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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瑞电材”）于 2023 年 5 月

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

板关注函〔2023〕第 196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对《关注函》相关问

题进行审慎核查，现将有关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请你公司结合所处行业特点、竞争状况、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模式、

未来发展战略、近两年股本变动情况以及最近两年一期净利润、净资产、每股收

益变动情况等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及可持续性等，详细说明制定本次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主要考虑、确定依据及其合理性，与公司业绩成长、

发展规划是否匹配，转增、分红比例是否与公司业绩增长幅度相匹配，并充分提

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所处行业特点、竞争状况 

（一）所处行业特点 

公司属于电子信息与化工行业交叉领域，主要产品属于《2015 年国家重点

高新技术领域目录》中“新材料技术之电子化学品”。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指

引》，公司所处行业分类为“C398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公司处于电子材料行业



 

中的电子化学品行业，指电子工业使用的专用化学品和化工材料。电子化学品具

有品种多、质量要求高、用量小、对环境洁净度要求苛刻、产品更新换代快、资

金投入大、产品附加值高等特点。 

公司围绕泛半导体材料和新能源材料两个方向，主导产品包括高纯化学品、

光刻胶、锂电池材料、工业化学品及能源等，广泛应用于半导体、锂电池、显示

面板和光伏太阳能电池等行业。具体如下： 

1、半导体 

半导体等电子材料处于电子产业的前端，其制造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电子产

业的水平。我国半导体产业整体水平较为薄弱，但需求巨大，近年来发展较快，

未来前景广阔。半导体材料是半导体制造工艺的核心基础，处于半导体产业链上

游供应环节。近年来，在汽车电子、5G 通讯、智能终端等新兴领域的带动下，

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空间增长迅速。 

公司高纯化学品、光刻胶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半导体制程中清洗、光刻、蚀刻

等环节。随着半导体制程工艺尺寸不断缩小，对电子化学品金属杂质含量、控制

粒径范围和颗粒个数等各项参数指标提出极高要求。以光刻胶为例，据 Research 

And Markets 的数据，2021 年日本合成橡胶（JSR）、东京应化（TOK）、杜邦、

信越化学、住友化学等五大厂商垄断了接近 85%的光刻胶市场份额，且日本厂商

占比超过 70%。在 KrF、ArF、EUV 等中高端光刻胶领域，仍主要依赖于进口，

国内企业大多还在积极研发、验证中，尚未大规模量产出货。但近年来中美贸易

持续摩擦，对电子材料的供应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刺激了光刻胶的国产替代需

求，推动了国产替代进程，为公司发展提供机遇。 

2、锂电池 

锂离子电池主要包括动力类锂离子电池、消费类锂离子电池和储能类锂离子

电池，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和消费电子领域。公司产品 NMP、锂电池

粘结剂、电解液等锂电池材料主要应用于锂离子电池的制造。 

受益于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锂电池需求迅速增长。根据 EVTank、

GGII 数据及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长期展望》整理，2021 年



 

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及锂电池出货量分别为 1,600 万辆及 562GWh，预计 2030

年该项数据分别为 22,900 万辆及 6,080GWh。未来新能源车产量持续增长，是锂

电池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锂电池需求的不断增长，锂电池材料行业有望保

持同步较快增长态势。 

3、显示面板 

显示面板主要应用于移动通讯、数码设备、桌面电脑、手提电脑和电视等消

费电子设备，显示面板主要技术包括：液晶显示（LCD）、等离子显示（PDP）、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OLED）、场发射显示器（FED）。因技术和成本优势，TFT

液晶显示器（TFT-LCD）已成为显示面板产业的主导产品。公司产品高纯化学品

部分应用于液晶显示器生产过程中玻璃面板、ITO 导电玻璃的清洗和蚀刻工艺。 

根据 DSCC 预测，中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面板产能份额将由 2020 年的

53%提升至 2025 年的 71%。随着全球显示面板市场规模的稳步提升及相关产业

向我国的持续转移，我国面板行业仍具备稳定的增长空间。 

4、光伏太阳能 

光伏电池是通过光电效应将光能转化成电能的装置。按照基体材质的不同，

太阳能电池可分为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和薄膜太阳能电池。以高纯度硅材料作为主

要原料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一直是市场主流产品，占据着光伏发电市场的优势地

位。公司产品高纯化学品部分应用于上游多晶硅、单晶硅、硅片以及中游的电池

片制造工艺中清洗、蚀刻等环节。 

近年来，受欧洲市场对光伏电池的需求拉动，我国光伏太阳能电池制造主要

用于向境外出口。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晶体硅太阳能

电池生产国之一。据有色金属协会硅业分会统计，2022 年全球电池片产能为

567.2GW，同比增速为 24.4%，其中有 517.2GW 集中在中国，占比达 91%；2022

年全球电池片产量为330GW，同比增速为50%，其中中国电池片产量为290GW，

占比达 88%。 

（二）竞争状况 

公司所属行业相关产品在材料属性、生产工艺、应用领域之间有较大差异，



 

产品跨度大，细分产品下游市场小而分散；单个产品市场空间可能不如同质化产

品大，但其独特性能及较高技术壁垒使其利润空间相对可观；相关产品通常前期

研发资金投入较大，细分行业逐步形成寡头垄断竞争格局。 

根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统计，2021 年度全球电子化学品市场主要被欧

美、日本和亚太企业占据，欧美企业市场份额约 31%，日本企业市场份额约 29%，

韩国、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市场份额合计约为 39%，其他国家、地区市场

份额约为 1%。 

综上，基于国内政策支持、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等多方面因素，应用于半

导体、锂电池、显示面板、光伏太阳能等行业的电子化学品产业进口替代需求日

益加强，未来前景广阔，为国内电子化学品厂商提供发展机遇。 

二、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模式、未来发展战略 

（一）公司发展阶段 

公司下游行业包括半导体、锂电池、显示面板、光伏太阳能等，该等行业均

为国家政策支持发展的行业，大多数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公司受益于整体行业发

展，当前处于较快发展的成长阶段。又因公司所属行业具备产品种类多、技术壁

垒高、前期研发资金投入较大等特点，为进一步抓住市场发展机遇，公司现阶段

资金需求较大。 

（二）经营模式 

基于公司电子化学品产品市场的小批量、定制化等特点，公司主要采用依托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以销定产、以产定购、定制化生产的经营模式。

公司采购、生产、研发和销售模式具体如下：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主要分为原材料、包装材料、机械设备等的采购。公司产品生产用

原材料、包装材料主要由资材部负责，采用“以产定购”的原则，按照生产需求制

定采购计划，采购流程如下图： 

 



 

2、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组织主要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根据订单情况和产品库存情况按

照作业计划组织生产。销售部门每月汇总客户需求，填写产品名称、规格、数量

的清单，生产部门根据销售清单结合仓库库存情况，以及车间产能情况等制定下

个月的生产计划表。虽然电子化学品属于非标准产品，需要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

进行定制研发设计，满足客户不同纯度、电性能等要求，但在分离、提纯、复配、

聚合、环化水洗、浓缩、过滤、检验等主体生产工艺上，绝大多数产品的生产流

程较为一致，生产过程趋于标准化。公司产品品种覆盖面较广，客户需求呈现少

量多批的趋势，公司相应在生产管理上采用了柔性制造系统，通过加强设备的模

块化配置等方法，有效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 

3、研发模式 

公司自设立以来始终把研发与技术创新当作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使公司的

生产技术水平在国内微电子化学领域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公司坚持以技术进步、

科技创新为先导，以自主研发为基础，坚持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路线，力求实现

以产品技术研发为驱动，形成研发生产良性互动的局面。 

自主研发方面，公司依靠内部科研人才队伍进行自主研发，从新项目的调研、

立项、设计输入输出、到设计评审、验证、确认、更改全过程均按照质量管理体

系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研发，实行规范化管理，对研发成功的项目由专门人员负

责申请科技成果并对自主知识产权进行维护管理，对取得科技成果的研发人员实

施持续激励，鼓励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工作。 

产学研相结合方面，公司主要负责科研项目研发过程中的中试、研发成果的

产业化以及研发成果的立项报批等工作。科研院校主要负责项目论证、预研、小

试、扩试，在后续研究和产业化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并在项目研发过程中为公

司进行工程技术人员培训。公司与江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及上海集成电路材料

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科研院校及机构开展技术合作开发工作，并取得多项研发成果。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直接面向客户的直销模式，部分产品采用经销模式销售。公司



 

已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公司主要通过网络推广、参加半导体材料展会及

销售人员登门拜访等方式开拓客户，在客户选择方面主要以各应用领域内的重点

大客户为主，在产品推广方面主要以电子级及以上纯度的高纯化学品和高分辨率

的光刻胶等高附加值产品为重点，同时着力开拓具有较好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的

新应用领域。 

公司成功进入下游客户供应链一般都需要经历现场考察、送样检验、技术研

讨、需求回馈、技术改进、小批试做、批量生产、售后服务评价等环节。为了保

证高品质产品的稳定供应，公司一旦通过下游客户的认证，会与客户保持较为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的销售流程如下图所示： 

 

（三）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围绕泛半导体材料和新能源材料两个方向，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集研发、

生产、检测、销售、技术支持于一体的国际知名电子材料制造企业，最终实现“国

际水准的电子材料企业联合体”的企业愿景。 

综上，公司目前发展阶段及经营模式具有资本密集型特点，对股本和资本金

的要求比较高。为实现公司未来发展愿景，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公司的股本偏低

不利于公司的市场形象和竞争力，公司存在扩大股本规模的实际需求。 

三、近两年股本变动情况以及最近两年一期净利润、净资产、每股收益变动

情况等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及可持续性 

（一）近两年股本变动情况 

由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晶瑞转债”和“晶瑞转 2”目前均处于转股期

内，股份持续变动。除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的股份变动外，公司近两年股本

变动情况如下： 



 

事项 股本变动情况 

2021年 1月回购注销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36,554 股 

2020 年 11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二届

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0 年 11 月 24日，公司

召开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

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 2021年

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该部

分 36,554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为 188,699,614 股。 

2021年 5月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2021 年 5 月 7 日，公司实施了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止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总股本 188,700,6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000373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001493 股，不送红股，合计转增

150,988,707 股。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339,689,375 股。 

2021 年 10 月回购注

销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36,561

股 

2021 年 6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第二届

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1 年 6 月 29 日，公司

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

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 2021年

10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该

部分 36,561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为 340,623,385 股。 

2022年 1月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 5,810,032 股 

2022 年 1 月 1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晶瑞

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2〕54 号），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5,810,032

股，新发行的股份于 2022 年 2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述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346,454,033 股。 

2022年 3月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第一批次

归属 225,017 股限制

性股票 

2022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考虑到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条件已经成就，为避免 4 名董事、高管可能触及的短线交易行为，

公司将对本次第一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的共计 25名激励对象分

两批次办理归属事宜，其中第一批次 21 名激励对象的可归属数量

共计 225,017股，第二批次 4名激励对象的可归属数量共计156,614

股。公司已办理完成第一批次 21 名激励对象的股份登记，新增

225,017 股股份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上市流通。 

上述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346,682,886 股。 

2022年 6月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实施了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

司总股本 346,684,13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982562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877934 股，不送红股。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585,131,189 股。 



 

事项 股本变动情况 

2022 年 10 月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第二批

次归属 30,383 股限

制性股票 

2022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已

办理完成第一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第二批次 1 名激励对象共计

30,383 股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手续（其他 3 名激励对象放弃本次归

属），新增 30,383 股股份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上市流通。 

上述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585,178,126 股。 

2023年 4月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第一批次

归属 638,039 股限制

性股票 

2023 年 4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考虑到公

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

件已经成就，为避免 2 名董事、高管可能触及的短线交易行为，公

司将对本次第二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的共计 22 名激励对象分两

批次办理归属事宜，其中第一批次 20 名激励对象的可归属数量共

计 638,039 股，第二批次 2 名激励对象的可归属数量共计 214,199

股。公司已办理完成第一批次 20 名激励对象的股份登记，新增

638,039 股股份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上市流通。 

上述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585,821,190 股。 

（二）最近两年一期净利润、净资产、每股收益变动情况等主要财务指标变

化情况及可持续性 

公司最近两年一期净利润、净资产以及每股收益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比例 
2023 年 1-3

月 

营业收入（万元） 174,580.01 183,208.76 -4.71% 29,52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6,336.03 20,099.66 -18.72% 1,792.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872.65 11,455.09 -5.08% 1,140.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5 -20.00% 0.03 

项目 2022年末 2021年末 变动比例 2023年 3月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万元） 
196,074.84 160,672.96 22.03% 199,129.22 

注 1：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为 2021 年森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公

允价值变动较大，进而导致公司 2021 年非经常性收益金额较高； 

注 2：2021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已根据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进行追溯调整。 

如上表，2022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公司锂电池材料产品结构调整、原材料价格波动导致。

每股收益下降，主要系公司 2022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使得股本增



 

加。2022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 2021 年末增加，主要系 2022 年

度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未分配利润增加。虽然公司

2022 年的利润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但公司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盈利能力，净

资产逐年增加，具有可持续性。 

四、制定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主要考虑、确定依据及其

合理性，与公司业绩成长、发展规划是否匹配，转增、分红比例是否与公司业绩

增长幅度相匹配 

（一）制定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主要考虑、确定依据及

其合理性 

1、制定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主要考虑 

（1）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公司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具有稳定、持续的盈利能力，具备利润分配及转增

股本的基础，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有助于投资者分享公司

的发展成果和提振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经营的信心。因此，积极的利润分配方案及

合理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符合公司目前业绩成长趋势及发展规划，有利于维

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及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 

（2）实施积极的分红政策回馈投资者 

公司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以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在监管机构鼓励上市公司建立长期分红政策，进一步完

善推动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现金分红制度的背景下，公司积极响应相关倡导，在

遵循《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影响公司可持

续经营能力及未来长远发展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的现金股利等利润分配政策，积

极回馈投资者。 

2、确定依据及其合理性 

公司拟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85,179,929 股扣减公司回购证券专户

中的 1,887,375 股后的股本即按照 583,292,55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不送

红股。 

若在公司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由于新增股份

发行上市、股权激励授予行权、股权激励归属、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股份回购

等原因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总数进行调整，即保持每 10 股仍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以资

本公积金每 10 股仍转增 7 股。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 9,831.78 万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983.18 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088.94 万元，扣除 2021 年度现金分红金额 3,406.36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9,531.18 万元，公司合并报表累计可供

股东分配利润为 48,331.12 万元。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后，公司预计派发现金

红利 2,916.46 万元，占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30.60%，占公司合并报

表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6.03%。 

公司所处行业蓬勃发展，公司也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

力突出，具备较好的发展潜力，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具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的基础。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扩大股本不仅可以使

股本规模与公司经营规模相匹配，也有助于投资者分享公司的发展成果和提振投

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因此积极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合理的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与公司目前发展阶段吻合，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更好的实现

公司的发展战略。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

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2023-2025 年）》等规定，是在综合考虑股本现状、盈利能力、财务状

况、未来发展前景等因素提出，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快速成长的经营成果。

实施本方案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二）与公司业绩成长、发展规划是否匹配，转增、分红比例是否与公司业



 

绩增长幅度相匹配 

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突出，且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好，

公司发展潜力大，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资本公积金充足，具备利润分配及转增股

本的基础。扩大股本不仅可以使股本规模与公司经营规模相匹配，也有助于投资

者分享公司的发展成果和提振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经营的信心。因此，积极的利润

分配方案及合理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符合公司目前业绩成长趋势及发展规

划，有利于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及实现公司的

发展战略。 

综上，公司结合未来发展前景、竞争状况、发展阶段、经营模式、发展战略、

财务状况等因素，并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给予投资者稳定、

合理回报的指导意见，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制定了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该预案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

其他不利影响，并且有利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优化股本结构，增强股票流动性，

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具有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五、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全体股东（除公司回购证券

专户外）同比例增加所持有股份，对其持股比例亦无实质性影响。本次方案实施

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预计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相应摊薄。另外，公

司已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中提示：本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预案需经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二、请你公司说明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制订的具

体过程，包括方案的提议人、参与筹划人、内部审议程序、保密情况等，并自查

是否存在信息泄漏和内幕交易情形。 

回复： 

2023 年 4 月 6 日，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结合公



 

司经营发展情况、股本结构等因素，初步讨论了现金分红、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事项，形成了拟进行现金分红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结合的分配方式的意向，并

协调保荐机构相关人员配合统计已披露年报的创业板上市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的情况。 

2023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发出审议年报及利润分配方案等事项的董事会及监

事会会议通知。 

2023 年 4 月 16 日，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初步确

定了现金分红、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例。 

2023 年 4 月 22 日，公司将写有具体现金分红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年

度报告、董事会会议材料等发送至全体董监高人员。 

2023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在股票市场收市

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上传并披露了《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0）。 

公司已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等内控

制度，明确了内幕信息的传递、登记备案等要求，在此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预案筹划过程中，公司已通过口头、书面、邮件等方式要求董监高及其他

知情人严格遵守信息保密原则，不得存在内幕交易情形，并充分提示窗口期交易、

内幕交易等风险，同时公司内部已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工作。 

经公司自查，不存在信息泄漏及内幕交易情形。 

 

问题三、请你公司说明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披露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回复： 

经公司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披露前一个月内未买卖公司股票。 

 

问题四、请你公司说明公司披露方案前一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机构调研、自

媒体宣传，以及投资者关系活动的相关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

则或者误导投资者、炒作股价的情形。 

回复： 

公司在披露《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前

一个月内未接受媒体采访、机构调研、自媒体宣传，未组织投资者关系活动，不

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向特定对象泄露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及其他重大信息的情形，不存在误导投资者、炒作股价的情形。 

 

问题五、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回复。 

 

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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