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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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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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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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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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元（含税）。截至2023年4月19

日，公司总股本243,678,373股，扣减公司证券回购专户中的4,992,496股，以238,685,877股为基数

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1,029,164.01元（含税），占当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例为30.11%。 

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预案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上述预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镇海股份 60363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丹 王德录 

办公地址 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36号 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36号 

电话 0574-87917820 0574-87917820 

电子信箱 zpec@izpec.com zpec@izpec.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处的行业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主营业务属于专业技术服务业(M74)中的“工程技术与设计服

务”子行业。按照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分类表》，该行业共有勘察、煤炭、

化工石化医药、石油天然气、电力、建筑、水利等 21 类，本公司拥有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和石

油天然气（海洋石油）行业（油气库）专业甲级工程设计资质，是专注于石油化工领域的工程建

设企业。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石油化工行业的发展及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二）行业的发展阶段以及周期性特点 

石化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性、战略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和驱动器，是现代经

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化产业经济总量大、产业链条长、资金技术密集、产业关联度高，对

稳定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国家石化产业发展规划、石化企业

资本支出及产能利用率、国际油价的变化影响石油化工领域项目投资供给；消费升级、国内燃油

车保有量和成品油出口影响石油化工领域项目投资需求。 

1.石化产业项目投资供给 

为贯彻“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落实《“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推动石

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2022 年 3 月 28 日，工信部联合发改委、科技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

理部、国家能源局等六部委发布《关于“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石化化工行业要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学品，加快产业数字

化转型，提高安全和清洁生产水平，加速石化化工行业变革。坚持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绿色安

全和开放合作的四个基本原则。到 2025 年，石化化工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大宗化

工产品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大宗产品单位产品能耗和碳排放明显下降，5G、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石化化工行业深度融合。同时鼓励石化企业合理开发“绿氢”，推进炼化、

煤化工与“绿电”、“绿氢”等产业的耦合示范。着力发展清洁生产绿色制造，培育壮大生物化工

产业，积极发展生物化工，鼓励基于生物资源，发展生物质利用，强化生物基大宗化学品与现有

化工材料产业链衔接，开发环境友好的生物基材料，实现对传统石油基产品的部分替代。 

（1）石化产业投资方面。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报告，截止 2022 年底，石油和化

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28760 家，年内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6.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创历史新

高，实现利润总额 1.13 万亿元，同比下降 2.8%，基本保持历史高位。2022 年，国内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5.5%，增速同比提高 11.3 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完

成投资同比增长 18.8%，增速同比提高 3.1 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完成投资同比



下降 10.7%。 

 

 
2019-2022 年石化产业完成投资额增速 

 

（2）石化产品需求方面。2022 年，受宏观经济放缓、国内房地产投资下滑、原材料成本高

企等因素影响，石油和化工下游需求总体疲软。全年原油天然气表观消费总量 10.39 亿吨（油当

量），同比下降 0.3%；主要化学品表观消费总量同比下降 1.4%。 

（3）石化产品供给方面。近年来，炼油企业保持相对较高的投资增速，随着一批千万吨级炼

油、百万吨级乙烯新建项目的投产，在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已形成以进口原油为主、紧贴消

费市场的沿海石化产业集群，产业集中度逐年提高，市场参与主体逐步增多。当前我国成品油增

量需求有限，炼油产能总体过剩，但规模以上（1000 万吨/年）炼油企业产能利用率总体优于平

均水平。与此同时，数实融合、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正在推进化工新材料的研发和应用，推动我国化工产品走向精细化、功能化、绿色化、高端化。

因此，合理统筹优化成品油出口和炼油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成为提高国内炼油企业产能利用率、推

动石化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4）国际原油价格及国内炼油企业产能利用率方面。2022 年上半年，受俄乌冲突影响，国

际原油等大宗商品的供应风险持续上升，而 OPEC 的产量落后于增产计划，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

涨并于 2022 年 3 月 8 日一举突破 2014 年来高点，截至 6 月底，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约 40%。国内

炼油企业受国际原油价格高位运行影响，主要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但成本端增长速度过快，终端

消费疲软，产品价格传导受阻，部分炼油产品价格涨幅和利润表现并不理想，产能利用率较上年

同期小幅下滑。2022 年下半年，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为应对国内高通货膨胀率，持续快速加息，

国际宏观经济逐步放缓，与此同时，美国持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国际原油价格出现回落，国内

炼油企业受益于原油价格回落和消费复苏，产能利用率快速上升。截至报告期末，WTI 收于 80.51

美元/桶，全年上涨 6.71%；Brent 收于 85.99 美元/桶，全年上涨 10.33%；国内规模以上炼油企业

产能利用率接近 75%，较上年末小幅下滑。 

 



 
2022 年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建行贵金属及大宗商品业务部） 

 

 

国内主营炼油企业一次装置产能利用率（隆众资讯） 

 

展望 2023 年，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预期

水平，预计增长 2.6%。2023 年是我国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十四五规

划”实施的关键一年，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内外部环境，党中央国务院继续“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的经济工作总基调。在聚焦经济发展，促经济运行全面好转的政策背景下，我国经济总体将呈明

显的复苏态势。2023 年，原油价格有望逐步回归均值水平，在消化前期高成本库存后，炼油与化

工行业成本端的影响将逐步减弱，伴随着消费复苏、需求回暖，石化企业产能利用率和效益有望

边际改善。 

2.石化产业项目投资需求 

（1）消费升级方面。根据 2023 年 2 月 2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2022 年我国 GDP 规模 121 万亿元（18 万亿美元），GDP 实际增速 3.0%，人均 GDP

为 85698 元（1.27 万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 84804 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1.32 万

美元），其中投资对 GDP 贡献 50.1%、消费对 GDP 贡献 32.8%。消费是内需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也

是畅通国内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2022 年底中央经济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内需摆

在优先位置”。我国人均 GDP 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但居民消费率还显著低于欧美日韩等发达

国家，居民消费提升空间较大。中长期看，多数经济体在工业化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后，消费会成



为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力量。 

 

 

GDP 增长贡献率（Wind，泽平宏观） 

 

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特别是消费升级有

望成为引领和支撑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石化产品是基础性的产品，是与新材料、新能源、高端

装备制造、电子、纺织、农业、建材等行业相配套的原材料，消费升级为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新的发展动能。 

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石化产品消费的新需求。2022 年，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对外

贸易持续较快增长，进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海关数据显示，全行业进出口总额达到 1.05 万亿美

元，同比增长 21.7%，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16.6%。其中：出口总额 356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6%；

进口总额 6901.3 亿美元，增长 22.2%，贸易逆差 3336.5 亿美元，同比扩大 24.0%。尽管我国石化

产业取得了长足进展，乙烯、芳烃等大型化成套技术和装备基本实现国产化，但仍然存在高端产

品核心技术短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我国高端聚烯烃、工程塑料、高性能合成橡胶、高

纯电子化学品、膜材料等自给率低，低端精细化工品重复建设，石化产业结构性不足和过剩同时

存在。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高端化工产品及新材料的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未来石化

行业的生产重心将逐步从满足成品油需求和油品质量升级转向化工新材料、化工产品，以及更加

清洁的能源、炼油特色产品。 

二是数字技术和石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企业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和采购、生产、

研发、销售、财务各环节整体整合能力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总产出、总资产收益率、营业净利率、

劳动生产率和现金流量周转率等效益指标。我国是石化产业大国，生产规模巨大、产业链完整，

但在各环节、各系统间的统筹运作能力相比发达国家仍有不足，表现在投资回报率的差距上。石

化产品生产原料状态复杂、生产过程伴随着物理化学变化、生产工况波动大、机理复杂、相关参

数不易确定，难以构建数字化模型。当前石化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工程数字

孪生应用案例主要是数字化交付。石化产业数字化的瓶颈在于工业设计软件和控制系统依赖进口，

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工业仿真、复杂流程模拟和生产过程控制等领域长期被国外垄断。石化行

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数字化转型聚焦于三个要素：技术、业务和组织。技

术驱动业务转型，组织配合业务转型。随着数字化技术由点及面在建设、生产、运营、销售、财

务等环节实现突破，石化企业将在一体化运营能力、创新创效能力、统筹管理能力、价值创造能

力上取得显著成效。 

三是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赋予石化产品绿色消费的使命。绿色可持续发展是石化产业的



追求目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要求石化产品环境友好、全生命周期无污染。社会发展

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呼唤石化行业全面建立绿色发展体系。2023 年 1 月 9 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加快非粮生物基材料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非粮生

物基材料产业基本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强、产品体系不断丰富、绿色循环低碳的创新发展生态，非

粮生物质原料利用和应用技术基本成熟，部分非粮生物基产品竞争力与化石基产品相当，高质量、

可持续的供给和消费体系初步建立。生物基材料企业与塑料制品、纺织纤维、医疗器械等下游企

业拥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可生物降解产品在餐饮、物流、零售、酒店等领域应用空间广大。 

（2）国内燃油车保有量方面。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2022 年末，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为 4.17 亿

辆，较上年末增加 2129 万辆，其中汽车 3.19 亿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 1310 万辆，燃油车保有

量超过 3 亿辆。全国有 84 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同比增加 5 个城市。 

（3）成品油出口方面。根据海关数据，2022 年，成品油出口量为 3442.8 万吨，下滑 14.6%。；

其中汽油 1256 万吨（同比下降 13.6%），柴油 1092 万吨（同比下降 36.5%），煤油 1090 万吨（同

比增加 27.4%）。“十三五”期间，我国成品油供需矛盾突出，增加成品油出口成为化解供需矛盾

的有效举措。步入“十四五”后，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我国石化行业迎来“减

油增化、炼化一体化”的深度结构调整，成品油供需矛盾逐步缓解，同时成品油出口政策进一步

收紧。2021 年至 2022 年，国内成品油出口持续降低。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属于专业技术服务业，服务于石油化工行业，专业从事石油化工工程的建设和技术服务。

公司向客户提供从工程前期的规划咨询到设计、采购、施工管理、开车试运行、结算审核直到运

营服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致力于在环境保护、油品质量升级、装置节能减排等技术领域进行研

发和创新。公司为业主提供服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工程总承包 

工程总承包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较高，是指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勘

察、设计、采购、施工、中间交接、开车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总

承包商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向业主负责，并可依法将所承包工

程中的部分工作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企业；分包企业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公司负责。 

公司提供设计、采购及施工（EPC）服务以及其它类型的工程总承包服务，提供自项目规划、

工艺包设计直至开车试运行、竣工验收的全流程服务。公司从业主手中以确定的投资规模承接项

目后，承担工程项目的全部建设和管理工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 

2.工程咨询、工程设计业务 

工程咨询、工程设计业务在公司的业务中处于核心地位，涵盖了前期工作阶段和项目实施阶

段的多种咨询和设计服务。工程咨询、工程设计是指根据合同约定，对建设工程所需的技术、经

济、资源、环境等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论证，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业务。公司具备咨询服务

和设计各方面的技术实力，拥有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工程设计和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行业

（油气库）专业甲级工程设计资质；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工程设计乙级资质。 

3.其他业务 

（1）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业务是公司受业主委托，根据国家建设主管部门的要求，从专业的角度和身份，对

建设工程进行工程质量、工程费用、工程进度和施工安全等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业务。公司拥有

化工石油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电力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资质。 

（2）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是公司受业主委托，对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服务，出

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业务。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经济评价、



投资估算、项目后评价报告的编制和审核；建设工程概、预、结算及竣工结（决）算报告的编制

和审核；建设工程实施阶段工程招标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和审核；

施工合同价款的变更及索赔费用的计算；提供工程造价经济纠纷的鉴定服务；提供建设工程项目

全过程的造价监控与服务；提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等。公司拥有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 

（二）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工程总承包业务、工程咨询、工程设计业务及其他业务主要通过招投标方

式取得。项目中标后，公司将组织相关部门与客户进行对接，同时研究、分析客户提供的资料、

文件，在此基础上开展项目评估，综合考虑客户要求、技术要求、项目工期、分包服务等各方面

因素后整合项目执行中心、设计院、财务部、采购设备部、工程部、QHSE 部组建项目部，按照客

户和公司规定的规章制度和运作程序开始实施相关服务。 

不同项目的运营模式如下： 

1.工程总承包 

公司实行总承包项目矩阵式管理，在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后，按照《项目部组建管理规定》

从项目执行中心、设计院、财务部、采购设备部、工程部、QHSE 部抽调人员，组建总承包项目部。

项目经理由公司任命；项目部设计经理由设计院提出，项目经理批准；项目部财务经理由财务部

提出，项目经理批准；项目部采购经理由采购设备部提出，项目经理批准；项目部施工经理由工

程部提出，项目经理批准；项目部控制经理由项目执行中心提出，项目经理批准；项目部质量经

理、HSE 经理由 QHSE 部提出，项目经理批准。项目部内的设计、采购、施工、财务、费控、质

量、HSE 人员依据项目进展情况由项目经理与各业务部门协商后及时调整。项目部组建完成后，

由项目经理组织编制项目实施规划，设计、采购、施工、财务、控制和质量经理等职能经理共同

参与。 

 

 
 

2.工程咨询、工程设计业务 

公司市场经营部在工程咨询、工程设计项目合同签订后或接受业主的设计委托文件后交给设

计院，同时递交在合同谈判期间业主提供的或在期间形成的所有涉及项目内容、质量、进度与费

用的设计基础技术文件。由设计院按照《工程设计项目的分类规定》对项目进行分类，并向设计

专业室下达咨询设计任务，各级设计人员按照公司《各级设计人员资格及任命规定》进行任命。



设计项目经理和设计经理负责协调设计项目的内外接口，并负责设计项目质量和进度的控制。设

计经理与各专业负责人根据草拟的设计计划确定详细的设计计划，随着咨询设计工作的不断深入，

及时加以修改，以确保合理控制设计质量和进度。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服务于石油化工行业的工程设计企业包括中石化、中石油系统内的几家大型综合工程公司，

主要有：中石化炼化工程（02386.HK）、中国寰球工程公司、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中国石油集

团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等。此外还有国企改制的工程公司，包括本公司、三维化学（SZ.002469）、

百利科技（SH.603959）等。 

目前中石化炼化工程（02386.HK）、中国寰球工程公司等大型石化集团下属工程设计公司占据

国内石化工程设计行业第一梯队，其主要承接超大型或对国家石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

的设计、总承包以及代表国家参与国际项目的竞争。公司专注于硫磺回收、加氢等涉及环保及油

品升级方向的装置的设计和总承包，与大型石化集团下属工程设计公司在细分市场上实行差异化

竞争，在硫磺回收、加氢领域、常减压蒸馏领域、大型储罐等细分市场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四）竞争优势与劣势 

公司专注于服务石油化工领域 40 余年，专业从事石油化工工程的建设和技术服务，持续提升

科技研发投入，掌握核心技术，在大型硫磺回收、常减压蒸馏、加氢精制、油气储运、自动化立



体仓库等为代表的工程建设细分领域拥有品牌、人才、技术和资信优势。石油化工行业专业技术

服务产品具有深度定制化和高频率现场服务的特征，公司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地处长三角经济发

达地区，是国家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公司贴近生产、熟悉生产，在吸引资金、科技、人才等

资源方面均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相比国内第一梯队公司，公司在市场掌控能力、技术创新发

展、人力资源规模、工程技术能力、投资融资能力上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五）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向石油化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客户提供工程总承包、工程设计、工程

管理及监理、工程造价咨询等服务，本质上是以工程专业知识、经验和效率能力满足客户需求。

因此公司的业绩主要取决于石油化工行业的发展、投资以及公司的营运管理情况。2022 年，国内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5.5%，增速同比提高 11.3 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8.8%，增速同比提高 3.1 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完

成投资同比下降 10.7%。受项目执行周期影响，广东揭阳硫磺、泉州立体库等大型总承包项目收

尾，惠州石化常减压（I）装置、大榭石化硫磺项目、天津南港乙烯国二套等总承包项目总体处于

建设初期，收入同比下降，得益于工程总承包项目的精细化管理活动和工程设计业务收入占比小

幅上升，毛利率回升，公司利润保持了稳定增长。 

1.产业结构升级方面 

我国石油化工产业面临“减油增化”、炼化一体化、数字化转型需求。“减油增化”、炼化一体

化是我国石油化工产业转向高端化发展的突破口，在石油化工产业高端化、低碳化的大背景下，

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提升化工产品收率，抢抓高端制造业对高端化工产品需求的市场机遇，围绕

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航天军工等高端领域，实现国产化替代，能够有效带动石油化工产

业链升级，提升行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数字化转型是石油化工产业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战

略举措，也是企业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石油化工企业业务链条长，

各环节业务在营运环境、生产要素、技术要求和服务客群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一体化运营的

需求比较迫切。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石油化工企业形成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孪生融合，内外交互的

数字生态闭环，构建扁平化组织、驱动业务模式重构，持续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 

2.企业营运管理方面 

石油化工工程建设是一项点多面广、专业性强的系统工程。公司将持续提升治理水平，推动

流程、内控与合规管理一体化融合，开展精细化管理活动，加强企业内、外部协作，增强项目统

筹和执行能力，着力解决系统性授权不足问题，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最大限度地提高客户满

意度，以优化企业资源使用效率，提高项目管理绩效，有效控制业务成本，提高员工劳动效率，

避免重复劳动，夯实核心竞争力。 

展望未来，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国

内国际双循环与稳增长、扩内需有机结合，绿色发展、数字化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期。我国石油化工行业正处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

随着石化企业持续向集约化、规模化、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纵深发展，工程建设服务企业也

将受益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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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410,942,983.38 1,422,126,642.85 -0.79 1,384,887,186.4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90,914,946.26 816,505,423.38 9.11 809,887,552.49 

营业收入 574,469,296.12 1,100,056,235.41 -47.78 1,096,207,910.3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3,051,828.12 74,889,693.87 37.60 65,124,147.0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1,092,709.41 59,422,926.87 53.30 51,986,108.3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0,546,168.52 195,079,278.29 -63.84 -135,675,481.3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10 9.25 

增加2.85个百分

点 
8.2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3 0.31 38.71 0.2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3 0.31 38.71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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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97,959.67 169,604,026.39 146,302,616.84 103,264,69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474,867.20 31,801,278.68 11,779,089.81 45,996,59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251,187.51 25,430,672.08 11,008,132.12 42,402,71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6,821,218.29 56,992,287.19 41,304,919.33 89,070,1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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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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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84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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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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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

司 
12,289,331 40,279,836 16.53 0 无 

  国有法

人 

宁波舜建集团有限公

司 
0 10,360,000 4.25 0 无 

  国有法

人 

赵立渭 -2,005,551 6,016,655 2.4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范晓梅 -1,603,518 4,810,554 1.9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翁巍 -1,603,516 4,810,552 1.9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范其海 -1,603,516 4,810,552 1.9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侯守山 891,600 3,287,700 1.35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张有亮 2,608,169 2,608,169 1.07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张秀艳 2,064,700 2,064,700 0.85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吴国勤 -6,000 1,859,515 0.76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股东“舜通集团、舜建集团、赵立渭、范其海、范晓梅、

翁巍”于 2022年 1月 12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3年 2月 28日到期，上述《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

“赵立渭、范晓梅、翁巍”决定不再续签，“舜通集团、

舜建集团、范其海”于 2023年 2月 27 日签署新的《一致

行动协议》，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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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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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4,469,296.12 元，同比减少 47.7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03,051,828.12 元，同比增长 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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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