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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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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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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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为人民币134,431,782.79元，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93,022,942.29元。 

公司2021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6元（含税）。截至本次董事会审议之日，公司总股

本114,670,000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600,81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1,064,906.96元（含税）。本年度利润现金分红总额占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比例为30.55%。2021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本次董事会审议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金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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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盟升电子 68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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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捷 唐丹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桐子

咀南街350号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桐子

咀南街350号 

电话 028-61773081 028-61773081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microwave-signal.com zhengquanbu@microwave-sign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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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专注于卫星应用技术领域相关产品的研发及制造，是一家卫星导航和

卫星通信终端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卫星导航、卫星

通信等系列产品。公司卫星导航产品主要为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导航终端设备以及核心部件

产品，如卫星导航接收机、组件、专用测试设备等，目前主要应用于国防军事领域；卫星通信产

品主要为卫星通信天线及组件，包括动中通天线、信标机和跟踪接收机等产品，目前主要应用于

海事、航空市场。 

公司始终坚持走军民并重的发展路线，以技术自主创新为根基，以持续研发投入为保障，建

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和强大的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的发展，已完全掌握了卫星导航和卫星通信终

端设备的核心技术，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和质量管理经验，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赢得了客户的

广泛认可。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军品业务和民品业务，为国防、航空、海洋渔业等多个领域客户提

供终端产品和技术服务。 

2、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卫星导航、卫星通信等系列产品。各类产品主要用途情况介绍如下： 

主要产品 情况简介 

卫星导航产品 
卫星导航接收机产

品 

一种具备接收全球导航卫星（北斗、GPS、GLONASS）信

号，测量载体与卫星之间的位置距离和相对速度，解算

出载体在对应坐标系中的位置、速度和时间信息的电子



主要产品 情况简介 

设备；在军事应用和某些特殊应用中，可增加抗干扰功

能，提升设备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卫星导航组件产品 

主要是为卫星导航整机或分系统配套的组件级产品，包

括了导航射频组件、数传组件、导航显示计算机、地标

拾取仪、时间频率设备等 

专用测试设备产品 

主要是为测试卫星导航接收机以及数传组件等产品而

研发的地面模拟仿真测试类产品，包括了再生转发式导

航模拟器、自主式导航模拟器等 

卫星通信产品 

卫星通信天线产品 

一种安装在移动或静止载体（飞机、车、船等）上集成

了通信收发天线和伺服控制的机电一体化设备，可通过

伺服跟踪算法控制收发天线始终对准通信卫星的主波

束，保持载体与卫星之间的通信链路稳定可靠。公司主

要以销售动中通天线、便携站为主 

卫星通信组件产品 
主要是卫星通信系统中用的到组件模块级产品，包括了

信标跟踪接收机、单脉冲跟踪接收机等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物流采购管理制度，制订了《外部提供过程、产品和服务控制程序》

等文件确保采购产品符合规定要求。 

公司的采购模式根据采购物料的标准化水平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①物料采购：公司生产

所需的电子元器件、外购模块、结构件、印制电路板等，由公司向供应商提出技术要求指标后直

接进行采购；②外协采购：公司生产所需的 PCBA、筛选物料、三防处理、第三方实验等工序，由

公司向供应商提供设计图纸、相关工艺规范，由相关外协厂商加工后进行采购。 

公司对供应商准入设置了较为严格的管理程序，首先，由采购部根据采购产品技术标准和生

产需要，通过对产品的质量、价格、供货期等条件进行比较，预选合格供方并按“合格供方评价

准则”的要求，对供应商进行背景调查、资质审核等，如无异常，需填写《非定点采购申请单》

并经相关负责人批准后，方可进行物料采购工作；其次，对试用五次以上，质量、价格、交期等

配合无异常的供应商，公司将安排质量部会同组织设计部、生产部、采购部等部门对该供应商进

行合格供方评定评价；第三，为保证采购产品的质量以及采购来源的稳定，公司根据质量管理体

系要求建立了采购合格供方名录，并对名录进行系统化管理，并且主要原材料会同时与 2 家以上

供应商保持稳定的业务关系，以减少原材料意外断供风险；最后，新供应商需根据《采购控制程

序》通过技术研发部参数遴选、样品试用、采购部价格评审和总经理审核后方可录入合格供应商

名单，每年采购部会定期与质量、技术、生产等部门沟通原材料质量、供应商响应速度等情况，

对供应商名单进行维护和调整。 

1. 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部门负责根据客户需求完成产品的设计、集成生产，其中，对于产品组成中非公司

专业范围的部分模块组件，公司采用外购方式采购；部分加工制造工序公司采用外协的方式委托

合格供方按照设计要求完成。生产部门在所有物料齐套后在公司内完成后续的电路调试、整机电

装和钳装、软件嵌入、整机试验和验收交付等环节。 

具体而言，公司产品的生产模式主要分为定制产品生产和标准产品生产两种类型。 



（1）定制产品的生产模式：该类产品主要是军品和部分定制化开发的民用产品，是按照用户

的设计要求进行定制开发的，产品的功能、性能以及环境适应性等都要符合用户提出的设计要求，

因此每种产品在方案设计、模块设计、原材料的选择以及工艺设计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个性化

特征明显。此外，该类产品基本都是按用户订单进行生产，产品最终需通过用户的签收或验收。 

（2）标准产品的生产模式：该类产品主要是民用产品，是公司通过市场需求分析论证或者对

标行业标准研发的，并且已经完成设计和生产定型的通用标准型产品，产品的功能、性能指标以

及生产工艺均已固化，可以满足公司市场需求分析的普遍性用户需求。在生产安排方面，公司将

根据市场需求情况或者用户订单情况下达生产计划，组织安排生产。 

2. 销售模式 

（1）军品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客户比选的方式获取订单。具体而言，公司通过客户的合格供应商审查程序成

为其合格供应商后，积极了解和响应客户的项目进展及配套需求，利用公司的技术和服务优势，

参与客户产品型号的整机/系统研发，为其研发符合定制需求的产品。另外，客户也可直接从合格

供方目录里选择几家单位，主动通知、邀请参与比选，进行方案、技术、样机评选，选出供应方。 

（2）民品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参加展会和参与竞标的方式获取订单： 

①参加展会：由于卫星通信的展会较为集中，行业中的客户参加频率较高，为公司获取相关

客户信息获取了有效的渠道。通过参加展会以及此后及时跟进行业用户、集成商、渠道商和运营

商的相关需求，并进行相应的产品推介，可有效地为公司带来相关产品订单； 

②参与竞标：客户不定期会组织招标项目，公司亦积极参与相关项目的竞标以获取相关产品

订单。 

3. 研发模式 

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模式开展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由于卫星导航产品与卫星通信产品之间

的差异性，公司卫星导航研发中心和卫星通信研发中心都成立了各自的总体设计、微波射频、结

构传动、软件设计、PCB 设计、项目管理等专业科室，总体设计室负责产品的总体设计和技术状

态管理，项目管理室负责项目的进度管理和资源协调，其他各科室负责产品各组成单元的设计实

现。 

军品主要以定制化开发为主，公司以市场为主导、技术做支撑，通过与各需求单位充分的沟

通交流，收集梳理项目信息，在项目可行性分析论证通过之后，再按照军品研制流程开展产品的

方案设计、详细设计、物料采购、外协加工、制造组装、调试验收等工作，提前布局研发满足总

体设计技术要求的合格产品，以备在客户需求确定后及时随系统完成各项试验验证，考核设计的

正确性和符合性，并经过初样、正样等多个阶段的迭代，最终完成产品的设计定型和生产工艺定

型。 

民品开发以市场化运作为主，在充分的行业分析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按照行业标准或者对

标国际同行先进产品来确定开发产品的品种、规格、技术要求以及目标售价，通过多次迭代设计

完成产品的设计定型，再通过小批量试产完成生产工艺定型，产品投入市场后再根据用户的反馈

进行产品的升级改进或者降成本改进。 

技术创新研发方面，公司通过参加国内外展会、组织交流会、参与预研课题等方式及时了解

和把握卫星导航、卫星通信的行业和技术发展趋势，根据需要确定预研课题，并投入一定的人力、

资金开展研究工作，致力于为后续的工程化实现和保持公司技术先进性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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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卫星导航行业 

时间、位置信息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必须具有自主可控的授时、位置服务能力。北斗系

统具备授时、定位、导航等功能，构成了我国重要的时空基础设施，使我国摆脱了依赖国外系统

的状况，开启了我国时空体系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国家的国防、公共安全、能源、电力和金融等

具有重要战略性地位的领域，必须要建立起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的应用体系，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

安全。 

根据我国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规划，2020 年已建成覆盖全球的卫星导航系统。当前，

北斗卫星应用技术呈现出从单一导航系统应用向多系统兼容应用转变，从以导航应用为主，向导

航与移动通信、互联网等融合应用转变；从终端应用为主，向产品与服务并重转变的三大发展趋

势，并不断拓展出新的北斗应用领域，推动产品性价比不断提高，使北斗应用产品形成规模化快

速发展。 

卫星导航产品具有抗干扰、高精度、高动态、高温差的性能，因此在导航天线、微波变频、

信号处理与信息处理等技术领域要求较高。 

（2）卫星通信行业 

卫星通信终端设备行业发展的主要逻辑为，上游卫星制造、卫星发射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使

得卫星通信流量收费不断下降，降低了卫星通信终端设备的使用成本，终端设备出现快速增长的

需求。具体而言，一方面全球通信卫星在不断地发射升空，另一方面卫星制造订单向高通量或者

传统加高通量的混合类型方向发展，这将带来数十倍的带宽供应。在此背景下，卫星通信收费正

呈逐步下降趋势，根据 Northern Sky Research（美国的一家卫星市场调研机构）的统计，2016-2019

年间，卫星宽带各类业务的价格下降了 35-60%，特别是消费级宽带业务和回传业务，下降幅度达

到 60%，从而带动了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采购需求以及卫星移动通信芯片、模块、终端厂商的发展。 

由于我国人口密度高，采取在陆地上建基站的方案，平均每个基站覆盖的人口较多，投资效

益较高，而在海洋和空中基站覆盖受限，因此我国民用卫星通信市场主要在海洋和航空市场。 

卫星通信产品具有高对准精度、高跟踪精度、高性价比、跨专业融合设计的性能，因此在天

馈设计、射频及微波、传动结构及力学仿真分析、惯性导航及伺服跟踪等技术领域要求较高。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卫星导航和卫星通信终端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始终坚持走军民并重的发展路线，以技术自主创新为根基，以持续研发投入为保障，建

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和强大的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的发展，已掌握了卫星导航和卫星通信终端设

备中的多项核心技术，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和质量管理经验，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赢得了用户

的一致认可。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创新发展，公司已经在卫星导航和卫星通信终端设备制造领

域成为国内主要的供应商之一，被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优秀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级工程

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成都市企业技术中心、成都市院士（专家）创新

工作站、“十三五”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司所处的卫星导航、卫星通信领域的行业地

位分析如下： 

（1）卫星导航产品的行业地位 

公司卫星导航产品主要应用于国防军事领域，由于国防军事领域的属国性特征，公司卫星导

航产品与境外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导航产品不存在竞争关系。 

在国内的市场地位面，有能力研制、生产军用卫星导航设备的企业为数不多，主要可分为两

大类：第一类是经过多年市场和项目经验积累的军工科研院所，第二类是技术实力和生产水平不



断提高的民营企业。 

同时，由于国外应用于军工行业的抗干扰、高精度、高动态卫星导航技术限制向我国出口和

转让，因此国内早期自主研发主要以军工科研院所为主，其目标是开发抗干扰、高精度、高动态

的军用卫星导航系统，以满足武器装备对抗干扰、高精度、高动态导航的需求。近年来，随着民

营企业技术研发水平的不断提升，包括公司在内的一批具备军品科研能力的民营企业逐步进入军

用导航设备市场。整体而言，目前国内的竞争格局主要呈现为以军工科研院所为主，民营军工企

业技术不断提升、配套层级不断提升的态势，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注重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掌握了卫星导航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公司近年来参与了多

个装备型号的研制，多款产品已经完成了定型并进入批量生产阶段。经过多年对行业的专注，公

司对产品在强干扰、高动态的环境下的要求有着深刻的理解，公司产品有着工作温度范围宽、环

境适应能力强；定位、测速精度高；抗过载、冲击、振动能力强；集成度高、体积小、功耗低；

整机电磁兼容设计，复杂电磁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已经广泛应用于国防武器平台，报告期内，

公司卫星导航产品技术特性不断提升，产品由模块向整机配套再到系统配套的方向发展，公司的

配套层级不断提升，竞争地位不断提高、竞争能力不断提升。 

同时，公司是国内少数几家自主掌握导航天线、微波变频、信号与信息处理等环节的核心技

术的厂商之一，具备全国产化设计能力，不仅能研发卫星导航终端产品，还具备模拟卫星信号的

设计能力，研制、开发各种卫星导航模拟测试设备。 

（2）卫星通信产品的行业地位 

在卫星通信领域，我国卫星通信尚处于行业起步阶段，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研

发力量、品牌等方面的限制，我国卫星通信天线市场主要被日韩、欧美等国外产品所占据。由于

VSAT 卫星通信天线生产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目前国内具有自主天线研发和生产能力的生产厂家尚

为数不多。近年来，国内有实力的卫星通信天线制造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已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卫星通信技术及产品，且不断得到推广应用。公司从信标机、单脉冲跟踪接收机等组件研

发起步，通过多年的技术投入，逐步向整机研发开拓。目前已成功研发出了涵盖机载、船载和车

载多个平台，覆盖 L 频段、S 频段、Ku 频段和 Ka 频段等主流通信频段的动中通产品，是行业内产

品系列化最完整的厂家之一。 

公司卫星通信产品主要应用于海洋、航空市场，在海洋、航空市场的行业地位情况如下： 

①海洋领域卫星通信产品在境内外市场上的行业地位 

在海洋领域，公司卫星通信产品主要面向国内海洋市场进行销售，境外销售的产品以零星销

售为主，因此，公司卫星通信产品尚未持续性地参与到境外海洋市场的竞争当中。 

在境内，由于目前卫星通信终端的渗透率较低且用户习惯尚未形成，因此行业尚未形成稳定

的竞争格局，竞争格局较为分散，业内企业较多，各自依靠自身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进行充分的

市场化竞争。 

②航空领域卫星通信产品在境内外市场上的行业地位 

在航空市场，客机卫星通信天线安装方式分为“前装”和“后装”2 种，前装指飞机出厂前

便已集成了机载卫星通信设备。后装指对现有已投入使用但不具备机载 Wi-Fi 功能的客机进行改

装。目前前装市场的卫星通信设备在松下航电、霍尼韦尔等大型厂商为飞机制造商制作航电系统

时一并提供；后装市场作为存量客机改装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各集成商、设备制造商仍处于积

极合作、探索、试验的阶段。 

对公司而言，公司的机载卫星通信产品尚未在国内民航市场拓展且中短期内无法进入“前装”

市场，而国内“后装”市场尚处在试验阶段，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公司未来在国内市场的销

售、开拓依赖于国内民航市场发展和对卫星通信需求的逐步成熟，其中，如 Ka 频段高通量卫星发

展进程即会影响航空公司安装机载卫星通信天线设备的进程。同时，国外巨头的竞争亦会对公司

未来的市场份额造成挤压。因此，虽然未来发展空间广阔，但公司未来业务拓展相应亦具有一定



难度。 

就卫星通信产品在航空市场的发展来看，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航空业遭受到了巨

大的打击，航空公司业绩承受了很大压力，因此民航客机的卫星通信天线安装业务在国内外都受

到了很大影响，整体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业务恢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公司卫星通信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均为自主设计生产，产品具备天线系统的兼容性和集

成度高、可靠性高等特点，产品能保持对卫星信号的精确追踪，在极端条件下能够建立并保持连

续可靠的卫星通信，在各种工作条件下具有稳定的信号连接和较好的性能表现，公司已掌握了卫

星通信天线的核心技术。目前公司的卫星通信产品已经通过多家知名客户的认证，进入批量生产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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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北斗产业化列入“十四五”重大工程项目。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实施“十四五”

规划《纲要》确定的北斗产业化等重大工程项目。会议指出要将“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落实到具

体项目，优先纳入各领域规划，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分年有序推进，形成开工一批、投产一批、

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多地、多行业、多部门将北斗产业化写入“十四五”规划。北斗系统将深入

助力交通运输、信息产业等多行业领域，推动北京、上海、山东、贵州、湖北等多省多地多领域

的产业发展，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空基石。 

2021 年 3 月，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再次明确提出了要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

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为集中力量，快速突破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中的关键

技术和频轨资源等瓶颈问题，2021 年 4 月，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为我国第五

家电信运营商。中国星网的成立具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保障安全通信、深化军民应用结合、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卫星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意义。新基建计划实施以来，北京、上海、广东、

四川、湖南等地纷纷出台相关产业政策，支持卫星通信等空基信息产业发展。2021 年 1 月，北京

市出台《北京市支持卫星网络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等 8 个方面 26 项

任务和 3 项工作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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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966,663.06 2,136,723,663.26 17.66 871,956,70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778,873,481.25 1,644,441,698.46 8.17 520,623,206.81 

营业收入 475,788,006.17 423,231,843.69 12.42 283,065,00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4,431,782.79 107,052,304.20 25.58 73,060,23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6,801,167.65 100,310,172.60 16.44 69,800,958.6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8,186,921.32 69,085,610.77 13.17 26,874,754.61 

加权平均净资产 7.78 10.66 减少2.88个百分 15.78 



收益率（%） 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18 1.09 8.26 0.8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18 1.09 8.26 0.86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13.15 13.19 

减少0.04个百分

点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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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8,993.92 149,402,148.75 65,158,527.73 241,318,33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16,839.77 46,950,210.55 3,355,990.86 83,208,74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166,565.36 45,263,227.02 920,537.86 72,783,96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027,198.93 -37,475,962.53 -28,633,339.66 159,323,4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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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

总数(户) 

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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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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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荣投创

新投资有限

公司 

0 33,213,100 28.96 33,213,100 33,213,10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宁波盟升志

合企业管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0 8,370,000 7.30 8,370,000 8,370,000 

无 

  其

他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

达国防军工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404,480 3,931,319 3.43     

无 

  其

他 

成都金控弘

合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汝州市

弘升衡达互

强企业管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2,484,700 3,446,500 3.01     

无 

  其

他 

向荣 0 3,171,420 2.77 3,171,420 3,171,420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宜宾市智溢

酒业有限公

司 

0 2,965,600 2.59     

冻

结 

2,965,60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宁波盟升创

合企业管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0 2,790,000 2.43 2,790,000 2,790,000 

无 

  其

他 

成都金控弘

合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汝州市

弘升衡达精

诚企业管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2,501,500 1,894,100 1.65     

无 

  其

他 

深圳蓝海优

创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汝州市蓝海

同创企业管

理中心（有

限合伙） 

-2,203,600 1,419,400 1.24     

无 

  其

他 

深圳蓝海优

创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汝州市蓝海

沣盈企业管

理中心（有

限合伙） 

-450,790 1,256,810 1.10     

无 

  其

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成都荣投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宁波

盟升志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盟升

创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均为

向荣；2、上述股东中，成都金控弘合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成都弘升衡达互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成都金控弘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

都弘升衡达精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

都金控弘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汝州市弘升衡

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成都金控弘合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3、上述股东中，

深圳蓝海优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汝州市蓝海同创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蓝海优创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汝州市蓝海沣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均为深圳蓝海优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企

业；4、在上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公司未

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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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节“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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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