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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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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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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四、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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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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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在 2023 年半年度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合计分派现金红利 185,611,183.20 元）的基础

上，2023 年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累计已回购的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预计分派现金红利 248,842,932.80 元），则 2023 年度累

计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税），累计派发现金红利预计 434,454,116.00 元（含税），

占 2023 年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3.27%。 

在实施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或应分配股份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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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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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丰能源 605090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  博 刘苹苹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耀中广场A座

2116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耀中广场A座

2116 

电话 020-38103095 020-38103095 

电子信箱 jxjf@jovo.com.cn jxjf@jovo.com.cn 

二、报告期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核心主业主要涉及清洁能源行业、能源服务行业、特种气体行业。 

（一）清洁能源行业 

1、天然气/LNG 行业 

（1）我国天然气行业基本情况 

我国天然气行业产业链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核心领域。其中上游主要涉及国内天然气（含

常规天然气及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等，具有资金投入大、技术密集、风险高等特点，参与主体

主要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央企；此外，PNG 进口和 LNG 进口构成国内天然气供应的重要

补充。中游主要涉及天然气输送领域，随着我国天然气行业“X+1+X”模式推进及“全国一张网”改革

思路的确立，预计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将逐渐形成以国家管网公司为核心的主干管网资产运营主

体，与省级管网公司、区域管网公司并存的局面，共同推动中游天然气输配的高效率实施；此外，进

口 LNG 相关的船舶和接收站等基础设施，以及天然气储气设施等也是中游环节重要的核心资产。下

游主要涉及天然气的应用，包括工业燃料、城镇燃气、化工原料、燃气发电、交通燃料等，参与主体

主要包括城市燃气公司、燃气运营商、LNG 汽车加气站等，市场竞争较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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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我国天然气全产业链 

 

（2）我国天然气需求持续提升，LNG 表观消费量高速增长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和碳排放的日益重视，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

系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鼓励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

相关政策，主要如下： 

发文时间 文件名称 颁布单位 相关内容 

2023-12-12 
《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报告》 

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先行区，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 

2023-11-30 
《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行动计划》 
国务院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持续增加天然气生产供

应，新增天然气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清洁取暖需求。 

2023-10-10 

《关于促进炼油行业

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 

国家 

发改委等 

鼓励企业因地制宜优先采用公用电、集中供热、天然气、

新能源分布式发电和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方式逐步降低

煤炭消费比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提高系统运

行效率和电源开发综合效益。 

2023-09-28 
《天然气利用政策

（征求意见稿）》 

国家 

能源局 

城镇燃气、工业燃料、天然气发电及其他用户等 12 项

相关领域优先使用天然气。 

2021-10-26 
《2030 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 
国务院 

有序引导天然气消费，优化利用结构，优先保障民生用

气，大力推动天然气与多种能源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建

设天然气调峰电站，合理引导工业用气和化工原料用

气。支持车船使用液化天然气作为燃料。 

2017-06-23 
《加快推进天然气利

用的意见》 

国家 

发改委等 

到 2030 年，力争将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

高到 15%左右。 

受上述因素影响，国内天然气需求呈现持续提升态势，2010-2023 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复合增长

率达 10.51%。2023 年，受交通、公共服务和发电用气增长等因素影响，全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 3,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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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7.6%。 

图 2：2010-2023 年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单位：亿立方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等数据，自 2015 年至 2023 年，我国 LNG 表观消费量复合增长率达 17.76%。2023

年，受海气价格回落影响，全年 LNG 表观消费量为 9,169.1 万吨，同比增长 14.19%。 

图 3：2015-2023 年我国 LNG 表观消费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总署等） 

（3）国内自产天然气严重不足，进口 LNG 增速较快；国产 LNG 稳步增长 

目前，我国正处于能源低碳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天然气消费需求呈现出较强的增长态势，国产天

然气保障涉及国家能源安全，发挥着能源供应压舱石作用。近年来，国内天然气增产势头良好，通过

“老井稳产、措施增产、新井上产”等措施，有效推动了国产天然气增储上产。2010-2023 年，国内

天然气产量的复合增长率为 6.90%。2023 年度，我国天然气产量为 2,29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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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主要来自于鄂尔多斯、塔里木、四川等主要产气盆地。但是，受制于我国“富煤、缺油、少气”

的能源国情，国产天然气规模长期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增长，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从 2010 年的 10%快速

上升至 2023 年的 42.28%。 

图 4：2010-2023 年中国天然气产量、进口、消费及对外依存度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BP、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国产天然气与国内消费需求的缺口主要由进口天然气进行补充。目前，我国已形成 PNG 进口、

LNG 进口的进口资源保障格局。2010 年以来，我国天然气进口规模持续提升。2017 年开始，LNG 的

进口量超过 PNG，并在我国天然气供应中占比越来越高。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3 年度，我国天然气

进口量合计达 1,679 亿立方米，其中 PNG 进口 681 亿立方米，LNG 进口 998 亿立方米，占比分别为

40.55%及 59.45%。 

图 5：2010 年-2023 年我国天然气供应情况 

单位：亿立方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总署） 

国产LNG方面，随着天然气回收处理配套服务项目及传统LNG液化工厂产能逐步提升，国产L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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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实现稳步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2023 年，我国 LNG 产量逐年递增，复合增长率达

18.82%。2023 年我国 LNG 累计产量为 2,037.1 万吨，同比增长 16.89%。 

图 6：2015 年-2023 年国内 LNG 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进口 LNG 市场与国产 LNG 市场相互补充 

进口 LNG 主要采用长约或现货方式在境外直接采购 LNG 产品，通过国际 LNG 船运，进入国内

沿海地区的 LNG 接收站，在接收站码头卸载并存储，以“液进液出”或“液进气出”的方式输送到

应用市场，该市场以工业燃料、城镇燃气、化工原料、燃气发电需求为主，交通燃料需求为辅。在市

场区域分布方面，进口 LNG 下游市场主要分布在沿海接收站液态经济运输半径范围内的区域及进入

管网的管道气市场；在市场竞争方面，该领域涉及境外 LNG 供应的稳定性、国际结算、远洋运输、

接收与仓储、下游客户等环节，业务链条较长，具有较高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相对缓和。 

国产 LNG 主要采购境内天然气田的井口原料气或采购管道气，通过“分离、净化、液化”等主

要工序生产 LNG 产品，应用市场以 LNG 汽车加气站、船舶加气等交通燃料市场需求为主，工业燃料、

城镇燃气、化工原料、燃气发电市场需求为辅。在市场区域分布方面，国产 LNG 下游市场受液态经

济运输半径限制，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西南地区；在市场竞争方面，该市场竞争较为充分，但在

特定区域内，先进入企业凭借先发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会占据相对有利的地位。 

2、LPG 行业 

（1）我国液化石油气消费量持续稳步增长 

2010 年以来，我国 LPG 表观消费量保持稳步增长态势，2010 年至 2023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0.45%。2023 年，我国 LPG 表观消费量 8,350 万吨，同比增长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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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0-2023 年液化石油气表观消费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隆众资讯） 

（2）化工原料用气需求增长是带动 LPG 消费增长的主导因素 

我国 LPG 的用途包括化工原料、民用燃料、商用燃料、工业燃料和车用燃料等。目前，化工原料

用气已成为占比最高的 LPG 消费领域，亦为我国 LPG 市场的主要增量。受近年来我国化工原料向轻

质化方向发展影响，LPG 相比石油脑、煤等的经济性及环保性优势凸显，用于化工原料的 LPG 消费

量持续增长。此外，随着我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LPG 民用气消费量将保持基本稳定。 

（3）我国 LPG 供需缺口扩大，进口依存度提高 

我国 LPG 供给来源主要为国产和进口，其中国产 LPG 主要来自于石油炼厂，主要成分包括丙烷、

丁烷、丙烯、丁烯等；进口 LPG 通常以丙烷和丁烷成分为主，纯度高、杂质少，并可根据实际需求进

行不同比例配比。 

近年来，随着国内 LPG 深加工装置产能的不断扩张，诸多石油炼厂将产出的液化气用于 LPG 深

加工领域，导致国内燃料用气供应下降，需要进口 LPG 进行填补；此外，PDH 等 LPG 深加工项目的

拓展也需要依赖大量的进口 LPG 作为原料气，故国内 LPG 需求对进口量及依赖度逐渐提升。根据隆

众资讯数据，2023 年我国 LPG 进口总量 3,267.62 万吨，同比增长 21.38%；对外依存度达 39.13%。 

图 8：2015-2023 年我国液化石油气进出口数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华经产业研究院、隆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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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服务行业 

1、能源作业服务行业 

能源作业服务行业紧密围绕国家能源安全，助力实现天然气资源“增储上产”“颗粒归仓”，对国

内天然气的稳产增产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发展较快。 

（1）能源作业服务行业基本情况 

能源作业服务行业产业链通常分为上游（勘探、开发、工程）、中游（生产、运营）、下游（终端、

应用）三个环节。公司开展的能源作业服务主要聚焦中游环节，即天然气生产运营领域，主要为上游

资源方提供天然气井全生命周期综合治理服务，现阶段主要包括低产低效天然气井辅助排采服务及天

然气（主要涉及三类气井）回收处理配套服务等，具有技术、资本、劳动力密集型特征。 

图 9：天然气作业服务行业产业链 

 
产业链上游基本情况：主要涉及传统天然气勘探开采业务，具体包括天然气井物探、测录井、钻

完井及工程建设等，参与者主要为国有大型油服公司（如中海油服、石化油服、中油工程等）及国内

外油田服务与设备公司（如斯伦贝谢、贝克休斯、杰瑞股份等）。该类作业受国际原油及天然气价格影

响较大，呈现出较强的周期性。 

产业链中游基本情况：主要涉及天然气井的全生命周期生产运营服务领域，具体包括排采作业、

辅助排采作业、回收处理作业等。 

排采作业主要为中高产天然气井的正常采气，参与者主要为上游油气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及

中海油等），较为集中，所采天然气主要通过天然气管网输送到下游需求市场。 

辅助排采主要涉及低产低效天然气井，天然气井正常采气 5 年以后，一般会面临不同程度的低压、

低效、低产情况，需要采取辅助排采技术工艺，如泡排、间开、速度管柱、井下节流、负压采气、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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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气举、ESP 气举、射流泵排采等，实现低产低效井稳产上产。该业务呈现技术、资本、劳动密集型

特征，主要参与者以中小型能服公司为主，竞争格局较为分散。 

回收处理主要涉及三类气井，由于三类气井配套的天然气管网尚未建成或管网建设难度较大，以

及相关气井远离天然气主管网及其联络线或铺设管网的经济价值不高等原因，天然气的回收处理配套

服务应运而生，解决方案主要是在天然气井口及其周边建设整套分离、净化、液化装置，将气态天然

气进行液化，解决资源消纳和经济性输送问题。该业务呈现技术、资本密集型特征，主要参与者以能

源服务商和油服公司为主，具有区位优势和先发优势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会占据相对有利地位。 

产业链下游基本情况：主要涉及中游生产运营环节产品的终端及应用，具体包括 PNG 应用、LNG

应用、CNG 应用、氦气应用及其他应用。其中 PNG、LNG、CNG 主要应用于城市燃气、工业燃料、

化工原料、燃气发电、交通燃料等领域；氦气为资源性气体，主要应用于核磁共振、半导体、航空航

天、光纤等领域。 

（2）国家能源安全和增储上产是支撑能源作业服务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发展面临着需求、资源、环保等诸多硬性约束。加强国内重

要能源资源的增储上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14 年提出能源安全战略，并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为进一

步响应号召，近年来国家颁布系列政策，多措并举推动天然气增储上产。 

发文时间 文件名称 颁布单位 相关内容 

2023-04-06 
《2023 年能源工作

指导意见》 

国家 

能源局 

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天然气较快上产。夯实化石

能源生产供应基础。加快建设陕北、川南、博孜—大

北等重要天然气产能项目。抓紧抓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实“五油三气”重点盆地及海域的油气增产

上产，推动老油气田保持产量稳定。 

2023-02-27 

《加快油气勘探开

发与新能源融合发

展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 

国家 

能源局 

“十四五”时期，要统筹推进油气供应安全；增加油

气商品供应，持续提升油气净贡献率和综合能源供应

保障能力。 

2022-12-14 

《扩大内需战略规

划纲要（2022-2035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强化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增强国内生产供应能力。推

动国内油气增储上产，加强陆海油气开发。推动页岩

气稳产增产，提升页岩油开发规模。引导和鼓励社会

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采领域。 

2022-01-29 
《“十四五”现代能

源体系规划》 

国家发改

委、国家能

源局 

1、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力争

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实现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2、增强油气供应能力。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坚持

常非并举、海陆并重，强化重点盆地和海域油气基础

地质调查和勘探，夯实资源接续基础。加快推进储量

动用，抓好已开发油田“控递减”和“提高采收率”，

推动老油气田稳产，加大新区产能建设力度，保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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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 文件名称 颁布单位 相关内容 

续稳产增产。积极扩大非常规资源勘探开发，加快页

岩油、页岩气、煤层气开发力度。石油产量稳中有升，

力争 2022 年回升到 2 亿吨水平并较长时期稳产。天然

气产量快速增长。 

2021-03-12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 

实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夯实国内产量基础，保持原

油和天然气稳产增产。 

随着我国天然气开发力度加大，能源作业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可有效促进天然气稳产增产，解决

天然气零散资源收集与消纳问题，实现天然气资源“增储上产”“颗粒归仓”，具有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及良好的社会效益。 

（3）四川、新疆、内蒙古、陕西地区能源作业服务领域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 年度我国天然气产量为 2,297 亿立方米，其中产量前四大省/自治区分别为：

四川、新疆、陕西、内蒙古，其天然气产量分别为 594.8、417.3、328.5、286.3 亿立方米，合计 1,626.9

亿立方米，占我国天然气自产量的 70.83%。 

四川、新疆是我国天然气增储上产的主阵地，主要涉及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天然气

资源量位列我国第一，总资源量约 40 万亿立方米，是国内最具潜力的天然气勘探开发盆地。目前，四

川盆地正加快建设川渝天然气（页岩气）千亿立方米级产能基地，打造中国“气大庆”。新疆塔里木盆

地是中国最大的沉积盆地之一，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其天然气资源储量约 8.39 万亿立方米。内蒙古、

陕西产气区域主要涉及陕甘宁盆地，在地质学上称鄂尔多斯盆地，包括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甘肃

东部、宁夏东部及山西西部等，鄂尔多斯盆地素有“半盆油，满盆气”之称，其天然气资源总量约 11

亿立方米。 

随着四川、新疆、陕西、内蒙古地区持续提升增储上产能力，对应地区的能源作业服务领域同步

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2、能源物流服务行业 

公司能源物流业务主要涉及 LNG、LPG 船舶运力服务、LNG 接卸与仓储服务、LNG 槽运服务等

领域。 

（1）LNG、LPG 船舶运力服务 

① 全球 LNG、LPG 船运服务需求整体呈上升趋势 

LNG 船舶是国际公认的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三高”产品，是国际 LNG 运输的唯一载

体，具有较强的稀缺性。随着全球 LNG 贸易由“点对点”供应向流向更加灵活多元化的趋势发展，

特别地，2025 年后美国、卡塔尔等多个 LNG 出口项目集中投产，LNG 运力需求将大幅增长，受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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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2022 年度，全球 LNG 新船订单量超过 170 艘，较 2021 年激增 95%，订单规模 393.31 亿美元，

创下最近数十年来的新高。相关信息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球在运营的 10 万立方米以上 LNG 船

舶规模达 612 艘，在建船舶 317 艘，并将于 2023 年至 2028 年交付，到 2028 年全球 10 万立方米以上

LNG 船舶将超过 900 艘。LPG 船舶方面，从 LPG 供需角度看，以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印度尼

西亚为第一梯队的采购需求持续增长，中东、北美供给量陆续释放，全球 LPG 市场长期处于供需两旺

的格局，对 LPG 船舶及运力需求不断增长。根据克拉克森统计，截至 2023 年 10 月，全球 LPG 船舶

手持订单量为 1,106.30 万立方米，2020-2022 年，年平均交付量为 242.60 万立方米，LPG 船舶手持订

单保障系数为 4.6 年，LPG 船造船产能供给紧张。同时，受配套设备及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提升

等因素影响，LPG新船价格指数处于历史最高点。整体来看，全球LNG 与LPG较高的流通量推动 LNG、

LPG 船舶及运力需求整体呈上升趋势。 

② 全球船龄上升与船运绿色转型，促进了 LNG 船舶未来换代加速 

截至目前，LNG 船舶船龄持续上升，推动老船更新替代需求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现有 LNG

船舶 748 艘，上一轮交付数量提升主要发生在 2000-2008 年，船舶的一般使用寿命为 30 年，2025-2038

年船舶老龄化带来的老船退出将集中出现。此外，航运正在迎来绿色转型，在“双碳”背景下，国际

海事组织（IMO）提出的环保新规（如主机功率限制、减速航行以降低燃油消耗、拆解报废等）于 2023

年生效。当前绝大多数船龄在 18 年及以上的船只均不满足环保要求，环保新规实施将进一步加快船舶

更新换代需求。 

（2）LNG 接卸与仓储服务 

LNG 接收站是“海气登陆”的唯一窗口，对于我国进口 LNG 市场而言，LNG 接收站是关键性基

础设施和中转加工设施，LNG 在接收站码头卸载并进入储罐存储后，通过“液进气出”或“液进液出”

方式输送到应用市场。LNG 接收站相关设施行业准入壁垒及监管要求较高，以项目核准与规划统筹为

例，相关要求如下： 

发文时间 文件名称 颁布单位 相关内容 

2018-05-16 

《关于统筹规划做

好储气设施建设运

行的通知》 

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

公厅 

各地天然气、城市燃气主管部门要对储气设施开工建设、按

计划建成投运开展全面监管，按时达到储气能力要求。各地

运行部门要做好储气设施运行监测，保持在役储气设施处于

正常运行状态。已建成储气设施的相关信息要及时上报，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委托第三方信用机构加强储气

设施建设运营情况信用监管，不定期抽查核查，对发现没有

达到实际要求的严肃问责。 

2016-12-20 

《政府核准的投资

项目目录（2016 年

本）》 

国务院 

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新建（含异地扩建）项目

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其中新建接收储运能力 300 万

吨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并报国务院备

案。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2014-03-27 
《天然气基础设施

建设与运营管理办

国家 

发改委 

国家对包括 LNG 接收站、天然气输送管道、储气设施、液

化设施、压缩设施及相关附属设施等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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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 文件名称 颁布单位 相关内容 

法》 行统筹规划。 

根据 Gas Tank 气库《中国天然气市场年报》，截至 2023 年底，我国进口 LNG 设施共计 28 座（含

小型储运站、不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合计接收能力达 13,414 万吨/年；2023 年全国已建成的的

大型 LNG 储罐的总库容达 2,769.63 万立方米。近年来，由于我国 LNG 进口量持续增加，LNG 接收站

利用率一直处于高位。随着国家管网公司相关 LNG 接收站基础设施全面向准入的托运商开放，LNG

接收与 LNG 储罐的市场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3）LNG 槽运服务 

LNG 槽运方面，LNG 槽车是 LNG 道路运输的载体。根据金联创公开数据，随着国内 LNG 行业

的蓬勃发展，对 LNG 槽车的需求量不断增加，2023 年度 LNG 槽车保有量约 2 万辆，同比增长 13%。

LNG 槽运主要涵盖进口 LNG 及国产 LNG 运输，其中进口 LNG 中约 70%进行再气化并进入管道，约

30%经由 LNG 槽车的形式运往下游消费市场；国产 LNG 预计全部由 LNG 槽车运往 LNG 加气站等下

游市场。LNG 槽运运费方面，一般划分为华北/东北区域、华东区域、华南区域、西南区域、西北区

域等不同区域，并根据运距长短（如 200 公里以内、201-400 公里、401-600 公里、600 公里以上），单

位运费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运距越长，单位运费越低。 

（三）特种气体行业 

工业气体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被誉为“工业血液”，根据制备工艺和应用领域的不同，工业气体

可区分为大宗气体和特种气体。特别地，特种气体是新兴技术产业的必备品。21 世纪以来，随着半导

体、航空航天、液晶面板、光伏等高端产业快速发展，我国特种气体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公司特种气

体业务主要涉及氦气、氢气，并锚定航空航天特气发展方向。 

1、氦气行业 

（1）氦气是战略性稀有气体资源，被称为“气体芯片” 

氦气是用途广泛的资源性气体，是一种无色无味、不可燃的稀有气体，也是已知沸点最低的气体，

其具有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不易液化、稳定性好、扩散性强、溶解度低等特点。氦气在国家安

全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应用广泛且不可替代，是战略性稀有气体资源，被称为“气体芯片”“气体黄金”。

近年来，在半导体、医疗、光纤、航空航天等关键下游领域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氦气市场需求高速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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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氦气主要应用领域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氦气具有较强的资源属性。氦气的生产方法包括天然气提氦，空气分离法、合成氨尾气分离法和

铀矿石法。天然气中氦含量最高可达 7.5%，是空气中氦含量的 1.5 万倍。目前全球已发现的规模氦气

储量均为天然气伴生气，因此天然气提氦是当前商业氦获取的唯一来源，解决方案主要包括 BOG 提

氦、管道气提氦等。由此可见，拥有 BOG 资源或富氦天然气资源是氦气获取的关键。 

（2）我国是“贫氦”国家，氦气供需缺口巨大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对氦资源的估计，全球氦气资源总量约 519 亿立方米。其中，美国拥有 206

亿立方米、卡塔尔拥有 101 亿立方米、阿尔及利亚拥有 82 亿立方米、俄罗斯拥有 68 亿立方米，前述

四国资源量总和占全球总量的 88%。中国氦气资源量约 11 亿立方米，占全球氦气资源总量的 2.12%。

因此，我国是氦资源量短缺严重的“贫氦”国家。 

图 11：2020 年全球氦气资源分布格局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勘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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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氦气年消费量均在 3,800 吨（折合 2,128 万方）以上，占全球氦气消费总量的 12%

左右，并与 2.12%的全球氦气资源占比形成鲜明对比。根据卓创资讯数据，2023 年，我国氦气消费量

约 4,587 吨（折合 2,569 万方），较 2022 年增长 7.68%，在供应方面，国产氦气约 536 吨（折合 300 万

方），进口氦气为 4,102 吨（折合 2,297 万方），对外依存度高达 89.43%，主要进口国为卡塔尔、美国、

澳大利亚等。 

（3）氦气国产化进程加快，进口替代空间巨大 

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国产替代加快，我国提氦项目逐步进入投产期。根据卓创资讯数据，2019

年至 2023 年我国氦气产能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氦气产能达到 1,182 吨（折合 661

万方），较 2022 年增长 92.5%，2019 年至 2023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159.92%。但氦气供需缺口仍难

以弥合，作为“少气”的“贫氦”国家，依然存在着氦产量相对氦需求量较小、进口依赖度较高的问

题。考虑到下游需求持续增长，国产氦气产能将继续释放，未来进口替代空间巨大。 

2、氢气行业 

（1）我国氢气产业链完整，氢气供应多样化 

在我国，氢气相关的产业链如下： 

图 12：氢气产业链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氢气生产国。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2022 年我国氢气产量达

4,004 万吨，同比增长 32%，占 2021 年全球氢气产量的 28%。此外，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全球第一，

在清洁低碳的氢气供给上具有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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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016-2023 年我国氢气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IEA、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石化） 

（2）上游传统制氢技术较为成熟，绿氢技术进步较快 

从制氢技术来看，主要区分为三种技术路线，包括灰氢、蓝氢、绿氢。其中灰氢主要利用石油、

天然气、煤等化石能源重整制氢；蓝氢是在灰氢制备的基础上进行碳捕捉、利用、封存，可有效减少

制氢过程中的碳排放。两种制氢技术较为成熟，并得到较多应用。绿氢主要利用光伏、风电、水电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进行电解水制氢，在制取过程中基本不会产生碳排放，实现“零碳氢气”，电解水制

氢技术路线主要包括碱性水电解制氢技术（ALK）、质子交换膜水电解制氢技术（PEM）、阴离子交换

膜水电解制氢技术（AEM）、固体氧化物水电解制氢技术（SOEC）等，并在材料、性能、效率和成本

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技术进步较快。 

现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天然气制氢、煤制氢、工业副产氢是氢气制取的主要方式。我国制氢则

主要依赖化石能源以及工业副产氢，其中通过煤化工制取氢气的比例达到 61%，天然气制氢比例约

19%。 

图 14：全球（左图）及我国（右图）氢气来源分布 

 
（数据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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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氢气下游应用较为广泛，发展空间巨大 

氢气兼具气体属性和能源属性。在气体属性方面，氢气是重要的工业气体，可广泛应用于半导体、

航空航天、化工、冶金、轻工业、交通等领域。在半导体领域，高纯度氢气作为半导体材料、电子材

料、集成电路及电真空器件生产过程中的还原气、携带气和保护气；在航空航天领域，氢气是重要燃

料和推进剂；在化工领域，氢气是合成氨、甲醇等的主要原料之一，并被广泛用于石油脑、粗柴油、

燃料油、重油的脱硫、石油炼制、催化裂化以及不饱和烃等的加氢精制以提高油品的质量；在冶金领

域，氢气作为有色金属（如钨、钼、钛等）生产和加工中的还原剂和保护气，同时，在硅钢片、磁性

材料和磁性合金生产中，也需要高纯氢气作保护气，以提高磁性和稳定性；在轻工业领域，氢气作为

石英玻璃、人造宝石制造和加工、浮法玻璃生产中的燃烧气或保护气，也可作为汽轮发电机的冷却剂；

在航空航天领域，氢气是重要燃料和推进剂；在交通领域，氢气被应用于加氢站为燃料电池汽车加注

能源。 

3、航空航天特气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目前，随着太空探索、商业卫星产业等需求推动以及火箭发射与回收技术的进步，航空航天产业

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由此带动航空航天特气市场快速发展。 

图 15：2014-2023 年全球及我国航天发射次数 

单位：次 

 

（数据来源：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等公开数据） 

地球轨道内的航天活动主要为通信、导航、遥感卫星发射。其中，通过发射通信卫星形成规模组

网，打造覆盖全球的卫星互联网，与地面通信融合互补形成空天地一体化连接网络，是移动通信的下

一代演进方向。特别地，卫星互联网重要性在国际冲突等场景下已充分显现，低轨轨道资源和通信频

资源稀缺且“先占先得”，因此建设卫星互联网既是适应万物互联的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地球轨道外的航天活动主要为太空探索需求（如载人、登月、深空探索等）。近年来，中国、美国、日

本、印度、俄罗斯等国争相推出了重量级太空探索项目，逐步掀起新的热潮。2023 年，中国在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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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航天发射次数再度刷新纪录，达 67 次发射，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启动实施，同时

天问二号任务正式获得国家批准立项，我国太空探索步伐正稳步推进。 

在具体应用方面，液体火箭发动机是可回收火箭的主流技术路径，推进剂在火箭起飞重量中约占

80-90%。商业航天的大运力、可回收发展趋势，带来液体推进剂需求的大量增加。液氧、液氢、高纯

液态甲烷、航天煤油可组合用于液体火箭推进剂。此外，氦气可用于火箭液体燃料和氧化剂增压及输

送、清洗增压液氢罐和管道系统；液氮可作为火箭贮箱、输送系统、发动机系统的增压，以及用于发

动机系统的气密性检查和低温推进剂加注系统的绝热性检查。在卫星生产制造过程中，液氮被用于航

空航天试验，低温液氮可以提供所需的超低温度和高度可控的试验环境，氮气亦用于生产、焊接工序

的保护气。氪气、氙气是卫星离子发动机的主要电离推进剂，用于实现卫星的轨道位置保持和机动控

制。 

三、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公司定位为“具有价值创造力的清洁能源服务商”，立足于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产业，经过 30 余年

的发展，目前已涵盖清洁能源、能源服务、特种气体三大业务板块，形成“一主两翼”的业务发展格

局。其中清洁能源业务是公司大力发展的核心主业，通过构建“海气+陆气”双资源池，为广大客户

提供用气保障能力强、具有成本竞争力的 LNG、LPG 产品及服务；能源服务和特种气体业务是公司积

极布局和重点发展的新赛道业务，也是清洁能源业务纵向一体化的延伸，对实现公司持续高质量发展

意义重大。 

图 16：公司核心主业构成及分类 

 

（一）清洁能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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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清洁能源业务主要经营模式为“一体化顺价模式”。经过多年的上下游一体化布局，已逐步形

成以中游核心资产链条为中轴，资源端、客户端（“两头”）有机成长的“哑铃型”业务发展模式。 

1、“哑铃型”业务结构 

图 17：公司清洁能源“哑铃型”业务发展模式 

 

（1）资源端 

在资源端，公司通过构建“海气+陆气”双资源池，强化资源保障能力及提升综合成本竞争力。 

海气资源主要包括长约采购和现货采购。长约采购方面，公司与马石油和 ENI 已签订 LNG 长期

采购合同，约定年度基础提货量、计量方式、价格计算公式、结算方式等，LNG 气源为马来西亚及印

度尼西亚本土井口气，能有效实现与终端市场的匹配，并最大程度保证公司资源供应的稳定性及资源

价格的可预测性。现货采购方面，公司与国际市场诸多知名能源供应商达成合作协议，凭借良好的国

际信用、自有船舶运力，根据国内外气价变动情况及需求缺口，灵活进行 LNG 与 LPG 的国际现货采

购。长约与现货采购在资源保障上相互补充，在定价模式上形成差异化，能有效提升天然气长周期视

角下采购成本的稳定性。 

陆气资源主要包括自产 LNG 和外购气。自产 LNG 方面，公司通过布局天然气回收处理配套服务

项目及传统 LNG 液化工厂，合计自主控制的 LNG 产能规模达 70 万吨。外购气方面，公司根据需求

缺口及价差，灵活采购部分 LNG、PNG、CNG 作为补充。根据资源保障程度和成本优势差异，海气

长约和自产 LNG 为公司资源池的核心资源，海气现货和国内外购气为公司资源池的调节资源。 

（2）核心资产 

中游核心资产是公司清洁能源业务打通从资源端到客户端的关键支撑，也是实现稳定顺价能力的

重要保障，主要体现在自有可控的船舶运力、接收站、储罐及槽车等资产。 

船舶运力方面，截至期末，公司自主控制 8 艘船舶运力，其中 4 艘 LNG 船舶（3 艘自有，1 艘在

建），4 艘 LPG 船舶（1 艘自有，2 艘租赁，1 艘在建），经测算，全部 LNG、LPG 船舶投运后，年周

转能力预计达 400-500 万吨。接收站与储罐方面，公司在东莞市立沙岛拥有一座 LNG/LPG 接收站，

码头岸线 301 米，海域面积 16.59 公顷，最大可靠 5 万吨级船舶，共设有 3 个泊位，同时配套 16 万立

方米 LNG 储罐、14.4 万立方米 LPG 储罐，可实现 LNG 年周转能力 150 万吨、LPG 年周转能力 150

万吨。槽车方面，截至期末，公司在运营 LNG 槽车超百台。中游核心资产的持续布局，强化了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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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业务的自主性、可控性、灵活性，进而实现高效率周转、低成本运营，形成了业务发展壁垒。 

（3）客户端 

在客户端方面，公司实行不同资源匹配不同客户的基本业务逻辑。 

在核心资源方面，首先，海气长约主要匹配国内直接终端用户，主要包括工业园区、工业企业（如

陶瓷厂、玻璃厂、食品厂、五金厂等）、大客户等，并在工业园区或客户现场投资建设 LNG 终端设施

并开展稳定供气；其次，自产 LNG 主要匹配 LNG 加气站用户，通过自持 LNG 加气站、参股 LNG 加

气站、协议定量保供、提供代加工服务等方式，面向 LNG 重卡用气需求，为 LNG 加气站提供资源保

障。在调节资源方面，海气现货匹配国内燃气电厂及国际、国内分销客户；外购气为国内终端用户做

基础保障与资源调节，余量匹配国内分销客户。此外，公司 LPG 资源主要匹配国内客户，其中应用于

终端居民用气的比例预计超过 80%，化工原料用气占比预计未来将持续提升。 

在资源配置方面，由于天然气为标准的能源产品，LNG 与 PNG、进口气与国产气在用户端使用

方面基本没有差异。公司在上述资源与目标客户匹配的基础上，对核心资源与调节资源进行持续优化，

海陆互补、高效配置，进一步降低公司资源综合成本，确保在客户端的用气保障和成本竞争力。 

2、顺价能力 

基于公司在上游环节构建的“海气+陆气”双资源池及高效的资源配置，在中游环节构筑的核心

资产壁垒及高效率周转、低成本运营优势，在下游环节持续拓展直接终端用户及资源端到客户端的良

好匹配能力，通过价格联动、背靠背交易、成本加成、协议顺价等方式，实现了较为稳定的国际、国

内顺价，并在兼顾客户利益与自身顺价收益方面取得平衡，不断提升客户黏性。自 2017 年以来，国际

LNG、LPG 价格出现了较大的周期性波动，但公司核心资源单吨毛利保持整体稳定，体现了良好的顺

价能力。 

图 18：2017-2023 年度 JKM 价格指数与公司 LNG 毛利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Platts S&P Global Commodity Insights） 

注：2021 年，公司基于资源池构建考虑，扩大了现货业务规模，导致 2021 年 LNG 销售量显著高于 2020 年及 2022 年，图中 2021 年

毛利为剔除该销量扰动因素后测算结果（LNG 吨毛利为 420-44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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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017-2023 年度 CP 价格指数与公司 LPG 毛利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Curveseries） 

（二）能源服务业务 

1、能源作业服务 

公司能源作业服务业务主要包括辅助排采服务、回收处理服务。 

（1）辅助排采服务 

辅助排采服务业务的经营模式为“技术+设备+数字化运营”。该模式下，公司以技术工艺为牵引，

自研自产核心设备为支撑，数字化运营为抓手，针对上游资源方的稳产增产痛点，提供全面的技术服

务解决方案。 

技术方面，公司通过测试与诊断技术，确定低产低效井形成的原因，实施精准的差异化技术工艺

方案，如泡排、间开、速度管柱、井下节流、负压采气、柱塞气举、ESP 气举、射流泵排采等，实现

低产低效井稳产上产。目前公司已拥有十余项辅助排采相关技术工艺专利。设备方面，公司基本实现

了业务所需排采关键设备（如压缩机等）的自研自产，能够满足项目高效率推进的装备需求，经测算

较外购相关设备成本节约 30%左右。数字化运营方面，公司积极搭建智能调度体系，实现针对作业现

场的无人（少人）值守、设备状态监测与报警、生产智能调控、故障诊断、计划性管理、人员调度及

应急处理等，为项目规模化推进奠定基础。截至期末，公司目前在运营低产低效井超 110 口，发展态

势较好。 

服务期限方面：通常 1 年以上，合同到期后如排采效果良好，通常会顺延合作或优先服务。 

价格及结算方面：有两种方式，其一，提前确定每方天然气的增产服务价格，按照每月或每季增

产的天然气总量进行结算，并开具技术服务费发票；其二，以收取固定服务费为基础，并叠加浮动增

采服务收益的综合计价模式，按照每月或每季作为结算周期，并开具技术服务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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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公司回收处理服务业务场景 

（2）回收处理服务 

回收处理服务业务经营模式为“技术+投资+运营”。该模式下，公司利用长期在混合制冷领域沉淀

的技术和工艺，在三类气井周边投资建设整套天然气分离、净化、液化整套装置及附属设施，并长期

运营，为上游资源方提供井口天然气回收处理配套服务。 

商业模式方面，公司与上游资源方建立了价格联动机制，根据公司加工处理的 LNG 资源量（天

然气回收利用量），获取较为稳定的加工服务收益。结算方面，依据月度上、中、下旬液态 LNG 平均

销售价格（以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每日 LNG 市场销售价格作为参照标准），抵扣双方确定的单

吨加工服务收益，计算出对应的原料气采购价格，按月度进行结算。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在运营天然气回收处理配套服务项目共三个，天然气处理规模约 172 万方/

天，2023 年度天然气回收处理服务作业量达 38 万吨。公司加工处理的 LNG 资源，具有自主销售权，

纳入公司核心资源池。 

图 21：公司回收处理服务业务场景 

 

2、能源物流服务 

公司能源物流服务业务主要经营模式为“窗口期服务”“运力服务”及“智慧仓储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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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窗口期服务 

公司主要通过自有接收站基础设施，除自用外，同时对外提供窗口期接卸服务。 

服务内容方面，公司向下游客户提供船货接卸、船货仓储、气化输出等服务。 

服务期限方面，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并匹配公司接收站窗口期动态情况，对外提供长期约定服务

（一般为 1 年以上），或按次提供服务。 

价格及结算方面，单方天然气服务费定价主要参照周边接收站窗口期服务费标准、接卸量、合作

期限等因素综合协定，结算通常采取单船卸载前预收款方式，按次结算。 

（2）运力服务 

公司主要通过 LNG、LPG 船舶与槽车等交通设施对外提供运力服务。 

服务内容方面，船舶运力服务主要包括资产出租、船务管理、运输执行等，槽车运力服务包括路

线规划、物流执行等，为客户提供最优的海上与陆上能源物流综合解决方案。特别地，公司以船舶的

购建和优化作为运力服务的基础支撑，持续提高核心资产质量，提升运力服务水平。 

服务期限方面，公司船舶资产的基础服务期限通常为 3 年，较为固定；槽车服务基本是按年、月

或次开展，并在执行过程中灵活调整。 

价格及结算方面，公司船舶运力服务通常参照相应船型的国际运力服务价格水平进行定价，确定

后通常 3 年内保持不变，并以月度作为结算周期收取相应期间服务费；槽车运力服务一般根据实际运

输距离及不同区域的价格差异确定服务费标准，结算周期与服务期限保持一致。 

（3）智慧仓储服务 

公司主要通过 LNG、LPG 储罐等仓储设施对外开展智慧仓储服务。 

服务内容方面，公司以自有储罐及智慧供应链平台为依托，为自有终端用户提供跨季、跨月的固

定仓容和浮动仓容服务，优化用户用能成本。 

服务期限方面，一般为一个季度以上或一个月以上。 

价格及结算方面，仓储价格以月度为单位，与用户协商确定，结算通常采取预收款方式，按月结

算。 

（三）特种气体业务 

公司特种气体业务主要经营模式为“现场制气”及“零售供气”，业务前端链接国产氦气资源、清

洁能源氢气产业链、航空航天特气生产，业务后端匹配华中等区域零售气站、商业航天配套项目等，

形成高效的“资源+终端”业务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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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公司特种气体业务经营模式 

 

1、“现场制气”及“零售供气”经营模式 

现场制气模式下，公司在客户场所或临近位置投建制气装置并负责生产运营，产出的气体产品通

过管道向客户输配供气。该模式下目标客户用气量较大，且通常签订 10-20 年的长期供气协议，约定

最低用气时间、最低年用气量、价格阶梯条款等，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经济性。 

零售供气模式下，公司在区域内投建零售气站，使用钢瓶、储罐、槽车、管束车等向中小气体用

户零售供气。 

2、“资源+终端”业务链条 

公司持续构建特气资源池，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建成或在建的特气资源项目如下： 

产品 已/在建产能 资源解决方案/工艺技术 

氦气 50 万方/年 资源保障：天然气伴生自产氦气+进口液氦 

液氢 333 吨/年 
资源保障：公司 LNG 双资源池，甲醇采购、运输、保供综合优势； 

工艺技术：甲醇制氢+带液氮预冷的透平膨胀机布雷顿制冷循环工艺 

氢气 2 万方/小时 工艺技术：天然气重整制氢、氯碱尾气提纯制氢 

液氧 4.8 万吨/年 
工艺技术：空气增压循环+高低温双膨胀+双塔精馏工艺 

液氮 4.8 万吨/年 

高纯液态甲烷 9,400 吨/年 
资源保障：国际资源池+自产 LNG； 

工艺技术：液态甲烷纯化工艺 

其他特种气体资源方面，公司与日本岩谷、美国空气化工等业内诸多知名跨国气体公司、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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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型国有上市公司建立了稳健的战略合作关系，为各品类气体业务提供保障，包括普通工业气

体（氧/氮/氩/二氧化碳等）、特种气体（激光气等）、电子气体（超纯氦/超纯氢/超纯氪/超纯氯化氢/硅

烷等）及化学品（六氟化硫/三氟化硼等）等多个品种。 

终端方面，公司特种气体产品主要面向直接终端用户，服务终端客户超 800 家，核心应用领域包

括航空航天、硬质合金、炼油化工、计算机、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以及其他高端制造领域，客户包括

蓝思科技、TCL、中国电科、中车半导体、远大集团、国兴锂业、中国航天、航天科技、金宏曼德、

上海光源、秦山核电站、星邦智能、北汽福田、恒生制药、九典制药、克明面业、旗滨玻璃、株硬集

团、株冶集团、国防科大、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中科院高物所、上海交大、上海科大等知名企业及

机构。 

四、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14,409,201,726.96 11,309,351,401.89 27.41 7,744,089,71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75,126,351.85 6,941,797,356.80 12.00 5,738,200,132.46 

营业收入 26,566,154,491.50 23,953,640,233.96 10.91 18,488,338,96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5,894,015.06 1,089,925,387.25 19.81 619,745,39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334,654,953.16 1,057,124,807.33 26.25 638,871,47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8,179,146.35 1,695,802,175.80 27.27 89,508,40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5 17.67 增加0.18个百分点 14.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1 1.76 19.89 1.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5 1.76 10.80 1.09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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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3,534,627.83 4,573,686,651.09 8,492,185,360.53 7,026,747,85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1,576,208.70 260,844,197.31 418,550,876.72 174,922,73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49,377,472.84 324,771,538.58 407,739,238.31 152,766,70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0,694,859.92 18,185,413.27 675,634,036.34 773,664,8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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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五、股东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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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7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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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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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九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 200,600,568 31.88 200,600,568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建国 0 72,631,238 11.54 72,631,238 无 0 境内自然人 

STARR FINANCIAL 

(BARBADOS) I, INC. 
-6,099,960 31,340,761 4.98 0 无 0 境外法人 

蔡丽红 0 31,127,678 4.95 31,127,678 无 0 境内自然人 

蔡丽萍 0 27,669,043 4.40 27,669,04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广州市盈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0 21,218,696 3.37 21,218,696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06,560 8,821,830 1.40 0 无 0 境外法人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5,298,239 7,976,590 1.2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影霞 0 6,917,259 1.1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蔡建斌 0 6,917,259 1.10 6,917,259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势地

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5,919,420 0.94 0 无 0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有

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838,416 4,838,276 0.77 0 无 0 其他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380,000 4,620,000 0.73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新   3,997,860 0.64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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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四组合   3,903,840 0.62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长期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64,840 0.53 0 无 0 其他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2,424,835 3,320,492 0.53 3,110,495 无 0 境外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2,714,080 0.43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42,000 0.39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91,050 0.33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张建国与蔡丽红系夫妻关系；蔡丽红与蔡丽萍、蔡建斌系

兄弟姐妹关系；广东九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张建国、蔡丽红；广

州市盈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主要合伙人为张建国、蔡丽红，执行事

务合伙人为蔡丽红。 

2、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新材料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长期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国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均为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3、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八组合、南方基金恒

利股票型养老金产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基金蓝筹臻选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金管理人均为南方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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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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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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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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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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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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节之“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一）公司 2023 年度总体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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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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