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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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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联创股份 股票代码 30034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凤国 李慧敏 

办公地址 
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 366 号科创大厦 B

座 9 层 

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 366 号科创大厦

B 座 9 层 

传真 0533-2752999 0533-2752999 

电话 0533-2752999 0533-2752999 

电子信箱 lczq@lecron.cn lczq@lecro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含氟新材料和聚氨酯新材料等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含氟新材料 

公司专注于含氟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拥有氟化工必需的产业自我配套体系，

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包括基础配套原料、含氟制冷剂、含氟聚合物、含氟精细化学品等在内的完整的氟化

工产业链。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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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氟制冷剂 

公司 HCFCs 制冷剂主要包括 HCFC-142b，可以用作汽车空调、家庭空调系统及冰箱等设备制冷系统的制

冷剂，也可用作生产 PVDF 等含氟高分子化合物的原料。HCFC-142b 属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我国已于

2013 年开始冻结其生产量并从 2015 年开始实施配额削减，其作为原料用途的生产量不受配额限制。公司制

冷剂还可在聚氨酯行业中用作塑料发泡剂、半导体行业中用作电子清洗剂及精细化工中用作气雾剂等。 

本公司作为老牌化工行业企业，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营经验并持续进行技术突破，产品矩阵不断

扩张，在第四代制冷剂领域布局比较早、力度比较大，目前已经具备万吨级产能。氟代烯烃系列产品属于新

一代低碳环保制冷剂，其 HFO-1233zd 也可用于低 GWP 新型发泡剂，其臭氧损耗潜值（ODP）为零，温室效应

潜值（GWP）低，广泛应用于空调制冷等系统。  

（2）含氟聚合物——PVDF 

含氟聚合物附加值较高，是细分领域中发展较快、具有前景的产业之一。目前，公司已产业化的含氟聚

合物主要是 PVDF（聚偏氟乙烯）。国内生产含氟高分子材料的企业均为氟化工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行业龙头，

含氟聚合物通过上游产品含氟单体聚合等工序生产，因其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耐温性、介电性、最高的抗张

强度、抗压缩强度、耐磨性和耐切割性等优良性能，具有广泛的用途。近年来，受益于通讯电缆、局域网电

缆、5G 网络基站、智能手机用导线等方面需求增长以及新能源、环保、桥梁、建筑、半导体等行业的发展，

我国含氟高分子材料主要产品产量总体呈稳定较快增长状态。随着锂电、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

展，PVDF 在新能源方向的应用比例大幅提升，锂电已经成为 PVDF 最大的下游应用领域。 

2、聚氨酯新材料 

公司为国内专业的聚氨酯系列产品规模化生产企业，主要从事聚氨酯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

司产品涵盖组合聚醚多元醇、聚酯多元醇、聚醚多元醇等系列产品，形成了聚氨酯产品产业链。具体工艺流

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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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多元醇由多元醇和二元酸高温缩聚而成，具有较高的硬度，良好的附着力，在聚氨酯合成中充当柔

性软链段的角色，而异氰酸酯与小分子扩链剂构成聚氨酯的硬链段部分。本公司主要生产芳香族聚酯多元醇，

由于分子中含有苯环刚性基团，可增加制品强度、耐热性、阻燃性等特点，一般用于制造硬质聚氨酯泡沫塑

料，其中高羟值的聚酯多元醇基硬质泡沫，其阻燃性优于聚醚多元醇基泡沫塑料。 

聚醚多元醇是聚氨酯合成的主要原料之一，在配方体系中起到关键作用，是由蔗糖、甘油等起始剂与环

氧丙烷高温聚合而成的大分子，通过改变起始剂、环氧丙烷比例或者改变加料方式可以得到不同牌号的聚醚，

从而应用于组合聚醚不同配方中。 

组合聚醚为聚氨酯产业的关键原料，公司主要生产硬泡组合聚醚产品，聚氨酯硬泡应用多是与民生息息

相关的行业作隔热保温材料节能，与异氰酸酯进行发泡反应，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如冰箱、冰柜、建筑外

墙/管道保温、冷库、汽车、储罐、热水器、冷链物流等行业，以及仿木家具、包装材料等领域。其中，家

电冰箱柜行业耗用硬泡组合聚醚较多，是硬泡组合聚醚的主要应用领域，也是最高端的应用市场。组合聚醚

为配方型产品，根据不同应用领域及客户需求提供差异化解决方案，该产品是由聚醚/聚酯多元醇、催化剂、

硅油、阻燃剂、发泡剂等按照一定的比例搭配在反应釜中进行充分搅拌而成。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我公司

产品在各个应用行业优势突出，在板材行业的高阻燃性能和冰箱行业的“低密低导”领域均有明显技术优势。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 

尽管 2023 年化工行业面临一些挑战，未来几年，国内化工行业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宏观经济

环境逐渐改善，市场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半导体、新能源、航空航天、军工等领域关键材料的需求或

持续提升，为化工行业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可能性。其次，国家正在布局新一轮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

这将有望显著推动市场消费，进而成为催化化工品需求释放的推动力。此外，在“十四五”期间，国家战略

方针也将有望从多方面给予了新材料领域发展的大力支持，积极推动了行业的快速进步。未来几年，化工行

业有望继续保持稳定的发展，并出现更多的新兴领域和新产品。 

1、含氟新材料板块 

(1) 含氟制冷剂行业 

目前氟化工行业的政策方向主要涉及环境保护，淘汰落后产能，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制冷剂作为少见

的、供给严格受控的化工产品，属于典型的政策驱动型行业，实际供给受到政策配额限制。2023 年 8 月 9 号，

生态环境部正式召集 50 余家国内 HFCs 生产企业和相关协会召开《2024 年度全国 HFCs 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

实施方案》（初稿）行业交流会，就 HFCs 配额方案与生产企业进行了交流。2023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

《2024 年度氢氟碳化物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方案》，配额分配方案正式出台。2024 年 1 月 11 日，生态环境

部发布《关于 2024 年度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生产、使用和进口配额核发情况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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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二代制冷剂 HCFCs 的生产与消费均受配额限制；三代制冷剂也已进入配额管理期，根据《基加利

修正案》的相关规定，2024 年三代制冷剂已进入削减阶段。虽然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来看，第三代制冷剂依

旧是制冷剂的主力产品。但第四代制冷剂因其卓越性能与环保性终会成为第三代 HFCs 制冷剂的绿色替代方

案，长期来看是制冷剂行业的发展契机。提前布局四代制冷剂的公司有望实现产业升级并取得先发优势，从

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在此过程中，布局较晚、规模较小、利用率过低的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或被大企业整合，

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目前，公司第四代制冷剂领域布局比较早、力度比较大，是国内具有独立生产专利的生产厂家，产业化

程度比较成熟，目前已经具备万吨级产能；此外，公司决定将进行装置改造，规划通过技改进行扩产，并根

据市场情况逐步释放产能。 

(2) 锂电池新材料行业 

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持续增长和储能领域的广泛应用，锂电池需求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根

据 GGII 数据显示，2022-2023 年我国锂电池应用结构中动力电池占据主导地位，市场份额维持在 70%以上，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对锂电池需求起着关键拉动作用。随着锂电池领域用量逐年扩大，PVDF 在锂电池

领域需求占比达到占 2023 年总产量的 72%。电池级 PVDF 生产壁垒较高，其性能和用量对锂电池循环性能、

快速充放能力以及电池内阻等电化学性质有着重要影响。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依然将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快速地

发展。从政策导向来看，2023 年 6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

的公告。2024 年 2 月国务院再次发文推动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同时，在 2024 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

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锂电产业链上下游。2024 年电动化转型全面起步，中国持续领跑，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包括锂电新材料等领域，将成为 2024 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重点。随着消费痛点的逐步消除，企业去库完成及下游需求超预期增长，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仍有

望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供需共振下，锂电池新材料行业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有望拉动锂电池辅材

PVDF 的需求。 

2、聚氨酯板块 

聚氨酯材料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涵盖了生产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未来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应用

领域来看，建筑、汽车、家具等多个领域对聚氨酯需求的增加为市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然而，近几年建筑、

房地产等行业增速由高转低，家具消费市场趋于平稳发展，行业开始进入产业整合和提升阶段。在此过程中，

附加值高的聚氨酯产品有望在差异化竞争中胜出。 

与此同时，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化，市场对新型聚氨酯材料及制品的需求也日益提升。中国

聚氨酯行业“十四五”发展指南对聚氨酯行业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提出了聚氨酯行业应加大对功能性、

绿色安全环保型助剂的复合技术开发及应用，要积极推进聚氨酯发泡剂 ODS 替代。随着国家对安全生产、环

境保护以及市场对产品质量、性能等要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聚氨酯头部企业调整产品结构。面对聚氨酯产

能过剩、产品高端不足、贸易壁垒加深的挑战影响下，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趋势的聚氨酯制品将成为今后

的主旋律，聚氨酯工业的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将有望加快，这也标志着我国聚氨酯行业进入了高质

量发展的技术提升期。 

整体来看，政策、汽车工业、建筑节能以及冷藏市场的新需求将是 2024 年拉动聚氨酯行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持续推出功能先进的新产品仍是聚氨酯材料发展的主要驱动，通过改性材料提升聚氨酯行业的性能从

而扩大其下游应用范围，增长点从技术创新转至产品及应用场景的创新，有望进一步推动促进聚氨酯工业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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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068,325,252

.87 

2,923,543,788

.41 

3,084,660,033.

32 
-0.53% 

1,896,773,24

3.74 

1,896,773,24

3.7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86,305,971

.81 

1,775,942,981

.12 

1,937,027,115.

38 
2.54% 

996,994,496.

39 

996,994,496.

39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035,615,955

.71 

2,062,662,539

.69 

2,062,662,539.

69 
-49.79% 

1,835,098,49

5.63 

1,835,098,49

5.6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715,177.07 
773,754,911.2

3 
648,440,258.82 -98.04% 

287,729,234.

70 

287,729,234.

7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24,375,378.63 

642,222,189.5

4 
642,725,701.56 -103.79% 

278,945,498.

31 

278,945,498.

3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0,286,730.6

5 

683,501,537.3

9 
683,501,537.39 -66.31% 

366,937,878.

32 

366,937,878.

3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12 0.68 0.5645 -98.02% 0.25 0.2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12 0.67 0.5573 -97.99% 0.25 0.2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65% 55.99% 43.70% -43.05% 29.67% 29.6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 “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本公司会计政策变

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①本公司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

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

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

以下简称单项交易），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第十一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本公司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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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差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

延所得税资产。 

②根据新旧衔接规定：“对于在首次施行本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本解释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本

解释的单项交易，企业应当按照本解释的规定进行调整。对于在首次施行本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

本解释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企业应当按照本解释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

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企业进行上述调整的，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

披露相关情况。”。上述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对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至首次执行日（即 2023 年 1 月 1

日）之间发生的单项交易按照上述规定进行调整；对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期初确认的单项交易将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2、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追溯重述法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以现金购买方式获取上海鏊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鏊投”）50.10%股权，

并于 2017年 10 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上海鏊投 49.90%股权。后经司法

机关审理查明，上海鏊投原股东在股权收购事项中存在诈骗行为（以下简称“股权收购诈骗”），且上海鏊投在 2017 至

2019 年度存在虚增利润情况。 

根据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22）鲁 03 刑初 1 号】，股权收购诈骗各相关被告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无期徒刑，并对各被告非法所得现金及股票予以追缴，返还公司，不足部分责令各被告人继续

退赔。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 

2022 年 11 月 21 日，公司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裁定书》【（2022）鲁刑终 354 号】，对股权收

购诈骗各相关被告上诉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对因上海鏊投财务造假导致的公司相关年度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

整。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1,302,249.46 250,088,718.47 243,186,661.89 311,038,32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382,889.92 14,380,190.08 6,596,656.71 -17,644,55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828,495.93 11,715,630.27 3,812,367.23 -47,731,87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1,961,844.49 25,450,901.00 150,564,831.45 -67,690,846.2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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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4,01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01,16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洪国 
境内自然

人 
11.38% 129,721,810.00 0.00 质押 22,130,000.00 

晦宽（上海）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1% 26,276,020.00 26,276,020.00 质押 26,276,020.00 

晦宽（上海）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1% 26,276,020.00 26,276,020.00 冻结 26,276,020.00 

石耀 
境内自然

人 
0.60% 6,885,300.00 0.00 不适用 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5% 6,219,454.00 0.00 不适用 0.00 

青岛皓云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皓云资产

5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9% 5,560,421.00 0.00 不适用 0.00 

陈蘸木 
境内自然

人 
0.46% 5,251,729.00 0.00 不适用 0.00 

鲁敏 
境内自然

人 
0.37% 4,229,012.00 0.00 不适用 0.00 

魏中传 
境内自然

人 
0.34% 3,843,329.00 0.00 不适用 0.00 

黄健 
境内自然

人 
0.34% 3,817,528.00 0.00 不适用 0.00 

徐龙强 
境内自然

人 
0.25% 2,905,6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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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5 万吨/年 PVDF 及配套产业链项目一期项

目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内蒙古联和氟碳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内蒙古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低碳产业园

投资建设 5 万吨/年 PVDF 及配套产业链项目一期项目，一期项目包括：2.5 万吨/年 PVDF 及配套 4.5 万吨/年

R142b 联产 12.5 万吨/年 R152a。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该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自 2022 年四季度以来，含氟新材料行业产品价格从高位回落，新能源汽车行业增速放缓，锂电池行业

全产业链集中去库存，同时叠加了新增产能集中释放因素，锂电池新材料出现价格大幅下滑并长期在底部区

域徘徊，毛利率明显下降。因市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行业发展出现阶段性失衡，以及公司产品体系及工艺

的新需求，该项目暂缓建设，并对项目建设规划进行再论证。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处于建设初期阶段。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8000 吨端氨基聚醚产业链延伸

技改项目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山东联创聚合物有限公司在厂区原有项目预留用地，依托现有公用及辅助设

施建设年产 8000 吨端氨基聚醚产业链延伸技改项目。项目投资金额约人民币 1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及自筹资金。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目处于建设初期。目前该项目受技术工艺路线升级、完善等影响，该项目

暂缓建设。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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