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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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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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公司发展阶段、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为更好的维

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资金需求，公司2024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

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视同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2024年度，公司

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01,360,012股，回购金额共计人民币

2,001,014,959.1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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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威股份 6004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轲 李华玉

联系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

新区天府大道中段588号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

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588号
电话 028-86168555 028-86168555
传真 028-85199999 028-85199999
电子信箱 yank@tongwei.com lihy05@tong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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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饲料行业

饲料业是链接种植业、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等行业的枢纽性产业，在我国农业产业中工业化

程度最高，是现代养殖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人类获取充足高品质食品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改

革开放以来 40余年的发展，我国饲料行业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并持续迈向规模化、

集约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饲喂动物不同，饲料行业主要产品分为猪饲料、禽饲料、水产饲

料、反刍饲料、宠物饲料、其他饲料，其中猪、禽、水产饲料占我国饲料年总产量约 95%。回顾

2024年，我国饲料行业总体呈现“总量收缩、品种分化、格局稳定、成本下降”等特点，精细化运

营要求持续提升，创新发展也进一步走向深化。

1、总产量收缩与结构性分化并存，肉禽、宠物饲料维持增长

根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数据，2024年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为 31,503.1 万吨，同比减少约 660
万吨，下降 2.1%，也成为我国近五年来饲料总产量首次下降。其中，猪饲料受生猪产能同比去化

影响，全年总产量减少 584万吨，下降 3.9%；水产饲料受水产品存塘减少以及部分地区极端天

气影响，总产量延续上年态势，同比继续下降 3.5%；蛋禽饲料、反刍饲料总产量也在终端养殖不

振冲击下同比分别下降 1.2%、13.3%；而肉禽饲料则受益于下游养殖规模增长，全年产量同比增

长 2.6%；宠物饲料在新兴消费趋势拉动下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增速达 9.3%。

2、行业竞争格局总体维持稳定，头部企业主导产业资源整合

报告期内，饲料行业竞争格局总体维持稳定，规模化企业仍占据主导地位。全国 10万吨以

上规模饲料生产厂 1,032家，合计饲料产量 19,468.3 万吨，在全国饲料总产量中的占比为 61.8%，

比上年提高 0.7个百分点，年产百万吨以上规模饲料企业集团 34家，比上年增加 1家，合计饲料

产量占全国饲料总产量的 55.0%，同比减少 1.2个百分点。但随着企业竞争深化，报告期内行业

并购、重整频现，头部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实现产业链整合，持续巩固提升自身规模及业务协同竞

争优势。

3、原料成本波动与下游需求减弱压力交织，精细化运营能力成企业竞争关键

2024年，饲料生产的主要原材料玉米、豆粕、鱼粉等价格均在供应总体充足情况下呈趋势下

跌，根据WIND数据，全年玉米现货价格自年初超 2,500元/吨震荡下跌至最低约 2,100元/吨，

跌幅近 20%，豆粕现货价格自 3,900元/吨高点下跌至约 2,900元/吨，跌幅约 25%，鱼粉综合价

格自 2023年四季度起下跌约 3,000元/吨，原料价格走低推动全年饲料价格总体呈现同比下降态

势。但与此同时，下游养殖端受终端消费市场需求低迷影响，仍面临显著的经营压力，生猪价格

虽年内阶段性反弹，但上涨动能仍显不足，年底再度回落微利区间，生鱼、小龙虾、牛蛙等部分

特种水产品价格深度调整，投喂积极性低迷。产品价格下跌与下游需求减弱压力倒逼饲料企业需

持续通过原料价值挖掘、技术研发创新、生产效能提升等措施不断提升自身精细化运营能力。

4、产业政策引领行业减粮替代，饲料新产品应用显著增加

在《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年）》《饲用豆粕减量替代三年行动方案》等相关

产业政策引导下，2024年饲料行业在减粮替代、创新发展等方面持续深化。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

数据，2024年饲料生产企业豆粕用量比上年减少 206万吨、下降 4.7%，小麦、稻谷用量分别下

降 52.8%、51.3%，玉米增加 793万吨、增长 7.6%，谷物和豆粕等饲料粮在饲料中合计占比为

59.5%，比上年减少 0.3个百分点。同时，行业全年新增核发饲料添加剂新产品证书 11个，增补

3个饲料原料进入《饲料原料目录》，增补 1个饲料添加剂品种进入《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扩

大 5个饲料添加剂品种的适用范围。

（二）光伏行业

光伏行业是以光生伏特效应为基础，通过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为人类社会提供绿色可持续

能源解决方案的新能源产业。自上世纪 70年代发展至今，光伏发电从低效率、高成本迈向高效

率、低成本，根据 IRENA《202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2023年全球太阳能光伏发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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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下降至 4.4美分/千瓦时，比最便宜的化石燃料发电方案加权平均 LCOE低 56%。截至 2024年

底，全球光伏累计装机已实现约 2,000GW，成为最大的新能源装机电源，并预计将在 2025 年底

超过煤电，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装机电源。在光伏产业近十余年发展过程中，中国企业从追赶

到超越，已实现全球引领。截至 2024年底，中国光伏产品全球市占率达到 80%以上，成为“中国

给予全人类的巨大礼物”。然而，光伏产业在经历多年连续的高速增长之后，大量产能的集中释放

导致了供需关系的阶段性失衡，并在报告期内推动光伏产品价格显著下降，企业面临较大经营压

力。当前，光伏产业各相关方均已对行业现状给予高度关注，并持续致力通过政策规范引导和产

业技术创新等手段，推动光伏产业回归健康发展的轨道。

1、全球终端装机需求持续增长，中国企业引领产业发展

据 CPIA数据显示，2024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达 530GW，同比增长 35.9%，继续保持

中高速增长。其中，中国市场在组件价格显著下跌刺激，以及新能源消纳率上限下调、分布式光

伏“可调可控”等政策持续发力促进下，全年新增光伏装机 277.6GW，同比增长 28.3%，贡献全球

超过 50%的增量。海外市场则呈现多点开花局面，新兴市场放量显著，中东、非洲地区光伏项目

加速获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明确提出 2030 年装机目标。在制造端，中国企业仍牢牢占据

全球主导地位，自多晶硅到组件各环节产能规模及市占率均超过 80%，全年实现组件出口达

235.93GW，同比增长 13%，继续引领全球产业发展。

2、阶段性供需失衡带来产品“量增价减”，行业洗牌推动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

在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需求拉动下，目前我国光伏行业各环节名义产能均超 1000GW。产能

释放也持续推动各环节产量增长，根据工业与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数据，2024 年我国光伏产业链

多晶硅环节产量超过 182万吨，同比增长 23.6%；硅片环节产量达到 753GW，同比增长 12.7%；

电池环节产量达到 654GW，同比增长 10.6%；组件环节产量达到 588GW，同比增长 13.5%，行

业产值继续保持万亿规模。但供需关系的阶段性失衡导致光伏主要产品价格显著下降，根据

InfoLink Consulting 数据，全年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价格跌幅分别达 39%、50%、40%和

29%，各环节均陷入持续亏损状态，行业短期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与此同时，激烈的行业竞争

推动部分综合实力不足的企业逐步退出，市场资源进一步向技术领先、资金雄厚的头部企业集中。

报告期内，前五大多晶硅企业市占率一度接近 80%，头部组件企业出货量和市占率也实现进一步

增长。

3、N型时代已全方位到来，技术创新发展推动知识产权竞争激化

报告期内，TOPCon凭借更优的技术经济性，产品市占率同比激增至 70%以上，成为市场新

一代绝对主流技术，而 TOPCon技术红利的释放，也加速推动了全行业 P型产能的淘汰。与此同

时，BC技术与 HJT 技术作为光伏高效电池路线的重要代表，呈现差异化发展态势。HJT技术依

托双面微晶工艺普及及银包铜等金属化技术的应用导入，量产平均效率快速提升，叠加低衰减、

高双面率等特性，进一步增强性价比，全年中标量同比增长超过 3倍（Solarzoom数据）。BC技

术则凭借正面高效率及外观优势，加速拓展分布式及高端应用场景，商业化案例逐步落地。报告

期内，两种新技术均呈现产业化快速发展趋势，亦有行业龙头企业开始加大在专利、产能、渠道

等多维度布局。技术创新为企业构建差异化壁垒的同时，也带来知识产权竞争激化。报告期内全

球范围内光伏专利诉讼案件同比大幅增长，光伏企业持续提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与投入，多

家头部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专利“攻防战”，争夺技术定义权与市场话语权，也客观推动行业从“成
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4、贸易壁垒加剧影响海外增长，产能出海动力持续增强

海外市场“去中国化”政策密集出台，美国对东南亚四国加征双反税、欧盟《净零工业法案》

要求本土制造占比 40%、印度 ALMM 清单限制，凸显国际贸易环境日益复杂。我国光伏企业出

口成本持续上升，也提高当地市场光伏装机成本，影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增长。为应对国际贸易

壁垒的负面影响，并辐射更广泛的全球增量市场，中国企业应对策略向“产能出海+技术授权+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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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共建”进阶，进一步加速全球化布局。报告期内，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在前期海外产能规划基础

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出海的产业链环节更多，目的地更多元，出资形式更多样，光伏企业出海动

力持续增强。

5、产业政策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在行业供需失衡，全产业链盈利承压背景下，行业各相关方已致力通过多种方式规范市场秩

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2024年 5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指导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组织召开“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指出应规范管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建立有效的知

识产权保护措施、鼓励行业兼并重组等；6月，国家能源局强调巩固光伏发电新增市场，合理引

导光伏上游产能建设和释放，避免低端产能重复投放；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要防止“内
卷式”恶性竞争，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为光伏行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指明方向；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通过，明确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和责任，

鼓励水电、风能、太阳能等各类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强化能源绿色消费的技术和机制保障；

同月，工信部正式发布《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修订版，提高对新建产能标准要

求。在产业政策持续规范引导下，光伏行业将逐步走出低谷，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秉承“为了生活更美好”的企业愿景和“追求卓越，奉献社会”的企业宗旨，以农业及新能源

为主业，形成了“农业（渔业）+光伏”资源整合、协同发展的经营模式，主要业务及在产业链中的

位置如下图所示：

注：虚线框内的为公司的核心主营业务

在农业方面，公司主营业务为水产饲料、畜禽饲料等产品的研究、生产和销售，用以满足水

产、畜禽动物养殖过程中的生长和营养所需。其中，水产饲料一直是公司的核心产品，也是公司

农牧板块的主要利润来源。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 80 余家涉及饲料业务的分子公司，采取就

地生产，建立周边销售覆盖的经营模式，为养殖户提供有效的技术、金融等配套服务。围绕饲料

主营业务，公司还积极开展了包括育种、养殖、动保、食品加工与贸易等业务，进一步完善产业

链配套，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在新能源方面，公司以高纯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主。截至

目前，公司已形成高纯晶硅年产能超 90万吨，太阳能电池年产能超 150GW，组件年产能超 90GW。

在高纯晶硅业务方面，公司生产基地位于乐山、包头、保山，主要生产要素采取就近采购方式，

产品客户主要为下游硅片企业。为保障产销长期稳定，近年来公司与下游硅片企业开展长单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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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太阳能电池业务方面，生产基地位于双流、金堂、眉山、合肥等地，公司根据市场需求，

结合产线结构安排生产经营，产品除满足自身组件生产需求外，也销售给国内外光伏组件企业。

凭借领先的技术、品质、成本优势，公司主要客户覆盖了全球前十大光伏组件企业，长期保持行

业领先水平；组件业务方面，公司凭借多年来在组件技术、市场方面的积累，结合上游高纯晶硅

和太阳能电池的协同优势，已建立富有竞争力的规模化组件业务体系，面向全球集中式、分布式

等各类型客户提供优质通威组件产品，产品已覆盖国内主要央国企发电集团及海外 70余个国家

与地区的客户。

在综合应用端，公司聚焦规模化“渔光一体”基地的开发与建设，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优势

的生态养殖+绿色能源的“渔光一体”模式，加强产业协同发展。通过筛选优质水面资源，并以确保

电力消纳为前提，探索新型水产养殖模式，不断推动“渔光一体”基地规模化、专业化、智能化发

展，为公司、养殖户及其他合作方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公司市场地位

农牧方面，公司聚焦饲料业务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年饲料生产能力超过 1000万吨，生

产、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及越南、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是全球领先的水

产饲料企业及重要的畜禽饲料生产企业。其中，水产饲料作为公司核心产品，产销量持续位居行

业前列。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先后 5次荣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中国驰名商标”、“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等荣誉，多年来凭借优质的产品和全面、

高效的服务，公司品牌享誉行业和市场。

光伏方面，公司已形成超 90万吨高纯晶硅产能、超 150GW 太阳能电池产能以及 90GW组

件产能，产品成本、质量、效率世界领先，是全球光伏行业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截至目前，

公司高纯晶硅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公司作为专业化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电池出货量自

2017年以来已连续 8年全球第一（InfoLink Consulting 统计），并成为行业首家电池出货量累计

超过 300GW的企业。组件方面，公司出货量位居全球前五，客户覆盖国内主要央国企发电集团

及海外多个国家。在各业务齐头并进，协同发展推动下，公司产业链优势不断巩固，核心竞争力

将进一步提升，持续为全球碳中和贡献通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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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95,916,763,061.99 164,363,161,459.66 19.20 145,574,988,754.4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8,455,869,630.76 61,528,838,529.70 -21.25 60,793,209,105.63

营业收入 91,994,404,333.54 139,104,062,084.52 -33.87 142,422,517,9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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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72,565,115.77 138,580,632,526.78 -33.92 141,829,013,095.00

归属于上市 -7,038,757,392.54 13,573,900,132.37 -151.86 25,733,777,0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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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7,057,321,013.59 13,613,305,529.94 -151.84 26,554,703,512.7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43,735,923.37 30,679,303,971.17 -96.27 43,817,909,631.70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2.77 22.59 减少35.36个
百分点

52.38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1.5790 3.0151 -152.37 5.7166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1.5790 2.8737 -154.95 5.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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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0,420,152.69 24,226,695,983.31 24,475,361,167.36 23,721,927,030.18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786,737,334.37 -2,342,713,585.71 -843,806,175.83 -3,065,500,296.63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

净利润

-790,179,660.91 -2,388,277,631.03 -859,159,161.72 -3,019,704,559.93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1,393,906,280.02 2,355,203,043.95 2,027,151,610.25 -1,844,712,4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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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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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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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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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股

份

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48,000,072 2,022,022,587 44.91 0 质押 382,26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5,861,601 202,184,589 4.49 0 无 未知

中国人寿资管－中国

银行－国寿资产－优

势甄选 2108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

0 52,099,840 1.16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7,853,359 50,758,754 1.13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瑞沪

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753,522 46,584,339 1.03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24,943,835 32,161,331 0.71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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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6,012 25,268,683 0.56 0 无 未知

杨林 -6,180,000 25,000,000 0.56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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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资管－兴业

银行－国寿资产－优

势甄选 2110保险资

产管理产品

0 24,400,000 0.54 0 无 未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1,191,900 22,694,764 0.50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中国人

寿资管－中国银行－国寿资产－优势甄选 2108 保险资产管

理产品”、“中国人寿资管－兴业银行－国寿资产－优势甄选

2110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产

品，存在一致行动情况。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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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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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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23年度第一期绿色中

期票据（科创票据）

23通威 GN001
（科创票据）

132380075 2026-10-19 500,000,000 3.10

2024年度第一期绿色中

期票据（科创票据）

24通威 GN001
（科创票据）

132480005 2027-02-02 500,000,000 2.70

2024年度第一期绿色超

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

24通威 GN002
（科创票据）

132480007 2024-06-04 0 2.52

2024年度第二期绿色中

期票据（科创票据）

24通威 GN003
（科创票据）

132480021 2027-03-15 500,000,000 2.60

2024年度第三期绿色中

期票据（科创票据）

24通威 GN004
（科创票据）

132480034 2027-04-12 500,000,000 2.55

2024年度第二期绿色超

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

24通威 GN005
（科创票据）

132480043 2024-11-24 0 2.10

2024年度第四期绿色中

期票据（科创票据）

24通威 GN006
（科创票据）

132480050 2027-06-07 500,000,000 2.38

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科创票据）

24通威

SCP001（科创

票据）

012481963 2024-12-23 0 2.06

2024年度第五期绿色中

期票据（科创票据）

24通威 GN007
（科创票据）

132480060 2027-07-05 500,000,0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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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科创票据）

24通威

MTN001（科创

票据）

102482966 2029-07-12 500,000,000 2.75

2024年度第二期超短期

融资券（科创票据）

24通威

SCP002（科创

票据）

012483362 2025-07-19 500,000,000 2.50

2024年度第六期绿色中

期票据（科创票据）

24通威 GN008
（科创票据）

132480157 2027-11-26 500,000,000 2.95

2024年度第三期绿色超

短融资券（科创票据）

24通威 GN009
超短融（科创票

据）

132480175 2025-09-22 500,000,000 2.36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2023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科创票据） 已正常付息

2024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科创票据） 已正常付息

2024年度第一期绿色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 已兑付

2024年度第二期绿色中期票据（科创票据） 已正常付息

2024年度第三期绿色中期票据（科创票据） 已正常付息

2024年度第二期绿色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 已兑付

2024年度第四期绿色中期票据（科创票据） 已正常付息

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 已兑付

2024年度第五期绿色中期票据（科创票据） 已正常付息

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科创票据） 已正常付息

2024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据） 已正常付息

2024年度第六期绿色中期票据（科创票据） 已正常付息

2024年度第三期绿色超短融资券（科创票据） 已正常付息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3年 6月 19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度跟踪评级报告》，维持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通 22
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2024年 6月 12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通威股份有限

公司“通 22转债”信用评级报告》，确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并提升“通 22转债”信用

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

5.4 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4 年 202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0.44 55.08 15.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057,321,013.

59
13,613,305,529.9

4
-1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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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全部债务比 0.03 0.69 -95.65
利息保障倍数 -3.63 13.55 -1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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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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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