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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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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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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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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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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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胜电子 600699 辽源得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朝辉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99号   

电话 0574-87907001   

电子信箱 600699@joyson.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1年，全球汽车行业受到车规级芯片短缺、新冠疫情反复、原材料价格与运输成本上涨、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全年轻型乘用车产量约为 8,468 万辆，同比上涨约 13.7%，但

较疫情前 2019 年下降约 4.8%，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汽车零部件行业受供应链波动影响，经

营情况受到了较大的挑战。2021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605.7万辆、2,624.8 万辆，同比

增长 3.5%、3.9%。与此同时，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渗透率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354.5



万辆、352.1 万辆，同比增长 159.5%、157.5%。 

汽车行业正经历重大变革，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整车厂商着力于开发下一代电

动化、智能化新车型，上下游厂商持续在车规级芯片算力、软件算法、人工智能技术等关键领域

加大投入，行业新进入者不断涌现，新技术、新理念乃至新的商业模式也陆续面市。传统一级零

部件供应商在新的行业趋势中面临挑战的同时，机遇同样明显。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致力于智能座舱/网联系统、智能驾驶、新能源管理系统和汽车安全系统等的研发与

制造，在全球汽车电子和汽车安全市场居于领先地位。目前，公司业务架构分为智能汽车技术研

究院、新能源研究院、汽车电子事业部与汽车安全事业部，在 30个国家拥有员工逾 4万人，并于

全球各汽车主要出产国设有 3 个核心研发中心和配套工厂。公司凭借行业领先的核心技术与自主

研发能力，以先进的创新设计、覆盖全球的生产制造体系、可靠的品质管理以及始终如一的优质

服务，不断引领全球汽车电子和安全行业的发展，是各大知名汽车品牌的长期合作伙伴。 

近年来，公司与各整车厂商、芯片厂商、通信与互联网企业共同推进汽车行业的“新四化”，

为更安全、更智能、更环保的交通出行愿景而努力。2021年，公司在“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评选中名列第 22位。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专注于智能座舱/网联系统、智能驾驶、新能源管理系统和汽车安全系统的研发和制造，

已在上述领域具备完备的研发体系、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丰富的供应链渠道、大规模量产化经

验与客户响应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的预研发一般领先行业水平 2-5 年，前瞻性地对接整车厂商的需求，提前介入新产品研

发，并针对汽车的发展趋势提前储备新技术；公司事业部均对采购流程、标准、方式等采用了全

球标准化制度，关键原材料采用集中采购、总部控制方式。公司与各大原材料供应商形成长期合

作关系，通过集中采购降低成本，同时保证产品质量具有保证；公司生产模式主要采用以销定产，

主要包括精益生产和拉式生产，公司的生产系统能够快速适应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进行灵活调

度；销售模式主要采用订单销售，获得的订单基本都是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针对性研发及竞标获

得，公司根据各产品项目的客户订单情况组织生产、实现销售，并落实相关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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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26,681,448.35 56,265,148,450.97 -8.78 56,924,829,219.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373,274,591.14 15,168,987,919.59 -25.02 12,578,193,939.89 



营业收入 45,670,032,383.16 47,889,837,616.15 -4.64 61,698,903,0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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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21,005,518.03 47,053,502,977.49 -4.32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753,291,036.22 616,173,739.50 -709.13 940,056,718.5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87,150,934.20 342,168,432.34 -1,206.81 1,005,872,505.4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21,489,080.18 3,120,751,355.38 -41.63 3,919,457,031.9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27.96 4.61 
减少32.57个

百分点 
7.5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74 0.49 -659.18 0.7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2.74 0.49 -659.18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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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7,069,490.81 11,363,329,701.64 10,456,465,759.68 11,563,167,43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492,672.32 47,126,564.60 -250,566,936.36 -3,771,343,33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0,863,384.65 59,534,909.87 -191,614,597.93 -3,895,934,63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922,417.35 1,127,563,741.12 -399,540,224.07 746,543,1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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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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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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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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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476,840,782 34.85 0 质押 329,583,996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50,894,854 56,631,297 4.14 0 无 0 其他 

王剑峰 1,180,000 34,056,959 2.49 0 质押 30,500,000 

境内

自然

人 

浙江融臻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431,400 30,950,963 2.26 0 质押 30,950,963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金鹰基金－浦发银

行－万向信托－万

向信托－均胜 2号事

务管理类单一资金

信托 

-4,599,960 24,472,245 1.79 0 无 0 其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018L－CT001沪 

10,844,680 11,194,680 0.82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发多

因子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9,886,100 0.72 0 无 0 其他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

员工持股计划 

9,000,000 9,000,000 0.66 0 无 0 其他 

中国人寿资管－中

国银行－国寿资产

－PIPE2020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 

-8,697,500 8,047,659 0.59 0 无 0 其他 

诺德基金－兴业银

行－深圳市招商国

协壹号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7,549,293 0.55 0 无 0 其他 



深圳市国协一期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剑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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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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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汽车电子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电子系统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 127.1 亿元，同比增长约 24%，毛利率

18.99%，同比增长 1.63 个百分点。尽管受到缺芯、疫情等因素的扰动，汽车电子系统仍然维持了

较高的增速。 

1.1智能座舱/网联系统 

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 106.1亿元。 

在智能化时代，一方面，消费者对智能座舱功能和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行业参与者愈发多

元化。另一方面，随着电子电气架构的演进，智能座舱的功能由单一模块向域和中央集成方向发

展，传统单一 ECU 的加总向域控制器转变已成为趋势，这也使得开发人员能独立于底层硬件进行

上层软件的开发以及内在数据的集中交互和决策处理，从而推动了软硬件解耦。 

公司为大众、奥迪等品牌量产智能座舱域控制器、车载导航引擎、信息娱乐系统等产品，具

备完整的软硬件开发能力。其中最新一代的智能座舱域控制器可以支持高通第三代智能座舱芯片

等多款座舱芯片，通过 Hypervisor虚拟隔离技术实现多个车载操作系统融合在同一块芯片，有效

提升该域控制器的适配性，可搭载于多家主机厂的不同车型。 

公司控股子公司均联智行已于 2021年 8月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智

能座舱领域展开深入合作，以华为的芯片和鸿蒙操作系统和公司的软件架构设计、硬件架构设计

与系统集成为载体，开发完整的智能座舱解决方案，致力于提高消费者的互动体验，目前已经与

国内某知名自主品牌签署订单协议，预计 2022年四季度开始实现量产。未来，双方将凭借各自的

核心优势，在该领域拓展更多的国内外知名整车客户。 

在智能座舱交互系统领域，公司已积累了多年的生产经验，具备高规格量产能力。伴随着“大

屏化”和“多屏化”的趋势，公司在一体化交互界面、触屏应用、显示单元和控制单元、触觉反

馈、手势识别等人机交互产品的关键技术储备已实现深入应用，未来将根据行业趋势持续扩大投

入。叠加传统的物理按键产品，公司将协助主机厂建立更加智能、更加贴近消费者的座舱解决方

案。公司与大众、宝马、奥迪、通用、福特、特斯拉等国际整车厂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进一步

拓展国内自主品牌和新势力品牌合作。 

在智能网联方面，公司车路协同 5G-V2X技术于 2021年 5月搭载于高合 HIPHIX 量产落地，成



为全球首批搭载该技术的量产案例，同时国内某造车新势力的新车型的订单也于 2022年初正式量

产。另外，新一代共情引擎概念产品已具备精确判断用户意图分析与决策能力，可以为用户提供

主动式服务，有望在未来丰富公司智能座舱的产品矩阵。 

在智能天线业务领域，公司已获得某知名法系客户全球订单，后续将持续扩大该类产品的客

户群体。 

1.2新能源管理系统 

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 21亿元。 

公司在新能源管理系统领域深耕多年，产品线丰富。其中，BMS 具有高精度参数监测、关键

状态估计和单体均衡等功能，是控制电池系统的关键组件，已商用于国际车企的新能源车型。在

车载功率电子方面，公司致力于高功率充电、无线充电和车载功率电子部件等的商业化，量产产

品包括充电升压模块、多功能 DC/DC电压转换器和车载充电机（OBC）等。公司是宝马、奔驰、大

众、保时捷、沃尔沃、吉利、广汽等整车厂的核心供应商。 

2021年公司成立新能源研究院，致力于新能源领域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应用。公司正积极

推动电控模块多合一的开发，该方案符合汽车轻量化、模块化的趋势，有助于节省空间，降低成

本，目前已具备较为成熟的方案，与国内外若干家主机厂积极接洽中。 

1.3智能驾驶 

随着智能化和电动化的普及，智能驾驶已经成为汽车行业中新的增长点。在智能驾驶领域，

整车厂开始以新的电子电气架构（EEA3.0）为核心构建新一代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在此趋势下，

智能驾驶域控制器、高精度智能传感器以及虚拟仿真平台成为了技术热点。 

公司于 2021年 7 月成立均胜智能汽车技术研究院，致力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汽车产业相融合，

深度参与智能驾驶的时代趋势。公司定位智能驾驶领域的 Tier1，开展从 L0 至 L4 级自动驾驶各

级别技术研发，提供由智能驾驶域控制器、智能传感器、中间件到应用层算法的全栈解决方案，

最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软硬件一体化智能驾驶解决方案供应商。 

智能驾驶域控制器方面，截止公告日，公司已与 Ambarella、地平线、NXP等芯片厂商建立合

作关系，公司智能驾驶域控制器产品将搭载相关芯片，针对不同级别的智能驾驶及不同类型的客

户群体进行开发。此外，针对更高级别的智能驾驶平台，公司与相关芯片厂商的合作也正在推进

中。同时，公司与国内外多家下游主机厂和平台型公司合作深入，2022年开始将有多款车型陆续

实现定点和量产。目前公司已经掌握高速驾驶引导（HWP）、自动驾驶导航辅助（NGP）、交通拥堵

领航（TGP）、代客泊车（AVP）、记忆泊车（HPA）等多项智能驾驶功能，L0-L4 的产品已经具有较



为成熟的解决方案。 

智能传感器方面，公司与激光雷达制造商图达通深度合作，负责其激光雷达产品的生产、测

试、交付等多个环节。其产品已在蔚来 ET7 实现量产，并将继续搭载于蔚来 ET5。此外，公司将

同时助力美国激光雷达公司 Ouster、4D 毫米波雷达公司 Oculii实现量产搭载及全球化供应。未

来公司将继续探索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摄像头等智能传感器领域的技术生态，提高全栈式解

决方案的竞争力。 

虚拟仿真平台方面，公司已完成自主知识产权的虚拟仿真平台 JUNSimCloud 建设工作，并与

亚马逊云（AWS）达成针对智能驾驶 PAAS、IAAS的深度合作，为全球 OEM 提供面向大规模量产验

证的、基于混合云的智能驾驶仿真服务。 

 

2.汽车安全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安全系统主营业务收入约 323.1亿元，同比下降 2.5%，毛利率为 8.49%，

同比减少 2.75个百分点。 

受车规级芯片短缺影响，公司汽车安全业务部分下游客户减缓其新车型排产计划，间接影响

公司既定产品交付安排，最终导致公司安全业务在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的下滑。叠加汽车安全

业务全球主要原材料价格及运输成本在报告期内同比大幅攀升，主营业务成本实现一定程度的上

涨，最终导致汽车安全业务毛利率下滑至 8.49%。此外，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端压力，

公司已就 2021年临时排产调整而产生的额外成本，以及原材料价格、运输成本上涨造成的额外成

本支出，公司也在积极与主机厂客户和供应商进行磋商补偿方案，以应对原材料和运输费用上涨

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安全业务的整合，不断优化资产配置，提升产能效率，改善成本结

构。公司同时逐步完成全球组织架构调整，有助于提高沟通效率与管理效率，汽车安全业务美洲

区经营亏损已在 2022 年第一季度逐渐扭转。在工厂管理层面，公司进一步提高智能化和信息化水

平，使得订单管理更有效，能够进一步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符合要求的交付进度。新接订

单方面，公司对于订单毛利率有更高的要求，有助于提升订单的毛利结构，从而尽早实现安全业

务毛利率的回升。国内客户方面，公司安全产品除已经快速切入吉利、长城、蔚来、理想、小鹏

等自主品牌及新势力品牌的供应链体系，本土化进展顺利。 

公司汽车安全事业部于2021年11月引入战略投资者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二期（有限合伙）、

合肥建恒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肥西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该合作将有



助于公司汽车安全业务在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提高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市场份额。 

在主动安全领域，随着驾驶安全等级重要性的提升，通过对于驾驶员眼部、面部体征的观测

对其驾驶状态进行检测和提醒的功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整车企业所重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的认可。公司持续深耕驾驶员监控系统（DMS），此前搭载公司该产品的凯迪拉克有关车型已

量产上市，未来也将在通用等品牌其他车型中大规模应用。未来，随着主动安全与智能驾驶应用

的不断融合，公司的相关产品体系也将发挥更大的协同作用，在智能化的大趋势下将更具竞争力。 

在被动安全领域，单车安全气囊的数量随着整车厂和消费者对于安全的重视逐渐提高，方向盘的

智能化和安全带的电子化同样有助于被动安全单车价值的提升，预计汽车安全产品的全球市场规

模将从现在的 210 亿美元逐步提升至 300 亿美元左右。公司将把握行业趋势，通过自身经营管理

的提升逐步恢复市场份额，向行业龙头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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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