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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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

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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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
未出席董事姓名

刘景伟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工作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刘洪川

5、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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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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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人
民币247,611,840.80元，母公司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23,338,746.20元。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具体方案如下：

本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527,856.96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344,500,000股，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34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4,951,300.0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20,291,050.00元；
本年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0元，现金分红和回购金
额合计20,291,050.0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90.07%。其中，以现金为对价，
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的回购（以下简称回购并注销）金额0元，现金分红和回
购并注销金额合计20,291,050.0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90.07%。如在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
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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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简称
华强科技

股票代码
688151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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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赵晓芳

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生物产业园东临
路499号

0717-6347288
0717-6331556
office@hqtc.com

证券事务代表
宋琰

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生物产业
园东临路499号
0717-6347288
0717-6331556
office@hq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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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防化军工企业，以特种防护领域为主，主要生产个体防护装备、集体防护装备、

国家人防工程防化设备，以提升我国各军兵种在核生化威胁条件下的生存、作战能力和满足国家应急
防护需求；同时依托技术优势，积极开拓医药包装、医疗器械等民品市场。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
特种防护装备和医药包装及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2.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个体防护装备
公司的个体防护装备包括防毒服、防毒面具、各型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靴套、XX装备气密检测

仪等。公司是我军专业的透气式防毒服研制和生产企业，承担或参与了我国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
透气式防毒服的研制，掌握研发生产全流程的关键技术，为我军提供可靠的现役装备。公司生产的防
毒面具是我军最新一代防化兵专用防毒面具，同时也可用于装备高原部队以降低高原反应对战斗力
的影响。

（2）集体防护装备
公司的集体防护装备主要包括协作配套产品和解缴部队产品，其中，协作配套产品按功能不同分

为预滤器、进风口组件、粒子过滤器、过滤吸收器、滤毒通风装置等，供应其他军工单位安装集成，解缴
部队产品包括大型集体防护系统装备等，直接供应军方部队。

（3）国家人防工程防化设备
公司的人防工程防化设备主要为人防过滤器、人防门、浸渍炭等产品，为我国人防领域的建设和

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4）医药包装及医疗器械
医药包装及医疗器械产品主要包括药用丁基胶塞、多层共挤膜、铝塑盖、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

等。公司药用丁基胶塞产品包括常规胶塞、覆膜胶塞和预灌封注射器用橡胶组件等。公司在全国率
先实现了药用丁基胶塞生产过程的智能化，与众多医药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公司医疗器械业务包括医用一次性防护服、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
等医用防护产品。

2.2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了规范的采购工作、供应商管理等流程，按照年度、月度、临时采购需求计划开展采购。

具备招标采购条件的物料进行招标采购，关键重要材料的供应商在合格供方名录中选择，产品用一般
性批量采购的材料采用询价比价方式采购，已经定价的特殊材料根据合格供方数量实施多源或单源
直接采购，战略物资、特定供应商等采购采取合作谈判的方式实施。

公司供应商根据重要性划分为军品关键重要供应商、军品一般供应商、民品关键重要材料供应
商、民品一般材料供应商、其他供应商五类，对供应商的开发、跟踪评定、奖惩、变更等实施分类管理，
对供应商的质量水平、价格水平、交货能力、售后服务能力等定期评定，评定结果作为合格供方名录的
调整依据和供应比例分配的参考依据。

2.生产模式
公司从事军品生产均需严格按照军用标准进行，由军代表实行实时监督。公司对军品进行统一

集中调度，按照订单需求安排生产，在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或接到客户订单后，编制采购计划、生产计
划以及外协计划（如需），按照交付订货计划组织生产。

民品主要实行以销定产、适当库存的生产模式，根据市场部门的要求，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以便
快速响应客户的订单需求。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按照最终客户类型可分为军品和民品，销售模式有所不同。
军品主要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询价五种模式，公司的项目和产品以

单一来源、竞争性谈判为主。
民品方面，公司均为市场化销售，直销模式为主，主要通过自建销售团队拓展业务，直接对接终端

客户。公司跟进潜在客户需求，通过客户验证考察后成为合格供应商。签订合同后，公司对订单信息
进行处理，执行审核通过的订单。此外公司通过汇总客户意见，进行信息反馈，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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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防护行业
①行业发展阶段
随着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确立，我国开启建设现代化强国，确立新时代强军目标，公司的特种防护

装备行业随着军工行业的稳定增长，实现了较快发展。当前我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经济实力日益强
大，国防经费规模保持稳步增长，同时，为贯彻落实“强军思想”，实现强军胜战，部队对先进装备的需
求进一步增多，装备费占比呈现不断提升趋势。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
出要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确立国家对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相融合的军
队装备建设和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加快标准化、通用化进程的要求。军队装备的更新升级正在加
快，对装备的技术要求不断提升。

现阶段，国际核生化威胁依然严峻。虽然国际社会已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但部分国家并未参
加，仍存在持续提升核武器质量，或研发低当量核武器的情况；《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已生效多年，但化
学武器的销毁仍未结束，并且核生化武器在近年来全球发生的多场局部战争中频频出现。特种防护
作为军方核生化防护的重要构成环节，已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因素。随着核生化威胁凸显，特种
防护装备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密闭空间、人员、装备等应具备基础核生化防御能力。

在民品领域，特种防护装备在应对 2003年 SARS、2015年天津港“8.12”爆炸、2020年新冠疫情等
公共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个人自我保护及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国家应急救援需求快速提升，
民品市场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②基本特点
我国拥有现代化完整军工产业体系。军工企业已成为国防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武器研

制生产的骨干力量，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
要推动力量。

公司所在特种防护行业主要应对化学毒剂、生物战剂、放射性物质、核威胁等CBRN威胁，除应对
传统核生化武器作战使用场景外，特种防护逐渐延伸到次生核化危害、核生化恐怖、核化事故、自然灾
害、突发性疫情等场景，在公共安全和应急救援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为城市普通公共安全力量及装备
提供防护能力。人防设备也是特种防护的重要应用，人防设备应用于房地产行业、城市轨道交通等领
域以及其他不同防护等级的地下空间防护。

③特种防护行业的技术门槛
公司承研承制的特种防护装备在技术路线、防护时间、性能指标、智能化和信息化等方面具备创

新性和先进性，部分产品为军方列装的现役装备，保障军队核生化威胁的作战生存能力，同时参与军
方预研和重大科研项目，为下一代装备奠定研发基础和技术积累。

（2）医药包装和医疗器械行业
①行业发展阶段
医药包装行业与医药行业总体发展情况密切相关。随着全球人口总量增长及社会老龄化进程加

快，全球医药产品市场保持较快增长趋势,到2025年全球市场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健康意识逐步提高。根据国家

医疗保障局公开数据，2024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3.48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全国基本医保
基金总支出2.9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职工医保基金收入2.37万亿元，居民医保基金收入1.11
万亿元。随着医疗方面的财政补贴稳步提升，个人绝对卫生支出逐年上涨，加之较大的人口基数，给
医药行业未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也给上游的药用包装材料行业带来新的机遇。

②基本特点
药用胶塞行业与下游医药产业紧密相关，药用丁基胶塞广泛用于注射剂、疫苗、生物制剂、抗生

素、大输液、口服液、采血、抗肿瘤等领域，整体市场规模随着下游医药产业的稳定增长而持续发展，整
体市场容量较大。药用胶塞产品以常规胶塞为主，覆膜胶塞的技术难度和单位经济价值更高，能够批
量生产覆膜胶塞而且产品质量比较稳定的企业较少，在国内的应用渗透率仍相对较低。与国际药用
胶塞市场相比，我国药用胶塞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很多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只能生产结构
简单、品种单一的产品。

2015年至今，《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化学
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等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一方面，将原有的药包
材独立审批制修改为共同审评审批制。与之前独立审批制不同，在共同审评审批制下，原料药、药用
辅料、药用包装材料等共同组成药品整体，在审批药品注册申请时一并审评审批。另一方面，开展一
致性评价。国家对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的技术要求严格参照欧美药品监管法，确保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注射剂的质量和疗效与原研药相当，是国家政策与产业升级的双重要求。共同审评审批制、一致性评
价有助于全面把控各因素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影响，提升了药用包装材料在产业链
中的地位。

③技术门槛
药用胶塞产品的生产对配方设计、结构设计、模具制造、基础材料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

公司经过多年自主研发和技术积累，拥有相对完善的胶塞配方体系、成熟的生产工艺和多样化的产品
结构，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内外同行业前列。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特种防护行业
公司是国内专业的防化装备科研生产单位，全军透气式防毒服、专用防毒面具、集体防护装备定

点生产企业，以及国家人防工程防化设备定点生产企业，产品覆盖陆、海、空、火箭军、武警等多个军兵
种。

公司深耕特种防护装备领域五十余年，在产业链中占据核心地位，主持编制或参与编制的国家标
准、国家军用标准以及行业标准多项，承担军方现役透气式防毒服70%的订购任务以及军方现役专用
防毒面具100%的订购任务，也是全军集体防护装备的核心研发生产企业。

作为防化军工企业，公司积极为社会公共安全作出突出贡献，先后为抗击SARS、汶川地震救援、
天津“8.12”爆炸救援、奥运安保、国庆阅兵、抗击新冠疫情、俄罗斯军事比武等重大事件提供特种防护
的专项保障任务，行业地位进一步稳固。

（2）医药包装和医疗器械行业
公司是中国医药包装协会药用胶塞专委会五家主任单位之一，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了药用丁基胶

塞的国产化、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荣获工信部“中德智能制造合作试点示范项目”、湖北省经信委“湖北
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湖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等称号。公司产品先后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

“湖北省自主创新产品”等荣誉称号，“兵华”商标被认定为湖北省著名商标，公司获得“中国医药包装
事业突出贡献单位奖”，与众多大型医药集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公司作为中国药用丁基胶塞行业的龙头企业，主持和参与起草、制订了《丁基胶塞输液瓶塞》《丁
基橡胶抗生素瓶塞》《丁基橡胶药用瓶塞化学试验方法》等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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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质变，公司主业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军品业务迈向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重点面向武器装备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和体系效能型转变，围绕备战打仗提高
打赢能力、增加新质新域作战力量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创造了更多机遇。但军品竞标激烈和需求波动
双重叠加，也带来更大压力。民品业务仍然是朝阳产业，胶塞和共挤膜具有刚性的市场需求，社会公
共卫生事件对医药包装的需求可能产生新的市场机遇，如笔试注射器橡胶组件、预灌封(充)橡胶组件、
口服液垫片等。但随着新医改政策加速推进，总需求增速有所放缓，也将会带来一定市场压力。

（1）特种防护领域
特种防护技术总体上加速向信息化和智能化复合方向发展。个体防护装备在改进防护性能、减

少生理负担和后勤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使用性能的提升和自消毒、自感应、信息化等先进功能的拓
展，士兵操作更为便捷，在核生化威胁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保障装备性能。集体防护系统重点开发模块
化、系列化、通用化的产品，并采用更小、更轻、操作便捷、后勤保障负担小的设计，为车辆、装置、船舶
和飞机等平台提供防护。各部件呈现出功能模块通用化、单元设计系列化和系统高度集成化的特点，
在三防系统的核生化信息网络建设和信息利用实现互联互通。

未来公司将坚持以实际作战场景和军事需求为导向，围绕新质新域装备研提、论证、布局先进技
术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生成系统级装备科研制造能力，促进系统级特种防化装备生成和武器装
备“三化”融合，深度融入集团公司未来士兵二期、城市作战体系、特种作战体系建设和N个重点装备
发展。聚焦武警、飞行员、民防等新一代个体防护系统，拓展陆军、空军、火箭军密闭舱、指挥工程等集
体防护系统，立足实战场景，围绕防护装备的前沿技术创新，致力于体系化、一体化、智能化、数字化发
展，打造引领防护装备领域发展规划的策源地，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2）医药包装及医疗器械领域
药用丁基胶塞和输液用多层共挤膜的生产技术路线相对成熟，国内外生产厂家原材料和生产流

程较为相似，配方结构精细化设计、特殊工艺、产品后处理及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优势决定企业的相对
领先地位，未来行业更多在产品配方精细化设计、生产装备、生产工艺和生产后处理等环节进一步提
升和优化。后疫情时代，口罩行业将面临多方位调整，往专业化、创新化、品牌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逐步退出口罩产业链或者淡化对防疫物资销售的依赖程度，重新聚焦主业将是大趋势。

未来公司将围绕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数字化与智能化制造等技术开展深入研究，梳理药包材
制造技术链和产业链，推动公司科技创新水平迈上新台阶，为打造世界一流的医药包装企业提供强大
的科技支撑。重点围绕应用于高端制剂的新材料，多功能便捷化的给药系统，高质高效的新生产工艺
这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加快在COC、COP等新材料，多腔预灌封给药系统、卡式瓶给药系统、粉液多室
输液袋等新系统，鼓式硫化成型技术等新工艺的布局，促进公司在医药包装产业的转型升级，积极开
辟产业新赛道，增强产业引领力，巩固公司在医药包装行业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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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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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2024年

4,880,047,241.72
4,199,776,757.63
611,348,070.78
22,527,856.96

-64,958,096.82

-137,751,057.90
0.54
0.07
0.07
9.26

2023年

5,051,645,259.93
4,170,259,797.04
572,753,053.25
7,925,121.12

-76,027,359.24

-66,875,979.64
0.19
0.02
0.02
9.03

本年比上年
增减(%)
-3.40
0.71
6.74

184.26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加0.35个百分点

250.00
250.00

增加0.23个百分点

2022年

5,161,661,462.68
4,187,226,573.72
585,679,394.08
68,072,565.20

-12,920,211.20

-181,302,862.18
1.60
0.20
0.20
11.3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121,337,392.45
14,146,460.31

-7,531,027.53

-85,487,838.04

第二季度
（4-6月份）
118,772,273.45
12,499,159.53

-8,964,409.82

-31,936,709.10

第三季度
（7-9月份）
101,892,246.73
954,787.73

-22,824,634.91

-17,842,054.19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269,346,158.15
-5,072,550.61

-25,638,024.56

-2,484,4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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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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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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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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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宜昌民强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宜昌华军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宜昌市科创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欧阳志平

中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
减

0
0
0
0
0
0
0
0

152,468
0

期末持股数量

156,812,800
85,534,000
8,365,200
7,581,800
2,835,565
2,835,565
2,268,452
2,137,361
917,070
854,944

比例(%)

45.52
24.83
2.43
2.20
0.82
0.82
0.66
0.62
0.27
0.25

兵器装备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45.52%股份，南方资产
持有公司24.83%股份。兵器装备集团持有南方资产100.00%股
份，为南方资产的控股股东。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上述股

东中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16,799
17,79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156,812,800
85,534,00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股东
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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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61,134.81万元，同比增加6.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

252.79万元，同比增加184.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495.81万元,
同比增加14.56%，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775.11万元，净流出同比增加105.98%。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特种防护装备和医药包装及医疗器械两大业务板块，分别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1.03%和 64.75%。公司主要产品为个体防护装备、集体防护装备和药用丁基胶
塞。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85%，主营业务毛利率同比减少 0.1个百分点，变动不
大；其他业务收入同比增加188.17%，其他业务毛利率同比增加77.39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特种防护装备产品及研发服务类收入和毛利率同比增
加，二是减值损失同比减少导致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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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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度计提（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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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

反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2024年末可能出
现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存货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2024
年度可能发生的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2024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当期损益金额合计-9,073,236.43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所示：

单位：元

类别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填列）

合计（损失以“-”填列）

资产名称

应收票据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
小计

存货减值损失

小计

本期发生额

-290,614.60
-2,280,988.14
264,132.15

-2,307,470.59
-6,765,765.84
-6,765,765.84
-9,073,236.43

占 2024 年经审计归属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1.29%
-10.13%
1.17%

-10.24%
-30.03%
-30.03%
-40.28%

二、计提及转回减值准备事项的具体说明
（一）信用减值计提及转回情况
根据会计准则，公司目前采用账龄组合法和单项认定法对应收款项进行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认定计提方法为：综合研判特定客户的货款回收风险，当客户货款回收风险与账龄不匹配

时，基于谨慎性原则逐单位确定坏账计提比例。除单项认定法外，其余客户均采用账龄组合法计提坏

账准备。

账龄组合计提方法为：按应收款项账龄计提坏账准备，账龄一年以内的按应收余额的5%计提，账

龄一至两年的按应收余额的10%计提，账龄两至三年的按应收余额的30%计提，账龄三至四年的按应

收余额的50%计提，账龄四至五年的按应收余额的80%计提，账龄五年以上的按应收余额的100%计
提。

（二）存货减值计提及转回情况
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

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以前减计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
失的，存货跌价准备在原计提的金额内转回。

三、计提（转回）减值准备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减值准备计提及转回事项是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定要求，经过资产减值测试后基

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
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

公司本次计提、转回各项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当期利润9,073,236.43元。本次计提、转回各项减
值准备将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4年度计提（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转回各项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

公司资产及实际经营情况进行，依据充分，计提、转回各项减值准备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关于2024年度计提（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并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计提（转

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公司计提、转回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转回各项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
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2024年度计
提（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转回）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转回各项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信息，计提、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并
通过《关于2024年度计提（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特此公告。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51 证券简称：华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9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及新增募
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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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强科技”）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及新增募投
项目的报告》，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及新增募投项目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同意的核
查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368号）同意注册，公司2021年11月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8,620.62万股，发行价为35.0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24,975,558.00元，扣除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212,824,737.9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812,150,820.01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1年12月1日，且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21]第1-10041号《验资报告》。

2.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华泰联合证券已于2021年12月1日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高新科技
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2年10月26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将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高新科技支行所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转为一般账户，同时公司
与华泰联合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高新科技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随之终止。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湖北华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新型核生化应急救援防护装备产业化生
产基地项目

新型核生化防护基础材料研发平台建设
项目

信息化（数据驱动的智能企业）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实施主体

华强科技

华强科技

华强科技

华强科技

项目投资总额

77,200
35,300
9,920
50,000
172,420

拟投入募集资金

77,200
35,300
9,920
50,000
172,420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已 于 2022 年 完
成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除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实施完毕外，其他募投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9,
096.3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新型核生化应急救援防护装备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
新型核生化防护基础材料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信息化（数据驱动的智能企业）建设项目

承诺诺投资总额

77,200
35,300
9,920

122,420

累计投入金
额

5,676.81
168.59
3,250.91
9,096.3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7.35%
0.48%
32.77%
7.43%

二、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及新增募投项目概况
本次公司拟调整“新型核生化应急救援防护装备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新型核生化防护基础材

料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和“信息化（数据驱动的智能企业）建设项目”的实施方案，同时新增“新型给药
装置及包装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本次变更、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新型核生化应急救援防护装备产业化生产
基地项目

新型核生化防护基础材料研发平台建设项
目

信息化（数据驱动的智能企业）建设项目

新型给药装置及包装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项
目

实施主体

华强科技

华强科技

华强科技

华强科技

项目投资总额

38,753.84
33,993.51
9,920.00
39,752.65
122,420.00

拟投入募集资金

38,753.84
33,993.51
9,920.00
39,752.65
122,420.00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2028 年 12 月 31
日

2028 年 12 月 31
日

2028 年 12 月 31
日

2028 年 12 月 31
日

三、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具体情况
（一）调整“新型核生化应急救援防护装备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的情况
1、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新型核生化应急救援防护装备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生产基地项目”）原计划总投资
77,200.00万元，拟以募集资金投入，其中建安工程费15,964.00万元，设备购置费52,150.00万元，工艺
设备安装费903.0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813.00万元，预备费4,370.00万元。项目原计划2025年
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项目累计投入5,676.81万元，投入进度7.35%。
2、募投项目实施方案调整情况
（1）调整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内容中防护材料生产线和复合织物材料生产线部分建设内容；调减

“新建医疗器械装备工房及搬迁利用现有医用应急救援防护装备生产线”、“新建灭菌站”和“利用浸渍
炭生产工房新增浸渍炭生产线”等三个子项内容。

（2）项目总投资由77,200万元调减至38,753.84万元，调减金额38,446.16万元。调整后总投资38,
753.84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10,135.76万元，设备购置费24,510.2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914.25
万元，预备费2,193.63万元。

（3）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2028年12月31日。
3、生产基地项目实施方案调整的原因
受军改及装备竞争性采购影响，公司传统常规装备订货需求萎缩，下一代防护装备方向尚不明

朗，经公司充分论证，生产基地项目中的部分建设内容可能无法满足新型防护装备研制生产需要，因
此，公司拟对其建设内容、投资总额进行调整。项目规划内容调整后，公司需要重新履行相关备案、审
批程序，重新进行工艺调整及设备调研等工作，预计无法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建设，因此，公司拟对该募
投项目进行延期。

（二）调整“新型核生化防护基础材料研发平台建设项目”的情况
1、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新型核生化防护基础材料研发平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研发平台项目”）原计划总投资 35,
300.00万元，拟以募集资金投入，其中建安工程费13,282.00万元，设备购置费16,986.00万元，工艺设
备安装费298.0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118.00万元，预备费2,616.00万元。项目原计划2025年12
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项目累计投入168.59万元，投入进度0.48%。
2、募投项目实施方案调整情况
（1）调整研发平台项目建设内容中“特种防护新材料研发中试线建设”方案；新增吸附性能检测中

心；调减“新建特种防护碳材料研发孵化工房及椰壳炭中试线”子项内容；调整科研试验测试中心部分
建设内容的建设地点。

（2）项目总投资由 35,300万元调减至 33,993.51万元，调减金额 1,306.49万元。调整后总投资 33,
993.51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16,893.43万元，设备购置费12,542.39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039.65
万元，预备费2,518.04万元。

（3）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2028年12月31日。
3、研发平台项目实施方案调整的原因
随着近两年公司一批关键技术的突破，公司面向特种防护装备升级换代需求，以前沿技术和核心

材料研发为牵引，充分论证工艺技术路径，提出了研产一体化能力建设需求，加快推动新型防护材料
智能化发展，打造系列化集体防护系统。经公司充分论证，目前研发平台项目中的部分建设内容可能
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军品科研生产需求，因此，公司拟对其建设内容、投资总额进行调整。项目规划内
容调整后，公司需要重新履行相关备案、审批程序，重新评估设备供应商或开展设备调研，预计无法按
照原定计划完成建设，因此，公司拟对该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三）调整“信息化（数据驱动的智能企业）建设项目”的情况
1、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信息化（数据驱动的智能企业）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信息化项目”）拟在公司建设信息中心，以提

升公司生产、科研、管理的信息化水平。项目原计划总投资 9,920万元，拟以募集资金投入，原计划
2025年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项目累计投入3,250.91万元，投入进度32.77%。
2、募投项目实施方案调整情况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2028年12月31日。
3、信息化项目延期的原因
本次信息化项目因前期项目顶层设计周期较长，目前项目投入进度较原计划有延迟，预计无法按

照原定计划完成建设，因此，公司拟对该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四、新增“新型给药装置及包装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新型给药装置及包装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2、实施主体：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地址：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厂区和秭归县华强制盖厂区内
4、新增项目建设内容：生物产业园厂区新建给药包装系统工房，新增建筑面积约26,400平方米，

新建新增混炼-预成型、硫化成型、装检一体、灭菌包装等生产线；新增丁基胶塞科研中试线，承担非常
规产品的研发试制。现有丁基胶塞工房实施产能结构优化调整和数字化升级改造，实现工房全域的
生产数字化和物流智能化，建成丁基胶塞智净车间。秭归制盖公司厂区新建预灌冲包装系统组件生
产工房，两层，框架结构，新建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新增预灌冲铝塑组件生产线5条。

5、项目投资计划：项目投资总额39,752.65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13,268.72万元，设备购置费22,
111.0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122.78万元，预备费2,250.15万元。资金来源均为募集资金。

6、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建设周期36个月，预计2028年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背景情况
国内医药包装材料行业需要通过不断升级来积极适应医药行业新的发展和要求，行业将朝着药

物安全性、环保可持续性、智能、多功能等包装方向发展。目前，我国新药研发数量在全球的占比越来
越高，新药研发投入保持高强度，在研新药管线不断丰富。新剂型和新给药途径的药品开发需要医药
包装的支持。公司通过对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等要素的研究优化集成来实现新型预灌冲包装系
统、自动精密给药装置等产品的样品试制和中试生产，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开拓丰
富公司医药包装产品谱系。本次项目实施有利于公司加快战新产业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
给药装置创新成果产业化。

2、项目可行性分析
（1）终端需求的增加为医药包装材料应用市场的增长提供强有力保障
制药工业的发展需要包装和辅料的研发创新。随着我国新药研发水平的提升，对包装和辅料的

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新药研发数量在全球的占比越来越高，新药研发投入保持高强度，
在研新药管线不断丰富。根据 IQVIA发布的2023全球研发趋势报告，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开发的在
研产品数量和占比都有大幅度提高，2022年贡献了全球15%的管线份额，占比是10年前的近4倍，反
映了最近在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力度之大。2022年，国内企业首次申请新药临床试验（IND）品
种数量达518个，23个创新药提交上市申请（NDA）。在药品开发过程中，除了活性药物成分之外，包
装材料的研究也格外重要，需要从临床前研究阶段就开始进行。

新剂型和新给药途径的药品开发需要医药包装的支持。药物制剂由药物活性成分、辅料和包装
组成，合适的包装对药品的质量至关重要。改良型新药更需要考虑包装本身的功能，因此对包装的功
能性要求、包装与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愈加重要。改良型新药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随着创新药开
发难度加大，以及竞争加剧给企业带来的生存压力，近年来改良型新药在国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
头。相比创新药，改良型新药具有周期短（原研药的1/3）、投入低（降低90%以上）、风险低（成功率至
少提高1/3）、回报高、生命周期长等特点。相比仿制药，改良型新药具有更好的市场空间。根据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2017年-2022年（按承办日期统计，下同），中国化药2类改良型新药注册申报数
量增长迅速，申请临床和申报上市总计763个（按药品通用名统计）。2021年和2022年，改良型新药申

报数量保持在高位，均超过200个，是2017年的3倍多。

（2）公司拥有长期稳定的客户资源，为本项目的产能消化提供保障

公司深耕行业近二十年，紧跟医药包装材料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不断研究如何为

客户提供专业定制化解决方案，推动公司整体产品及服务层次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过长期发展，凭借

良好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以及对客户的快速响应能力，在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可靠的技术

研发能力、快速交货能力，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长期稳定的客户资源为项目产能消化提

供了有力保障。
（3）公司拥有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
公司一直致力于特种防护装备和医药包装材料的研发，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和众多发明专利，主导制定了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公司专注医药包装领域30余年，
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生产技术经验，熟悉各类科研产品的开发流程。现有医药包装材料专业研发人员
55人，科研团队建设情况良好，开发产品包括粉针、输液、冻干、隔膜、免硅化、化妆品胶塞、口服液垫
片、预灌封活塞、针帽等医药包装材料。在药包材专业领域内已形成了国内领先的研发及产业化能
力，具有显著创新力和竞争力优势。公司已于2021年启动新型给药装置橡胶组件产品研发和国产化
替代工作，经过持续多次进行配方改良和工艺路线优化，以及关键设备改造升级，使得小试产品性能
达到客户入厂标准和YBB标准，已从配方研制、结构设计、工艺固化和质量检验等方面为产品的批量
稳定生产积累了充足经验。

（4）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为项目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公司依照质量标准管理体系GB/T19001-2016和药品包装材料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ISO15378

（药包材GMP）管理规范，已建立成熟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上游合格供方质量控制管理办法、产品原

材料质量控制、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产品质量抽检、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溯源追查、质量技术售后服

务、工艺变更后质量检查、以及定期质量检查等。公司科技质量部现有QA23人，QC23人。2022年，根

据YBB标准和客户质量要求，制定了Q/FH.JS2.286—2022《笔式注射器用溴化丁基橡胶活塞》和Q/FH.
JS2.287—2022《笔式注射器用含溴化丁基聚异戊二烯橡胶双层垫片铝盖》等企业标准，可保障本项目

产品生产。另外，公司理化计量中心已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拥有CNAS认

可资格。理化计量中心现有药包材检测相关人员约30人，拥有相关检测仪器设备50多台，基本实现

药包材制造和控制领域检测项目的全覆盖。

（三）项目必要性分析

1、加快战新产业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给药装置创新成果产业化

我国医药包装行业已逐步发展为一个产品门类较为齐全，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的朝阳行业。但目

前包装行业的发展呈现出高速度、低效益、高消耗的特征，中低端产品长期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和应用不足，国内大多数医药产品的包装价格低廉、质量较差、功能性差，与发达国

家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预灌封注射器、笔式注射器等新型注射给药装置产品供应链上存在较大

短板。在科技部发布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端功能与智能材料”重点专项2021年度项目

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的通知》中，预灌冲给药包装系统等绿色新型包装材料以列入国家关键医用与防疫

材料方向重点研发计划。公司通过对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等要素的研究优化集成来实现新型预灌

冲包装系统、自动精密给药装置等产品的样品试制和中试生产，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系统性解决方

案，开拓丰富公司医药包装产品谱系。

2、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施高端医药包装材料国产化替代。

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已将新型包装系统及给药装置的开发和生产列入鼓励

类目录。国内医药包装材料行业需要通过不断升级来积极适应医药行业新的发展和要求，行业将朝

着药物安全性、环保可持续性、智能、多功能等包装方向发展。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十四五“规划，要

坚持强基拓新，聚焦高端药品领域，大力推动药包材国产化替代。重点锚定预灌冲包装系统及组件、

RTS/RTU医药用弹性体密封件等高端医药包装材料及组件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化，致力提供更安全有

效便捷的注射剂递送方式，解决新型注射剂医药包装材料的国产替代问题。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可进

一步提升公司在医药包装领域的产品实力，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推动企业长远战略的发展。

3、加快落后低效设备替代，更新升级高端先进设备，提升安全生产水平，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医药行业的迅猛发展，国内药用包材生产企业数量呈逐年上涨趋势,部分客户群突破传

统注射剂企业向口服液等领域进行拓展，大量口服液生产企业对铝塑盖的需求逐步从传统产品向免

清洗、免灭菌型产品方向发展。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药厂为提升药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控

制风险，将质量风险向上游转移。目前公司药包材产品生产线仍有较多使用年限10年以上的老旧设

备，安全操作隐患大，自动化程度低，能耗高，无法匹配满足数字化和智能化应用推广。且由于设备老

化、磨损等原因，容易出现各种故障，导致运行不稳定。另外设备的配件和技术资料目前也难以获取，

导致在设备维护和维修方面存在较大困难。

4、积极开展药品全生命周期包材相容性研究体系

随着新版GMP规范——药包材附录发布，对无菌供应的药品包装和用于高风险制剂的药品包装

提出专门要求。例如，在厂房与设施方面，药包材附录要求，洁净区应当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无菌药品附录项下洁净度级别及监测要求开展监测。在设备方面，药包材附录要求，用于无菌制剂的

免洗药包材最终清洗水应当为注射用水，用于非无菌制剂的免洗药包材清洗用水应当至少符合中国

药典纯化水要求。以及省级药监部门应当利用药审中心原辅包登记平台信息，对行政区域内药用辅

料、药包材登记状态为“A”（通过技术审评）的生产企业组织开展监督检查，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登记信

息组织生产；可根据监管实际需要和风险管理原则，对药用辅料、药包材开展质量抽检。对于情节严

重的或者责令其限期改正而逾期未改正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检查情况通报药审中心；药审中

心依据检查情况，研究调整相应产品的登记状态。为了降低药包材风险，开展药品全生命周期包材相

容性研究非常必要。

（四）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次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推动公司传统产能向生物医药、高端包装、特种防护等战略领域转型，使

高附加值产品产能占比跃升至65%以上；同时，打破高端药用弹性体密封件、预灌冲给药包装系统等

产品长期进口依赖，实现50%以上进口替代率，带动国产医药包装全球市场份额提升。

经初步测试，本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4,719万元，实现利润总额5,941万元，投资回收期

9.46年（含建设期）。

（五）项目的主要风险及控制措施

1、技术风险及控制措施

新型药包材研发常涉及新材料合成、复杂结构设计等前沿技术，难度大，一旦关键技术难题无法

解决，会导致研发失败或产品性能不达标。新型药包材在长期储存和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有待验

证。如一些新型高分子材料制成的药包材，可能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出现性能变化，影响药品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若稳定性试验不充分，未发现潜在的质量问题，产品上市后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新型材料和工艺不断涌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如果公司技术及产品不能保持现有领

先地位或新项目研发失败，将导致盈利降低甚至亏损，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

将通过加强生产线设备调研，借鉴国内或行业优势资源，对公司生产线设计方案进行优化确认，加快

实施进度，确保满足生产工艺需要。

2、市场风险及控制措施

尽管医药包装材料在医美、疫苗包装等领域有广泛应用，但市场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总体来

看，受成本制约，目前我国新型医药包装材料应用市场仍主要集中在高档药物包装领域，当前注射类

药物包装市场主流产品还是传统西林瓶与安瓶。如果市场需求不足，可能会导致生产过剩和库存积

压。公司将定期进行市场调研和需求分析，了解不同行业和领域的需求情况，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变

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营销策略，积极开拓新市场和新领域，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另外，公司应

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市场，这些市场对药用包装材料的质量和环保要求较

高，可以通过出口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市场份额。

3、项目审批、备案风险

本项目尚需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备案、环评等批复后方可实施，目前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到项目的建设。公司将通过加强与各方沟通，积极推进取得项目备案、

环评等相关批复程序，取得相关批复后尽快实施项目建设。

（六）项目所涉及的备案等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办理本次新增项目相关的备案程序，尚未取得相关备案文件，预计

相关程序的办理不存在实质障碍。

（七）募集资金管理计划

本次新增募投项目相关审批程序履行完成后，项目实施主体将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项存储

投入的募集资金。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存放银

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相关事宜。

五、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及新增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项目周期是基于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求作出

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本次新增“新型给药装置及包装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

六、履行的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及新增募投项目，结合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及未来发展重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及规划，可以有效整合公司内部资源，提高运营效率和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且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及新增募投项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及新增募投项目事项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客观情况作出的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经济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已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及新增募投项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规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及新增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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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变更独立董事、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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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
变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刘景伟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刘景伟先生因其个人工作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召集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由于刘景伟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少于董事会
成员的三分之一且独立董事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因此刘景伟先生将继续履行董事会及相应专委会
职责至新任独立董事选举产生之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景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刘景伟先生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二、变更独立董事情况
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进行任职资格审查，认为
刘颖斐女士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不存在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同
意提名刘颖斐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刘颖斐女士已获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变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独立董事候选人刘颖斐女士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成为公司独立
董事后，同时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召集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职务，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变更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如下：
委会会名称

审计与风险管理委
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变更前名单

刘景伟（召集人）、王广昌、刘洪川

王广昌（召集人）、刘景伟、邹晓丽

变更后名单

刘颖斐（召集人）、王广昌、刘洪川

王广昌（召集人）、刘颖斐、邹晓丽

注：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不变更。
特此公告。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4日
附件：
刘颖斐女士简历

刘颖斐，女，1978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企业管理（会计）专业，博士研究生学

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武汉大学副教授。2006年7月至2011年12月担任武汉大学教师、副教授；2012
年1月至2012年12月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任访问学者；2013年1月至今担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会计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兼任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新天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杜肯新材料（武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颖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