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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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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

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

动幅度(%)

营业收入 198,918,280.83 6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65,569.57 1,61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332,805.88 2,69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78,711.1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1,886.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1,886.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增加1.24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11,509,149.96 -11.1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79 减少4.7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02,185,300.76 2,909,414,375.33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65,080,276.06 2,635,522,877.54 1.12

2024年第一季度，受益于下游客户采购数量的大幅提升，营业收入实现1.99亿元，营业收入增长显

著，较去年同期增长61.19%。 毛利率方面，公司主要产品销售规模扩大，受益于规模经济及主要产品单位

售价提高，第一季度毛利率为37.61%，较去年同期提高5.97个百分点。 净利润方面，除销售规模大幅增加

的影响外，受益于公司精细化管理程度的提升，公司管理费用有所降低，本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3,506.5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10.1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因为2023年票据贴

现5,044.22万元于本期支付，导致净额为负数。

公司将围绕中长期发展目标，在持续深耕原有客户群体的基础上，积极加强与国内外优质企业的进

一步合作，稳步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914.1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819,698.1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

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

损益

339,603.1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各项资产损失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

债务重组损益 -

企业因相关经营活动不再持续而发生的一次性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等 -

因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调整对当期损益产生的一次性影响 -

因取消、修改股权激励计划一次性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

对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可行权日之后，应付职工薪酬的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收益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2,140.4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9,311.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732,763.69

对公司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未列举的项目认定

为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且金额重大的，以及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

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61.19 主要系报告期主要产品销售数量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0.19 主要系报告期产品销售数量及毛利增加、费用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90.02 主要系报告期产品销售数量及毛利增加、费用减少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86.97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增加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86.97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增加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6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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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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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中触媒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031,000 26.12 46,031,000 46,031,000 无 0

李进 境内自然人 11,485,000 6.52 11,485,000 11,485,000 无 0

刘岩 境内自然人 10,380,841 5.89 10,380,841 10,380,841 无 0

王婧 境内自然人 10,380,841 5.89 0 0 质押 5,440,000

桂菊明 境内自然人 5,473,000 3.11 0 0 无 0

刘颐静 境内自然人 5,207,000 2.96 5,207,000 5,207,000 无 0

大连中赢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4,396,000 2.49 4,396,000 4,396,000 无 0

石双月 境内自然人 4,378,000 2.48 4,378,000 4,378,000 无 0

杨志龙 境内自然人 3,792,500 2.15 0 0 无 0

魏永增 境内自然人 3,555,000 2.02 0 0 无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王婧 10,380,841 人民币普通股 10,380,841

桂菊明 5,473,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73,000

杨志龙 3,7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792,500

魏永增 3,5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5,000

深圳泽源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泽源利

旺田2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91,885 人民币普通股 2,091,885

南京力合进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深圳奇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奇盛金选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993,890 人民币普通股 1,993,890

大连彤阳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9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2,000

北京信合嘉汇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774,814 人民币普通股 1,774,814

深圳奇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奇盛招享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591,493 人民币普通股 1,591,4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触媒集团、李进、刘颐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中触媒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李进、刘颐静，李进和

刘颐静为夫妻关系。 北京信合嘉汇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系信合财富（北京）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石双月。深圳奇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奇盛金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深圳奇盛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奇盛招享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深圳奇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无限售股东中：深圳泽源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泽源利旺田2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数量为0，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2,091,885股，合计持有数量为2,091,885股。

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该账户持有公司回购股份3,079,0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5%。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三、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4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4年3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9,017,226.03 272,249,234.0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847,556,000.00 929,000,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0,854,505.07 33,926,880.00

应收账款 234,240,038.66 226,839,536.34

应收款项融资 5,495,921.45 2,580,000.00

预付款项 24,606,332.77 17,865,764.3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2,186,665.33 1,246,867.8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23,235,384.21 345,811,896.40

其中：数据资源

合同资产 6,986,111.72 6,986,111.72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3,748,042.92 3,979,351.81

流动资产合计 1,807,926,228.16 1,840,485,642.5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4,320,353.18 24,160,126.1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03,373,413.25 620,704,635.67

在建工程 336,503,965.00 281,881,314.88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254,223.30 254,223.30

无形资产 101,810,625.40 102,506,790.04

其中：数据资源

开发支出

其中：数据资源

商誉 2,091,422.22 2,091,422.22

长期待摊费用 20,387.36 50,968.4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016,319.91 11,350,727.9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868,362.98 25,928,524.0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94,259,072.60 1,068,928,732.77

资产总计 2,902,185,300.76 2,909,414,375.3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00,000.00 51,442,402.81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2,627,250.31 15,343,614.51

应付账款 144,039,940.14 109,398,327.98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0,809.51 2,443,755.3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9,500,953.47 14,132,757.29

应交税费 6,739,191.02 5,272,838.93

其他应付款 746,621.50 896,537.23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482.05 9,482.05

其他流动负债 2,022,861.35 14,181,368.19

流动负债合计 176,697,109.35 213,121,084.34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29,999.96 29,999.96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0,377,915.39 60,740,413.49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407,915.35 60,770,413.45

负债合计 237,105,024.70 273,891,497.7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76,200,000.00 176,2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056,122,293.50 2,054,896,223.51

减：库存股 59,893,600.35 52,769,520.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698,039.42 308,200.11

盈余公积 59,139,008.31 59,139,008.3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32,814,535.18 397,748,965.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665,080,276.06 2,635,522,877.5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665,080,276.06 2,635,522,877.5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902,185,300.76 2,909,414,375.33

公司负责人：李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元玲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子国

合并利润表

2024年1一3月

编制单位：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4年第一季度 2023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198,918,280.83 123,407,936.50

其中：营业收入 198,918,280.83 123,407,936.5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49,843,278.78 122,158,571.61

其中：营业成本 124,113,253.23 84,365,861.92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2,976,076.56 2,355,217.22

销售费用 1,893,185.93 2,207,936.57

管理费用 13,239,818.97 18,651,620.43

研发费用 11,509,149.96 12,946,225.99

财务费用 -3,888,205.87 1,631,709.48

其中：利息费用 10,182.69 821,360.36

利息收入 1,665,578.12 805,134.69

加：其他收益 1,328,342.47 1,168,939.68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99,830.09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60,226.99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8,657,748.01 2,112.46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914.1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2,250,340.76 2,420,417.03

加：营业外收入 3,309.98

减：营业外支出 305,450.41 105,689.3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1,948,200.33 2,314,727.69

减：所得税费用 6,882,630.76 264,340.0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5,065,569.57 2,050,387.68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5,065,569.57 2,050,387.68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5,065,569.57 2,050,387.68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35,065,569.57 2,050,387.68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5,065,569.57 2,050,387.68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1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

利润为：/�元。

公司负责人：李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元玲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子国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4年1一3月

编制单位：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4年第一季度 2023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54,253,024.34 202,769,381.74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5,052,667.38 9,095,066.5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637,717.70 1,893,310.0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2,943,409.42 213,757,758.3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5,988,086.21 44,807,171.56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5,075,829.34 29,607,125.05

支付的各项税费 9,049,478.48 18,816,762.3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208,726.55 14,540,196.2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3,322,120.58 107,771,25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78,711.16 105,986,503.1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3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388,911.3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6,814.16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2,405,725.5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8,800,887.13 71,505,779.07

投资支付的现金 78,666,805.25 480,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7,467,692.38 551,505,779.0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38,033.14 -551,505,779.0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037,873.7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720.83 1,015,279.37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124,080.3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132,801.18 21,053,153.0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32,801.18 -21,053,153.0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2,855.22 -13,700.5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10,623.98 -466,586,129.4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8,723,130.97 845,071,540.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6,212,506.99 378,485,410.53

公司负责人：李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元玲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子国

2024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3日

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8826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中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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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大风险。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

在的风险，敬请查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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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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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 截至2024年4月22日，公司总股本176,200,000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3,079,019

股后的股本173,120,981股为基数，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4,624,196.20元 （含税）, 占公司

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45.02%。

2023年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647,009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2,

689,889.6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占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68.51%。

综上，2023年度公司合计分红金额87,314,085.81元， 占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113.52%。

如在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

基数，公司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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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触媒 688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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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钟 赵克伟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区 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区

电话 0411-62395759 0411-62395759

电子信箱 ccgzq@china-catalyst.com ccgzq@china-cataly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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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特种分子筛及催化新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化工技术、化工工艺服务，应用领

域包括环境保护、能源化工等多个行业，是能够实现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的战略新兴材料。 公司坚持自主

研发与持续创新，自公司成立以来陆续推出多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同

时，公司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积极进行未来布局，利用积累的技术实力和研发力量，结合

募投项目和自投项目积极推进固定源脱硝分子筛、VOCs催化剂、 乙二醇催化剂等多种环保型新材料分

子筛及催化剂产品、间甲酚、高纯氧化硅、高纯氧化铝等精细化学品和TRH特种分子筛产品、铁钼催化剂、

镍铜催化剂、顺酐催化剂等金属催化剂产品的研发及量产落地。募投项目的实施，将在纵向上增强公司现

有业务的深度，横向上延伸行业服务跨度，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总体上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

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市场地位。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为特种分子筛及催化剂、非分子筛催化剂、催化应用工艺及化工技术服务三大类，应用

领域包括环境保护、能源化工等多个行业，其中特种分子筛及催化剂为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收入来源。非

分子筛催化剂系列包括金属催化剂及其他催化剂系列产品。 技术服务收入指公司为特种分子筛、催化剂

产品在下游市场生产过程提供的化工专利技术或化学生产技术。 公司主要产品及应用情况具体如下：

类别 应用领域 系列名称 主要产品名称 产品用途

特种分子筛及

催化剂系列产

品

环保行业 CHA结构分子筛系列

移动源脱硝分子筛 尾气处理，移动源尾气脱硝。

固定源脱硝分子筛

近年来在环保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尤其是在烟气脱硝领域发

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能源化工及精细

化工行业

钛硅分子筛系列

环氧丙烷催化剂

丙烯环氧化生产环氧丙烷的催化剂。 下游产品包括聚氨酯、丙二醇

等，终端产品包括家具、家电、汽车、涂料等。

己内酰胺催化剂

环己酮肟化生产己内酰胺催化剂。 下游产品为树脂、纤维，终端产

品主要为塑料及织造行业。

ZSM-35分子筛系列 烯烃异构化催化剂

C4、C5等低碳烯烃异构化生成异丁烯的催化剂。下游产品包括甲基

叔丁基醚（MTBE）、甲基丙烯酸甲酯（MMA）等，终端产品包括

汽油、树脂、涂料等。

ZSM-5分子筛系列 吡啶合成催化剂

用于醛（酮）氨法生产吡啶的催化剂。 终端产品包括医药农药、染

料、香料、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橡胶助剂等。

Y分子筛与β分子筛系

列

石油裂化分子筛

用于石油催化裂化与加氢裂化环节。 石油裂化主要用途为从重质

油生产汽油，是提高汽油等轻质油的产量和质量主要过程。

其他分子筛及催化剂

系列

吸附剂、烯烃水合催化剂、

MTO催化剂等

用于能源化工及精细化工行业多种产品生产制备过程的分子筛及

催化剂产品。

非分子筛催化

剂系列

金属催化剂及其他催

化剂系列

HDC催化剂 制备草甘膦催化剂。 终端产品包括多种除草剂。

乙腈合成催化剂、镍基加氢

催化剂等

用于乙腈合成、加氢等化学反应环节的催化剂产品。

双氧水催化剂

用于蒽醌法生产双氧水的过程中，主要采用氧化铝球为载体，负载

钯金属。

镍铜催化剂 用于加氢合成、氧化、脱氢等化学反应的催化剂产品。

铁钼催化剂 用于氧化、硫化、脱氢等化学反应的催化剂产品。

顺酐催化剂 用于烷烃氧化制取顺酐的催化剂产品。

催化应用工艺

及化工技术服

务

为特种分子筛、催化剂产品在下游市场生产过程提供化工专利技术或化学生产技术、工艺路线，例如HPPO法环氧丙烷生产工艺包、丁酮肟生产

工艺包、甲氧基丙酮生产工艺包等。

1.特种分子筛及催化剂

分子筛催化剂是指以分子筛作为主要活性组份或主要载体的催化剂，又称沸石催化剂。 特种分子筛

以特定晶型为基础，通过载体支撑微观分子级别的孔道结构，并对活性组分和助催化剂进行选择性担载。

不同晶型的分子筛载体对不同活性组分及助催化剂有担载选择性，根据不同分子筛的特性，能够进一步

加工生产成为不同用途的催化剂，即使同一种晶型的分子筛，也能够进行不同改性处理适用于不同的催

化反应过程。分子筛催化剂作为固体催化剂，易于回收处理，且无毒无味、无腐蚀性，是环境友好型的新型

催化材料。

与其他多相催化剂（例如金属氧化物催化剂、金属催化剂等）相比，特种分子筛及分子筛催化剂具有

更高的价格和利润率，因为它们具有更高的性能与成本优势，在所服务的应用中提高了所需产品的产率

和选择性。因此，对终端用户和催化剂公司来说，特种分子筛的研发应用及扩大特种分子筛的使用范围将

继续成为企业投资的优先事项。 目前，分子筛催化剂广泛运用于节能环保、能源化工、精细化工等领域。

(1)环保行业应用产品：CHA结构分子筛

在环保行业领域，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尾气处理环节，如下图所示：

尾气脱硝是指脱除或降低燃料燃烧排放的氮氧化物的过程。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柴油车等移动

源尾气排放的脱硝处理，主要产品类型为CHA结构分子筛，可以满足国六阶段排放标准。 国六标准是全

球范围内最严苛的排放标准之一，进入国六阶段后，国内的排放指标将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地区的同级

别排放标准相当，部分指标甚至更为严苛。 此外，公司已完成针对钢厂、电厂及化工厂等固定源尾气脱硝

分子筛的工业化应用，主要产品类型为CHA结构分子筛等。

(移动源脱硝分子筛

公司研发生产的移动源脱硝分子筛为基于CHA结构分子筛制备的新型环保产品。 CHA结构分子筛

指骨架代码为CHA，具有菱沸石结构的特种分子筛，该类分子筛具有特殊的孔道结构，在担载特定金属

组分（如铜）后，能够高效去除汽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 公司通过不断改进产品配方、优化生产工艺过程

进行优化，目前已获得工艺成熟、质量稳定的大批量工业化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客户对不同应用领域的技

术要求。 该产品在国际市场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主要客户涵盖巴斯夫、喜星等国际知名化工企业，并已建

立了稳定、长期的商业合作关系。

(固定源脱硝分子筛

固定源脱硝分子筛主要应用于固定源尾气处理， 与汽车尾气催化应用中的移动源脱硝应用原理相

似，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到大气中的氮氧化物数量较大，是城市或工业区大气的重要污染源。工业生产过

程中排放废气的工厂很多，主要包括电力行业和以玻璃行业、水泥行业、陶瓷行业、钢铁行业、焦化行业等

为主要污染源的非电力行业，随着我国对生态环境建设要求的不断提高，大气污染的有效防治已成为发

展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需求。 公司的固定源脱硝分子筛已形成技术储备，产品已经实现销售。

公司掌握以上产品整个工艺流程的生产技术，并具备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 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尤

其是汽车尾气及工业尾气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国家节能环保、碳中和等相关环保政策的深入推进，

工业废气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由上述分子筛制备而成的脱硝催化剂，在固定源和移动源脱硝方面

具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2)能源化工及精细化工行业应用产品：钛硅分子筛系列、ZSM-35分子筛系列、ZSM-5分子筛系列、

Y分子筛与β分子筛系列

在能源化工及精细化工行业领域，公司生产的产品能够应用于煤化工、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的多个反

应过程和处理环节等。 报告期内，公司在能源化工及精细化工领域的产品主要应用于己内酰胺、环氧丙

烷、吡啶等化工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烯烃异构化、石油裂化过程。 公司在上述领域的产品技术水平较高，

均为市场所需的技术迭代产品，其中环氧丙烷催化剂、吡啶合成催化剂已于部分客户中实现了对国外进

口产品的替代，石油裂化分子筛已实现向巴斯夫等国际优质客户进行销售。 公司对现有产品进行不断改

进升级的同时，也积极研究开发各类新型产品，拓展产品应用领域，逐步扩大产品在能源化工及精细化工

领域的应用范围，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钛硅分子筛系列（环氧丙烷催化剂、己内酰胺催化剂等）

钛硅分子筛是八十年代初开发的新型杂原子分子筛，能够应用于石油化工行业的众多温和氧化有机

合成反应。 以钛为活性中心的分子筛具有优异的催化氧化性能，在以过氧化氢或烷基过氧化氢为氧化剂

时，能够参与烯烃的环氧化、芳烃羟基化、醛酮氨肟化、烷烃氧化等许多重要的反应，被普遍认为是环境友

好的绿色催化剂。公司生产的钛硅分子筛及以钛硅分子筛制备而成的催化剂主要应用于烯烃环氧化与酮

氨肟化两个过程，主要作为环氧丙烷与己内酰胺生产过程中的催化剂。

环氧丙烷和己内酰胺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外化工企业掌握制备己内酰胺与环

氧丙烷的核心技术，尤其是催化剂的制备技术。长期以来，昂贵的国外催化剂价格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成

本压力，成为了限制我国相关行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公司投入大量科研力量，成功攻克了己内酰胺催

化剂生产制备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难题。 该产品以钛硅分子筛为主要原料，具有结构稳定、结晶度高、产品

一致性好等特点，在工业实际化生产过程中体现出低成本、高活性和高稳定性的产品优势，得到了客户的

广泛认可。

公司的钛硅分子筛除能够用于己内酰胺催化剂外， 还能够用于HPPO法环氧丙烷的工业生产过程

中。HPPO法为先进、环保的环氧丙烷制备方法，但技术较为复杂，对催化剂要求较高。公司生产的环氧丙

烷催化剂成功打破了国外化工企业的技术壁垒，在国内大型环氧丙烷制备企业中得到应用，且催化效果

良好，江苏嘉宏新材料有限公司40万吨/年HPPO装置于2023年开车运行成功，并通过该装置满负荷性能

运行完成验收。公司成为国内少数拥有自主技术的HPPO法催化剂生产企业之一，并拥有HPPO法环氧丙

烷生产工艺，能够为客户提供从工艺技术路线到最终产品的全套工艺技术服务。

(ZSM-35分子筛(烯烃异构化催化剂等)

ZSM-35分子筛为一种能作为酸性催化剂应用的分子筛，可广泛用于烃类的转化过程，例如异构化、

聚合、芳构化和裂化等，此外，也能够应用于重整液和石脑油的改质、催化裂化以及燃料油降低倾点等过

程，拥有广泛的应用市场。 公司生产的ZSM-35分子筛及以ZSM-35分子筛制备而成的催化剂主要应用

于烯烃异构化反应，主要作为异丁烯生产过程中的催化剂，异丁烯的下游产品涉及多个行业，分布农药、

汽油添加剂、香料、医药中间体、有机玻璃、橡胶等多个行业，在市场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ZSM-5分子筛系列（吡啶合成催化剂等）

ZSM-5分子筛为石油化工领域的重要分子筛之一，在柴油临氢降凝、加氢裂化、催化裂化、择形催

化、低烃烷基化、异构化、芳构化、脱蜡降凝等领域均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 公司具备ZSM-5分子筛及其

催化剂的制备技术， 公司生产的ZSM-5分子筛及以ZSM-5分子筛制备而成的催化剂主要应用于醛

（酮）氨法制备吡啶，主要作为吡啶及吡啶下游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催化剂。吡啶是目前用途开发最多的杂

环化合物之一，吡啶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染料、香料、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橡胶助剂及合

成材料等领域，用途广泛。

随着环保和能源问题的日益严峻，ZSM-5分子筛在石化、化工、环保等领域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广阔。

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ZSM-5分子筛的制备和应用技术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为人类的生产

和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效益。

(Y分子筛、β分子筛（石油裂化催化剂等）

Y型分子筛是用途广泛的大孔沸石，在能源化工行业的多种催化剂（如催化裂化催化剂、加氢裂化催

化剂）中作为重要活性组元，其物化性质和产品性能可在大范围内调变。

β分子筛在石油化工与精细化工领域应用广泛，具有很高的加氢裂化、加氢异构化催化活性和对直

链烷烃的吸附能力，并有良好的抗硫、氮中毒能力，β分子筛也可以与特定Y型分子筛联合使用，提高汽油

辛烷值。

催化剂在石油炼化中的裂化、加氢、重整等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石油炼化过程中各产品的转化

率、油品质量、杂质比率均与催化剂质量有关。炼油技术中广泛应用于生产轻质和清洁油品的技术主要为

加氢技术，是重要的炼油工业二次加工技术，是未来我国炼厂鼓励的发展方向。 加氢裂化反应可以分为渣

油加氢裂化、 馏分油加氢裂化和重油加氢裂化。 加氢裂化的主要催化剂以ⅥB族和Ⅷ族金属元素的氧化

物、硫化物或贵金属为主，而主要的载体以Y型、β型分子筛为主。 公司生产的Y型、β分子筛及以Y型、β

分子筛制备而成的催化剂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行业中催化裂化、加氢裂化的反应环节。

（3）其他分子筛及催化剂产品

除上述分子筛系列产品外，公司还掌握多种其他分子筛及催化剂产品的生产制备技术，如用于烯烃

环氧化的Ti-MWW分子筛系列、 用于制备二甲醚的RTH型结构分子筛系列、 用于制备脱硝催化剂的

AEI结构分子筛系列，以及用于煤化工领域的甲醇制烯烃催化剂、甲醇制丙烯催化剂等。

2.非分子筛及催化剂

除分子筛外，能够作为催化剂活性组分的材料还包括金属、金属氧化物、金属硫化物等；能够作为催

化剂载体的材料还包括金属氧化物、活性炭、有机分子等。为说明方便，将公司生产的载体、活性组分均不

包括分子筛的催化剂统称为非分子筛催化剂。 目前公司生产的非分子筛催化剂主要为HDC催化剂，用于

制备草甘膦催化剂。 草甘膦是一种高效、广谱、无公害、安全的非选择性芽后除草剂，由于其非选择性、无

残留灭生性的特点，在杀死杂草的同时不伤害作物，被广泛用于橡胶、桑、茶、果园及甘蔗地，随着百草枯

等产品逐步退出市场，以草甘膦为主的除草剂替代需求持续递增，这将带动整个产业链进入高速发展周

期。 公司生产的HDC催化剂能够有效提高原料转化率，产品在我国国内市场具有技术领先优势。 除HDC

催化剂外，公司的非分子筛催化剂产品还包括用于加氢反应过程的镍基、铜基、贵金属基催化剂，用于氧

化、硫化、脱氢反应的铁钼催化剂，用于烷烃制取顺酐的顺酐催化剂，以及用于蒽醌法生产双氧水过程中

的双氧水催化剂。

3.催化应用工艺及化工技术服务

除分子筛及催化剂外， 公司在多年的技术开发研究过程中掌握了多种化工产品的核心工艺技术，能

够为特种分子筛及催化剂在下游产品的应用过程提供技术许可和工艺包等技术服务。公司具有多种工艺

包产品的核心技术，包括HPPO法环氧丙烷生产工艺包、丁酮肟生产工艺包、甲氧基丙酮生产工艺包等。

工艺包技术成熟，在市场上具备较强竞争力。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取“以产定购”的自主采购模式。 生产部根据生产计划向采购部提交采购申请，采购部在确保

产品及时供应的同时，随时关注市场变化，通过集中采购、错峰采购等方式，制定合理采购计划，采购计划

包括原材料名称、数量、技术指标等要求，采购部会根据最终的采购计划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并使用

ERP系统对采购整体工作流程进行管理，不断降低采购成本。

在供应商的选择方面，公司建立了原材料的合格供应商管理制度，引入竞争机制，不断开发新的、有

潜力的供应商进行验证，为生产持续保供。 基于合格供应商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了主要物资的招标、比价议

价采购制度。 公司重要原材料和设备等物资基本以国内采购为主，对采购物资进行产品质量、定价结构、

技术先进程度、配送及服务等多维度考评，与多家供应商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以保证公司主要原材料供应

的安全。

2.�生产模式

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原则进行排产。生产部依据销售部的订单需求结合公司的经营目标制

定生产作业计划，生产部根据生产作业计划编制开车计划，提出原材料、设备配件、包装物等需求，相关部

门按需求准备。 生产车间按照工艺要求、操作规范进行生产工作，各产品经过检验分析合格后，办理产成

品入库手续，等待发货。

生产部需要协调采购部、研发部、质量管理部、EHS部、仓储物流部等各部门共同协作，完成公司产品

生产。 公司以自主生产为主，外协加工为辅。 公司拥有覆盖全工艺流程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公司主要产品

核心工艺环节均由公司自主生产。因不同工艺步骤的产能有所差异，为提高生产效率和设备利用率，实现

产能的最大化，公司在订单较多且部分工艺环节产能不足时，会通过外协加工完成部分生产步骤以保障

产品的及时供应。

3.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直接销售模式，强化以技术为先导、商务全面推进的主导思想，一般采取销售和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技术推销、参加采购方竞标、专业网站推广、合作伙伴推荐等渠道销售。 除直接销售分子筛及催化

剂产品外，公司还能够提供工艺技术（包）解决方案及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产品、技术支持和工艺技术

优化方案。

公司通常与大集团客户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原则上确定销售产品类型、主要技术指标、保密责任、结

算方式、质量保证违约责任等条款，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公司根据客户采购需求及月（季）度订单进行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与客户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对相关产品形成稳定销售渠道。为规范销售组织

架构，合理安排职能分工，构建科学高效的工作流程，公司将全面加强技术市场团队及销售商务团队的建

设，做到技术线、商务线双线并举，协同共进的发展态势。

4.研发模式

公司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围绕公司整体战略规划通过自主研发分子筛及催化剂新产品、自主

研制设计化工工艺路线，形成了科研、生产、市场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机制。 同时，公司与科研单位、高校、客

户等外部单位建立了良好的研发合作关系；并通过与下游客户联合研发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化工技术

和生产工艺的问题，并为其开发创新性解决方案。

公司制定了《项目立项管理办法》、《设计和开发控制程序》、《研发费用管理制度》、《知识产权管理

制度》等制度及研发管理内部控制流程，建立了以技术委员会为核心，研发部为执行机构，质量管理部、销

售部、生产部等其他部门协同支持的研发平台。公司还聘请了行业内知名专家担任技术顾问，为公司研发

活动提供指导意见。公司相当重视研发工作，研发部是公司研发的归口管理部门，由董事长李进先生亲自

领导，对研发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在具体研发项目上，研发部负责完成小试和中试研究及产品

的持续改进，最后生产部负责组织产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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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业的发展阶段

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行业发展的推动，催化剂行业迅速崛起，市场规模也不断扩大，催化剂作为化

工、制药、能源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市场需求量日益增加。 目前催化剂行业领先企业主要为国际大型化

工企业，在大部分催化领域我国仍与国外存在较大技术差距。 国外化工企业具备先进催化剂的知识产权

与工业化生产能力，长期以来，我国环保、能源化工及精细化工行业对国外催化剂的依赖较为严重，随着

我国相关产业规模的扩大，进出口金额总体保持整体上升的趋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程逐步深化，对关键领域自主知识产权日益重视，涌现出了一批具

备较强科研与生产能力的催化剂研发制造企业， 其部分产品已经能够实现进口替代并得到市场认可，国

产催化剂产品质量与技术含量的提升使得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具备较强的竞争力。随着国内环保政策趋

严，国家节能环保、蓝天保卫战、国六排放标准、“碳中和、碳达峰” 等政策深入推进，以及钢铁冶金、能源

化工、火电等分子筛相关产业自身发展需要，分子筛在国内环境治理等新兴市场和钢铁石化煤化工等传

统市场需求呈现多点共振，蓬勃发展的局面，在较长期限内，催化剂产品的国产替代过程已然成为我国催

化剂行业发展的主要趋势。随着更多催化剂产品逐步实现国产化，国内催化剂市场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行业的基本特点

催化剂是石油化工行业的核心技术，被称为化学工业的“芯片” ，催化剂产品的生产技术涉及材料科

学、结构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催化、自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具有多学科、相互渗透、交叉应用的特点，

被广泛应用于炼油、化工、制药、环保等行业。催化剂拥有极强的认证壁垒，培育和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是

催化剂企业保持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地位的关键。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工业催化剂生产企业已经建立了

较大的业务规模，形成了完善的业务体系，培育了成熟的客户群体，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并推动企业生

产成本的降低和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3.行业的主要技术门槛

催化剂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往往需要根据不同行业和客户进行定制，企业首

先需要了解用户的需求和工业技术的发展情况，再经过基础研究开发等多个环节，逐步进行工业放大试

验和工业应用试验，最终实现产品和技术的工业应用。因此，获得催化剂产品的技术突破需要进行长期的

培育和积累，而将技术成果转变为工业化产品生产则需要更为长期的科学研究和经验积累。 往往细微的

差别就可能导致较大的影响，产品从送样到完成工艺验证需要较长时间，这就导致行业内企业的市场拓

展难度较大。

先进的催化剂属于材料领域的高端行业，其生产技术具有一定的专用性和特殊性，技术难度较高，也

产生了较高的技术壁垒。 并且下游产业对催化剂性能要求较高，需要催化剂产品具有小晶粒纳米尺寸、纳

米结构，要求具有高活性、高选择性、高稳定性、长寿命，因此，除了攻克技术成果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瓶颈

以外，还需要能够根据生产企业的要求设计并生产出满足特定企业的催化剂产品，这将对企业的科研及

生产技术提出更为严苛的要求。 因此优秀的催化剂企业需要不断通过产品研发进行技术迭代，才能引领

行业和下游产业发展。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移动源尾气脱硝分子筛、用于能源化工及精细化工行业的多种分子筛

及催化剂、非分子筛催化剂以及催化工艺及化工技术服务等。移动源尾气脱硝分子筛方面，公司客户为巴

斯夫，巴斯夫为全球知名的化工企业，且为全球脱硝催化剂的主要供应企业之一。目前巴斯夫全球移动源

脱硝分子筛主要由公司供应，受益于我国国六标准的实施及全球其他国家尾气排放政策的趋严，中国、印

度、泰国、欧洲、南非等新兴市场将成为全球移动源脱硝分子筛的主要增量市场。 公司生产的移动源脱硝

分子筛产品能够满足全球现有移动源尾气排放规定的脱硝要求，北美与欧洲的移动源脱硝分子筛需求较

为稳定，市场规模较大，公司的移动源脱硝分子筛已实现向欧洲、南非、北美市场销售。随着尾气排放标准

的日趋严格，公司将拓宽自身在国际市场的发展空间，巩固公司在国外的市场地位。

公司在能源化工及精细化工行业分子筛及催化剂领域拥有多种成熟产品， 主要包括环氧丙烷催化

剂、己内酰胺催化剂、吡啶合成催化剂、异构化催化剂、双氧水催化剂、甲醛催化剂、移动源脱硝分子筛、石

油裂化分子筛等。 其中，环氧丙烷催化剂作为更为先进环保的HPPO法生产环氧丙烷的催化剂，上下游产

业链较长且应用领域较广，公司生产的HPPO法环氧丙烷催化剂将对目前产能占比较大的污染严重的氯

醇法实现技术替代，市场空间较大，公司以HPPO法环氧丙烷生产工艺包结合催化剂的方式向国内环氧丙

烷主要生产企业销售；己内酰胺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公司生产的已内酰胺催化剂为一种技术成熟的

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强，公司下游客户覆盖多个己内酰胺生产厂家；公司生产的吡啶合成催化剂主要作为

乙醛-甲醛氨合成吡啶的高性能催化剂， 市场前景广阔；ZSM-5分子筛吸附剂主要应用于成人纸尿裤产

品中，市场增长空间较大。 以上产品均具备较强质量与技术优势，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

除分子筛及催化剂外， 公司在多年的技术开发研究过程中掌握了多种化工产品的核心工艺技术，能

够为客户设计工艺技术路线并提供相应的工艺技术服务。 公司具有多种工艺包产品的核心技术， 包括

HPPO法环氧丙烷生产工艺包、丁酮肟生产工艺包、甲氧基丙酮生产工艺包等。 公司的工艺包技术成熟，

能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化工全产业链技术整体解决方案的工艺包，进一步增强客户粘性，在市场上具备

较强竞争力。

目前，公司已经构建完成了较为全面的催化剂产业链，具有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在特种分子筛及催

化剂、非分子筛催化剂领域具备较强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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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节能环保、“碳中和、碳达峰”等相关环保政策的深入推进，节能环保技术要求的不断提高，

化工行业不断向绿色化、环保化、节能化的趋势发展。 公司重视产品的技术升级与更新迭代，对报告期内

已形成销售的生产项目仍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改善产品质量并降低生产成本，主要项目包括脱硝分子

筛系列产品研发项目、钛硅分子筛系列产品研发项目、金属催化剂产品研发项目等。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

加强金属催化剂的技术储备，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除目前公司主要产品的持续研发投入外，公司在合理研判未来产品与市场趋势的基础上，积极进行

战略研发部署，由于公司特种分子筛产品以硅、铝为原材料，经过长期的研究探索，公司已经在高纯氧化

硅、高纯氧化铝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技术积累，这些技术积累不仅为公司提供了制造高品质、高性能产品的

基础，还为公司在硅铝新材料产业链上继续向下探索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公司已开展的“液相合成

法制备高纯石英砂技术工艺及放大项目” 被列入大连市重点科技研发计划项目拟立项名单，该人工合成

高纯石英砂项目对促进半导体、光伏等相关产业链的整体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会继续加强与国内外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和竞

争力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寻求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合作伙伴。 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

研发，实施国产替代，引领行业发展，实现更高效的生产和服务，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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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2,909,414,375.33 2,993,567,442.65 -2.81 1,308,763,28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635,522,877.54 2,639,760,442.27 -0.16 832,797,662.16

营业收入 549,877,486.08 680,662,044.74 -19.21 560,834,78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6,912,012.58 151,806,457.92 -49.34 133,671,64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689,834.76 128,162,946.96 -58.11 128,936,93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6,663,602.39 53,248,700.39 100.31 138,610,166.25

加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2.89 6.61 减少3.72个百分点 1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90 -51.11 1.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90 -51.11 1.0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8.64 7.28 增加1.36个百分点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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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07,936.50 113,681,880.56 127,257,332.11 185,530,33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0,387.68 37,166,674.73 4,060,692.31 33,634,25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30,558.52 33,255,898.64 3,588,193.40 15,615,184.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986,503.17 -18,807,156.23 -16,048,719.84 35,532,9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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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7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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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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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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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触媒集团有限公

司

0 46,031,000 26.12 46,031,000 46,031,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有 法

人

李进 0 11,485,000 6.52 11,485,000 11,485,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刘岩 0 10,380,841 5.89 10,380,841 10,380,841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王婧 0 10,380,841 5.89 0 0 质押 3,150,000

境 内 自

然人

桂菊明 0 5,473,000 3.11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刘颐静 0 5,207,000 2.96 5,207,000 5,207,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大连中赢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0 4,396,000 2.49 4,396,000 4,396,000 无 0 其他

石双月 0 4,378,000 2.48 4,378,000 4,378,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杨志龙 152,500 3,792,500 2.15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魏永增 0 3,555,000 2.02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触媒集团、李进、刘颐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中触媒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李

进、刘颐静，李进和刘颐静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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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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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87.7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691.2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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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88267� � � � � � � �证券简称：中触媒 公告编号：2024-027

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5月1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5月16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区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学术报告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5月16日

至2024年5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8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

已于2024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上予以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7、8、9、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九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触媒集团有限公司、李进、刘颐静、刘岩、石双月、李永宾、大连中赢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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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下转B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