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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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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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R�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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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542,755,47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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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博腾股份 股票代码 30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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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薇 汪星星

办公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云图路 7号 重庆市北碚区云图路 7号

传真 023-65936901 023-65936901

电话 023-65936900 023-65936900

电子信箱 porton.db@portonpharma.com porton.db@portonpharm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的医药外包服务行业（CRO、CMO、CDMO 等）是医药产业专业化分工下催生的子行业，

下游客户主要为全球制药企业、生物科技公司、科研机构等。 由于不同药物类型、不同临床阶段衍生的
服务内容高度分散，每家公司的业务组合不尽相同。因此，行业呈现集中度较低的特点。尽管医药行业
短期受到过去三年的全球大流行以及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出现波动， 但技术发展和新兴疗法的出现
以及大量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是推动医药行业长期发展的基石， 也是医药外包服务行业需求能够持
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1）医药外包服务行业处于行业“过渡周期” ，中长期需求稳定增长
在全球医药研发支出及临床试验总量保持稳定增长的大背景下，2020-2022年， 全球医疗资源投

入及市场需求因全球卫生事件而出现阶段性、结构性的变化。 一方面，相关抗病毒疫苗、中和抗体、治
疗药物等投入快速增长。 根据美国临床试验数据库 ClinicalTrials 网站查询的数据显示（查询日期：
2023年 3月 6日），2020-2022 年期间启动的临床试验数量为 98,901 项，同比增长 13%；其中，与大流
行相关临床试验共 8,387项， 占比达 8%。 另一方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2 年 5 月发布的
《2022世界卫生统计报告》，全球医疗系统均因大流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中断，从而影响部分常
规医疗服务需求。 根据来自 129 个国家的统计反馈，约一半国家报告了肺结核、艾滋病检测和防治、乙
肝丙肝的诊断及治疗中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报告了对精神类、神经领域等需求的扰动。

医药外包服务行业作为医药产业上游服务企业， 相应的业务需求随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据统
计， 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而开发上市的抗病毒类中和抗体、 疫苗、 小分子药物均使用了 CRO、
CDMO的合作模式。随着病毒变异、疫苗接种普及和经验积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发展进入新阶段。在
此背景下，全球医药研发投入方向及消费需求预计将逐步回归常态化，此前被抑制的部分常规药物需
求预计将带来恢复性的增长，上游医药外包服务的相关治疗领域药物需求将陆续恢复。

但拉长周期来看，医药研发管线和投入总体呈稳定增长的趋势，这意味着医药外包行业的需求端
是充足的。根据 Pharmaprojects《2023年医药研发趋势报告》，2023年（统计数据采集于 2023年 1月）全
球研发管线数量达到 21,292个，同比增长 5.88%。 其中，临床前 11,835 个，临床一期 3,263 个，临床二
期 3,131个，临床三期 1,229 个，注册前阶段 254个，注册及已上市阶段 1,432 个，其他阶段 148 个。 同
时，考虑到制药企业出于效率、成本等因素考量，新增研发管线通常会采用外包方式进行，即外包率呈
增长趋势，因此对 CRO、CDMO的需求也将随着全球药物研发管线的增长而持续增长。

2）新技术和新疗法持续推动医药产业链的发展
新技术、新机理、新疗法正推动医药行业迈向新一轮行业发展阶段。 mRNA 药物、靶向蛋白降解、

抗体偶联药物（ADC）、双抗、PD-1/PD-L1 抑制剂、核酸药物、多肽药物、基因与细胞治疗、人工智能
（AI）等持续推动医药产业研发、制造等产业链上下游发展，进一步提升医药研发制造效率，解决如肿
瘤、罕见病等未被满足的疾病需求。 2023 年，美国 FDA 药品评价与研究中心（CDER）共批准 55 款新
药，FDA 生物制品评价和研究中心（CBER）共批准 16 款新产品，尽管小分子药物占比仍然最大，但其
中包含多肽类、核酸类、双抗、基因疗法、细胞疗法等新型疗法也持续获得突破。 同时，数智化革命也给
医药产业带来了新的变化。 AI制药企业兴起、AI药物管线逐渐推向临床阶段、医药智能制造等均为医
药行业发展带来了新方向。

同时，随着药物研发管线呈现显著的去中心化，创新的源头从少数的大型制药公司转移到小型的
生物科技公司，以后者为代表的传统“长尾”逐渐变成了创新的主力。 而随着药物新靶点和新作用机制
的深度开发，以及新药研发企业竞争的加剧，和“孤儿药”政策的倾斜，药物研发管线逐渐变得更加分
散，针对同一个适应症的新药开发日趋拥挤，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市场对产品需求快速变化，新药
的市场预期变得更加不确定。 药物研发和生产，尤其是创新药的开发和生产，将更多的进入“多品种、
小批量”的时代。 如何在又快又小的背景下应用和开发新技术，以及如何利用生产的柔性，应对基于柔
性生产的新技术和质量控制，都将是医药外包服务行业新时代的新议题。

3）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持续推动医药外包服务产业发展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拥有巨大的医疗卫生需求。 在由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医药产

业会面临螺旋向上的发展趋势。 当前从短期维度来看，由于国内创新药投融资在 2021 年高基数的情
况下出现较大回落，对创新药公司的运营和管线推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新技术和新疗法开发
进展不及预期的情况也可能成为常态。 但长期来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叠加政策
改革和技术革命，中国医药产业预计将保持有效增长，发展质量将逐步提高，从而将带动医药外包服
务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

4）全球宏观形势将成为长期影响因素，可能推动全球供应链重构
医药外包服务行业下游客户主要为全球的制药企业、生物科技企业等，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制药产

业专业化分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诉求。 受宏观因素影响，近两年来，出于对供应链安全的考量，供
应链的本地化变得越来越受重视，已经成为影响医药外包服务行业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 由于医药
外包服务产业是人才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强监管的行业，新产能从建设到投用再到获得客户认可，需
要较长的时间周期（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产业结构在短期内发生大规模变化的可能性较小。 对于
中国医药外包服务企业，在充分利用中国科学家工程师红利、供应链优势的同时，加快全球化布局将
变得更加重要。

（2）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在全球范围内为制药企业、生物科技公司、科研机构等提供全类别、端到端服务的医

药研发生产外包组织（CDMO），能够为小分子药物、大分子药物及基因细胞治疗等不同类型的药物及
疗法提供 CDMO服务，具体包括：1）小分子原料药 CDMO 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化学药开发及上市过
程所需的起始物料、中间体及原料药的工艺路线设计、工艺开发、工艺优化、分析方法开发、中试级生
产、CMC 注册支持、质量研究和分析研发、商业化生产等一系列定制研发及生产服务；2）小分子制剂
CDMO 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小分子药物开发所需制剂处方工艺开发及优化、分析方法开发及验证、
复杂制剂开发、改良剂型开发等定制研发与生产以及共同开发服务；3）基因细胞治疗 CDMO 业务，主
要以控股子公司苏州博腾为运营主体，搭建了质粒、细胞治疗、基因治疗、溶瘤病毒、核酸治疗及活菌
疗法等 CDMO平台，提供从建库、工艺方法及分析方法开发、cGMP 生产到制剂灌装的端到端服务；4）
合成大分子 CDMO业务，主要为多肽、寡核苷酸、偶联药物（Linker、Payload）以及药物递送聚合物等多
个合成大分子药物领域提供定制研发及生产服务；5）生物大分子 CDMO 业务，主要为抗体、抗体偶联
药物（ADC）等生物制品提供从临床前开发至商业化上市所需的端到端一体化 CMC解决方案。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服务客户已达 1,000家规模，拥有超过 3,000 个项目的成功交付记录，服
务终端药物包括抗病毒、抗肿瘤及免疫机能调节、抗感染、神经系统、心血管、消化道及代谢、罕见病等
重大疾病治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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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9,384,028,760.83 10,144,292,774.55 -7.49% 6,562,035,20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00,732,704.45 6,003,123,811.75 -3.37% 3,981,557,111.07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3,667,417,122.49 7,034,801,054.11 -47.87% 3,105,149,62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859,527.37 2,005,442,175.37 -86.69% 523,915,38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47,993,272.69 1,982,319,718.20 -87.49% 503,460,80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056,261.15 2,564,418,941.05 -75.47% 480,173,087.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3.70 -86.76% 0.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3.69 -86.72% 0.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0% 40.31% 减少 35.71个百分点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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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802,786.78 960,943,670.93 698,256,521.00 630,414,14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092,146.15 106,280,824.65 41,486,354.40 -184,999,79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6,262,380.67 94,245,001.09 34,053,631.49 -176,567,74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297,371.75 458,087,911.22 117,027,958.60 -309,356,9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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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32

年度 报 告
披 露日 前
一个 月 末
普通 股 股
东总数

53,5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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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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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6% 78,982,719 不适用

居年丰 境内自然人 10.78% 58,890,521 44,167,891 质押 22,550,000

陶荣 境内自然人 8.10% 44,218,630 质押 13,268,500

张和兵 境内自然人 7.67% 41,903,020 质押 13,870,000

张家港卓远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7,982,347 不适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5% 7,371,930 不适用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6% 6,351,766 不适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0% 6,011,810 不适用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四二零组合 其他 0.95% 5,200,766 不适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4,616,800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居年丰、张和兵、陶荣于公司上市前已签署《共同控制协议》，为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创业
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663,200 0.30% 580,400 0.11% 4,616,800 0.85% 341,100 0.0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5,889,051 1.08% 6,011,810 1.10% 266,700 0.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宝中证医疗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6,067,045 1.11% 206,000 0.04% 7,371,930 1.35% 2,336,600 0.43%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
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 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通
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退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医疗创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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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R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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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是公司新一轮战略周期的元年，也是外部宏观环境及内部运营兼具挑战的一年。在不确定

的宏观环境中，公司需要持续做好战略定力和敏捷性的动态平衡，同时在业务布局能力建设周期和需
求周期未实现同频共振的情况下，公司内部运营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67 亿元，同比下降约 48%，剔除重大订单影响后的收入同比增长
约 10%。 其中， 小分子原料药 CDMO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4.79 亿元， 同比下降约 50%； 小分子制剂
CDMO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24 亿元， 同比增长约 291%； 基因细胞治疗 CDMO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301.57万元，同比下降约 30%。 按照地域分布，美国市场同比下滑约 67%（剔除重大订单影响后同比
增长约 3%）；欧洲市场同比增长约 6%；中国市场同比增长约 20%；其他市场同比增长约 9%。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毛利率为 40.69%，同比下降 11.27个百分点。 盈利指标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前期收到的重大订单去年同期交付较多，导致收入同比下降；2）国内市场竞争激烈，
叠加制剂、 基因细胞治疗等新业务毛利较低的影响， 导致国内市场毛利率下滑；3） 随着重大订单在
2022年完成全部生产，公司 2023 年产能利用率下降，单位固定成本分摊增加；4）公司部分研发中心、
生产基地于 2022年下半年陆续投入运营，2023年公司相应的运营费用及固定资产折旧较去年同期增
加。

2023年，公司布局的新业务和新能力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77 亿元，但还未产生正向利润贡献，其
中，小分子制剂 CDMO业务、基因细胞治疗 CDMO业务、生物大分子 CDMO 业务分别减少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0.76亿元、0.77亿元、0.16亿元。

1、业务发展
2023年，随着国际交流逐步恢复，我们与海外客户及海外团队间的线下交流和拜访回归常态化。

报告期内，公司接待了多批来自海外客户的商务访问和审计等相关的线下拜访，公司得以为客户直观
呈现过去三年以来建立的新能力、新设施，并获得客户的良好反馈。 2023 年，公司接待客户到访量达
696次，创历史新高，为后续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1）小分子原料药 CDMO业务
2023 年，公司为全球约 350 家客户提供小分子原料药 CDMO 服务，其中，美国区客户数占比约

46%，中国区客户数占比约 43%，欧洲区客户数占比约 6%。 报告期内引入国内外新客户 105家，其中，
中国区 55家，美国区 46家，欧洲区 2家，其他亚太区 2家。

从项目管线来看，2023 年，公司小分子原料药 CDMO 业务收到客户询盘总数突破 1,770 个，同比
增长约 36%，前端客户需求保持增长。 公司通过保持与客户的良好沟通，采取积极的市场推广策略，持
续夯实项目管线。2023年，公司已签订单项目数（不含 J-STAR）655个，同比增长约 14%。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交付项目数 590个，同比增长约 31%，其中 296 个项目处于临床前及临床一期，73 个项目处于
临床二期，67个项目处于临床三期，13个项目处于新药上市申请阶段，141个项目处于已上市阶段（详
见图 1）。 公司引入订单新项目 245个（不含 J-STAR），同比增长约 8%。 受海外投融资影响，公司美国
全资子公司 J-STAR实现营业收入 2.43亿元，同比下降约 4%。 2023年，J-STAR与国内团队协同服务
客户 22家，引流项目约 40个。

图 1：小分子原料药 CDMO业务交付项目数（单位：个）
2023年， 公司服务 API产品数 181个， 同比增加 54个；API产品实现收入 4.79 亿元， 同比增长

22%（详见图 2、图 3）。 与此同时，公司持续引入工艺验证项目（Process Validation，简称 PV项目），2023
年完成 17个 PV项目的交付，执行中的 PV项目 16个。工艺验证作为药物上市前的重要工作，通过 PV
项目积累，将有效提升公司服务项目粘性、扩大公司潜在商业化项目储备池。

图 2：API产品数 图 3：API产品收入
（2）小分子制剂 CDMO业务
2023 年，公司制剂团队为 112 个客户的 153 个制剂项目提供了服务，引入新客户 56 家，新项目

82个，新签订单约 2.25亿元，同比增长约 89%。 同时，随着 2022年第四季度公司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
首个制剂工厂一期项目建成投用，公司已具备口服固体制剂、注射剂、高活等柔性、模块化的五条生产
线，能够为客户提供从临床注册批到小规模商业化的生产服务。 2023年是制剂工厂的运营元年，制剂
工厂快速完成运营体系从 0 到 1 的建设阶段，进入从 1 到 10 的运行阶段，不断完善适配业务的运营
体系，保障项目的高质、高效交付：五条生产线及时交付率均达到 100%。2023年，制剂工厂共计接受了
4次官方审计、20次客户审计、2次第三方审计，均一次性获得通过，有效地保障了业务的开展。 此外，
报告期内，公司制剂工厂顺利通过了法国标准协会（AFNOR）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ISO45001 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进一步夯实了制剂工厂的 EHS管理能力。

（3）基因细胞治疗 CDMO业务
2023年，受下游客户融资的影响，基因细胞治疗 CDMO业务在新签订单方面未达年初预期。 报告

期内，博腾生物引入新客户 54家，新项目 83个，新签订单 1.35亿元，同比下降约 15%。值得一提的是，
2023年博腾生物成功实现临床阶段项目里程碑突破。报告期内，博腾生物助力智瓴生物、深信生物、凯
地医疗、卡提医学、拓新天成等 5个客户 IND项目获批，其中包括 2个海外申报。

（4）合成大分子 CDMO业务
2023年，公司在多肽、寡核苷酸等新业务层面实现从 0 到 1 的突破，为 10 个客户的 14 个项目提

供服务。 公司多肽服务平台拥有固相/液相合成、色谱分离、膜浓缩/纯化、冻干等技术，可以为全球多肽
药物研究者提供包括链状/环状化学合成多肽、多肽修饰和多肽偶联物（PDC）研发服务。

此外， 公司凭借原小分子原料药团队在高活性化合物开发生产经验和专业的合成大分子服务能
力，能够为多种偶联药物提供 linker-payload 化学链一站式定制化药学解决方案，公司在上海和重庆
建立了相应的原料药和制剂高活实验室和生产基地，生产过程严格遵守 GMP 及 EHS 规范，确保研发
和生产过程合规安全。

2、持续推进变革，优化组织和流程，赋能业务发展
为适应新的战略周期下的公司业务发展，2023年，公司通过集团管控、支持赋能体系建设、人力资

源管理模式优化等方式持续优化组织能力；通过优化设计顶层业务架构，推进流程变革，逐步向流程
型组织转型。 2023年，公司开启工程管理、采购供应链管理、CRM（客户关系管理）、MBT＆IT（管理业务
变革和信息技术）、数据治理等流程变革项目，通过变革，促进业务运营和管理模式的转变。 此外，报告
期内公司还启动了营销变革， 旨在建立业务一线强大的组织， 大力提升客户和商机的开发与管理能
力。

3、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新能力逐步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位于上海闵行区约 3,000 平方米的多肽与寡核苷酸研发中心建成投用，能够提供

多肽药物、寡核苷酸药物、偶联药物的合成、分析研发等服务。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位于上海外高桥的
生物大分子研发中心投入使用，能够为客户提供抗体及 ADC服务。

在欧美地区，公司美国新泽西扩建近 4,000 平方米的结晶和制剂实验室投用；位于斯洛文尼亚的
小分子原料药 CDMO研发生产基地研发实验室预计 2024年第二季度建成投用，中试车间土建工程已
启动。

4、持续加强研发技术能力建设，赋能业务发展
2023年，公司持续加强研发技术能力建设，研发投入 4.52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12%。 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研发团队规模 1,244人，约占员工总数的 25%；公司有效发明专利 89 项（其中 79 项国内专利，
10项国外专利）；PCT专利 14项；正在审查中的发明专利 104项。

2023年，公司在中国（上海、重庆）、美国、斯洛文尼亚等地持续建设研发能力：上海闵行研发中心
建成投用，该场地建筑面积约 22,000 平方米，其中拥有约 3,000 平方米专属的多肽、寡核苷酸等研发
设施；上海奉贤工厂约 8,800平方米的实验室改造完成；上海外高桥抗体和 ADC 研发生产基地建成投
用；重庆两江新区制剂研发设施建成投用；J-STAR扩建的结晶及制剂实验室建成投用；公司在斯洛文
尼亚建设的研发生产基地一期项目研发设施基本建设完成，将在 2024年第二季度正式投用。

此外，公司持续打造在各条业务线技术布局的广度和深度，打造技术全并重点发展“拳头”技术的
策略。 公司持续建立交叉学科的创新技术平台，打造涵盖药物结晶、生物催化、流体化学、微粉、高活性
药物（HPAPI）、制备色谱、氟化学、光化学、金属催化、口服制剂平台、高活制剂平台、难溶药物技术平
台、无菌制剂平台、局部外用制剂平台、慢病毒生产平台（PTLV-SMART?）、新型 AAV 血清型筛选和进
化平台、SF9 和 HEK293生产工艺平台等覆盖公司三大业务板块的技术能力。同时，公司持续探索数字
化、智能化技术在运营场景的应用，其中公司长寿工厂已进入运营阶段的项目 15 个，包括智能协同计
划排产系统（APS）、关键设备预测性维护等项目；进行中的项目 10 个，包括 QC 智能检测、物料管理线
上化等项目。

5、不断提升 ESG（环境、社会、治理）管理水平
2023 年，为适应公司可持续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升公司在 ESG 领域的治理和管理水平，公司从

ESG组织体系建设着手全面推进 ESG治理工作。 报告期内， 公司建立了 ESG 三层治理架构和职责：
（1）明确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作为公司 ESG 工作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对公司重大 ESG 议题进
行审议、评估和监督；（2）为进一步落实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相关管理职责，成立 ESG 执行委员
会，委员会由管理层组成，负责识别和决策 ESG 重大议题、制定 ESG 工作计划、为 ESG 工作提供组织
和资源保障等；（3）成立 ESG工作小组，由业务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全面推进 ESG议题的落地执行。

2023年，公司组织开展 2次 ESG专题培训，分别覆盖高层管理人员以及 ESG相关责任部门，并在
内部持续进行 ESG文化推广和宣贯，提升全员认知和意识。此外，公司通过实质性议题的识别，制定相
关举措和工作计划，持续加强在政策方针、行动举措、利益相关方沟通、绩效设定等方面的工作。 尤其
是在近年来受广泛关注的气候变化领域，公司已成立应对气候变化专项工作小组，组织 2 次气候变化
议题专题培训，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设定和路径制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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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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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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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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0,257,029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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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天股份 股票代码 3008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亚丽 莫凤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塘尾社区塘尾股份商务
大厦 201室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塘尾社区塘尾股份商务
大厦 201室

传真 0755-29706670 0755-29706670

电话 0755-27850601 0755-27850601

电子信箱 IR@etmade.com.cn IR@etmade.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平板显示专用设备及半导体设备的自主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好的专用设备提供商”。公司主要产品类别包括 LCD显示设备、柔性 OLED显示设
备、VR/AR/MR显示设备、Mini/Micro LED设备及半导体专用设备。公司深化智能制造装备领域战略布
局，以在贴附、清洗、绑定、脱泡、检测等工艺环节多年的技术沉淀为基础，构建了平板显示和半导体两
大行业业务主线，不断推进技术革新、扩展客户资源、优化经营模式、提升市场服务，积极拓展在平板
显示专用设备及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市场份额。

（二）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情况
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平板显示专用设备及半导体设备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国产化设备，实现进口

替代，为客户降本增效。 自公司设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智能制造装备领域，持续推出技术先进、性能优
异的系列产品。 依靠先进的技术、稳定的产品质量、完善的售后技术支持，公司产品获得了一线平板显
示类客户及半导体设备类客户的高度认可，并成为其重要的专用生产设备供应商，市场知名度和美誉
度较高。

在 LCD显示设备领域，公司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技术创新能力以及高效优质的配套服务能力，
已与国内众多的面板厂商建立了深度合作，部分设备类产品实现进口替代。 公司偏光片贴附设备、全
贴合设备、清洗设备、背光组装设备、邦定设备等设备，得到了包括京东方、深天马、华星光电、友达光
电、福米科技、惠科电子、杉金光电、恒美光电、三利谱等头部面板厂商和材料厂商的广泛认可。 公司在
中大尺寸 LCD后段整线工艺的技术先驱性较强、技术优势较明显、大型项目资源优势较突出，在整线
工艺设备中保证节拍的前提下，植入全段工艺闭环检测，有效控制产品品质。 报告期内,新签订了 100
寸清洗偏贴生产线订单和 75寸 RTP绑定机整线订单，并完成交付了 130寸清洗偏贴脱泡整线。另外，
公司在新型显示领域不断加大技术攻克力度，报告期内已突破大尺寸电子纸全贴合技术，并新签订 86
寸电子纸贴附设备生产线订单。

在柔性 OLED显示设备领域，公司研发并推出的全自动柔性面板偏光片贴附设备，取得了包括京
东方、维信诺、深天马、华星光电等客户的认可。 研发并推出的柔性面板制作工艺中所需的膜材贴附设
备，如面板取下前清洗设备、取下后覆膜设备等相关设备也获得了华星光电等客户的认可。 依托于在
面板贴附领域的领先技术，公司已成为国内柔性面板制造厂商的首选合作厂商之一。

在 VR/AR/MR 显示设备领域，公司提供其显示器件生产工艺中所需的 Micro OLED（硅基 OLED）
晶圆显示偏光片贴附设备、PF膜材贴附设备、OCA贴合设备、HTH全贴合设备、光机组装设备、全自动
化检测类设备等，基本涵盖了 VR/AR/MR工艺段中模组组装和后段组装工艺段所需的相关设备，相关
产品现已取得合肥视涯等客户的认可。同时，公司推出的 VR/AR/MR制造工艺中所需膜材制造的覆膜
设备，获得三利谱、歌尓股份、宁波诚美等客户的认可，并已展开合作。

在 Mini/Micro LED设备领域，公司控股子公司易天半导体是一家集自主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
服务于一体的半导体专用设备制造商； 具备 Mini/Micro LED 巨量转移全工艺段自动线设备及晶圆减
薄相关半导体设备研发和制造能力，报告期内专注于第四代 Mini LED 巨量转移整线设备的研发和制
造。 公司控股子公司微组半导体加大在 Mini LED制程工序中的研发投入，在检测和返修工序段提供
多种工艺的解决方案， 覆盖了玻璃基、PCB、 铝基、FPC、FR4 等基板材质。 微组半导体已开发了 Mini
LED固晶后修复技术、回流焊接后修复技术、膜压后一体化修复技术。 易天半导体及微组半导体在技
术创新、产品优化和市场准入方面不断加大突破力度，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半导体专用设备领域，公司基于十七年来贴附类研发生产技术的沉淀积累，开发生产出半导体
相关的覆膜设备，得到了主要包括三安光电、长电科技、通富微电、歌尓股份、华天科技、燕东微电子等
客户的认可。在晶圆减薄相关半导体设备领域，公司控股子公司易天半导已完成第一代设备开发,经过
客户多次式样验证，该设备操作性能稳定、加工精度高，在加工速度及品质上向行业龙头企业技术水

平看齐，可实现国产代替进口。 公司控股子公司微组半导体开发的探测器模块微组装生产线，在医疗
器械断层扫描 CT 机生产工序中起到了重要的国产化替代作用，获得了医疗行业客户航卫通用、上海
联影、赛诺威盛、核芯医疗等客户的认可。 在半导体封装领域，微组半导体已开始研发突破先进封装贴
片类设备，目前该类设备已进入 DEMO阶段，核心参数中的精度及效率已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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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元） 1,399,414,417.60 1,579,719,177.36 -11.41% 1,469,667,13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1,454,926.14 863,083,937.63 3.29% 828,271,131.68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元） 540,668,565.67 655,346,466.79 -17.50% 483,873,02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661,442.82 44,291,141.16 -51.09% 70,117,55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088,176.24 40,972,872.59 -65.62% 61,735,02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177,525.02 5,132,315.75 -3,006.63% -8,471,55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32 -53.13%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32 -53.13%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7% 5.24% -2.77%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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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36,143.92 206,720,333.52 113,495,071.05 84,917,01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87,227.01 24,859,089.20 8,221,051.06 -7,931,47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20,439.34 21,316,867.41 4,872,613.37 -8,380,86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280,506.66 -3,304,503.39 -28,113,017.05 -42,479,4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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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8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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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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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明华 境内自然人 17.33% 24,300,000.00 18,225,000.00 不适用 0.00
高军鹏 境内自然人 14.54% 20,394,000.00 15,295,500.00 质押 10,260,000.00
胡靖林 境内自然人 8.82% 12,366,000.00 9,274,500.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易天恒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80% 10,935,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康宏刚 境内自然人 2.74% 3,837,500.00 2,878,125.00 不适用 0.00
陈飞 境内自然人 2.63% 3,695,600.00 3,695,60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
澳智远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03% 1,448,780.00 0.00 不适用 0.00

#杜桥 境内自然人 0.84% 1,177,700.00 0.00 不适用 0.00
徐来 境内自然人 0.74% 1,040,550.00 1,040,550.00 不适用 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澳领先智
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5% 772,3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柴明华、高军鹏、胡靖林三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因此柴明华、高军鹏、胡
靖林三位股东属于一致行动人。 同时，三人通过《一致行动协议》共同控制深圳市易天恒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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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第六节 重要事项”部分内容。
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04月 27日

证券代码：301272 证券简称：英华特 公告编号：2024-007

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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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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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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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15,7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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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华特 股票代码 3012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婷 李雅楠

办公地址 常熟市东南街道银通路 5号 常熟市东南街道银通路 5号

传真 0512-52905996 0512-52905996

电话 0512-52905993 0512-52905993

电子信箱 ir@invotech.cn ir@invotech.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以涡旋压缩机的国产化为己任，专注于提供节能高效、可靠性高、噪音低的涡旋式压缩机及

其应用技术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前售后服务。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研发投入，公司在产品设
计、工艺制造等各环节拥有了自主研发、生产能力和核心技术，实现了涡旋压缩机研发、生产全环节的
国产化。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营产品为涡旋压缩机，目前产品线涵盖热泵、商用空调、冷冻冷藏、电驱动车用涡旋四个应

用机型，具体情况如下：

（三）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于 2013年6月实现量产， 是国内第一家实现批量生产并向市场持续稳定供货的内资涡旋压

缩机企业，填补了国内涡旋压缩机产业化的空白。 公司凭借较低的成本、快速响应的优势、更好的服务
能力及不断进步的生产、工艺技术，逐步赢得国内外市场认可，是国内出货量最大以独立供应商资格

对外供货的国产涡旋压缩机品牌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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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1,177,170,839.39 490,030,050.31 140.22% 413,753,09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999,564,526.03 284,476,751.31 251.37% 232,276,224.62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554,985,289.29 448,068,643.02 23.86% 382,899,87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7,394,377.93 70,365,614.84 24.20% 48,694,28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2,399,051.58 66,539,815.79 23.83% 42,411,344.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3,902,635.33 46,355,737.47 81.00% 47,766,814.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5 1.60 9.38% 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5 1.60 9.38% 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7% 27.59% -12.52%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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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66,407.20 172,924,693.72 150,583,107.77 150,611,08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485,838.81 30,396,156.43 25,611,877.69 23,900,50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843,171.44 30,134,605.95 24,642,198.37 20,779,075.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955,648.82 63,095,584.32 15,067,431.76 22,695,2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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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5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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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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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敏 境内自然
人 17.53% 10,255,100.00 10,255,100.00 不适用 0.00

朱际翔 境内自然
人 10.26% 6,004,000.00 6,004,000.00 不适用 0.00

苏州协立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66% 5,069,200.00 5,069,200.00 不适用 0.00

郭华明 境内自然
人 8.05% 4,709,300.00 4,709,300.00 不适用 0.00

SUN HUI 境外自然
人 6.84% 4,003,700.00 4,003,700.00 不适用 0.00

苏州英华
特企业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09% 3,565,500.00 3,565,500.00 不适用 0.00

文茂华 境内自然
人 5.53% 3,236,500.00 3,236,500.00 不适用 0.00

苏州君实
协立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32% 2,530,800.00 2,530,800.00 不适用 0.00

广东美的
智能科技
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
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3% 1,600,000.00 1,600,000.00 不适用 0.00

珠海芷恒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3% 1,600,000.00 1,600,00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毅敏与郭华明、文茂华及蒋华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陈毅敏担任苏州英华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苏州君实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控股股东皆为南京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
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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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049 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463万股，每股面值 1.00元。 公司股票已于 2023年 7月 13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正式上市。

2、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全
资子公司常熟英华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完成后，英华特环境的法人资格将依
法注销，英华特环境的全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由公司依法承继，同时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由英华特环境变更为公司，相关项目的投资金额、用途、实施地
点等其他事项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