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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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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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5,997,415.73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009,354,129.01元，计提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100,935,412.90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378,029,034.00元，扣除已根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分配的2021年度现金红利451,961,324.10元，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834,486,426.01元。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提出以下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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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元（含税），剩余

利润结转下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2年公司第三期回购股份计划累计支付10,591.14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

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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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洋能源 601222 林洋电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崔东旭 

办公地址 江苏省启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林洋路666号 

电话 0513-83356525 

电子信箱 dsh@linya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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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智能电网 

近年来，我国电力系统加快向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方向转变，智能电网布局日益成为国

家抢占未来低碳经济制高点的重要战略措施。未来，国家将进一步发展分布式智能电网，在关键技

术、商业模式等多方面发力，促进源网荷储更加协调发展。 

2022 年 7 月 23 日，国家电网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数字技术支撑体系白皮书》中提到，新型

电力系统数字技术支撑体系的整体框架分为三区四层，即生产控制大区、管理信息大区和互联网大

区三区，以及“采、传、存、用”四个层次，构建以企业中台为核心的架构体系，同时打造企业级

的实时量测中心。通过企业级实时量测中心，在线汇聚全环节的采集数据，融合数字系统的计算分

析，来提升电网的可观、可测、可调、可控的能力。随着南网、国网陆续发布新型电力系统数字技

术白皮书，提升设备智能化和管理数字化是未来重要发展方向。国网对智能物联表招标采购需求量

在 2020年仅为 19,522只（占比不足 1%）,2022年第一批招标采购的需求量就提升至约 80万只（占

比达 2%）。“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将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提高对分布式新能源的承载能力，加

速推进数字电网建设，实现农配网可观、可测、可控，提升电网的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为满足未来电网数字化升级需求，电表类产品应涵盖大容量数据存储、终端响应、数据信息分类等

功能，智能物联表作为该类产品的代表，预计国网未来会逐步加大对其招标采购的需求。国家电网

和南方电网“十四五”电网规划投资累计将超过 3万亿，电网公司加大投资可激发产业链发展活力，

也将带动电能表替代规模，提升智能电表市场规模预期。 

2022年 10月 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颁布的《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

施方案》中特别强调，加强电力市场、电能替代、需求侧管理、虚拟电厂等领域标准制修订。针对

分布式电源等多电源接入系统，开展智能配电电器、控制与保护电器、终端电器等标准研制。围绕

电气化转型，研究电池保护用熔断体、半导体断路器、新能源用直流接触器等低压直流配用电专用

设备标准。部署符合标准的智能电表和计量自动化终端，是电力现货市场大数据分析的重要保障，

利好新一代智能电表的存量替换市场和增量市场。 

2022 年 12 月 14 日，由国务院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中强调了要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电网安全和智能化水平，优化电力生产和输送通道布局，完善电网主

网架布局和结构，有序建设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重点工程，积极推进配电网改造和农村电网建设，提

升向边远地区输配电能力，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在国际复杂形

势影响下，“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提质量”将成为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基调，电力工程

投资继续发挥拉动经济作用。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2022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全国主要发电

企业电源工程建设投资完成 7208 亿元，同比增长 22.8%；电网工程建设投资完成 5012 亿元，同比

增长 2.0%。未来在电网转型过程中，特高压、配电网两个领域将迎来重点投资和建设加速期。 

此外，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相继提出智能电网建设规划，而包括部分亚洲、

非洲、中东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结合电网大规模建设、升级和改造，正在全方位推进智能电网建

设，将拉动包括智能电表在内的用电设备市场需求。随着智能电网在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推进和在

发达国家的逐步优化，预计海外智能电表市场需求将呈现出较快增长的态势。 

（2）光伏行业 

在全球“碳中和”背景下，我国新能源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光伏行业经历了起步、发展、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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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暖四个阶段后，现在进入稳步增长期。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年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全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分别达到 82.7 万吨、357GW、318GW、288.7GW，同比增长均超

过 55%。全年光伏行业总产值突破 1.4万亿元人民币。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2年底

我国光伏发电累计并网容量 392.04GW，2022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 87.41GW，同比增长 59.3%，光

伏超越风电，成为全国第三大电源。我国光伏组件产量连续 16 年位居全球首位，多晶硅产量连续

12年位居全球首位，光伏新增装机连续 10年位居全球首位，光伏累计装机连续 8 年位居全球首位。 

2022年，国家层面持续推动光伏发电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提出以沙漠、戈壁、荒漠

地区为重点，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同时对规划落地的重点光伏项目提供积极支

持与帮助。同期，为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健康发展，结合 2022年国土三调数据的启用，国家明确用地

管理政策，官方多个部门前后制定若干政策性文件，特别就农用地、水域、海域建设光伏等多方面

进行指导。 

针对光伏制造，根据原材料硅片和电池制备技术不同，光伏电池片分为 P 型电池和 N 型电池两

类。P型电池主要包括 BSF 和 PERC；N型电池目前较主流的技术为 TOPCon和 HJT，而 TOPCon和 HJT

的极限转换效率远超目前主流 PERC 电池。目前 TOPCon 量产效率与理论极限效率相比仍有很大的优

化空间，提效路径更为清晰明确。综合性能优势及盈利性特点，TOPCon综合性价比高，且在当前技

术、经济条件下，比较容易实现，是当前电池片技术关注及讨论的主要方向。随着 N型 TOPCon电池

研发投入及量产规模提升，生产成本、良率及转换效率快速改善，逐渐具备大规模市场化的条件，P

型电池向 N型电池升级换代趋势日趋显著。根据《2022 年光伏行业发展回顾与 2023 年形势展望》，

2022 年 N 型电池市场占比提升至 9.8%。根据 PV InfoLink 的预测，预计 2023 年 TOPCon 电池市场

占比将达到 20%以上，2024 年市场占有率有望达到 30%，是目前电池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大方向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应引导有需求的用户直接购买绿色电力，做好绿色电力交

易与绿证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衔接，强调绿电交易在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地位以及绿色电力

的环境价值、市场价值，为绿电交易市场赋予“碳中和”时代的特殊意义，为绿电交易市场提供了

新的发展路径。 

（3）储能行业 

在“双碳”国家战略目标驱动下，新型电力系统转型将面临“电力电量平衡”、“系统稳定安全”

和“新能源高效利用”的挑战，而储能作为解决新能源发电和负荷用电时空不匹配的最佳手段，在

我国能源体系建设中的关键地位越发突显。2022年是我国新型储能“十四五”规划全面布局和发展

的元年。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4个省市明确了“十四五”新型储能建设目标，规模总计 64.85GW。

根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CNESA）对中国储能未来市场发展预测：保守场景下，预计 2027 年

新型储能累计规模将达到 97.0GW，2023-2027 年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 49.3%；理想场景下，

预计 2027年新型储能累计规模将达到 138.4GW，2023-2027年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 60.3%。 

2022年储能行业相关政策密集发布，从国家顶层设计到地方，各层面相继出台超 600余项与储

能相关的政策（其中国家层面 72 项），涉及指导意见、市场交易规则、补贴及建设规划、电站安全

运营等各方面。“十四五”期间，新型储能将迈入规模化发展阶段。1月 29日，国家发改委和能源

局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5 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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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件；到 2030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与电力系统各环节

深度融合发展，基本满足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需求，全面支撑能源领域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3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要加快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

应用；大力推进电源侧储能发展，合理配置储能规模，改善新能源场站出力特性，支持分布式新能

源合理配置储能系统；探索储能聚合利用、共享利用等新模式新业态。5月 30日，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正式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适

应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和灵活性；完善调峰调频电源

补偿机制，研究储能成本回收机制，推动新型储能快速发展。6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等九

部委共同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明确新型储能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完善储能参与

各类电力市场的交易机制和技术标准，发挥储能调峰调频、应急备用、容量支撑等多元功能，促进

储能在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多场景应用；有序推动储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提升可再生能

源消纳利用水平。6 月 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

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要求：要建立完善适应储能参与的市场机制，鼓励新型储

能自主选择参与电力市场，坚持以市场化方式形成价格，持续完善调度运行机制，发挥储能技术优

势，提升储能总体利用水平，保障储能合理收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10月 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加快完善新型储能技术标准，根据新能源发电并

网配置和源网荷储一体化需要，抓紧建立涵盖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生产运行全流程以及安全环保、

技术管理等专业技术内容的标准体系。 

（4）氢能行业 

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发展氢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的共识，加快氢能发展，是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氢作为一种来源广泛、清洁零碳、灵

活高效、应用场景丰富的二次能源，是推动传统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支撑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

展的理想互联媒介。全球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氢能的发展，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将氢能

上升到国家能源战略高度，不断加大对氢能的研发和产业化扶持力度，制定政策激励措施来支持氢

能的应用研究，推进氢能产业规模化。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的《绿色氢供应政策制

定指南》预测，无碳经济需要全球每年产生 130-160吉瓦的电解槽制造绿氢能力，到 2050年每年生

产大约 4亿吨的绿氢。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和减碳行动的开展，氢能产业正驶入快车道，国家对氢能产业的

支持力度正持续提升，约 30 多个省市对氢能产业发展作出了明确部署，氢能产业化进程加速。在政

府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积极选择切入氢能行业。氢能作为清洁能源的二次载体，其应用领

域不限于交通，已逐步向储能、化工、钢铁、建筑等多领域延伸，尤其是近期在电解水制氢和化工、

氢冶金等领域的政策密集发布，产业化落地进入高速发展期。 

2022年 3月 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对我国氢能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积极部署，首次明确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组成部分，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强调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制取绿氢，发挥氢能长周期、

大规模储能优势，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支撑。2022 年 4月 2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

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要求集中攻关氢气制备关键技术、燃料电池设备及系统集成关键技术、氢

气储运关键技术、氢气加注关键技术、氢安全防控及氢气品质保障技术,并开展多应用场景“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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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氢能”的综合能源系统示范。8月 1日，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发布《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指出：推进氢能制储输运销用全链条发展。鼓励企业、园区就近利用清洁能源，支持具备条件的企

业开展“光伏+储能”等自备电厂、自备电源建设。8 月 18 日，科技部等九部门共同印发《科技支

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 年）》提出：研发可再生能源高效低成本制氢技术、大规模

物理储氢和化学储氢技术、大规模及长距离管道输氢技术、氢能安全技术等；探索研发新型制氢和

储氢技术。10月 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提出：重点围绕

可再生能源制氢、电氢耦合、燃料电池及系统等领域，增加标准有效供给。建立健全氢能质量、氢

能检测评价等基础标准。随着我国氢能产业顶层设计规划落地，各省市等地方政府不断落实产业相

关配套政策，鼓励、推动氢能产业发展。 

未来随着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规模的不断壮大和综合度电成本的持续下降，利用可再生能

源电解水制“绿氢”，可有效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存储、转化和利用，解决新能源长时消纳问题，

助力高比例清洁能源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帮助难以减排的钢铁、交通等领域深度脱碳。国家明确

氢能中长期发展规划，将氢能纳入国家能源体系组成部分，未来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中，绿氢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智能电网、新能源、储能三个板块业务，具体如下： 

（1）智能电网板块 

公司智能电网板块主营产品覆盖智能电表、用电信息采集终端、用电信息管理系统及 AMI（先

进计量体系架构）解决方案、低压智能断路器、智能配电产品及相关解决方案、电力运维服务、电

力物联网智能终端及解决方案等，是领先的智能配用电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具体包括单相

电能表系列、三相电能表系列、直流电能表以及数字化变电站表、采集器、专变采集终端、集中器、

负控及配变终端、能源控制器、各类通信模块、能效采集及管理终端、台区融合终端、配电自动化

终端、10kV 柱上断路器、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等产品以及智能用电信息管理和海外 AMI（先

进计量体系架构）主站软件等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包括：参加国网、南网、地方电力公司以及海外各国电力公司集中招标；通

过全国各地子公司及营销机构获得地方电力公司及非电力公司客户订单；通过战略合作、自主开拓、

代理商合作、合资或收购兼并等方式获得海外电力公司订单以及为合作伙伴提供产品和服务。 

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公司产品已经销往全国各个省市，并远销欧洲、中东、东亚、东南亚、非

洲、南美洲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新能源板块 

公司新能源板块主营业务为开发、设计、建设、投资运营各类新能源电站，同时结合项目资源

优势与央国企合作，为客户提供电站开发、设计、建设及运维等一站式系统解决方案服务，项目应

用场景包括地面光伏电站、水面光伏电站、农光互补电站、大中小型工商业屋顶电站、光充储微网

等。 

截至 2022年底，公司累计开发、建设光伏电站超 5GW，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山东、湖北、

河南、河北、内蒙等中东部地区；公司凭借经验丰富的商务开发团队，新能源研究院精湛的电站设

计、项目管理能力，新能源运维团队高超的智能电站运维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持续加大新能源基地

及平价项目的开发力度。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储备光伏项目超 6GW；在自主开发、投资的同时，公

司持续加大与国电投、中广核、申能、华能、三峡等央国企的合作，以“开发+EPC+运维”模式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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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能源业务。 

2022年，公司继续在“安全、电量、资产、生产、平台”五方面发挥光伏运维管理优势。面对

国内“光伏+”各类复杂应用场景，公司秉承“安全第一、运行可靠、效益为先、长期受控”十六字

方针，光伏运维规模快速增加至近 8GW。在新能源电站智能化运行、设备维护检修试验、系统效率

检测评估、系统效率检测评估、场站技改优化、电站资产托管等方面为客户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

公司自主设计开发的“林洋光伏运维智慧云平台”基本实现运维数字化、技术现代化、诊断智能化。

公司运维资质不断完善，已取得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承装（修、试）四三三级资质、中电联

5A级运维认证等行业认可度较高的资格认证。 

此外，随着“双碳”目标的不断深化，绿电交易、绿证管理、碳资产管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公司已将所持有的光伏电站碳资产进行申报开发，具备条件的项目皆积极申报绿证、探索绿电

交易、绿证管理、碳资产管理等新模式提升新能源资产价值。 

2022年，公司依托在光伏制造领域长期积累的技术与经验，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江苏林

洋太阳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20GW高效 N型 TOPCon电池生产基地及新能源相关产业项目,包括一期

12GW 项目、二期 8GW 项目，投资总额 100 亿元。公司多年来对 N 型 TOPCon 技术和量产经验已有大

量储备，本次大规模投资光伏电池制造领域，定位 N型 TOPCon电池片作为发展方向，随着未来 TOPCon

电池的量产，将进一步助力公司新能源板块核心竞争力和业绩增长点。 

（3）储能板块 

公司储能板块主营业务围绕新能源发电配套储能、用户侧储能、用户侧光储系统、调峰调频储

能系统等应用场景，提供一体化、有针对性的储能产品及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和创新的集中式共享储

能电站运营商业模式，打造端到端的储能全生命周期业务链，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先的智能储能系统

解决方案及运营服务提供商。 

公司专注于“BMS+PCS+EMS”的“3S”融合储能系统设计，打造先进的集中式风冷储能系统、智

能液冷储能系统、智能组串式储能系统，通过针对电池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技术，建立从电芯、PACK

到系统集成，到交付调试和运营管理的全过程智能可视化管理，为客户提供“高安全、长寿命、高

效率、低衰减、智能化、高收益”的锂离子电池大容量储能系统定制化解决方案。 

公司重点开拓“新能源发电+共享储能”商业模式，通过建设集中式共享储能电站为新能源电站

提供储能资产租赁服务，同时储能电站也可以接受电网调度，通过为电网提供调峰、调频等辅助服

务获取增值收益。公司也在积极探索用户侧储能，通过建设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等形式实现移峰

填谷、需量管理、需求响应等商业模式，获取收益。 

在未来，解决高比例新能源消纳问题，氢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司聚焦可再生能源制氢以

及绿氢应用，战略布局并培育氢能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林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舜华新能源

系统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清耀（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氢能业务。上海舜华专注于氢能核心

技术和核心装备的自主研发，在氢能相关技术开发和应用有着丰富的经验。合资公司将基于双方在

氢能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协同优势，共同研发、生产、销售、运营和维护各种类型的电解水制氢设

备，提供有竞争力且安全高效的新能源发电配套制氢设备及氢储能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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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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0,547,087.81 20,509,135,495.86 3.86 19,809,328,08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786,256,098.08 14,440,127,137.71 2.40 10,964,921,390.03 

营业收入 4,943,938,089.68 5,296,565,111.42 -6.66 5,799,015,44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55,997,415.73 930,473,383.00 -8.00 997,178,08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01,091,419.02 886,895,778.92 -20.95 968,041,32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10,295,491.40 1,055,315,100.92 -4.27 1,222,536,25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81 7.73 

减少1.92个百

分点 
9.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51 -5.88 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8 0.51 -5.88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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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019,327.34 1,336,797,806.58 1,281,633,372.83 1,341,487,58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8,736,513.93 230,882,183.05 324,231,751.54 122,146,96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58,658,523.19 242,079,102.50 313,475,738.06 -13,121,944.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970,584.89 129,432,865.48 369,252,506.91 541,580,7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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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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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5,9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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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

公司 
0 715,241,427 34.7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陆永华 0 79,852,500 3.88 0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4,969,087 35,108,032 1.70 0 未知 

  
其他 

安耐德合伙人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0 27,579,796 1.34 0 未知 

  
境外法人 

虞海娟 0 26,150,000 1.27 0 无   境内自然人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员工

持股计划 

21,956,999 21,956,999 1.07 0 无 

  

其他 

谢仁国 17,624,994 17,624,994 0.8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中证光

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548,463 14,307,047 0.69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安康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9,420,444 9,420,444 0.46 0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宝盈鸿利收

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300,000 9,299,918 0.45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陆永华先生。其中华虹电

子、陆永华、虞海娟、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

股计划及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与其他股东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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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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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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4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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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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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