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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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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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公司2022年末总股本1,37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人民

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413,400,000元（含税）。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需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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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垦农发 60195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恒 杨帅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136号苏垦

大厦12楼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恒山

路136号苏垦大厦11楼 

电话 025-87772107 025-87772107 

电子信箱 skiad_ltd@163.com skiad_ltd@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种植业 

种植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战略产业，一方面，

因粮食价格受政策调控的影响，利润空间有限；另一方面，种植过程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较大，生

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粮食种植业是风险较高的产业之一，导致种植业市场化竞争不明显。“十

四五”时期，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

的机遇，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以绿色安全为特

征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将不断扩大，为种植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

为特征的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深入推进，现代科技与农机农艺正深度融合，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



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加快集成推广，为种植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国

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我国人口总量预计在 2030 年达到峰值 14.5 亿人。与此同时，

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将带动居民粮食消费升级，推动国内粮食需求持续扩张。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预测，我国粮食总需求量在 2029 年将达到 76, 691 

万吨。考虑到人口扩张和消费升级，我国粮食供需将在今后较长时间内继续维持在脆弱的紧平衡

状态。一方面是政策驱使，另一方面是需求拉动，未来种植业具有非常良好的成长空间，在这样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到种植业中来。 

公司作为一家以自主经营种植基地为核心资源优势的大型国有农业企业，致力成为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一体化标杆企业和优质安全农产品供应链企业。 

（二）种子行业 

种子行业是以作物种子为对象，以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商品化种子为目的，以现代农业科技

成果和管理技术为手段，集种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和管理于一体的行业整体，作为农作物

种植产业链的上游行业之一， 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2020 年上半年，国家“十四五”

规划明确将生物育种产业纳入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2020 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解

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

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

2021 年 7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会议

强调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开启

了我国种业发展的新阶段；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推进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等，为种业提供了持续、全面、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引；2022 年 3 月 1 日，新修订的《种子法》全面施行，其首次建立实

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全方位扩大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大幅度提高侵权损害赔偿标准，进一步

健全了激励种业原始创新的法律制度，为今后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做大做强种业、提升农林

科技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完成全国农业种质

资源普查，构建开放协作、共享应用的种质资源精准鉴定评价机制，全面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

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 

目前，我国种子企业虽然发展较快，但因其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资金壁垒、人才壁垒、种

质资源壁垒和资质壁垒，存在多而不优、多而不强、分量不够等问题。全球前 10 强的国内农作物

种业企业仅占 2 家（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

知》答记者问），相较于外资企业，国内种子企业的竞争力还有待加强。2021 年以来，基于种业

发展现状，农业农村部组织各省及有关单位，对全国种业企业进行系统梳理，根据科研能力、资

产实力、市场规模、发展潜力等，从 3 万余家种业企业中遴选出 270 家优势企业机构，着力构建“破

难题、补短板、强优势”的国家种业企业阵型。大华种业位列“强优势”阵型，未来将聚焦有竞争优

势的种源，加快现代育种技术应用，巩固强化育种创新能力，加快培育一批突破性育种材料和新

品种，提升产量和品质水平，为确保口粮绝对安全提供种源支撑。 

（三）大米加工行业 

我国是稻作历史最悠久、水稻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第一大大米生产国。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 年，全国稻谷产量 21,284.2 万吨。由于大米加工行业壁垒较低，企业

多以中小企业为主，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普遍差，产能利用率较低，严重影响了大米市场上产品种

类的丰富和质量的提高。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大米加工行业正向规模化、品牌化、产品多

样化的方向发展。 

我国大米加工行业的竞争主要来自于区域竞争和企业竞争两种，区域竞争方面，结合中国大

米产业相关上市公司分布情况，产业聚集效应较好的省份是安徽省、江苏省、山东省、湖北省等，



而根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公布的 2021 年度大米加工企业“50 强”数据，企业主要分布在黑龙江、

湖北、广东、安徽、湖南，这五个省份占到全国 70%的份额，其中黑龙江占据 10 个名额，数量

最多。企业竞争方面，大米加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同质化竞争较为激烈，结合中国大米加工

企业 50 强企业名单及企业经营情况，目前国内大米加工行业竞争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以金龙鱼、

福临门等大品牌为主，综合实力较强，市场覆盖全国；一类是以香满园等区域性品牌为主，市场

也多局限于各自所在地区；最后一类是部分中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较小。（资料来源：前瞻产业

研究院） 

公司大米立足江苏，主要销售范围在长三角区域。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创新、优化、提升”

的方向，持续优化以大米及制品为主的业务结构；以中高端市场为主要目标，加大产品结构调整

力度，提高高端产品的销售比重，同时开发工业用粮、建筑工地、中学大学等大众市场；加快拓

展产品精深加工，开发高附加值、高盈利能力的高端产品；发展移动互联网等新兴销售渠道，培

育打造中国大粮商，助力公司跨越发展。 

（四）食用植物油行业 

我国食用油消费以植物油为主，而植物油消费中又以豆油、菜籽油、棕榈油、花生油为主。

作为国家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食用植物油的保质保量供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鉴于国内油

料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增长等多因素影响，我国食用植物油原材料对外进口依存度仍然较高，大

力发展油料生产以提高我国食用植物油生产供应的自主性已成为当务之急。近年来，食用油加工

也备受各级政府重视和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植物油》等产业政策为粮油加工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广阔的市场前景，为企业提供了良

好的生产经营环境，食用植物油市场存在较大的机会。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消费者对

食用植物油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普通油品在一定程度上已难以满足特定消费者对营养、健

康的需求，具有营养、保健、美味的特种食用油产品呈现出巨大市场空间，生产工艺先进、质量

较高和生产过程安全的中小包装产品和以葵花籽油、玉米胚芽油为代表的高档食用植物油市场份

额不断提高。 

公司食用植物油产品主要以大豆油、菜籽油、葵油、玉米油为主，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下

行、能源危机、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食用油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消费者消费意愿偏低。需求的

疲软不振叠加成本不断上涨使食用油加工企业盈利空间普遍遭受双重挤压，包括金太阳粮油在内

的企业均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考验。 

金太阳粮油旗下“葵王”的品牌食用油在省内具有一定的市场认可度，但相比于全国性大品牌，

仍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目前国内粮油行业已有品牌化集约经营的趋势，大品牌占据主导地位，

公司将努力依托产业链优势，深耕现有市场，做强主打品牌，优化特渠市场建设，积极外拓，力

争稳产增效。 

（五）农业社会化服务行业 

201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了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加快，至 2021 年 7 月，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 5.55 亿亩（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对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5771 号建议的答复》），农村土地流转对于推动农业规模化发展起到了

重要作用，随着我国耕地流转面积的不断增加，我国农业的各类产业化经营主体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数据显示，2021 年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分别达到 390 万家和 220 万个（数据来源：农业农

村部网站《2021 年粮食播种面积增至 17.64 亿亩，家庭农场达到 390 万家——中国农业农村改革

发展成效显著》）。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是现代农业发展主体、主要农产品供给主体，

更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体，他们区别于普通农户，多采用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对化肥销售企

业及化肥产品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断升级农资产品结构并提供全面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将

成为化肥农药经销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胜出的关键。 



报告期内，受国际经济形势、地缘政治冲突等影响，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增加通胀

压力，国际市场上化肥等农资供应收紧，供需不平衡导致价格高位运行和大幅波动，加上日益严

格的安全、环保监管导致的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到负增长的持续实施，农资流通企业目前处于

结构、管理优化和产品、技术升级的转型阶段。 

依托全产业链布局优势，公司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务范围迅速扩大，一站式服务商模式有望进

一步打开未来成长空间。 

（六）麦芽行业 

麦芽是啤酒生产的主要原料，一般由大麦为原料制成，也有少量由小麦或其他谷物制成。麦

芽行业的发展与啤酒行业的政策息息相关，一方面，啤酒行业的稳步发展以及行业转型升级是麦

芽行业的基础，也是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啤酒行业食品安全和质量水平的逐步提高也规范

了啤酒原料的使用，啤酒生产企业也对上游麦芽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根据中国酒业协会发布

的《中国酒业“十四五”发展指导意见》，预计到“十四五”末，啤酒行业产量 3,900 万千升，比十三

五末增长 11.4%，年均复合增速 2.2%，增速相对较为平稳，但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口感

等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啤酒高端化、精酿化的趋势凸显，这将带动特种麦芽和高端麦芽的需

求快速增长，麦芽生产加工的自动化专业化提升和麦芽产业的高端化趋势也将逐渐显现。 

由于麦芽的运输成本较大，麦芽行业存在一定的区域性竞争。从全国范围来说，五大麦芽生

产企业麦芽产量的市场占有率之和达到 65.76%，集中度相对较高。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垦麦芽即为

全国五大麦芽生产企业之一（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未来，苏垦麦芽将继续优化制麦技术创新

和工艺，加大对高端麦芽品种的攻关，发挥公司全产业链优势，以一体化理念研究麦芽质量与大

麦产量的最佳平衡点，强化“大麦种植技术、麦芽生产技术、品质管控”一体协同，实现麦芽全产

业链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是通过自主经营种植基地，从事稻麦等作物原粮（含商品粮和种子原粮）的种

植，产出的农产品部分直接以原粮的形式销售，部分则进一步加工成种子、大米、麦芽等进行销

售；在此形成的品牌、渠道优势基础上，公司还开展稻麦原粮和食用油贸易。此外，公司以自营

种植需求为支撑，形成规模化农资采购优势，经营以农资贸易为核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种

植业务及种植产业链的上下游业务由 19 家分公司和 6 家子公司分别经营，实现种植业全产业链的

布局。 

 

图 1：公司全产业链示意图 



（二）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 

1、种植业务 

公司通过下属 19 家分公司和 1 家子公司在自主种植基地上种植水稻、小麦以及大麦等主要粮

食作物，截至 2022 年秋播，自主经营耕地面积约 127.8 万亩，其中土地流转（含土地托管与合作

种植，下同）面积约 31.81 万亩，近三年，公司经营土地面积稳步增长（详见图 2），尤其是土地

流转面积，平均增幅达到 6.63%。 

 

公司的自主经营基地全部位于江苏省内，主要集中于苏北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纵向跨越江

苏省南北，优质的耕地资源是公司发展的核心优势，公司种植业务经营模式包括统一经营和发包

经营两种，依托集中连片的耕地资源、高标准农业基础设施和全程机械化种植方式，公司的统一

经营模式采取“五统一”管理方式，即“统一作物品种布局、统一生产资料供应、统一农艺栽培措施、

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产品收储”；发包经营则主要在不适宜开展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的边角地开展，

通过将土地发包给种植户以收取土地承包费，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现金收益。 

2、种子业务 

公司种子业务由全资子公司江苏种业运营，江苏种业是公司于 2022 年基于大华种业，以股权

和货币方式出资 20 亿元全资设立的。公司种子业务主要进行水稻种、小麦种、大麦种以及玉米种

等的选育、制种、加工和销售，覆盖省内及周边省份。 

在研发繁育环节，公司采取以自主研发为主，与国内外科研院所以及其他种子企业合作为辅

的模式。公司设有育种研究院，围绕种业发展的需求，坚持以成果为导向，聚焦种子研发，建立

了较为完备的商业化研发体系。截至报告期末，大华种业培育并通过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 69

个，取得 20 项植物新品种权证书（不含受让取得）。 

在生产加工环节，公司采取以“公司+基地”为主、“公司+农户”为辅的方式取得种子原粮，进

而制种、加工。“公司+基地”的制种方式是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的重要一环，依托自主经营规模化种

植基地能有效保证制种环节种子原粮的数量和质量需求；同时，考虑到不同年份气候变化对品种

生长的影响，也采取“公司+农户”制种方式作为补充，主要委托周边农户制种而取得种子原粮，整

个制种过程在公司的监督、管理与指导之下进行，并由公司统一收购、加工。种子加工依托自主

经营的规模化种植基地优势，以自制为主，由公司自主制定生产计划和安排，确保种子质量。 

在销售环节，公司采取“公司+经销商+农户”或“公司+种植大户”或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等多种

销售模式，开展种子营销服务。基于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公司种子销售与种植业上游、下



游均联系紧密，即公司种植基地的种子大部分来自于自产供应，同时种子加工的原粮也大部分来

自于自主经营的耕地。近年来，公司种子销售以省内为基础，加快在省外重点区域的外拓步伐，

通过设立分子公司、开展大户直销等方式，积极提升公司种子销量，尤其是自主经营品种的销量。 

3、加工业务 

公司加工业务主要包括大米加工业务、食用植物油加工业务和麦芽加工业务。 

（1）大米加工业务。 

公司大米加工业务由苏垦米业（含其下属分子公司）运营。用以加工的稻谷原粮以自产为主、

对外采购为辅，原粮均较为优质，并采用先进的设备、科学的配方和严格的质量管控程序来保障

产品质量。目前，苏垦米业已建成 ISO 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农产

品质量追溯体系。将苏垦米业大米产品纳入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是公司全产业链经营模式的重要

一环，公司自有基地已实现稻米生产、加工、仓储的全程可追溯，保障了从“田间地头”到“餐桌”

的食品安全。 

公司主产品苏垦大米获得“绿色食品证书”“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产品主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

区。根据用途不同，公司大米产品可以分为民用米和食品工业米，民用米在江、浙、沪、皖及广

东、海南等市场有良好的口碑，食品工业米则与亨氏、贝因美、五粮液、今世缘、百威、青岛啤

酒等大型食品、酒类头部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苏垦米业凭借可靠的质量保障，

连续十三年入围南京市中小学粮油供应商，供应学校 200 余所，获评“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工程第十

一批示范企业”。  

（2）食用植物油加工业务 

公司食用植物油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由金太阳粮油（含其下属子公司）运营。金太阳粮

油专注于健康、绿色、中高端类食用油研发与精深加工，其采购原料油（原油、毛油）后，通过

原材料压榨、浸出，原料油精炼、灌装等先进生产技术流程，最终制成成品食用油对外销售。金

太阳粮油现拥有超过 30 万吨的精炼产能、年灌装 30 万吨产能的灌装生产线及配套的注塑吹瓶生

产线，拥有独立的压榨生产线、浸出生产线；同时还是“第七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农业农村部“国家油菜籽加工技术研发中心”， 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国际食用油产业博览会优质健康

油脂奖，拥有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等专利共 11 项。  

金太阳粮油旗下拥有“葵王”、“金太阳”、“地中海皇后”、“米黄金”等多个品牌，产品结构以大

豆油、菜籽油、葵油、玉米油为主，花生油、稻米油、橄榄油等其他油品为辅；产品规格以散油

为主，以小包装、中包装油品为辅。产品供货大润发、苏果等全国连锁超市，精品油销售覆盖江

苏、上海、浙江、湖北、山东、广东等地。同时，金太阳粮油一级葵花籽油的加工品质赢得行业

内外广泛认可，是福临门、鲁花、多力等国内知名品牌的优选供应商。 

（3）麦芽加工业务 

公司麦芽加工业务由苏垦麦芽运营。苏垦麦芽专注于研发和生产各类啤酒麦芽，其麦芽加工

业务的原材料以进口为主，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将大麦经浸麦、发芽、干燥、除根等过程处理

后加工制成麦芽。苏垦麦芽建有 15 万吨塔式和 10 万吨箱式生产线各一条，麦芽产能 25 万吨。同

时建立了包括 7 个省级研发平台在内的 10 余个研发平台，建有麦芽行业第一家省级啤酒麦芽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实验室获得国家认可实验室（CNAS）认证，为啤酒麦芽行业第三家获

得该认证的麦芽制造企业。苏垦麦芽是百威啤酒、华润雪花啤酒、金龙泉啤酒、燕京啤酒、珠江

啤酒、巴克斯等知名酒企的合作供应商，先后通过百威啤酒（位列亚太区第 3 家、全球第 17 家）、

“燕京漓泉一号”和“华润雪花纯生”等品类的高端麦芽供应商资质认证。产品先后获得“长江三

角洲地区名优食品”“江苏精品”称号。 

4、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务 

公司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务主要由苏垦农服（含其下属分子公司）运营。苏垦农服经营模式主

要包括对内保障供应和对外社会化服务，对内保障供应是指作为“五统一”生产管理模式的关键一



环，苏垦农服根据统一种植模式下农资使用数量、质量、型号等方面的要求，统一向公司各种植

业分公司供应农资，实现内部一体化协同；对外社会化服务是指基于对内农资保供形成的优质、

低价的采购渠道，逐渐辐射自营基地周边区县的规模化种植户，开展涵盖“农资供应、农技咨询与

培训、协调金融支持”等业务在内的全农服务业务，助推农资销售，提升区域内农业种植现代化水

平。截至报告期末，苏垦农服已构建完备的农资货源体系、销售网络体系和全农服务体系。苏垦

农服与山东金正大、江苏华昌等知名复合肥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在省内布局门店网点数量达到 149

个，在省内火车站台、港口码头布局 51 处仓储资源，服务大户数量过万，社会化服务覆盖面积超

千万亩。2022 年，苏垦农服成功中标 10 万吨国家化肥商业储备项目和省内 35 个县区近 60 个政

府农药零差价集中采购项目，阜宁仓库获批成为郑商所尿素期货交割厂库。 

（三）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旗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产品主要包括稻麦原粮、种子、大米、食用油、农资等，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产品（及代表品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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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4,590,530,637.74 14,809,921,347.53 14,098,995,385.81 -1.48 8,670,455,459.46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6,227,388,734.15 5,974,292,341.97 5,974,292,341.97 4.24 6,301,366,149.58 

营业收入 12,727,291,651.32 11,377,782,774.90 10,639,526,240.88 11.86 8,620,080,031.28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826,247,710.19 745,967,809.16 737,049,233.23 10.76 669,700,032.92 



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671,353,925.66 593,124,160.16 587,603,008.17 13.19 559,215,757.06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1,107,877,577.46 1,099,412,566.64 1,021,897,454.40 0.77 769,819,659.44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13.34 13.06 13.32 

增加

0.28个

百分

点 

11.01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0.60 0.54 0.53 11.11 0.49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0.60 0.54 0.53 11.11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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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7,227,609.46 3,582,533,081.95 2,859,482,943.17 3,718,048,01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7,431,087.64 210,332,351.81 255,945,134.92 222,539,13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10,639,928.96 172,120,339.79 208,266,901.32 180,326,755.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9,515,631.15 -586,049,647.77 677,052,931.52 1,216,389,924.8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注：2022年5月公司新并入苏垦麦芽，该合并属于同一控制下合并，已根据会计准则对一季报

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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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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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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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 
0 934,896,426 67.84 0 无 0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

组合 
45,542,444 45,542,444 3.30 0 无 0 其他 

王斌 5,872,200 14,814,318 1.0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

组合 
5,790,089 13,860,089 1.01 0 无 0 其他 

侍伟柏 10,416,203 10,416,203 0.7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069,395 8,861,766 0.64 0 无 0 其他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托－仁桥泽源股票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527,900 5,761,300 0.42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华内需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4,200,000 4,200,000 0.30 0 无 0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3,521,310 3,521,310 0.26 0 无 0 其他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

资金 
0 3,200,000 0.23 0 无 0 

境外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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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增加。全年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

127.27 亿元，较上年增长 11.86%；合并利润总额 9.24 亿元，较上年增长 8.96%；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 8.26 亿元，较上年增长 10.76%。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总资产 145.91 亿元，较年

初下降 1.48%，资产负债率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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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