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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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总股本114,303,931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429,117.93元（含税）。如在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

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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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盈电子 60328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梅勇申 周质文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芳茂村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

桥镇芳茂村 

电话 0519-68853200 0519-68853200 

电子信箱 zqtzb@riyingcorp.com zqtzb@riyingcor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后经济恢复

发展的一年。汽车行业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在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指导下，全行业企业凝心

聚力、砥砺前行，创造出令人瞩目的业绩，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推动汽车行业实现了质的有效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3

年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3016.1 万辆和 3009.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6%和 12%，产销量创历史新高，

实现快速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产销突破 900 万辆，市场占有率超过 30%，

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汽车出口 491 万辆，同比增长 57.9%，首次跃居全球第

一，有效拉动行业整体快速增长。 

1.汽车市场低开高走，产销量持续突破 

我国汽车产销总量连续 15 年稳居全球第一。2009 年，中国汽车产销量首次双突破 1000 万辆

大关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2013 年产销量突破 2000 万辆，2017 年达到阶段峰值后进入转

型调整期；2023 年产销量突破 3000 万辆，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016.1 万辆和 3009.4 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11.6%和 12%，全年整体市场销量呈“低开高走，逐步向好”的特点。 

2024 年，我国经济工作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宏观经济的持续回升向好将

有助于汽车行业的稳定增长。国家促消费、稳增长政策的持续推进，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消

费潜能。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24 年中国汽车市场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汽

车总销量将超过 3100 万辆，同比增长 3%以上。 

2.新能源车改写格局，乘用车加速替代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9 年位居全球第一。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2023 年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持续快速增长，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58.7 万

辆和 949.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5.8%和 37.9%，市场占有率达到 31.6%，高于上年同期 5.9 个百

分点。其中，新能源乘用车产销分别占乘用车产销的 34.9%和 34.7%，在乘用车市场新能源车加速

替代燃油车的趋势较为明显。 

展望 2024 年，在核心部件动力电池成本持续下降及更多更丰富车型推出的情况下，我国新能

源汽车销量仍将持续增长，根据高工产业研究院预计，2024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 1150 万

辆（含出口），电动化渗透率有望超过 37%。同时，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仍将较为激烈，价格战也

将延续，这都将加快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淘汰赛。 

3.汽车出口全球第一，竞争力不断提升 



2023 年，我国汽车出口再创新高，成为拉动汽车产销量增长的重要力量。汽车出口 491 万辆，

同比增长 57.9%，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出口对汽车总销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5.7%。其中，新能源

汽车出口 120.3 万辆，同比增长 77.6%，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消费选择。标志着中国汽车

产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24 年我国汽车出口量有望攀升至 550 万辆，中国汽车产业将

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并在全球市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中

国品牌车企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积极参与全球汽车市场竞争，并通过国际营销体系建设、投资

建厂、品牌收购、合资合作等方式，持续推进海外市场本土化发展,加快国际产能布局。 

4.汽车电子空间广阔，智能化大势所趋 

受到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的影响，汽车电子化程度持续提升，汽车电子迎来了长景气周期。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2028 年中国汽车电子行业发展情况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显示，

2022 年中国汽车电子市场规模达 9783 亿元、同比增长 12%。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分析师预测，2023

年中国汽车电子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至 10973 亿元、同比增长 23.5%，2024 年将达 11585 亿元，

市场空间广阔。 

继电动化之后，智能化已经成为汽车产业下半场主攻的方向，整车产品的竞争力开始从传统

“三大件”向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转化，智能化浪潮将推动汽车产业链升级和转型。2023 年上半

年，中国具备组合驾驶辅助功能（L2 级）的乘用车新车销量占比达 42.4%，11 月出台的《关于开

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的通知》也标志着我国 L3 级和 L4 级自动驾驶汽车即将迎来

合法上路，汽车智能化已是大势所趋。 

1.主要业务情况 

（1）主要业务概况 

公司为国内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优质供应商，是具有自主研发能力及生产制造能力的高新技术

企业，近年来通过不断研发创新、产品升级，逐步形成以“感知—传输—控制”为核心的系列产

品，其中感知类产品有各类传感器，传输类产品有车用线束，控制类产品有天窗控制器，以及洗

涤系统、精密注塑等产品。目前，公司已成为奔驰、奥迪、大众、比亚迪、蔚来、丰田、通用、

一汽、上汽、广汽、北汽、长安、吉利、集度等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的一级供应商，同时公司还

在不断开拓新的客户，力争做到国内外汽车头部客户全覆盖。 

（2）主要产品及用途 

感知类产品 



①各类传感器 

A: 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依托于子公司核心传感元件热敏电阻的自主研发及生产能力，为传统汽车与新能源

汽车提供专业和可靠的测温解决方案，产品线布局汽车多种应用场景，目前客户群体涵盖国内主

要主机厂，同时也在不断的拓展快速发展中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B: PM2.5 传感器 

PM2.5 传感器使用光的米氏散射原理，能精确测量空气中单位体积内悬浮颗粒物的粒子数，

能检测汽车车内空气中悬浮的 PM2.5 颗粒物浓度。经过整个技术团队两年多的努力，产品顺利拿

到德国大众的 BMG 认可，并实现批量供货，同时公司积极开拓其他主机厂，参与全球项目开发。 

C: 阳光/光线传感器 

阳光/光线传感器能检测入射到驾驶舱的阳光强度以及车外环境光的强度，并将信号发送给空

调控制器进行温度补偿，同时对车灯进行制动控制。由公司主导起草的两项行业标准——《汽车

空调用阳光传感器》行业标准和《汽车用环境光传感器》行业标准，前者已经由国家工信部发布

并实行，后者也已经进入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最终的发布流程。目前公司作为大众的主要供应

商，该产品基本涵盖了大众各个车型。 

传输类产品 

②车用线束 

公司在汽车传统的低压线束领域有二十多年的生产和开发经验，主要提供后视镜线束、门窗

以及车灯小线束给国内各个主机厂。随着汽车“新四化”的发展，特别是汽车智能化和网联化的

要求，传统的低压线束已经满足不了汽车智能化和网联化对数据传输的要求。汽车摄像头、雷达、

传感器以及显示屏的大量运用，需要给车载 BCM 提供大量的实时数据以确保汽车能及时感知行驶

周围状态，这些数据和射频信号都需要可靠的高速数据线束将其传输到 BCM。而且随着汽车自动

驾驶系统等级越高，独立传感器的数量也越大，由此产生的数据总量也更大，对数据传输的速度

和可靠性要求也更高，在使用上也由原来每车 2-3 根已经增长到如今每车最多 30-40 根，市场需

求量巨大。公司敏锐地捕捉到该市场的巨大潜力，适时的进行产品升级换代，投资开发自动化加

工产线，满足汽车行业对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和一致性的严格要求，为国内外主机厂提供

高质量的车载高速数据线。 

控制类产品 

③天窗控制器 



天窗控制器是整个天窗系统的控制中心，负责整个系统控制命令的判定和控制策略的执行，

目前作为公司控制器类的主打产品，与国内主要主机厂都有合作。同时，针对汽车行业“缺芯”

严重的状况，公司积极应对，在确保供应链的同时，开发不同的方案，确保主机厂以及一级供应

商的供应。 

洗涤系统 

④洗涤系统 

公司作为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设立的车用洗涤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汽车洗涤系统领域

深耕近二十年，产品应用场景覆盖传统的风窗洗涤系统、大灯洗涤系统，以及面向智能驾驶的摄

像头洗涤系统和激光雷达洗涤系统。在传统洗涤系统方面，公司多年来在流体动力学领域与同济

大学开展校企合作，对射流技术及离心式水泵技术开展研究，目前产品覆盖奥迪、大众、通用、

丰田、吉利、红旗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同时，公司积极把握市场发展动态，紧跟汽车“新四化”

的发展，根据市场情况推陈出新，布局研发摄像头洗涤系统与激光雷达洗涤系统，已获得多项专

利授权。目前摄像头洗涤系统已成功应用到大众、通用等主流主机厂车型上，在激光雷达洗涤方

面，公司与造车新势力以及激光雷达供应商等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同步开发激光雷达配套洗涤系

统。激光雷达洗涤系统包括电磁阀、控制器等电器件，公司兼具传统洗涤产品和电子件产品开发

优势，在面向智能驾驶配套洗涤系统领域为用户提供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精密注塑 

⑤精密注塑 

公司在精密注塑方面拥有自主产品设计、模具设计和制造、注塑及组装的完备供应体系，拥

有瑞士夏米尔、米克朗等各类进口精密加工设备和德国德马格等超过一百台注塑机，产品设计、

模具设计及制造人员超过七十名，具备对产品的设计仿真分析能力、模流分析能力。公司实验室

通过国家 CNAS 资质认可，实现了从产品概念设计到产品验证阶段与客户的高效协同，完成项目

开发及认可。目前公司与奔驰、奥迪、大众、通用等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配套关系，同时，在汽

车、摩托车业务基础上公司进一步拓展布局短交通领域，已与九号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通过发挥公司在精密注塑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业务模式，为短交通领域客户提供短平

快的开发模式。 

（3）主要在研产品 

①空气质量管理系统 

空气质量管理系统包含了 PM2.5 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和主动香氛发生器等多个传感器于



一体，从而实现小规模多传感器执行器的集成，既能节约空间，也能优化成本。其主要功能有：

PM2.5 传感器主要是通过激光散射原理进行颗粒物的测量，实现车内空气质量的监控，并通过空

调控制系统实现 PM2.5 的过滤，用以提升座舱空气质量；二氧化碳传感器，主要依托于 MEMS 红

外振动声波采集技术对车舱内二氧化碳浓度进行检测，由于高浓度二氧化碳容易导致司乘人员的

疲惫，当二氧化碳浓度超过预警值时，空调开启新风，避免驾驶员疲劳；主动香氛发生器，通过

风道的切换可以实现多种不同香味的切换，为驾乘人员提神醒脑，满足个性需求。 

②座椅位置传感器 

座椅位置传感器是一种霍尔传感器，传感器总成安装在座椅导轨上，电机带动座椅导轨前后

移动，使得导轨与传感器产生位移。传感器内部的霍尔芯片通过检测座椅导轨靠近和远离时，不

同的磁场强度，识别座椅位置，并通过电流信号传输到安全气囊控制单元。气囊控制单元检测当

前信号从而控制安全气囊的爆破力，当座椅位置靠近时安全气囊爆破力较小，座椅位置远离时安

全气囊爆破力较大。 

③尾门控制器 

尾门控制器主要应用 MCU 配合整车信号实现对尾门开启与关闭，同时兼具防夹伤功能，目前

公司尾门控制器功能样件测试通过，获得了主机厂认可。 

2.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前提，以“进口替代”为导向，与汽车整车企业同步开发的研发

模式。在整车企业开始新车型、新项目研发时，公司即同步开始相关零部件的开发工作，同时，

公司还根据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发展趋势开展预研式研发活动。公司该种研发模式降低了

研发风险，提高了研发效率，缩短了研发、生产和销售周期，同时也保证了公司未来的技术领先

性。 

公司通过建立鼓励科研创新的奖励机制及完善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提高研发人员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不断提升内部人员的技术能力。公司引进行业专业技术人才，为公司保持技术优势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不断努力攻克核心技术和关键难题，使企业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高，提升

了公司的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铜丝、铜带、橡胶水管和塑料粒子。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供应商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根据公司采购管理流程，在初次选定供应商时，由采购部对供应商的技术开

发能力、生产能力、价格及其他资质进行评鉴，评定通过的供应商方可进入合格供应商目录。 

公司按照下游客户每月的采购预测来安排采购工作。由于公司所采购的原材料大多为大宗商



品，因此目前每种原材料主要与 1-2 家供应商合作采购。 

（3）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部门根据营销部的销售订单，结合原材料库存情况及车间生产能力情况，科学制定

生产计划和进行库存管理。公司生产现场实行精益生产模式（TPS），以流水线方式组织生产，生

产过程中严格贯彻 IATF 16949 质量体系。 

①生产准备阶段 

该阶段包括与客户沟通进行最后的设计方案的确认，准备模具开发、产品试制、制造过程评

估等，整个过程包括：制造可行性阶段、样品阶段和试产阶段，通过以上环节的试生产准备，最

终达到批量生产阶段。 

②批量生产阶段 

在达到批量生产后，生产部门根据营销部门的月度生产计划和库存商品确定周生产计划，车

间调度部门根据车间生产负荷及分解的周生产计划、库存原材料等确定日生产计划来安排生产。 

（4）销售模式 

公司的客户主要是汽车和摩托车整车厂，以内销为主，销售模式为直销。 

①业务流程 

汽车行业中，尤其在合资品牌中，整车厂选择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的条件和程序非常严格，门

槛很高。公司进入整车厂供应商体系并实现量产供货需要经历长时间、多环节的考核，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达成初步意向。公司营销部门与整车厂洽谈合作可能性，整车厂对公司的产品质

量、工艺和配套生产能力初步满意，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但通常，整车厂与正在供货中的供

应商的关系均相对稳定，只有当新的潜在供应商具备明显的质量、工艺或价格优势或原供应商出

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时，整车厂才会考虑更换供应商。因此，即使公司配套能力被整车厂认可，但

整车厂是否以及何时启动供应商更换计划，公司方面难以控制。这一阶段往往公司需要通过对整

车厂实施长达数年的接洽，保持对整车厂新车型上市计划和现有供货关系的紧密跟踪以获得机会。 

第二阶段：整车厂对供应商的实质性考察阶段。整车厂启动新供应商导入计划后，即开始对

潜在达成意向的供应商进入实质性考核阶段，该考核主要侧重于依据 IATF 16949 对供应商整体配

套能力的考核，包括其产品设计能力、工艺能力、质量控制能力、生产能力等全面能力的考核。

经过整车厂一段时间严格地考核程序后，整车厂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其是否能够进入整车厂的供应

商体系，一旦进入供应商体系，即获得向整车厂进行配套的资格。这一阶段进度的快慢同样取决

于整车厂方面的推行力度，但通常来讲，由于要对供应商作多轮现场考核，同时需要协调整车厂

内部采购、研发、产品、质量控制等部门相关人员的时间，因此考核周期最快需要半年，慢者甚

至一年以上。 

第三阶段：项目配套阶段。进入整车厂供应商体系后，整车厂将根据具体的项目情况向配套

供应商发包，进入正式的项目配套阶段。这一阶段中，公司首先根据整车厂的要求提出产品初步



设计方案与整车厂进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大体的尺寸结构样件（通常称为“A 样”，非必须

环节）。获得认可并通过报价环节后，公司与整车厂签订正式的技术合同。随后公司将根据客户的

要求提供产品的完整设计方案并制作出带主要功能的样件（“B样”，认可技术方案）。在此过程中

公司与整车厂相关部门不断进行交流沟通并进行改进。在确认设计可以冻结后，公司按照正式方

案进行开模、组装与试验后，生产出样品（“C 样”，工装样件，认可产品状态）提交整车厂进行

OTS 审核。对于合资品牌整车厂而言，这一环节审核非常严格，通常需要经过其品牌海外总部的

审核，拿到其出具的 OTS 认可报告才能通过。如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均需将 OTS 样件送交德国的

大众集团总部进行审核，合格后出具大众的 BMG 认可报告（即大众的 OTS 认可报告）。OTS 审核

通过后，进入 PPAP 认可环节（“D 样”），即在量产条件下对产品质量、过程能力、物流、响应能

力等方面的认可。上述认可全面完成并合格后，产品正式进入量产阶段，即具备了满足整车厂要

求的全部配套能力。整个项目从接到客户需求到正式供货的周期通常为 8-24 个月。 

公司的出口业务和摩托车线束类零部件业务流程与整车厂配套流程类似，也要经过前期接触

达成初步意向，客户考核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外贸业务客户一般都已有所要生产的零部件详细的

设计技术资料，其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成本更有优势的供应商，所以具体的项目流程一般都由报价

开始，即公司在接到客户的商业、技术要求后进行相应的成本核算并报价，客户如果接受报价则

签署正式定货合同。 

经过客户认证程序进入配套体系后，公司通常能够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与

客户进行年度合同谈判，签订框架协议，根据客户发出的采购订单和交货计划以销定产。 

②定价策略 

公司产品定价策略相对较为灵活，但主要根据成本加成定价作为核价基础，并结合不同产品

类型确定不同盈利水平。对于已具有市场优势的产品，毛利目标相对较高；对于新开发或重点培

育产品，则利用价格优势占领目标市场，同时公司将通过内部成本控制和消化维持必要的毛利水

平。 

汽车零部件行业一般采用长期固定协议价，但由于新车型推向市场后销售价格呈现逐年下降

的情形，因此同一配套零部件价格的跟随下降已成为行业内普遍现象。根据整车厂商的要求，公

司汽车零配件产品每年会降价 3%-5%左右，但一般情况下随着供货时间以及生产经验的积累，产

品合格率及生产效率均会大幅提高，上述降价幅度可通过企业内部挖掘和向上游成本转移等方式

而得到一定消化。 

③产品交付与货款结算 

A.直接供货和间接供货 

在直接供货方式下，公司根据合同或订单约定向客户直接发货并交付产品，并收取其支付的

货款。 

在间接供货方式下，公司一般先与整车厂商签订销售合同，再通过总成（或一级）供应商完

成产品交付与货款结算。从产品交付流程上看，公司根据产品订单首先向整车厂商指定的总成（或



一级）供应商交付产品，其后一级供应商完成模块或系统集成后将总成产品交付整车厂商；从货

款结算流程上看，货款支付流程与产品交付流程正好反向流转，即整车厂商收到产品后按合同约

定将款项支付予总成（或一级）供应商，再由一级供应商与公司结算货款。 

B.内销和外销 

Ⅰ.内销 

下线结算模式：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将货物发往中转库或客户指定仓库，客户将公司产品领

用并装至整车后，一般于次月将上月实际装至整车的产品明细以开票通知单的形式通知公司，公

司据此和客户进行货款结算。 

货到验收模式：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将货物发运给客户，客户收到后检验入库，并与公司发

货单核对一致予以签收，公司按照双方约定的信用期限进行货款结算。 

款到发货模式：公司针对少量零星的客户在付款后再发货。 

Ⅱ.外销 

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发货并交付给客户指定的货代公司，按照双方约定的信用期限进行货款

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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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4,520,265.19 1,171,889,404.59 43.74 943,316,27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57,301,169.42 458,766,791.61 86.87 476,291,121.67 

营业收入 761,920,682.44 711,435,385.84 7.10 581,653,55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943,370.19 -17,307,887.28 

  
10,824,49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948,616.17 -22,227,801.07 

  

9,384,14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762,967.51 -58,128,112.00 

不适用 
-9,032,623.8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42 -3.7 

增加5.12个百分

点 
2.2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 -0.20 

  
0.1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8 -0.2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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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68,217.37 207,895,184.56 226,573,238.01 165,084,04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37,735.14 1,665,997.87 1,496,898.88 1,842,73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33,748.33 1,500,518.71 881,006.28 333,342.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477,676.11 10,379,339.75 33,425,894.03 -12,564,5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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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64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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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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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蓉珠 0 21,675,000 18.9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陆鹏 0 17,500,000 15.3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江苏常州东方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5,256,916 5,256,916 4.60 5,256,916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南昌市国金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2,635,046 2,635,046 2.31 2,635,046 无 0 

国有

法人 

江苏日桓投资有限公

司 
0 2,550,000 2.23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韩亚伟 -2,250,000 2,153,680 1.8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诺德

基金浦江 120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1,980,283 1,980,283 1.73 1,980,283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轻盐智

选 24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363,636 1,363,636 1.19 1,363,636 无 0 其他 

诺德基金－晅瀚卓势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诺德基金浦江

1179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1,330,698 1,330,698 1.16 1,330,698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顾六华 1,317,523 1,317,523 1.15 1,317,523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金泰龙

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317,523 1,317,523 1.15 1,317,523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是蓉珠和陆鹏为母子关系；是蓉珠女士持有江苏日桓投资有

限公司 80.39%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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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61,920,682.44 元，同比增长 7.10%，同时产品毛利率上升，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43,370.19 元，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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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