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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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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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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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2,270.2739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2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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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箭科技 股票代码 30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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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玲 王曼婷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大道西B333号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大道西B333号

传真 0757-2808�2243 0757-2808�2243

电话 0757-2808�2476 0757-2808�2476

电子信箱 touziguanxi@dongjiancorp.com touziguanxi@dongjiancor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东箭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汽车智能、安全、健康、个性化定制等提升汽车驾乘体验的科技公司，主要从事车

侧承载装饰系统产品、车辆前后防护系统产品、车载智能座舱控制系统产品、车顶装载系统产品及车辆其他系

统产品的工业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不同产品系列分别应用于汽车后市场改装和汽车前装整车配套，广泛

应用于SUV、轿车、MPV、越野车、皮卡等各类车型，并适配众多传统动力汽车品牌和新能源汽车品牌。

公司主要产品类别包括车侧承载装饰系统产品、车辆前后防护系统产品、车载智能座舱控制系统产品、车

顶装载系统产品及车辆其他系统产品，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 应用场景

1 车侧承载装饰系统产品 汽车踏板、侧杠、轮眉、车侧其他品类

前装整车配套

后市场改装

2 车辆前后防护系统产品

汽车前后杠、防翻架、泵把、包围套件、拖车架、后尾箱

盖、车身储物背包、其他防护品类

前装整车配套

后市场改装

3 车载智能座舱控制系统产品

汽车智能踏板、智能尾门开启系统、电动侧开门（电动

限位器）、电动剪刀门、智能车载空气净化器、电动卷

帘盖、智能折叠后视镜、智能电吸门、智能并线辅助、

智能其他品类

前装整车配套

后市场改装

4 车顶装载系统产品 汽车行李架、行李框、车顶其他品类

前装整车配套

后市场改装

5 车辆其他系统产品

备胎罩、尾气管套、扰流板、3E车内净化、引擎卫士及

其他

前装整车配套

后市场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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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2,757,294,701.24 2,721,235,372.59 1.33% 2,699,294,26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15,368,635.29 1,562,242,983.78 3.40% 1,516,899,723.95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2,044,541,516.81 1,767,177,121.13 15.70% 1,636,316,35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0,695,402.39 85,518,994.44 64.52% 115,854,40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725,279.29 114,586,574.51 21.07% 80,653,43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4,862,690.94 260,130,564.59 13.35% 125,426,314.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 65.00%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 65.00%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6% 5.55% 3.31%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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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462,081.62 492,524,179.09 543,462,418.18 603,092,83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14,569.65 47,887,366.66 42,875,427.20 14,918,03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134,257.27 49,932,759.30 37,824,526.18 21,833,73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120,129.52 126,884,104.94 67,893,833.03 50,964,6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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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34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5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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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永涛 境内自然人 25.52% 107,867,631 107,044,131 不适用 0

广东东箭

汇盈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8% 65,448,000 65,448,000 不适用 0

马汇洋 境内自然人 11.23% 47,456,999 47,456,999 不适用 0

罗军 境内自然人 5.21% 22,016,483 17,717,837 不适用 0

新余东裕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4% 14,526,184 14,526,184 不适用 0

夏炎华 境内自然人 2.88% 12,158,784 12,158,784 不适用 0

余强华 境内自然人 2.71% 11,442,503 0 不适用 0

上海泓成

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6% 9,554,040 0 不适用 0

上海聚澄

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6% 9,538,042 0 不适用 0

陈梓佳 境内自然人 1.42% 6,000,058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汇盈投资为马永涛控制的公司，马永涛与马汇洋系叔侄关系，新余东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马汇洋

及马永江(马永涛之胞兄)持有 93.19%合伙份额且马永江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企业，上海泓成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聚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陈金霞控制的企业。

除上述股东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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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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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概况

东箭科技聚焦“一体两翼” 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聚焦汽车产业做大做强，积极推进“全球主机厂业务发展

战略” 和“全球汽车改装发展战略” 的落地实施。 公司坚持长期、稳健、聚焦主业的发展理念，经过多年的国内

外市场发展，形成“两大体系” 下设“四大业务板块” 的基本业务结构。“两大业务体系” 是指全球主机业务体

系和全球汽车改装业务体系，其中，全球主机业务体系，按产品品类划分为两大业务板块，即外饰结构件主机

业务板块和电子智能品类主机业务板块；全球改装业务体系，按市场区域划分为海外改装业务和国内改装业

务两大细分业务板块。

2023年，公司以“聚焦一一转型一一探索” 为年度战略主题，全面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守住经营底

线、把控经营风险，推动公司各业务板块高效融合运营、调整运营架构，着力提升业务板块运营效率；同时积极

探索主营品类的新业务模式，摸索海外业务新机会。

2023年，随着海外市场业务的回暖，以及国内汽车零部件配套业务的密集量产交付，公司经营业绩创新

高，营业收入突破20亿元，达到20.4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7%，其中，国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11.67亿元，同

比增长24.77%，海外市场实现营业收入8.78亿元，同比增长5.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1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4.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07%，基本每股收益为0.3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

（二）报告期经营情况概述

1、汽车改装业务

公司汽车改装业务体系主要为国内外汽车售后改装市场提供个性化外饰件、智能加装件、功能改装件等

改装品类，涵盖前后杠、前后泵把、行李架、踏板、侧杠、轮眉等多品种、多品类的户外休闲、越野改装产品以及

电动踏板、电动尾门等电子电动品类。 公司汽车改装业务体系，按业务区域划分，包括海外改装业务、国内改

装业务两大细分业务板块。

2023年，公司汽车改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12.2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34%，其中，海外改装业务实现

营业收入约8.78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5.49%， 国内改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3.42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49%。

（1）海外改装业务

随着海外主要市场回暖，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宗原材料、海运费等因素在报告期内相对稳定，公司

海外改装业务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利润双增长，毛利率同比提升约11个百分点，盈利水平改善明显。

市场端：北美、欧洲核心市场回暖。 2023年，公司在北美、欧洲等地区的主要客户收入同比均有不同程度

的增长，有效拉动海外市场整体收入提升，特别是随着欧洲汽车市场回暖，侧杠等传统品类需求增加，叠加适

配新RANGER铝卷帘等新品的量产，公司在欧洲市场的部分主要客户收入同比增长超过70%。

客户端：核心大客户粘性强，确定性、成长性较高。 2023年，公司核心客户“去库存” 结束，大客户订单恢

复加速，主要大客户全年销售收入同比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产品端：传统品类销售稳定，新品类有望接力发展。海外改装传统品类如侧杠、泵把、前后杠、常规踏板、行

李框、尾箱盖等传统结构件品类销量长期稳定、坚挺。 2023年，公司电子智能品类在海外市场实现阶段性突

破，电动踏板、电动卷帘（尾箱盖）、电动侧开门等电子智能品类持续探索、攻坚海外市场，并在部分国家或地

区取得专利技术和项目突破，其中，一项踏板相关专利取得加拿大专利授权，四项电动侧开门相关专利在日

本获得专利授权。

制造端：精益降本项目与数字化工厂建设同时推进，阶段性成果显著。 产线、工序精益整合成果突出，通

过生产场地的精益布局与生产产线的精益化改造，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工厂建设，大大提升生效效率，实现精

益制造降本。 2023年，公司启动传统品类生产车间数字化工厂I期建设工程，并于年底顺利完成数字化工厂评

审验收。 通过提高传统产线的自动化设备应用水平，持续提高数字化、智能化生产能力。

（2）国内改装业务

公司国内改装业务以销售渠道划分，主要分为4S店集团、车企定制改装、经销商、代理商和C端门店等渠

道。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稳定传统业务渠道规模，全力拓展新渠道。

传统渠道：2023年，公司以“保规模、提效率、增利润” 为4S渠道业务战略主题，围绕核心4S集团客户，聚

焦增量稳定的豪华车型，开发适配品类，盘活存量客户，赋能4S集团客户深入开展一系列产品“众筹” 活动，

提供从培训到产品、服务、SAAS系统支持整套众筹方案，众筹活动单店、单次产值取得较大突破，从产品、服

务和售后质量的全方位支持和服务，稳定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

新渠道拓展：一方面积极抓住“车企定制” 改装业务新机遇，一方面，加速拓展明星品类经销商。“车企定

制” 改装方面，公司深度参与若干“车企定制款” ，并实现顺利交付，获取新的业务增长机会。 目前，“车企定

制” 改装逐步从越野车“共创车型” 拓展至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官方改装精品。 报告期内，车企定制改装业

务增长显著。 经销商拓展方面，报告期内，明星品类电动尾门、电动踏板、前后包围等产品新增后市场经销商

68家。

终端改装门店：2023年，在终端改装门店业务拓展方面，以打造“版本车” ，结合线上运营等方式，助力门

店渠道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自营改装门店（昆明店）和合资改装门店（成都店）已逐步在区域内形成一定口

碑和市场竞争力。

品牌运营方面：线上、线下推广双轮驱动。 线上推广方面，公司通过各大短视频、长视频等运营平台、自媒

体等渠道，建立细分品类或区域运营账号，发布产品推介和行业信息，提高品牌和行业信息覆盖面；线下推广

方面，通过参加产品展会和推广产品众筹等活动，提升品牌曝光度，逐步将公司旗下“御品” 、“锐搏” 等品牌

从B端向C端品牌延伸。

2、汽车前装配套业务

公司汽车前装配套业务，根据产品特点，主要分为外饰结构件品类主机业务和电子智能品类主机业务，其

中，外饰结构件品类主机业务，主要运营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维杰汽车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要为整车厂提供

个性化外饰结构件产品，涵盖车顶行李架、防滚架、车侧踏板、备胎罩、尾气管套等品类；电子智能品类主机业

务，主要为座舱智能开闭控制系统产品，涵盖电动侧开门系统、电动尾门系统、电动踏板、电动剪刀门系统等品

类。

2023年，公司汽车前装配套业务实现总营业收入约7.8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22%，其中外饰结构件品

类主机业务（维杰汽车）实现营业收入约6.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7.04%。报告期内，维杰汽车营收、利润同

比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是维杰汽车聚焦皮卡、硬派SUV、城市SUV等车型，伴随着长城坦克等定

点车型的销量增长，维杰汽车配套的相关产品销售收入增长显著；二是新能源汽车定点客户量产加速，营收同

比大幅增长；三是新业务、新产品顺利量产，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1）调结构，把节奏：板块运营管理深度融合

2023年，公司前装配套业务的战略重点聚焦“调结构、把节奏” 。 考虑到公司前装配套业务体系中，维杰

汽车、东箭智能等业务主体间存在较多的客户资源共享、品类开发共享等互利共赢机会与内部管理互相赋能

的作用，特别是维杰汽车在前装主机厂业务已有多年的运营、管理经营，内部管控能力较强，能够有效地为东

箭智能提供内部管理赋能，快速提升东箭智能的内部运营效率，因此，公司于2023年10月收购东箭智能的少

数股权，并逐步推进两大主机业务板块的运营管理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主机业务板块的内部运营管理、增

强运营效率。

（2）聚焦“三核心” ：核心客户、核心品类、核心车型

2023年，随着国内汽车产销量创新高，汽车产业链的竞争亦日渐激烈，公司前装配套业务着力建设核心

产品能力，聚焦核心车型，核心客户，打造细分赛道竞争力。 在外饰结构件方面，聚焦硬派越野车型，全面推进

主流车企的硬派越野车型技术交流，驱动主营核心业务意向项目数量大幅增长。 在电子智能品类方面，聚焦

电动侧开门、电动踏板等核心品类的产品能力建设，提升产品迭代能力。

（3）“双提升” ，促转型：从零件制造商逐步向产品方案的解决商转型

2023年，公司前装配套业务体系着力推进产品开发能力与开发效率双提升，引领该业务体系从传统的零

部件制造商向主机厂产品方案解决商转型，由外饰结构件与电子智能件的融合，为客户提供“全系列品类” 解

决方案，提升公司主机业务的竞争力。

（4）持续攻坚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体系内多家企业荣获省级、国家级等多项认证与荣誉

2023年，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究攻坚与技术成果转化，构建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先后获得多项省级、国

家认证，其中全资子公司东箭智能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认证；全资子公司维杰汽车、东箭智能报告期内

纷纷获得“广东省创新型中小企业” 、“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等称号。东箭科技荣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颁发的“先锋企业百强榜” 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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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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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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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16,681,944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27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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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发电气 股票代码 3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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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光辉 王瑞瑾

办公地址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

展二路15号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

展二路15号

传真 022-60128001-8049 022-60128001-8049

电话 022-60128018 022-60128018

电子信箱 zhengquan@keyvia.cn zhengquan@keyvi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轨道交通牵引供电及其自动化领域， 主营业务为电气化铁路及城市轨道交

通牵引供电系统核心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牵引供电系统的咨询、设计、安装、调试和服务业务，具备

为客户提供从咨询设计到交付全套解决方案的能力。

国内市场中，公司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化系统中的综合监控系统（控制中心及站级综合监控系统、电力监

控系统和环境机电设备监控系统）和综合安防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周界及集中报警系统）、直流

供电系统、机车车辆控制零部件等产品已在多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中得到成功应用；铁路供电自动化系统中

的供电调度自动化系统（牵引电力调度系统、供电维修信息管理系统、远方监控装置）、综合自动化系统（牵

引供电综合自动化系统、铁路配电综合自动化系统、电站环境在线监控系统）、供电自动化监测装置（变电站

自动化检测装备）等系列产品已应用于高铁、客运专线以及常速电气化铁路，覆盖全国各铁路公司。

国外市场中，全资子公司德国RPS的轨道交通供电业务及接触网业务在德国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并延伸

到欧洲、亚洲、北美、澳洲等地区的多个国家。

公司主营产品及其用途如下表所示：

产品领域 用途

铁路供电自动

化系统

牵引供配电变电所、开闭所、分区所、AT所的保护、控制、测量、信号和通信功能，并根据工程需求可配套环境安全监控

和电气设备在线监测设备用于远方监视及高压设备状态监测诊断。

分布式过程监控调度指挥系统，具备对铁路电气化牵引供电、铁路电力供电（车站负荷开关、信号电源及其它供电等）

的现场设备测量、控制、调度和管理、抢修指挥功能，保障列车运行的供电要求。

电动隔离开关及负荷开关、 箱式变电所、10kV环网柜控制、 测量、 信号、 通信功能采用远方测控装置

（RTU/FTU/STU）承担。

城市轨道交通

自动化系统

ISCS基于同一个软件平台集成或互联地铁各专业自动化子系统，满足对地铁各专业中央和车站监控以及全线各子系统

连锁互动的要求的集成化监控调度管理的应用。

PSCADA提供变电所保护、控制、测量、通信管理功能。

BAS为保证自动化及节能要求，实现对空调、风机、电梯、给排水泵、消防联动等进行监视、控制和管理。

实现对轨道交通全线车站、车辆段的设备和管理用房、出入口、站台、站厅、票务室等重点区域的实时视频监控、出入管

理、登记、入侵探测、紧急告警等功能。

轨道交通供电

检测装备

检测设备以高压测试车、二次测试车、电能质量分析装置、大电流测试装置等为主，测试车以汽车为载体，并以计算机为

控制系统，控制模块式测试仪器组成集成化的综合测试装置，以搭积木的形式合理布置于车内，便于拆装和搬运。 通过

外部引线及附件将被试设备与测试系统相连，由计算机控制完成全部试验工作并自动生成标准试验报告，给出测试结

论。

直流开关柜系

统

应用于地铁及轻轨、有轨电车1500V及750V直流牵引供电系统，为电力机车提供可靠供电保障。

轨道交通机车

车辆控制系统

磁轨制动：采用电磁原理对机车进行制动控制，具备结构紧凑、体积小的特点，可以满足制动力大，制动距离短的要求。

司控器：司机用来操纵机车运行的主令控制器，用来控制机车的运用工况和行车速度。

轨道交通柔性

直流牵引供电

系统

基于能量路由器、双向变流器和智能协同控制的新一代城轨柔性直流供电技术，具有灵活调控牵引供电系统电压和功

率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牵引供电系统运行机制，为城轨牵引供电方式变革和构建未来智能轨道交通供电系统提供了

崭新的解决方案，对响应国家能源技术创新战略、全面推进轨道交通节能环保转型、促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RPS轨道交通供

电系统业务

为高速铁路、高速客运专线、普速电气化铁路及地铁、轻轨提供供电系统的方案设计、应用设计、部分关键设备制造、集

成供货、安装调试、咨询及服务。

RPS轨道交通接

触网业务

为高速铁路、高速客运专线、普速电气化铁路及地铁、轻轨提供接触网系统的方案设计、应用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集

成供货、安装调试、咨询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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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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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9,732,593.8

9

2,902,472,993.3

1

2,902,573,186.2

2

6.79%

2,830,045,328.8

9

2,830,106,518.6

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781,232,510.3

5

1,558,674,343.0

9

1,558,774,536.0

0

14.27%

1,446,958,373.7

1

1,447,019,563.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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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736,647.2

6

1,913,739,673.6

0

1,913,739,673.6

0

4.55%

1,899,601,144.4

1

1,899,601,144.4

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6,307,273.67 88,954,309.06 88,993,312.22 8.22% 67,384,823.55 67,446,01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6,181,840.62 81,124,686.32 81,163,689.48 6.18% 57,488,308.17 57,549,497.9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7,111,155.99 114,861,608.12 114,861,608.12 89.02% 125,569,019.35 125,569,019.35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1 0.29 0.29 6.90% 0.22 0.22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1 0.29 0.29 6.90% 0.22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77% 5.88% 5.88% -0.11% 4.67% 4.6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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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号”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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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

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解释第16号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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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交易），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

资产的规定，企业在交易发生时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一一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分别确认相应的

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

以及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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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按照该

规定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2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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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所得税资产 61,189.75

递延所得税负债

未分配利润 61,189.75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 母公司

2023.12.31

/2023年度

2022.12.31

/2022年度

2023.12.31

/2023年度

2022.12.31

/202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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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994.85 100,192.91

递延所得税负债

未分配利润 100,994.85 100,192.91

所得税费用 -801.94 -39,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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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112,518.70 442,705,131.18 494,048,322.22 738,870,67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954,480.49 21,967,919.04 35,595,061.66 26,789,81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77,358.58 20,400,264.23 35,093,299.60 20,110,91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7,002,707.15 34,357,615.50 -41,408,899.43 281,165,1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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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6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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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祥洲

境内自然

人

16.22% 51,616,220.00 38,712,165.00 不适用 0.00

中国铁路

通信信号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53% 36,686,852.00 0.00 不适用 0.00

王伟

境内自然

人

5.46% 17,386,960.00 13,040,220.00 不适用 0.00

王勇

境内自然

人

2.83% 9,000,000.00 6,750,000.00 不适用 0.00

褚飞

境内自然

人

2.32% 7,390,600.00 0.00 不适用 0.00

陈正灿

境内自然

人

2.00% 6,351,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张忠杰

境内自然

人

1.79% 5,683,320.00 4,262,490.00 不适用 0.00

张刚

境内自然

人

1.67% 5,305,400.00 0.00 不适用 0.00

信承瑞技

术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6% 5,287,700.00 0.00 质押 5,287,700.00

赵勤

境内自然

人

1.48% 4,721,700.00 3,541,275.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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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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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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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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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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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604,242,081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3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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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时间 股息率

分配金额（元）

（含税）

是否符合分配条

件和相关程序

股息支付方式 股息是否累积

是否参与剩余利

润分配

2024年01月02日 7.50% 60,000,000.00 是 现金支付 是 否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蒙草生态 股票代码 30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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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一新 孙雪茹

办公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生盖营巷

蒙草种业中心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生盖营巷

蒙草种业中心

传真 0471-6695192 0471-6695192

电话 0471-6695125 0471-6695125

电子信箱 mckh2010@163.com mckh2010@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以“提高优质饲草国产替代率，创新乡土草生态修复中国模式” 为目标，坚持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大力发展治沙产业、草产业新质

生产力；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紧跟国家建设美丽中国战略指引方向，围绕内蒙古自治区三北工程三大战役的开启，加快新业务布局，

为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以“提高优质饲草国产替代率，创新乡土草生态修复中国模式” 为目标，研发投入不断加码，持续打造科技创新型企业。

1、科技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2023年，公司研发投入1.77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9.36%。近三年公司累计研发投入已达5.55亿元。公司科

研以应用为导向，针对我国优质饲草短缺，对外依存度高，生态修复无种可用的问题，着力解决草种培育、良种扩繁与高效利用。

在优质饲草培育方面当前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包括“苜蓿新品种选育及制繁种关键技术研发、饲用燕麦新品种选育与示范、高产优质乡土草品种选育与

高产制种技术研发、优质饲草生产与种子收获加工机械研发。 ” 公司“揭榜挂帅” 呼和浩特市2024年重大科技项目“耐盐碱苜蓿品种选育与种植综合技术集

成研究与示范” 。 该项目以耐盐碱苜蓿品种选育与种植综合技术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扩大高产优质苜蓿品种的种植范围。 报告期内，优质饲草研发项目取得

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

研发了首款紫花苜蓿60K液相基因芯片，实现大规模紫花苜蓿基因型高效精准分型检测，降低分型成本60%～70%，有效缩短种质评价周期；创制高产

高蛋白苜蓿，其中大叶片、高生物量紫花苜蓿产量对照中苜1号提高20%，多叶、高蛋白紫花苜蓿蛋白含量对照公农1号提高18%；创制了高抗低残留耐草甘

膦紫花苜蓿新种质，科研成果发表在期刊《aBIOTECH》；建立内蒙古首个紫花苜蓿安全评价基地，标志着紫花苜蓿生物技术与分子育种工作取得重要进

展。

大叶片、高生物量紫花苜蓿与中苜1号对比 紫花苜蓿60KcGPS液相育种芯片SNP标记在染色体上的分布

目前，“中农1号” 紫花苜蓿、“龙菁3号” 紫花苜蓿已完成国家区试验，正在申请2个国家品种。 “内苜4号” 杂花苜蓿、“林苜1号” 紫花苜蓿、“正苜1号”

紫花苜蓿、“巴日图” 黄花苜蓿通过专家现场鉴定，正在申请自治区4个品种。 乡土草新品种进入国家区试验1个，中草50号羊草、中草40号多叶鹅观草、哈素

海野大麦、蒙农S007饲用大豆、莫尔格勒鹤甫碱茅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专家现场鉴定，正在申请5个自治区品种。 根据科研项目规划预计到2025年底，可审定

苜蓿、燕麦、乡土草品种24个，种子产量比当地平均水平提高5%-30%，实现国产替代20%。

针对三北工程三大战役防沙治沙的迫切需求，开展“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化草原修复与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光伏下沙化土地生态治理与高

效利用、沙化草原生态修复和生产能力提升、机械化治沙新技术研发与示范” 等内蒙古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研究，统筹光伏项目与生态保护，实施草光、林光

互补的新能源治沙模式，为大面积沙化草原修复和荒漠化治理提供技术支持。

2、创新研发平台实体化运营，为研发能力的提升提供坚实基础。 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草业技术创新中心获批。 2023年“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筹）”

理事会成立。《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提出加快创建“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中心” 。 公司作为筹建两级草

业技术创新中心主体，着力实施创新平台实体化运营。中心已成立了包括中国草业界5位院士和20位专家组成的第一届技术咨询委员会。目前已有47家草业

领域顶尖的科研团队参与中心建设。 8个团队入住草创中心开展相关攻关任务。

2023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农业农村部农牧交错区耕地地力保护与提升重点实验室” 落地公司草创中心。 公司同时还拥有“国家林业草原风蚀沙化治

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内蒙古草种资源开发利用实验室” 、“内蒙古牧草育种与良种繁育重点实验室” 等

多个国家级、自治区级创新平台,为公司研发提供坚实基础。

（二）面对生态修复行业历史发展机遇，公司从乡土种源保障、智能装备全流程应用、创新产品和荒漠化治理集成技术推广多方面助力三北工程三大战

役精准实施。

1、保障三北工程三大战役有种可用、有种足用。 种源是防沙治沙的核心，公司长年扎根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从事生态修复，已建成“保育繁推一体化”

运营体系，能够保障大规模生态修复用种的需求。 公司建立了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内蒙古分库、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

在阿拉善荒漠、巴彦淖尔盐碱地、呼伦贝尔草原、乌拉盖草原等北方重要生态区建有荒漠区沙生、盐生植物种业研究院、黄灌区耐盐碱植物种业研究院、

耐冷寒植物种业研究院、草原生态种业研究院等18个专业研究院，采集驯化耐旱、耐风沙、抗逆性强的荒漠植物种质资源。

全国布局采种田25万亩，已引种驯化乡土植物200余种，草品种60个，获6项国家植物新品种权。 规模化生产的生态修复用种主要有冰草、羊草、新麦草、

无芒雀麦、碱茅、梭梭、四翅冰藜、柠条、花棒等25个品种。 可为不同类型的荒漠化治理修复提供种源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已新建成3000平米智能立体种子库，已储存超2500吨种子，其中治沙用种20余种、近1800吨，超市场流通半数以上。

智能种子立体库

同时，企业建有种业智能工厂，自动化种苗生产线每年可生产穴盘苗5000万株，成品300万株，瓶苗300一500万株。 设有全自动播种线、高效能补苗机、

智能环境控制管理系统、智能喷灌系统、温室智能物流栽培系统等，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过程管控，提升种苗均匀度与品质，优化种植生产布局，实现种苗全

自动快速繁育。

种业智能工厂

2024年3月，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签订了羊草、冰草、无芒雀麦、中苜10号紫花苜蓿等11个品种种植责任状。 与兴安盟、锡林郭勒盟、鄂尔多斯市、

巴彦淖尔市等8个盟市林草局签订种苗供需框架协议。按照三北工程总体规划要求，2030年前将完成2亿亩治理任务。公司将发挥草种“保育繁推” 一体化运

营优势，为三北工程三大战役提供优质充足乡土植物种质资源保障。

2、智能装备全流程应用助力防沙治沙提质、降本、增效。 针对荒漠化治理面积广、难度大、成本高的现实问题，多年来，公司高度重视并投入大量资金用

于提高生态修复智能化装备水平，通过自研、改造、引进等多种方式，已形成涵盖踏勘、动力、耕整、播种、养护、数字化监管等环节的全流程智能化作业体系。

2023年12月在防沙治沙新技术论坛暨蒙草技术集成大会上，公司展示了沙障铺设机械、营林及森保机械、免耕补播机、草原指挥车、测绘无人机、切根施肥机

及各类智能装备1270余台，可实现沙漠治理、草原生态修复、生态环境监管等全流程智能化作业。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对公司智能装备助力三北工程三大

战役进行了专题报导。

图中自主研发的全地形独立免耕补播机，适用于各类地形的退化草原补播作业，单日作业量可达600亩。DCT播种机适用于各类复杂起伏地形的草原条

播机，单日作业量可达800亩。 固沙机主要应用于大面积沙障铺设作业，配有专业400mm级沙地微浆型轮胎，在沙地中不但有更好的通过性及抓地力，还能

极大的提高作业效率。 阿瓦塔补播机由蒙草战略合作伙伴德国豪狮针对草原修复项目特殊性单独研发的全国唯一一款草原高速播种机，最高作业速度可达

25km/h，单日作业量可达1500亩，其特有的智能化播种管理系统可以有效提高种子利用率。 福林格竖绞轮抛肥车是由蒙草全新引入全球顶级施肥设备，单

次装载量可达40m3，抛肥量可达6m3/min，可在草地、山坡、沙地等非常规地形持续作业，单日最大作业量可达2000亩。

3、创新产品让生态治理更加高效精准。 针对三大战役荒漠化区域的地质条件，开展产品研发创新，推出种子绳、植生块/种植杯、生态种子包等创新产

品，“生态种子包” ，依托生态产业大数据，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立地条件，模拟“天然植物群落” 进行种子配比、种子包衣丸化、搭配有机肥、微量元素和菌肥

等进行组合，有针对性的修复不同类型荒漠化沙地、草地、矿山、废弃地，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让荒漠化治理更高效、精准、便捷。

创新种子产品

4、创新治沙新技术集成推广，统筹光伏项目与生态保护，实施草光、林光互补的新能源治沙模式，为大面积沙化草原修复和荒漠化治理提供技术支持。

乌兰布和沙漠生态治理技术集成黄河几字弯防沙治沙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浑善达克荒漠草原沙地补植技术集成 飞播灌草治沙模式

毛乌素沙地光伏治沙生态修复模式

（三）秉持“生命共同体” 理念，创新生态修复技术模式，进一步提升公司技术实力和品牌影响力。

2023年9月，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实施的“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创建与理论创新及修复模式示范推广” 项目

获内蒙古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该项目创新草原修复技术与模式，缓解草原近自然修复“无种适用” 局面。 修复退化、沙化、盐渍化草原约447万亩。

2023年，公司生态产业规划研究院设计的敕勒川生态谷沿线生态提升工程EPC项目获得内蒙自治区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园林景观设计项目一等奖。 公

司生态产业规划研究院拥有风景园林专项甲级工程设计资质，设计团队把公司在生态、种业领域积累的科研成果、工程技术融入该项目取得良好效果。 公司

设计院多个项目获得国内外大奖，其中呼市小草公园获国际缪斯设计奖；敕勒川草原项目、乌海甘德尔河项目、新巴尔虎右旗阿镇(镇区)项目获艾景奖。

敕勒川生态谷项目实景照片

呼和浩特市小草公园

（四）草种、草产业

报告期内，进一步夯实现代草业产业化基础，草种生产基地建设加速，增加多个草品种权。 截止目前，公司拥有草品种60个，其中自主选育通过国家和内

蒙古自治区审定登记的草品种32个，转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草品种28个，其中2023年转化草品种20个。 公司拥有种子良繁田和饲草田25万亩，其中种子良

繁田合计10万亩，饲草田15万亩，以苜蓿、羊草、燕麦为主，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呼和浩特市周边旗县。 公司已建成20个

种子繁育基地、2个种子加工车间、1个快繁育苗车间，年产种子约2000-2500吨，种苗3亿株。

报告期内，蒙草耐寒植物研究院联合呼伦贝尔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经过多年选育的巴尔虎羊草、呼伦湖斜茎黄芪、伊和乌拉洽草、东山山野豌豆、

兴安岭红三叶5个野生栽培品种通过内蒙古自治区草品种审定登记，极大丰富了可广泛推广应用的草地生态修复及人工草地建植的优良草品种。

（五）碳汇业务

1、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标准体系通过专家论证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科院植物所牵头承担的草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标准体系通过专家论证，下一步将形成系列草地碳汇计量、监测、评估的地方标准、

国家/行业标准，正积极申请国际标准的制定。

2、碳汇项目储备开发工作持续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与和鄂尔多斯市政府、林格尔县政府、中电建新能源公司、杭锦后旗建设投资公司等各方签署多个碳汇开发合作项目，围绕双碳目标深

耕草原碳汇。

3、开展碳汇项目专业培训、加强团队建设人才储备。

（六）知识产权、标准化工作

知识产权是企业科研成果的载体，也是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2023年8月，公司获批全国首家草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是全国36家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之一。该中心重点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营、保护、管理，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链接行业专业服务资源，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形

成产业专利池、知识产权金融、贯标、价值评估和专利导航等专业服务，推进知识产权成果转移转化，构建草产业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服务全国、全球草业科

技，发展行业新质生产力，助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草产业知识产权大数据平台

国家草产业知识产权大数据运营监测

公司多年来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和知识产权的积累，2023年公司申请专利96项，其中发明22项，主要在植物育种、组织培养、良种繁育、种业生产机械、生

态修复技术等领域。 公司申报的“沙地治理方法” 的发明专利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银奖” 。

2022年公司草种业相关专利名列全球草种业主要创新主体第6名。 2023年，公司入选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强榜单。

标准化工作：2023年，由公司牵头和参与制定的草种生产、混播草地建植、栽培管理、草种检验等12项地方标准和5项团体标准发布实施，并形成内蒙古

林草地方标准。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联合申报国际标准“退化草原生态恢复与固碳技术指南” ，引领草原碳汇领域对接国际市场。公司参与制定的国家

标准《无土草毯》(GB/T� 42778-2023)正式发布实施。 报告期未，公司累计编制标准502项。

（七）运营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强化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管理，多方施策保障存量项目及时回款。 2023年，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入达16.99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公司

现金流状况得到根本性好转。 同时继续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风险控制、法人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国家质量奖提名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内蒙古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这些荣誉对公司专注主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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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15,937,335,454.00 16,055,539,180.96 -0.74% 16,010,930,34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158,458,381.84 5,000,260,622.59 3.16% 5,004,267,495.86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1,894,149,069.43 2,222,443,019.88 -14.77% 2,911,426,89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9,129,275.36 184,937,075.78 34.71% 309,192,31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166,902.58 116,060,975.30 58.68% 303,693,28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99,617,956.62 351,202,511.41 383.94% 579,662,541.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1% 2.94% 1.47%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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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562,165.33 414,250,232.37 487,519,120.22 699,817,55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5,540,046.59 125,451,230.43 111,609,729.51 -33,471,73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952,735.85 119,105,169.62 102,187,143.72 -65,078,14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8,906,061.46 585,717,132.15 1,082,934,804.89 259,872,0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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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60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5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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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召明

境内自然

人

16.78% 269,131,442.00 201,848,581.00 不适用 0.00

蒙草生态

环境 （集

团） 股份

有 限 公

司－第一

期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2.26% 36,194,917.00 0.00 不适用 0.00

彭贺庆

境内自然

人

1.76% 28,289,748.00 0.00 不适用 0.00

焦果珊

境内自然

人

1.72% 27,599,220.00 20,699,415.00 不适用 0.0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08% 17,328,168.00 0.00 不适用 0.00

徐永丽

境内自然

人

1.03% 16,451,615.00 0.00 不适用 0.00

孙先红

境内自然

人

0.95% 15,231,879.00 0.00 不适用 0.00

王秀玲

境内自然

人

0.88% 14,167,821.00 10,625,866.00 不适用 0.00

#杨晓卫

境内自然

人

0.81% 12,932,680.00 0.00 不适用 0.00

徐永宏

境内自然

人

0.61% 9,718,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王召明、焦果珊、王秀玲为亲属关系，焦果珊为王召明兄嫂、王秀玲为王召明之妹；徐永丽、徐永宏

为亲属关系，徐永宏为徐永丽兄弟。 除此以外，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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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新增 0 0.00% 17,328,168 1.08%

杨晓卫 新增 0 0.00% 12,932,680 0.8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中证基建工

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 0.00%

高仁波 退出 0 0.00% 5,188,80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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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优先

股股东总数

3

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优先股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2.50% 5,000,000.00 5,000,000.00

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00% 2,000,000.00 2,000,000.00 质押 1,000,000.00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0% 1,000,000.00 1,0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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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 ，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