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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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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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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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达信息 股票代码 30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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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丽艳 王雯钰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968号嘉地中心 33楼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968号嘉地中心 33楼

传真 021-32140588 021-32140588

电话 021-62489636 021-62489636

电子信箱 invest@wondersgroup.com invest@wonders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智慧医卫
作为公司“3+2”架构中的重要传统业务板块，智慧医卫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形成了覆盖医疗保障、

药品管理、区域卫生、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基层卫生等领域的全线产品和解决方案。
万达信息是医疗保障/药品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创新者、区域卫生/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导者和引领

者、医疗服务/基层卫生领域的领先者和革新者，拥有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医疗保险业务经办、DRG 及
DIP医保支付改革、医保基金监管、全流程传染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疫情联防联控、智
慧疾控/卫监/妇幼/精卫、药品招采配用一体化平台（阳光医药）、多院区一体化智慧医院解决方案、基层
医疗一体化云平台、互联网+医疗健康、智保通商保协同服务平台等全行业领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参
加了多项国家信息标准、指南和技术方案的编制。

万达信息积极响应国家卫健委、医保局等的管理需求和工作部署，围绕不同类型卫生机构的智慧
卫健、智慧医保/医药、智慧医疗建设，深度参与医疗保障、分级诊疗、医共体/医联体等方面的改革以及

“三医联动”协同框架的构建。
目前，公司智慧医卫业务已覆盖全国 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0 多个地市，1000 多个区县，涉

及二、三级医疗机构 200 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1500 多家，社区（村）卫生室（站）1 万
余家，累计为 6亿多人提供卫生健康和医保服务。

1、智慧卫健
2021年，作为智慧卫健的领导者，公司持续发力传统业务，一方面重大项目如海南“三医联动一张

网”、上海市卫健委数据中台等完成阶段性验收，并获得业内高度评价，既有客户认可度保持高位水
平；另一方面，开拓了贵州、重庆、甘肃、大理、荆门等省市新客户，协助南京、宁波、东营以及苏州市吴
中区客户获得互联互通评测五级乙等荣誉， 进一步夯实了市场地位， 为未来持续深耕市场奠定了基
础。 公司积极推进创新业务，加大在卫生健康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研发与转化，参与上海市便捷就医数
字化转型以及浙江省数字化改革，结合行业痛点稳步布局互联互通互认、医疗付费一件事、精准预约
等相关业务场景。

公司重点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公共卫生业务，深入抗疫一线，深挖公共卫生需求、短板和弱
项，结合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成立的政策导向整合资源布局“未来公卫”，整体推动面向智慧城市的公
共卫生应急、融合条线业务的公共卫生大脑、政府与市场协同的健康管理等应用场景的构建，在上海、
贵州、重庆、湖北、浙江等省市地区落地项目，引领市场。 截至 2021 年底，公司累计重点保障和支撑了
20多个省市疫情防控应用安全、有序、高效运转，响应了 100 多个地市以上客户的疫情防控数据交换
和数据治理的应急需求，助力抗击疫情并支撑疫情防控常态化，得到了用户的广泛好评。

2、智慧医保/医药
2021 年，智慧医保/医药板块重点围绕三大领域推动市场布局：（1）医保标准信息化方面，凭借雄

厚的技术实力与丰富的项目实践经验积累，助力上海、浙江、广东、广西、安徽、重庆等省级国家医保平
台系统落地；（2）支付制度改革方面，向广州、上海、潍坊、营口等 15 个地市的 DIP 业务项目提供服务，
并助力这些试点城市在国家医保局两轮交叉调研评估考核中交出了“优秀”的评估答卷，市场占有率
处于领先地位；（3）在服务商保方面，协同中国人寿为相关地市医保管理部门提供智能监管和支付改
革等技术服务，通过“医保科技+经办服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体化专业技术服务模式，完成海南、广
西、四川、贵州、新疆兵团等 15个省 28个地市的医保飞行检查工作，从行业解决方案、交付实施管理、
产品研发推广、专业知识运营等多维度，实现业务增长目标，持续优化资源使用与成本控制。

3、智慧医疗
2021年，国家进一步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升医院管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推进互联互通

测评、电子病历评价、医院智慧评估等医疗信息化建设步伐。 公司智慧医疗板块市场继续拓展，围绕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西南北四院区的系统整合工作，实现大型医院信息一体化建设，并
助力医院通过医院信息互联互通五级乙等的等级评审；积极开拓新地域，中标深河人民医院信息化建
设、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电子病历配套改造项目、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信息化整体建设项目，
其中深河人民医院项目是公司在广东省第一家三级医院客户， 为公司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医疗信息
化市场夯实了基础；持续深耕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承建安徽省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信息化建设
项目，已于 2021年上半年成功切换上线，并完成电子病历四级评审工作，为助力医院进一步的高等级
评审奠定基础。

（二）智慧政务
作为公司“3+2”架构中的重要业务板块，智慧政务在深耕上海行业市场的基础上，打造以“物联、

数联、智联”为特征的数字底座，搭建数据驱动的数字城市基本框架，构建城市数据中枢体系，以“一网
通办”“一网统管”建设强化精细高效的政务服务、企业服务能力以及数字治理综合能力，涵盖城市安
全、民生服务、教育文创等业务领域，向全国积极输出政务服务和城市治理的先进模式，助力城市数字
化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构建城市级“数据底座”，形成“数据资源运营+应用场景模型”的数据服务体系，有
效支持全域数据要素的归集、融合、治理与赋能应用，全面打造“城市贡献数据、数据促进应用、应用服
务城市”的大数据共建、共用生态闭环。 比如公安数据大基座聚合了公安各条线数据资源，提供集成业
务流和数据流于一体的服务能力，汇集一人一档、标签中心、布控总线等全局业务组件，实现业务能力
复用， 将分散在不同业务系统中孤立的数据通过组件服务进行整合， 从而支撑前端业务快速智能创
新。

1、政务管理与服务领域（“一网通办”“一网统管”）
“一网通办”通过搭建起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一口受理、集成服

务、一网通办，为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的一体化政务服务。上海“一网通办”已对接 42个委办单位、16个
行政服务中心、220个街道社区、3000余项服务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承建上海大数据中心运营项目总
集，夯实上海政务服务新型运营服务模式，树立了“建设与运营并重”创新理念，为加快城市数字化转
型奠定基础。 公司聚焦服务提升，重点推进 12个“一件事”，协助政府开通“一网通办”视频号、抖音号、
B站号等。 上线“一网通办”线上帮办，覆盖各终端 35项高频事项；推动“一网通办”政务服务事项入驻
银行自助终端，拓展服务渠道；落实长三角“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地图，方便三省一市企业和群众查询
信息、就近办理。

报告期内，“一网统管”方面，公司建立实时动态“观管防”一体化的城运总平台，接入各个部门的
系统和应用，实现对城市运行管理实时数据的共享交换、分析研判和闭环处置，实现平战无缝衔接转
换，确保高效处置突发事件。 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推出生态环保、市场监管、司法、市域社会治理等
业务领域的一网统管解决方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5G 网络、AI 技术等前沿技术开展城市精细化管
理，通过一网统管线上线下的联动，以数字化管理解放人力、减负基层、再造流程，打破城市治理条线
壁垒，推动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由被动处置
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全面提高管理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化各省市场监管一体化综合业务平台建设，积极呼应业务改革要求，陆续
推出智慧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升级版、市场监管应急指挥解决方案、市场监管数据驾驶舱解决方案等
多个解决方案体系。 随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全国统一企业开办系统、全国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网上办事
服务平台等项目在全国 31个省份的逐步推广，各省市场监管领域客户对公司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得到
了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与中行、工行、建行、交行等金融部门在政银合作领域的政务服务项目，
响应各地政务服务局、行政审批局、数字经济局、网络理政办等政务服务部门的业务扩展需求，助力客
户实现精细化管理，全方位、立体化地输出公司强大的政务服务综合能力。

2、城市安全、民生服务、教育文创等领域
城市安全领域，主要聚焦在公共安全、大司法、智慧交通和工业互联等四个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

重点完成智慧检察平台、综治网格化平台、公安综合执法和交通综合执法平台等行业平台的开发；进
一步加强移动安全管理、公安大数据、智慧矫正中心三个软件的产品化工作；在行业信创领域完成智
慧公安、智慧戒毒、智慧检务、智慧交通等业务软件适配工作。 同时，加大公共安全、政法、交通等领域
的全国市场拓展力度，在上海、浙江、重庆、湖南、四川等省市形成较大规模业务增长。

民生服务领域，公司提供面向 B端和 C端的民生云服务运营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进细分
领域的服务体系建设，中标湖北省退役军人“1123”工程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江西省社会保险对接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信息系统、“云上贵州”全省养老服务云平台、南通市退役军人管理服务平台、大连市人
才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吴忠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青岛市退休一件事及大数据辅助工伤
鉴定平台等项目。 尤其在“十四五”期间，针对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重点关心的“一老一小”问题，公司
承建的民政部金民工程全国养老服务系统已经实现全国 32 个省（区、市）正式运行，协助各级地方政
府开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通过苏州建设未成年保护管理系统，协助苏州市开展未成年保护管理体系
建设。 同时，继续推进中国人寿集团人力资源系统建设，在大型中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树立“产
品+服务”标杆。此外，积极推进互联网 SaaS产品，其中居家护理 SaaS平台已服务 170余家企业。同时，
不断探索新业务合作模式，在江苏海门区与农业银行合作试点开展养老机构预存款资金监管。

教育文创领域：智慧教育方面，公司智慧教育平台涵盖了智慧教育、数字校园、智慧幼教、双减进
校进社区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上海微校”为核心进行重点业务扩展和产品推进，完成资源
底座和应用服务、“海上名师坊”运行服务、空中课堂运营支持和运行保障服务等，“上海微校”作为上
海在线教育品牌写入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公司持续打造上海青少年
体育素养大数据平台，面向全上海中小学学生提供体育素养监测、分析及智慧干预服务；公司持续推
进高校数字化转型，打造典型数字校园建设，初步形成“数字校园数字基座加智慧校园一网通办、智慧
校园一网统管、智慧校园一网统学”的产品体系。 智慧文创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在线上数字化体验与
服务的创意、技术和产品化取得显著成效，为智慧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文旅、会展等多元化线上服
务提供了优质产品和解决方案； 积极参与建党 100周年全国性多个重大文化献礼智慧化项目及文旅
数字化转型典型场景建设，成功中标、实施国家级/省市级的线上场馆平台项目，包括解放军海军博物
馆、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天文馆、苏州博物馆等
项目；参与编制 2021 年文化和旅游行业标准《文旅二维码信息编码和交换规范》，促进文化和旅游业
服务和数据方面的深度融合。 报告期内，公司荣膺全国“第七届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奖”。

（三）ICT业务
ICT业务通过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字园区等创新技术驱动

和升级业务革新，通过提升项目管理应用能力，挖掘海量信息数据资源价值，利用系统集成支持业务
决策和运行，赋能客户数字化转型驱动业务运营，将数字资源转变为战略资产。 作为可信赖的新 IT综
合服务商，万达信息提供基于新 IT 架构的智慧解决方案，包括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系统集成、网络安
全、数字园区等业务领域解决方案，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综合 IT 服务，包括集成、运维、咨询、安全、增值
等服务。ICT行业技术解决方案既独立形成自身业务，也与公司传统业务及战略业务相辅相成，是公司
整体软件解决方案的基石。

作为数字化经济的领导者和赋能者，作为“双碳”战略的践行者和推动者，万达信息正通过在大数
据中心建设、“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契合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理念和价值，实现数
字创新与行业场景的深化融合，并且在数字技术与解决方案、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全面布局，通过智慧
工厂、数字园区、碳中和行动等新的尝试和探索，以技术创新构建起了引领绿色发展的数字化基石。

1、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业务
公司信创业务以国家“新基建”战略为指引，充分发挥自身行业优势，积极构建信创产业生态，打

通信创产业上下游，提供包含规划咨询、设计研发、软件测试、系统集成、实施交付和运营维护的一站
式服务。 2021年，公司深耕党政信创、加速国寿协同、拓展国家部委和行业信创业务，同时强化基于信
创的通用解决方案和行业解决方案的研发投入。

通用方面，打造万达特色数字化信创底座方案，内容包括信创云、信创桌面云、密码体系的建设方
案、数据迁移、应用迁移、异构数据同步、数据备份、应用容灾等解决方案；行业方面，在公文系统、政务
管理、公检法司、民生保障、智慧交通、市场监管、金融保险、医疗卫生、企业制造等方面均形成了基于
信创的行业解决方案。 同时，行业应用还加大与信创生态厂商的兼容适配工作，取得了大量兼容互认
证书。

党政信创方面，加强在中央部委和上海、四川、山西、河北等区域市场拓展，保持信创业务良好发
展。 行业信创方面，公司积极推进在金融、制造、医卫等领域的信创试点和拓展，助力行业客户国产化
进程。

报告期内， 公司信创协同电子公文系统入选《2021 年上海市优秀信创解决方案名单》， 公司在
“2021 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智慧工匠’选树、‘领军先锋’评选活动”中，荣获信创应用测试竞赛一等
奖。

2、系统集成业务
在新一轮“智慧+行业”建设的行业背景下，行业智能化迈入规范建设、纵深推进时期。 如何全面构

建面向公众的“智慧服务”和面向管理的“智慧管理”，是各个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升智能化建设水
平面临的重要挑战。 行业服务的高效化与安全化、服务的便捷化与自主化及管理的标准化与数据化，
是行业智慧化现阶段建设的关键要素和目标。 随着智慧应用的增多，业务的互联互通和运维管理、资
源的高效利用与关键业务的永续性，成为行业智慧化纵深推进中必须攻克的难关，基于对智慧城市行
业的深刻理解，万达信息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具有突出优势。

2021年，公司主要打造基于 5G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光磁融合存储、物联网等的数字
新基建场景，打造泛在赋能、智能协同、开放共享的数字化底座，整体解决方案主要围绕智慧医卫、智
慧政务等场景展开并推进，业务提供包括顶层设计、规划咨询、售后交付、方案创新以及生态构建等。

2021年，公司紧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在立足上海、浙江、安徽、江苏区域市场的同时，西南、
中南、西北等区域拓展保持良好势头；行业方面，公司在大政务（政府、事业、政法等）、大民生（医疗卫
生、教育等）、大企业（金融、烟草等）等领域也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

3、网络安全业务
万达信息的网络安全业务主要包括：（1）等保 2.0服务能力（覆盖系统定级咨询、系统安全评估、系

统差距分析、安全建设整改、协助安全测评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服务能力）；（2）网络安全服务能力（涵盖
网络安全重保、护网红蓝对抗、安全渗透测试、代码审核评估、应急响应服务、安全培训服务）；（3）密码
应用评估能力（覆盖密码应用咨询、密码应用安全评估、密码应用差距分析、密码应用建设整改和密码
评估协助测评等）等，通过以上的安全服务实施可帮助客户准确全面识别安全风险，提出技术解决方
案，从而有效降低客户系统的整体风险。

2021 年，围绕国家和地方提出的政务、医疗、教育等场景化数字化的相关要求，结合公司行业优
势，ICT与政务、医卫、教育等部门联手打造与业务紧耦合的数字安全底座，进一步突出行业优势；强化

“产品服务化、服务产品化”的理念，进行业务赋能升级，以智慧政务、智慧医院、智慧教育等为切入点，
打造基于项目型的安全运营服务能力，以市民云、健康云等互联网服务平台为基础，打造互联网安全
运营创新服务能力。

2021年，《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
方案》等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出，医卫行业信息化投入相对较多，智慧医卫也是公司的传统优势行业，因
此，凭借在安全集成、安全运营、安全重保和红蓝对抗等方面的经验积累，公司在医卫行业收获较多网
络安全项目。 同时，以“随申办”市民云为平台基础，打造的互联网安全运营服务项目获得突破；在教
育、政务等行业网络安全业务也保持稳步增长。

4、数字园区业务
数字园区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数字化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通过对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构

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型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是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途径。 结
合 5G网络集群通讯、云计算、工业智脑、物联网、边缘计算等技术，重新定义智慧园区数字中台，实现
自上而下的全对象联接，为客户实现智慧商务、智慧建筑、智慧生活等场景，并提供技术咨询、系统设
计、施工安装、调试、培训及维护在内，全面整合、互联互通全方位的智慧园区数字中台系统整体解决
方案服务。 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十四五”规划的不断推出，全国各地都在加速智慧城市、平安城市、智
慧园区、雪亮工程、智慧校园、未来社区等各种结合场景的智能化大中型项目落地。

2021年，公司基于过往的行业经验积累，加速拓展医警联网、校警联网、雪亮工程、人脸识别+医保
控费、智慧园区、智能楼宇等行业领域的解决方案落地。 利用万达信息在行业客户的优势基础，在医
卫、教育、政务行业等落地相关数字园区项目，持续提升行业影响力。

（四）智慧城市（市民云）业务
公司智慧城市业务主要以市民云为载体，搭建可信的“互联网+城市服务”平台。“市民云”（APP名

称因省市地区各异）是城市服务的总入口，为个人提供智能、可信的个性化服务，包括政务服务、公共
服务、生活服务及社区服务，是一个集成面向市民出生、教育、就业、就医、养老等在内全生命周期服务

的超级 APP，让百姓享受城市服务像网上购物一样方便，提升百姓对智慧城市的获得感。
在城市数字化转型关键时期，作为城市服务总入口，市民云积极发展以智慧社区为载体的“可信

生活圈”和“社会协同平台”的两翼服务：（1）提供以个人为中心的智能化生活方式，围绕社区-商家-居
民，链接社区周边资源，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学校、小商铺、菜市场、水电维修等服务，实现社区街
道办、社区居民、社区商家三端闭环，以周到贴心的管家式服务，为市民提供智能的生活方式；（2）社会
协同平台，围绕优政、惠民、兴业、智治，打造智慧治理“操作系统”，向政府提供监管审批、组织治理的
平台，为企业搭建供需匹配的桥梁，向居民提供参与治理的渠道：1）打造智慧社区，服务政府基层治
理，为政府机构、基层组织、社会力量提供参与治理的平台；2）在提供 SaaS（软件即服务）的基础上，进
一步建设数据和服务能力开放系统，通过开放接口方便企业在市民云平台上发布和运营社区服务；3）
提供居民建言献策、评价体系等服务，通过信息公示、问卷调查、投票评选、线上议事等方式鼓励居民
参与社区事务。

报告期内，市民云在市场拓展中积极探索并验证“智慧城市整体建设运营新模式”、“智慧城市与
产业投资结合模式”、“智慧城市长效运营模式”等市场拓展新模式，在此基础上成功落地张家口、石家
庄等城市，并和甘肃武威签署成立大数据公司、负责武威智慧城市建设及运营的协议。截至 2021年 12
月，市民云签约城市数达 27个，覆盖人口超 1.5亿，注册用户数达 1.23亿。

报告期内，该产品实现了由市级、区县、街道和社区灵活采购、独立购买服务。 这开辟了全新的业
务商机，在市民云存量城市及意向城市中，有近三成城市陆续跟进试点系统上线，在成都，社会协同平
台产品支撑打造了“社智在线”智慧治理品牌。“可信生活圈”目前在成都、柳州、扬州、永州等地试点了
资源和信息连接，共吸引 3 万多组织（含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居委会、个体工商户）入
驻，助力政府和商家向公众累计发放优惠券超 6千万元，累计服务超 2千万人次。

智慧城市（市民云）中心还积极进入金融增值业务领域，目前电子钱包及支付功能已成功对接多
家银行，实现在成都、柳州、临沂、景德镇、资阳、眉山等多地落地对客；上海医保个账险惠民保业务“沪
惠保”在随申办市民云实现投保、理赔全流程打通；景德镇市民交通出行场景“扫码乘车”服务在智慧
瓷都 APP上线使用。

在品牌打造方面，智慧城市（市民云）中心以“激发数据活力，赋能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主题，策划
筹办并于 2021年 7月 10日召开国内顶级规格的《中国智慧城市长效运营研究报告》发布会暨城市数
字化转型研讨会。 市民云作为激发数据活力、打造生活数字化转型标杆场景、赋能城市数字化转型升
级的智慧城市运营典范，已成为我国现代化新征程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的重要助力，将持
续为数字中国的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在疫情防控方面，智慧城市（市民云）中心充分发挥城市服务总入口的优势，为市民提供可信、专
业、便捷的疫情防控服务，乌鲁木齐“新疆好地方”APP通过健康服务码、入乌申报、场所码实现一码通
城、快速通行；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核心区疫情防控信息化平台通过平台及

“幸福张家口”APP 保障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日常及比赛期间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成都
“天府市民云”通过社区报到码实现社区对来（返）蓉人员的信息摸排；张家界“我的张家界”APP 通过
张家界码实现信息化技术精准防控；武威“天马行市民云”APP 通过场所登记为流调、溯源提供数据支
撑。

（五）健康管理业务
1、健康云
（1）平台护航，云网利器硬核助力抗疫一线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需要，健康云快速推出智慧防疫“三件通”———核检通、健康通、接种通，健康通

通过“智能识别、精准拦截、一码查验、码上通行”四步法实现对人流量较大且人群身份不固定的场所
的快速健康核验；核检通采用“扫码即用、云上登记、亮码即采、云端调度、实时反馈”五步法保证大规
模人群核酸检测工作有序推进；接种通“一人一档，带码打针”，全链条一体化运作，提供“登记—扫
码—接种”一条龙服务，实现一千余万人疫苗接种的“一人一码一档”全过程可追溯。 健康云充分利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形成健康通行、智能筛查、快速接种、多级联动、立体管理的互联网+智慧
疫情主动防控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防疫服务渠道、赋能基层网格化管理、增强在线防疫能力。

报告期内，互联网+接种业务累计服务超千万人次，增值业务拓展初现成效。 核酸检测服务全市快
速覆盖，企业团单模式初步成型，第三方检测合作度全面提升。

（2）探索推进“创新产品+技术引擎”体系化建设，提升服务空间与内容
总体规划清晰分析市场竞品，找准定位实施差异化商业产品建设策略。 升级改造全国性预约挂号

综合型服务平台，加快推进在线续方和在线医技的开发，确保远程医疗体验和效果。 针对智慧医院、智
慧家庭、智慧社区三大应用场景，开展 5G 智能终端设备研发，智慧机器人研发、智慧健康驿站桌面版
设备研拓；从产品导向到个性满足，升级丰富移动端产品线，构建服务闭环，提升服务能效。

紧抓数字化转型契机，智慧三件通创新产品与数字健康城区商机带来千万用户、上亿销售业绩。
（3）互联网医疗四大业务板块并线发展，助力扩大市场覆盖面
报告期内，健康云稳步推进互联网社区医院建设，目前互联网社区接入 72家。 围绕医患两端积极

推广互联网医院建设，基于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已建立涵盖 7家市级三甲医院，向下辐射 12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 12个村卫生室（站），向长三角区域辐射到浙江嘉善二院、江苏吴江五院、安徽
霍邱一院的平台型医联体网络体系。 远程医疗业务持续发力，运营服务方覆盖上海近 20 家重点三甲
医院，申请方覆盖全国 31个省市的 400余家医疗机构。 初步形成了整建制平台型互联网医院运营模
式，探索营造区域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市场。

2、蛮牛健康
2021年，蛮牛健康聚焦“健康管理＋保险科技”双轮驱动战略升级，已打造形成以蛮牛伙伴（A 端）、

蛮牛员福（B 端）为核心的保险科技能力，提升以蛮牛健康（C 端）、蛮牛医生（D 端）为核心的健康管理
能力，加速业务融合与数字化转型。

围绕 2.0战略迭代，公司聚焦健康管理板块核心产品研发。 蛮牛健康 APP 2.0健康照护版于 2021
年 8月 20日正式上线应用市场，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智能物联、数据共享、健康顾问等核心功能。 报告
期内，蛮牛健康 APP 2021 年新增注册用户 113.66 万人，环比增长 168.98%，累计注册用户数达 154.4
万人。

同时，为满足家庭健康管理场景的养老服务需求，蛮牛健康打造了“数字化健康养老照护平台”
———蛮牛孝镜，并于 2021年 10月 17日在“中国养老产业数字化高峰论坛”正式发布。 作为一站式智
慧养老解决方案的健康管理终端产品， 蛮牛孝镜的推出旨在以有温度的科技开启居家智能养老照护
新时代。 报告期内，产品入选“报时未来?2021（全球）企业创新实践年度峰会”———技术与产品创新实
践获奖案例。

在保险科技板块，为持续助力保险业数字化转型，旗下蛮牛伙伴 APP 进一步升级，增加了视频模
块、客户管理 3.0、权益卡报表、碰一碰报表等多项功能，并上线了直播小程序（蛮划算好物联盟）、计划
书同屏共享小程序等实用模块。 蛮牛伙伴 APP累计注册用户 13万，累计绑定用户 46.2 万，同比 2020
年新增 17.59万。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银联合作开创的一键式“闪垫付”业务形态，有效提高医疗垫付
效率、提升保险客户服务体验；新上线“蛮牛医服”小程序，为保险公司提供专业的健康增值服务和理
赔服务。

为进一步打开健康险增量市场，公司通过创新服务内容，开拓了包括多种类型的健康管理权益、
高端客户肿瘤免疫系统检测（IOK）、中老年客户心血管健康筛查、保险代理人健康管理师培训等项目。
报告期内，蛮牛健康权益卡业务覆盖中国人寿系统各级分支机构，同时积极开拓市场合作新渠道，与
广发银行 15家分行开展了健康管理试点服务。

为积极践行蛮牛健康 3.0战略， 公司持续加强医药闭环业务布局， 探索落地慢病管理业务模式。
2021年 1月 25日，海南蛮牛健康互联网医院、海南蛮牛健康远程医疗中心成功获取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3月 11日，海南蛮牛健康互联网医院（“蛮牛医生”）小程序正式上线；小程序依托线下实体医院，
为国内医生提供移动在线诊疗的工作站；公司逐步实现“咨询、问诊、处方流转、购药”的医药服务闭
环。

报告期内，蛮牛健康获得包括闪垫付软件 V1.0 软件著作权、蛮牛伙伴计划书同屏共享系统 V1.0
软件著作权、蛮牛健康（海南）互联网医院系统应用软件 V1.0 软件著作权等数十项软著与专利；获得

“健康医疗产业保险峰会金革奖”、健康界“健康中国行动示范 V 创新”优秀创新奖、中国财经峰会“数
字化转型推动力奖”、分子实验室“保险科技创新大赛”优秀奖，入围“中国保险科技 100 强”榜单并荣
获创新大赛优秀奖，摘得报时未来·（全球）企业创新实践年度行业案例奖等多项行业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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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7,144,767,492.31 6,978,310,099.38 2.39% 7,614,024,07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54,426,979.42 1,464,130,102.92 6.17% 2,891,613,904.95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3,513,114,014.44 3,008,271,072.45 16.78% 2,124,500,98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241,554.98 -1,291,552,358.95 105.36% -1,397,325,37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513,147.22 -1,368,100,090.08 100.62% -1,460,940,27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987,418.69 257,541,354.58 -75.15% 166,675,05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1.10 105.45% -1.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1.10 105.45% -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2% -65.39% 70.01% -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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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465,882.20 920,149,999.53 776,135,352.50 984,362,78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60,233.34 22,431,513.22 10,094,105.07 32,455,70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469,037.55 19,396,142.06 7,447,295.88 -11,861,25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353,710.69 -143,630,603.41 -108,477,072.82 1,002,448,8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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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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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5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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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005L-CT001深 其他 13.18% 156,488,470 0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其他 9.87% 117,190,00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 -005L-FH002深 其他 4.99% 59,260,000 0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8% 48,474,000 0

上海长安信息技术咨询开发中心 国有法人 4.02% 47,738,832 0

陈耀远 境内自然人 2.04% 24,254,290 0

朗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17,430,000 0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其他 1.18% 14,026,824 0

#陈洁 境内自然人 1.12% 13,263,843 0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9,957,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深和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的管理人受同一控制人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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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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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扩规模、增收入、降成本、提效能”的经营目标，对外积极拓展市场，加速传统

优势业务板块发展，加强战略创新业务板块的拓展。 对内优化内部管理体系，加强项目精细化管理，持
续提升整体运营能力，稳步改善利润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扭亏为盈，实现营业收入 35.1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8%；实现利润总额 0.58
亿，比上年同期增长 10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5.3%。

（1）坚持战略导向，提升收入规模
公司深入推进“3+2”发展战略，保持稳定的新签合同规模，传统业务充足的在手合同奠定发展根

基，创新业务持续赋能收入增长。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达 35亿元，较前期 20亿元左右收入规模迈上
新台阶。

（2）筑实管理基础，提高盈利能力
公司强化精细管理举措，建立项目实施分级管理和项目运营警示监控机制，以优质高效的交付提

升项目效益。 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支持优质业务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实现毛利率 33.49%，较上年同期
提升 17.64个百分点。

（3）深耕优势领域，储备增长动力
扎根上海市场，深化全国布局，充分发挥智慧医疗和智慧政务行业的多年积累和行业优势，继续

深耕市场。
坚持高质量发展，签单规模和质量并举。 报告期内，实现签单毛利 17.3 亿元，同比上年同期增长

7.4%，签单毛利率达到 49%，同比上年同期提升 6个百分点，为未来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加快业务转型，促进创新赋能
依托项目制的丰厚经验，扎实推进产品化、云化、SAAS 化转型，通过“蚂蚁雄兵”计划、“十四五科

技规划”提炼优势产品，促进公司产品收入结构调整，提升高毛利率的项目占比。 报告期内，传统板块
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14.1%，实现毛利率约 31.9%，比上年同期提升 16个百分点。

坚持创新驱动作为公司发展引擎，对健康管理及智慧城市两大战略创新板块靶向精准投入资源。
报告期内，创新业务规模和盈利双增，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41.8%，占公司业务比重提升至 11.7%，实
现毛利率约 45.3%，比上年同期提升 2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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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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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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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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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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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雅本化学 股票代码 30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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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爱军 朱佩芳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宁夏路 201号 18楼 D座 上海市普陀区宁夏路 201号 18楼 D座

传真 021-51159188 021-51159188

电话 021-32270636 021-32270636

电子信箱 info@abachem.com info@abache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所在农药及医药行业发展状况及趋势如下：
1、农药行业
根据权威机构 IHS Markit的报告，2020年全球作物用农药销售额（按出厂水平计）为 620.36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7%。 尽管全球总的经济形势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但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较小，因为
农业投入品的生产和供给大多不受封锁限制。 2020年，全球作物用杀虫剂的销售额为 156.81亿美元，
同比增长 3.1%，占全球作物用农药市场的 25.3%。在中东、非洲、亚洲，虫害发生较重，尤其是蝗虫大暴
发、草地贪夜蛾发生程度加重。

农药是典型的产业全球化行业，具有明显的全球分工。 按照业务内容，全球农化产业链大致可以
分为新农药研发、生产、贸易、产品登记和品牌运营、分销五大环节，跨国农化巨头往往重点抓住高附
加值的新农药研发、产品登记及品牌运营两端，引领新品类的开发方向亦或是拥有全球终端自主销售
能力；中国企业大多以生产制造环节为主，扮演农化巨头原材料供应商的角色。 近年来，因新农药研发
周期和费用上升，替代产品推广缓慢，非专利药比重不断上升，农化巨头在继续投入研发费用开发专
利农药的同时，也扩大外包力度来提升盈利能力，进而推动了农药 CDMO 行业的发展，带动 CDMO 企
业获得更多巨头客户订单。

2、医药行业
受全球医药市场快速发展推动，在药品价格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出于成本控制考虑，原料药和医

药中间体产业有向具备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需要。 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具有较好
的原料药和中间体技术基础，成为承接全球原料药转移的重点地区，推动了中国 CDMO 行业的快速发
展。 我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与国内基础化工产业和劳动力供应的相对成熟以及常规制药设备的配套齐
全等因素一起，构成了我国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产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核心力。

2019年我国医药中间体市场规模达 1,996 亿元，2020 年我国医药中间体市场规模达 2,090 亿元，
同比增长 4.71%。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医药中间体生产和出口地区，不仅受益于国内医药市场的发展，
还受益于全球医药市场的发展，随着医学的进步，国内乃至全球药品研发生产有望持续增长，医药中
间体的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

（一）公司情况
1、公司所处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C26）。
2、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创新农药中间体、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3、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公司处于成长发展阶段。 农药中间体的上游是石化行业，下游是农林牧渔行业，上游行业

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下游行业存在一定的刚性需求，周期性不明显。 医药中间
体的上游是石化行业，下游是医药、生物制品行业，上游行业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周期

性，而下游行业为民生基础行业，周期性不明显。
4、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分类 主要产品 产品用途

农药高级中间体及原药 氯虫苯甲酰胺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新型杀虫剂

三氟苯嘧啶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新型杀虫剂

三氟咪啶酰胺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新型杀线虫剂

四唑虫酰胺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新型杀虫剂

茚虫威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杀虫剂

虱螨脲原药 用于加工成杀虫剂

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 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 用于加工成抗病毒药物

BAZI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抗癌药物

CAZI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抗癌药物

盐酸西他列汀原料药 用于加工成治疗糖尿病药物

普拉克索原料药 用于加工成治疗帕金森疾病药物

帕利哌酮原料药 用于加工成治疗精神分裂疾病药物

西司他丁中间体 用于加工成肾肽酶抑制剂

杜鲁特韦中间体 加工成抗病毒药物

酶产品 酶制剂 应用于轻工、食品、化工、医药、农业以及能源、环保酶制剂环境保
护等方面

ＮＭＮ 用于加工成一种膳食添加剂

（二）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1、氯虫苯甲酰胺中间体
烟酰胺→霍夫曼降解→氯化→重氮化→桑德迈尔反应→分离→肼合→环合→溴化→氧化→水

解→中和→结晶→分离→干燥→氯虫苯甲酰胺中间体
2、三氟苯嘧啶中间体
4,6-二羟基嘧啶→维尔斯迈尔-哈克反应→氢化→缩合→还原→萃取→结晶→分离→干燥→三氟

苯嘧啶中间体
3、三氟咪啶酰胺中间体
DCTF→氨化→取代→环合→水解→中和→结晶→分离→干燥→三氟咪啶酰胺中间体
4、虱螨脲原药
2,5-二氯苯酚与六氟丙烯加成反应→硝化→氢化→异氰酸酯化→酰胺化→结晶→分离→干燥→

虱螨脲原药
5、茚虫威中间体
苯甲醛与氨缩合反应→环合→酰化→水解→萃取→拆分? 消旋→碱化游离→分离→还原胺化→

萃取→浓缩→结晶→分离→干燥→茚虫威中间体
6、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
异戊烯醇→乙酰化→甘氨酸乙酯盐酸盐重氮化→环合→水解→氧化→酸酐化→卡龙酸酐
卡龙酸酐→酰胺化→还原→卡龙酸酐衍生物 I →氧化→氰基化→醇解→结晶→精制→卡龙酸酐

衍生物 II
7、BAZI中间体
7-氮杂吲哚啉→溴化→氧化→精制→BAZI中间体
8、CAZI中间体
7-氮杂吲哚啉→氯化→氧化→精制→BAZI中间体
9、盐酸西他列汀原料药
三氟苯乙酸与丙二酸亚异丙酯→活性酯反应→与吡嗪盐酸盐缩合反应→转氨酶反应→成盐结

晶→分离→干燥→西他列汀原料药
10、普拉克索原料药
普拉克索中间体 PRX-5→水解→成盐→游离→酰化→还原→成盐→结晶→分离→干燥→普拉克

索原料药
11、帕利哌酮原料药
帕利哌酮中间体 PAL-0→N-烷基化反应→成盐→游离→精制→结晶→分离→干燥→帕利哌酮原

料药
12、西司他丁中间体
甘氨酸乙酯盐酸盐→不对称环化→蒸馏→氨解→结晶→分离→干燥→西司他丁中间体
13、杜鲁特韦中间体
巴豆酸→裂合酶催化反应→分离→还原→分离→蒸馏→杜鲁特韦中间体
（三）公司主要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
公司农药中间体所处产业链

上游 公司所处行业 下游

石油化工原料→ 农药中间体→农药原药→农药制剂→ 农林牧渔行业

公司医药中间体所处产业链

上游 公司所处行业 下游

石油化工原料→ 医药中间体→医药原料药→ 医药生物制品行业

酶制剂所处产业链

上游 公司所处行业 下游

淀粉，酵母膏，甘油→ 酶制剂、医药中间体→ 轻工、食品、化工、医药、农业以及能源、环
保酶制剂环境保护等

（四）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根据客户的需求，结合自身情况独立进行经营

活动。
1、研发模式
公司目前拥有 3 大研发中心，由公司研发团队进行，研发由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优化、

成果转化等几部分组成。
2、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原辅材料和非原料（设备、备品备件）统一由采购部负责采购。
3、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由生产部组织实施。 公司生产模式主要为定制加工，根据在手订单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组

织生产，公司基本上无存货销售压力。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定制生产模式，公司定制产品将定向销售给定制客户。 公司定制产品的定价为结合

自身生产成本和利润要求，与定制客户协商定价。 定制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公司自行采购的原材料成
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以及合理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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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3,806,025,067.11 3,963,340,487.18 -3.97% 3,579,067,76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74,390,029.16 2,050,933,253.39 6.02% 1,971,755,519.50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2,071,740,062.67 2,003,330,581.54 3.41% 1,664,423,79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849,264.51 161,014,430.01 12.94% 81,643,73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401,786.78 144,224,345.85 1.51% 114,690,62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2,704,008.77 338,139,531.54 25.01% 94,145,833.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05 0.1682 13.26% 0.08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905 0.1682 13.26% 0.08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2% 8.00% 0.62%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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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442,984.96 628,083,720.64 445,722,889.64 467,490,46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972,389.28 54,060,207.95 45,720,021.38 31,096,64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2,246,397.66 42,528,678.17 38,232,566.28 23,394,144.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84,530.55 192,113,013.58 183,447,781.19 64,327,7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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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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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6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4,141
报告期末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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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山口市雅
本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12% 280,563,707 0 质押 123,870,000

汪新芽 境内自然人 6.75% 65,000,350 0

张宇鑫 境内自然人 4.25% 40,902,124 0

蔡彤 境外自然人 2.53% 24,376,051 0

刘春清 境内自然人 1.14% 11,011,480 0

陈敏 境内自然人 1.00% 9,606,279 0

杨自芳 境内自然人 0.83% 8,000,000 0

王博 境内自然人 0.81% 7,755,118 0

林腾光 境内自然人 0.58% 5,601,993 0

史亮 境内自然人 0.55% 5,287,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阿拉山口市雅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东包括蔡彤、毛海峰、王卓颖、马立凡与自然人股东汪新芽
为公司一致行动人（蔡彤与汪新芽为配偶关系）。 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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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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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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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市场形势，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着年初制定的年度工作计

划，贯彻执行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公司继续聚焦创新植物保护、医药及大健康产品，通过不断提升核心
技术，推动管线产品工艺革新，深挖自有产品潜力，保持了健康良性的发展势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7,174.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1%；实现营业利润 22,115.1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78%；实现利润总额 21,864.5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41%；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84.9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94%。 利润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长幅度主要
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司进行了业务结构优化，医药业务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公司在精益生产
管理上下功夫，做到增收更增利。 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与原有客户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入。2021年 9月 29日，公司与国外客户续签了
重大的为期三年的定制农药中间体的生产服务协议。 该协议的签署保证了公司 2022-2024 年三年内
稳定的农药中间体销售收入、合理的营业利润和较为充足的现金流，使得公司的高端定制业务得以长
期发展。

2、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精耕细作。 公司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核心技
术，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淀，储备了丰富的管线产品和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水平处于行业优势地位。 依
托公司的“技术+产品”战略，在加强技术研发的同时，努力推动研发成果的转化，并在适当时机为公司
发展注入新活力。 例如公司于四季度逐步放量的抗病毒药物中间体产品，为公司多年前开发的产品，
因为市场变化沉寂多年，却遇到新的机遇得以恢复生产和销售，为公司增加利润贡献。 该抗病毒中间
体产品只是公司众多管线产品中的一个，代表着公司的技术和产品积累已见成效，厚积薄发，行稳致
远。

3、报告期内，公司推进“核心工厂+协同工厂”的创新供应链管理模式，加强自有核心工厂与协同
工厂的业务协同性，充分利用协同工厂的区位优势，推进新项目建设，进一步激发规模效益，提升订单
交付能力；同时，贯彻“技术+管理”战略，公司通过信息化技术赋能协同工厂的管理，实现对协同工厂
从生产计划、生产流程、采购成本、技术工艺、设备资源配置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数字化管理，整合
资源优势，强化精细化运营；同时继续加强杜邦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DSS 的落实和培训，为公司综合
发展保驾护航。

4、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 12,487.35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03%。 近年来公司研发投入
占销售收入比重一直在 6%左右，在同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 2021年，公司研发活动取得明显效果，公
司新授权专利 3项；新申请专利 39项，其中发明专利 15 项，实用新型 24 项。 公司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与专利申请，这与公司执行的“技术+”战略密不可分。 公司提倡“技术驱动业务，业务引领技术”的“双
推动”业务模式，公司的新技术、新工艺往往与业务挂钩，与新产品产业化落地紧密相连，做到“从业务
中来，往产品中去”，为公司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5、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安阳艾尔旺新能源环境有限公司完成股份制改制，整体变更为河南
艾尔旺新能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股份制改革有利于艾尔旺更好的发展环保业务，提升发展与创
新速度，实现环保业务的做大做强，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6、报告期内，公司推行全面预算管理，严格计划审批，严控预算外的支出，加强成本管控，提高运
营效率和效益，落实降本增效；公司继续强化现金流管控，有效充分地利用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源，保
证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资金的充裕，充分防范流动性风险；同时，通过梳理业务流程、ERP 管理软件的升
级优化、严格的成本管控及良好的资金回笼等工作，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