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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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公司面临的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第四条

风险因素相关内容，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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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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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 2023 年度可

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105,833,771.87 元。经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度拟实施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 元（含税）。截至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总股

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余额为 104,708,870 股，以此计算共分配现金股利

15,706,330.50 元（含税），占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63.15%。本年度公

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经上述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后年度。 

如在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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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现金派发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现



金派发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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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凯尔达 688255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姓名 陈显芽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长鸣路778号 

电话 0571-83789560 

电子信箱 sec@kaierda.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机器人及工业焊接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一家以工业机器人技术及

工业焊接技术为技术支撑，为客户提供工业机器人及工业焊接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终端

客户所处行业主要集中于汽车（含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电动自行车、医疗器械、重工、船舶

制造、电弧增材制造、金属家具等行业。 

 

 

 

 

 

 



2、主要产品如下： 

业务 产品 代表产品示例 

工业机器人业务 
工业机器人 

机器人专用焊接设备 

 

工业焊接设备业务 
全手动焊接设备 

半自动焊接设备 

 

工业机器人业务方面： 

（1）公司基于在工业焊接设备领域雄厚的技术积累，先后推出了超低飞溅焊接及伺服焊接两

大系列产品。伺服焊接系统可实现超薄板焊接、提升焊接速度、降低大电流焊接的飞溅量，且对

保护气体的要求进一步降低，可大幅降低客户的使用成本，在对轻量化要求逐步提升的铝合金车

身制造、金属家具制造等行业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产品性能达到日本 OTC、日本松下、奥地利

伏能士等国际先进品牌水平。 

（2）在工业机器人手臂与控制器方面，公司研制了基于工业计算机（由 WinOS、RTOS 及

EtherCAT 构成）的机器人控制器。相较于工业机器人国际主流厂商所擅长的“专用 PC+运动控制

卡”或“PLC 控制器”的硬件控制技术，公司相关产品实现了基于工业计算机的运动控制软件技

术，不仅可有效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且在运动控制精度及完成复杂任务的适应性方面达到目前国

际主流厂商的产品水平，并可实现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在线扩展，升级和维护，可以在硬件成本基

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在线或线下软件更新的方式实现客户机器人系统的快速升级，以便完成更

复杂多样的工作。而传统的硬件控制技术伴随着控制系统的升级，其整个控制单元都需要更新，

导致产品更新成本较高。因此公司基于工业计算机（由 WinOS、RTOS 及 EtherCAT 构成）的机器

人控制器在机器人控制系统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大大降低了客户的使用成本，有利于公司

工业机器人的推广。 



工业焊接设备方面： 

（1）公司推出了以逆变主电路、数字化控制电路为基础的半自动、全手动焊接设备，实现了

焊接电源的智能化、轻便化和绿色化，并通过研发“逆变电源抗干扰技术”、“焊接电源数字控制

技术”、“气保焊高精度送丝技术”及“焊接电源辅助技术”等工业焊接领域核心技术，进一步提

升了相关产品的可靠性及焊接工艺性能。 

（2）公司在大力发展半自动数字焊接设备的基础上，根据行业的自动化发展趋势，进行了相

关领域的技术积累与产业拓展。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作为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是公司保持产品技术领先、提升产品竞争

力的重要基础与保障。公司的研发领域主要包括工业机器人、机器人专用焊接设备以及新型工业

焊接设备等方面。公司的研发模式主要为自主研发。 

2、销售模式 

（1）国内销售，公司采取经销商销售和直接销售相结合的模式。 

经销商模式方面，公司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域分别设立市区级经销商，授权经销商负责该区

域内产品推广和销售；直销模式方面，工业机器人或焊接设备用量较大或需求较为专业的下游用

户由公司直接完成销售。 

公司设销售部，负责产品销售、客户和经销商的开发与维护。 

（2）海外销售，分为 ODM 以及自主品牌销售两种模式。 

报告期内，海外销售中，ODM 模式收入占外销收入的比例约为 90%，为公司外销收入的主

要来源。生产商根据采购方要求进行产品设计和开发，然后按采购方的订单进行生产，产品生产

完成后销售给采购方，采购方以其自有品牌及渠道对外销售。公司 ODM 客户主要包括伊萨集团

等国际知名的焊接设备制造商。 

（3）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 

公司各产品的销售均以经销为主、直销为辅，报告期内，经销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例为 78.13%。 

1）公司与经销商合作的整体情况 

经销商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其人、财、物均独立于公司，合作模式均为买断式销售，系平

等的业务合作关系。 

公司制定了《经销商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涵盖经销商准入与退出、经销政策、

经销商考核、产品定价与维护、销售合同管理等多个方面。公司经销商负责区域内客户关系拓展

和维护及部分售后服务。公司按年度与经销商签订销售协议，为其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年度结



束后，公司按其销售业绩、服务水平等综合考量，淘汰不合格经销商，确保经销商能为客户提供

符合公司标准的产品和服务。 

在日常的业务合作上，公司主要通过经销商协议及日常的培训、沟通对经销商客户进行管理，

对经销商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市场销售、技术、服务、项目实施等方面的培训和指导，保障最终

用户获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与经销商签订年度经销商合同，对经销商的权利、义务进行了

明确约定，内容涵盖：授权产品与区域，经销方式（非排他性销售、独家销售）、年度销售任务、

市场规范与协作、市场推广与品牌保护等内容。 

2）不同产品经销商的差异情况 

①工业机器人业务的经销商情况 

公司工业机器人业务的经销商具有一定的系统集成能力，需要在公司工业机器人的基础上结

合终端用户的生产场地、作业需求等集成相应的生产装置，如工装、夹具、变位机等。同时，下

游经销商一般在取得终端客户的订单后再向公司下单采购，经销商客户备有少量库存。 

②工业焊接设备业务的经销商情况 

对于工业焊接设备，由于机型众多、单位价值较低，终端用户对性能、型号的需求呈多样化，

且市场竞争较充分，下游经销商客户往往经销多个品牌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公司与经销商

之间均为平等的合作关系，且均为买断式销售。同时，工业焊接设备的经销商一般自主开店，主

要采取零售直营模式直接面对最终使用客户，终端用户较为分散。 

3、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对于 ODM 等贴牌产品，根据客户的产品具体需求

安排生产。对于自有品牌的产品，一方面根据国内客户的具体订单情况，下达生产计划；另一方

面，则根据销售部门的市场预测情况下达生产计划。 

公司生产的具体流程主要包括了生产指令下达、安排生产计划、提交物资采购计划、进行生

产制造、产成品检验入库、销售出库等流程。公司利用 ERP 系统对上述生产流程进行协调管理，

实现生产指令、物料备货、生产进度等实时数据的传递和共享，以确保最终产品按照计划顺利完

成生产工作。 

4、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及销售预期制定生产计划，根据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同时针对日常耗

用量较大的标准件原材料进行一定的备货。 

公司的整体采购工作主要涉及公司 PMC 部、技术部、采购部、品质部等。在供应商选择和

资质认证方面，采购部负责对供应商的工艺技术能力、生产制造能力、物流配送能力、质量体系

和价格水平进行初审，技术部根据供应物料的重要性决定进行样品测试或小批量试生产或者现场

全面审核，采购部、品质部、技术部联合进行供应商资格认证，认证通过后与供应商签订质量协

议、基本合同、保密协议等必要文件。公司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并周期性地联合生产、技术、

品质、采购及财务部门，根据交货及时性、技术能力、产品质量、财务状况等因素对供应商进行



绩效表现评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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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行业 

公司属于智能制造装备行业，主要为客户提供工业机器人及工业焊接设备相关产品。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属于“C34 通用设备制造

业”，其中公司工业机器人业务属于“C34 通用设备制造业”下的“C3491 工业机器人制造”；公

司工业焊接设备业务属于“C34 通用设备制造业”下的“C3424 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所属的智能制造装备行业为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

新兴产业之一。公司工业机器人业务属于战略新兴产业“2.1.1 机器人与增材设备制造”下的“工

业机器人制造”，公司的工业焊接设备业务属于战略新兴产业“2.1.3 智能测控装备制造”下的“金

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 

（2）行业的发展阶段与基本特点 

1）工业机器人：政策力度加强，国产替代加速 

2021 年 12 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机器人产业

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力争到 2025 年，我国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和

集成应用新高地；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超过 2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实现翻番。2023 年

1 月 18 日，工信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主要目标：到 2025

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 2020 年实现翻番，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行业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

升，机器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相关政策将推动我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技

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并从战略方向、推广、税收等各个维度支持产业发展。2023 年 12 月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MIR 睿工业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为 28.3 万台，同比微增 0.4%，预计 2024

年市场同比增速有望达 5%-10%左右，未来三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复合增长率维持在 10%左右。 

在国内市场，外资品牌在汽车制造业、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对工业机器人性能要求较高的

行业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国产品牌在其他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则呈现逐步追赶、甚至反超的态势。

目前国产厂家已经在部分核心技术上实现了突破，核心零部件以及本体实现了量产，份额占比正

不断上升，国产龙头将逐步崛起，随着国产厂家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突破以及国家对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支持，国产替代将逐步扩大。 

2）我国高端焊接设备产品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整体而言，我国焊接产品仍然集中在中端和中低端焊接设备上，随着我国制造业的逐步转型

升级，自动化焊接、智能化焊接、超低飞溅焊接、伺服焊接等高端焊接设备需求将进一步提升，

对于国内研发投入较高、技术领先的先进焊接设备制造企业而言，未来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3）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所处的工业机器人制造业及工业焊接设备制造业，属于智能制造装备行业，涉及计算机

软件、电气工程、机械电子、机械设计、机械自动化等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需要在先进焊接、

机器人手臂及运动控制等多个领域积累大量的技术，无论从理论上或是产品研发、设计、生产等

方面，都需要生产厂商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同时，随着焊接工艺的持续改进、下游客户需求的

不断变化、节能环保理念不断提升以及机器人自动化技术、通信技术的不断升级，生产厂商为了

保持技术领先性及产品竞争力，需要持续不断的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投入。从而对潜在的

市场进入者构成了较高的技术壁垒。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目前国内同时具有自主研发、自主可控工

业机器人核心技术和高端焊接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已经形成了以工

业机器人技术及工业焊接技术为核心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及工业焊接设备的成套技术，在工业机器

人、工业焊接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和行业影响力，是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中

国焊接协会焊接设备分会副理事长单位。 

公司获得了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船舶高效节能电弧焊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国防科学技

术进步三等奖、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及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颁发的“船舶高效节能电弧焊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教育部颁发的“船舶高效节能焊接技术及应用”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船舶高效节能电弧焊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江苏省

科学技术二等奖。公司先后起草了 13 项国家标准，其中 6 项为国家标准的第一起草人。 

公司设有“凯尔达机器人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和“凯尔达数字化智能焊接技术省级高新技

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先后牵头主持了“弧焊机器人研发及产业化”、“机器人激光三维焊接切割

系统关键技术及工艺研究”、“熔滴柔性过渡全数字控制气体保护焊机研制”等多项省市重点研发

项目，获得了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颁发“机器人伺服铝焊系统”、“机器人激光远程飞行焊接系

统”、“机器人二氧化碳超低飞溅焊接系统”、“机器人打磨去毛刺系统”、“八轴机器人激光小圆切



割系统”等省级工业开发新产品证书。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在机器人换人、国产替代的大趋势下，公司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持续

分析市场的需求情况、发展趋势和竞争情况，积极调整市场营销策略和营销的重点领域，并不断

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以快速的占领市场，持续提升市场占有率。公司的工业机器人主要定位于中

高端市场。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公司依托自主研发、自主可控的工业机器人和工业焊接核心技术，

持续强化和提升公司工业机器人产品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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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业机器人是未来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急剧上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焊接设备等

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与人工焊接相比，自动化焊接具有焊接质量稳定、焊缝一致性高、劳动生

产效率高、产品生产周期明确、综合生产成本低等诸多优点，且还可以将焊接工人从高疲劳、高

危险的劳动环境中解放出来，减少焊接烟尘带来的职业危害。在焊工短缺、用人成本高企、人工

焊接质量亟待提升等因素推动下，机器换人大势所趋。 

智能焊接是工业机器人行业新技术方向，可解决钢结构、船舶等非标场景焊接难点，有望激

发大量潜在需求，智能焊接机器人有望成为未来工业机器人增长的重要赛道。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并与工业机器人紧密结合，机器人的适应性将得到大幅提升，

应用场景将更加广泛，工业机器人将成为未来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伺服焊接为未来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伺服焊接通过伺服电机及软件控制技术实现了对焊接能量的精确控制，可有效解决传统焊接

设备无法解决的技术痛点，实现超薄板焊接、高速焊接、大电流超低飞溅焊接，并可有效降低客

户使用成本，在下游客户对产品轻量化、提升焊接效率、降低焊接成本相关需求日益提升的环境

下，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未来行业发展的方向。 

(3)智能化、柔性化、协作化趋势特点日益凸显 

随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等技术的迅速发展，机器的自主决策、学习和适应能力不

断提高，推动生产更加自动化、智能化；多样化的生产需求以及新型产品的衍生，促进工业机器

人向快速调整和转换方向发展，以提高生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为实现高效协同工作，协作化是

工业机械制造自动化的新兴趋势。 

(4)国产替代、产业升级进一步加快 

2023 年 9 月 20 日以来，国家明确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业机器人将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



关键核心。政策驱动下，工业机器人细分领域国产化率、渗透率提升空间大，国产替代、产业升

级进程有望进一步加快。 

(5)工业机器人应用场景向更多领域不断延伸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全球制造业正加快迈向数字化、智能化时代，

智能制造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产业变革的重要趋势。融合智能化技术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场景

向更多领域不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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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1,219,684,035.01 1,210,407,043.72 0.77 1,226,296,91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65,025,947.74 1,116,440,281.77 -4.61 1,119,316,907.87 

营业收入 481,701,017.37 393,853,696.58 22.30 542,297,53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870,520.52 37,114,825.51 -32.99 59,848,73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911,927.73 11,912,691.04 -16.80 48,586,44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355,096.37 -36,666,049.97 不适用 -18,048,42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4 3.32 

减少1.08个

百分点 
15.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34 -32.35 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34 -32.35 0.6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增加0.06个

百分点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33,695,166.43 110,000,217.63 106,655,136.78 131,350,49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030,240.96 3,384,973.56 4,967,201.05 8,488,10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873,058.91 -719,125.26 772,761.29 5,985,232.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988,163.13 -3,746,034.07 20,843,290.66 38,246,0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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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4,98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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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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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凯尔达集团有

限公司 
10,817,817 37,794,917 34.40 37,794,917 37,794,917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安川电机（中

国）有限公司 
4,324,344 15,108,244 13.75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数字经济龙

头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

金 

4,536,649 4,536,649 4.13 0  无 0 其他 

林秀玲 2,282,801 2,282,801 2.0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俞宗慷 107,254 2,169,200 1.97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乐清市珍金财

务咨询服务中

心（普通合伙） 

561,400 1,961,400 1.79 1,961,400 1,961,4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申万宏源证券

－中信银行－

申万宏源凯尔

达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496,605 1,750,083 1.59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黄兆京 983,687 1,663,687 1.5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倪爱妹 145,818 1,645,818 1.5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湖州市金开企

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87,074 1,146,848 1.04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凯尔达集团与乐清珍金关系说明：公

司实际控制人（王仕凯、王国栋、王三友、王金）

的一致行动人为叶碎蕊及王健，其中，乐清珍金执

行事务合伙人叶碎蕊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金

的母亲，王健持有凯尔达集团 0.26%的股权，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三友之子。除上述说明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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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81,701,017.37 元，同比增长 22.3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870,520.52 元，同比下降 32.9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11,927.73 元，同比下降 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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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