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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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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年度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之“四、风险因素”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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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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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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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400万股，以此

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520.00万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该预案

尚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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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科股份 68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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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耘 邵凯真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北区朗山一路6

号意中利科技园1号3楼证券部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北区朗山一路

6号意中利科技园1号3楼证券部 

电话 0755-86336477 0755-86336477 

电子信箱 sec@kinco.cn sec@kinc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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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高度重视自主研发和创新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控制核心部

件与数字化工厂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相关技术服务，并为客户提供设备自动化控制、

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公司以智能制造为发展方向，坚持不懈打造自动化设备控制、数字化工厂与 SaaS 软件构成的

“三轮驱动”技术平台，提供聚焦行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解决方案。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研发和创

新，公司拥有从人机交互到控制、驱动和执行等一系列较为完整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控产品

线，以及数字化工厂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所生产的工业自动化设备控制核心部件和所提供的数

字化工厂解决方案能够有效提高客户的生产和管理效率，并提升客户产品质量和生产自动化、智

能化水平。 

公司聚焦行业为客户创造价值，在机器人、医疗影像设备、机器物联网、数字化餐饮等领域

引领创新，取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日益增加、制造

业转型升级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众多行业对自动化设备、数字化工厂以及智能制造的需求将不断

增长，公司产品和技术的应用领域将更加广泛。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研发和创新，目前已拥有人机界面、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伺服系统、

步进系统、低压变频器等数百种型号的工业自动化设备控制核心部件，产品覆盖了设备自动化控

制主要领域，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设备自动化控制产品及解决方案。公司工控核心部件产品

具体如下： 

1）控制系统 



人机界面 

人机界面是设备系统和用户之间进行交互和信息交换的媒介，用以实现信息的内部形式与人

类可以接受形式之间的转换。 

通常用于连接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专用控制器、变频器等工业自动化控制类产品，利用显示

单元（如液晶模组）显示机器设备的运行状态等实时信息；在人机界面上可利用输入单元（如触

摸屏、键盘等）写入工作参数或输入操作命令等，从而实现人与设备信息交互，是各类工业自动

化生产设备的标准配置。主要应用于物流设备、医疗设备、工业机器人、食品机械、服装机械、

纺织机械、轨道交通设备、包装机械、塑料机械、电子制造设备、印刷机械等领域。 

近来，随着工业物联网的蓬勃发展，人机界面开始成为机器连接的智能网关，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步科物联型人机界面，作为步科 M-IoT 机器物联网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

来越多客户的欢迎。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控制器的一种。采用可编程序的存储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

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命令，通过串行、现场总线、以太网等通讯方式实现与人机界面的信息交

互，并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实现对机器设备运行的控制，是机器设备逻辑控制和

实时数据处理的中心。主要应用于物流设备、医疗设备、制药机械、工业机器人、食品机械、服

装机械、包装机械、机床工具、建筑机械、能源机械、暖通机械等领域。 

2）驱动系统 

伺服系统 

伺服系统是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主要的动力来源之一，主要由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反馈

元件三部分组成。伺服含义为“跟随”，指按照指令信号做出位置、速度或转矩的跟随控制。伺服

系统可通过闭环方式实现精确、快速、稳定的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主要应用于对定

位精度和运转速度要求较高的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主要应用于物流设备、智能仓储、医疗设备、

制药机械、工业机器人、食品机械、服装机械、纺织机械、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电子制造设备、

机床工具、工业机器人等领域。 

步进系统 

步进系统为公司其他驱动系统的主要产品。步进系统亦是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主要的动力来

源之一，主要由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两部分组成。步进系统通过开环方式实现机器设备的准确

定位和调速，主要应用于对定位精度和运转速度要求相对较低的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主要应用



于物流设备、医疗设备、食品机械、服装机械、纺织机械、包装机械、电子制造设备、激光机械

等领域。 

公司将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组成伺服系统，将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组成步进系统，为客

户提供运动控制解决方案。步进电机因技术成熟且市场供应充足，公司对步进电机采取外购的方

式配合自产步进驱动器为客户提供步进系统。 

低压变频器 

变频器通过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

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此外，变频器还有较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

输入电压低于 690V 的变频器为低压变频器。可应用于物流设备、环保设备、食品机械、服装机

械、纺织机械、机床工具、起重机械、包装机械等领域。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在研发方面，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自主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公司制定了以实现技术

优势为目的的前瞻性技术研发和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需求型产品研发相结合的研发策略。 

在采购方面，公司的采购采用“销售预测+销售订单”的方式进行定量采购。公司采购的主要原

材料包括 IC 芯片、液晶屏、电子元器件、PCB、触摸面板、IGBT 等。为保证原材料的品质，公

司制定了采购控制、供应商管理等相关制度。公司以销售预测、客户订单和历史销售数据为基础，

制定滚动的生产计划，据此制定物料需求计划和采购计划，经审批通过后执行。 

在生产方面，公司的生产管理采取库存生产和订单生产相结合的模式。库存生产模式下，公

司每月底根据商务部门提供的标准产品未来滚动三个月的预测销量，结合合理库存的原则制定生

产计划，并在下月中旬根据当月实际销量调整生产计划。对于定制化产品，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

产”的生产模式，对于少部分每月销量基本稳定的定制化产品，公司亦储备适量的产品库存数应对

较短的供货期要求。公司产品由软件、众多电子元器件和配件构成，公司主要负责生产工序中的

组装和测试环节，包括软件烧录、组装、老化、测试、检验和包装等，保证最终产品的质量；对

于非关键的 PCBA 加工环节，公司委托专业厂商按照公司要求加工，所需原材料的采购由公司完

成。公司外协加工以签订订单支付加工费的形式进行，主要针对 PCB 板焊接（即 PCBA）采用外

协加工模式。 

在销售方面，公司采取直销与经销并重的销售模式。公司对采购规模较大、定制化要求较高

的行业战略客户采取直销模式。公司同时通过国内外经销商将产品销售给终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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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控制核心部件与数字化工厂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相

关技术服务，并为客户提供设备自动化控制、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仪器仪表制造业（C40）”中的“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C4011）”，即“用于连续或断续生产制造过程中，测量和控制生产制造过程的温度、压力、流量、

物位等变量或者物体位置、倾斜、旋转等参数的工业用计算机控制系统、检测仪表、执行机构和

装置的制造”。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作为中国当前重点发展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公司主营业务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智能测

控装备制造”中的“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工业自动化技术是一种运用控制理论、仪器仪表理论、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工业生产过程

实现检测、控制、优化、调度、管理和决策，达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确保安全等

目的的综合性技术。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作为智能制造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先进制造技

术和实现现代工业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关键，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基

础，广泛应用于机床、风电、纺织、起重、包装、电梯、食品、塑料、建筑、电子、暖通、橡胶、

采矿、交通运输、印刷、医疗、造纸和电源等行业的生产设备。 

智能制造装备是智能制造的基础，智能制造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发展智能制造装备。新一代

信息技术、智能技术、自动化控制等先进制造技术，与制造装备相融合的智能制造是工业自动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工控产品中的人机界面（HMI）、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伺服系统、步进

系统、变频器、传感器、仪器仪表、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分布式控制系统（DCS）、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等是智能制造装备的核心产品。根据《“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的内容，“十四五”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推进智能制造，立足制造本质，紧扣智能特征，以工

艺、装备为核心，以数据为基础，依托制造单元、车间、工厂、供应链等载体，构建虚实融合、

知识驱动、动态优化、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智能制造系统，推动制造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网络

化协同、智能化变革。随着智能制造的持续推进，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将长期受益。 

随着计算机、通讯、微电子、电力电子、新材料等技术不断更新、升级，工业自动化技术也

得到快速发展，全球工业自动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适应多品种、

小批量生产，工业自动化向集成化、网络化、柔性化方向发展，其中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

和柔性制造系统（FMS）为该阶段的主要应用成果。目前，我国生产线自动化率仍较低，随着人

口红利逐步转为工程师红利、产品生产精度等要求提升，提高产业自动化水平为必然趋势。根据

MIR 睿工业数据，预计 2021 年之后工控市场需求将逐步回调企稳，2023 年市场规模将达 2532 亿

元。从竞争格局看，经历多年学习积累，内资优质工控企业与外资一线厂商的技术差距正加速收

敛，并凭借高性价比、快速交付、灵活响应等本土化优势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正加



速由中低端市场向中高端市场渗透。根据 MIR 数据显示，国产品牌在工控市场份额自 2009 年的

24.8%逐渐增长到 2020 年的 40.8%，订单、业绩增速远超行业，工业自动化行业正处于国产替代

加速期。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拥有从人机交互到控制、驱动和执行等一系列较为完整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控产品

线，以及数字化工厂产品和解决方案。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已进入机器人行业、医疗影像设备、

机器物联网等行业，且与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门子医疗、联影医疗、沈阳新松机器人

股份有限公司等下游行业知名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司人机界面和伺服系统产品拥有较好的市

场占有率，公司是国内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的知名企业之一，并且能够为客户提供工业自动化控

制、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公司人机界面销量分别为 245,873 台、302,956

台、363,405 台，公司伺服系统销量分别为 125,020 台、179,871 台、292,607 台，主要产品销量近

三年来稳步上升。未来随着中国智能制造的持续推进，国内工业自动化控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并且随着公司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以及产品在下游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公司市场份额将稳步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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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的技术水平及特点与制造业的需求密切相关，其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的转变上。智能制造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方向，智能制造装备是智能制造

的基础，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是智能制造装备的核心组成，工业自动化控制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前

提。 

（1）所属行业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方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与未来发展趋势 

①产业升级加速推进，智能制造方兴未艾 

智能制造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持续复杂的动态过程，也是数字化技术和工

业化技术融合的过程，其本质是需求侧改变和供给侧变革相互对接的动态演化过程。一方面，这

种变化是以消费者为中心，不断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了技术创新、管理方式创新、组织结构

创新等各个方面，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软硬件技术发展与融合、物联网与工

业互联网日益进步，为需求定制化、高端化提供了新型供给的可能性和经济性。大量基于智能制

造技术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已成为产业创新的主导力量，也正成为新产业革命的传导机制和实现路

径。 

智能制造正在从五个方面实现对制造业的改造和重构，其过程将表现出业态和模式的创新： 



A.分散制造、个性化定制等业态模式创新：生产方式将逐渐从大批量制造逐渐转向少量多样。

产品开发速度不断加快，定制化特征不断增强； 

B.精准营销、第三方大数据服务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大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不断推广，市

场竞争逐渐从以成本/价格为中心逐渐转向以价值创造和应用普及为中心； 

C.产供销协同等新业态新模式：网络协同在价值链各个环节广泛存在，产业结构逐渐由封闭

走向开放，小企业将在创新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 

D.远程运维、产品即服务等新业态和新模式：价值链主导力量由产品主导转为服务整合主导，

大量企业将会开展价值链延伸整合，各类新的服务模式将会层出不穷； 

E.平台型企业、跨界竞争等新业态和新模式：价值链结构将会由链式垂直分工逐渐转向网状

价值整合，企业往往不会着眼于某个固定的价值链环节或停留在某条固定的价值链上，而会加快

价值链不同环节循环反馈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着力打造“以我为主”的产业生态。 

②数字化工厂/智能工厂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2019 年 11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发改产业〔2019〕1762 号），系统梳理提出了十种发展潜力大、前景

好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包括推进建设智能工厂、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推广柔性化定制等。

对于推进建设智能工厂，要大力发展智能化解决方案服务，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应

用，实现数据跨系统采集、传输、分析、应用，优化生产流程，提高效率和质量。 

智能工厂是在数字化工厂的基础上，利用物联网技术和监控技术加强信息管理服务，提高生

产过程可控性、减少生产线人工干预，以及合理计划排程；同时，集初步智能手段和智能系统等

新兴技术于一体。因此，智能工厂具有自主能力，可实现智能采集、分析、判断、规划、学习、

维护等。 

智能工厂建设过程实质是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的过程。

从新模式来看，在生产模式层面，智能工厂将实现由过去的“人脑分析判断+机器生产制造方式”

转变为“机器分析判断+机器生产制造”的方式，形成高度灵活、个性化、模块化的生产模式；在商

业模式层面，智能工厂将催生网络众包、异地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诊断、精准供

应链管理等新模式。从新业态来看，信息技术的升级应用，将会发展成为工业云服务、工业大数

据、工业物联网、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等新业态。 

（2）所属行业在新技术方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与未来发展趋势 

我国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通过结合我国设备制造业的应用要求，对国际先进技术进行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工业自动化技术发展历程较短，研发基础相对

薄弱，技术成熟度与国际先进技术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近年来，我国工业自动化技术水平快

速提升，产品和技术与国际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现代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将会显著提升社会总体生产效率，同时也会加快促进传

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随着控制工程学、人机工程学、计算机软件、嵌入式软件、电子、电

力电子、电机、机电一体化、网络通讯等学科的不断发展，智能化、微型化、网络化、平台化、

集成化将成为工业自动化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其中工业人机界面正逐步向智能化、网络化方向

发展，增加接口、无线通讯、智能分析等功能以及处理速度的提升是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伺服

系统随着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器及伺服专用模块的广泛采用，伺服驱动软

件算法不断进步，高速度、高精度、高性能、高效率、一体化、网络化、模块化设计等成为伺服

系统的技术发展方向。 

2021 年 12 月 21 日，工信部、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表

明我国工业创新从试点走向推广，工业互联网成为重要基础设施。从 2021 年开始，以钢铁、化工、

电力为代表的传统工业领域已经开始形成国产化、规模化的智能应用，智能制造已经开始走向市

场化，从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双碳”也加速了行业智能化渗透。 

工业自动化可以实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人力成本、确保安全等目的，

也是现代化高端制造的重要基础。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历史较长，在工业自动化等各细

分领域均具有先发优势和领导地位，特别是在 PLC、工业机器人、伺服系统等领域，在高端市场

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我国企业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在部分领域实现突破，小型 PLC、中低端

伺服系统、变频器、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我国自动化控制系统

市场规模稳步向上，随着我国制造业自动化渗透率不断提升，我国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市场规模

整体保持波动向上的态势，2004 年至 2019 年，我国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市场规模从 652 亿元增

长至 1865 亿元，年复合增速为 7.26%。总体来看，我国工业自动化主要市场仍然在外资手中，国

内企业还有巨大的替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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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779,655,676.88 782,882,519.51 -0.41 314,566,90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52,662,508.79 608,166,203.60 7.32 216,333,259.50 

营业收入 537,326,398.15 434,089,679.25 23.78 345,323,56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4,710,746.80 66,173,262.33 12.90 42,270,93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7,601,022.17 61,775,179.73 9.43 41,050,06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150,235.72 51,141,866.91 不适用 48,983,636.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81 23.55 减少11.74个百分点 21.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9 1.02 -12.75 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9 1.02 -12.75 0.6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8.76 9.21 减少0.45个百分点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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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05,595.86 134,124,067.64 145,080,364.85 146,016,36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400,991.31 21,010,468.32 19,057,590.79 17,241,69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5,603,243.07 18,838,553.29 17,659,210.88 15,500,01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993,624.77 -3,932,335.02 -5,918,794.30 21,694,518.3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4,41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不适用 



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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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步进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 
0 36,979,753 44.02 36,979,753 36,979,753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唐咚 0 10,156,196 12.09 10,156,196 10,156,196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市同心众

益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0 9,147,145 10.89 9,147,145 9,147,145 无 

0 其他 

池家武 0 4,348,971 5.18 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何雪萍 1,797,740 3,980,000 4.74 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海通创新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 
-154,300 786,100 0.94 786,100 1,050,000 无 

0 国有

法人 

郭海泉 0 474,342 0.56 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 0 474,342 0.56 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王通宙 0 470,567 0.56 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广旺 -37,000 437,342 0.52 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唐咚先生通过深圳步进间接持有上海步进

69.54%的股份，并担任深圳步进董事长、上海步进

执行董事；唐咚先生直接持有同心众益 6.5434%的

权益，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池家武先生通过深

圳步进间接持有上海步进 12.23%的股份，并担任

深圳步进董事。陈广旺、郭海泉、宁波各自持有上

海步进 1%的股份。 

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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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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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732.64 万元，同比增长 23.7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7,471.07 万元，同比增长 12.90%；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77,965.57 万元，

较期初减少 0.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266.25 万元，较期初增长 7.32%。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唐咚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2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