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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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

风险因素”部分。随着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加工费水平下降及产能

利用率不足等带来的经营压力进一步凸显，公司存在毛利率下滑、资产减值、业绩持续亏损的风

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邓超、凌敏外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邓超、凌敏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邓超理由是：由于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没有对年报中（1）供应商交易价格对公司其它应收款、存货、在建工程、固定资产、营业

成本、资产减值损失等项目及相关比较数据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

形；（2）前期差额更正事项等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明确表态，影响了本人对相关数据的真

实性作出明确判断与决策。凌敏理由是：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了具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关于存在与供应商价格不公允的情况、供应商工程设备款问题、应

收款、存货、在建工程、固定资产、营业成本、资产减值损失、关联方资金占用，本人无法就上

述事项获取充分证据、信息。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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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包括“公司当年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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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2024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值，盈利情况不满足上述条件，公司2024年度拟不进

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1.1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帕瓦股份 688184 /

1.2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1.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宝（代行） 黄益芳

联系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友谊北路 57 号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友谊北路 57号
电话 0575-80709675 0575-80709675
传真 0575-80723920 0575-80723920
电子信箱 dongmiban@zhujipower.com dongmiban@zhujipowe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专注于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细分方向，并积极布局半固态/固态电池等前瞻领域。为满足客户需求、适应行业发展，公司高

度重视技术研发，构建起以自主研发为主、产学研融合等模式为辅的研发体系，积极推动工艺升

级、产品创新。尤其锂电材料方面，公司开创性地推出了单晶型、中高镍、超高电压三元前驱体

产品，解决了三元动力电池能量密度与安全性不可兼得的难题，是技术领先的新能源材料综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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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商，在单晶材料、高电压领域已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锂电三元

正极前驱体、钠电铁基三元与铜基四元正极前驱体。其中，锂电三元正极前驱体主要用于锂电正

极材料的制造，继而用于动力电池的生产，最终用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钠电铁基三元与铜基四

元正极前驱体主要用于钠电正极材料的制造，继而用于小动力、储能电池的生产，最终应用在二

轮车、小动力、储能等场景。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2.2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具体模式如下：

1．研发模式

基于客户产品需求、技术发展方向和前沿科学探索，公司秉持“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

一代”的研发理念，建立了基础研发、小试研发、中试研发的研发体系。

(1) 基础研发

基础研发是公司研发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为公司具体研发项目指明方向。在基础

研发层面，公司研发团队基于对锂电、钠电基础材料的深刻理解，把握最新科研热点，对基础材

料进行前沿科学探索，形成潜在产品技术储备。

公司在基础研发领域与中南大学等在冶金、电池材料方面具有学科带头性的高等科研机构建

立了持续深入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研发和产学研交流，公司可以及时把握科研前沿方向，引入

高校科研资源，实现基础科学和产业落地的互补。

(2) 小试研发

小试研发是公司基础研发成果向具体产品转化的第一个步骤。结合基础研发成果，公司研发

团队对预期应用产品、预期生产工艺等进行初步判断，并进行初步验证试验。小试研发成果是公

司导入下游客户供应链的基础。

(3) 中试研发

中试研发是公司经小试初步验证后潜在产品进入成果转化的重要步骤。在此阶段，公司与下

游客户持续进行技术交流，基于客户降本增效的需求，凭借对技术工艺的掌握，不同程度地参与

到客户产品迭代的研发进程，有针对性地开展产品设计和研发投入，保证在研发协同、成果转化

方面的独特优势。公司基于中试阶段的研发成果，对在研产品进行工艺放大研究，进行设备自主

研发设计、工艺流程优化改造，进而推动下一代产品品质性能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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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帕瓦供应链经营的贸易产品主要为硫酸钴、硫酸镍、硫酸锰等金属盐类

物质。公司结合销售订单、生产计划、原材料价格、运输周期等因素，一般采取“安全库存+适

当备货”的采购模式。硫酸镍、硫酸钴、硫酸锰在上海有色金属网存在公开市场报价，公司采购时

基于公开市场参考价格、付款条件等因素，向供应商进行询价、议价，在保证原材料品质的同时

尽可能降低采购成本。帕瓦供应链充分利用母公司的产业资源赋能，发挥集采优势，争取更大的

采购成本优势。

3．生产模式

(1) 自主生产模式

为了满足向客户及时供货的需要，公司采用“以销定产+适度备货”的生产模式，根据销售计

划、客户订单、发货计划、生产排期、市场预测等信息，结合产能和库存的实际情况，制定生产

计划。

(2) 委托加工模式

出于降低采购成本和拓宽原料来源的考量，在对原材料的常规采购之外，公司少量采用委托

加工模式，即公司直接采购金属原料，委托有资质的加工企业将金属原料加工为金属盐后作为生

产原料，金额及占比较小。

4．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销售主要采取直销模式，下游客户主要为大型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制造商，产品销

售价格由“主要原料成本+加工费”的模式构成。其中，原料成本的计价基础主要为各类金属盐材

料的市场价格，同时公司考虑前期采购入库的原材料价格，与客户协商确定；加工费则根据产品

制造成本、预期利润及议价能力等因素，与客户协商确定。帕瓦供应链主要采取贸易销售模式，

与客户、供应商分别签订购销协议，赚取贸易利润。

2.3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 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行业情况及基本特点

公司所处行业为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行业，正极前驱体是构成新能源电池的关键材料，

对电池的理化性能有直接影响。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爆发驱动了锂电产业的快速扩容，作

为锂电关键材料之一的三元前驱体，经历了高速发展。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持续提升，以及

储能、低空、机器人等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全球电动化趋势方兴未艾，预计未来终端需求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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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快速增长，继而带动上游材料行业长坡厚雪。

目前，三元材料和磷酸铁锂是全球动力电池的主流技术路线，磷酸锰铁锂及半固态/固态电池

等新兴技术发展较快。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动力电

池装车量 548.4GWh，同比增长 41.5%，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39.0GWh，占总装车量 25.3%，

同比增长 10.2%；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409.0GWh，占总装车量 74.6%，同比增长 56.7%。磷酸

铁锂得益于低成本、高安全的特点，发展势头较为强劲，相较三元材料，在市场份额上占优。但

长周期来看，磷酸铁锂因已接近理论能量密度的上限，较难匹配高端动力电池的需求，且未来在

回收利用方面的经济价值有所欠缺，全生命周期价值较低。因此，三元材料虽短期承压，但基于

消费者对长续航的需求，中高端市场地位稳固，尤其未来随着低空、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对高能

量密度、高倍率需求的爆发，结合半固态/固态电池等技术的进步，三元材料依然具备更有吸引力

的发展前景。三元材料细分路线中，单晶材料凭借高性价比、高安全的优势，市场认可度、渗透

率不断提升，迭代趋势明显，未来有望持续获得高于板块的发展增速，市场空间广阔。

报告期内，相较于三元材料高镍化，高电压化的趋势逐渐兴起，被下游市场看好。由于多晶

材料在高电压下容易产生微裂纹，不适合高电压，单晶材料在结构稳定性上的差异化优势正在得

到显现，未来单晶、高镍、高电压三元正极材料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单晶三元正极材料与多晶三元正极材料的对比：

从晶体结构上看，单晶三元正极材料为一次颗粒，粒径约几微米，呈现单分散状态，而多晶

三元正极材料则是若干直径约几百纳米的一次颗粒团聚而形成的直径约十微米的二次球，相对而

言更为杂乱、不均匀。

多晶三元正极材料由许多纳米级小颗粒构成，循环过程中，由于颗粒不断膨胀、收缩，容易

导致材料开裂、破碎，进而致使电池循环寿命缩短。同时，由于晶体颗粒之间的连接较为脆弱，

在极片冷压过程中，容易导致颗粒破碎，引起电池性能恶化。单晶三元正极材料在压实和高温循

环过程中，不易发生破碎，具有更好的结构稳定性和耐高温性能。

项目 单晶三元正极材料 多晶三元正极材料

形貌 单个分散颗粒 一次颗粒团聚的二次颗粒

结构

结构稳定，不易出现微裂纹；表面较为光滑，与包覆导

电剂可以较好的接触，同时晶体内部晶格缺陷少，均有

利于锂离子的传输

加工性能相对较差，辊压更

容易发生二次颗粒变形和

破碎

稳定性能

单晶三元正极材料颗粒构造密实，具有很强的抗体积收

缩与膨胀的能力，使得晶体微裂纹较小，因此稳定性较

好

多次循环充电后，内部产生

细小裂纹，热稳定性较弱

能量密度 单晶三元正极材料一次颗粒粒度大于多晶三元正极材 能量密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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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离子传输过程中损耗更大，因此同等条件下能量密

度略低；但可以通过提高电压提升一定的能量密度

倍率性能
单晶三元正极材料一次颗粒粒度大于多晶三元正极材

料，离子传输路径更长，因此倍率性能较差
较好

循环性能
单晶三元正极材料微裂纹较少，晶体结构破坏程度低，

晶体结构完整，循环性能较好，循环寿命较长
循环寿命较短

制造成本
加工单晶三元正极材料需更多的烧结次数和更长的烧结

时间，因此制造成本较高
制造成本较低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资料整理

因此，多晶三元正极材料在高电压下充放电，容易产生晶粒间微裂纹。微裂纹的产生会导致

正极材料晶体结构稳定性变差，同时，电解液进入微裂纹会加剧电解液在正极材料表面发生副反

应，使得多晶三元正极材料在高电压下的稳定性和循环性较差，不适合高电压。单晶三元正极材

料由于内部结构密实，在高电压下反复充放电，不易产生晶粒间微裂纹，可有效抑制因微裂纹产

生的副作用，具有稳定性较好、循环寿命较长的优势，更适合高电压，并可沿着高镍、高电压两

个维度双轮迭代，更有效地提升能量密度、增强安全性。

（2）主要技术门槛

1、技术与工艺壁垒

前驱体行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前驱体产品对一致性、稳定性、粒度、比表面积、杂质含

量、振实密度、表面形态等指标有严格的要求，尤其锂电材料单晶化、高镍化、高电压化的发展

趋势对前驱体企业在基础研发能力、生产工艺水平等方面的要求更为严苛。因此，前驱体企业的

发展需要技术研发、工艺改善、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长期积累。

目前，行业常用的共沉淀法合成前驱体是在热溶液中进行的涉及气、液、固三相复杂反应的

过程，影响反应体系稳定的因素多，控制繁琐，并伴随产生一定的副产物。因此，深入了解和精

确控制反应体系的各相关参数，才能合成出满足下游客户需求的前驱体产品。为实现高品质单晶

型、中高镍、高电压三元前驱体的稳定生产，企业需要同时具备扎实的科研能力、过硬的技术实

力和成熟的生产工艺。

2、人才壁垒

前驱体行业产品更新迭代速度较快，产品通常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定制化以契合客户的生产

工艺需要。为满足下游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前驱体企业需要结合对前驱体合成机理和制备技术的

理解，调整前驱体产品制备过程中的控制参数和生产工艺，保证稳定、可控的产品产出能力。随

着技术要求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前驱体企业需要培养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管理队伍。

因此，前驱体行业具有较高的人才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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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户壁垒

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下游客户通常需要对前驱体产品、产线进行认证，包括小试、

中试、试产等环节，认证通过后方可开展批量采购。产品性能、产线品控、成本管控能力、需求

响应速度是下游客户选择前驱体供应商的主要依据。因此，该认证过程往往时间较长、成本较高，

对前驱体企业的综合实力有较高的要求。完成认证后，鉴于技术和生产的协同效应，下游客户普

遍倾向于与供应商建立长期、深入的合作关系。

4、资金壁垒

前驱体企业在设立之初一般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厂房建设、设备购置、环保设施部署。此

外，在前驱体产品的成本构成中，原材料占比较高。在采购端，为了应对连续生产需求和原材料

价格波动影响，前驱体企业需要进行适度原料储备，并往往需要在较短周期内支付货款。而在销

售端，下游客户集中度较高、议价能力较强，上游应收账款回收速度相对较慢。因此，前驱体企

业通常需要较大规模的营运资金支持。

5、生产规模壁垒

前驱体行业具有一定规模壁垒，生产规模较大的前驱体企业可以在生产和管理上更好发挥规

模效应，对外具备更强的谈判能力。同时，新能源电池行业集中度较高，主流电池生产企业为保

证产品的一致性和安全性，对前驱体供应商的规模化供货能力有较高要求，产能不足的前驱体企

业一般难以承接大型订单。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专注于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细分方向，并积极布局半固态/固态电池等前瞻领域。尤其锂电材料方面，开创性地推出了单晶

型、中高镍、超高电压三元前驱体产品，解决了三元动力电池能量密度与安全性不可兼得的难题，

是技术领先的新能源材料综合服务提供商，在单晶材料、高电压领域已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公

司产品已进入厦钨新能、宁德时代、巴斯夫杉杉、五矿新能、贝特瑞、中科海钠、多氟多等主流

电池材料厂商的供应链。

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年产 2.5 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已建成、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整体产能实现翻倍。同时，在相关热门车型热销的带动下，公司积极把握

三元材料需求放量的市场窗口，抓住单晶型、中高镍、高电压产品出货走俏、渗透率提升的市场

契机，积极对接客户需求，大力开拓销售渠道，全年实现锂电正极前驱体产品销量同比增长幅度

较大；另外，钠电凭借在低温、快充等性能方面的优势，以及资源可控、安全性高等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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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进程加速，公司钠电正极前驱体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300%。

此外，公司高度重视行业迭代的发展趋势。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新能源汽车、低空、储能等

应用场景，聚焦锂电 4.5V超高电压前驱体材料、钠电铜基多元前驱体材料、聚合物半固态/固态

电解质材料、短流程喷雾热解技术等相关新产品、新工艺方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全年投入研

发费用 8,394.15 万元，同比增长 65.34%，相关重点在研项目推进至中试环节，新增授权发明专

利 17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15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35项，合计

150项，构筑了较为完善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逐渐成熟，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性能、续航里程、安全性、性价

比等指标的要求不断提高。在需求导向下，电池技术不断突破，呈现向单晶化、高镍化、高电压

化、半固态/固态、掺锰改性、钠离子电池等方向的革新，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从消费电子、

乘用车逐渐延展到二轮车、小动力、储能、低空等领域，行业天花板逐渐抬高，展现出多元化的

发展趋势。

1．单晶、高镍、高电压三元正极材料，是未来高端动力电池的发展趋势

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等于质量（体积）比容量与平均工作电压的乘积。提高材料的质量（体

积）比容量或提高平均工作电压，均可实现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提高能量密度的同时提升安全

性，是高端电池的主要目标。

(1) 单晶化：结构更稳定、安全性更好、寿命更长、适合高电压

晶体结构上，单晶材料为粒径约几微米的一次颗粒，呈现单分散状态，多晶材料则是若干一

次颗粒团聚而形成的直径约十微米的二次球，相对更为杂乱、不均匀。因此，多晶材料在循环过

程中，由于颗粒不断膨胀、收缩，容易导致材料开裂、破碎，尤其在高电压下充放电，容易产生

晶粒间微裂纹，并与电解液在材料表面发生副反应，进而导致晶体结构稳定性变差，不适合高电

压。此外，由于多晶材料晶体颗粒之间的连接较为脆弱，在极片冷压过程中容易导致颗粒破碎，

引起电池性能恶化。单晶材料由于颗粒内部结构密实，在高电压下反复充放电，不易产生晶粒间

微裂纹，可有效抑制因微裂纹产生的副作用，具有稳定性好、循环寿命长的优势，更适合高电压，

可沿着高镍、高电压两个维度双轮迭代，且在压实和高温循环过程中不易破碎，具备较高机械强

度，拥有更好的结构稳定性和耐高温性能。根据鑫椤锂电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单晶

三元材料的产量达到 28.9万吨，同比增长 13.3%，单晶渗透率提升至 47.1%，同比提升 4.0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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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电压化：提升能量密度，降本增效

单晶材料的抗压应力强于多晶材料，提升安全性的同时，可以适配高电压平台，进而带动能

量密度提升。公司成熟开发的单晶型 NCM5系、6系材料在 4.4V超高电压下能达到多晶型 NCM8

系材料的能量密度，单晶型 NCM7系材料在 4.45V 超高电压下能量密度与多晶型 NCM9系材料

持平，并在安全性、成本方面具备优势。下游电池或整机厂，一般以单 GWh材料计价，在相同

能量密度的条件下，单晶材料可以使用更少的贵金属，实现降本增效。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客户

对单晶材料的认识不断加深，下游市场对高电压方案的接受度日益提高。报告期内，受益于相关

热门车型热销的带动，单晶型、中高镍、高电压产品出货走俏，根据鑫椤资讯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NCM6系高电压产品出货持续放量，带动 NCM6系三元材料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29%，

相较 2023年提升 9个百分点，同比增速超过 50%。

(3) 高镍化：提升能量密度

三元材料中，镍是主要的电化学活性元素，提高其比例将使电池可反应电子数增多，进而提

升电池能量密度、支持更长续航里程。高镍是提高单位能量密度普遍、有效的方法，但随着镍占

比的提高，会随之产生一系列问题，如 Li+/Ni2+混排、表面不稳定、相变导致的微裂纹及有效组分

溶解等，导致材料容量衰减、倍率及安全性能变差。

2．磷酸锰铁锂将在中低端动力电池领域有发展空间

磷酸锰铁锂是在磷酸铁锂基础上掺杂一定比例的锰而形成的新型磷酸盐类锂离子电池正极材

料，相较磷酸铁锂，更高能量密度是其核心优势，同时又保留了磷酸铁锂电芯低成本、高安全的

特点。此外，磷酸锰铁锂的电压平台与三元材料较为接近，可实现混掺。随着碳包覆、纳米化、

补锂技术等改性技术的进步，产业化进程加速。

3．钠离子电池在二轮车、小动力、工程机械、储能上打开应用场景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储能市场的快速发展，全球锂资源地域分布不均造成的锂盐资源供需

矛盾加剧。在此背景下，钠电发展加速。近年来，在政府支持及资本推动下，钠电在低温性能、

快充性能、安全性能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显现，结合主要原料自主可控的特点，目前处于产业化过

程中，未来随着规模化程度提高、差异化应用场景拓展，有望在部分领域替代磷酸铁锂和铅酸电

池。钠电现有正极技术路线中，层状氧化物在能量密度上更有优势，在工商业储能、小动力、工

程机械等领域均有较好的应用空间，并且未来随着电压平台的提升，在能量密度上更具备向磷酸

铁锂靠近的基础，同时，该路线的工艺制备流程与三元材料相似，在产业成熟度上更具备优势。

公司重视钠电方向的投入，在正极材料前驱体方向前瞻布局，与中科海钠、多氟多等下游客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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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合作，报告期内，钠电凭借在低温、快充等性能方面的优势，以及资源可控、安全性高等方面

的特点，产业进程加速，公司钠电正极前驱体产品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300%，新产品的研发、合

作进展顺利。

4．半固态/固态蓄势待发，商业化进程提速

由于传统液态锂电池已接近能量密度上限，且存在热失控风险，固态电池在大幅提升安全性

的同时，可以兼顾高比容量正、负极，打开能量密度的天花板，有望成为下一轮技术突破的关键。

目前，全固态电池工艺尚未成熟，存在离子电导率低、循环寿命差、倍率性能差、成本高等问题。

半固态电池作为液态电池到全固态电池的过渡方案，兼具安全性、能量密度和经济性，率先进入

产业化阶段，已开始切入部分高端领域。固态电池中，电解质取代了传统液态锂电池中的电解液

及隔膜，是影响电池性能的核心材料。2023年以来，公司高度重视在电解质材料上的孵化，成立

专业子公司，积极加大研发投入，采用原位自聚合策略，利用溶剂改性，开发了阻性优良、高电

压稳定的凝胶电解质；利用特殊快离子无机填料，提高了聚合物全固态电解质体系的离子电导率，

并在技术孵化过程中积极挖掘电解质材料与正极材料间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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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2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888,434,594.12 3,922,627,075.81 4,072,900,339.95 -26.36 4,106,214,483.2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031,167,879.56 2,831,125,976.35 2,981,399,240.49 -28.26 3,123,114,088.44

营业收入 948,565,984.05 954,269,920.80 1,171,613,051.70 -0.60 1,656,255,0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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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563,250.90 893,712,427.51 1,111,055,558.41 5.13 1,634,636,473.8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26,501,484.36 -247,643,296.85 -97,370,032.71 -193.37 145,793,822.2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731,764,423.48 -250,026,182.82 -99,752,918.68 -192.68 108,561,47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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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5,541,308.68 148,129,921.83 148,129,921.83 -441.28 21,172,778.10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29.88 -8.32 -3.19

减少

259.13

个百分

点

7.86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4.58 -1.84 -0.60 -148.91 1.11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4.58 -1.84 -0.60 -148.91 1.11

研发投入占

营业收入的

比例（%）

8.85 5.32 4.33

增加

66.35个

百分点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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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922,468.85 287,683,086.35 171,882,112.14 197,078,31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3,733,061.28 -60,051,232.87 -252,568,578.85 -310,148,61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03,736,036.96 -64,324,842.24 -252,308,155.10 -311,395,38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2,486,228.40 -1,450,736.48 -316,589,608.95 -75,014,7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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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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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9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10,53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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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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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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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诸暨兆远投资有限公

司
/ 2,400.0000 14.88 2,400.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宝 / 1,656.0000 10.27 1,656.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浙江浙商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804.6917 4.99 804.6917 无 / 其他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

权投资贰号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725.6425 4.50 725.6425 无 / 其他

姚挺 / 600.0000 3.72 600.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王宝良 / 600.0000 3.72 600.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 600.0000 3.72 600.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苏州汇毅芯源贰号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581.4815 3.61 581.4815 无 / 其他

苏州汇毅芯源壹号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482.7941 2.99 482.7941 无 / 其他

宜宾晨道新能源产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435.3854 2.70 435.3854 无 /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诸暨兆远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展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王宝良、姚挺为一致行动人；诸暨兆远投资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振宇与张宝签署了《共同控制协

议》，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苏州汇毅芯源贰号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汇毅芯源壹号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汇毅芯源叁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苏州汇毅咨询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合伙企业。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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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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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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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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856.60 万元，同比下降 0.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72,650.15 万元，同比下降 193.37%；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3,176.44 万元，同比下降 192.6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为-50,554.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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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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