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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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天健审[2021]4838 号），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天健函[2021]7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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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42,258,861.83 元，2020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1,007,340,511.81 元，加

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32,681,471.92 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040,021,983.73 元。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202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公司 202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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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瀚叶 600226 瀚叶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礼静（代） 景霞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58号环球都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58号



广场3号楼9层 环球都会广场3号楼9层 

电话 021-68365799 021-68365799 

电子信箱 zhulijing@hugeleafgroup.com jingxia@hugeleafgrou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生物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热电联供业

务，以及网络游戏研发、代理发行等相关业务。 

（一）化工业务： 

1.公司所从事的化工行业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兽药、饲料添加剂： 

公司生产的兽药和饲料添加剂主要用于畜禽的治疗、防疫和动物营养添加剂等三大领域。主要产

品有 L-色氨酸预混剂、L-色氨酸精品、莫能菌素等，上述产品用途如下：L-色氨酸是动物重要的必

需氨基酸和限制性氨基酸，可用于改善动物饲料日粮氨基酸组成和比例，提高日粮蛋白质的价值

和利用效率；莫能菌素属聚醚类离子载体抗生素，对革兰氏阳性菌、猪血痢密螺旋体有较强作用，

能够提高瘤胃丙酸产量，提高饲料利用率，用于防治鸡球虫病、羔羊、犊牛、兔球虫病等。 

(2)农药： 

公司农药主要有生物农药阿维菌素系列产品。阿维菌素是一种新型抗生素类生物农药，对多种农

作物的害螨和害虫具有很高的生物活性，具有高效、广谱、低残留和对人畜及环境安全等特点， 应

用于蔬菜、果树、小麦、水稻、棉花、烟草等作物虫害的防治。 

公司具有各种类型的农药制剂研发和生产能力，已获得农业部制剂登记证产品累计 40 余只，产品

涵盖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多个类型的各种剂型。公司以生产销售绿色环

保与生态友好型的水乳剂、微乳剂、悬浮剂和水分散粒剂为主，销售市场以经济作物和果树为主。 

2.化工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与国内多家知名高校、科研单位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展新产品研究和现有产品的工艺

技术提升；拥有主营业务产品各自独立的生产系统及热电供应配套系统，建立了从原辅材料到产

成品的质量控制管理体系，企业在质量控制、环境管理 和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实现了科学化、标准

化、现代化和规范化运作。 

公司以拜克生物为公司化工业务经营平台，针对公司农、兽药产品类别和销售区域，拜克生物组

建了农药销售、动保销售和国际销售等销售团队，形成了覆盖全球市场的专业、精准、系统的销

售网络。 

3.化工行业情况 

(1)兽药、饲料添加剂： 

公司兽药、饲料添加剂业务主要以饲料添加剂类的兽用化药和氨基酸类产品为主，与畜牧业的发

展紧密相关。饲料产业位于畜牧养殖业前端，畜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对饲料产品的需求。 

2019 年受国际贸易环境以及非洲猪瘟疫情蔓延等因素的影响，全国饲料工业总产值和营业收入出

现负增长。2020 年得益于国内新冠疫情迅速受控，我国居民肉类消费保持稳定增长，带动饲料工

业强势反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0 年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增长幅度明显，预测 2021 年二

季度全国生猪存栏将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需求端生猪产能持续恢复，下游饲料需求也随

之增加，加上 2020 年无抗饲料在市场上的逐步推广，饲料添加剂的使用量较以往增加显著。2021

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对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作为关系民生的重要产业，稳定生猪生产被列入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的 50 件大事之一。 

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国际疫情持续

蔓延，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



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蔓延，国际贸易环境日益紧张，但饲料养殖行业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实现

加快回补并连续 11 个月正增长。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提高、饮食结构变化，对动物蛋

白质需求量将持续增长，这将促进家禽家畜养殖工业化的发展，从而推动全球对动物营养氨基酸

类产品需求的稳步上升。 

近几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形势严峻，人兽共用的抗菌药耐药性增高，威胁人类医疗资源；动物

专用抗菌药耐药性逐年增高，影响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受国家对动物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

提高及行业监管趋严等因素影响，农业农村部公布的药物饲料添加剂退出计划（征求意见稿）中

指出，2020 年起将退出除中药外的所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对既有促生长又有防治用

途的品种，修订产品质量标准，删除促生长用途，仅保留防治用途。随着市场监管日益严格，以

及市场对兽药的质量、产能、稳定供应等要求提高，小企业逐渐被市场淘汰，兽用抗菌药市场集

中度稳步提升。未来几年我国兽药行业将加速整合，饲料添加剂行业将迎来快速发展，虽然兽药

行业的市场容量提升在放慢脚步，兽药、饲料添加剂产量增幅放缓或将成为常态，但刚性需求不

会改变，中国始终是全国兽药企业竞争的最大潜在市场。 

 (2)农药： 

目前，国内农药行业整合度不高，竞争格局较为分散，多数农药企业主营产品类别单一。从企业

规模来看，制剂生产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原药生产企业虽然规模相对较大，但产品结构仍以仿制

国外专利到期的产品为主，自创品种数量极少，创新能力普遍不足。 

近年来规范农药行业的政策频繁出台，行业门槛大幅提高。随着新《农药管理条例》、五大配套规

章正式实行，我国对农药生产的生产厂家、生产品种等严格管控，不同时具备“三证”的企业无

法进行农药生产。生产农药产品需做到“三证”齐全，即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产

品质量标准，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将退出市场。 

国家通过土地、环保等政策措施严格控制资源浪费、“三废”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的农药新增产能，

禁止能耗高、技术水平低、污染物处理难的农药产品的生产转移，加快落后产能淘汰。近年来农

药行业环保压力不断加大，上游企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农药行业环保核查趋严加速了行业落后

产能的淘汰，有利于缓解行业供给过剩的现状。对于环保治理不达标、生产水平低下、 环保设施

配套不足、治理粗放的中小企业来说，未来经营将面临巨大的监管压力和经营风险，而生产工艺

先进、环保设施配套充足的优质企业将迎来发展机遇，有利于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随着农药企

业转型战略的不断落实和深化，以及通过行业并购构建的新行业格局的形成，未来农药产业布局

将更加集中，高效安全、环境友好的绿色产品更具发展前景。 

绿色已成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理念和导向，农药减施增效正成为行业上下的自觉行动；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农药减量增效已顺利实现预期目标，化肥农药使用量显著减少，化肥农药利用率明显

提升，促进种植业高质量发展效果明显。农业农村部积极推进高效低风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高

效低风险农药占比超过 90%。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加强举措，力争到 2025 年化肥、农药利用率

再提高 3 个百分点，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公司位于环太湖流域，农药经营规模受所

在区域环境因素影响，公司农药业务后续发展以农药制剂的生产和销售为主。 

 

4.热电联供 

业务范围：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主要产品有电力、蒸汽等。 

经营模式：公司将外部采购获得的主要能源煤炭加工转换为电、蒸汽产品，在满足自身生产经营

需求后富余部分通过管网销售给用户。 

行业情况：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煤炭行业整合与去产能工作持续推进，地方政

府推进大气治理与集中供热等一系列规划，公司将持续加大对所在区域范围内的用热客户提供相

关产品销售。 

 



（二）文化娱乐业务 

1.网络游戏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炎龙科技与瀚叶互娱主要从事游戏的开发和运营业务，炎龙科技与瀚叶互娱业务

情况如下： 

(1)业务介绍 

炎龙科技主营业务为网络游戏的研发、代理发行及 IP 与源代码合作。具体包括： 

网络游戏研发及授权运营。炎龙科技通过独立研发、合作研发等方式研发网络游戏产品并授权网

络游戏运营商运营。 

网络游戏代理发行。炎龙科技与网络游戏研发商合作，获得其旗下相关网络游戏产品独家发行权

（主要为境外区域市场）并将该游戏产品授予游戏运营商运营。 

网络游戏 IP 合作及游戏源代码采购、研发和销售。炎龙科技获得境内外知名 IP 授权后，通过代理、

共同研发等方式实现知名 IP 资源的游戏产品转化及商业化；同时，炎龙科技采购境外网络游戏源

代码并进行研发，将所研发的网络游戏产品出售给网络游戏运营商。 

瀚叶互娱主营休闲类游戏研发、游戏国内代理发行和运营等。 

(2)经营模式 

公司以打造 IP 授权→开发→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模式，实行“各部分业务独立经营，集中管理互

相扶持”的经营模式，通过上下游打通的策略创造价值。 

(3)行业情况 

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GPC)与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发布了《2020 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

2020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786.87亿元，比2019年增加了 478.1亿元，同比增长20.71%，

保持快速增长。其中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2,096.76 亿元，比 2019 年增加了 515.65 亿

元，同比增长 32.61%。相比移动游戏的亮眼表现，客户端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559.2 亿元，比

2019 年减少了 55.94 亿元，同比下降 9.09%。网页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仅为 76.08 亿元，比 2019

年减少了 22.61 亿元，同比下降 22.9%。2020 年，中国游戏海外收入首次破千亿(达 154.5 亿美元) 

增长 33.25%。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 154.50 亿美元，比 2019 年增加了 38.55 亿

美元，同比增长 33.25%，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其中，美国的收入占比为 27.55%，日本的收入占比

为 23.91%，韩国收入占比为 8.81%，三个地区合计占比达到 60.27%。2020 年中国游戏用户数量保

持稳定增长。用户规模达 6.65 亿人，同比增长 3.7%。 

2020 年新冠疫情加速扩大了“宅经济”的影响，引发的游戏行业市场红利并非惠及所有企业。伽马

数据监测的相关榜单数据显示，排名前 60 的游戏产品流水、下载量等数据增幅较高，说明头部企

业依然强势，中坚力量企业也有所斩获，但中小游戏公司，则或许是被斩走流量的部分群体。TOP60

以外排名的游戏产品数据表现较差，甚至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以中小游戏公司产品较为显著。

同时，由于资金链和运营、维护和研发人员在疫情状态下出现的各种问题，加剧了中小游戏公司

的洗牌。 

 

2.影视综艺业务： 

(1)业务介绍 

公司通过布局影视、综艺节目制作等业务，延伸公司在文化娱乐领域的产业链深度，完善公司文

化娱乐产业布局。 

(2)经营模式 

影视剧业务：主要包括影视剧（电视剧、网络剧、网络大电影等）的投资、制作、发行及艺人经

纪等衍生业务，通过版权售卖、内容营销、衍生品授权或者售卖等方式获取收益。 

综艺节目：主要通过策划、制作综艺节目，并以买断或分成的形式取得电视或网络视频播出时间

内该综艺所有形式的广告权益之经营权，最终通过内容营销、硬广销售、版权售卖、衍生品授权



或售卖等方式获取收益。 

(3)行业情况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到 2020 年，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

显增强，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重点推进“文化+”“互联网+”，促进文化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十三五”期末，文化产业接近于实现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发展目标，文化产业

生产能力和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在“十四五”开局之际，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更加突出

的位置，更加重视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价值和重要作用，从而推动 2035 年建成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远景目标的实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大有可为。 

2020 年，随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我国文化产业逐季稳步恢复，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由负转正，企业生产经营明显改善；“互联网+文化”

保持快速增长，文化新业态发展态势向好。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实现由负转正。2020 年，全国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98,5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与一季度、上半年、

前三季度分别下降 13.9%、6.2%、0.6%相比，全年实现正增长。2021 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

稳定恢复，文化消费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文化产业规模将继续扩大，文化市场复苏态势将不断巩

固。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下发《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创作

选题规划，切实加强创作生产引导。同时，为提升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品质，加强精品网络视听作

品创作传播，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 2019 年 11 月发布《建立优秀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研评机制》。2020

年上半年由于疫情的客观影响，综艺市场按下暂停键；在疫情稳定的下半年，则迎来了集中回暖

回血的复工节奏，并诞生出一批新爆款节目。云合数据推出的《2020 年综艺市场网播表现报告》

中显示，2020 年全网综艺有效播放达到 372 亿，同比下滑 9%。2020 年播出的卫视综艺数量较为

稳定，网综和大盘总量相比上一年同期都有显著增加，昭示着综艺内容创新的“回温”，正在为整

个市场注入新的“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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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050,41

4,098.60 

4,159,059,1

89.32 

4,159,059

,189.32 

-26.6

6 

5,068,90

2,850.12 

5,068,90

2,850.12 

营业收入 555,657,

472.56 

805,256,358

.25 

805,256,3

58.25 

-31.0

0 

982,064,

939.24 

982,064,

9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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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445,

834.51 

/ /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942,258 -655,870,84 -672,992,   145,379, 141,719,



的净利润 ,861.83 6.89 723.05 552.61 55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63,119

,126.11 

-688,722,12

9.15 

-705,844,

005.31 

  132,749,

923.92 

129,089,

92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632,00

6,532.97 

3,546,130,6

74.44 

3,546,130

,674.44 

-25.7

8 

4,337,40

2,756.71 

4,337,40

2,75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6,536,3

59.47 

-78,219,843

.91 

-102,419,

843.91 

  -142,720

,333.71 

-176,120

,33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0 -0.21 -0.22   0.05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0 -0.21 -0.22   0.05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1.00 -16.62 -17.10   3.06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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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84,813.96 179,860,633.61  140,195,723.68  88,416,30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1,856,643.79 129,785,816.57  40,379,000.04  -1,134,280,32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9,860,657.14 123,404,594.45  41,685,597.67  -1,148,069,97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059,046.01 29,084,156.79  28,114,607.04  12,396,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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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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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培今 0 869,814,827 27.80 679,104,477 质押 869,8 境内自



08,47

7 

然人 

鲁剑 0 448,000,000 14.32   质押 447,9

99,59

8 

境内自

然人 

          冻结 448,0

00,00

0 

  

陆利斌 0 88,452,000 2.83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升华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12,336,600 81,822,600 2.61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孙洁 0 16,984,084 0.54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浙江瀚叶

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

账户 

0 13,847,317 0.44   无   其他 

张业 12,011,910 12,011,910 0.38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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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号私募

投资基金 

11,903,000 11,903,100 0.38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黄秀珍 11,415,500 11,415,500 0.36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青岛鑫诚

酵母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8,980,000 8,980,000 0.29   未知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沈培今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鲁剑为本公司

第二大股东。沈培今、陆利斌、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各自持有公司

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并非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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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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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565.75万元，同比降低 31.00%；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94,225.89

万元。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为农兽药及蒸汽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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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

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①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27,926,695.19 -27,926,695.19  

合同负债  26,800,050.19 26,800,050.19 

其他流动负债  1,126,645.00 1,126,645.00 

②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公司采用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合同根据合同变更

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

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采用该简化方法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

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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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公司自查发现的股东资金占用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将股东资金占用涉及

的计提与转回坏账准备和资金占用利息补偿款作为权益性交易计入资本公积，公司对前期会计差

错进行更正，并对受影响的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影响进行了追溯重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金

额如下： 

(一) 对 2018年 12月 31日/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合并财务报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额 

预付款项 330,152,198.82 313,752,198.82 -16,400,000.00 

其他应收款 396,144,923.20 418,544,923.20 22,400,000.00 

开发支出 47,894,479.85 41,894,479.85 -6,000,000.00 



资本公积 324,274,429.79 320,614,429.79 -3,660,000.00 

盈余公积 216,728,368.58 217,028,368.58 300,000.00 

未分配利润 667,448,241.21 670,808,241.21 3,360,000.00 

(2) 合并利润表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额 

资产减值损失 99,710,115.23 -96,050,115.23 3,660,000.00 

(3)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342,211,710.45 319,811,710.45 -22,400,000.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551,497,684.56 540,497,684.56 -11,00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440,000,000.00 1,473,400,000.00 33,400,000.00 

 

2.母公司财务报表 

(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额 

资本公积 352,582,597.29 349,582,597.29 -3,000,000.00 

盈余公积 204,627,642.54 204,927,642.54 300,000.00 

未分配利润 572,332,669.19 575,032,669.19 2,700,000.00 

(2) 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额 

资产减值损失 -115,851,889.34 -112,851,889.34 3,000,000.00 

 

(二) 对 2019年 12月 31日/2018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合并财务报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额 

其他应收款 690,734,234.46 728,584,234.46 37,850,000.00 

开发支出 153,280,582.93 115,430,582.93 -37,850,000.00 



资本公积 324,274,429.79 303,492,553.63 -20,781,876.16 

盈余公积 216,728,368.58 217,028,368.58 300,000.00 

未分配利润 -74,078,117.70 -53,596,241.54 20,481,876.16 

(2) 合并利润表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额 

信用减值损失 -101,988,946.50 -84,776,470.34 17,212,476.16 

少数股东损益 -3,301,548.99 -3,392,148.99 -90,600.00 

(3)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279,129,188.74 274,679,188.74 -4,450,000.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27,613,952.04 207,863,952.04 -19,75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527,280,608.68 551,480,608.68 24,200,000.00 

 

2.母公司财务报表 

(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额 

资本公积 352,582,597.29 345,768,859.21 -6,813,738.08 

盈余公积 204,627,642.54 204,927,642.54 300,000.00 

未分配利润 -39,195,210.00 -32,681,471.92 6,513,738.08 

(2) 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额 

信用减值损失 -120,427,577.99 -116,613,839.91 3,813,7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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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克生物)、德清壬思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升华拜

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海瀚铭数据信息有限公司、上海瀚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星

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湖州市瀚叶文化有限责任公司、霍尔果斯拜克影视有限公司、北京拜克影



视有限公司、瀚叶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瀚叶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瀚唐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瀚擎影视有限公司、德清瀚叶科创文化园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西藏观复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瀚叶锦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炎龙科技公

司)、上海页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盛厚公技术有限公司和 COG Publish Limited 等 20家子

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六和七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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