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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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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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张铁薇 工作原因 彭彦敏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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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我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公司母公司2022年

度实现净利润30,756,820.56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3,075,682.06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1,251,443,175.21元，减去当年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分配股利72,819,968.20元，本年末实

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06,304,345.51元。 

经审计，2022年度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74,372,534.39元

。 

由于公司2022年度经营亏损，现有资金尚需满足未来主营业务正常经营及项目建设需要，保

持现有净资本规模符合监管要求。因此，为保证公司各项业务健康、稳定运行，促进长期可持续

发展，公司研究决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以上预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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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投股份 600864 岁宝热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名佳 陈曦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二路277号哈投大

厦29层 

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二路

277号哈投大厦29层 

电话 0451-51939831 0451-51939831 

电子信箱 sbrd27@sohu.com sbrd27@sohu.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热电业务 

（1）行业发展状况 

电力行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产业，电力需求增长和宏观经济发展变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与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正相关的周期性特点，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实现电力资

源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目前，受国内国际局势影响，煤炭供给收缩。发电装

机结构延续绿色低碳发展态势，积极探索新能源研发。为落实“双碳”目标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新能源发电正逐步成为电力行业的供应主体。国家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核

电、生物质等发电，逐步减少或替代煤炭传统能源。近年来，全国火力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

重总体呈下降趋势。 

供热行业是北方地区关乎民生的重要行业，具有典型的区域性、季节性特征，也是地方政府

作为民生大事的严格管控行业，供热价格和供热温度标准均由政府来制定。供热行业利润空间狭

小，公用保障特征明显。近年来，哈尔滨市政府持续撤并分散燃煤锅炉房，城市集中供热占比不

断加大，锅炉环保烟气排放标准全面执行超低排放。政府通过增加集中供热范围，以燃气锅炉取

暖替代燃煤锅炉，提高室内供热温度标准，提高环保标准，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升舒适度

和幸福感。  

结合国内能源供需实际状况，政府提出“宜煤则煤”、“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原则，明确

“双碳”目标，应“先立后破”，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拓展多种清洁供暖方式。中国天然气资源

贫乏，煤炭资源相对富裕，东北是主要产煤地区，供应较为充足，短期内能源结构不会发生较大

变化。由于哈尔滨地区冬季供热期长达半年，使用天然气和电力作为主要燃料，供热成本巨大，

且存在能源不稳定断供风险，所以在东北地区大部分供热企业目前还是以煤炭为主要燃料。 

2022年，煤炭价格较上年虽未大幅上涨，但仍持续高位运行，热电企业原材料成本巨大；环

保超低排放带来环保运行材料成本、水电成本大幅增加，以及尿素大量投入导致设备维护费用增

加。以上因素使热电行业供热成本高企，经营艰难，呈现普遍亏损的局面，亟需政策层面关注和

扶持。 

（2）行业政策变化 

2021 年 8 月 17 日，哈住建发【2021】201 号《关于明确哈尔滨市城市供热基础设施配套

费拨付流程有关事宜的通知》规定：通过相关流程，由各区政府按照资金拨付规定，将城市供热

基础设施配套费拨付配套供热企业。政府拨付资金受财政资金和审批流程影响，拨付资金可能不

能及时到位。 

2021 年 10 月 29 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修

改《黑龙江省城市供热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在供热期内，供热单位应当保证居民卧

室、起居室（厅）温度全天不低于 20℃，其他部位应当符合设计规范标准要求”。在此政策影响

下，供热温度较 18℃提高 2℃，增加热能消耗，在同样天气条件下，热单耗增加，供热成本增加。 

2022 年 9 月 7 日，黑龙江省发改委、省生态厅和东北能监局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十四五”



期间煤电机组延寿工作的通知》（黑发改电力函〔2022〕294 号）规定：接续热源尚未落实的机组，

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可申请延寿运行，延寿服役期限不超过 5 年。 

2022 年 12 月 1 日，哈住建发【2022】325 号《关于给予供热企业供热补贴有关事宜的通知》

规定：2022-2023 年度供热期，对纳入行业管理且符合补贴条件的供热企业，按 3 元/平方米使用

面积标准给予供热补贴。2023 年 1 月 19 日至 20 日累计获得政府供热补贴 7,987.40 万元，增加公

司 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98.73 万元，增加 202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896.04 万元，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 

2.公司证券业务 

（1）行业发展状况 

现阶段我国证券行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证券行业稳中求进、砥砺前行，服务能力

和水平进一步增强，行业规模和资本实力稳步增长，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形象逐步改善，为高质量

发展打牢了扎实基础。同时，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走势、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呈现

出周期性变化，证券行业收入与证券市场交易量、价格波动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进而表现

出周期性变化。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未经审计的 2022 年度证券公司经营数据，全行业总资

产规模达 11.06 万亿元，比 2021 年增加 4.41%；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3,949.73 亿元，同比下降

21.38%；证券行业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1,423.01 亿元，同比下降 25.54%。（数据来源：中国证券

业协会网站） 

最近三年行业主要经济指标情况（单位：亿元）： 

指标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2022 年较 2021 年） 同比（2021年较 2020年） 

营业收入 3,950 5,024 4,485 -21.38% 12.02% 

总资产 110,600 105,900 89,000 4.41% 18.99% 

净资产 27,900 25,700 23,100 8.52% 11.26% 

净资本 20,900 20,000 18,200 4.69% 8.89% 

净利润 1,423 1,911 1,575 -25.54% 21.33%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 

（2）行业政策变化 

2022 年，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行业发布《中国证监会关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转板的指

导意见》、《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证券公司

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试点规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工作底稿指引（2022 年修订）》、《关

于加强注册制下中介机构廉洁从业监管的意见》、《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

理暂行规定》等制度，同时中国证券业协会为完善证券行业管理发布《证券公司文化建设实践评

估办法（试行）》、《证券行业诚信准则》、《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报备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建立稳

健薪酬制度指引》、《证券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资产管理计划规范运作指引》、《证券行业专业人

员一般业务水平评价测试大纲》、《证券公司投行业务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等制度。上述制度的

实施，进一步体现监管持续强化“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原则要求，对证券公司、证券业

务开展以及证券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证券公司经营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是热电业务和证券业务。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1.公司热电业务 

（1）主要业务 

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主要产品是电力、蒸汽和集中供热。 

公司分公司热电厂和供热公司，主要负责南岗区、香坊区规划供热区域内集中供热，供热范

围东至阿什河，西至马家沟，南至公滨路，北至先锋路的供热合围区域。热电厂总厂四台130吨蒸

汽锅炉配套三台12MW汽轮发电机组热电联产运行，主要产品为电力和蒸汽，电力除自用外，其余

部分上网销售；蒸汽少部分供蒸汽用户，大部分通过汽-水换热器转化为高温热水用于集中供热。

总厂四台70MW和一分厂五台116MW热水锅炉，生产高温热水单纯用于供热。2022年，热电厂新建四

台29MW燃气锅炉，作为调峰热源，保障极寒天气时调峰供热需要及供热安全。热电厂将热力趸售

给公司分公司供热公司，由供热公司通过供热管网和换热站向热用户进行集中供热。现有供热用

户14.14万户。 

公司控股子公司黑龙江岁宝热电有限公司，负责阿城地区集中供热，有四个热源厂，其中总

厂（阿热厂）和一分厂（金京厂）两个热源厂为热电联产方式运行，可发电、供热和生产工业蒸

汽。城北和城南两个热源厂是大型热水锅炉单纯用于集中供热。黑岁宝公司下设供热公司，管理

供热管网和换热站，向热用户进行集中供热。现有供热用户15.55万户。 

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太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道外区、南岗区规划供热区域内供热，

区域大致为东起阿什河，西至宣化街，北起滨北铁路，南至先锋路所围合的区域。建有四台64MW

热水炉、两台116MW热水炉，生产高温热水单纯用于供热；还建有六台14MW燃气锅炉、四台29MW

燃气锅炉，用于极寒天气调峰供热。通过供热管网和换热站向热用户进行集中供热。现有供热用

户7.16万户。 

（2）经营模式 

公司热电业务是以热电联产和热水锅炉相结合方式，对用户进行冬季供热服务。热电业务利

润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供热热费收入、电力销售收入、热水及工业蒸汽销售收入。 

公司热电业务核心内容是承担区域内冬季集中供热，保障用户供热质量和供热安全，按“以

热定电”原则调整热电联产机组运行模式，在没有供热负荷或蒸汽负荷的情况下不单独发电上网，

力求公司经济效益最大化。 

（3）公司产品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与劣势、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业绩变化是否符合行业发



展状况 

截至2022年底，公司合计集中供热面积为4433万平方米，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居于哈尔滨市

中上游水平。 

公司的供热区域是在政府规划批准的区域内，集中供热具有热源和热网相对固定的特点，新

增用户基本在供热管网辐射的供热区域内或周边，同业直接竞争压力较小。受国家房地产政策管

控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城市建设速度放缓，公司未来新增负荷增速也会减缓。公司秉承双主

业发展理念，将继续做大做强热电业务，继续开展供热资源整合，不断优化供热布局，增加热源

供热能力。随着原有40t/h、65t/h燃煤锅炉的撤并，哈尔滨市主城区大型集中热源供热能力日趋

不足，亟需规划新建热源。2022年，宣西、宣庆小区40t/h燃煤锅炉撤并，由公司提供供热热源，

加剧公司热源不足矛盾。目前，公司计划实施热源改造项目建设，推进3×168MW循环流化床热水

锅炉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待前期审批通过后开工建设，抢占市场先机，谋求发展空间，有望提

升公司供热市场地位。截止报告日，该项目已经董事会批准实施。 

公司热电业务的竞争优势在于国有控股股东及国资委的大力支持，供热管理经验和专业人员

储备较为丰富，生产技术较为先进，自动化程度较高，供热布局逐步优化，热电联产经营模式使

得供热成本相对较低，供热安全有保障，通过整合供热资产，供热资源共享，利于加强技术交流，

建立竞争机制。竞争劣势包括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增加额外经营成

本，体制机制尚不灵活。 

冬季供热是寒冷地区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是政府最为关注的民生保障项目，政府对供

热标准和供热价格都有明确规定，且根据室外温度变化等特殊情况，会临时做出提前供热或延后

停热的通知要求。2021年，政府规定供热温度由18℃提高到20℃，供热热能消耗增加导致供热成

本增加。热电业务主要生产成本是煤炭，受国家政策影响，煤炭市场紧缩，煤炭价格维持高位，

煤热联动机制尚未启动，环保运行及维护费用增加，使供热成本倒挂。目前，热电行业普遍亏损

或利润极微。这是公司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 

主要业绩驱动因素，一是通过企业发展增加供热面积，努力提升服务水平，提高热费收缴率，

增加热费收入；二是进一步提高企业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能耗指标管控，降低各项成本费用和

经营成本；三是利用公司融资能力，多渠道筹措资金，对分公司、子公司夏季储煤资金予以支持

和协调，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降低财务费用支出；四是政府给予企业供热补贴、管网改造资金补

贴等政策方面的支持，对企业增加收益有积极作用。 

公司热电业务业绩情况符合行业发展状况。 



2.公司证券业务 

（1）主要业务 

江海证券经监管核准，拥有证券经纪、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资

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和代销金融产品等业务资格，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已开

拓部分创新业务。同时，江海证券还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江海证券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从事另类

投资业务，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江海证券创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从事私募基金业务，通过其参

股子公司江海汇鑫期货有限公司从事 IB 业务。 

（2）经营模式 

江海证券秉承“合规、诚信、专业、稳健”的行业文化，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业务发

展理念，基于自身能力，量体裁衣，在“特色、强项、专长、精品”上下功夫，稳步推进各条线

业务健康有序发展。 

经纪业务方面，聚焦财富管理转型发展，进一步完善产品引进、研究、销售三位一体的财富

管理体系，增加投入夯实基础客户资源，加快向数字经济转型，优化网点布局。投行业务方面，

结合行业及自身业务情况，以团队优化为突破，提高合规及业务专业性，形成债权、股权、业务

管理三条主线职责清晰的组织架构，提高投行业务市场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资管业务方

面，做好存量业务，积蓄力量，逐渐向主动管理转型。自营业务方面，面对证券市场急速下跌冲

击，公司不断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与规模，在合规的前提下，坚持多业务协同、不断拓展新的、

可预见性强的投资方式，提高自营业务收入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信用业务方面，持续优化合规

风控措施，保持业务稳健发展。同时，江海证券围绕“机构化”“互联网化”“精品化”“差异化”，

整合内部资源，加强业务协同发展，利用资本市场改革红利，探索新业务模式，通过金融科技手

段，突破地域限制，打造机构客户的资源服务平台，提升综合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专

业化的金融服务。 

报告期末，江海证券在全国设有 65 家分支机构，包括 19 家分公司和 46 家营业部，其中，在

黑龙江内设有 32 家营业部，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地区设置了分支

机构，形成了“覆盖黑龙江、铺设经济圈、辐射全国”的营业网点布局。报告期内，江海证券撤

销 2 家证券分公司和 3 家证券营业部，升级 2 家证券营业部为分公司。 

（3）公司产品市场地位 

江海证券各项指标份额情况如下表（单位：亿元）。（数据来源：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  

指标（亿元）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证券

行业 

江海

证券 

江海证券份

额（‰） 

证券行

业 

江海

证券 

江海证券份

额（‰） 
证券行业 

江海

证券 

江海证券 

份额（‰） 

营业收入 4,485 18.64 4.16 5,024 12.87 2.56 3,950 -4.68 -1.18 

总资产 89,000 275.90 3.10 105,900 300.85 2.84 110,600 275.20 2.49 

净资产 23,100 98.94 4.28 25,700 100.32 4.28 27,900 90.72 3.25 

净资本 18,200 92.97 5.11 20,000 84.27 5.11 20,900 73.13 3.50 



净利润 1,575 1.32 0.84 1,911 1.95 1.02 1,423 -8.87 -6.23 

（4）竞争优势与劣势 

竞争优势包括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人才梯队建设提档升级，战略清晰，运行高效，综合服务

能力强，专业化能力不断提升等。劣势是目前公司各项业务发展尚不平衡，公司业务收益受市场

波动及交易量影响比较大，收入不确定性较大，需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5）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在合规的前提下，通过促进经纪业务、自营业务、投行业务、资管业务和信用业务的协

调发展，打通各业务之间协同渠道，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努力优化公司的收入结构和盈利模式，

力争多业务协作产生“1+1>2”的效应。 

（6）业绩变化 

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 2022 年度全行业证券公司未经审计经营数据，证券行业实现营业收入同

比下降 21.38%，证券行业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同比下降 25.54%，江海证券本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均出现下降，公司经营业绩符合行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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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73,881,516.85 37,076,409,824.35 -7.56 35,122,924,05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43,621,529.33 13,262,742,398.27 -9.95 13,761,389,365.59 

营业收入 1,629,758,397.11 1,646,971,610.76 -1.05 1,669,848,925.4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1,619,735,118.50 1,638,821,361.40 -1.16 1,663,448,42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4,372,534.39 237,660,297.17 -509.99 226,886,84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1,870,680.23 108,037,550.29 -1,064.36 -60,130,882.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716,812.77 1,042,141,996.91 -57.33 3,608,641,141.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2 1.75 

减少9.47个百

分点 
1.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11 -527.27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11 -527.27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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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669,642.52 273,944,491.82 69,492,569.46 638,651,69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7,163,394.27 140,446,601.39 -306,047,251.31 -331,608,49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88,199,874.54 131,092,484.23 -316,626,393.73 -368,136,896.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2,651,143.98 1,701,176,700.18 -2,016,086,190.15 1,582,277,4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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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31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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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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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768,891,438 36.96 0 无 0 国有法人 

黑龙江省大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226,615,280 10.8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1,403,300 177,294,216 8.52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东富华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0 84,729,586 4.07 0 无 0 未知 

中信证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云帆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41,403,300 41,403,300 1.99 0 无 0 未知 

哈尔滨市城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 37,115,588 1.78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957,888 20,006,312 0.96 0 无 0 未知 

哈尔滨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15,906,681 0.76 0 冻结 15,9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3,183,900 15,534,136 0.75 0 无 0 未知 

王琦 2,431,000 9,472,900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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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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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20 江海 02 166666.SH 2023-04-23 1,440,000,000 4.9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 
20 江海 04 166832.SH 2023-05-20 550,000,000 5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2 江海 01 185775.SH 2025-05-23 440,000,000 5.3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2 江海 02 137820.SH 2025-09-16 460,000,000 5.08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2022 年 4 月 25 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支付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自 2021 年 4 月 23 日至 2022 年 4 月 22 日期间的最后一

个年度利息和本期债券本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2022 年 4 月 25 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支付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自 2021 年 4 月 23 日至 2022 年 4月 22 日期间的利息。 



期)(品种二)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品种一) 

2022 年 5 月 20 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支付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自 2021年 5月 20日至 2022年 5月 19日期间的最后一

个年度利息和本期债券本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品种二) 

2022 年 5 月 20 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支付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自 2021 年 5 月 20 日至 2022 年 5月 19 日期间的利息。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

次级债券(第一期) 

2022 年 5 月 23 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支付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次级债券(第

一期)自 2021年 5月 22日至 2022年 5月 21日期间的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债券

本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

次级债券(第二期) 

2022 年 8 月 29 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支付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次级债券(第

二期)自 2021年 8月 27日至 2022年 8月 26日期间的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债券

本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

次级债券(第三期) 

2022年 10月 17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支付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19年次级债券(第

三期)自 2021年 10月 16日至 2022年 10月 15日期间的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债

券本金。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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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重要事项请详见公司 2022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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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