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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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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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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农联合 股票代码 00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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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世进 徐伟勋 

办公地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路

9999 号黄金时代广场 A 座 14层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路

9999 号黄金时代广场 A 座 14层 

传真 0531-88977160 0531-88977160 

电话 0531-88977160 0531-88977160 

电子信箱 dongban@sdznlh.com dongban@sdznl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公司是

专业从事农药中间体、原药及制剂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全产业链农药生产企业。 

1、行业发展情况 

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农业生产中防治病虫草害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农产品产量和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受世界人口和粮食需求不断增加的推动，全球农药市场销售额在过去十几年内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根据标普全球大宗商品洞察（S＆P Global Commodity Insights）作物科学团队的统计分析，2022 年全球作物用农

药市场的销售额为 787.15 亿美元，同比约增 9.9%，全球农药市场规模不断增加。近年来受国际政治环境动荡、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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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及病虫草害频繁发生的影响，世界各国更加重视粮食安全，农药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我国是农药制造大国，现已形成了包括原药、中间体、制剂生产在内的完整工业体系，在产业链分工深化的过程中，

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及农药出口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数据，2022 年我国农药出口量达 240 万吨，

同比增长 9.0%。随着国际农化巨头并购整合的逐步完成，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在产品研发和终端渠道，国内企

业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以仿制药及中间体生产加工为主，并逐步向上游原药创制延伸。国家大力支持“三农”发展，

我国农药行业迎来结构调整期，各农药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研发投入，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水平不断提高，安全生产

环保治理效果明显提升，呈现全产品线覆盖和全产业链发展趋势，农药行业生产集约化程度逐渐提高。根据中国农药工

业协会统计，入围 2023 全国农药行业销售百强名单的门槛达到 6.62 亿元，比上年度增长 1.58 亿元，销售额超过 10 亿

元的企业达 77 家，较去年增加 9 家，50 亿元以上企业 19 家，百亿级企业 5 家，百强企业销售总额达到 3275.76 亿元，

同比增长 28.76%，国内农药行业规模和整体实力持续提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 2022 年的 3.5%放缓至

2023 年的 3.0%和 2024 年的 2.9%，低于 3.8%的历史（2000~2019 年）平均水平，同时全球面临政局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

包括俄乌冲突陷入拉锯战、巴以冲突等因素更加造成地缘紧张加剧，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在近两年均居于高位，国际经济

贸易风险加剧。同时 IMF 还强调，若出现更多的气候和地缘政治冲击，可能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进一步大幅上涨，农药

行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 

2023 年，世界经济恢复不及预期，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深度影响，美元持续加息，能源及大宗商品和主要产品价格

持续下跌，诸多因素致使世界经济提振难度加大，对农药企业的经营也带来全新的挑战。农药市场因前期下游超采，导

致库存高企，国内外农药市场去库存周期延长，同时，国内农药新建扩建产能不断投放市场，产品供应偏向宽松，采购

端观望情绪浓厚，市场竞争加剧，大多数农药产品价格缺乏支撑并持续走低。 

根据“中农立华原药价格指数”显示，截至 2021 年末、2022 年末和 2023 年末，农药行业原药价格指数分别为

205.61、138.33、80.19，降幅分别为 32.72%和 42.03%。其中，杀虫剂原药价格指数分别为 153.48、110.03 和 71.32，

降幅分别为 28.31%和 35.18%；杀菌剂原药价格指数分别为 142.84、107.78 和 78.14，降幅分别为 24.54%和 27.50%；除

草剂原药价格指数分别为 267.83、170.24 和 88.4，降幅分别为 36.44%和 48.07%。截至 2023 年末，大部分农药产品价

格创近几年新低。 

 
2、行业发展前景 

（1）农药在农业种植、保产增收中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世界人口规模仍在不断增长，2022 年 7 月，联合国发布《世界人口展望 2022》报告预测，2022 年世界人口将

达 80 亿，2050 年将达 97 亿，2100 年全球人口或达 104 亿。有限的耕地面积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愈发明显，农产品的

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目前全球人均每年粮食消耗量为 350 ㎏，未来面临巨大粮食缺口。同

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农产品多样化需求增长。受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加重、病虫草害频繁发生等因素综合

影响，农产品平均价格呈现上涨趋势，为缓解全球粮食危机，各国将更加重视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农药需求将会进一步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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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作物虫害每年导致高达 40%的全球粮食损失，仅以经济价值衡量，植物疫病和入侵性害

虫分别导致全球经济每年付出约 2,200 亿美元和 700 亿美元的代价。农药的使用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一环，

农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保障产量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口增长和对农产品需求的持续

扩大为农药使用带来刚性需求。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

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2023 年，中央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国粮食总产量 13,908.2 亿斤，比 2022 年增加

177.6 亿斤，增长 1.3%，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

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农药在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2）国家持续出台对农业的利好政策以及有利于农药行业创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进一步为农药行业营造

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近年来，受益于行业发展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中国农药行业取得了高速发展，逐渐成为全球农药行业重要的板

块之一。国家《“十四五”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制定了行业集约化发展的目标，规划到 2025 年，农药产业体系更趋

完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对农业生产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绿色和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十四五”规划下我国

农药行业处于新一轮整合期，头部企业加速扩张，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国家《“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及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积极稳妥推进高毒高风险农药淘汰，加快推广

低毒低残留农药和高效大中型植保机械，因地制宜集成应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农药行业绿色提升行动计划》《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等法规发布，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加强行业自律，推行绿色清洁生产，加强技术创

新和工艺改造，合理引导投资方向，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生产能力，依法依规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防止盲目投资

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切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农药行业绿色提升和构建现代农药生产体系提供坚实基础支撑。总

体来看，农药企业将从化合物、剂型、农药应用方式等方面顺应绿色发展的要求，发展环境友好型农药将是未来农药行

业大势所趋。生产规模、技术优势、成本管控以及绿色环保领域布局良久的农药企业将迎来持续发展的新机遇。 

农业农村部出台《国家级转基因玉米品种审定标准（试行）》及《国家级转基因大豆品种审定标准（试行）》，促进了

我国转基因作物研发和产业化步伐的加速，为转基因技术应用在法规层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

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有序扩大试点范围，规范种植管理。2021 年国家启动转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试点工

作，2023 年试点范围已扩展到河北、内蒙古、吉林、四川、云南 5 个省区 20 个县。近期，农业农村部审定通过了部分

转基因玉米大豆品种，并向 26家企业发放了转基因玉米大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这标志着我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粮食

作物迈出了重要一步。国家支持鼓励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创新，我国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产业化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

将推动植保技术及农药向着更高层次发展。 

3、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原药制剂一体化的农药生产企业，具备产业链协同优势，一方面充分利用原药业务的质量与成本优势，提

高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制剂业务的品牌和渠道优势，拓展盈利空间，在行业竞争中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农药行业总体市场容量较大，细分市场产品品类较多。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准确定位细分市场，在吡虫啉、

啶虫脒、烯啶虫胺等新烟碱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市场品牌、技

术服务、田间应用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吡虫啉原药、啶虫脒原药、哒螨灵原药、烯啶虫胺原药产销量均居国内

前列。公司是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山东省农药行业协会理事长单位、中国农药百强企业、中国农药创新企业、

山东省农药企业十强。 

公司历经多年发展，已形成完整的农药生产、研发体系。生产方面，公司打造了“中间体+原药+制剂”完整产业链，

为国内外农化行业及广大用户提供安全、环保、高效、低毒的农药原药、制剂产品。研发方面，公司高度重视产品与技

术工艺的创新，为实施品牌战略提供技术支撑。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获得 63 项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 21 项,其中 5 项发明专利取得 29 个国家的授权。公司先后参与了“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十三五”及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持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设施蔬菜重大病害绿色防控产品与产业化/重大科技创新工程）

项目并顺利实施。报告期内，公司牵头并联合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等 6 家高校和山东康乔申请国家重点研发

课题“生态友好无公害重大杀虫剂品种创制及产业化”项目并获得批复；入围农业农村部组织的“卡脖子”专项攻关团

队，承担“防治稻蔬细菌性病害药剂的创制与产业化关键技术”课题的研究任务。面对植物根结线虫病害逐年加重、国

内外杀线剂品种严重匮乏的现状，2023 年，公司完成了自主创制的高效、低毒、低风险杀线剂——三氟杀线酯的登记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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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登记申请已提交至农业农村部审批，产品进入市场后将有效保障蔬菜、果树等作物的生产安全，该产品已获得 8 项

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化合物专利还获得英国、法国、美国等 9 个国家授权；在细菌性病害的防治研究上，公司经过多年

的研发取得了重要进展，细菌剂防治新产品氟喹菌酯已取得了国内专利授权，并进入新农药登记阶段。 

4、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吡虫啉、啶虫脒、烯啶虫胺、哒螨灵、吡蚜酮、虫螨腈、麦草畏、苄草丹、炔苯酰草胺等环保、高

效、低毒农药原药及其中间体，以及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农药制剂产品。 

分类 主要产品 用途 

原药及中间体 吡虫啉 用于生产杀虫剂制剂产品 

啶虫脒 用于生产杀虫剂制剂产品 

哒螨灵 用于生产杀虫剂制剂产品 

烯啶虫胺 用于生产杀虫剂制剂产品 

吡蚜酮 用于生产杀虫剂制剂产品 

溴虫腈 用于生产杀虫剂制剂产品 

麦草畏 用于生产除草剂制剂产品 

苄草丹 用于生产除草剂制剂产品 

炔苯酰草胺 用于生产除草剂制剂产品 

中间体 用于生产农药原药 

农药制剂 杀虫剂 防治作物害虫的田间施用药剂 

杀菌剂 防治由各种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植物病害的田间施用药剂 

除草剂 可使杂草彻底地或选择地发生枯死的田间施用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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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 年末 

总资产 3,743,489,487.85 3,536,777,640.77 5.84% 3,220,519,91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74,002,417.71 1,679,175,934.15 -12.22% 1,626,867,835.43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1,680,905,154.51 1,933,423,776.43 -13.06% 1,625,072,61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2,470,572.27 73,137,854.07 -363.16% 98,594,92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8,751,571.44 69,499,803.35 -385.97% 96,114,22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6,903,287.02 -40,392,391.65 315.15% 54,407,865.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35 0.51 -364.71% 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35 0.51 -364.71%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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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2.16% 4.30% -16.46%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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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847,216.52 392,571,093.45 457,187,775.61 326,299,06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020,776.89 -28,859,841.58 -73,778,462.42 -106,853,04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864,418.58 -30,408,535.06 -74,316,500.46 -108,890,954.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493,741.31 -5,523,345.59 -48,596,262.16 150,516,6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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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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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41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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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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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

生产资料

上海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57% 43,550,000 43,550,000 不适用 0 

许辉 
境内自然

人 
9.58% 13,650,000 10,237,50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

生产资料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73% 9,594,000 9,594,000 不适用 0 

齐来成 
境内自然

人 
1.82% 2,600,000 1,950,000 不适用 0 

肖昌海 
境内自然

人 
1.82% 2,600,000 1,950,000 不适用 0 

中国供销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2% 2,600,000 2,600,000 不适用 0 

新供销产

业发展基

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

司－北京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2% 2,600,000 2,600,000 不适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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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合国能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司勇 
境内自然

人 
1.29% 1,837,600 0 不适用 0 

李凝 
境内自然

人 
0.91% 1,300,000 975,000 不适用 0 

中农集团

现代农业

服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4% 910,000 910,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

限公司全资控股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上海有限公司与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供

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新供销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控制北京中合国能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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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

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

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青岛创信海洋经

济创业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

伙） 

退出 0 0.00% 0 0.00% 

江苏省高科技产

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退出 0 0.00% 0 0.00% 

李凝 新增 0 0.00% 1,300,000 0.91% 

中农集团现代农

业服务有限公司 
新增 0 0.00% 910,000 0.64%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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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子公司山东联合 10,000t/a 二氯五氯甲基吡啶及 5,000t/a 啶虫脒原药建设项目原药车间建设已进入收尾和试

生产准备阶段，中间体车间已完成建筑结构施工。子公司潍坊中农除草剂戊炔草胺及威百亩项目达到设计产能，吡氟酰

草胺项目建成并进行试生产。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0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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