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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深耕实验分析仪器，业绩稳步提升

海能技术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专注于实验分析仪器的企

业。公司目前拥有元素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仪器、色谱光谱、

通用仪器四大系列，并以销售中高端产品为主。元素分析产品

与样品前处理产品构成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2022年营收占比

为60.40%。

公司近年经营业绩增长稳健。2019-2022年，公司营收从

19,743.96万元增长至28,736.85万元，CAGR=8.89%；归母净利

润从2,774.42万元增长至4,457.32元，CAGR=14.32%。2023年

Q1，公司营业收入为5,199.28万元，同比增长50.22%，归母净

利润为-153.12万元，同比增长41.75%。

三、技术及产品实力强劲，产品矩阵丰富，盈利能力
优秀

公司技术实力强劲，共牵头或参与起草了4项国家标准及

3项行业标准，且承担国家、省级重点研发计划，有较强的技

术引领作用，在行业内具有一定话语权。

公司目前拥有四大产品系列，产品矩阵丰富。公司产品

技术水平整体与国外先进厂商同类竞品相当，代表产品凯氏定

氮仪部分关键技术指标已超过国外厂商同类竞品水平，且市占

率领先国内同行。

公司盈利水平较好，近四年毛利率保持在65%以上，明

显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管理情况较好，近四年平均

应收账款周转率为19.67，周转速度较可比公司更快。

二、实验分析仪器市场规模稳步提升，中国市场仍
由国外厂商主导，国产替代空间广阔

实验分析仪器应用广泛，需求在下游驱动下不断增长，据

ALDA数据，2022年全球实验分析仪器市场规模达622.14亿美元。

下游食品、医药、科研、环境监测等领域的不断发展有望促进

实验分析仪器的需求继续上升。

实验分析仪器细分领域较多，技术壁垒极高，国外企业产

品与服务体系完善，深入中国市场，处主导地位，国内中高端

实验分析仪器市场进口依赖程度较高。

四、色谱仪为公司重点布局领域，当前进口依赖程度
高，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

色谱仪为公司重点布局的产品，2022年营收增速89.23%，

营收占比达22.06%，有望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色谱仪可

应用于食品、制药、环境、化工、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物

质检测及化学成分分析，下游应用广泛，市场前景良好。

中国色谱仪进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2022年进口金额

为94.55亿元，同比增长21.73%，出口金额为11.05亿元，同比

增长17.71%。中国色谱仪市场仍以中低端产品为主，高端产品

依赖进口，进出口均价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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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营业务 主营实验分析仪器，形成四大产品系列

Ø 海能技术成立于2006年11月，2015年挂牌新三板，2022年10月于北交所上市。公司从事实验分析仪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制药、农林水产、

环境、第三方检测、化工、电子电器、科研与教育等领域。公司为食品营养与安全检测、药物及代谢产物分离分析、农产品及加工制品质量与安全检测、环境污染物

监测、大学及职业院校科研与教学提供分析仪器的同时也提供技术服务。

Ø 公司拥有四大产品系列，有机元素分析系列与样品前处理系列为主力产品，2022年营收占比合计60.40%，毛利率分别为76.41%、65.40%。色谱光谱系列产品营收占

比快速提升，2022年达到22.06%。

Ø 公司采取直接销售与间接销售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以间接销售为主，客户主要为贸易商，2022年前五大客户集中度10.62%，客户较分散。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财报，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1：2022年公司营收构成（万元/%）

产品/服务类型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有机元素分析系列产品 74.70% 70.82% 72.84% 76.41%

样品前处理系列产品 69.10% 67.75% 67.75% 65.40%

色谱光谱系列产品 45.22% 48.53% 50.40% 63.86%

通用仪器系列产品 64.34% 61.43% 61.33% 62.87%

技术服务及耗材 74.19% 77.98% 70.88% 70.55%

维修服务 - 54.30%

其他 45.22% 67.71% 51.51% 85.89%

图表2：2022年公司各类产品及服务毛利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客户名称 金额 占比 客户名称 金额 占比 客户名称 金额 占比

浙江省科学器材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471.89 2.25% 江苏豪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594.51 2.41% 浙江省科学器材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1,636.22 5.69%

G.A.S. 288.78 1.37% 浙江省科学器材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522.53 2.12% 上海杜斯仪器有限公司 456.39 1.59%

南京瑶恩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181.43 0.86% G.A.S. 406.09 1.64% 江苏豪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387.37 1.35%

山东浩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48.56 0.71% 客户A 336.28 1.36% Ohio Lumex Co. Inc USA 297.29 1.03%

昆山海能达仪器有限公司 136.55 0.65% 杭州驰谱科技有限公司 257.93 1.04% LabService Analytica s.r.l 274.66 0.96%

合计 1,227.22 5.84% 合计 2,117.35 8.57% 合计 3,051.94 10.62%

业务名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有机元素分析系列产品 7,708.70 36.70% 9,047.00 36.63% 10,869.38 37.82%

样品前处理系列产品 7,189.82 34.23% 7,209.07 29.19% 6,489.76 22.58%

色谱光谱系列产品 1,630.12 7.76% 3,350.30 13.56% 6,339.76 22.06%

通用仪器系列产品 2,196.66 10.46% 2,463.42 9.97% 2,646.81 9.21%

技术服务及耗材 1,465.24 6.98% 1,692.63 6.85% 1,868.82 6.50%

维修服务 　-　 397.62 1.38%

其他 297.28 1.42% 373.82 1.51% -

其他业务 518.16 2.47% 564.47 2.29% 124.70 0.43%

合计 21,005.98 100% 24,700.71 100% 28,736.85 100%

图表3：公司客户构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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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用途 产品名称 产品图例 产品简介 应用领域

有机元素

分析产品

分析物质有

机元素及其

组成的有机

化合物含量

的分析。

凯氏定氮仪
以凯氏定氮法为原理，用于检测样品中

氮/蛋白质含量。

应用于食品、制药、农林水产、环境、第三方检测、科研与教育等领域，可检测样

品中的氮/蛋白质含量、挥发性盐基氮、土壤阳离子交换量、橡胶中的丙烯腈含量等。

杜马斯定氮仪
通过杜马斯燃烧定氮法，对样品中氮/
蛋白质的含量进行定量检测。

用于测定食品、谷物（粮食）、饲料等样品的蛋白质含量以及车用尿素、肥料和土

壤中总氮的含量。检测过程快速高效，可实现连续做样及无人值守，在高通量的基

础上节省人力。

脂肪测定仪
是根据索氏提取原理，采用重量法来测

定脂肪含量。

可用于农业、食品、环境及工业等不同领域的脂肪萃取，也可用于药品、土壤、污

泥、清洁剂等物质中的可溶性有机化合物的萃取。

纤维分析仪
基于范氏纤维素含量测定法及过滤法等

原理，采用重量法来测定纤维含量。

可用于食品、饲料及其他植物性样品中粗纤维、洗涤纤维、纤维素、半纤维素、酸

性洗涤木质素及其他相关指标的测定。

样品前处

理产品

用于实验样

本预处理，

将待分析的

原始样品/样
品组转变为

可使用仪器

进行分析的

状态

微波消解仪

利用微波加热封闭消解罐内的试剂和试

样，从而在高温高压条件下使各种样品

快速溶解反应。

属于无机样品前处理领域，可配套作为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Vis）、原子吸

收光谱仪（AA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等元素检测仪器的快速

前处理仪器，广泛应用于食品、制药、农林水产、环境、第三方检测、化工、科研

与教育等领域。

微波合成萃取仪

实现微波-紫外-超声波多能量源、多功

能的自由组合，在微波加热的同时，辅

以超声波、紫外辐照等多种能量场，共

同催化反应进行。

要应用于环境中的有机污染物、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某些天然产物的提取等相

关领域；微波合成主要应用于有机合成、药物化学、分析化学、石油化工、材料化

学等相关学科研究。

固相萃取仪系列

通过固相萃取柱吸附样品中的目标组分

或者杂质的萃取过程，从而实现样品中

目标组分的富集和净化。

可实现食品、药品、血液、土壤、农产品、饲料、烟草、水样等样品中痕量有机物

萃取、净化、富集及浓缩，广泛应用于食品、制药、农林水产、环境、第三方检测、

化工、科研与教育等领域，可提高检测的准确性与重现性。

图表4：公司产品介绍

1.2 产品介绍 公司产品可应用于食品、制药、农林水产、环境、第三方检测、化工、科研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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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用途 产品简介 应用领域

色谱光谱

系列

对物质进行定

性、定量分析

的高精密实验

分析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

仪

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物质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

高精密实验分析仪器。

药物分析（合成药物的纯化及质量控制，中草药有效成分的分离制备及纯

度测定，临床医学的药代动力学研究中的分离分析等）、生命科学（氨基

酸、多肽、蛋白质、核碱、核苷、核苷酸、核酸等重要的生命物质的分离

纯化和分析测定）、食品检测（食品营养成分分析、食品添加剂分析、食

品污染物分析等）、环境监测（多环芳烃、酚类、多氯联苯、邻苯二甲酸

酯类、联苯胺类、有机农药等分子量大、挥发性低、热稳定性差的有机污

染物的分离分析）、石油化工（高碳数脂肪族或芳香族的醇、醛和酮、醚、

酸、酯等具有较高分子量和较高沸点的有机化合物分析测定）等领域。

气相色谱-离子

迁移谱联用仪

运用气相色谱-离子迁移谱联用（GC-IMS）技术，

对痕量挥发性有机物（VOCs）进行检测的实验分析

仪器。

食品、粮油、肉品、乳制品、香精香料、饮料酒水、烟草、茶叶、中药材

等风味分析领域，也可用于工业有毒有害气体在线监测等领域，还可通过

对人体呼出气等代谢物成分的分析进行疾病筛查。

通用仪器

系列

可应用于各种

类型实验室进

行基础理化分

析的一类常用

基础分析仪器

电位滴定仪

应用电位滴定法进行容量分析的高精度实验室实验

分析仪器，可进行酸碱滴定、氧化还原、沉淀和络

合等多种滴定，具备常量滴定、微量滴定、终点设

置滴定、体积设置滴定及模式滴定等功能。

食品、制药、疾控、检验检测、环境、石油化工、海洋、电力、新能源、

教学与科研等领域。

折光仪
运用光电检测、数字温度显示等技术的实验分析仪

器。
石油、油脂、制药、制漆、食品、日用化工、制糖和地质勘察等领域。

熔点仪

运用光电检测、数字温度显示等技术，应用线性校

正的铂金电阻作为检测元件来检测物质熔点的实验

分析仪器。

化学工业、医药研究等领域，是生产药物、香料、染料及测量其他有机晶

体物质熔点的工具之一。

图表4：公司产品介绍（续表）

1.2 产品介绍 公司产品可应用于食品、制药、农林水产、环境、科研等多个领域，应用范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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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展历程

Ø 公司最早成立于2006年11月，原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名称为海能（济南）仪器有限公司，股东为美国海能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美国海能将其出资分别转让给王

志刚与张建波，公司由外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并改名为济南海能仪器有限公司。2019年，公司再次改名为海能未来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Ø 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专注于实验分析仪器，从有机元素分析产品扩展到通用仪器，坚持自主研发的同时主要以并购、参股的方式丰富产品线，扩张产品应用领域，并且

与多个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提升研发能力。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起草或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并承担了国家级、省级重点研发项目。

专注于实验分析仪器，投资参股与并购并举，扩张产品布局

图表5：公司发展历程

• 北交所上市

• 《液体化工产品

折光率的测定》

(GB/T6488-2022)
发布

• 参股白小白

• 《NY/T3940-2021棉籽品质

快速测定近红外法》实施

• 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认定

• 调入创新层

• 参股安杰科技，布局环境监测

领域；行业标准《出口动物源

食品中阿散酸、硝苯砷酸、洛

克沙砷残留量的检测方法》

（SN/T2316-2019）实施

承担国家级、省级重

点研发项目

国家标准《林业生

物质原料分析方

法——蛋白质含量

测定》(GB/T35809-
2018)发布并实施

• 《全（半）自动凯

氏定氮仪》

(GB/T33862-2017)
实施

• 进入生命科学领域

• 间接收购德国G.A.S控股权；与北京航天

自动控制研究所签署军民融合领域研制相

关项目开发合同

• 《出口葡萄酒颜色的测定CIE1976(L*a*b*)
色空间法》(SN/T4675.25—2016)发布

公司成立 挂牌

新三板

• 山东海能基地开

工，开启全产业

链生产模式

• 收购上海新仪

2006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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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权结构

王志刚 张振方

Ø 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王志刚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19.18%的股份，公司无持股比例5%以上机构股东，前十大股东中自然人股东数量较多。

Ø 公司第三大股东张振方是公司副董事长、非独立董事、总经理。公司第四大股东东证周德（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上海东方证券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其股东东方证券同时是公司的上市保荐券商。公司第六大股东江苏高投毅达健康成果创新创业贰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背后股东有南京市雨花台

财政局，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司前十大股东还有汇添富基金。

股权结构较分散，实控人持股比例不高

东证周德(上海)创投
溪牛私募基

金
汇添富基金 高投毅达 穆法海 胡玉兰张建波 许鸣

山
东
海
能

南
京
海
能

武
汉
海
能

济
南
海
能

海
能
吉
富

上
海
安
杰
智
创

山
东
悟
空

G.
A.
S

苏
州
盖
世

苏
州
新
仪

济
南
海
森

白
小
白

仪
学
国
投

郑
州
海
能

注：2023年6月，公司发布《海能未来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决定注销 “济南海能仪器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盖世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海能技术

19.18% 2.92% 2.78% 2.70% 2.69% 2.46% 2.29% 2.08% 1.89% 1.80%

65%100% 65%100% 99% 27.78%65% 30.01%100% 100% 48.42% 20%34%65%

图表6：公司股权结构图（至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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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募投项目

实施项目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项目概况 投入进度

海能技术生产基地智能

化升级改造项目
7,857.00 7,857.00

对现有的山东海能生产基地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引进

先进的生产设备与信息化管理系统
4.52%

补充流动资金 1,261.22 3,100.00 扩大营运资金规模 100%

合计 9,118.22 10,957.00 -

募集资金净额 9,118.22万元

Ø 公司产品呈现“多品种、小批量、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高”的特点，部分零部件成本占比高，且零部件质量直接影响整机的稳定性、可靠性。公司采取全产业链模式生

产，设立机加工车间、模具注塑车间、SMT车间、钣金车间、表面处理车间与核心部件部，提升关键部件与非标定制件的自产化率，提升零部件的质量稳定性。

Ø 公司投资“海能技术生产基地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主要涉及原材料存储及领料、零部件加工、部件装配、整机调试检测与包装入库环节。公司购置的设备与升级改

造的设施将进一步提升加工、钣金、注塑等车间的升产加工能力与自动化水平，提升生产线作业效率，提升生产基地的信息化水平、沟通效率，提升零部件自产率，从

而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并进一步提升零部件自主加工的质量。公司聚焦的实验分析仪器研发周期长、持续研发投入高。公司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技术创新、

研发投入需要。

升级现有产线提升生产效率与质量，巩固成本优势，补充流动资金满足技术创新需要

数据来源：公司2022年年报

Ø 公司原定募投项目共5个，分别为“海能技术北京实验室分析仪器研发项目”、“海能技术济南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苏州新仪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微波样品前处理
平台研发及生产项目”、“海能技术生产基地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经证监会对设置多个研发平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问询后，公司取消研
发平台投资项目。

图表7：公司募投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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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财务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8：2019-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情况（万元/%） 图表9：2019-2022年公司归母净利润情况（万元/%）

Ø 2019-2022年，公司营收增长稳健，从19,743.96万元上升至28,736.85万元，CAGR=8.89%。2022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6.34%，主要是因为公司元素分析产品营收

进一步提升，同时色谱光谱系列产品系列收入显著增长。2023年Q1，得益于公司元素分析产品营收进一步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0.22%。

Ø 2019-2021年，公司归母净利润随销售规模逐渐增加，从2,774.42万元增长至5,337.95万元。2022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为4,457.32万元，同比下降16.50%，一方面因为

上一年公司收购海能吉富，对其股权按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利得较大，上一年投资收益基数较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为进一步拓展产品线与应用领域，向医疗、环境、

实验室清洗清洁等多个领域进行先期布局，前期投资的参股公司尚处产品研发早期和市场导入阶段，仍未形成规模化销售，公司投资损失增加，影响了当期利润。

Ø 2019-2022年，公司毛利率较保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2022年净利率为13.69%，较2021年有所下降，但与2019、2020年相差不大，期间费用率持续处于50%以上

水平，主要是因为公司持续进行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相应市场推广费用支出较高，以及子公司数量较多造成销售费用率与管理费用率较高。

营业收入增长稳健，2022年归母净利润下降，近四年毛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19,743.96 21,005.98
24,700.71 28,736.85

5,199.28

-3.39%
6.39%

17.59% 16.34%

50.22%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Q1

营业收入 营收同比增长

2,774.42 3,176.29

5,337.95
4,443.46

-153.12
6.63% 14.48%

68.06%

-16.76%

41.75%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Q1

归母净利润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图表10：2019-2022年公司毛利率与净利率情况（%） 图表11：2019-2022年公司期间费用率情况（%）

57.79%

54.98%

51.93%

58.07%

2019 2020 2021 2022

70.43% 67.72% 66.88% 69.26%

12.32% 13.79%
20.72%

13.69%

2019 2020 2021 2022
毛利率 净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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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财务情况

图表12：2019-2022年公司研发费用情况（万元/%）

Ø公司重视研发投入，近四年研发费用整体上升，从2019年的2,615.28万元增长至2022年的4,484.49万元，连续四年研发费用在营收占比在13%
以上。截至2022年12月，公司累计拥有专利116项，其中发明专利有29项。

Ø公司存货周转速度较慢，2019-2022年存货周转天数平均为251.27天；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较快，近四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平均为18.48天。公司

对下游客户采取预收款模式，增强应收账款管理，使期末应收账款在营收占比较低，使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较快。并且，公司回款质量较好，近

四年收现比保持在105%以上。

重视研发投入及应收账款管理，回款质量较好

图表15：2019-2022年公司收现比（%）

2,615.28

3,154.02
3,327.42

4,484.49

13.25%

15.01%

13.47%

15.61%

2019 2020 2021 2022
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率

图表14：2019-2022年公司应收账款及票据情况（万元）

276.01
240.14 226.24

262.70

21.19 16.22 17.48 19.04 

2019 2020 2021 2022

存货周转天数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图表13：2019-2022年公司与存货周转天数与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111.93%
110.75%

109.53%

114.31%

2019 2020 2021 2022

1,123.58

769.45

1,629.32
1,410.692.99%

1.94%

3.39%

2.34%

2019 2020 2021 2022
应收账款及票据（万元） 应收账款/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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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司所属行业及产业链

公司所属行业

公司专业从事实验分析仪器的研发、生产与制造。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又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

司所处的行业为“仪器仪表制造业（C40）”下的“通用仪器仪表制造（C401）”，细分行业为“实验分析仪器制造业（C4014）”。

产业链概况

Ø 实验分析仪器行业上游包括结构件、电子元器件、功能部件及其他原材料的制造，原材料供应充足且市场竞争充分，产品对关键部件的精度与质量要求较高。

Ø 中游实验分析仪器行业细分较多，单一细分市场规模较小，单一产品较难形成规模生产，细分市场缺乏龙头。公司在该环节主要生产元素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产品、

色谱光谱系列产品、通用仪器。实验分析仪器产品涉及化学、机械、光谱、色谱、质谱等多领域技术，以及精密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及智能化等多领域核心技术，行

业壁垒极高，且核心技术需要较长时间积累。

Ø 下游涉及食品、制药、农林水产、环境、第三方检测、化工、科研等领域，终端用户主要为政府单位、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企业及第三方检测公司等，下游用户差异

性较大，对实验分析仪器行业产品提出了多样化、个性化等需求。以及，下游客户的使用习惯同样需要时间积累，实验分析仪器产品品牌信任度需要逐步建立与巩固。

公司属于实验分析仪器制造业，上游原材料供应充足，下游客户涉及领域广泛

结构件

电子元器件

功能部件

中游：实验分析仪器 下游：应用领域上游：原材料

图表16：实验分析仪器产业链

电子光学仪器

显微镜及图像分析仪器

生化分离分析仪器

环境与农业分析仪器

样品前处理及制备仪器

元素分析仪器

其他通用分析仪器

光谱仪器

色谱仪器

质谱仪器

电化学仪器

热分析仪器

X射线仪器

波谱仪器

食品 制药 农林水产 化工

环境 第三方检测 科研 航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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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业政策 国家重视实验分析仪器发展，近年陆续出台政策法规进行支持，助力实验分析仪器国产化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发布部门

2022年 《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发”重点专

项2022年度部市联动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科技部

20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20年 《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
科技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

学基金委

2019年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国家发改委

2018年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 国家统计局

2018年 《“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科技部

2017年 《高端智能再制造行动计划（2018-2020年）》 工信部

2016年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国务院

Ø 实验分析仪器在各行各业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起到基础支撑与引领作用，国家将实验分析仪器行业列为重点发展对象，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为行业提供有力支持，扶

持行业良性发展。

Ø 2018年，“实验分析仪器制造”被国家统计局列入“高端装备制造业”行业大类，2019年，多种高端实验分析仪器被国家发改委列为鼓励类行业。并且，国产高端实

验分析仪器及部件得到科技部重大专项支持。

Ø 国家针对下游产业的高端需求，根据产业发展趋势，推进高端实验分析仪器的设备研发、产业化研究，驱动行业发展。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高端科

研仪器的研发与制造的方针；2021年5月，《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指导标准》（2021年版）对74种分析仪器、10种光学仪器、6种试验仪器及装置的进口产品采购进

行了审核建议；202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提出政府应购买满足采购需求的国产科技创新产品，且应当率先购买首次投放市场的产品；2022年9
月，央行设置不低于2000亿元设备更新改造专项贷款向教育、卫生健康、文旅体育等10个领域提供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支持；以上政策进一步保障对国产实验分析仪

器的国产化。

图表17：实验分析仪器行业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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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验分析仪器市场情况

图表19：2017-2022年全球实验分析仪器行业市场规模（亿美元）

Ø 随着节能降耗、低碳经济、民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中国仪器仪表行业目前产品品种已较为齐全，行业规模逐渐增长，2022年达到9,835.4亿元。

Ø 实验分析仪器是用来测定物质的组成、结构等特性的仪器。物质分析包括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结构分析和某些物理特性的分析，实验分析仪器使样品处理、分析、检

测结果更精确，操作更简便，有毒有害物质的处理更专业，是各行业科学研究、分析测试的得力工具，助力产业发展。在下游应用的需求驱动下，全球实验仪器市场规

模从2017年的433.99亿美元上升至2022年的622.14亿美元。

Ø 北美、欧洲、中国、日本为实验分析仪器市场规模较高的市场，中国已成为全球分析仪器规模增速最快的应用市场之一。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技术水平的进步，中国实

验分析仪器行业规模也逐渐增长，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从2019年的253.1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346.5亿元。随着国内机械、电子、信息软件等领域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内

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各学科领域分析技术的进步，实验分析仪器的需求有望进一步上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20：2019-2021年中国实验分析仪器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受下游需求驱动，实验分析仪器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6,387.7 

7,242.6 
7,660.0 

9,101.4 
9,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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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2018-2022年中国仪器仪表行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亿元）

253.1 285.2
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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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99 470.01 498.97 507.28
589.22 6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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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亿渡数据整理

数据来源：ALDA，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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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色谱仪市场情况

Ø 色谱仪按流动相物理状态可分为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与超临界流体色谱仪，液相色谱仪与气相色谱仪占市场的主要部分。随着生物制药、生命科学、食品、环境等

行业的发展，色谱仪市场规模逐渐增长。据ALDA数据，2022年全球色谱仪市场规模超98亿美元。色谱仪作为优秀的定量测定与分离仪器，技术难度高，中国色谱仪产

品目前仍以进口为主，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色谱仪进口额为94.55亿元，同比增长21.73%，出口额为11.07亿元，同比增长17.71%。

Ø 中国主要进口液相色谱仪与气相色谱仪，2022年进口金额分别为64.95亿元，21.96亿元，在色谱仪进口总额占比分别为68.38%、23.21%。国内色谱仪产品目前仍以中

低端为主，竞争力相对国外较弱，从进出口均价来看，液相色谱仪进口均价28.78万元/台，出口均价7.42万元/台，气相色谱仪进口均价20.90万元/台，出口单价2.47万
元/台，两类产品进口均价与出口均价差距较大。

数据来源：海能技术招股书，亿渡数据

色谱仪广泛应用于食品、制药、环境、化工、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物质检测及化学成分分析，市场前景良好，当前产品进口依赖程度高。公司自2019年起重点布局高

效液相色谱仪与气相色谱-例子迁移谱联用仪产品，逐步推进色谱系列产品布局。2020-2022年公司色谱光谱系列产品营业收入高速增长，2022年增幅为89.23%，在营收

占比达22.06%。公司持续推进液相色谱仪的国产替代，不断拓展气相色谱仪在环境、食品检测应用方法，拓展应用领域，色谱仪产品有望成为公司的第二成长曲线。

图表21：中国气相色谱仪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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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中国液相色谱仪进出口情况

色谱仪进出口贸易扩大，进口依赖度较高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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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游行业市场情况

实验分析仪器应用广泛，食品、药品、科研、环境监测为主要应用领域，高校、科研机构的实验室是实验分析仪器的基础应用领域，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增长迅速，

国内高校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也从2015年的4,058.60亿元提升至2019年的6,059.08亿元。随着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加，高效科研仪器设备有望进一步增长。另一方面，在近年

国家转型升级进程的深入推进以及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迅速发展的推进下，实验分析仪器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涉及环境、食品、医药研发和检测、

医疗诊断、商品检验、材料分析等多个行业。

Ø 2017-2022年，全国环境监测行业市场规模从147.92亿元增长至435.11亿
元。环境监测需求随着国家对环境质量与污染防治要求的提升而逐渐增长，

促进实验分析仪器需求上升.。

Ø 实验分析仪器在制药领域，特别是在新药研究、药物分析、临床检验、病

因研究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普及。药品需求增长、政府对鼓励新药研发、相

关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中国制药行业成长，2022年行业规模达29,111.40亿
元。随着制药行业的不断扩大，实验分析仪器在药品生产各环节将不断深

化，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

图表24：2018-2022年中国医药制造业规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23：2015-2022年食品检测行业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亿渡数据整理

实验分析仪器应用领域涵盖多个行业，食品、药品、科研、环境监测为主要应用领域

Ø 实验分析仪器可用于食品风味研究、食品安全检测等领域。随着消费水平

提升，食品制造行业不断发展，2019-2022年，中国食品工业规上企业营

业收入从9.02万亿元增长至9.80万亿元。另一方面，人们的食品质量安全

意识提升，政府与食品行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推动食品安

全检测需求，促进食品安全检测行业发展，带动实验分析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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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25：2017-2022年环境监测测行业市场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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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竞争格局 国外厂商深入中国市场，高端产品领域占主导地位

Ø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实验分析仪器行业起步较晚，国内大多数实验分析仪器企业规模较小，且仍旧生产低端产

品，行业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与稳定性等方面与国外厂商相比仍存在差距，关键零部件、精密仪器生产技术仍待提升。目前，大部分高端产品，尤其是色谱仪、质谱

仪、光谱仪等技术难度高、系统复杂的精密仪器被国外头部厂商垄断，产品供给依赖进口，面临“卡脖子”难题。中国为海外头部企业的重要市场，欧美日发达国家企

业如美国赛默飞世尔（ThermoFisher）、安捷伦（Agilent）、日本岛津（SHIMADZU）、丹纳赫等几乎实验分析仪器技术水平国际领先，产品种类丰富，业务体系完

善，深入了解中国市场，部分厂商采取本土化战略，在国内建设工厂、开发中心等，部分厂商与国内厂商合作，同国产品牌竞争。这些企业在中国市场布局时间长，发

展成熟，目前依旧优势明显。

图表26：国外主要实验分析仪器行业厂商情况

企业名称 国家 企业简介 进入中国时间
2022年收入
（亿美元）

2022年在华收入
(亿元)

在华布局

赛默飞世尔 美国
业务包括制药与生物制药，学术科研，医疗健康，
工业与应用市场等，分析仪器领域全球领先

1982 449.15 261.61 现有8家工厂，6个应用开发中心以及示范实验室

丹纳赫 美国
业务涉及生命科学、医学诊断、水质管理和产品标
识，全球最大的分析仪器制造商之一

1980s 314.71 276.03 14家制造基地，近20支研发团队

安捷伦 美国
全球最大的分析仪器制造商之一，为主要产品包括
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紫外，原子光谱等仪器产品。

1981 68.48 103.39 2个制造中心，1个物流中心，4个卓越客户体验中心

梅特勒-托
利多

瑞士
精密仪器及衡器制造商与服务提供商，产品应用于
实验室、制造商和零售服务业。

1987 39.19 56.83 上海、常州、成都设有工厂与分公司

岛津 日本
包括分析仪器、医疗仪器在内各种科学计测仪器的
专业公司

1980 34.05 47.11 
13个分公司，7个分析中心，60个技术维修点，覆盖全国30个省的销售代

理商网络

珀金埃尔默 美国
全球最大的分析仪器制造商之一。业务主要包括生
命科学、分析科学、光电技术与流体科学。

1978 33.12 32.83 
上海、广州、北京设立客户体验中心、全球软件研发团队和全球应用开
发中心，并在太仓设立了生产研发基地

沃特世 美国
全球专业测量仪器公司，产品主要覆盖色谱、质谱
检测和热分析领域

1980s 29.72 38.97 在上海，北京，广州，成都设立实验中心和培训中心

布鲁克 德国
分子和材料研究以及工业和应用分析科学仪器的制
造商，世界领先的分析仪器公司之一

2001 25.31 27.38 在北京，上海，广州成立了分公司

注：安捷伦与岛津收入为财年数据     数据来源：各公司官网及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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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中国实验分析仪器厂商大多聚焦于少数细分领域，在对应领域内逐渐积累竞争优势后进行产品品类拓展。国内实验分析仪器厂商通过坚持自主研发，积极整合资源，扩

大零部件国产化等方式增强实力，布局中高端产品，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在产品性能与质量上与国外企业水平相当甚至超过国外水平，逐渐占据小量市场份额。

Ø 公司是国内有机元素分析仪器、样品前处理仪器等领域主要供应商之一。2022年，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示的项目中标信息整理，105台凯氏定氮仪产品采购结果中，

公司品牌占35台，中标金额占比超30%，在国产品牌中居于首位；18台脂肪测定仪产品采购结果中公司品牌占9台；19台纤维测定仪产品采购结果中公司品牌占9台。

企业名称 企业简介 成立时间 上市时间 交易所 PE（TTM）
总市值

（亿元）
实验仪器布局

实验仪器营
收(亿元)

实验仪器毛
利率

天瑞仪器
产品以光谱仪、色谱仪、质谱仪为主。X荧光光谱仪
系列产品被认定为“国家新产品”和“江苏省高新技
术产品”。

1992 2011 深交所 -26.93 31.17 光谱仪、色谱仪、质谱仪 4.31 52.35%

聚光科技
业务涵盖智慧工业、智慧环境、智慧实验室、生命科
学与诊断等领域。突破了国外高端在线色谱分析仪对
石化过程关键设备的长期卡脖子限制。

2002 2011 深交所 -19.26 77.65 
质谱仪、色谱仪、光谱仪、

样品前处理仪器
23.53 40.96%

莱伯泰科
产品主要为样品前处理与分析测试仪器。样品前处理
产品总类齐全，自主研发的ICP-MS首次实现国产IPC-
MS在半导体产业链的应用。

2002 2020 上交所 55.03 25.08 质谱仪，样品前处理 2.80 55.65%

皖仪科技
产品主要应用于环境监测，液相色谱、离子色谱、原
子吸收等部分产品的主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03 2020 上交所 48.65 28.45 
主要为色谱仪、光谱仪类

产品
0.37 50.80%

泰林生物
国内微生物检测与控制产品与有机物分析仪器领域的
国产品牌龙头企业。

2002 2020 深交所 35.32 29.43 有机物分析技术系列产品 0.20 56.20%

禾信仪器
专业质谱仪生产商，先后承担5个国家级研发项目，
自主研发的CEMS1000烟气连续监测系统被认定为国
家重点新产品.

2004 2021 上交所 -33.16 22.34 质谱仪 0.10 7.43%

海能技术
元素分析、样品前处理、色谱光谱、通用仪器四大产
品系列，牵头或参与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

2006 2022 北交所 22.35 10.18 
有机元素分析、样品前处
理、色谱光谱和通用仪器

2.63 69.31%

注：总市值、PE（TTM）选取2023.08.09数据,经营数据整理自各公司2022年财报，聚光科技实验仪器营收数据取“仪器、及相关耗材”项目
数据来源：Choice，各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本土厂商持续发展，在部分领域取得一定市场份额，公司的凯氏定氮仪产品市占率领先国内同行2.6 竞争格局

图表27：中国实验分析仪器行业部分上市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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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实力

3.2  产品优势

3.3  盈利及营运能力



公司所获荣誉

“传统酿造食品生产过程智能化质量控制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

“有机物主元素分析仪开发及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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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实力

公司长期坚持自主研发，是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有机元素分析、样品前处理、色谱光谱与通用仪器等领域均形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打造了国产分析仪器品牌，积累了高质量、高可靠性的分析仪器产品的生产、与经营经验。

Ø 公司在凯氏定氮仪、微波消解仪领域牵头或参与了四项国家标准与三项行业标准。在行业起到技术引领作用，

有一定话语权。其中《GB/T33862-2017全（半）自动凯氏定氮仪》为公司牵头起草，该标准是凯氏定氮仪产品

制造行业的第一个产品检验标准，目前仍为推荐执行标准。2022年11月，公司参与的《GB/T64882022液体化

工产品折光率的测定》开始实施。

公司牵头承担的国家级、省级重点研发计划如下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省级重点
研发计划

技术实力优秀，牵头承担国家及省级重点研发项目，牵头或参与多项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制定

国
家
标
准

《GB/T33862-2017全（半）自动凯氏定氮仪》

《GB/T35809-2018林业生物质原料分析方

法蛋白质含量测定》

《GB/T26814-2011微波消解装置》

行
业
标
准

《SN/T2316-2019出口动物源食品中阿散酸、

硝苯砷酸、洛克沙砷残留量的检测方法》

《SN/T4675.25-2016出口葡萄酒颜色的测定

CIE1976（L*a*b*）色空间法》

《NY/T3940-2021棉籽品质快速测定近红外

法》《GB/T64882022液体化工产品折光率的测定》

山东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

山东省瞪羚企业

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山东省“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

山东省技术创新和产学研合作先
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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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产品优势 产品矩阵丰富，代表产品技术水平等同或赶超同类国际厂商主流产品

Ø 公司产品矩阵丰富，拥有四大产品系列。元素分析产品、样品前处理产品与通

用仪器领域已覆盖凯氏定氮仪、脂肪测定仪、纤维测定仪、微波消解仪等多个

代表产品。公司主打中高端产品研制，产品营收整体稳定增长，构筑稳固的基

本盘。重点布局的色谱光谱系列产品进一步丰富产品线，营收增长迅速。

Ø 公司产品主要与国外主流产商竞争，代表产品的关键技术水平已整体达到国外

主流厂商竞品水平。公司为国产凯氏定氮仪领先厂商，研发的自动进样器打破

了自动进样器市场的进口厂商垄断，凯氏定氮仪部分技术指标已领先国际厂商

竞品。高效液相色谱仪K2025系列的关键性能参数、可靠性、稳定性与安捷伦、

岛津、赛默飞世尔等进口厂商同类产品水平相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数据来源：公司问询函回复，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28：公司凯氏定氮仪与同行业竞品性能比较

对比指标 海能技术K1160 丹麦福Kjeltec™8400 技术说明

测定范围 0.1mg～240mg氮 0.1mg～210mg氮 测定范围已领先竞品技术水平

测定时间 3～8min 30mg氮3.5min200mg氮6.5min 测定时间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回收率 ≥99.5%(0.7～240mg氮) 99～101%(1～210mg氮) 回收率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滴定精度
0.2μL/步、0.4μL/步、

1.0μL/步三档可选
0.8～2.4μL/步可调 滴定精度已领先竞品技术水平

重复性 ≤0.5%RSD ≤0.5%RSD 重复性指标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耗水量 15℃0.5L/min 15℃1L/min，25℃3L/min 耗水量指标已领先竞品技术水平

对比指标 海能技术SOX606 丹麦福Soxtec™8000 技术说明

样品量 0.5g～15g 0.5～3g，取决于样品类型（用于粗脂肪） 样品量已达到品技术水平

可重现性 RSD≤1% RSD≤1%或更好（5～100%脂肪） 可重现性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温度范围 室温+5℃～300℃ 0～285°C 温度范围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溶剂回收率 ≥85% 通常为80% 溶剂回收率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对比指标 海能技术F2000 美国安康A2000i 技术说明

每批处理量 24个 1～24个 每批处理量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测量范围 0%～100% 0%～100% 测量范围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温度范围 室温～100℃ 室温～100℃ 温度范围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控温精度 ±0.1℃ ±0.1℃ 控温精度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对比指标 海能技术K1160 丹麦福Kjeltec™8400 技术说明

炉腔体积 64L 66L 炉腔体积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微波最大输出功率 2000W 1800W 微波最大输出功率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最大处理位数 40位 40位 最大处理位数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最高耐温 330°C 330°C 最高耐温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最高耐压 2200psi 2200psi 最高耐压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微波均匀性 垂直空间排布的双磁控管变频控制系统，微波连续非脉冲输出，腔体内微波场分布均匀，能量利用率高 垂直双向波导设计，三维输出技术，匹配谐波功频实现高度的场均匀性 微波均匀性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外罐材质 宇航复合纤维，且整体喷涂特氟龙涂层，防爆、耐高温、防腐、可水洗清洁 宇航复合纤维，防爆、耐高温防腐 外罐材质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测温方式 全罐红外测温+光纤测温 全罐红外测温 测温方式已达到竞品技术水平

图表29：公司脂肪测定仪与同行业竞品性能比较 图表30：公司纤维测定仪与同行业竞品性能比较

图表31：公司微波消解仪与同行业竞品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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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盈利及营运能力

图表32：公司与可比企业毛利率比较

Ø 实验分析仪器具有多学科集成、系统复杂、技术难度高等特点，产品附加

值较高，行业整体毛利率较高。公司近四年综合毛利率保持在65%以上，

表现优于可比企业。元素分析系列与样品前处理系列市场竞争优势较强，

且营收占比高，抬高整体毛利率。以及，公司主要零部件自产率较高，且

原材料成本波动对产品成本影响较小，公司存在一定成本优势。

Ø 公司近四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在16以上，明显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司间接

销售模式产生的营收占比高达88%，在同行业可比公司中也处于较高水平，

间接模式下，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贸易商。公司采用“先款后货”的结算方

式以加强回款，并且加强间接销售客户的信用期管理，提升回款效率，使得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额在营收占比较低，期末应收账款周转率较高。

图表33：公司与可比企业应收账款周转率比较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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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司综合毛利率表现更优，应收账款周转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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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分析 公司近年对外投资参控股、收购行为较多，可能面临规模扩张风险与商誉减值风险

规模扩张风险

Ø 公司近年通过对外投资参控股，逐步布局医药、环境、实验室清洗清洁、行业培训及技术服务等领域，并且推进行业内并购重组，不断扩大公司规模。至2022年年末，

公司共拥有13家控股子公司与4家参股公司。

Ø 公司参股公司产品大多处在研发早期与市场导入期，相关费用支出较高，目前仍处在亏损状态。据公司年报及问询回复显示，2021年，参股公司安杰科技、济南海森、

仪学国投净利润分别为-697.13万元、-248.98万元、-106.77万元，公司当期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为-140.76万元，2022年为-443.30万元，这也是2022年

出现公司增收不增利的原因之一。

Ø 公司在未来经营中可能继续增加参股公司，如果参股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其他细分领域的未来产出不能达到公司预期，可能对公司经营情况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商誉减值风险

Ø 公司近年完成了多项收购。2015年，公司完成了对上海新仪的收购，2022年，公司完成了海能吉富收购，取得了G.A.S、IMSPEX控制权，以上收购行为形成商誉

8,040.97万元。如果以上收购的公司未来业务发展不及预期，公司可能因计提商誉减值使得利润受到一定影响，公司可能存在商誉减值风险。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589.43

-248.98

-461.18

-697.13

-106.77

山东悟空

济南海森

海能吉富

安杰科技

仪学国投

图表34：2021年海能技术参股公司与部分控股公司净利润情况（万元） 图表35：2022年末公司商誉余额（万元）

316.95

2,580.76

5,143.25

G.A.S. 海能吉富 上海新仪微波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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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分析

数据来源：化工仪器网，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市场开拓风险

Ø 科学仪器行业市场分散，高端产品依赖进口，新品牌需要一定时间建立品牌信任度。2016-2019年，我国分析仪器的进口率超过80%。据化工仪器网数据，2022年，色

谱仪采购依旧以国外品牌为主，排名前五的品牌均为国外厂商生产，进口金额占比合计74.64%，进口数量占比合计72.54%，公司相关产品面临与国外厂商的直接竞争。

随着公司新产品的研发，公司规模逐步扩大以及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升，公司未来开拓市场将面临更多竞争压力。

Ø 另一方面，公司下游客户客户分散，且多为贸易商，合作年限整体较短，大多数在1年以内，年内新增及退出客户数量大，并且实验分析仪器使用周期较长，客户短期

内不会复购，公司需要不断开发新客户以保证收入。如果公司由于市场竞争因素或者下游需求变化而新客户开发受阻，公司的经营情况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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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6：2022年中国色谱仪采购金额(上)与数量(下)分布情况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家数 销售金额 占比 家数 销售金额 占比 家数 销售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2,739 10,879.82 45.08% 2,481 10,219.36 49.88% 3,006 11,953.08 62.05%

1-2年 798 4,323.53 17.91% 941 3,955.10 19.30% 295 2,014.99 10.46%

2-3年 409 2,202.19 9.12% 201 1,501.60 7.33% 175 1,545.89 8.03%

3年以上 521 6,730.70 27.89% 320 4,811.76 23.49% 203 3,748.57 19.46%

合计 4,467 24,136.24 100.00% 3,943 20,487.82 100.00% 3,679 19,262.54 100.00%

图表37：公司客户合作年限分布情况（万元/%）

医药 教育科研 农林水产 食品 第三方检测 能源化工 生态环境 其他

期初终端用户数量 849 598 931 656 746 324 295 399

新增终端用户数量 785 438 585 492 451 344 279 379

退出终端用户数量 640 337 639 392 395 211 231 285

留存终端用户数量 994 699 877 756 802 457 343 493

图表38：2021年公司客户变动情况

公司直面与大型国外厂商的竞争，并且需要持续开发新客户保证收入，可能面临市场开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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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近三年5%股东、董监高变化情况

5.2  近三年资本运作

5.3  重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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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任职起始日 性别 国籍 学历

王志刚 董事长、非独立董事 2021.11 男 中国 硕士

张振方
副董事长、非独立董事 2021.11

男 中国 硕士
总经理 2014.03

刘文玉 非独立董事 2021.11 男 中国 硕士
金辉 非独立董事 2021.11 男 中国 本科

黄静
非独立董事 2021.11 女 中国 本科
副总经理 2020.08 女 中国 本科

徐渊 非独立董事 2021.11 男 中国 本科
孙怀玉 独立董事 2021.11 男 中国 本科
单英明 独立董事 2021.11 男 中国 本科
朱险峰 独立董事 2021.11 男 中国 博士

宋晓东
副总经理 2020.08 男 中国 本科

董事会秘书 2018.03 男 中国 本科
崔国强 财务总监 2021.11 男 中国 硕士
薛猛 非职工监事 2021.11 男 中国 本科

杜在超 职工代表监事 2021.11 男 中国 本科

刘朝 非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 2021.11 女 中国 本科

图表40：公司近三年董监高变动情况

姓名 变动类型 期初职务 期末职务 任职起始日 任职终止日 变动原因

张光明 离任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无 2020.08 2021.03 个人原因.

徐渊. 新任 无 董事 2021.11
股东大会选

举

李鸿 离任 董事 无 2021.11 董事会换届

金辉 新任 无 董事 2021.11 董事会换届.

崔国强 新任 无 财务负责人 2021.11 董事会聘任

黄静 新任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2021.03 董事会聘任

黄静 新任 董事 董事、副总经理 2020.08 董事会聘任

宋晓东 新任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2020.08 董事会聘任

5.1 近三年5%股东、董监高变化情况

公司近三年董监高变化情况与现任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Ø 张光明自2015年起担任公司财务总监，2020年8月起兼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三职，于2021年3月离职。

公司近三年5%以上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2020 2021 2022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王志刚 15,616,920 21.86% 15,616,920 21.86% 15,616,920 19.18%

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947,840 8.33% 2,000,000 2.8% - -

东证周德(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00,000 7% 5,000,000 7% 2,680,000 3.29%

吕明杰 5,179,015 7.25% 3,516,549 4.78%

注：高新投资发展公司为公司国有股东，于2021年转让公司股票2,000,000股，江苏高投毅达健康成果创新创业贰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3家机构为受让方，其中江苏高投为公司现前十大股东之一。

2022年11月，股东东证周德减持928,236股，持股比例降至5.00%。

5%以上股东持股有所下降，2021年公司董事会换届，1名高管离职

图表41：公司现任董监高情况

图表39：公司5%以上持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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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近三年资本运作

股票期权授予日 行权价格 实际授予人数 授予对象 第一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

2020年12月23日
6.60元/股，不

低于股票面值
72人

包括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员工，不

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Ø 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以2020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为基础，2021年度与2020年度相比，公司营业收入增

长率不低于10%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并且，

2022年度与2020年度相比，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

于25%且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

Ø 个人业绩考核目标：2022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良好

以上

Ø 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以2020年度合并财务

报表数据为基础，2021年度与2020年度相比，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且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15%；并且，2023年度与2020年度

相比，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5%且净利

润增长率不低于40%。

Ø 个人业绩考核目标：2023年度绩效考核结

果为良好以上

公开发行日 增发类型 发行价格(元) 公开发行数量(股) 募集资金合计(元) 增发费用(元) 实际募集资金(元) 增发事项概况

2022/09/26 公开增发A股 10.88 9,500,000.00 108,800,000.00 17,617,766.16 91,182,233.84
海能技术生产基地

智能化升级改造项

目,补充流动资金

Ø 2023年6月27日，公司发布《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至6.10元/股。另外，由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张光明离职，已不具备激励资格，2023年4月10日，公司披露《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公告》，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6.00万份股票

期权作废并注销。

Ø 公司股票增发情况如下：

Ø 公司于2020年12月发布《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公告》，股票期权授予情况如下

已完成股票增发，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已完成部分股票期权注销

图表42：公司股票增发情况

图表43：公司股权激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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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近三年资本运作

日期 标的公司名称 投资情况 备注

2023.03
天津海胜能光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拟出资人民币600.00万元，认缴其本次新增注册资本245.00万元，其中245.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55.00万元计入资本公

积，认缴出资到位时间为2024年12月31日之前。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天津海胜能光55.06%的股权，天津海胜能光将

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2.04 海能吉富

拟以人民币3,270.80万元收购山东吉富持有的海能吉富74%的认缴出资额2,590.00万元，仍为有限合伙人；公司全资子公

司山东海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能”）拟以人民币44.20万元收购山东吉富持有的海能吉富1%的认缴出

资额35.00万元，并成为海能吉富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

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Ø 2023年3月27日，公司发布《对外投资公告》，以现金方式向天津海胜能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600.00万元取得其控制权。天津海胜能光主要从事近红外光谱仪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目前正在进行傅里叶近红外光谱仪的研发，其近红外光谱产品的无损快速检测方法与公司有机元素分析系列产品的湿化学检测方法在食品、饲料、烟草、制

药、药物检测等应用领域存在互补及协同效应。本次投资目的为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矩阵，扩大公司有机元素分析系列与光谱系列产品的市场空间。

Ø 2022年4月15日，公司发布《对外投资收购参股企业份额并取得控制权的公告》，以3,270.80万元收购山东吉富持有的海能吉富控制权。海能吉富由公司与山东吉富共同

设立，其间接控制的G.A.S气相离子迁移谱相关产品、技术研发方向、应用领域与公司产业布局相契合。控制G.A.S可减少公司关联交易，简化业务流程，提升气相离子

迁移谱相关产品的研发与服务，优化公司产业布局，丰富产品线。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海能吉富100.00%的出资份额，海能吉富及其控制的

IMSPEXDIAGNOSTICSLIMITED与G.A.S纳入并表范围。

对外投资目的为布局色谱光谱系列新产品

Ø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情况与战略规划，先后取得海能吉富与天津海胜能光控制权，优化当前业务布局与管理效率，丰富色谱光谱系列产品品种，提升公司竞争力。

图表44：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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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元）

2022年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仪学国投（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推广费 49,433.96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济南海森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销售仪器、材料 216,008.87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294,099.47

白小白未来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39,167.51

关联担保

王志刚、刘素真

2021年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上海博迅医疗生物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690.26

G.A.S.公司 采购货物 8,151,679.07

G.A.S.公司 技术开发费 92,713.25

仪学国投（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推广费 48,113.20

济南海森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372,249.60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 104,857.79

G.A.S.公司 销售材料 9,229.39

G.A.S.公司 代理服务费 4,051,717.40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济南海森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以货币形式向参股公司济南海森分析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海森”）增资，增资

后公司持股比例由32.94%增加至48.42%，公司共实缴出资250.00万元。
2,500,000

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商品与接受劳务，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关联担保与对外投资

图表45：公司近三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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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元）

2020年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G.A.S.GesellschaftfüranalytischeSensorsyste

mem.b.H.
采购货物 7,972,776.65

北京中仪大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416,077.1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G.A.S.GesellschaftfüranalytischeSensorsyste

mem.b.H.
代理服务费 2,887,810.51

其他关联交易

债权债务往来或担保等事项

王志刚、刘素真

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实际金额为人民币3,300

万元，其中，为子公司海能科学提供担保800万元，关联方王志刚、刘素

真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实际金额为人民币

3,300万元，其中，为子公司海能科学提供担保800万元，为公司提供担保

2,500万元

33,122,160.00

赵新立 为郑州海能仪器有限公司贷款购买办公车辆提供担保

关联采购

北京中仪大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电子器件等原材料等416,077.11元 416,077.11

图表45：公司近三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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