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226                                                  公司简称：ST 瀚叶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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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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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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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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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217,126,156.13元。依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本次拟不派发现金红

利；根据《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或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

视同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2022年度公司现金回购金额50,038,162.65

元，上述金额视同现金分红，以此计算公司2022年度分红比例为10.30%；公司2022年度拟不送红

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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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瀚叶 600226 *ST瀚叶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崔巍（代） 景霞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58号环球都会

广场3号楼9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58号

环球都会广场3号楼9层 

电话 021-68365799 021-6836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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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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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升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衰退风险上升，粮食、能源、债务等多

重危机同步显现，不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遇到较大困难，国内在百年变局之复杂局面下，面对极

端天气等诸多超预期因素冲击，国民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生猪养殖行业迎来了周期拐点。2022 年

养殖端继续降本增效，随下行猪周期触底，养殖成本降至低位。随后猪价触底回升，养殖企业转

入盈利期。2022 年是猪企快速扩张、猪价走势极具反转的一年。上半年生猪市场延续下跌趋势，

年中多次跌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猪粮比价，生猪养殖业亏损加剧，随着国家启动生猪收储，猪价

跌势放缓，但市场情绪仍然悲观，但饲料行业盈利情况在下半年有所好转。随着养殖存栏去产能、

去库存见底，畜禽养殖在第三季度实现终端价格回升，第四季度价格一路下跌。根据布瑞咨询数

据，2022 年猪价高低点波动达到 248%，市场轮换速度加快。 

饲料添加剂行业是饲料养殖行业的上游，饲料养殖行业上接农作物生产、下连屠宰食品加工产业，

关系食品供应、农牧民收入，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是大农业产业链中重要的中间环节。近年来

受益于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政策法规的支持，中国饲料养殖行业整体快速发

展。受俄乌冲突影响，2022 年春节前后，饲料产业供应链不顺畅情形逐步加剧,导致大宗农产品玉

米、豆粕等饲料原材料持续、快速价格上涨，给饲料行业带来较大冲击。作为饲料的主要原材料，

豆粕 2022 年全国市场价格始终高位运行，一年内两次创下最高历史价格。2022 年 11 月 20 日，

豆粕价格高达 5,702 元/吨，创出 10 年历史新高。随后，农业农村部召开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工作

推进视频会，在全行业深入实施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加力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豆粕减量替代有

利于小品种氨基酸用量增长，尤其是 2022 年豆粕价格大幅上涨，进一步促进氨基酸用量快速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 年全国生猪出栏量达 69,995 万头，比 2021 年多出栏 2,867 万头，

同比增长 4.3%。2022 年出栏数量已经超过 2018 年水平，经过四年时间的努力，生猪行业已经修

复了非洲猪瘟曾带来的创伤，逐渐进入供需平衡、产能稳定的阶段。受益于庞大的生猪存栏基数，

2022 年氨基酸产品产量 449.2 万吨，增长 5.6%。微生物、非蛋白氮等产品产量保持增长，分别增

长 6.7%、59.1%。 

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提高、饮食结构变化，对动物蛋白质需求量将持续增长促进了家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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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20 年修订）》

正式施行，要求所有兽药生产企业均应在 2022 年 6 月 1 日前达到新版兽药 GMP 要求，新版 GMP

对兽药生产企业的厂房、车间布局、设施设备以及验证与记录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不符合 GMP

要求的中小型兽药生产企业将被退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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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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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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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将退出市场。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十二五”到“十四五”规划，国家对农药行业的政策经历了从“治理农药、

化肥和农膜等面源污染”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再到“绿色农业”的变化。推动农药行业绿色

发展，规范农药使用行为。政策的导向性越来越明显，坚持安全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以构建绿色低碳发展的现代农药产业体系为重点，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产

业布局，调整产品结构，为确保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提供有力支撑。随着绿色

环保理念的不断升级，原料药生产企业将面临又一次行业整合和洗牌。国家大力推进农药生产企

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到 2025 年，着力培育 10 家产值超 50 亿元企业、50 家超 10

亿元企业、100 家超 5 亿元企业，园区内农药生产企业产值提高 10 个百分点。农药生产企业数量

由 2020 年的 1,705 个减少到 2025 年的 1,600 个以下。目前国家推行越来越严格的环保监管政策，

在各化工子行业中，三废排放量巨大的农药行业受到的冲击非常显著。农药行业又主要分布在江

苏、浙江、山东这些环保监管最为严格的省份，不少小企业纷纷关门退出市场，大企业市场份额

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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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划》提出，到 2025 年农药生产企业数量不超过 1,600 个，规模以上企业农药业务收入超过 2,500

亿元。按照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原则，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工艺改造，淘汰落后生产技术和

工艺设备，促进农药生产清洁化、低碳化、循环化发展。大力推广微通道反应、高效催化、反应

精馏成套技术，优化工艺设计和生产流程，鼓励设备更新，推动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连续化、

智能化，减少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降低能耗。建立健全农药绿色标准体系，完善生产管理制

度，提升农药产品质量，加大污染治理力度，推动现有环境问题整改，促进农药绿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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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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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热电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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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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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明晰公司各业务板块的权责，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公司对化工业务与热电联供业务资产

进行了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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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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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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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3,318,711,397.55 2,944,798,906.16 12.70 3,050,414,09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088,326,777.97 2,659,499,359.78 16.12 2,632,006,532.97 

营业收入 602,084,675.08 681,244,921.86 -11.62 555,657,47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86,018,953.67 375,030,039.69 29.59 -942,258,86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 101,601,176.08 133,863,416.13 -24.10 -963,119,126.11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217,062.81 105,272,394.01 -76.05 46,536,35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7.00 14.28 

增加2.72个百分

点 
-31.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12 33.33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12 33.33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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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545,781.18 153,745,045.72 117,485,868.72 172,307,97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33,681,327.24 63,928,372.85 149,010,880.35 -60,601,62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2,259,241.28 66,663,446.73 36,224,953.11 -23,546,465.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31,825.92 -12,032,359.65 -19,252,245.74 59,433,4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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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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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0 450,497,132 14.46 0 质押 270,298,28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沈培今 -322,231,091 370,049,736 11.88 0 

质押 370,043,386 境内

自然

人 
冻结 370,049,736 

苏州亨通永旭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322,231,091 322,231,091 10.34 0 质押   其他 

陆利斌 0 88,452,000 2.84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0 81,822,600 2.63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济南铁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530,574 25,530,574 0.82 0 无   其他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圆－东方 34号私

募投资基金 

0 22,365,283 0.72 0 无   其他 

济南历嘉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1,521,467 21,521,467 0.69 0 无   其他 

孙洁 0 16,984,084 0.55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共青城崧泽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6,952,106 16,952,106 0.54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亨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苏州亨

通永旭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之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

务合伙人江苏亨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东亨通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同时亨通集团有限公司为苏州亨通永旭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人。亨通集团有限公

司与苏州亨通永旭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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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

知其他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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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208.47万元，同比减少 11.62%；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48,601.90

万元,同比增加 29.59%。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为农兽药及蒸汽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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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