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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 636 人，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6,559,000 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84%。
2、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在办理完成解锁手续、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
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 636 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 6,559,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84%。 具体内容如下：

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 年 12 月 24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核实，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2、2020 年 9 月 10 日， 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办法》、《关于提
请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3、2020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首次授予名单和数量的议案》以及《关于
向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4、2020 年 12 月 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 年实施的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1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0.9 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5、2020 年 12 月 17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确定以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为授予日， 向 4 名激励对象授予 50.4 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 14.22 元 /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6、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 年实施的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 3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1 人已身故，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规定，上述 4 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7.8 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
销。

7、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以 2021 年 8 月 27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98 名激励对象授予 230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为 12.4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8、2021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9 年实
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11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24.6 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
购并注销；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的 5 人 2020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锁要求，其获
授限制性股票中已确认第一期不可解锁部分为 2.9 万股，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021 年 12 月
16 日，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

9、2022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9 年实施的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的 41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上述 41 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106.7 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
公司回购并注销；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的 10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上述 10 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11.7 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
回购并注销。 2022 年 12 月 16 日，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

10、2023 年 4 月 24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 年及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未达到激励计划的规定。 依据激励计划，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成
就，公司拟回购注销所涉及的 818 名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760.1 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 16 人因退休或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所持有的 42.5 万股限制性股票全部由公司回购
注销。

11、2023 年 4 月 25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对
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 636 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 可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559,000 股。

二、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内为锁
定期，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为自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的三分之一。 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授予日为 2020 年 9 月 21 日，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锁定期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期满； 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的授予日为
2020 年 12 月 18 日，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锁定期于 2022 年 12 月 17 日期满。

（二）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1） 以 2018 年为基数，2020 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5%；
2020年 ROE不低于 10%，且上述指标都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或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2）2020年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 20%。
（3）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
A

（1）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以 2018 年为基数，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
24.42%，不低于 15%，且高于同行业平均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12.01%）；
2020 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为 13.49%，不低于 10%，且高于同行业
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3.04%）。 满足解锁条件。
（2）公司 2020 年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为 30%，不低于 20%。 满足解锁条件。
（3）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529,098,871.74 元；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为
537,590,243.84 元， 均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的平均水平（343,550,373.40 元），且不为
负。

2、 解锁时股票市场价格要求：
解锁时股票市场价格（前五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应
不低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定价基准， 未达到的可延长解锁
期，直至符合上述条件。 若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发现金红利等事宜，则定
价基准作相应调整。

解锁时股票市场价格为 28.808 元（2023 年 4 月
19 日至 2023 年 4 月 25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公司 2019 年度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 元，2020
年度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 元，2021 年度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 0.17 元。 依照公司《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定价基准调整
为：28.77-0.17-0.17-0.17=28.26（元）。 本次解锁
时股票市场价格不低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
定价基准。

3、 公司未发生如下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
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国资委、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任一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4、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任一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5、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达标的情况下，激励对象应按照上一年度
个人考核评价标准对应的个人解锁比例进行解锁，具体如下：

评价标准 A B C D

加权分数(S) S≥90 90＞S≥80 80＞S≥60 S＜60

解锁比例 100% 80% 50% 不能解锁

629 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2020 年度考核分数
达到 90 分以上（含 90 分），可 100%解锁；3 名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2020 年度考核分数不满 80
分， 可 50%解锁；4 名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 2020
年度业绩考核分数达到 90 分以上（含 90 分），可
100%解锁。

注：
（1） 各年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以上“净利润”与“ROE”指标计算均以激励成本摊销前并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加权平均净资产作为计算依据。

（2） 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产生影响净资产的行为， 则新增加
的净资产和对应的净利润在业绩考核时不计入当年及下一年净资产和净利润增加额的计算。

（3）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
的样本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4） 解锁时股票市场价格（前五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应不低于限制性股票授
予价格的定价基准，未达到的可延长解锁期，直至符合上述条件。若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发现金红利等事宜，则定价基准作相应调整。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且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无差异。
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锁
事宜。

三、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
解锁的激励对象及数量

根据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锁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三分之一。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合计 636 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559,000 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
的 0.84%。 具体如下：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已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
售数量

剩余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

黄宣泽 党委书记、董事长 141,000 0 47,000 94,000

胡强高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141,000 0 47,000 94,000

徐勇 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141,000 0 47,000 94,000

吕向东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141,000 0 47,000 94,000

向明 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90,000 0 30,000 60,000

卜勤练 副总经理 120,000 0 40,000 80,000

张军 副总经理 120,000 0 40,000 80,000

相关核心骨干人员（629人） 18,783,000 0 6,261,000 12,522,000

合计（636人） 19,677,000 0 6,559,000 13,118,000

注：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所获授限制性股票解锁后的买卖
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的相关规定。

四、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份数（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8,604,605 13.87% -6,559,000 102,045,605 13.03%

高管锁定股 843,871 0.11% 843,871 0.11%

首发后限售股 84,803,234 10.83% 84,803,234 10.83%

股权激励限售股 22,957,500 2.93% -6,559,000 16,398,500 2.0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74,373,547 86.13% 6,559,000 680,932,547 86.97%

三、股份总数 782,978,152 100.00% 782,978,152 100.00%

注：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考核结果相符， 且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条件均已达
成，同意公司办理相关解锁事宜。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等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的情形，公司

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不得解锁的情形。
2、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考核结果相符，其
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 公司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 我们同意公司 636 名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
在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解锁期内解锁。

七、监事会意见
经对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进行核查后认为：根据《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
考核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的解锁条件已达成，同意公司为 636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符合解锁条件的 6,559,000 股限制性

股票办理解锁手续。
八、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之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公司已就本次解锁事项履行了截至目前所需的必要程序，该等程序合法、合规，相关决议

内容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解锁所涉及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九、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情况发表意见如下：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光迅科技和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激励计划》规

定的解锁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事项已取得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1、《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6、《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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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 16:30 在公司 432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锋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636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
效，满足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有效表决票 3 票，其中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
网。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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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 16:00 在公司 432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表决董事 9 名。
公司监事会 3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宣泽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黄宣泽、胡强高为本议案的关联董

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
网。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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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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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安鑫创 股票代码 3009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易珊 易珊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
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南四街 17 号 105 号
楼 A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
科技产业基地景盛南四街 17号 105号楼 A

传真 010-56940328 010-56940328

电话 010-56940328 010-56940328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haxc.com.cn zhengquanbu@hax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处于汽车行业下的汽车座舱电子细分领域，报告期内业务主要围绕汽车中控、液晶仪

表等座舱电子产品展开，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与汽车产业的整体发展情况高度相关。 2022 年，全
球经济、政治大环境挑战升级，原材料涨价、芯片短缺仍在持续，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汽车行业克服了诸多不利因素冲击，持续保持了发展的韧性。 根据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数据显示，全年汽车产销实现 2,702.1 万辆和 2,686.4 万辆，同比增长 3.4%和 2.1%，其中
乘用车在购置税优惠等一系列稳增长、 促销费政策的拉动下， 实现较快增长， 产销分别完成
2,383.6 万辆和 2,356.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2%和 9.5%；其中，中国品牌乘用车表现亮眼，紧
抓新能源、智能网联的转型机遇全面向上，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乘用车市场份额接近 50%，为
近年新高。 此外，新能源乘用车在 2022 年持续爆发式增长，全年销量超 680 万辆，市场占有率
提升至 25.6%。

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趋势下，汽车供应链的竞争格局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带来
了全新的机遇。 终端竞争的白热化，使整车厂对供应链的触达程度比以前更深，更多地参与到
核心零部件的设计生产环节，以保证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符合预期，与供应商耦合程度加深，垂
直整合趋势逐渐明显。 因而，能够帮助整车厂进一步控制核心零部件成本、具有一定研发实力
和技术壁垒、能够满足差异化产品开发需求，并拥有健全产业链、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和稳定
供货能力的零部件供应商将在此产业变革中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座舱智能化需求持续升级带
来汽车座舱电子细分市场持续快速发展，立体多模化交互需求带来座舱显示朝着多屏化、大尺

寸、多样化布局，随着座舱域控制器加速落地，汽车座舱内软硬件解耦，一芯多屏、屏机分离趋
势呈现加速，越来越多整车厂开始选择将主机和显示系统分包给不同供应商并与其共同开发，
供应链格局逐渐从原来的垂直化转向扁平化，产业价值链条面临再分配。

（二）公司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汽车智能座舱的核心显示器件定制、软件系统开发及配套器

件的销售。 公司的产品及服务主要包括车用显示屏及触摸屏的定制开发， 全液晶仪表系统开
发、 涵盖高级驾驶辅助 （ADAS） 技术的集成化座舱显示系统开发、 现实增强抬头显示
（AR-HUD）、人机交互（HMI）设计、用户交互界面（UI/UE）设计等多种符合智能座舱电子发展
方向的软、硬件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时配套销售通用显示器件和其他元器件。报告期内，公司已
经开始组建液晶显示模组和座舱显示系统产线， 未来将具备从定制开发到生产交付的全链条
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报告期内，汽车行业受到诸多不利因素影
响，产业链企业经营和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 公司一方面要克服各种不利影响，实
现稳健发展，另一方面要抢抓市场机遇，强化核心能力建设。

稳健发展方面：2022 年，公司营收规模接近历史高位，达到 89,047.7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22.83%，毛利总额也较上年同期增长 19.39%；与此同时公司进一步扩充生产管理、销售和研
发队伍，其中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77.63%，期末研发人员占比达到总人数的 53.15%。 最终，公司
报告期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6.89%。 资产端，公
司在报告期内启动南通智能制造工厂建设， 增加场地和设备投入， 固定资产期末账面价值
4,843.78 万元，较期初增长 80.94%。 业务拓展方面，公司成熟项目稳定交货，定制开发的新产品
开始在以新能源汽车为主的多个车型中得到应用， 且部分项目已完成向自主生产模式转换的
对接。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的产品运用于比亚迪、长城、奇瑞、吉利、福特以及小鹏等车厂的热销
车型上，同时也为北汽、东风、比亚迪、福特、吉利、威马等车厂提供人机交互设计等开发服务。
此外，公司在智能模组及屏显系统方面取得市场技术双突破，获取多个主流车厂新项目定点，
技术朝着一体化继续发展，产品朝着 13 寸以上中大尺寸继续升级。 同时，公司搭载 Mini� LED
背光技术的模组方案已完成量产前期准备，屏幕高端技术集成化方案也已启动开发。 在座舱系
统主机开发方面， 公司已联合下游车厂针对国产自主芯片解决方案在智能座舱上的应用取得
了进一步研究成果及方案落地，通过打造基础平台，逐步实现一个主机，一套技术架构适配，可
满足主机厂单车机、双联屏座舱、多联屏座舱需求，还可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扩展 HUD、APA、
360°环视、车内外视觉算法等。 此外，公司在探索智能座舱的虚拟 3D 场景化人机交互和车载
互动游戏等新交互模式业务上取得良好效果，也已与国内多个车厂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强化核心能力方面：公司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积极主动把握
新能源汽车长期发展趋势，与产业链伙伴优势互补成立合资公司，加大发力新能源汽车智能座
舱领域，持续拓展客户和市场，增厚公司价值；公司在与第三方模组厂保持业务合作、持续积累
屏幕领域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既有产业链和技术储备，积极投建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
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产线，部分产线已于报告期内拉通并实现首款产品试制，此举将进一步
提升公司的经营规模、增强盈利能力，为公司构建新一代汽车智能座舱电子产品体系提供有力
支撑。 此外，公司还在报告期内将业务积极拓宽至新能源电池领域，提供定制化电池管理系统
方案和电池组产品，并形成了规模化的收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1,356,910,728.14 1,319,533,821.38 2.83% 1,475,959,94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295,887,797.29 1,260,740,110.21 2.79% 1,237,221,671.32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890,477,777.12 724,960,618.77 22.83% 900,870,23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6,570,138.71 54,566,280.93 -14.65% 70,398,94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844,527.52 35,405,164.24 6.89% 67,639,19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481,188.73 -47,239,420.26 60.88% 9,985,959.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58 0.68 -14.71% 1.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58 0.68 -14.71% 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64% 4.37% -0.73% 13.14%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3,902,837.97 231,002,827.36 235,893,140.64 259,678,97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478,793.82 19,886,748.38 14,668,402.15 6,536,19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479,391.11 17,626,026.89 11,539,853.33 5,199,256.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345,629.85 16,777,288.85 -53,953,145.07 -23,650,962.3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9,237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9,241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何信义 境内自然
人 22.00% 17,597,754.00 17,597,754.00

肖炎 境内自然
人 17.42% 13,186,075.00 11,139,656.00 质押 3,180,000.00

何攀 境内自然
人 10.06% 8,064,688.00 8,044,688.00

杨磊 境内自然
人 6.15% 4,920,000.00 0.00

宁波君度
尚左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2% 1,616,935.00 0.00

黄锐光 境内自然
人 1.40% 1,122,905.00 0.00

上海祥禾
涌安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6% 1,005,586.00 0.00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中邮
核心成长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8% 780,000.00 0.00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天
弘互联网
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5% 678,100.00 0.00

于明 境内自然
人 0.71% 567,8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何信义与何攀为父子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并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的议案》，同意

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装座舱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和“座舱驾

驶体验提升研发中心项目” 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连同超募尚未明确用途的募集资金合计

27,821.76 万元（含现金管理收益及净利息， 具体金额以资金划转当日的银行账户结息余额为

准）用于“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的建设。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

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于 2022 年 5 月 6 日披露了《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2、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加快布局新能源市

场，提高公司综合能力和竞争力，遵循公司发展战略，基于历史资源储备和提前业务布局，经审

慎的市场调研分析，同意公司与何攀先生、肖炎先生、张灵先生拟共同投资设立华安鑫创（江

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来拟发展新能源动力电池业务。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

。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4）。

3、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为支持控股子公司华安鑫创（江苏）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新能源”）的业务发展，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在不影响

自身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向华安新能源提供不超过 1,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4、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拟与深天马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8）。 合资公司将基于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全球市场，建立独立的研发、测试、自

主或委托生产、销售团队，为下游车厂客户直接交付智能座舱的相关产品和服务。 本次合资有

利于公司持续稳固上游原材料供应，有利于公司业务向下游车厂客户延伸的转型升级，进一步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产业布局和战略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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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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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诚迈科技 股票代码 3005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锟 沈天苗

办公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 4
幢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
4幢

传真 025-58301205 025-58301205

电话 025-58301205 025-58301205

电子信箱 chengmai@archermind.com chengmai@archermin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聚焦操作系统技术领域， 定位于领先的操作系统专家， 属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企

业，主营业务为软件技术服务及解决方案研发与销售。 公司业务涵盖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
智能网联汽车操作系统、泛在物联网操作系统以及产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软
件开发和技术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适应市场形势，明确发展战略，努力提升收入规模和盈利水平。 在移动智能
终端领域，公司与高通、联发科、紫光展锐等芯片厂商合作，巩固领先优势，与头部客户共同成
长，以专业、优质的服务继续提升市场份额；在智能网联汽车软件领域，公司与高通、英伟达、恩
智浦、瑞萨、芯驰等芯片厂商合作，进一步完善智能座舱域软件解决方案，提高量产能力，同时
布局中央控制域、 智能驾驶域及跨域融合软件领域， 目前已推出自主研发的峰昇操作系统
FusionOS，提供智能网联汽车软件综合解决方案，拓展更多优质客户；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产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等领域 ， 公司积极服务重点客户 ， 提升业务收入 ， 并推出了基于

OpenHarmony（开源鸿蒙）的商业发行版操作系统。
通过加强研发和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和服务结构，加快市场拓展力度等措施，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6,067.06 万元， 同比增长 30.63%。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6,772.48 万元，业绩亏损主要是股份支付费用及投资收益亏损增加所致，其中报告期公司投
资收益亏损 18,961.93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移动智能终端领域实现收入约 119,986 万元，同比增长约 22%。 客户包括华
为、vivo、荣耀、OPPO、小米等头部智能终端客户，继续保持行业领先优势，与客户共同成长。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网联汽车软件业务领域实现收入约 23,831 万元，同比增长约 25%。 公
司在保持与国产传统汽车厂家密切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合资厂商及新能源汽车客户，提升
业务规模和质量，客户已包括宝马、吉利、福特、理想、比亚迪、长城、上汽、大众、博世、延锋伟
世通、德赛西威、大陆汽车等 60 余家主机厂及一级供应商等，同时公司与宝马集团合资成立的
宝马诚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行良好，助力宝马为客户提供无缝顺畅的车内数字体验。 公司与
英伟达签订合作协议，成为其生态系统软件合作伙伴，联合成立汽车影像实验室，为智能驾驶
相关企业提供基于 Orin 及 Xavier 芯片的智能驾驶视觉方案。 目前公司已加入由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与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联合行业共建的“车用操作系统与泛在操
作系统联合实验室”，共同打造开源共享的中国方案。

此外， 公司利用在操作系统与芯片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领域完善的人才队伍和丰富的技
术积累，紧跟当前国家在数字经济方面的部署，在新兴技术应用方向进行投入，在物联网、移动
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域积极拓展头部客户，提升收入规模和盈利水平。 公司发布基
于 OpenHarmony（开源鸿蒙）的商业发行版操作系统———HongZOS（鸿诚志远），并推出基于此
操作系统的鸿诚志远 HCPAD-100 开发板、 鸿诚志远 HCA-100 开发板及相关软件解决方案。
公司与华为签署 OpenHarmony（开源鸿蒙） 生态使能合作协议， 成为华为 OpenHarmony 使能
ISV，共同推动 OpenHarmony 生态的繁荣与发展。

参股公司统信软件积极促进自主操作系统的发展，在产品研发、生态适配、服务渠道等方
面持续投入。 研发方面，报告期内统信软件新增专利申请 256 件，首创基于操作系统的软件供
应链分层分类理论，发布中国首个桌面操作系统根社区，自研操作系统产品及版本更新 100 余
项并投入商用；生态方面，报告期内统信 UOS 生态适配数量已成功突破 100 万生态临界点，应
用商店上架应用超 10 万款，是国内最大的自主操作系统生态之一；服务方面，报告期内为响应
关键行业自主产品及服务需求增加，统信软件授权服务中心已覆盖 100%地级市，并研发运维
工具箱等在线服务产品。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业务类型的相关情况如下：
软件技术服务：响应客户专业人员技术需求，公司安排专业技术团队和成员在客户指定的

产品研发环节中提供技术开发、 咨询及支持服务； 公司根据人员报价及工作量收取技术服务
费。

软件定制服务：客户将其软件的整体或部分委托公司开发，公司按照严格的软件设计、软
件开发流程和质量控制标准， 保证项目交付质量， 最终向客户交付开发成果并收取定制开发
费。

软硬件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通过对外采购或自行完成软硬件产品的
设计及开发工作，最终向客户交付完整的软硬件产品并收取相应费用。

（三）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业绩驱动主要因素如下：
1、行业发展推动因素
在移动智能终端领域，经过多年发展，产业格局日趋成熟，公司强化行业领先客户的合作

紧密度，提升既有客户业务的合作广度及深度，保持业务的稳步发展。
在智能网联汽车软件领域，随着汽车“新四化”（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共享化）的深入发

展，汽车正加速从 从机械设备向高度数字化、信息化的智能终端转变。软硬件解耦为软件定义
汽车奠定了基础，推动汽车智能化的快速发展，软件在产业链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公司顺应
形势推出了自主研发的峰昇操作系统，包含智能座舱域软件系统、中央控制域软件系统、智能
驾驶域软件系统及工具链，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在物联网领域，万物智能和万物互联正成为新的趋势，行业空间广阔。 公司顺应形势，发布
基于 OpenHarmony（开源鸿蒙）的商业发行版操作系统———HongZOS（鸿诚志远），并推出基于

此操作系统的鸿诚志远 HCPAD-100 开发板、 鸿诚志远 HCA-100 开发板及相关软件解决方
案，拓展物联网操作系统领域业务。

2、公司自身优势
公司拥有众多全球知名厂商为主的优质客户资源，并与多家客户建立了良好、稳定、持久

的合作关系，客户结构优势明显。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巩固既有领域客户，积极拓展新业务领域
客户。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1,859,172,317.82 1,744,182,108.86 6.59% 1,105,318,58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75,144,878.23 1,197,687,432.30 -10.23% 801,578,178.42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1,860,670,585.97 1,424,435,479.26 30.63% 937,897,82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7,724,762.77 29,862,709.73 -661.65% 58,858,40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9,711,259.47 -17,740,872.58 -912.98% 40,014,300.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880,312.48 19,353,990.48 -192.39% 58,909,532.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0478 0.1879 -657.64% 0.37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0478 0.1848 -666.99% 0.3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75% 3.00% -17.75% 8.41%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23,766,498.46 495,940,361.64 489,943,735.46 451,019,99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5,994,130.79 -37,650,609.39 -30,947,640.04 -53,132,38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1,039,944.56 -38,865,110.67 -33,914,993.43 -55,891,21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554,902.94 -17,570,146.85 -64,597,894.48 101,842,631.7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179

年度报 告
披露 日前
一个月 末
普通 股股
东总数

37,97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德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67% 45,896,245.00 45,896,245.00 质押 21,775,999.00

南京泰泽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65% 7,440,225.00 7,440,225.00

Scentshill�Capital�
I,�Limited

境外法
人 2.43% 3,883,568.00 3,883,568.00

南京观晨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5% 3,757,205.00 3,757,205.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33% 2,135,626.00 2,135,626.0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汇添富优
势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1,000,000.00 1,000,000.00

工银安盛人寿
保 险 有 限 公
司－传统 2

其他 0.57% 915,004.00 915,004.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汇添富民
营活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862,810.00 862,810.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安安华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3% 848,878.00 848,878.0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安产业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0% 797,700.00 797,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