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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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本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存在的风险因素，具体详见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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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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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2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截至2024年12

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420,771,001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1,170,589股，以此计算共

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67,840,164.80元（含税），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合计83,920,082股，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预计增加至504,691,083股。

如在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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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转增）总额，并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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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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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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厦钨新能 68877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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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康晟 周娜萍

联系地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

区柯井社300号之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

门片区柯井社300号之一

电话 0592-3357677 0592-3357677
传真 0592-6081611 0592-6081611
电子信箱 xwxn@cxtc.com xwxn@cx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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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新能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为高电压钴酸锂、

高电压三元材料、高镍三元材料、高功率三元材料、氢能材料、磷酸铁锂等。

借助于多年来技术研发和生产实践积累形成的技术研发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公司拓展了国

内外众多知名电池客户。公司执行大客户战略，与国内外知名电池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产品广泛应用于 3C 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域。

公司不断改进高电压钴酸锂、高电压三元材料、高镍三元材料、高功率三元材料、氢能材料、

磷酸铁锂等产品的综合性能，紧跟市场需求进行新产品研发，通过与下游核心客户的紧密合作，

持续进行工艺优化和产品迭代。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巩固在钴酸锂、氢能材料细分领域的行业领

先地位，逐步提升三元材料的行业排名，通过差异化竞争逐步拓展磷酸铁锂市场份额，同时公司

积极探索下一代新能源材料技术的前沿理论和前沿技术，分析和整合行业发展趋势，进行专题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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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推进前沿产品研发和技术孵化，探索适合商业化、产业化的前沿产品储备，大力开发下一代

新能源材料产品。

2.公司主要产品

（1）钴酸锂

钴酸锂具有工作电压高、压实密度大、充放电速度快且稳定等优点，主要应用于中高端智能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小型无人机、电子烟以及 TWS 耳机为代表的可穿戴设备等各类新

型消费电子产品领域，高电压钴酸锂是体积能量密度最大的正极材料，能够满足相关电子产品对

电池高容量和外观轻薄等要求，是中高端 3C 消费电子最主流的正极材料。

公司高电压钴酸锂在行业中具有明显的技术领先优势，AI 智能的逐渐普及，一方面 3C 产品

市场增长对钴酸锂带来量的增长，另一方面 AI 市场快速增长对高容量钴酸锂提出更多需求，将给

钴酸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三元材料

三元材料具备克比能量密度高、放电容量大、循环性能好、结构比较稳定等优势，广泛应用

于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等领域。三元材料的能量密度会随着充电截止电压提高或镍含量的提高

而提升，从而增加锂电池的续航里程。

公司长期看好三元材料在动力领域的主流地位，但在回收产业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三元材料

需求受到磷酸铁锂的一定挤压。报告期内，公司凭借高电压、高功率的技术优势，一方面稳固在

混动、增程和中高端电动车领域的份额，另一方面拓展三元材料的应用领域，在低空领域已率先

稳定量产供应，同时不断迭代研发固态电池领域中的固态电解质和正极材料。

（3）氢能材料

公司氢能材料为镍氢电池用贮氢合金粉和新型固态储氢材料。

贮氢合金粉主要用于镍氢电池，相较于其它电池，镍氢电池在环保性、安全性、温度适应性

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尤其适合混合动力汽车、中低端消费电子等场景；同时，因其在极端环境

中稳定的安全性能，在车载 T-Box、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领域也有一定的应用。目前，公司的

贮氢合金材料广泛应用于国际知名车企混动车型和民用领域，市场龙头地位稳固。

固态储氢是通过化学或物理吸附将氢气储存于固态材料中，相比市场上常用的高压气态储氢

和低温液态储氢，固态储氢具有低压安全优势。公司固态储氢材料在行业内率先量产销售，目前

已批量应用于电解水制氢后的储氢、氢能充电桩、氢能叉车等领域，随着公司相关技术的不断创

新以及产业政策的出台落地，公司固态储氢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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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磷酸铁锂

磷酸铁锂具备高安全性、低成本、长寿命等优势，已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领域。但磷

酸铁锂存在倍率性能、低温性能的劣势。自 2009 年以来，公司持续致力于改善磷酸铁锂的低温性

能，成功攻克了低温性能不足的技术瓶颈，并开发出具有优异低温表现和高倍率特性的高性能水

热法磷酸铁锂产品。公司以水热法产品为核心，围绕差异化市场，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品质提升，

致力于打造中高端产品，抢占动力市场并逐步切入储能市场。2021 年公司在四川雅安开展了磷酸

铁锂产业化生产基地的布局建设工作。报告期内，已开始批量供货。

2.2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主要通过研发、生产与销售钴酸锂、三元材

料、氢能材料等新能源电池材料实现盈利。其中，公司在采购、生产与销售等方面的经营模式情

况如下：

1.采购模式

（1）采购策略与成本控制方面

公司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经营策略，公司在与客户确定销售订单的同时，尽量同步锁

定原材料价格，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公司对采购的材料进行分类管理，对于钴、锂、锰、

镍类金属盐等主要原材料，公司与中伟股份、格林美、天齐锂业、腾远钴业等知名供应商建立了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另外，公司与中色国贸、盛屯矿业、雅化集团等企业合资成立公司，加强

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以保证主要原材料的及时供应与品质稳定。

（2）供应商管理与采购流程方面

公司在与国内外大型原材料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同时，通过建立供应商评价管理体系，

形成了相对稳定并动态调整的合格供应商名录，确保原辅料供应持续稳定、品质稳定及价格合理。

公司通过规范的采购流程，保证采购活动的规范性和制度性。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原则安排生产，新能源材料大部分产品具有客户定制化特点，不同

客户或者同一客户的不同产品订单对新能源材料的规格、性能方面一般具有不同的指标要求。因

此，公司生产安排主要以销售订单为基础，同时考虑客户次月预测需求制定排产计划，保证销售

和生产的匹配与无缝衔接。

3.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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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通过直销模式实现销售。公司的主要产品主要应用于 3C 消费电池和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领域，下游客户以国内外知名的电池制造企业为主，公司主要采取大客户战略和高端产品

策略，针对不同客户对新能源材料性能、规格标准提出的不同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

公司的新能源电池材料研发需与应用的终端产品、电池产品的研发、设计需求相匹配，终端

产品总体的研发定型周期较长，终端产品生产商需要与电池生产商及电池材料生产商等上游企业

合作推出新产品，公司材料产品的整体销售流程贯穿在下游客户的供应商认证、电池材料产品的

送样、测试、检验等流程中。公司通过客户的评估验厂等程序后，后续根据与客户约定的产品标

准进行小规模试产（“小试”），并向客户送样测试。小试通过后，公司根据客户要求进行中等

规模试产（“中试”），并向客户交付相关产品供客户检测，取得生产的稳定性认可。中试完成

后，进入量试阶段，量试产品经检验合格满足客户要求后进入量产阶段，后续根据客户需求进行

大批量供货。公司在与主要客户持续合作过程中，为满足客户不断更新换代的新产品开发需求，

公司营销、研发部门与客户开展深入沟通，同时质控部门也参与到客户产品的开发中，公司生产

部门会根据客户新电池产品的特殊需求，优化工艺流程及设备结构等，协助客户完成新产品的更

新定型。

公司与下游客户普遍采用新能源电池材料行业通行的产品定价机制，即“主要原料成本+加

工价格”的定价模式。公司在与客户确定采购订单时，就具体产品提供报价，报价内容由各类金属

盐原材料成本及加工价格构成。其中，各类金属盐原材料的成本为相关金属盐原材料的市场价格，

加工价格则由公司根据具体产品的加工成本、目标利润及客户议价等情况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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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属行业

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的主要产品为钴酸锂、NCM 三

元材料、氢能材料等。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目录，公司产品

属于重点产品和服务目录中“二次电池材料制造”中的“钴酸锂、镍钴锰/镍钴铝三元材料”。同

时，NCM 三元材料属于《中国制造 2025》鼓励发展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分类为“C3985 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业”；公司所属细分子行业为锂电池行业。

（2）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

公司所处行业为新能源电池材料行业，主要收入来源为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正极材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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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电池最为核心的关键材料，其性能直接决定了新能源电池容量、安全性等各项性能指标，

主要正极材料有钴酸锂、三元材料、磷酸铁锂等材料，上游为镍、钴、锰、锂等金属盐、添加材

料及其他辅料供应商，行业下游为新能源电池的终端应用产业领域，主要为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

动力新能源电池领域、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为代表的 3C 消费新能源电池领域以及储能新能源电

池等三大领域。另外，公司部分收入来源于氢能材料。以下为公司产品所处行业发展阶段和基本

特点：

（1）3C 消费市场

3C 消费市场处于平稳发展期，可穿戴设备、AR/VR 等新兴消费电子发展迅速，为正极材料提

供了新的需求增长空间。2024 年消费锂电市场整体需求量回暖。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最新

《全球季度手机跟踪报告》初步数据显示，2024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 6.4%，出货量达

到 12.4 亿部，这标志着在经历了两年充满挑战的下滑后，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复苏。

从技术上看，伴随电子产品轻薄化和快充需求，钴酸锂高电压化趋势显著；三元材料在对成

本较敏感的低端市场有一定空间；从市场上看，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智能

手机和电脑中的应用，可穿戴设备、无线耳机、电子烟、无人机、AR/VR 等新兴消费产品的发展，

有望引领消费电子进入新一轮增速阶段。

（2）动力市场

新能源汽车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动力电池的正极材料，也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根据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4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持续快速增长，产销分别完成 1288.8 万辆和 1286.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4.4%和 35.5%，市场占有率达到 40.9%，高于上年 9.3 个百分点。

2024 年，磷酸盐系正极材料得益于其成本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高，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

产业创新联盟的数据，2024 年中国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为 409.0GWh,占总装车量 74.6%，累

计同比增长 56.7%。但从技术上看，高电压三元材料、高镍三元材料因其高能量密度的特征成为

高续航车型主流正极材料；高功率型正极材料在混动领域应用广泛。

（3）储能市场

伴随风电、光伏新能源的发展风口到来，储能正在成为“标配”，并将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

重要支柱。储能主要是应用于发电侧、电网侧和工商业侧等领域的大型储能，由于涉及电力并网

问题，其对于电池的需求比其它场景要更为复杂。为了更好匹配电力储能特性，电力储能电池未

来将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市场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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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看,储能电池是电化学储能系统的关键器件，正在走向更低成本、更长循环寿命、更

高安全的专属化、专业化的产品设计、工艺选择和制造路径。目前，储能型新能源电池主要采用

磷酸盐系正极材料。未来基于钠电正极材料的优良特性，有望逐步在储能型新能源电池中得到运

用。

（4）氢能市场

氢能领域中，贮氢合金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市场集中度较高，行业龙头企业有望获得稳定的

市场份额。

（3）主要技术门槛

①行业准入门槛方面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为进一步加强锂离子电池行业管理，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国

家工信部发布《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21 年本）》和《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

（2021 年本）》。根据前述规范条件，对生产企业研发经费、独立生产、销售和服务能力、实际

产能利用率、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检测能力等方面提出较高要求，行业准入门槛不断提高。

②行业研发技术壁垒

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新能源电池材料的生产工艺技术复杂、过程控制严

格，研发难度大、周期长，国内各主要新能源电池材料厂商经过多年研发积累，均已形成了自己

的核心工艺技术，如原材料的选择、各类材料的比例配方、辅助材料的应用以及生产工艺的设置

等，均需要多年的技术与经验积累。

新能源电池材料更新迭代较快，技术工艺壁垒逐渐提高。在当前产品快速更新换代的情况下，

新进入者短期内无法突破关键技术，难以获得下游新能源电池客户认可，难以形成竞争力，难以

在行业立足。

③研发与经营管理人才壁垒

新能源电池材料的产业化时间相对较短，相关行业经验积累是研发团队技术实力和规模化生

产方面的关键影响因素。新能源电池材料一般由客户提出具体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研发经验与

生产经验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先期进入新能源电池材料行业的企业拥有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研

发与生产队伍，新进入企业在研发、生产管理人才储备方面追赶难度较大。此外，新能源电池材

料企业还需要深谙市场的采购、销售团队。采购、销售人员需要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良好的

供应商、客户协调能力。

④规模化生产及资金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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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电池材料行业具有一定规模化壁垒，一方面，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原材料掌握、采

购议价能力和生产运营规模效应方面具有优势。另一方面，下游新能源电池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很

高，主流新能源电池企业对于电池材料供应商的供货数量、质量、时效等方面有较高要求，小型

电池材料企业进入新能源电池企业合格供应商体系的难度较大。此外，新能源电池材料新建产线

需要大额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入，生产成本中原材料采购成本占比较高，日常经营需要大量流动

资金支持。行业新进入企业面临规模化生产壁垒及较高的资金壁垒。

⑤客户对供应商的综合认证壁垒

新能源电池材料是新能源电池的关键核心材料，下游主要新能源电池生产厂商均对供应商实

行严格的认证机制，需对供应商的技术能力、生产稳定性、规模化供应能力、物流能力、产品质

量管理、财务稳定性、环保投入等方面进行综合认证，检验期较长且严格，通常送样到量产耗时

数年时间。行业新进入者已经很难通过下游主要新能源电池厂商的认证。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锂离子正极材料销量为 9.86 万吨，保持国内锂电正极材料行业前列地位；公

司氢能材料销量为 0.39 万吨，继续巩固贮氢合金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

经过充分的市场竞争，钴酸锂市场集中度较高，根据 ICC 鑫椤资讯统计，2024 年国内钴酸锂

产量为 9.39 万吨，同比增长 18.8%，全球市占率约 93%。公司凭借高电压钴酸锂的产品优势，长

年稳定向下游 3C 消费电池头部企业供货，报告期内，公司钴酸锂实现销量 4.62 万吨，出货量继

续蝉联第一。未来，公司将持续巩固钴酸锂市场龙头地位。

在三元正极材料领域，行业集中度较低，行业格局尚未稳固，暂未形成绝对的龙头企业，三

元材料的竞争格局依旧维持多强并列状态。根据 ICC 鑫椤资讯统计，2024 年国内三元材料产量为

61.4 万吨，同比增长 3.6%。全球范围内三元材料总产量为 95.3 万吨，同比下滑 1.6%。公司借助

于多年来技术研发和生产实践积累形成的技术研发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报告期内，公司三元材

料实现销量 5.14 万吨，市场排名显著提升，在高电压三元材料、高功率三元材料等领域处于行业

前列位置。

磷酸盐系正极材料受益于动力与储能两大应用领域的高速发展，2024 年磷酸铁锂产量延续增

长态势。根据 ICC 鑫椤资讯统计，2024 年磷酸铁锂产量为 238 万吨，同比增长 50%。公司自 2009

年以来致力改善磷酸铁锂低温性能差的痛点问题。在此基础上，公司于 2021 年在四川雅安开展了

磷酸铁锂产业化生产基地的布局建设工作。报告期内，雅安基地液相法磷酸铁锂项目一期项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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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生产调试和客户认证工作，并开始批量供货；二期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工作。未来，公

司将继续坚持走差异化路线，向市场提供低温性能优良、倍率性能良好的磷酸盐系正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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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技术创新驱动的时代，公司积极拥抱变革，紧紧围绕国家对新能源领域的宏伟蓝图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努力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中

走在前列。报告期内，公司以前瞻性的视角审视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致力于开发符合未来市场

趋势的高性能电池材料，并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转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具体来说，为满足不断增长的性能要求和降本需要，近年来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发展的新技

术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NL 全新结构正极材料

NL 全新结构正极材料在能量密度、充放电倍率等方面显著优于传统钴酸锂、三元材料。公司

推出的 NL 全新结构正极材料由于其能量密度高、倍率性能好，未来应用前景广阔。

（2）超高镍三元材料

超高镍三元材料以镍钴锰氧化物（NCM）为基础，镍含量通常达到 90%以上。使用该材料的电

池能够大幅延长续航里程，为各类设备提供更持久的电力支持。公司超高镍三元材料已顺利通过

多家电池企业测试，并成功进入国际车企体系认证阶段。

（3）磷酸锰铁锂

磷酸锰铁锂是在磷酸铁锂基础上添加锰元素获得的新型正极材料。在磷酸铁锂基础上引入锰

元素，锰的高压特性能够获得比磷酸铁锂更高的电压平台，提升能量密度，并且有更好的低温性

能，兼顾高安全性。公司开发了应用于超充动力电池等领域的磷酸锰铁锂材料，通过采用体相掺

杂和表界面包覆技术，产品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

（4）钠电正极材料

钠离子电池是一种二次电池（充电电池），主要依靠钠离子在正极和负极之间移动来工作，

与锂离子电池工作原理相似，钠离子电池在新能源低速交通工具、大规模储能、工程机械等方面

有着较好的应用前景。公司 2.0-4.0V 层氧钠电材料已完成量试，技术指标业内领先；高电压层氧

钠电进入中试阶段；聚阴离子钠电材料主要应用于储能领域，尤其规模储能领域具有较好前景。

（5）补锂剂

电池首次充放电后部分锂离子用于形成 SEI 膜以及内嵌负极无法脱出造成永久性锂损耗，电

池出现不可逆的容量下降现象。为了弥补该部分缺失的锂离子，通常在正极或者负极添加补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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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升电池的首次充放效率，同时锂离子不可逆消耗变少也能够提高电池的循环寿命。补锂剂

主要分为正极补锂剂以及负极补锂剂，负极补锂剂存在技术工艺难度高等诸多产业化难题待解决，

目前正极补锂剂最具应用前景。公司开发了多款正极补锂材料产品，性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6）固态电池

固态电池技术作为下一代电池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因其高能量密度及高安全性等特性而备

受瞩目。公司专注于固态电池正极材料和固态电解质的研发，通过采用快离子导体等创新技术，

已实现固态电解质的吨级生产和稳定可靠的产品性能。

综合来看，上述技术具有不同的特性，将共同为低碳经济带来更多、更灵活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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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14,747,201,717.65 13,481,043,518.92 9.39 15,383,599,444.7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737,380,395.61 8,581,562,083.39 1.82 8,199,543,116.53

营业收入 13,296,790,264.71 17,310,873,278.22 -23.19 28,751,311,102.6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94,073,837.67 527,454,540.65 -6.33 1,120,551,568.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46,912,973.47 465,848,139.57 -4.06 979,469,973.5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53,235,661.16 2,580,199,705.44 -32.05 -1,561,430,597.5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73 6.30

减少0.57个百

分点
20.8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18 1.25 -5.60 2.9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18 1.25 -5.60 2.99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3.15 2.68
增加0.47个百

分点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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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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8,786,656.17 3,001,350,671.13 3,582,218,960.05 3,414,433,97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1,288,715.41 127,801,488.29 128,401,181.73 126,582,45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02,633,651.51 117,104,208.20 121,699,142.89 105,475,97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4,180,387.08 438,506,400.75 329,335,300.16 481,213,5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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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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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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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

公司
211,475,699 50.26 无

国 有 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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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诚领尊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0,920,634 7.35 无 其他

福建冶控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3,003,233 5.47 无

国 有 法

人

福建闽洛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566,035 2.51 无 其他

福建省国企改革重

组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3,943,511 9,186,633 2.18 无 其他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

公司
7,924,526 1.88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

有限公司
7,836,552 1.86 无

国 有 法

人

兴证资管鑫众厦钨

新能 1 号员工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67,700 4,405,028 1.05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1,959,730 2,554,635 0.61 无 其他

中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698,947 2,493,411 0.59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厦门钨业、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闽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建三钢

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

业，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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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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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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29,679.03 万元，同比下降 23.19%；实现利润总额 50,786.74

万元，同比下降 9.08%；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407.38 万元，同比下降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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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