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半导体封装及基板行业

半导体封装是指将制造完成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装入特制的管壳内，并通过管

脚与外部电路进行连接，以达到保护芯片、实现电气连接以及散热等功能的过程。

半导体封装行业作为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不仅对提高芯片性能、降低成

本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根据

集微咨询（JW� Insights）发布的《中国先进封装产业链分析与展望》报告，全球封装

测试市场在2022年的总营收达到了815亿美元，随着5G、汽车电子、人工智能、数据中

心和可穿戴设备等新兴应用领域的快速发展，对先进封装技术的需求不断增加，将推

动全球封测市场持续增长，预计到2026年，全球封测市场的规模将达到961亿美元。 随

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半导体封装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基板作为电子制造业的核心基础材料，在多个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不同

类型的基板，如玻璃基板、陶瓷基板、金属基板和塑料基板，因其独特的性能和特性，被

广泛应用于半导体、显示面板、太阳能电池等多个行业。 目前，基板行业呈现出市场规

模持续扩大、技术不断创新、应用领域不断拓宽的基本态势。 据Mordor� Intelligence

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基板市场规模估计为41.3亿美元， 预计到2029年将达到52.4亿

美元，在预测期内（2024-2029年）复合年增长率为4.88%。 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

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基板行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

公司子公司天和嘉膜生产的介质胶膜主要包括高导热介质胶膜和低膨胀介质胶

膜两大类，高导热介质胶膜主要应用于金属基覆铜板和导热型玻璃基板；导热型玻璃

基板主要用于光电玻璃幕墙模块的生产。 低膨胀介质胶膜主要用于半导体封装领域，

目前在研产品主要包括载板增层材料、固晶材料和封装材料。 公司高导热介质胶膜产

品已经投入批量生产，金属基覆铜板和导热型玻璃基板均开始批量正常销售，其中金

属基覆铜板下游行业主要下游包括功率模块、 计算模块、LED显示等具有较高功率密

度场景下PCB板的生产，目前随着功率型电池技术日趋成熟、成本日趋降低，电动力替

代燃油动力的趋势愈加明显，并且逐步向效率更高、安全性也更高的高电压平台发展，

这就对相关部件的绝缘导热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FR4材料导热性能差，绝缘

性能劣化较快，难以适应动力电时代功率组件的需求，因此电动时代金属基板具有较

大的市场增长潜力。 同样伴随着GPGPU技术的发展，算力已逐步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

平的重要指标，算力芯片的发热水平可与功率器件相比拟，并且与功率器件相比，其承

载的线路板或载板对膨胀系数、绝缘能力、环境可靠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高导

热金属基板发展的重要市场背景。

公司生产的导热型玻璃基板目前主要应用于户外高可靠玻璃显示模组，用于建筑

外立面幕墙的升级替代，通过自主研制的全套生产工艺，已经实现P8-P40全系列高可

靠玻璃模组的批量生产。 相对于传统户外LED显示屏从P3向P1以下发展趋势不同，具

有80%以上透光率的玻璃显示器在满足信息交互的基础上具有光污染小，环境融合性

好、超低功耗、维护成本低等优势，随着成本的不断下降有望在每年数千亿规模的户外

商用显示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

半导体材料方面， 公司同时开展了三条产品线上若干型号的研发和测试工作，目

前主要型号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得到了下游用户的认可，目前公司仍在积极投入，配合

用户持续开展相关产品的技术攻关，实现对进口产品的完全替代。 特别是在塑封张料

上，已经初步获得客户认可并实现小批量出货。 公司半导体材料的主要下游为先进封

装，从方向上主要包括高集成度的2D/3D封装用材料和WLP/PLP等低成本封装技术，

先进封装是算力引导下半导体时代的必然需求，一方面单芯片能力的提升也就是晶体

管尺寸的下降带来的投资量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良率也在不断下降，为满足算力需求，

通过封装来提升芯片集成度是可行性最高的也是最经济的方式。先进封装正在晶圆厂

与晶圆制造技术的加持下与载板技术相互融合，一方面推动载板材料从单一的有机材

料向玻璃/硅/有机增层材料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持续降低芯片厚度、降低损耗、提高强

度和可靠性；另一方面，推动增层工艺向超细线宽和超大规模精细通孔方向发展，提高

IO密度。同时通过堆叠的方式，借用载板增层的思路，在有限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处理或

存储能力。目前先进封装领域仍然以台系、韩系和美系封装厂为主，材料则为以日本为

主的发达国家所垄断，但随着我国封装企业在先进封装市场的不断拓展，将会为材料

国产化带来巨大机遇。

3.新一代综合电子信息（天融工程）业务领域

（1）行业大数据行业

行业大数据业务在当今信息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它不仅涉及数据的收集和处理，

更关键的是通过分析和挖掘这些数据，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商业洞察、决策支持和运

营优化方案。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和企业对数据驱动决策的依赖加深，这一领域正

在经历快速的增长。 根据2023年V1版IDC 《全球数字化转型支出指南》 数据显示，

2022年全球数字化转型投资规模超过1.5万亿美元，并有望在2026年迈过3万亿美元大

关，2021-2026年五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6.7%。 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市场蓬勃发展，云

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全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

来到了持续发展阶段。

1）低空空管保障业务

2024年3月27日， 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

（2024-2030年）》，提出要加快通用航空技术和装备迭代升级，建设现代化通用航空

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中国特色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新模式，为培育低空经济新增长极

提供有力支撑，分阶段提出2027年和2030年的发展目标，为推动通用航空产业高质量

发展、培育低空经济万亿级市场规模画出路线图。 低空基础设施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基

础，空管系统是国家实施空域管理、保障飞行安全、实现航空运输高效有序运行、捍卫

我国空域权益的战略基础设施，也是国土防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国家经济

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公司所布局的低空空管保障业务正是针对

低空经济建设的中游市场，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必行之路。 在国家推动低空经济政策的

加持下，为公司低空空管保障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有力的支持。

公司早在2001年就承担军委某部城市和要地防空型号研制任务，在低空领域积累

了深厚的技术实力和科研实力。 2010年，公司由军事技术牵引向民用方向拓展布局切

入低空空管保障业务领域，在中国民用航空局领导下，参与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

项目“中国民航协同空管技术综合应用示范”之“通用航空综合运行支持系统” 课题，

至此，公司按照空管空防一体化思路，深入开展低空领域与空地安全方向的技术、产品

研发，探索实践基于军航、民航、通航协同运行“生产安全”“空域安全”“公共安全”

协调保障的运行典范标杆建设，围绕低空（无人机）领域产业需求，着力实现低空目标

“看得见、管得住、管得顺畅、管得高效、管得有效益” 的低空运行管理模式并进行了长

期布局。 2015年公司已初步形成低空监视雷达、场面监视雷达、光电监视系统、基本型

飞行服务站、应急型飞行服务站、增强型飞行服务站等通航产品系列，部分产品取得了

通航、民航领域的意向性协议，为公司进入民航、通航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受制于

军民航低空管制体制等政策因素影响，通航以及民品市场的发展尚需时日。现阶段，经

过多年的积累公司已拥有满足低空飞行服务保障的软硬件产品，并立足航空应急救援

需求，着力云平台、大数据、5G等新技术应用，形成了北斗/ADS-B/4G机载终端、航空

应急移动塔台车、航空应急服务平台组成的军民两用、空地协同、实操可用的航空应急

救援平台，解决航空应急的指控难题，有效提升应急救援空地一体化能力。核心产品包

括：对空监视指挥的低空雷达、通航综合运行支持系统、通航飞行服务站、通用机场移

动塔台车、通航公司运营平台、无人机飞行协管系统等系列产品。伴随着我国低空经济

的快速发展，为应对快速发展的低空经济市场，公司将从自有技术优势出发不断打磨

自身产品，向外吸收新兴技术，向内提振研发能力，聚焦高效协同、新质战力，致力于服

务保障低空飞行安全。

2）算力中心业务

算力中心，也称为数据中心或计算中心，是指集中大规模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网

络资源，为各类应用提供高效、稳定、安全的计算服务的场所。 算力中心是数字经济时

代的重要基础设施，为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应用提供强大的计算支持。

算力中心通常包括高性能计算中心、云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等多种形式。根据中国信

通院数据，2022年全球计算设备算力总规模达到906EFlops，同比增长47%，预计未来

五年全球算力规模将以超过50%的速度增长，到2025年全球计算设备算力总规模将超

过3ZFlops，至2030年将超过20ZFlops。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深

入推进，算力中心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规模将不断扩大。

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公司投资天融大数据（西安）算力中心项目开工建设。该项

目建成后，将为陕西军工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带动5G、人工智能、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全产业链发展，打造5G+大数据产业应用标杆。 天融大数据（西安）算

力中心规划建设总规模1.76万机柜的超大型IDC数据中心、算力中心和数字工厂。结合

“东数西算”国家战略，规划建设西北空天资源大数据综合中心、西安市实时感知大数

据工程中心、天和云脉生命健康数据中心、应急区域算力中心等，推动公司“天融大数

据”“十分平安”“天和云脉” 系统在智慧城市、健康医疗、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应急指挥、国防动员等领域应用。

3）数字健康业务

数字健康，也被称为电子健康或医疗健康信息技术，是指利用先进的信息和通信

技术来改善、促进和优化医疗服务的过程。 数字健康涵盖了多个领域，如电子病历、远

程医疗、移动健康、健康数据分析等，旨在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质量和可及性。根据艾

媒咨询的数据，中国大健康产业规模在2021年预计超过80,000亿元，其中数字健康管

理行业核心市场规模达到2,160亿元，并预计在2024年将达到2,418亿元；2024年中国

数字健康管理带动市场规模估计超1.2万亿元。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互联

网+健康”“互联网+体育” 以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国家倡导和执行方针落实，数

字健康管理市场行业成长空间巨大。

人作为天融工程重点感知的关键环节，公司积极投身在数字健康领域，与北京正

气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了天和生命， 将 “天融工程” 栅格化传感网从

“天空地水” 提升至“空天地水人” ，推出“天融大数据” 的“十分平安” 系统解决方

案，打造天和云脉、云脉优+、云脉心语、云脉能+等产品，云脉优+、云脉心语、云脉能+

几款产品即将面向市场上市销售。 在数字健康领域，天和生命通过融合5G物联网、智

能穿戴、大数据分析、航天系统医学等关键技术，创造性地采用天人合一的人体系统健

康工程理念，坚持用现代数理方法和定量技术解读发展传统中医健康理论，根据内经

脏腑理论创建了可视化的人体“五脏平衡评估模型” ，运用航天系统工程技术研发出

24小时把脉的“智能医生”（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和在线实时计算处理的AI系统，

并从精神、脏腑、睡眠、运动、环境和基本生命体征等6个方面，对人体健康、亚健康和疾

病状态进行标定，以“关口前移，科技支持、综合施策” 为原则，为个人用户提供准确健

康报告、及时的健康预警、连续的健康保障、紧急医疗救援服务等功能，为行业用户提

供群体健康保障、安全监督、人员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健康服务平台，打通全产业

链数据合作，对数据进行价值再造，打造多层次数据应用能力，实现数据价值提升。

4）语言服务业务

语言服务是指以语言为核心，提供翻译、口译、本地化、语言技术解决方案等服务。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语言服务的市场需求日益旺盛，成为

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根据恒州博智发布的《2022-2028中国语言服务市

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作为经济与文化沟通的重要纽带，语言已经

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 “一带一路” 的提出与推进，促进了经贸的迅速发展“一带一

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涉及50多种语言，覆盖44亿人口，占全球63%。 现阶段，“文化

走出去”“一带一路”等战略的辐射效应日渐增强，国内语言服务需求持续增加。 数据

显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每年翻译需求量为2,500亿字，而目前我国翻译业务涉及

语种中排名第一的仍是英语，其次是日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等。

基于我国多语言、多领域的特点，丰富“空天地水人” 感知体系人的感知维度，公

司与新译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天译信息，充分利用西安及其周

边城市的语言服务生产资源，布局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情报分析系列关键技术，在

天融大数据（西安）算力中心的算力支持下，以机器学习大模型为基本算法，重点针对

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及国家其他领域重要工作中亟需克服的语言障碍，提供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汉语方言、外国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语言服务和多

语种情报分析服务，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和“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需求。

目前，依托大模型相关技术能力支撑，天译信息已初步具备多语种机器翻译、海量

科创核心数据、多语言多模态数据处理、算法训练引擎、军事技术情报引擎、产业知识

图谱、面向具体应用领域的大语言模型等核心能力，并利用自身积累的海量数据，深度

学习平台、跨语言多模态语言处理能力，开发面向具体应用领域的大语言模型，为包括

科技、能源、知识产权、教育、军事、医疗、政企等领域，提供专业、高效、高性能、高可靠

的专业领域服务，提升传统模式的精准化、人性化服务能力。同时形成了面向科技领域

的科研创新加速平台、全球科技发现与价值评估系统、科技情报大脑系统、企业科技创

新服务系统、产业硬科技图谱平台、区域科技创新服务和军事领域多语情报信息管理

平台等一系列旗舰产品和方案。

（2）物联感知行业

物联感知，即通过传感器、RFID、GPS等先进技术手段，实现对物理世界的各种信

息进行实时采集、智能识别、高效处理，并将这些信息与互联网相连，构建起一个全面

互联互通的智能网络。 这一技术不仅为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工厂、智慧家居等众

多行业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持， 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无缝连接，为

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物联网领域具备巨大的发展空间 ，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分析数据，

2023-2028年中国物联网的发展将保持高速增长，到2028年市场规模超过7.5万亿元。

同时，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融合应用，将进一步加速物联感知的发展，

推动物联网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极大地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

在物联感知业务领域，公司围绕5G行业应用，结合智能感知技术、边缘计算、多源

异构数据融合和先进通信技术，推动以“5G物联+天和边缘云” 为核心技术的灯联网

落地实践，进一步拓展公司物联感知产品谱系；围绕感知人、研究人、保障人，融合互联

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体质体能评估以及心理服务系列产品落地，持续推

动“云脉”的系列化产品拓展，为政府、行业、个人提供健康管理、安全管理及业务协同

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围绕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5G智慧城市管理、智慧交通、智慧

工厂等行业的物联感知需求，提供行业解决方案和综合传感器产品。 公司结合自身在

5G元器件配套、5G灯联网和智慧照明、通用航空、高端安防等相关产业领域的优势地

位，以国防和军事应用需求为牵引，按照平战结合、军民共建共享的原则，提出了基于

“十分平安”的产品体系，推出了针对国防动员、应急指挥的“基层武装智慧动员管理

服务平台” ，针对机场突发事件救援升级优化了原有“应急飞行服务站” ，增加场面机

组与人员动态实时感知与规划调度。 通过典型实践项目“智慧秦保” 和“数字澄迈” ，

推动了“全域栅格化立体感知和军民两用大数据服务体系”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逐步

打造出支撑公司下一个发展周期的核心优势板块。

（3）数字海洋行业

数字海洋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海洋环境、资源、生

态进行全面、系统的监测、分析和管理，旨在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海洋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并为海洋治理提供技术支撑，是当今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根

据环洋市场咨询发布的研究报告，全球海洋数字平台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预计

到2029年，全球海洋数字平台市场的收入将达到761.3百万美元，2023至2029期间，年

复合增长率为7.8%。《“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加快数字海洋建设

的目标，强调了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明确了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

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政策的利好将

持续推动数字海洋行业的快速发展。

在数字海洋业务领域，公司主要以子公司天和海防、天蛟智海为业务平台，始终坚

持自主研发的发展路线，致力于提升技术实力和行业地位，坚定巩固市场地位，扩大产

品应用规模，形成公司品牌价值。 公司致力于海洋高科技装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拥

有一支涵盖水声、控制、导航、信号处理等领域的专业化研发团队，业务涉及海洋环境

探测、智慧海洋大数据服务、涉海安防、水下无人平台、水声探测传感器和系统集成等

军民两用产品领域。 作为总体单位， 曾承担并完成了 “十二五” 多项国家海洋领域

863重大项目，十余项“十三五”“十四五” 涉海预研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市国

家重点产业化项目。公司长期致力于自主研发，已取得各类知识产权、软件著作权百余

项。 公司将牢牢把握行业机遇，形成持续动力提升数字海洋业务的核心竞争能力。

（三）竞争格局及行业地位

随着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军事应用，民参军企业发展

环境愈发广阔，发展机遇越来越多，将会有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到军工产业及相关行业

的发展中，公司面临的主要竞争格局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跨行业竞争已经出现。公司

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战略发展布局及产品发展规划，形成了具有应用于军民两用

不同领域的系列产品，可以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在以5G技术为支撑的大数

据应用领域，公司定位以军事需求为牵引的大数据应用开发，做差异化的解决方案，提

升公司的竞争力，以便能面对行业的竞争；同时公司积极推广在具有军民两用属性的

装备和安防系统解决方案，应对跨行业竞争；在通信电子领域，竞争较为激烈、国产替

代风起云涌，不断有新的团队与技术方向加入进来，公司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精心布

局，从材料端做起，降低产品成本，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同

时为确保我们能够满足下游用户不断提高的技术要求，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

围绕核心市场和核心产品加强技术投入和人才引进，在做深做细的同时适度扩大产品

范围，形成较为综合的产品组合，为客户提供射频器件与材料的综合解决方案，进一步

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稳定提升盈利能力；在军工装备领域，鉴于军工装备行业投入

大、行业准入门槛高、技术壁垒、体系认证壁垒、安全保密等壁垒，公司拥有完整的军工

科研生产资质，这些资质使公司在行业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随着公司军工装备产业

线的不断丰富、完善及技术不断创新，逐步从之前的单一低空近防系统产品向边海防、

数字军营、海洋探测、军事大数据等系统产品发展，同时，围绕军品国产化替代，围绕材

料、器件、芯片、模组和智能传感的产业链布局，军工配套领域也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

公司已具备完备的技术和产品体系，已构建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创新链和较为健全的产

业链，可有效支撑公司军工装备业务的快速发展需求，巩固公司在军工装备领域的行

业地位，确保公司在军工装备业务领域持续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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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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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6,311,78

0.21

2,558,311,83

5.47

2,558,592,84

8.97

-0.48%

2,542,399,98

6.95

2,544,534,13

2.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39,060,99

9.95

1,835,223,21

6.67

1,833,858,84

1.45

-10.62%

1,977,440,51

0.33

1,976,004,89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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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688,525.6

8

501,828,962.4

8

501,828,962.4

8

-30.12%

558,578,734.8

6

558,578,734.8

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5,816,579.

36

-151,256,571.

92

-151,185,335.

08

-29.52%

-72,113,605.0

8

-73,549,217.1

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07,617,509.

84

-169,774,687.

09

-167,774,970.

89

-23.75%

-104,004,03

5.20

-103,789,853.

6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8,076,470.9

2

-75,316,886.0

0

-75,316,886.0

0

9.61% 30,563,348.43 30,563,348.4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8 -0.29 -0.29 -31.03% -0.15 -0.1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8 -0.29 -0.29 -31.03% -0.15 -0.1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28% -7.94% -7.94% -3.34% -4.48% -4.5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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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

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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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该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

一一所得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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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因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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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修订）》 对2022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的影响额为

1,928,479.36元，对2021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的影响额为1,649,793.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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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74,720.20 114,442,630.90 66,615,983.47 88,855,19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779,680.91 -25,979,084.67 -31,236,933.86 -116,820,87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053,643.66 -28,870,027.47 -34,755,727.33 -119,938,11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402,008.79 -31,751,482.81 -55,810,183.49 49,887,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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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58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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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增林

境内自然

人

25.11% 129,971,700.00 97,478,775.00 质押 69,160,000.00

刘丹英

境内自然

人

3.04% 15,747,300.00 11,810,475.00 质押 11,000,000.00

陈传兴

境内自然

人

2.15% 11,118,783.00 0.00 不适用 0.00

徐国新

境内自然

人

1.89% 9,803,933.00 0.00 不适用 0.00

西安天兴

华盈企业

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9% 3,588,516.00 3,588,516.00 不适用 0.00

孙士淮

境内自然

人

0.69% 3,587,696.00 0.00 不适用 0.00

张发群

境内自然

人

0.68% 3,543,210.00 2,657,407.00 不适用 0.0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59% 3,030,722.00 0.00 不适用 0.00

李祖明

境内自然

人

0.55% 2,839,946.00 0.00 不适用 0.00

马国斌

境内自然

人

0.55% 2,824,1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贺增林先生与刘丹英女士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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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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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同和 退出 0 0.00% 0 0.00%

孙士淮 新增 0 0.00% 0 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新增 0 0.00% 0 0.00%

马国斌 新增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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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投资建设西高新天和防务二期--5G通讯产业园项目相关事项

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投资建设西高新天和防务二期--5G通讯产业园项目的议案》，并经2019年3月15日召

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 公司计划投资16.9981亿元在西安市

高新区建设西高新天和防务二期--5G通讯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5G通讯产业园项

目” ）。 该投资项目业务范围拟包括5G通讯电子产品（隔离器、环形器、5G射频微波芯

片）及军民两用相关产品的生产。 就该投资项目，公司成立了项目公司一一西安天和

腾飞通讯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和腾飞” ），负责该投资项目的具体建设、实

施和运营。 本次投资建设项目将根据实际进展分期投入，最终项目开支以实际投资金

额为准。

公司2019年8月29日以人民币8,504万元竞拍获得两宗用于建设项目的用地 （分

为“南地块”和“北地块” ），土地总面积为266.264亩；于2019年9月11日，天和腾飞与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上述两宗地块签订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022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建设西高新天和防务二期--5G通讯产业园天融大数据

（西安）算力中心项目的议案》，并经2022年9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审议通过。 公司将在5G通讯产业园南地块投资建设西高新天和防务二期--5G

通讯产业园天融大数据（西安）算力中心项目（以下简称“天融大数据（西安）算力中

心项目” ），作为5G通讯产业园项目构成的一部分。 天融大数据（西安）算力中心项目

的投资建设是公司对5G通讯产业园项目进行的优化调整及“天融大数据” 相关业务

的提升。 天融大数据 （西安） 算力中心项目将分两期进行建设， 一期投资预计为

21.5536亿元，二期投资预计为12.0114亿元。 其中，二期项目建设将根据公司届时经营

情况、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市场变化等因素另行审议决策是否进行建设投资。

截至目前，公司5G通讯产业园项目两宗项目用地，其中北地块已完成规划、报建

及施工许可等全部工作， 该地块建设的是公司5G通讯产业园项目规划的5G业务相关

产品线，包含募投项目的5G环形器扩产项目、旋磁铁氧体生产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

及公司材料业务相关产品线等，目前项目已进入后期，项目土建、消防、暖通等安装专

业已完工，现场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室外工程、景观绿化等工程的施工；南地块主要

规划建设天融大数据（西安）算力中心项目，该项目已经上级主管机关同意备案，取得

同意该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 相关建设实施工作积极推进中。 5G通讯产业园建设项

目，受项目用地考古发掘、全运会、季节气候条件制约、冬防期涉土作业施工要求及外

部环境等诸多客观因素影响，项目建设不及预期，公司会组织协调各参建方加快推进

5G通讯产业园项目建设，争取早日完工并投入使用。 同时，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募集配套资金募投项目“5G环形器扩产项目”“旋磁铁氧体生产

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在公司5G通讯产业园建设实施，是公司5G通讯产业园规划扩

充5G业务产能相关产品线，相关建设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募投项目受建设计划与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差异、冬防期施工要求受限、设备购置周期及外部环境等客观因素影

响，建设进度有所延迟。 公司已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对

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延期至2023年6月；2023年4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对募

投项目建设进度延期至2024年6月；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对募投

项目建设进度延期至2025年6月。

（二）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1年11月12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2021年12月2日，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实施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公司已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关

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的核查意见》《关于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等相关事项公告。2022年1月19日，公司完成了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公司向127名激励对象授予登记

1,500万份期权。 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未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决定对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

成就的激励对象（不含已辞职人员）已获授的股票期权4,364,700份进行注销，同时

注销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已获授的股票期权451,000份，本次拟合计

注销4,815,700份股票期权，占授予并登记的股票期权总量的32.10%，本次注销完成

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127人调整为115人，激励对象持有剩

余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15,000,000份调整为10,184,300份。 2023年

8月31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前述股票期权

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毕。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后续相关工作、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1年11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日召开了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实施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本着自愿参与

的原则，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最终实际筹集资金为2,394万元，自2022年8月31日

至2022年9月29日，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云南信托-云昇2022-034号单一

资金信托” 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2,15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42%，成交总金额23,707,343元（不含相关交易费用），成交均价10.995元/股，公

司已完成本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的购买。 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股票

锁定期为18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买入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

计算，即2022年9月30日至2024年3月29日。 2024年3月29日，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

划锁定期已届满，并于同日披露《关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后续相关工

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相关事项

1.西安天译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与新译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合资公司一一

西安天译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天译信息” ）。 天译信息注册资本

2,000万元，公司认缴出资1,020万元，持股比例51%，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于2023年

1月18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颁发的《营业

执照》。 天译信息是公司在“天融工程”大数据业务方向的重要布局，主要以AI技术为

核心，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多模态机器翻译技术为引擎，构建智能化、一站式智能编

译服务平台，为军、民客户提供全场景、多语种、多模态的综合语言服务解决方案。

随着时代和技术发展，语言服务行业的外延将进一步增大，更加广泛的解决语言

沟通需求将得到释放。 天译信息将以大规模算力为基础，以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和多模态机器翻译技术为支撑，以预训练大模型技术为驱动，构建多语言智能编译

服务平台，并结合多种智能硬件，多维度立体式的服务于智慧旅游、智慧政务、情报行

业、会议会展、商务谈判、智慧教育等各类语言服务场景，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 和

“数字中国”建设需求。

2.西安天蛟智海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与西安交通大学海洋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核心团队共同投

资成立了西安天蛟智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蛟智海” ）。 天蛟智海注册资本

400万元，公司认缴出资240万元，持股比例60%，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于2023年12月

19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并取得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颁发的 《营业执

照》。 天蛟智海主要从事海洋技术与装备的研制、销售及技术服务，包括海洋传感器、

海洋机器人、水下发电系统、水下探测系统、超结构技术应用等领域。

天蛟智海主要依托“天和防务-西安交大海洋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 的研

究成果，不断加强校企资源共享、促进科技合作与产学研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业发展。 重点围绕数字海洋与智慧海洋领域，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

心装备，应用于智慧海洋等产业。

3.西安天和云脉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西安天和云脉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云脉数科” ），云脉数科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于2023年8月8日完成工商注

册登记，并取得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云脉数科主要

从事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据运营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健

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电子产品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

制造等业务，是公司在“天融工程”相关数字科技业务重要布局，云脉数科以可穿戴设

备为基础，基于个人健康大数据分析和解读，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大数据服务。云

脉数科的成立将进一步增强和丰富公司现有数字健康业务与天融大数据运营与销售

业务，推动公司“天融工程”业务落地应用和商业模式闭环，增强其核心竞争力。

（五）关于全资子公司南京彼奥投资建设无线通讯专用微波旋磁铁氧体及介质陶

瓷材料项目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无线通讯专用微波旋磁铁氧体及介质陶瓷材料项目的议案》，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京彼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彼奥” ）拟购置土地投资建

设无线通讯专用微波旋磁铁氧体及介质陶瓷材料项目， 将原有的设备产能进行搬迁，

保证现有生产持续稳定，后期扩大产能。南京彼奥的投资项目拟分期进行建设，第一期

投资约1.2亿元，预计建设周期为21个月；第二期投资约3.8亿元，第二期项目建设将根

据公司届时经营情况、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市场变化等因素另行审议决策是否进行建设

投资，该项目投资总额和建设周期以实际投资建设情况为准。

2022年4月15日， 南京彼奥以人民币665.00万元竞拍获得一宗用于建设项目的用

地，规划用地总面积为18,342.78平方米，并于2022年4月28日与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就上述一宗地块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截至目前，南京彼奥该

项目主体及室外工程已经完成，所有单体的主体已经全部验收，厂房和综合楼的机电

工程已基本完成，通电系统正式运行；道路开口、档案馆资料整理及提交、规划验收、消

防验收等工作正在按序进行。

（六）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天伟电子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相关事项

报告期内，为了更好的拓展公司国际贸易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天伟电子投资设

立了全资子公司泉州归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归嘉电子” ）。归嘉电子注册

资本50万元人民币，于2023年10月7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石狮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归嘉电子将借助区位优势，进行产品预研，推动公司数字海

洋及智慧边海防业务，探索边海防平战结合新方法，结合院校、院所资源，寻找技术合

作，利用外贸优势，发展免税区维保业务，拓展公司国际贸易业务。

（上接B4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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