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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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详见第三节“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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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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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4元（含税）。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422,465,363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8,161,051.38元（含税）。如在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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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博瑞医药 68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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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楠 宋婧妍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纳米科技园

C25栋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纳米科

技园C25栋 

电话 0512-62620988 0512-62620988 

电子信箱 IR@bright-gene.com IR@bright-ge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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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一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创新型制药企业。公司依靠研发驱动，聚焦于首仿、难仿、特色

原料药、复杂制剂和原创性新药，持续打造高技术壁垒，致力于满足全球患者未被满足的临床需

求。报告期内，公司始终贯彻执行原料药与制剂一体，仿制药与创新药结合，国际市场与国内市

场并重的业务体系。 

1、原料药与制剂一体 

公司现有产品主要覆盖抗病毒、抗真菌、免疫抑制、呼吸系统以及抗肿瘤等治疗领域，其中

抗病毒领域的核心产品包括恩替卡韦、奥司他韦等，抗真菌领域的核心产品包括卡泊芬净、米卡

芬净钠、阿尼芬净、泊沙康唑等，免疫抑制领域的核心产品包括依维莫司、吡美莫司等，呼吸系

统领域的核心产品包括布地奈德、沙美特罗替卡松及噻托溴铵等，抗肿瘤领域的核心产品包括艾

立布林、创新药 BGC0228 等。 

公司以特色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为起点，在做大做强特色原料药产业的同时，不断向下游制

剂领域延伸，贯通了从“起始物料→高难度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制剂”的全产业链，先后取得

了注射用米卡芬净钠、磷酸奥司他韦胶囊、阿加曲班注射液、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注射用伏

立康唑、甲磺酸艾立布林注射液等药品批件，另有一系列制剂产品在审评中。同时，不断推进包

括铁剂和吸入剂在内的复杂制剂产品梯队建设。 

公司结合对应制剂产品自身特点及市场格局，制订并采取了多元化的营销策略：一方面，公



司将积极应对并参与国家仿制药集采提升制剂产品的医院覆盖率，公司的注射用米卡芬净钠已在

第七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中中标，本次中选的品种签订购销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上述产品快

速打开国内销售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制剂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另一方面，公司将持续推进各级代理商的建设与管理，发展并加强产品的渠道覆盖，最大化发挥

公司原料药制剂一体化优势，不断提高面对流感等疾病的突发用药需求的快速供应能力；对于具

有较高技术壁垒的复杂制剂和创新制剂产品，公司将结合产品研发或上市申请的进度加速推进并

开展自营团队的搭建，最终形成以集采直供、招商代理和自营推广为特点的组合营销推广模式。 

2、仿制药与创新药结合 

公司凭借自身在微生物发酵、药械组合、药物靶向递送等方面积累的技术优势，建立了发酵

半合成技术平台、多手性药物技术平台、非生物大分子技术平台、药械组合平台及偶联药物技术

平台等核心药物研发技术平台。 

公司业务在上述药物研发技术平台上沿着两条主线发展：（1）在仿制药领域，公司实现了一

系列市场相对稀缺、技术难度较高的药物的仿制，现已掌握了包括恩替卡韦、卡泊芬净、米卡芬

净钠、泊沙康唑、依维莫司及磺达肝癸钠在内的四十多种高端药物的生产核心技术，公司在国内

已获得多个制剂产品的生产批件，并实现制剂产品的商业化销售。（2）创新药物研发领域，依托

偶联药物技术平台以及药械组合平台，致力于孵化出具有高度差异化、较大临床价值及较高商业

价值的产品。公司将根据战略布局及产品情况，灵活选择自主申报或寻求合作伙伴的方式将产品

最终推进至上市。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自主研发的长效多肽靶向偶联药物 BGC0228 的 IND 申请

已获批，目前处于临床Ⅰ期试验阶段；多肽类降糖药 BGM0504 注射液已获批准开展减重和 2 型

糖尿病适应症临床试验。 

3、积极参与全球竞争 

公司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不断完善多维度立体化的全球市场布局。公司的药品生产体系通过

了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的官方 GMP 认证，产品覆盖了中国、欧盟、美国、日韩以及

其他“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 

公司自主研发和生产的多个医药中间体和原料药产品已经在美欧日韩等主要的国际规范市场

国家和中国进行了 DMF 注册并获得了客户的引用，公司的产品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实现了销售，

部分产品帮助客户在特定市场上实现了首仿上市；亦有部分在研产品通过技术授权实现收入。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日常物资采购主要包括前端中间体、基础原物料（包括溶剂、纯化用填料等）、辅料、产

品包装物、能源等。为提高生产效率、及时响应客户订单，对于部分纳入 GMP 管理的起始物料

之前的前端中间体以委外加工的形式由第三方完成，公司负责质量控制及技术支持。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采购和供应商管理制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采购管理体系，涵盖采购申请、

采购审批、采购询价、合同签订、货物交付、货物验收等各个环节。公司和各子公司的需求部门

根据自身需求情况确定物资采购计划，填制采购申请单，经项目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审批后交采

购仓储部进行询价和供应商选择，并负责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物料到货后经公司质量部检验

合格后办理物料入库，填写入库单，并经仓管人员签字确认。根据采购合同约定的付款政策，到

付款节点后由采购仓储部填制付款申请单，经采购仓储部经理、分管采购副总签字后向财务部请

款，财务负责人、出纳签字后支付相关款项。 

2、生产模式  

（1）自主生产 

公司销售的中间体、原料药产品以自主生产为主，生产过程设置了符合 GMP 管理规范的生

产质量体系。从起始物料到最终原料药的生产过程均符合 GMP 要求，通常由公司自主完成。由

于公司产品种类较多且涉及中间体、原料药各个环节，公司产品生产采取弹性安排，按照产品销

售订单以及市场近期需求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组织安排生产。 

（2）外协生产 

对于合成环节相对前端，工艺难度较小，技术保密性要求较低或客户对质量要求相对较低的

前端中间体产品，公司一般通过外协加工的方式进行生产。 

3、营销管理模式 

对于境外业务，公司主要通过自主开拓方式进行客户开发，并辅以代理商渠道进行开发。公

司销售部门通过行业专业展会、网络推广、直接拜访、代理商推广等方式接触客户并进行初步的

接洽；达成合作意向后，邀请客户对公司进行考察和质量审计，提供检测样品并与客户讨论交流

技术方案；客户认可公司的产品和质量后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对于部分国外市场，公司也会根

据当地市场情况寻求在当地有客户渠道的代理商进行合作，协助开发国际市场。 

对于境内业务，由于公司产品质量水平较高，且在国内外市场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对于中间

体和原料药产品公司一般自主开发国内制药企业客户，为其提供研发技术服务或者产品供应，对

于制剂产品，公司逐步组建专业销售团队，通过代理商渠道进行开发，并尝试多模式开展营销。 

公司在与客户合作过程中会定期向客户提供新开发产品资料，同时及时与客户交流掌握其新



产品需求，以促进双方稳定、持续的业务合作。 

4、盈利模式 

自设立以来，公司一直从事高技术壁垒的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业务，

凭借自身在药物晶型、合成工艺路线、制剂处方技术等方面积累的技术优势，建立了发酵半合成

技术平台、多手性药物技术平台、非生物大分子技术平台、药械组合平台及偶联药物技术平台等

核心药物研发技术平台，形成了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产品向下游客户直接销售、 技术转让

以及与下游客户合作开发制剂产品并获得销售分成等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并进一步向制剂产品开

发领域拓展。报告期内公司盈利模式具体包括：（1）相关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产品生产、

销售；（2）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3）下游客户产品销售权益分成。 

（1）相关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和制剂产品生产和销售 

公司通过针对性开展市场调研，选择技术壁垒高、市场需求刚性的药物进行自主研发，贯通 

“起始物料→高难度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制剂”全链条。在产品链条不同阶段，公司根据自身产

品布局及市场需求，灵活选择自主申报制剂产品策略或技术支持合作方申报制剂。 

在技术支持合作方申报制剂生产过程中，公司根据客户产品注册进度启动公司中间体或原料

药注册申请程序，通过同步注册申请而发展成为其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在此阶段，客户采购公司

的产品主要用于研发过程工艺研究和方法研究，公司对其销售具有数量少但价格高的特点。待客

户的制剂产品获批上市后，在下游客户将此种药品推动至上市销售阶段，其对公司中间体或原料

药的采购规模开始放量，采购价格较前期有所下降。但由于公司生产的中间体和原料药化工合成

门槛较高，工艺难度较大，同等质量级别的供应商较为稀缺，且公司产品在客户产品生产注册阶

段即开始同步进行注册申请，形成较强的协同联动效应。因此部分客户在前期研发阶段即与公司

达成协议，待客户制剂产品上市后，公司即成为该制剂关键中间体和原料药的供应商。与此同时，

公司自主研发与生产制剂产品，并独立进行药品生产批件的申请、注册，结合对应制剂产品自身

特点及市场格局，已制订并采取了多元化的营销策略。 

（2）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 

公司的技术转让业务具有在未接受客户委托的情况下，自主立项并研究开发后将技术成果进

行转让的特征，在研发达到特定阶段后，公司根据自身产品布局和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状况，灵

活选择商业化策略，将部分产品以技术转让或技术服务的形式与下游客户进行合作，指导客户完

成独立的研发流程、协助客户取得临床试验批件和生产批件等，根据双方事先约定的阶段性工作

的完成情况收取报酬，并通过上述合作加速相关产品的商业化进程，同时带动公司中间体和原料



药的销售。 

（3）下游客户产品销售权益分成 

凭借研发技术优势，公司在制药产业链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公司与部分客户约定由公司提

供原料药技术支持的制剂产品上市销售后，公司可按照一定方式和比例享受客户制剂销售的利润

分成。与国际大型药企进行制剂收益分成的模式体现了公司在产业链中的技术地位，在国内企业

中较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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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代

码 C27）。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中国制造 2025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

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社会医疗卫生支出持续增加以及医

药研发投入的不断增长，全球医药产业的市场规模稳定增长。根据 Frost & Sullivan 数据，全球生

物医药市场 2021 年市场收入预期为 13.93 千亿美元，2016 年-2021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9%，预

期 2025 年全球生物医药市场收入将达到 17.11 千亿美元，2021 年-2025 年预期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5.3%。 

在仿制药领域，2013-2030 年间，全球药品中共有 1,666 个化合物专利到期，大批世界级畅

销专利药相继到期为国际通用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强大原动力；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加剧、 “健康

中国 2030”新医疗需求、基本药物和医保目录扩容等因素推动下，临床对仿制药尤其是高质量仿

制药的需求不断增加，我国仿制药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提升。据《中国仿制药发展报告（2022 版）》

数据，2021 年中国仿制药市场规模约为 9,069 亿元，同比增长 7.39%，预计未来市场规模将维持

良好增长态势。就仿制药发展阶段而言，我国仿制药产业将迈入“质量+”新时代。近年来国家

医药卫生改革及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政策频出，对行业的发展生态、市场竞争格局、企业发展

模式等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化，越来越多药品生产企业走上重创新、重质量的发展新路。

有实力的药企通过原料药制剂一体化增加市场竞争优势，并布局高壁垒仿制药高端制剂研发、带

动仿制药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产业格局进一步优化。与此同时，质优价宜、技术壁垒高的仿

制药是国际化的良好契机，我国仿制药有望凭借较高的临床价值和价格优势逐步较快地扩大到国

际市场，造福全球患者。 

在创新药领域，就临床需求而言，仍有大量疾病亟待药物治疗手段的突破或更新。其中，肿

瘤治疗领域仍存在较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一直是创新药研发重点。据 IQVIA 统计，全球 2022

年肿瘤领域支出约 1930 亿美元，预计将于 2027 年增长 95%至 3770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4.3%。我国创新药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近年来一系列鼓励医药产业创新转型的政策频

出，旨在提高创新药在产品结构中的比重，提升技术创新对产业增长的贡献率，为创新药行业的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23 年 3 月，CDE 发布《药审中心加快创新药上市许可申请审评

工作规范（试行）》，继续强化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加快创新药的审评速度，符合条件的创新品

种可加速创新药研发和上市。 

医药制造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自主研发能力是医药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医药行业

涵盖了实验室研究、中试和生产过程，并具有跨专业应用、多技术融会、技术更新快等特点。因

而医药行业对企业研发人员的技术水平、经验积累等综合素质有很高的要求，缺乏相应积累的公

司很难在短时间具备适应行业发展要求的技术水平。此外，商业化能力是医药制造企业不可或缺

的发展要素，规范市场对药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均有较高的审批要求。以中国为例，仿制药从

研发至商业化生产完整的流程大致需要经历生产工艺研究、放大研究、验证批生产、临床试验、

现场核查、申报生产等多个阶段。创新药的研发，一般要经历化合物的发现、早期开发、临床前

研究、IND 申报、临床 1 期试验、临床 2 期试验、临床 3 期试验、NDA 申报等多个阶段。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国内最具实力的化学药物合成与生产技术平台之一，同时也是全球规范市场高端化学

仿制药产业链中的重要市场竞争者之一，多项药物合成技术实力处于全球先进水平，多个已上市

产品在区域规范市场同仿制药的竞争产品较少。公司在全球化学药物市场竞争力突出，由高难度

的核心技术平台驱动，已实现从“原料药起始物→cGMP 高难度中间体→特色原料药→制剂产品”

的全产业链覆盖，具备为全球客户提供仿制药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的能力，也建立了原料药和制

剂产品的一体化自主开发能力。凭借较强的产品开发能力和良好的产品质量，公司获得了客户的

广泛和高度认可。公司拓展并维护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客户，并建立起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 

在全球范围内，公司与以色列梯瓦制药（Teva）、美国 Viatris、日本日医工、日本明治、印度

西普拉（Cipla）、印度太阳制药（Sun）、印度卡迪拉（Cadila）、韩国 Penmix、荷兰帝斯曼（DSM）、

印度卢平（Lupin）、日本安斯泰来（Astellas）、英国 hikma、德国费森尤斯（Fresenius kab）和加

拿大 Apotex 等全球知名的仿制药和原料药巨头企业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在国内与恒瑞医药、正大

天晴、华东医药、扬子江药业、齐鲁制药、豪森药业、石药集团、华海药业等大型医药企业均有

商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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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 

医药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全面推进，居民健康消费升级，要求医药工业加快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实现供应链稳定可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

健康需求。 

国家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创新，持续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有临床价值的创

新药上市。持续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完善公立医疗机构优先配备使用基本药

物政策，鼓励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等建立药品联动管理机制，促进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

接。探索完善药品流通新业态新模式。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在全

国 40%以上的统筹地区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或按病种分值（DIP）付费改革工

作，DRG 付费或 DIP 付费的医保基金占全部符合条件住院医保基金支出的比例达到 30%。 

（2）未来发展趋势 

以创新为驱动、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赋能药企持续创造价值。国家提出将大力推动创新产品

研发，推动企业围绕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加大投入力度，开展创新产品的开发。支持企业立足

本土资源和优势，面向全球市场，紧盯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开展研发布局，积极引领创新。在化

学药领域，重点发展针对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炎、

呼吸系统疾病、耐药微生物感染等重大临床需求，以及罕见病治疗需求，具有新靶点、新机制的

化学新药。在抗体药物领域，重点发展针对肿瘤、免疫类疾病、病毒感染、高血脂等疾病的新型

抗体药物，新一代免疫检测点调节药物，多功能抗体、G 蛋白偶联受体（GPCR）抗体、抗体偶

联药物（ADC），发展抗体与其它药物的联用疗法。提高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综合防治能力，强化预防、早期筛查和综合干预，逐步将符合条件的慢

性病早诊早治适宜技术按规定纳入诊疗常规。 

稳定可控、安全高效的供应链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其重要性日益突出。国家鼓励

进一步开发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和装备，提升关键核心竞争力，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不断强化体

系化制造优势。巩固原料药制造优势，加快发展一批市场潜力大、技术门槛高的特色原料药新品

种以及核酸、多肽等新产品类型，大力发展专利药原料药合同生产业务，促进原料药产业向更高

价值链延伸。依托原料药基础，打造“原料药+制剂”一体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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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1,272,248.84 2,969,615,063.74 56.97 1,827,787,91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91,643,269.63 1,678,188,732.58 30.60 1,431,779,616.80 

营业收入 1,017,331,488.33 1,052,408,590.87 -3.33 785,382,72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9,623,172.71 243,951,048.34 -1.77 169,882,42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3,638,327.54 224,317,189.77 -4.76 157,185,322.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1,259,089.32 176,075,346.56 76.78 155,431,581.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68 15.89 

减少3.21

个百分点 
12.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60 -3.33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60 -3.33 0.4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20.35 16.47 

增加3.88

个百分点 
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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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373,219.05 251,977,129.87 271,971,006.83 245,010,13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0,754,391.10 51,246,880.71 85,622,530.05 41,999,37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60,315,257.52 34,620,267.36 86,260,922.43 32,441,88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648,247.48 73,369,226.49 162,119,335.50 105,418,7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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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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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建栋 0 113,535,123 26.87 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苏州博瑞鑫稳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24,650 31,026,494 7.34 0 0 无 0 其他 

钟伟芳 -8,200,000 30,992,969 7.34 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0 18,612,863 4.41 0 0 未知   其他 

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智

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21,273 18,492,064 4.38 0 0 未知   其他 

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12,144,614 2.87 0 0 未知   其他 

汇安基金－华能信托·嘉

月 7 号单一资金信托－

汇安基金汇鑫 68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9,295,929 9,295,929 2.20 9,295,929 9,295,929 未知   其他 

苏州德睿亨风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0 7,120,731 1.69 0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苏州高钺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苏州高铨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299,023 6,320,358 1.50 0 0 未知   其他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茗嘉

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1,923 5,990,077 1.42 0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袁建栋持有公司 26.87%的股份；钟伟芳持有公司

7.34%的股份，且持有公司股东苏州博瑞鑫稳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72%的权益并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公司股东苏州博瑞鑫稳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7.34%的股份。钟伟芳与袁建

栋为母子关系，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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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1,733.15 万元，同比减少 3.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3,962.32 万元，同比减少 1.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363.83 万元，同比减少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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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