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2024/4/27

星期六

B694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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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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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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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默科技 股票代码 3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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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鹏 赵菁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593号 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593号

传真 0931一8553789 0931-8553789

电话 0931一8559807 0931-8553529

电子信箱 securities@haimo.com.cn securities@haimo.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油气田高端装备制造、油气田技术服务和油气田数字化业务，致力于为油气田增产、生产优化和油气藏管理提供创新

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为油气田和相关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2、主要产品和服务

（1）多相计量产品及相关服务

公司的多相计量产品可以对油气井产出的油、气、水的流量、组分和其他过程参数进行准确、可靠、实时的测量，满足油气田开发者对

油气作业井评价、生产井计量、勘探井试油和移动测试的需求，是石油公司获得开发管理关键数据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 公司的多相计

量产品分为陆地油田、海上钻井平台和海洋油田水下安装使用三大类。

多相计量产品相关服务主要是公司利用自主研发生产的多相计量产品，通过移动式的油气井勘探测试、评价测试及生产测试，向客

户提供数据和数据评价分析的油田服务业务。

（2）井下测/试井、增产仪器和工具及相关服务

公司的井下测/试井仪器和工具主要包括勘探测井、完井测井、生产测井及试井所使用的仪器和工具；增产仪器和工具主要是在油气

井生产开发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系列提高产能与采收率的仪器、仪表和工具；按照用途分为注水工艺仪器、采油气工艺仪器、动态监测测井

仪器和油气增产工程技术仪器，主要用于油气勘探开发。

井下测/试井、增产仪器和工具相关服务主要是公司利用自主研发生产的井下测/试井仪器和工具为石油公司提供勘探测井、完井测

井、生产测井及试井服务，对油井（包括勘探井、采油井、注水井、观察井等）从钻完井开始到投产后直至报废的整个生产过程中进行井下

测试，以获取相应地下信息、评价油管内外流体的流动情况和井的完成情况，可帮助石油公司有效降低石油勘探和采储的风险，提高生产

效率。

（3）压裂设备及相关服务

压裂设备主要是压裂泵液力端、高压流体元件、高压管汇及相关部件，压裂泵液力端是压裂车三大模块之一，属于高值易损件，主要

应用于油气探勘开发过程中对油气井的压裂作业，而且是页岩油、页岩气、致密油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必须使用的设备。

压裂设备相关服务主要是指压裂泵液力端和相关配件产品全生命周期大包租赁服务，旨在帮助和配合用户做好压裂泵液力端和相

关配件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的成本管理与优化，压裂作业需求客户以工作小时结算租赁费用，避免直接购买材料和发生制造成本，同时

减少了计划采购、资金占用、库存管理等环节的成本支出。

（4）其他业务

公司其他业务主要包括油田环保设备及相关服务、油田特种车辆、油气销售等。 油田环保设备主要是压裂返排液处理设备，主要有

三类，分别为车载式、“撬装”式和集中建站处理设备，主要用于处理油气井压裂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压裂返排液，使处理后的压裂返排液

达到回注或回配标准，实现资源化利用。 油田特种车辆主要是油田的测试井设备研发设计，开发多功能测井车、多功能试井车，公司可生

产特种作业车、专用作业车和专用货车。 油气销售业务系公司在美国从事页岩油气勘探开发，全资子公司海默油气是美国德克萨斯州政

府许可的油气开发独立作业者，在油气区块以联合作业和独立作业的方式开采页岩油气，报告期内，公司基本以联合作业方式开采页岩

油气。

3、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业务采取“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均可以自主完成。公司设有专门的技

术研究和产品开发部门、产品制造部门、销售团队和服务团队，并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销售渠道。 公司充分利用国内人才和生产成本优

势，研发和制造立足国内，销售和服务面向全球石油公司和油气服务公司。 同时，公司积极和国内外科研机构、产业上下游企业开展研发

和生产合作，不断提高研发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扩大销售渠道，将部分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制造环节外包、部分零部件直接从外部采购。

4、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专注于石油天然气行业细分领域，是国际领先的油气田多相计量和生产优化解决方案的主流提供商、国内独家的水下多相流

量计制造商、国内领先的“井下测/试井、增产仪器和工具”制造商、国内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压裂泵液力端制造商。

在多相计量产品领域，公司多相计量产品一直面向全球市场销售，在阿曼、阿联酋和国内海洋油田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公司长年服务

于中海油以及沙特阿美、阿曼石油等国际油气行业巨头，产品及技术得到下游客户的广泛认可；公司近年在成功进入全球最大的多相计

量产品用户沙特阿美后又成功进入北美市场，实现里程碑式的突破。 公司自主创新研发的水下多相流量计和湿气流量计等系列产品已

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打破了国外垄断实现进口替代，为我国深水油气资源开发解决了一项重要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同时也为公司打

开了广阔的水下多相流量计及相关产品应用领域市场。

在井下测/试井、增产仪器和工具领域，子公司思坦仪器是国内该领域的领先企业，在国内具有较高品牌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产品

及服务遍布国内主要油田。 公司近年来顺应油田数字化趋势，通过持续的自主创新，开发出智能分层注水系统等油田数字化产品，取得

了一系列专利并实现批量商业化应用，并进一步将智能增产解决方案的应用场景从传统油田拓展到气田，成为引领板块发展的重要动

力。

在压裂设备领域，子公司清河机械是国内知名的压裂泵液力端产品制造商，是国内中石油集团各大石油钻探工程公司、中石化下属

各大石油工程公司、压裂车制造厂以及压裂施工服务相关民营上市企业的主要供应商，同时是全球知名油服公司和压裂服务商的优秀

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5、业绩的主要驱动因素

报告期，受益于国际油价中高位运行，全球油气资本开支持续加大，全球油服行业以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推动传统油田

服务业转型升级以及国内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等一系列有利市场环境的推动下，公司营业收入继续保持了

增长态势，尤其是多相计量业务海外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公司紧抓有利的市场时机，积极开发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各类新产品，巩固传

统市场份额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市场。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深耕中东油气市场，扩大与中东地区各能源公司的合作。同时，

全球性战略客户开发持续取得新进展，在墨西哥实现新市场新客户零的突破，在沙特实现战略市场新产品零的突破，在印度实现长期测

试服务合同零的突破，境外收入占比达到33.11%。 公司持续保持高效研发投入并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提升产品竞争优势并保持较

高毛利水平，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长。 此外，公司还通过优化业务结构、精简业务人员、提高内部管理效能等一系列降本增

效措施，提高公司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质量，帮助公司更好地应对市场挑战。

市场需求的增加、持续的产品创新、积极的海外市场开拓及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成为报告期业绩持续恢复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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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287,

322.85

2,066,702,561.29 2,066,736,650.20 -0.36% 2,009,493,578.25 2,009,493,57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77,417,

935.47

1,030,340,

488.99

1,030,373,721.09 4.57% 1,017,220,997.82 1,017,220,9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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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869,

749.92

627,441,020.13 627,441,020.13 18.56% 608,636,389.64 608,636,38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2,517,

752.63

13,968,193.24 13,986,718.80 132.49% -262,315,464.77 -262,315,46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606,

147.95

5,883,619.61 5,902,145.17 367.73% -281,494,038.46 -281,494,038.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8,210,

954.59

40,195,499.91 40,195,499.91 293.60% 155,827,073.49 155,827,073.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5 0.0363 0.0363 132.78% -0.6818 -0.6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5 0.0363 0.0363 132.78% -0.6818 -0.6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09% 1.35% 1.36% 1.73% -22.87% -22.8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2年12月13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16号” ），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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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本

公司于本年度施行该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

对于在首次施行解释16号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即2022年1月1日）因适用解释1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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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本公司按照解释16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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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2022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

财务报表项目。

因执行该项会计处理规定，本公司对2022年度、2022年1月1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追溯调整详见《2023年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

务报告 附注五 37、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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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47,101.65 96,755,534.11 192,317,389.94 391,849,72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50,108.74 -5,789,720.34 38,259,275.49 30,598,30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37,845.39 -6,366,920.77 35,448,728.26 29,562,18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46,223.11 31,656,920.80 50,428,243.47 68,479,5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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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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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剑文 境内自然人 13.09% 51,552,608.00 51,552,607.00 质押 8,000,000.00

山东新征程能源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8% 20,0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杭州昊一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昊

一－复兴七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2% 6,0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周益民 境内自然人 1.01% 3,99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李建国 境内自然人 0.93% 3,655,200.00 0.00 不适用 0.00

金正谦 境内自然人 0.88% 3,480,436.00 0.00 不适用 0.00

杭州昊一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昊

一－复兴二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3,257,600.00 0.00 不适用 0.00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敦和云栖3

号平衡配置私募基

金

其他 0.76% 3,012,200.00 0.00 不适用 0.00

杭州昊一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昊

一－复兴六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3,01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吕俊 境内自然人 0.74% 2,916,1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窦剑文先生、张立刚先生、张立强先生和山东新征程能源有限公司于2023年1月3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

议》，互为一致行动人；

2、杭州昊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昊一－复兴七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杭州昊一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昊一－复兴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杭州昊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昊一－复兴六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均为同一家公司持有；

3、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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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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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刚 退出 0 0.00% 132,598 0.03%

马骏 退出 0 0.00% 2,429,000 0.62%

徐立群 退出 0 0.00% 0 0.00%

王煜姗 退出 0 0.00% 0 0.0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退出 0 0.00% 251,404 0.06%

孟兆贤 退出 0 0.00% 2,000,000 0.51%

肖钦羡 退出 0 0.00% 1,900,000 0.48%

山东新征程能源有限公

司

新增 0 0.00% 20,000,000 5.08%

杭州昊一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昊一－复兴

七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6,000,000 1.52%

周益民 新增 0 0.00% 3,990,000 1.01%

杭州昊一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昊一－复兴

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3,257,600 0.83%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敦和云栖3号平衡

配置私募基金

新增 0 0.00% 3,012,200 0.76%

杭州昊一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昊一－复兴

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3,010,000 0.76%

吕俊 新增 0 0.00% 2,916,100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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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2023年1月3日，公司控股股东窦剑文及其一致行动人张立刚和张立强与山东新征程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新征程” ）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控股股东窦剑文及其一致行动人张立刚和张立强，拟将持有的海默科技20,000,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5.20%）转让给山东新征程，并将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后剩余的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山东新征程行使。 协议签

署后，山东新征程持有公司19.05%的表决权，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苏占才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述事项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3年1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暨

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2、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

（1）2023年1月3日，公司与山东新征程能源有限公司签署了《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新征程能源有限公司之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分别于2023年1月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2023年3月31日召开

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上述事项的

详细内容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月4日、2023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关于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6）《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2）2023年5月31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通知》（深证上审〔2023〕399号）。 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

理。 上述事项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3年6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

（3）2023年9月13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

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3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103）。

（4）2023年11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9）。

3、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3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 2023年9月1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事宜，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30日、2023年9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105）。

（2）2023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2023年10月11日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 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55名激励对象授予

923.2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1）。

（3）2023年11月22日，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登记的人数为52人，授予登记股份数量为903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384,765,738股增加

至393,795,738股，导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2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122）。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苏占才

2024�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300084�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默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5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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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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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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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

的总股本542,755,47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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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博腾股份 股票代码 30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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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薇 汪星星

办公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云图路7号 重庆市北碚区云图路7号

传真 023-65936901 023-65936901

电话 023-65936900 023-65936900

电子信箱 porton.db@portonpharma.com porton.db@portonpharm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的医药外包服务行业（CRO、CMO、CDMO等）是医药产业专业化分工下催

生的子行业，下游客户主要为全球制药企业、生物科技公司、科研机构等。 由于不同药物类

型、不同临床阶段衍生的服务内容高度分散，每家公司的业务组合不尽相同。 因此，行业呈

现集中度较低的特点。尽管医药行业短期受到过去三年的全球大流行以及宏观经济等因素

影响出现波动，但技术发展和新兴疗法的出现以及大量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是推动医药行

业长期发展的基石，也是医药外包服务行业需求能够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1）医药外包服务行业处于行业“过渡周期” ，中长期需求稳定增长

在全球医药研发支出及临床试验总量保持稳定增长的大背景下，2020-2022年， 全球

医疗资源投入及市场需求因全球卫生事件而出现阶段性、结构性的变化。一方面，相关抗病

毒疫苗、中和抗体、治疗药物等投入快速增长。 根据美国临床试验数据库ClinicalTrials网

站查询的数据显示（查询日期：2023年3月6日），2020-2022年期间启动的临床试验数量

为98,901项，同比增长13%；其中，与大流行相关临床试验共8,387项，占比达8%。 另一方

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2年5月发布的《2022世界卫生统计报告》，全球医疗系

统均因大流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中断，从而影响部分常规医疗服务需求。 根据来自

129个国家的统计反馈，约一半国家报告了肺结核、艾滋病检测和防治、乙肝丙肝的诊断及

治疗中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报告了对精神类、神经领域等需求的扰动。

医药外包服务行业作为医药产业上游服务企业，相应的业务需求随之发生结构性的变

化。 据统计，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而开发上市的抗病毒类中和抗体、疫苗、小分子药物

均使用了CRO、CDMO的合作模式。随着病毒变异、疫苗接种普及和经验积累，全球公共卫

生事件发展进入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全球医药研发投入方向及消费需求预计将逐步回归

常态化，此前被抑制的部分常规药物需求预计将带来恢复性的增长，上游医药外包服务的

相关治疗领域药物需求将陆续恢复。

但拉长周期来看，医药研发管线和投入总体呈稳定增长的趋势，这意味着医药外包行

业的需求端是充足的。 根据Pharmaprojects《2023年医药研发趋势报告》，2023年（统计

数据采集于2023年1月）全球研发管线数量达到21,292个，同比增长5.88%。 其中，临床前

11,835个，临床一期3,263个，临床二期3,131个，临床三期1,229个，注册前阶段254个，注

册及已上市阶段1,432个，其他阶段148个。同时，考虑到制药企业出于效率、成本等因素考

量，新增研发管线通常会采用外包方式进行，即外包率呈增长趋势，因此对CRO、CDMO的

需求也将随着全球药物研发管线的增长而持续增长。

2）新技术和新疗法持续推动医药产业链的发展

新技术、新机理、新疗法正推动医药行业迈向新一轮行业发展阶段。 mRNA药物、靶向

蛋白降解、抗体偶联药物（ADC）、双抗、PD-1/PD-L1抑制剂、核酸药物、多肽药物、基因

与细胞治疗、人工智能（AI）等持续推动医药产业研发、制造等产业链上下游发展，进一步

提升医药研发制造效率，解决如肿瘤、罕见病等未被满足的疾病需求。 2023年，美国FDA药

品评价与研究中心（CDER）共批准55款新药，FDA生物制品评价和研究中心（CBER）共

批准16款新产品，尽管小分子药物占比仍然最大，但其中包含多肽类、核酸类、双抗、基因

疗法、细胞疗法等新型疗法也持续获得突破。同时，数智化革命也给医药产业带来了新的变

化。 AI制药企业兴起、AI药物管线逐渐推向临床阶段、医药智能制造等均为医药行业发展

带来了新方向。

同时，随着药物研发管线呈现显著的去中心化，创新的源头从少数的大型制药公司转

移到小型的生物科技公司，以后者为代表的传统“长尾” 逐渐变成了创新的主力。而随着药

物新靶点和新作用机制的深度开发，以及新药研发企业竞争的加剧，和“孤儿药” 政策的倾

斜，药物研发管线逐渐变得更加分散，针对同一个适应症的新药开发日趋拥挤，产品生命周

期越来越短，市场对产品需求快速变化，新药的市场预期变得更加不确定。 药物研发和生

产，尤其是创新药的开发和生产，将更多的进入“多品种、小批量” 的时代。如何在又快又小

的背景下应用和开发新技术，以及如何利用生产的柔性，应对基于柔性生产的新技术和质

量控制，都将是医药外包服务行业新时代的新议题。

3）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持续推动医药外包服务产业发展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拥有巨大的医疗卫生需求。在由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的过程中，中

国医药产业会面临螺旋向上的发展趋势。 当前从短期维度来看，由于国内创新药投融资在

2021年高基数的情况下出现较大回落， 对创新药公司的运营和管线推进有一定程度的影

响；同时，新技术和新疗法开发进展不及预期的情况也可能成为常态。 但长期来看，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叠加政策改革和技术革命，中国医药产业预计将保持有效

增长，发展质量将逐步提高，从而将带动医药外包服务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

4）全球宏观形势将成为长期影响因素，可能推动全球供应链重构

医药外包服务行业下游客户主要为全球的制药企业、生物科技企业等，行业的发展离

不开制药产业专业化分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诉求。受宏观因素影响，近两年来，出于对

供应链安全的考量，供应链的本地化变得越来越受重视，已经成为影响医药外包服务行业

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 。 由于医药外包服务产业是人才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强监管的行

业，新产能从建设到投用再到获得客户认可，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两年甚至更长时间），

因此产业结构在短期内发生大规模变化的可能性较小。 对于中国医药外包服务企业，在充

分利用中国科学家工程师红利、供应链优势的同时，加快全球化布局将变得更加重要。

（2）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在全球范围内为制药企业、生物科技公司、科研机构等提供全类别、端到端

服务的医药研发生产外包组织（CDMO），能够为小分子药物、大分子药物及基因细胞治

疗等不同类型的药物及疗法提供CDMO服务，具体包括：1）小分子原料药CDMO业务，主

要为客户提供化学药开发及上市过程所需的起始物料、 中间体及原料药的工艺路线设计、

工艺开发、工艺优化、分析方法开发、中试级生产、CMC注册支持、质量研究和分析研发、商

业化生产等一系列定制研发及生产服务；2）小分子制剂CDMO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小分

子药物开发所需制剂处方工艺开发及优化、分析方法开发及验证、复杂制剂开发、改良剂型

开发等定制研发与生产以及共同开发服务；3）基因细胞治疗CDMO业务，主要以控股子公

司苏州博腾为运营主体，搭建了质粒、细胞治疗、基因治疗、溶瘤病毒、核酸治疗及活菌疗法

等CDMO平台，提供从建库、工艺方法及分析方法开发、cGMP生产到制剂灌装的端到端服

务；4）合成大分子CDMO业务，主要为多肽、寡核苷酸、偶联药物（Linker、Payload）以及

药物递送聚合物等多个合成大分子药物领域提供定制研发及生产服务；5） 生物大分子

CDMO业务，主要为抗体、抗体偶联药物（ADC）等生物制品提供从临床前开发至商业化

上市所需的端到端一体化CMC解决方案。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服务客户已达1,000家规模，拥有超过3,000个项目的成功交

付记录，服务终端药物包括抗病毒、抗肿瘤及免疫机能调节、抗感染、神经系统、心血管、消

化道及代谢、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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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4,028,760.83 10,144,292,774.55 -7.49% 6,562,035,20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00,732,704.45 6,003,123,811.75 -3.37% 3,981,557,111.07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3,667,417,122.49 7,034,801,054.11 -47.87% 3,105,149,62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859,527.37 2,005,442,175.37 -86.69% 523,915,38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47,993,272.69 1,982,319,718.20 -87.49% 503,460,80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056,261.15 2,564,418,941.05 -75.47% 480,173,087.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3.70 -86.76% 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3.69 -86.72% 0.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0% 40.31% 减少35.71个百分点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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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802,786.78 960,943,670.93 698,256,521.00 630,414,14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092,146.15 106,280,824.65 41,486,354.40 -184,999,79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6,262,380.67 94,245,001.09 34,053,631.49 -176,567,74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297,371.75 458,087,911.22 117,027,958.60 -309,356,9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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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3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3,5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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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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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6% 78,982,719 不适用

居年丰 境内自然人 10.78% 58,890,521 44,167,891 质押 22,550,000

陶荣 境内自然人 8.10% 44,218,630 质押 13,268,500

张和兵 境内自然人 7.67% 41,903,020 质押 13,870,000

张家港卓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6% 7,982,347 不适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5% 7,371,930 不适用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6% 6,351,766 不适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

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0% 6,011,810 不适用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四二零组合

其他 0.95% 5,200,766 不适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4,616,800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居年丰、张和兵、陶荣于公司上市前已签署《共同控制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创业板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663,200 0.30% 580,400 0.11% 4,616,800 0.85% 341,100 0.0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国证生物医药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889,051 1.08% 6,011,810 1.10% 266,700 0.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宝中证医疗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6,067,045 1.11% 206,000 0.04% 7,371,930 1.35% 2,336,600 0.43%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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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退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医疗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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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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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是公司新一轮战略周期的元年， 也是外部宏观环境及内部运营兼具挑战的一

年。在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中，公司需要持续做好战略定力和敏捷性的动态平衡，同时在业务

布局能力建设周期和需求周期未实现同频共振的情况下， 公司内部运营也面临着巨大挑

战。

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67亿元，同比下降约48%，剔除重大订单影响后的收入

同比增长约10%。 其中， 小分子原料药CDMO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4.79亿元， 同比下降约

50%； 小分子制剂CDMO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24亿元， 同比增长约291%； 基因细胞治疗

CDMO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301.57万元，同比下降约30%。按照地域分布，美国市场同比下

滑约67%（剔除重大订单影响后同比增长约3%）；欧洲市场同比增长约6%；中国市场同比

增长约20%；其他市场同比增长约9%。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毛利率为40.69%，同比下降11.27个百分点。 盈利指标下降的主要

原因如下：1）报告期内，公司前期收到的重大订单去年同期交付较多，导致收入同比下降；

2）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叠加制剂、基因细胞治疗等新业务毛利较低的影响，导致国内市场

毛利率下滑；3）随着重大订单在2022年完成全部生产，公司2023年产能利用率下降，单位

固定成本分摊增加；4）公司部分研发中心、生产基地于2022年下半年陆续投入运营，2023

年公司相应的运营费用及固定资产折旧较去年同期增加。

2023年，公司布局的新业务和新能力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77亿元，但还未产生正向利

润贡献，其中，小分子制剂CDMO业务、基因细胞治疗CDMO业务、生物大分子CDMO业

务分别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0.76亿元、0.77亿元、0.16亿元。

1、业务发展

2023年，随着国际交流逐步恢复，我们与海外客户及海外团队间的线下交流和拜访回

归常态化。报告期内，公司接待了多批来自海外客户的商务访问和审计等相关的线下拜访，

公司得以为客户直观呈现过去三年以来建立的新能力、 新设施， 并获得客户的良好反馈。

2023年，公司接待客户到访量达696次，创历史新高，为后续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1）小分子原料药CDMO业务

2023年，公司为全球约350家客户提供小分子原料药CDMO服务，其中，美国区客户数

占比约46%，中国区客户数占比约43%，欧洲区客户数占比约6%。 报告期内引入国内外新

客户105家，其中，中国区55家，美国区46家，欧洲区2家，其他亚太区2家。

从项目管线来看，2023年， 公司小分子原料药CDMO业务收到客户询盘总数突破1,

770个，同比增长约36%，前端客户需求保持增长。公司通过保持与客户的良好沟通，采取积

极的市场推广策略，持续夯实项目管线。 2023年，公司已签订单项目数（不含J-STAR）

655个，同比增长约1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交付项目数590个，同比增长约31%，其中296

个项目处于临床前及临床一期，73个项目处于临床二期，67个项目处于临床三期，13个项

目处于新药上市申请阶段，141个项目处于已上市阶段（详见图1）。 公司引入订单新项目

245个 （不含J-STAR）， 同比增长约8%。 受海外投融资影响， 公司美国全资子公司

J-STAR实现营业收入2.43亿元，同比下降约4%。 2023年，J-STAR与国内团队协同服务

客户22家，引流项目约40个。

图1：小分子原料药CDMO业务交付项目数（单位：个）

2023年，公司服务API产品数181个，同比增加54个；API产品实现收入4.79亿元，同比

增长22%（详见图2、图3）。 与此同时，公司持续引入工艺验证项目（Process� Validation，

简称PV项目），2023年完成17个PV项目的交付，执行中的PV项目16个。 工艺验证作为药

物上市前的重要工作，通过PV项目积累，将有效提升公司服务项目粘性、扩大公司潜在商

业化项目储备池。

图2：API产品数

图3：API产品收入

（2）小分子制剂CDMO业务

2023年，公司制剂团队为112个客户的153个制剂项目提供了服务，引入新客户56家，

新项目82个，新签订单约2.25亿元，同比增长约89%。 同时，随着2022年第四季度公司位于

重庆两江新区的首个制剂工厂一期项目建成投用，公司已具备口服固体制剂、注射剂、高活

等柔性、模块化的五条生产线，能够为客户提供从临床注册批到小规模商业化的生产服务。

2023年是制剂工厂的运营元年，制剂工厂快速完成运营体系从0到1的建设阶段，进入从1

到10的运行阶段，不断完善适配业务的运营体系，保障项目的高质、高效交付：五条生产线

及时交付率均达到100%。 2023年，制剂工厂共计接受了4次官方审计、20次客户审计、2次

第三方审计，均一次性获得通过，有效地保障了业务的开展。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制剂工厂

顺利通过了法国标准协会（AFNOR）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的认证，进一步夯实了制剂工厂的EHS管理能力。

（3）基因细胞治疗CDMO业务

2023年，受下游客户融资的影响，基因细胞治疗CDMO业务在新签订单方面未达年初

预期。 报告期内，博腾生物引入新客户54家，新项目83个，新签订单1.35亿元，同比下降约

15%。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博腾生物成功实现临床阶段项目里程碑突破。 报告期内，博腾

生物助力智瓴生物、深信生物、凯地医疗、卡提医学、拓新天成等5个客户IND项目获批，其

中包括2个海外申报。

（4）合成大分子CDMO业务

2023年，公司在多肽、寡核苷酸等新业务层面实现从0到1的突破，为10个客户的14个

项目提供服务。 公司多肽服务平台拥有固相/液相合成、色谱分离、膜浓缩/纯化、冻干等技

术，可以为全球多肽药物研究者提供包括链状/环状化学合成多肽、多肽修饰和多肽偶联物

（PDC）研发服务。

此外，公司凭借原小分子原料药团队在高活性化合物开发生产经验和专业的合成大分

子服务能力， 能够为多种偶联药物提供linker-payload化学链一站式定制化药学解决方

案，公司在上海和重庆建立了相应的原料药和制剂高活实验室和生产基地，生产过程严格

遵守GMP及EHS规范，确保研发和生产过程合规安全。

2、持续推进变革，优化组织和流程，赋能业务发展

为适应新的战略周期下的公司业务发展，2023年，公司通过集团管控、支持赋能体系

建设、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优化等方式持续优化组织能力；通过优化设计顶层业务架构，推进

流程变革，逐步向流程型组织转型。 2023年，公司开启工程管理、采购供应链管理、CRM

（客户关系管理）、MBT＆IT（管理业务变革和信息技术）、数据治理等流程变革项目，通

过变革，促进业务运营和管理模式的转变。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还启动了营销变革，旨在建

立业务一线强大的组织，大力提升客户和商机的开发与管理能力。

3、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新能力逐步落地

报告期内， 公司位于上海闵行区约3,000平方米的多肽与寡核苷酸研发中心建成投

用，能够提供多肽药物、寡核苷酸药物、偶联药物的合成、分析研发等服务。 此外，报告期内

公司位于上海外高桥的生物大分子研发中心投入使用，能够为客户提供抗体及ADC服务。

在欧美地区，公司美国新泽西扩建近4,000平方米的结晶和制剂实验室投用；位于斯

洛文尼亚的小分子原料药CDMO研发生产基地研发实验室预计2024年第二季度建成投

用，中试车间土建工程已启动。

4、持续加强研发技术能力建设，赋能业务发展

2023年，公司持续加强研发技术能力建设，研发投入4.52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2%。 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研发团队规模1,244人，约占员工总数的25%；公司有效发明专利89项

（其中79项国内专利，10项国外专利）；PCT专利14项；正在审查中的发明专利104项。

2023年，公司在中国（上海、重庆）、美国、斯洛文尼亚等地持续建设研发能力：上海闵

行研发中心建成投用，该场地建筑面积约22,000平方米，其中拥有约3,000平方米专属的

多肽、寡核苷酸等研发设施；上海奉贤工厂约8,800平方米的实验室改造完成；上海外高桥

抗体和ADC研发生产基地建成投用；重庆两江新区制剂研发设施建成投用；J-STAR扩建

的结晶及制剂实验室建成投用；公司在斯洛文尼亚建设的研发生产基地一期项目研发设施

基本建设完成，将在2024年第二季度正式投用。

此外， 公司持续打造在各条业务线技术布局的广度和深度， 打造技术全并重点发展

“拳头” 技术的策略。 公司持续建立交叉学科的创新技术平台，打造涵盖药物结晶、生物催

化、流体化学、微粉、高活性药物（HPAPI）、制备色谱、氟化学、光化学、金属催化、口服制

剂平台、高活制剂平台、难溶药物技术平台、无菌制剂平台、局部外用制剂平台、慢病毒生产

平台（PTLV-SMART?）、新型AAV血清型筛选和进化平台、SF9和HEK293生产工艺平

台等覆盖公司三大业务板块的技术能力。同时，公司持续探索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运营场

景的应用， 其中公司长寿工厂已进入运营阶段的项目15个， 包括智能协同计划排产系统

（APS）、关键设备预测性维护等项目；进行中的项目10个，包括QC智能检测、物料管理线

上化等项目。

5、不断提升ESG（环境、社会、治理）管理水平

2023年， 为适应公司可持续的战略发展目标， 提升公司在ESG领域的治理和管理水

平，公司从ESG组织体系建设着手全面推进ESG治理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建立了ESG三层

治理架构和职责：（1） 明确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作为公司ESG工作的最高管理机构，

负责对公司重大ESG议题进行审议、评估和监督；（2）为进一步落实董事会战略与ESG委

员会相关管理职责，成立ESG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由管理层组成，负责识别和决策ESG重大

议题、制定ESG工作计划、为ESG工作提供组织和资源保障等；（3）成立ESG工作小组，由

业务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全面推进ESG议题的落地执行。

2023年，公司组织开展2次ESG专题培训，分别覆盖高层管理人员以及ESG相关责任

部门，并在内部持续进行ESG文化推广和宣贯，提升全员认知和意识。 此外，公司通过实质

性议题的识别，制定相关举措和工作计划，持续加强在政策方针、行动举措、利益相关方沟

通、绩效设定等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在近年来受广泛关注的气候变化领域，公司已成立应对

气候变化专项工作小组，组织2次气候变化议题专题培训，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设定和路

径制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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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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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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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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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自科技 股票代码 300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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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辉 卢志娟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松路609

号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松路609

号

传真 0731-88907777 0731-88907777

电话 0731-88238888 0731-88238888

电子信箱 sh@cshnac.com lzj@cshna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注于为新能源、环保等领域用户提供智能控制软硬件产品与系统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多能物联技术领航企业。 公司主要产

品有锂电池及其材料智能装备（包括化成分容电源系统、化成一体机、高压直流容量一体机、大腔体Baking设备等）、新能源源网荷储设

备及系统（包括储能变流器、多能物联协调控制器、能量管理系统、电池管理系统、一体化储能系统、集装箱储能系统集成、源网荷储一

体化管控平台、智能生产管理系统、设备智能故障诊断与预测系统、配网自动化系统等）、膜及膜装置（包括膜丝、浸没式超滤膜组件、

MBR膜组件、连续电除盐膜块等）及水利水处理自动化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深耕能源领域，中小水电站自动化控制设备市场占有率全球领先，基于“智能控制技术” 核心优势，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智

慧云平台等先进技术，研发能量管理系统HZ3000-EMS、微网协调控制器、储能变流器、交直流充电桩等系列化核心产品，突破新能源微

电网“源-网-荷-储”协调控制关键技术瓶颈。

公司研发的“大规模储能及微电网协调控制技术与装置” 通过湖南省电机工程学会科技成果评价，专家组成的评价委员会一致认

为，该项目成果创新性强、技术先进度高、应用前景广阔，在大规模储能及微电网协调控制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公司自主研发的“HZInfo3000闸泵集群智能管控系统” ，通过流域地形、气象、水文等数据结合流域枢纽的运行调度规程以及运行

数据对流域的来水态势进行预报和预警，为防洪防潮、排涝及水环境调度指挥提供决策支持，实现对泵闸站群的防洪、排涝及改善水环境

的优化调度，入选水利部“2023年度成熟适用水利科技成果推广清单” 。

子公司精实机电是锂电行业化成机、分容机、智能物流仓储、智能制造及能源装备的整体解决方案专家，可提供涵盖方形、刀片、软

包、圆柱等锂电池化成分容段自动线整体解决方案，自主研发了高压直流水冷容量一体机、大腔体Baking设备、水加热高串化成一体机

等系列产品，通过技术与设计上的创新，实现了运营能耗的大幅降低与系统转换效率的显著提升；化成分容机电源实现了满量程万分之

四的电流控制精度和万分之二的电压控制精度，并在业内率先发布高压直流母线技术，搭载系列新品稳定运行，可与储能/光伏/PCS系

统接驳，实现园区智能调度，助力客户构建零碳工厂。 精实机电现已成为业内少有的自主设计并提供后段整线交钥匙工程的服务商。

环保领域，公司是多元化膜技术的倡导者，拥有多种超滤膜产品、MBR膜产品和EDI产品，以膜技术和污水深度处理技术为核心，将

膜产品、膜工程、水深度处理及自动化控制技术有机结合，可为环保水处理领域用户提供市政供水、市政污水、工业纯水、工业废水、水处

理+多能源系统、全设备生命周期等EPC整体解决方案，并多次获评环保“走出去”先进企业。 公司的MTC-3W污水处理自动化系统，在

国内首次将与工艺机理相结合的节能优化运行控制技术应用于污水处理行业， 提高了我国污水运行行业的生产管理水平。 公司自主研

发的净水厂智能加药系统被中国产品质量技术监督中心列为“中国节能环保产品” 、“中国低碳产品” 。由湖南坎普尔参与承建的广州南

沙粤海水务有限公司旗下“广东粤海水务榄核自来水厂水处理项目”荣获“2023（第十八届）水业中国星光奖-工程之星”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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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9,822,992.86 5,655,606,411.15 24.12% 4,901,934,89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772,515,789.65 2,075,652,379.74 33.57% 2,483,140,719.37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2,368,606,133.08 1,679,958,227.03 40.99% 2,328,469,36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9,822,925.23 -428,891,080.60 58.07% 45,116,79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371,913.59 -442,837,420.62 55.88% 32,258,76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2,777,056.98 -213,659,903.21 138.74% -184,325,578.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1.31 64.12%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1.30 63.85%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0% -18.78% 12.18%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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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88,954.63 1,048,473,807.86 632,644,510.00 292,298,86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1,965,008.42 35,335,424.76 20,164,459.40 -203,357,80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823,654.83 33,769,379.97 16,228,148.93 -211,545,787.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2,386,912.52 -125,152,746.10 -81,542,070.06 411,858,7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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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4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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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华自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37% 84,673,031.00 0.00 质押 50,490,000.00

成都钰信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9% 7,883,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鹏华高

质量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43% 5,648,800.00 0.00 不适用 0.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8% 4,268,275.00 0.00 不适用 0.00

刘玉娥 境内自然人 0.91% 3,607,031.00 0.00 不适用 0.00

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一二

零三组合

其他 0.88% 3,468,600.00 0.00 不适用 0.00

黄文宝 境内自然人 0.82% 3,260,870.00 2,445,652.00 质押 2,000,000.00

安联保险资

管－工商银

行－安联裕

远10号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0.81% 3,22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鹏华基金－

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保

险 （集团）

公司委托鹏

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定增组合

其他 0.75% 2,975,500.00 0.00 不适用 0.00

梁建斌 境内自然人 0.54% 2,141,5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湖南华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自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黄文宝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安联保险资管－工商银行－

安联裕远10号资产管理产品为公司“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产品。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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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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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钰信投资有限公

司

新增 0 0.00% 0 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高质量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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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娥 新增 0 0.00% 0 0.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二零三组合

新增 0 0.00% 0 0.00%

安联保险资管－工商

银行－安联裕远10号

资产管理产品

新增 0 0.00% 0 0.00%

鹏华基金－建设银

行－中国人寿－中国

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委托鹏

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定增组合

新增 0 0.00% 0 0.00%

梁建斌 新增 0 0.00% 0 0.00%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退出 0 0.00% 0 0.00%

凌久华 退出 0 0.00% 0 0.00%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

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 0.00%

格然特科技（湖州）有

限公司

退出 0 0.00% 0 0.00%

汪晓兵 退出 0 0.00% 0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鹏华环保产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退出 0 0.00% 0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鹏华沪深港

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 0.00%

郭旭东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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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根据公司2022年5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2年6月1日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10月21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74号），报告期内公司向19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64,493,267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909,

999,997.37元，相关股份于2023年3月9日上市，限售期6个月，公司总股本由329,700,007股增加至394,193,274股，相关股份已于2023

年9月11日解除限售。

2、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

2023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2023年3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对公司“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行了修订，相关议案于2023年3月15日获得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5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同意以2023年5月5日为首次授予日，授予32名激励对象共计945.0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8.52元/股。 2023年10月

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以2023年10月16日为预留授予日，授予9名激励对象共计55.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8.52元/股。

报告期内，公司“奋斗者”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3,2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81%，成交总金额为47,705,146.56元（含交易费用），成交均价为14.82元/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上述股份将按照

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为2023年8月30日至2024年8月29日。

3、回购事项

2023�年9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21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80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3.38元/股，最低价为11.9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61,998,993.11元（含交易费用）。

4、董监高换届

公司于2023年9月15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完成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2023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

券事务代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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