜基闸片。 

铁基粉末冶金闸片主要应

用于铁路货车。 

铜基闸片主要应用于日本

新干线、法国 TGV、德国

ICE 高速列车以及我国高

铁动车组 

铁基闸片具有较高的耐热性、强度、硬度和抗氧化性，但

它与铸铁或钢制动盘具有亲和性，容易产生粘着，低速时

摩擦系数波动大，摩擦表面损伤较严重，用作高速列车闸

片时受到较大限制。 

铜基闸片具有较好的综合性能和优异的制动效果。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高速铁路制动用粉末冶金闸片 

作为“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粉末冶金闸片的核心供货商，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高铁动车

组用粉末冶金闸片已覆盖国铁集团公司下属全部 18 个铁路局。 

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及技术创新，紧跟中国高铁动车组制动技术的发展，确保在高铁动车

组用粉末冶金闸片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公司自 2013 年 9 月首次获得 CRCC 动车组闸片认证

证书以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共持有 11 张 CRCC 颁发的正式《铁路产品认证证书》，产品

覆盖国内时速 160-350 公里动车组 32 个及交流传动机车车型，是持有 CRCC 核发的动车组闸片认

证证书覆盖车型最多的国产厂商。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国铁路复兴号动车组已累计配属 810 标准组，约

占全国动车组总数的 21.34%，天宜上佳是目前唯一一家同时拥有时速 350 公里、250 公里复兴号

动车组制动制片 CRCC 认证证书的供货商，是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标准动车组核心供货商，也是

时速 250 公里复兴号标准动车组闸片的唯一供货商，占领新车型闸片市场绝大部分份额。 

2、城市轨道交通制动用合成闸片/闸瓦 

国内具备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制动系统集成能力的企业有纵横机电、南京海泰、中车四方研究

所、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制动分公司，均为天宜上佳合成闸片/闸瓦产品主要客户。公司凭

借在制动系统产品的技术研发、工艺设备优势，在城市轨道交通制动闸片/闸瓦市场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以及良好的口碑。 

由于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影响，进口制动系统集成商的闸片/闸瓦供应同样受到严重影响，

出现延期或停止供货的情况，国内制动系统集成厂商和地铁运营公司寻找国产闸片/闸瓦替代方

案，公司凭借良好口碑和领先的研发试验能力，成为首选替代方案供应商，公司在城市轨道交通

行业的市场有望得到进一步开拓。 

自 2009 年至今，公司进行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摩擦材料材料配方、工艺技术、生产装备等的持

续更新迭代，并取得了突破，成功研制出 20 余种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摩擦材料，包含地铁合成闸片

/闸瓦、动车组合成闸片、交流传动机车合成闸片；涵盖盘式制动、踏面制动轨道交通地铁 A/B 型

车、交流传动机车和动车组列车等制动领域。目前地铁合成闸片/闸瓦已推广应用至北京、广州、

天津等 19 个城市和地区，44 条线路，动车组合成闸片和交流传动机车合成闸片均取得 CRCC 证

书，在 CRH1 型动车组和交流传动机车上得以推广应用，是目前涵盖车型、运用线路最多的合成

闸片/闸瓦国产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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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精神，2035 年，全国铁路网总规模将达到 20 万公里，

其中高速铁路包含部分城际铁路，将达到 7 万公里，建设“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以及区域

性高速铁路，形成高效的现代化高速铁路网。2021 年至 2035 年将新增高铁 3.21 万公里，年均新

增 2,140 公里。 

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17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含

城际铁路）5 万公里左右，铁路基本覆盖城区人口 20 万以上城市，高铁覆盖 98%城区人口 50 万

以上城市。目前，我国铁路自主创新取得重大成果，总体技术水平迈入世界先进行列，高速、高

原、高寒、重载铁路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智能高铁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目前已经形成涵盖



时速 160 公里至 350 公里速度等级复兴号系列动车组。在深化复兴号高速列车自主创新方面将启

动“CR450 科技创新工程”，研发新一代更高速度、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节能、更加智能的

复兴号动车组新产品。 

高铁营业里程的持续增加、动车组配车密度的不断提升、客流量的不断增长以及装备技术的

不断升级，均将推动我国动车组及相关配套需求维持在较为旺盛水平。随着“十四五”的快速展开

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加快实施，动车组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制动闸片/闸瓦市场将迎

来较大的发展机遇。 

（1）高铁制动闸片行业 

①高铁制动闸片市场需求持续稳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铁路共配

属动车组约 3,795 标准组；中国高铁里程在 2021-2025 年期间将以年均 2,420 公里速度增长。随着

高铁运营里程和动车组数量的提升，动车组制动闸片市场需求会持续稳定，作为行业领跑者，天

宜上佳必将长期受益。 

②复兴号动车组新车闸片增量不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国铁路复兴

号动车组已累计配属 810 标准组，约占全国动车组总数的 21.34%，随着复兴号动车组不断的新增

下线，其在全国动车组总数的百分比有望持续增加。目前，天宜上佳是时速 350 公里、250 公里

复兴号动车组闸片核心供货商，占领着新车型闸片市场绝大部分份额。 

③复兴号动车组闸片检修市场提前布局到位。为了贯彻国铁集团“提质增效、节支降耗”的部

署要求，以及鼓励动车组自主检修的精神，各铁路局纷纷通过开展闸片检修业务降低运营成本，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与 10 个铁路局用户开展合作检修闸片业务模式。未来，复兴号动车组

闸片检修业务将为公司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城市轨道交通制动闸片行业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全国 123 出行交通

圈”（即都市区 1 小时通勤、城市群 2 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 3 小时覆盖）和“全球 123 快货物

流圈”（即国内 1 天送达、周边国家 2 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 3 天送达）；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

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为了实现两个“123交通”目标，需要融合发展干线、

城际、市域、城轨等多维度交通，打造城市群一体化网络。目前，干线投资保持较高规模强度，

城市轨道交通实现高速增长，城际、市域势必将成为轨道交通开辟的重要增量空间。 

2011 年至今，城轨建设投资与新增运营里程数持续保持 2 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呈现快速增

长趋势，未来市场空间巨大。城轨列车作为打通区域化经济的重要枢纽，目前已成为本轮“新基建”



的重点目标。根据国务院提出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为构建“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和“全球 123 快

货物流圈”，城际与市域铁路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发展侧重点，为轨交设备打开远期成长空间。 

2018 年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机车车辆研究所起草并发布了《T/CAMET 04004.09/10 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制动系统第 9/10 部分：合成闸瓦、闸片技术规范》，同时随着城市轨道交通 CRCC 认证

体系的实施，各主机厂及系统集成商提出了产品 CURC 认证要求，后续产品的供应需符合上述规

范标准的同时还应取得 CURC 证书。2019 年中国中车发起了《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

验项目简统方案》起草，提出了新一代中国统型标准地铁的研发，同时也提出了新一代标准地铁

用的合成闸片/闸瓦《BZDT1100-FA-7313-001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闸瓦简统

方案》和《BZDT0011-FA-7324-001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闸片简统方案》标准，

后续标准地铁用合成闸片/闸瓦的供应需满足标准要求，才具备供货资格。 

基于上述发展趋势，公司将持续对轨道交通合成闸片/闸瓦进行升级，开发新材料、新技术和

新工艺，确保产品的性能符合行业标准要求，迎合行业动态，在此基础上完成轨道交通合成闸片/

闸瓦的 CURC 认证，向各主机厂、系统集成商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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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2,220,061.65 2,557,178,824.31 1.37 1,358,065,403.31 

营业收入 415,166,885.36 581,837,174.57 -28.65 557,896,17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4,318,975.12 270,724,056.36 -57.77 263,110,34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5,725,207.13 271,707,208.12 -57.41 258,828,89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16,667,505.07 2,343,307,516.01 3.13 1,230,089,672.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0,377,927.59 210,411,800.73 -9.52 243,993,192.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64 -60.94 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64 -60.94 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82 15.83 减少11.01个百分点 24.2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6.76 7.10 增加9.66个百分点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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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88,211.48 72,613,206.24 94,308,608.90 178,556,85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214,432.33 18,878,998.28 25,174,673.18 51,050,87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2,063,292.72 19,377,654.06 25,195,169.38 49,089,09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5,574,551.06 40,614,297.43 35,091,736.93 79,097,3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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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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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佩芳 0 125,039,272 27.86 125,039,272 125,039,272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睿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82,060 25,750,652 5.74 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冯学理 0 20,214,800 4.50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久太方合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0 16,680,000 3.72 16,680,000 16,68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松禾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50,000 15,570,180 3.47 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段仚 0 14,354,664 3.20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8,961,820 12,839,524 2.86 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581,800 12,801,236 2.85 0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文娟 -3,635,253 9,992,683 2.23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涌津滦海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999,950 7,999,950 1.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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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股东吴佩芳与北京久太方合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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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16.69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8.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1,431.9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7.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41,666.7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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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详见“第十一节附注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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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6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本年合并范围比上年增加 2 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