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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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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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内容敬请查

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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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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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 202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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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元(含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股本为 107,293,500 股，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4291.74 万元。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不送红股。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公司 2021 年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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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源环保 6880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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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海娟 许晓钦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88号海

联大厦26楼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

南路88号海联大厦26楼 

电话 0513-85332929 0513-85332929 

电子信箱 suhaijuan@jsjyep.com xuxiaoqin1@jsjy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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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工业水处理领域。公司在深耕电力行业水处理领域的同时，积

极向钢铁、化工、市政、金属制品等领域拓展。公司依托工业废水电子絮凝处理技术、智能超导

磁介质混凝沉淀技术、高难废水零排放技术和高难废水电催化氧化技术等核心技术，主要向大型

企业客户提供环保水处理专用设备设计、咨询、系统集成、销售以及工程承包业务。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一支以“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和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为载体的环保水处理科研技术队伍。核心科研团队均拥有多年的水处理

行业经验，对于水处理相关新技术的敏感度高，长期密切关注国内外环保科技前沿的最新动态，

紧紧围绕行业的痛点、难点问题，结合自身优势组织力量持续开展自主创新，相继取得了一批研

发成果并成功开展了成果转化。在关键技术自主开发的同时与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清华大

学环境学院、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等国内权威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实现科研资源

快速整合。2020 年 7 月 10 日，公司与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签署了研发合作协议，共建工业

水处理技术联合研发中心，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被市工信局

认定为“2021 年度专精特新科技小巨人企业”。 

公司服务于国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长期深耕电力行业，依靠核心技术取得了快速成

长。公司在深耕电力行业工业废水处理领域的同时，积极向钢铁、化工、市政、金属制品等领域

拓展。公司与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国家电投集团、华润电力、京能

集团和粤电集团等大型发电企业集团均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并拓展了中泰化学、安徽丰乐农化、

金大地化工、荣程钢铁、邯郸钢铁、金光能源、偃师市污水处理厂等非电行业知名客户。 



2、主要产品及服务情况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工业水处理专业设备及系统，该产品根据客户实际水处理需求设计生产，

公司所销售的工业废污水处理设备及系统和给水处理设备及系统均为定制化产品；同时，公司还

为客户提供工业水处理相关的设计与咨询服务，以及与设备集成销售相关的工程施工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按照业务模式主要分为三大块：设备及系统集成业务（EP）、工程

承包业务（EPC）、设计与咨询业务（E），2019 年下半年公司开始从事运营维护相关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 EP 和 EPC 项目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招标文件会对招标范围进行约定，

公司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相应的产品或服务。报告期内，公司收入主要来自电力行业，电力

行业客户水处理设备及系统采购需求根据项目性质一般分为电厂整体新建或扩建、原有电厂部分

设施改造，EP 和 EPC 模式的适用与项目性质相关，而钢铁、化工、市政、金属制品等其他行业

适用的业务模式根据客户具体需求确定。 

（1）设备及系统集成业务（EP） 

电力、钢铁、化工、市政、金属制品等大型工业项目的配套水处理系统通常包含若干子系统，



包括给水处理方面的原水预处理系统、除盐水制备系统等，废水处理方面的含煤废水处理系统、

脱硫废水处理系统、高难废水电催化氧化处理系统、生化系统、中水深度处理与回用系统和高难

废水零排放处理系统等。业主或总承包商通常将这些能够独立拆分的子系统项目单独进行对外招

标，这些子系统项目基本不涉及土建安装，即采取设备及系统集成模式。 

在该模式下，公司通过对客户项目水质条件进行分析，结合其个性化需求，拟定方案、工艺

选择、系统设计、设备选型、采购通用设备和材料（如泵、电气仪表、脱水机、阀门等）、定制非

标设备（如本体设备、控制柜等），并成套销售给客户集成组装成一个能完成特定功能的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 EP 业务模式主要适用新建电厂或扩建电厂新增的水处理设备及系统的采购

项目。 

扩建电厂是在原有电厂基础上扩建新的发电机组，与新建电厂性质相似，新建电厂或扩建电

厂项目土建工程量大、施工周期长、施工专业资质要求高，业主会将整体新建或扩建工程委托给

具有专业资质的工程总承包方完成。水处理设备及系统作为电厂配套辅机设备，由业主或业主委

托的工程总承包方进行单独采购，后续的工程施工由业主委托的工程总承包方完成。 

（2）工程承包业务（EPC） 

工程承包业务主要由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设备采购、系统集成、安装施工、试运行、竣

工验收等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组成。相对于设备及系统集成业务，工程承包业务在完成成套设备销

售的同时还提供安装施工服务等，包含项目从设计到实施的全过程，业务范围更广。目前公司参

与的 EPC 项目主要为水处理系统的改造工程。 

报告期内，公司 EPC 业务模式主要适用大型电厂水处理设备及系统的升级改造项目。 

与新建电厂或扩建电厂相比，已投运电厂单独针对水处理设备及系统的改造项目土建工程量

小、施工周期短、施工专业资质要求相对较低，电厂为减少改造施工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尽

量缩短施工周期，一般会将水处理设备及系统采购与后期的工程施工作为一揽子业务进行招标，

由水处理设备及系统提供商负责后续的工程施工。 

（3）设计与咨询业务（E） 

公司提供工业水处理项目的设计与咨询业务，主要包括项目技术咨询、初步设计、施工图设

计、竣工图设计等。该业务是公司研发设计能力、技术服务能力的直接体现，相关服务由公司自

主提供。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向大型企业客户提供环保水处理专用设备设计、咨询、系统集成、销售以及工

程承包业务取得相应的经营利润，业务覆盖电力、钢铁、化工、市政和金属制品等行业，报告期

内主要以设备及系统集成、工程承包业务为主。 

2、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对外采购主要分为三种模式，直接对外采购通用设备和材料、由协作集成厂家定

制非标设备、通过协作集成厂家采购与非标设备配套的少部分低价值通用设备和材料。协作集成

厂家配套提供的通用设备和材料主要包括管道、内件和设备附件等，由协作集成厂家根据公司设

计图纸需求在非标设备协作集成过程中，基于就近和及时性原则代公司采购并装配在非标设备中。

同时，工程承包业务（EPC）中公司负责安装施工部分，由工程施工供应商完成。 

公司拥有成熟的采购模式，并制定了《采购招标管理规定》、《合格供应商管理规定》等制度，

具有规范的采购流程和内控措施。 

3、生产及服务模式 

公司募投项目智能系统集成中心建设项目正在进行中，暂无生产环节，生产模式包括协作集

成和外协加工等。为有效利用资源，主要选择以协作集成的方式组织生产。在协作集成生产模式

下，公司主要负责产品开发设计和系统方案设计，其是决定产品结构和性能的关键要素，而协作

集成厂家负责的工作主要是按照设计图纸和技术要求，在公司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非标设备定制

及协作集成，主要是通用型的生产程序，比如加工、装配等。一套水处理系统由公司与多个协作

集成厂家共同协作完成。外协加工主要是公司提供钢板、型材等原材料，并委派技术人员进行技

术指导和监造，由外协厂商按照图纸加工定制非标设备，报告期内公司采用外协加工模式较少。

同时，工程承包业务（EPC）中公司负责安装施工部分，其他委托专业分包或劳务分包完成。 

4、营销及管理模式 

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公司的营销主要采取直销的销售模式。近年来，公司陆续设立了广

州分公司、北京分公司、西安分公司，公司业务在立足火电行业的基础上逐步向钢铁、化工、市

政、金属制品等行业进行拓展。 

由于公司客户主要为电力、钢铁、化工、市政、金属制品等各类大型工业企业，相关项目的

采购主要通过招标或邀标方式进行，因此公司的水处理业务主要通过参与客户招标或邀标方式取

得。公司的营销及管理工作主要包括获取项目信息及项目报备、项目评审、组织投标、合同签署

与项目执行等环节。 



5、研发模式 

公司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研发创新机制，面向客户及市场需求开展研究创新工作。在具体项

目研究过程中，由研发团队中的核心技术人员确定整体研发思路，在进行可行性分析及专业判断

后，确定研发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为推动公司研发体系规范性，公司配套制定了相应的研发创

新制度，对研发部门新品开发、技术方案制作、专利申请、项目投标、配套采购、项目实施等均

做了制度指导及规范。明确规范的研发体系为公司保持高效率的研发创新提供了支持。 

公司在重视内部研发的同时，积极推动与外部研发机构包括高校等的技术合作及交流。吸收

并借鉴高校等科研机构的新技术，有助于不断完善并保持公司技术在行业内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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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 

公司作为工业水处理设备提供商，主要从事工业水处理相关业务，属于环保子行业水污染治

理行业中的工业水处理范畴。公司以现有业务为支撑，专注工业废水领域，拓展至更多的水处理

行业领域，布局水处理全产业链。公司在保持电力行业水处理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向钢铁、化工、

市政、金属制品等领域拓展。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中的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3591）”；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

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根据 《科创板企业推荐暂行规定》，公司所处

行业属于“节能环保领域”。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我国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含城镇环境基础建设投资、工

业污染治理投资）为 6,633.00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0.67%。 

根据国际经验，当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占 GDP 的比例达 1%~1.5%时，可控制环境恶化的趋

势，当该比例达到 3%时，环境质量可得到明显改善。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

的比例已达 2%，英国、德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达到 2%。根据住建部和原环境保护部 2016 年 12

月联合发布的《全国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5-2020 年），到 2020 年，我国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不低于 3.5%，因此，包括水污染治理在内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业整体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6），我国的工业废水主要来源于化工、造纸、纺织、煤炭、农副

食品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和电力等行业，合计排放占比超过 60%，成为工业废水主要排放源，也

是废水处理最为集中的领域。公司在深耕电力行业工业废水处理领域的同时，积极向钢铁、化工、



市政、金属制品等领域拓展。 

①我国水资源短缺，水污染问题严峻 

我国水资源虽总量多，但人均用水量低。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排出的污水数量也不断

增多，水质发生恶化，水体遭受污染。我国的水质分为五类，作为饮用水源的仅为一、二、三类。

根据 2021 年 5 月 26 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0 年我国达不

到饮用水源标准的四类、五类及劣五类水体在河流、湖泊（水库）、地表水和地下水中占比分别高 

达 12.60%、23.20%、16.60%及 86.40%，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水体污染更是主要以工业

废水的重金属和有机物等严重污染为主，解决水资源短缺及水污染问题成为迫在眉睫却又任重道

远的任务。 

②废水排放总量持续高位，水处理市场空间大 

近年来，受益于国民环保意识的觉醒及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政策加码，工业用水总量和工业废

水排放总量呈逐步下降趋势。但由于我国经济规模持续增长，重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化建设加快，

工业用水总量和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仍持续保持较高水平。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城市污水排放总量达到 571.36 亿立方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工

业用水总量 1,030.40 亿立方米。 

③政府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行业受惠于利好产业政策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生态问题日渐凸显，政府对环保问题日趋重视，近年来，国家出台

多项污水处理相关政策，涉及水污染防治、污水处理市场化机制等多方面内容，特别是 2015 年 4

月“水十条”发布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和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并

配套出台相关行业政策，为工业废水处理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推动我国污水处理行

业规范化发展。 

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认识的日益增强及执法制度的逐渐完善，近年来我国环保执法环境在不

断优化，执法力度趋于加强，执法手段日益丰富，执法能力不断提升。2016 年以来我国开启了史

上最严的环保督查，旨在以中央环保督察为手段，推动地方创建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以切实解决污染问题，并杜绝污染问题的反弹。该制度的常态化将对地方政府及企业形成强大的

环保压力，倒逼企业环境守法，守法将成为新常态。 

“十四五”规划指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方面，坚持质量目标倒逼总量减排、源头减

排、结构减排，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农业结构加快优化调整。以细颗粒物

和臭氧协同控制为核心，探索重点污染物协同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三水”治理，

“增好水”（I-III 类水体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治差水”（黑臭水体治理），推进“美丽河湖”“美

丽海湾”建设。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升级版污染防治攻坚战即将开启。近年来我国环保产业发

展的市场空间加速释放，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各级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支出持续增加，相关支持政

策亦不断出台，行业标准及法规日趋完善，环保行业及其各细分领域的发展都得到了较好保障。

在环保产业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未来将释放巨大的产能，为公司积极拓展新业务，迅速做大做强

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④提标改造对污水处理技术提出新要求 

近几年，随着我国水污染问题日益突显，城镇污水厂排放标准的提升已是大势所趋，在环保

越来越严的趋势下，各地纷纷出台更加严格的地标排放标准，污水厂排放标准向地表 IV 类水看齐。

自 2007 年太湖蓝藻爆发引发水危机起，尤其是“水十条”发布，且国家环保部发布修订国家环境保

护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的征求意见稿后，北京、天津、浙

江、太湖流域、巢湖流域、岷沱江流域、滇池、雄安等陆续发布基于准Ⅲ类、准Ⅳ类标准的地方

标准和流域标准，对总氮、总磷提出了越来越高的去除要求。 

2020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

指出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京津冀地区和长江干流沿线地级及以上城市、黄河流域省

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部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不

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污水厂排放标准提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迫在眉睫。据估算，未来污水处

理提标改造投资空间约 800 亿元。 

(2)主要技术门槛 

工业水处理领域涉及的供水和污水处理范围宽泛，水质差异性较大，目前大部分企业仅能对

其中一项或者部分生产领域提供水处理服务，行业内能够掌握完整水处理技术的企业较少。针对

工业水处理领域里不同的水源，需要针对每个项目自身不同的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项目设计和

技术方案，除了要求能够提供符合要求的出水水质之外，还要求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技

术要求较高。行业内的企业所应用的技术在不断更新，行业外的企业要掌握相关技术体系有较大



的技术门槛。 

大部分行业内用户企业均较为看重水处理设备或技术提供商的过往业绩状况和项目经验，水

处理设备或技术提供商所服务客户的质量高低将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其获得新客户的能力。供

水或污水，无论是哪个用户企业，对水处理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耐用性的要求都很高，通常

以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形式进行采购。尤其是超导磁介质混凝沉淀成套设备，由于具有较高的

技术含量，用户企业往往更需要供货商具有性质和复杂程度类似的项目经验才能允许其进入投标

程序。因此，是否具有同类型项目的过往业绩和经验构成了本行业的重要技术门槛。 

水处理企业需要通过各种形式拓展营销渠道，以良好的产品质量和企业形象与客户建立长期

的合作关系。京源环保从事工业水处理业务多年，尤其在高浓度、难降解废水处理零排放领域积

累了一定的客户和良好的品牌形象，具有较高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对行业的新进入者而言，这种

基于长期合作而形成的客户关系和品牌效应是其进入本行业的较大障碍。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目前在火电水处理行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在电子絮凝领域具备较强的技术优势，但

由于行业集中度较低，公司市场占有率较低。公司火电行业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相关产品

收入分别为 28,042.75 万元、25,548.75 万元和 17,072.69 万元，根据对火电行业市场容量的测算，

火电水处理设备投资市场容量约为 60-110 亿元左右。通过计算公司火电行业相关收入和水处理设

备投资市场容量的比值，公司的产品市场份额分别约为 2.55%-4.67%、 2.32%-4.26%和

1.55%-2.85%。公司以电力行业为立足点，并在电力行业建立了稳定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公司逐渐往非电行业进行拓展，各项主要核心技术已成功运用于陕西某大型化工集

团高浓废水处理项目和天津某钢铁集团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零排放项目，以上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公

司拓展非电行业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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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印发的《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到 2020 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15 年分别降低 23%和 20%，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1%以上。国家政策的引导以及日益严格的环保监管态势，使得工业废水处理、再生水回用、“零

排放”以及专业工业水处理需求持续上升，成为水处理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增长点。 

公司所处的水处理环保设备制造行业，先进环保技术装备市场逐步形成标准化、成套化的水



环境治理装备市场逐步形成，相比于定制化的污水处理工程具有生产周期短、投资成本低、占用

面积小、投产见效快等优势，高度契合我国当前的污水治理的需求。 

随着智能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目前水处理相关技术及产品设备的信息化进程逐渐加快。配合

数字化进程，利用物联网技术形成无需大量人员值守的智能化污水处理运行工程项目管理模式逐

渐成熟，提高了运维效率、降低了运维成本，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形成了水处理工程建

设运行服务的新业态。 

根据市场需求及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除进一步优化目前主要产品之外，公司也在积极推

进新技术的发展，主要推进水处理跨行业应用、深度化处理、处理过程信息化等方面。 

（2）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十四五”期间，我国以“提气、降碳、强生态，增水、固土、防风险”为基本思路，强调

要在工业污水处理、工业园区治理、高端装备和碳中和等关键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的突破，

继续开展各类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水、土、固、废气将延续严监管态势。伴随监管手段和机制的

创新，一方面，环保产业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时代，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

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大量国资、央企通过组建环保公司或参与民营环保企业混改

等方式进军生态环境领域，环保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竞争格局。 

①工业园区集中治理趋势明显  

2015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环保法”）正式实

施，相比于修订前的法规，新环保法更强调排污总量控制，对超过国家排污指标的地区，暂停审

批其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和环境治理的需要，许多省市都提出了“退城入园”的工业发展战略，

加大工业园区内的企业组群的污染集中控制及治理，水处理服务也从单一企业的点源向整个园区

的系统施治，以及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发展，随着工业园区数量和规模的扩大以及工业废水处理标

准的提高，工业园区的综合水处理业务将有巨大市场空间。 

②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我国水处理企业数量众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从而造成竞争无序。在国家政策引导以及环

保态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行业对污水处理工艺、再生水回用工艺乃至于“零排放”技术的要求

都不断提高，一批实力较低、不具备核心技术的企业将被淘汰，一批技术领先、具备综合水处理

服务能力的水处理企业将成为行业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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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341,441.70 991,582,202.50 17.32 575,067,46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93,318,486.81 731,119,004.05 8.51 369,881,748.79 

营业收入 422,112,445.26 351,790,744.89 19.99 323,904,68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326,182.76 62,166,173.21 -9.39 61,255,61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8,932,181.80 49,695,855.31 -1.54 60,195,42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6,749,507.17 -67,646,971.72 不适用 37,351,17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38 9.99 减少2.61个百分点 18.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63 -17.46 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63 -17.46 0.7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5.51 5.02 增加0.49个百分点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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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65,729.01 101,150,361.50 128,946,436.33 158,049,91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844,591.34 14,994,792.42 12,054,852.38 23,431,94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544,768.05 14,323,645.63 9,470,707.45 20,593,06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081,253.25 -57,278,270.37 -19,676,006.80 14,286,0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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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

东总数(户) 

5,555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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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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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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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李武林 0 15,930,000 14.85 15,930,000 15,93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和丽 0 11,777,500 10.98 11,775,000 11,77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华 迪 民

生 

-1,465,00

0 

6,205,000 5.78 0 0 
无 

0 其他 

华 美 国

际 

-443,500 4,956,500 4.62 0 0 质

押 

3,9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季勐 0 4,720,000 4.40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季献华 0 4,520,000 4.21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灿 荣 投

资 

0 4,000,000 3.73 4,000,000 4,000,000 
无 

0 其他 

苏海娟 0 2,655,000 2.47 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华 祺 节

能 

0 2,500,000 2.33 0 0 
无 

0 其他 

铭 旺 景

宸 

-631,504 2,433,496 2.27 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股东李武林与和丽为夫妻，并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签

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华迪民生和灿荣投资均为董事

王宪实际控制的合伙企业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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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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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11.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99%，其中钢铁行业销售

17,174.01 万元；电力行业销售 17,072.69 万元，营业收入增长主要原因：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不断

上升，市场占有率和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销售额持续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32.6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9.39%，主要系：报告期内公

司加大人才招聘及储备力度，导致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其次，受疫情影响，客户回款

相对滞后，导致公司计提的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报告期内，公司因实施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确认股份支付费用 587.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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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