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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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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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朱建芳 因工作原因 程捷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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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23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72,536,837.76 元，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 104,651,158.00 元；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290,445.10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 177,886,394.45 元。 

为兼顾公司长远发展和股东权益，董事会拟定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2 元（含税）。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92,578,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股利

58,515,600.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其它形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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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德农 600371 华冠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正 何肖山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

227号1003室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

227号1003室 



 

 

电话 0451-82368448 0451-82368448 

电子信箱 wanxiangdenong@126.com wanxiangdenong@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情况说明 

1、行业发展现状 

2023 年是中国种业振兴行动第三年，中国种业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51 个转基因品种通

过国审，生物育种产业化落地对品种、资源、技术、人才的争夺更加激烈，多家种企冲刺上市，

多个种业集团成型，行业整合“强者愈强”，玉米制种成本上涨和“去中心化”趋势渐强；种业维

权打假掀起热议，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共识┄┄ 

（1）报告期内，种业振兴加快推进 

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以来，连续 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此专门部署，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专节

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农业农村部会同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一年开好头、

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突破”总体安排，全面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

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五项行动落实落地，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和阶段性进展。新形势

下，种业市场预期稳、发展空间大，种业企业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机。 

（2）报告期内，生物育种产业化加速推进 

2023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有序扩大试点范围，规范种

植管理。4 月 2 日，中国种子协会生物育种产业化分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 

2023 年 4 月 28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3 年农业用基因编辑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批准

清单》，我国首个大豆基因编辑安全证书获批；同时，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评审

细则(试行)》，进一步明确基因编辑植物的分类标准和评审细则。 

2023 年 12 月，37 个转基因玉米品种、14 个转基因大豆品种正式通过国家审定，意味着这些

转基因品种正式获得商业化资格。 

转基因安全评价、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农业植物品种命名等规章制度

以及相关的标准规范等不断修改完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应用的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为生物育

种产业化加速夯实基础。 

（3）报告期内，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净化种业市场环境 

报告期内，我国贯彻实施新《种子法》，加快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激励保护创新氛围持

续向好。农业农村部联合公检法等有关方面打击假冒伪劣、套牌侵权，开展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



 

 

和知识产权保护、“仿种子”清理、品种审定试验专项整治，发布典型案例等，种业公司打假维权

意识明显增强。 

（4）报告期内，行业兼并重组频繁，金融资本加速入局 

随着种业振兴行动向纵深推进，种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行业兼并重组频繁，我国种企多、小、

散的状况已有改善，主体种子企业集中在总资产超 1 亿元的近 500 家企业。 

报告期内，种业资本市场更加活跃，多家种企正在通过挂牌上市、主板上市、定向增发等方

式寻找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合适路径。各部门推出多项举措帮助解决种业融资难题，2023 年 6 月 16

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金融

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完善重点种业企业融资监测机

制，精准满足国家种业基地和重点企业融资需求。 

（5）制种成本上涨与“去中心化” 

2023 年玉米制种成本持续上涨。原玉米制种优势区域亩保产值连年上涨，高成本迫使种企寻

找新的出路，业内称为制种基地“去中心化”的趋势，正在成为现实。玉米制种往新疆、东华北

等传统制种区及全国 96 个制种大县转移，逐渐形成新的基地竞争格局。 

（6）品种创新研发、管理不断增强 

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国家品审委正按种业振兴市场净化行动

的安排部署，组织持续推进品种审定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整治，不断规范品种审定试验，多措

并举为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有力的品种支撑。 

种业科技创新是种业发展的关键。2023 年 4 月，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小麦、玉米、大豆攻关组

启动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试点。今年，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攻关组均开展试点

工作，优势单位率先施行 EDV 制度，有利于激励四大作物育种原始创新，引领国内种业创新发展。 

近年来随着基因编辑、单倍体育种、全基因组选择、高通量分子测序等技术不断释放，生物

技术、信息技术等使用门槛逐步降低，加上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有力有序推进，为种业创新发展

带来新赛道和新空间。 

2、行业周期性特点 

种子行业具有典型的周期性特征，若某年某类农产品价格较高，次年适种农户往往会选择该

类农产品种植，则该种农产品种子销量增加；次年由于该农产品产量增加，价格下降，低价又导

致农户第三年减少该农产品的种植，则该种农产品种子销量减少。 

小品种农作物受宏观需求的影响较大，玉米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作为民生行业，周期性并

不明显。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控股子公司德农种业是育繁推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种子协

会 3A 信用企业；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23 年度，德农种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313,067,804.89 元，主营业务利润 108,717,742.98 元，净利润 71,948,452.61 元。 

（二）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政策对所处行业的重大影响。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有序扩大试点范围，规

范种植管理，37 个转基因玉米品种、14 个转基因大豆品种正式通过国家审定，意味着这些转基因

品种正式获得商业化资格。4 月 2 日，中国种子协会生物育种产业化分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大会

召开。 

    2023 年 4 月 28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3 年农业用基因编辑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批准

清单》，我国首个大豆基因编辑安全证书获批；同时，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评审

细则(试行)》，进一步明确基因编辑植物的分类标准和评审细则。 

转基因安全评价、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农业植物品种命名等规章制度

以及相关的标准规范等不断修改完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应用的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为生物育

种产业化加速夯实基础。 

(一) 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仍为玉米杂交种子研发、生产、销售。公司主营包括但不限

于 “京科 968”、“德单系列”等玉米杂交种的生产与销售。 

（二）经营模式 

1、在研发方面，公司采取以自主研发为主、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合作为辅的模式，主要以杂交

育种技术（常规育种）为主，辅助以单倍体育种和分子标记育种等育种技术，在全国主要玉米生

态区建立较为完善的绿色通道试验网络，参加国家审定试验（含绿色通道和京科联合体试验）的

玉米品种，除东南春玉米带、热带亚热带玉米类型区外，涵盖了其它玉米品种种植生态类型区。 

2、在生产方面，公司根据销售计划制定当年种子生产计划，包括生产数量和制种面积，落实

到制种基地公司，由制种基地公司主要采取“公司+农户”、辅以“委托代繁”的模式组织生产。 

具体生产过程如下： 

（1）对于“公司+农户”模式，公司负责提供制种亲本，对整个制种过程进行监督、管理与

指导，种植户（承包户）负责按照技术要求生产种子； 

（2）对于“委托代繁”模式，公司与受托制种商签订种子生产合同，约定委托制种面积、数

量、结算价格和种子质量要求等，受托制种商负责制种面积落实、制种区隔离、技术指导等玉米



 

 

杂交种制种田制种工作，确保生产的种子达到合同约定标准。 

3、在物资采购方面，公司采购的物资主要为种子包装物及种衣剂。种子包装物、种衣剂是根

据全年销售计划分别制定采购计划，供应商的选择主要采取询价和集中采购方式确定，确保优质

优价。 

4、质量方面，进一步完善生产环节质量管理体系，重点加强源头管理，通过定系自交循环等

方法做好原种提纯复壮，对骨干自交系分级精选，持续提高亲本种子质量；改进花期检查办法，

加大花检力度，实行水肥一体化管理，努力实现成品种子全部达到单粒播种的质量目标。 

5、在销售方面，公司以传统销售模式为基础，不断进行创新。随着土地流转进程加快，公司

的销售模式出现新变化，部分区域尝试公司+大种植户/大牧场的模式，定向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技

术支持。同时，公司坚持品牌策略，不断调整品种结构，聚焦核心市场，创新营销服务模式，加

快由传统生产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的转型，帮助种植户科学种田，实现增产、增收。 

（三）公司产品的市场地位 

控股子公司德农种业作为育繁推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种子

协会 3A 信用企业，在种子生产、品种及品牌推广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行业优势，具备较强的市

场竞争力和一定的行业影响力，公司种业综合实力处于全国前列。德农品牌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

淀，在种业行业知名度较高，在种植户心中有良好的口碑，公司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坚

持将最好的品种投放到市场，并严把种子质量关，实行高于国家、行业标准的企业质量标准，对

影响种子产量和质量较大的环节严格监督和检查，确保种子优质优品。公司成立以来从没有发生

过重大质量事故，在种植户心中，德农种子就是高质量保证。 

（四）竞争的优势与劣势 

1.公司竞争优势 

控股子公司德农种业作为育繁推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种子

协会 3A 信用企业，在种子生产、品种及品牌推广、服务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行业优势，具备较

强的市场竞争力和一定的行业影响力，公司种业综合实力处于全国前列。 

品种是种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坚持自主研发的同时，继续加大对外合作力度，选育、储备

适合不同区域的优势品种。目前与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国内科研院所都有长期的

品种合作，如京科 968、京科 999、硕秋 702 等主推品种；与拜耳、科迪华等国际企业也建立了合

作渠道，部分品种已投放到市场，且后续品种都在试验筛选中。 

质量是企业参与竞争的基石。公司持续严把质量关，在纯度、发芽率、净度、水分四项指标

检测的基础上，提升种子活力、健康度等项目检测能力；持续完善原种生产、杂交种质量控制作



 

 

业指导书，从亲本的检测与发放、隔离区划定、播种规范性调查、去杂去雄检查、烘干、晾晒全

过程监管、粗脱籽粒大密度检测、成品加工全过程监管等关键环节管控，以检促管，提高生产人

员及农户质量意识，从源头上保证种子质量。 

服务是企业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在渠道及产品上积极探索创新，围

绕“为种植户服务”的理念，以为种植户服务为核心，联动经销商、零售商开展一系列培训及促

销活动，再通过抖音、快手短视频等自媒体平台，按玉米各生育期应注意的问题进行阶段性推送

与宣传，加强配套技术与服务支持，赢得良好口碑，做好“技术+销售”型营销。同时通过与其他

农化企业合作，进一步规范并优化种植结构，降低品种风险，提高灾害应对能力，实现了由价格

销售向价值营销的转变。 

2.公司竞争劣势 

种业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以市场为导向，一批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当下，

玉米种业行业审定品种数量多，虽然有利于实现玉米品种的多样性，但新品种数量增加一定程度

上会侵占既定市场份额，导致行业竞争愈演愈烈。公司现有德单系列、硕秋系列等品种表现较好，

新品种研发也稳步推进，但优势品种推广速度、力度有待提升。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战略驱动。机遇与风险并存，面对激烈的竞争，公司主动做出战略调整，加大科研方面

对外合作力度，加快优势品种研发、布局和推广的步伐。 

（2）营销驱动。加强销售服务，本着为种植户服务的宗旨，继续推进以客户为体验的服务型

销售，种子销售从单纯的销售已经转变为农业生产中的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同时进行

渠道的优化整合，培养、提高经销商市场影响力，筛选优质合作伙伴。 

4、业绩变化是否符合行业发展状况 

报告期内，虽然玉米种业利好不断，但市场竞争依然激烈。公司抓住机遇，加大销售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929.90 万元，同比增长 35.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29.04 万元，同比下降 9.28%。其中主营业务利润 10,871.77 万元，同比下降 0.43%。公司主营

业务平稳发展，公司业绩变化符合行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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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937,875,209.93 898,255,742.37 4.41 763,903,85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79,727,902.54 573,023,967.44 1.17 530,556,031.13 

营业收入 319,298,968.77 234,971,654.64 35.89 221,697,13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5,290,445.10 71,972,825.08 -9.28 37,947,66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418,492.80 64,889,096.50 -3.81 31,770,372.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5,002,978.43 56,073,030.64 -1.91 91,583,248.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33 13.04 减少1.71个百分点 7.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25 -12.00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25 -12.0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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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40,752.59 56,187,143.09 82,793,118.47 94,877,95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4,527,980.25 8,521,306.54 8,263,680.88 13,977,47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3,843,780.57 8,370,433.62 7,602,274.88 12,602,003.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929,688.85 1,704,806.20 91,448,760.29 -25,220,8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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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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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件的股

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

公司 
0 142,650,135 48.7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华同

力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70,000 7,200,000 2.46 0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华内

需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2,470,700 3,000,000 1.03 0 未知 

  

其他 

陈铭 22,600 1,780,000 0.6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叶建刚 1,038,212 1,038,212 0.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胡蓉 1,006,300 1,006,300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华成

长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27,300 975,708 0.33 0 未知 

  

其他 

李莉 60,000 960,000 0.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闵锐 707,700 707,700 0.2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兴涛 456,398 696,398 0.2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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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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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精准细分市场、强化品牌、做强品种、创新营销，精益管理，持续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9,298,968.77 元，同比增加 35.8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 65,290,445.10 元，同比下降 9.28%。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品种价

格上调；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投资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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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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