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01234%&'()*+

5657 89:;<=>?@A+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保荐机构”）作为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松科技”、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负责瑞松

科技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2023年度，广发证券对瑞松科技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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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

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

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已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

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

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瑞松科技签订《保荐

协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

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已报上

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对瑞

松科技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

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3年度，瑞松科技未发生按有关
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

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2023年度，瑞松科技无违法违规或
违背承诺的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保荐机构督导瑞松科技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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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导瑞松科技依照相关

规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

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

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导瑞松科技严格执行

内部控制制度。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导瑞松科技严格执行

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

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

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

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

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3年度，保荐机构对瑞松科技的
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

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

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 

瑞松科技于 2023年 5月 24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广

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上证科创公监函〔2023〕0022
号），2024年 2月 7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

达的《关于对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孙志强、郑德伦采取

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2024〕
13号），具体见本报告之“二、保
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

及整改情况”。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3 年度，瑞松科技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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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披露的信

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

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3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不存
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督促上市公

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

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二）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

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

市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

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人持续督导

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

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3年度，瑞松科技未发生前述情
形。 

15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

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十五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

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

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

常；（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

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3年度，瑞松科技不存在前述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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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松科技于 2023年 5月 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广州瑞松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科创公监函

〔2023〕0022号）。监管警示函提出，因公司多期定期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与实

际情况不符，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

措施实施办法》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对广州瑞松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财务负责人郑德伦予以监管警示。 

瑞松科技于 2024年 2月 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达

的《关于对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孙志强、郑德伦采取监管谈话措施

的决定》（〔2024〕13号），因公司在财务会计核算、项目合同管理、研发内控

制度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规范情形，决定对瑞松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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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强、郑德伦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高度重视，进行分析研讨和全面自查，深刻反思公司在

信息披露、规范运作以及财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认真整改。为此，公

司成立了专项整改工作小组，由公司董事长担任组长，全面部署整改工作，公司

管理层负责落实整改工作的开展及具体执行事项，进一步加强人员管理和内部控

制流程管理，对本次事件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重警告，并在经济和管理上做

出严厉处罚，公司已分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提交了相关事项的整改报告。 

保荐机构于 2024年 3月 11日以“现场+视频”形式对发行人董监高人员做

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董监高履职责任》专题培训，已督促公司认真吸取教训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严格执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要求，

加强对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学习，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续提高公司信息

披露质量，坚决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推动

公司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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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人才流失对公司经营影响的风险 

公司的业务需要大量具备对机器人、焊接、机械、电子、工业软件、编程、

传感等多领域、多学科知识综合和运用能力的研发技术人员，要求技术人员对各

行业领域工业机器人生产线等的技术要求、工艺设计等具备深入理解，并具备丰

富项目实施、项目管理等相关经验。尽管公司一贯重视并不断完善技术人员的激

励约束机制，但由于优秀的技术人才是市场激烈争夺的对象，公司面临一定的技

术人才流失风险。 

2、核心技术被侵权对公司经营影响的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为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形成了丰富的技

术成果。各类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技术成果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如果重

要技术成果被泄露或专利被侵权，将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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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技术更新无法跟上行业发展的风险 

当前，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全球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一

系列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行业飞速发展。但技术研发与创

新的方向和目标存在不确定性、研发效果和成果存在不及预期等固有风险，可能

会对公司核心竞争力及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主要客户业绩波动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影响风险 

公司业务涵盖机器人、工业软件、智能制造领域的研发、设计、制造、应用

和销售服务，为客户提供应用于高质轻量化材料的搅拌摩擦焊智能装备、基于 AI

的工业机器视觉产品、柔性化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目前，汽车制造行业是自

动化程度最高、机器人应用最深入的行业之一，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我

国汽车制造行业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集群特点，行业集中度较高。报告期内，公司

前五大客户收入占营业收入占比相对较高，若主要客户业绩发生波动，将对公司

的收入和利润稳定性构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2、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竞争加剧对公司盈利能力影响的风险 

汽车装备、3C、汽车零部件、机械重工等行业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仍有较大

发展空间，一方面将吸引具有品牌优势、研发技术优势及资本优势的国际知名企

业直接或者以合资公司形式进入我国市场，另一方面国内厂商在技术、经营模式

上可能会全面跟进和模仿，从而使得公司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3、公司焊装业务应用领域相对集中对公司盈利能力影响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焊装业务收入占比较高，可能会使得导致公司对客户需

求依赖程度较高，影响公司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如果汽车行业客户的市场需求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而其他行业领域收入规模不能及时扩大，将会对公司的营业收

入和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4、公司销售区域相对集中且行业集中度较低导致未来市场开拓失败的风险 

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来源于华南、华东区域的销售收入占比较高，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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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定的区域性特征，主要是由于公司主要汽车行业的客户具有产业集群的区域

特征，一般分为东北、京津、中部、西南、长三角和珠三角六大产业集群；另一

方面，我国工业机器人系统行业领域、汽车焊装行业的行业集中度较低。由于市

场开拓需要一个过程，若未来华南、华东区域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市

场开拓进度不及预期，将有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降，公司存在未来市场开拓

失败的风险。 

（三）行业风险 

机器人行业产业链由机器人零部件生产厂商、机器人本体生产厂商、系统集

成商、终端用户四个环节组成。一般来讲机器人本体是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基础，

系统集成为机器人商业化和大规模普及的关键。从收入角度来看，公司主要从事

汽车焊装生产线业务、其他行业的生产线和机器人工作站业务等，并不从事机器

人本体或其核心零部件的制造，公司处于机器人产业链的系统集成环节。系统集

成环节市场规模较大，但集中度较低，在产业链中相对处于弱势。若公司不能有

效提升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则可能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四）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所处的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的市场需求，来自于下游汽车制造、3C、

机械、航空航天、船舶等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其投资规模及增长速度整体

受到宏观经济景气度、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影响。虽然公司建立了合理的业务

结构，覆盖汽车、汽车零部件、3C、电梯等多个下游行业，有效分散行业集中度

所带来的潜在的风险，但宏观经济的波动对公司下游各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

求和增长速度将带来显著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公司所处的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

的市场需求。 

C"=>DEAB 

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F"GHIJKL6MNOP9QRS 

2023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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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15,678,707.59 1,005,934,510.46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238,551.70 -62,731,772.2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10,670.16 -76,145,163.7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522,213.76 -49,662,918.81 不适用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1,333,110.05 869,562,415.28 3.65 

总资产 1,689,769,964.10 1,775,976,599.81 -4.85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9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93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3 -1.1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6 -6.92 增加 12.4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72 -8.40 增加 10.12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44 6.70 减少 1.26个百分点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实

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有： 

（1）公司 2023年度在手订单充足，秉承着高质量发展的经营理念，公司不

断加强项目管理力度，积极实施降本增效措施，项目毛利率有所上升。 

（2）公司参与投资的相关主体在报告期内估值上升，投资项目公允价值有

所增加，另外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有所增加。 

（3）公司 2022年度根据客户的经营情况、偿债能力、企业信用、财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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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等因素，计提大额专项减值准备，对公司 2022年的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T"UVWXY6MZ)* 

1、技术研发优势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198 名，占公司员工总人数

的 25%；拥有设计人员 218 名，占比 27.53%，为公司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提供了

人才保障。 

本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新增获得 57 项知识产权，其中获得发明

专利 21项，实用新型专利 7项，外观专利 3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26项。公司长

期作为国内及国外主流整车厂商的重要供应商，积累了大量先进技术及工艺方案

的应用案例，并通过自身研发，主要技术应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公司积

极推动自主品牌汽车厂商的先进制造技术和工艺技术，提升了自主品牌汽车质量

水平和生产工艺。 

公司抓住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不断扩展、自动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行业发展机

会，除巩固原有汽车业务的优势地位外，大力开拓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轨道交

通、航空航天、机械重工、3c半导体等行业的智能制造应用。 

轻量化材料焊接整体解决方案方面，公司开发了包括机器人式、龙门式及台

式搅拌摩擦焊接技术和装备，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5G 通讯、

轨道交通、船舶等领域。 

工业机器视觉方面，公司加快了对相关 AI视觉检测平台、系统和 AI视觉产

品的开发和完善，已为汽车制造商提供了整体机器视觉解决方案，其相关的视觉

产品目前已投入在汽车及新能源客户的实际场景里进行使用，应用领域从汽车工

业领域逐步拓展到半导体 3c及机械重工领域。 

工业软件方面，公司已开发出面向汽车、自动化设备等行业的三维设计软件

EAXYDesign、智能工艺决策知识平台、基于人工智能的工艺专家系统、基于机

器人虚拟调试的智能制造系统、冲压成形仿真系统、3D 可视化门户系统、AR智

能巡检 APP、在线计测物联网系统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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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方面，公司研发的智能数字化平台 RIDP，包含了产线监测系统、

设备运维管理系统、设备征兆管理系统以及焊接质量管理系统，可对设备进行实

时监测、健康状态诊断以及趋势化管理，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使得

生产过程更加高效精确，减少了停机时间和设备运维成本，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 

2、数字化智能制造解决方案能力优势 

公司的企业使命是“融入全球数字化进程，驱动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瑞松

科技一直在持续推动数字化技术产业的发展。 

基于在数字化智能制造领域的长期积累，公司制定了以数字化工厂智能制造

为方向的中期技术战略，在资金、人员上积极投入，以工业软件为突破口，综合

开展在设计、分析、制造、以及系统仿真、虚拟装配、虚拟调试、人工智能等方

面的研发与应用，推动工厂数字化与制造智能化转型。 

目前公司已经在工业软件、工业机器视觉、工业互联网方面进行布局，技术

能力和技术储备能够满足客户的数字化需求，可以向客户提供软硬件一体化的数

字化整体解决方案和标准数字化产品。 

3、项目经验和质量管理优势 

工业机器人客户需求差异化很大，产线制造工艺复杂，需要深入理解客户的

行业特征、经营模式、产品属性、技术特点和工艺流程，设计制造出符合客户严

格技术要求的工业机器人生产线及成套设备，否则将直接影响到客户所生产的产

品质量及效率。因此，客户在选择供应商时非常慎重，要求供应商具有较高的知

名度、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成功案例，并且通常对项目实施团队的专业程度、实施

经验、售后服务经验有非常高的要求。 

公司在多年市场竞争中建立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在多个行业领域积累了较为

丰富的项目经验。例如在服务对品控有特别严格要求的日系汽车制造厂商过程中，

长期以来得到了其高度认可，显示了公司的技术和服务水平。公司能够深入了解

细分行业客户的业务特性，准确把握和挖掘客户的深层次需求，从而不断积累大

型项目的成功经验，为公司在各大行业领域的持续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建立了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在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加工、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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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等各个环节都实行完备的质量检验程序，以确保产品品质。 

4、本土化服务优势 

相比国外同行业公司存在开发、生产和售后服务连续性不强、项目提交过程

复杂等弱点，公司充分发挥本土厂商的优势，逐步建立起全生命周期跟踪、开发、

服务的模式，由生产型制造商向服务型制造商转变，在研究开发、生产控制以及

售后服务等环节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更符合中国行业客户的需要。 

前期开发设计阶段，公司在项目实施初期即与客户保持密切接触，邀请客户

联合参与设计和调试，更能充分地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生产制造过程中，公司拥有专业技术服务团队，解决客户生产过程中的技术

与工艺问题，及时响应客户需求，同时对技术工艺和项目实施实际效果进行总结

反馈以进一步提高；质保期后，公司能够对客户售后服务要求进行快速响应并协

助客户解决问题，公司提供人员培训和交流，并建立了定期回访用户制度，通过

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协助用户进行系统维护，售后服务优势明显。 

未来公司还将加强售后维保和产品升级业务，提高客户服务水平，提升公司

盈利能力。 

5、市场和品牌优势 

公司通过长期积累不断开拓优质客户市场，产品及服务主要应用于新能源及

新能源汽车、燃油车、汽车零部件、两轮车、机械重工、3c半导体、船舶等行业，

这些行业的发展为公司开拓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销售、技术和

服务网络，现有存量客户包括各大知名汽车制造厂商，且客户粘性较高，取得了

一直以品控严苛著称国际知名汽车厂商的高度认可，在行业内拥有优秀的品牌地

位。同时，公司在其他行业领域不断开拓增量用户，凭借自身的技术和服务，不

断赢得各行业客户的信赖。 

6、人才团队优势 

公司董事长孙志强先生拥有 20 多年工业机器人行业从业经验、丰富的管理

经验和客户服务经验，把握公司的整体战略方向和发展规划；副总裁和技术负责

人刘尔彬先生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并曾留学德国从事焊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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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工业工程研究，长期从事机器人焊接和智能系统技术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市场

化推广，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核心人员何艳兵先生为公司技术总监，长

期针对工业机器人、焊接技术、工艺技术以及智能制造技术进行深度研发，拥有

国际焊接工程师证书（IWE）；飞数软件销售总监任特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

工程系并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取得信息工程硕士学位，曾在美国参数技术

（PTC）从事售前技术及大客户营销工作，在达索中国从事 solidworks相关产品

渠道管理工作。 

公司还拥有一支优秀的机器人和智能技术专家顾问团队，成员包括日本、德

国、美国、乌克兰、新西兰等专业工程师协会会士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和专家。 

在坚持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公司与松下、库卡、博世力士乐、基

恩士、德国 IBG工业集团、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

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焊接技术研究所等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合作，联合开展技

术研究、专业人才培训，为公司及行业培养掌握现代焊接和机器人方面的专业高

素质人才。 

["\4]^MZ9\4_` 

公司重视研发的投入和项目的发展。2023 年，公司投入研发费用的总额达

到 5,522.83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5.4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198

名，占公司员工总人数的 25%；拥有设计人员 218 名，占比 27.53%，为公司的

技术研发与创新提供了人才保障。 

公司一向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积极申请各类专利、著作权等。报告期内，

公司新增申请知识产权 46项，包括发明专利 22项，实用新型专利 10项，软件

著作权 14项。截至 2023年 12月，公司已申请 456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189

项，占比 41.45%；已获授权专利 324项，其中发明专利 80项，占比 24.69%。 

a"bcdJ_`efghijklm!n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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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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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净额 405,874,233.95 

加：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262,904.11 

加：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10,562,177.39 

加：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5,701,151.02 

加：其他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131,843.88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68,729,157.25 

减：本期募投项目投入使用金额 18,102,457.31 

减：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0,677,887.69 

减：本期购买但尚未赎回的通知存款 68,900,000.00 

减：手续费支出 5,478.19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金额 27,117,329.91 

2023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

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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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类别 任职状态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报告期内增

减（股）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孙志强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董事长兼总裁 
现任 20,125,435 - 无 0 

颜雪涛 副董事长 现任 1,052,869 -350,131 无 0 

刘尔彬 
董事、副总裁、核心

技术人员 
现任 885,670 -200,000 无 0 

宗煜 董事 现任 0 - 无 0 

张剑滔 独立董事 现任 0 -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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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华清 独立董事 现任 0 - 无 0 

马腾 独立董事 现任 0 - 无 0 

柯希平 董事 离任 6,488,308 - 无 0 

罗渊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

表监事 
现任 1,000 1,000 无 0 

查晓红 监事 现任 0 - 无 0 

叶王根 监事 现任 0 - 无 0 

蔡雄江 监事 离任 620,035 -22,800 无 0 

郑德伦 副总裁、财务总监 现任 530,204 7,900 无 0 

孙圣杰 副总裁 现任 964,253 - 无 0 

陈雅依 董事会秘书 现任 8,938 8,938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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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