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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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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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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林股份 603661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建富 汤鸿雁 

电话 0572-5227673 0572-5227673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夹溪路

378号 

浙江省安吉县递铺街道夹溪路

378号 

电子信箱 hlgf@zjhenglin.com hlgf@zjhengli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282,541,967.36 3,744,191,015.09 1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91,891,634.36 2,520,942,464.42 2.8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4,822,889.99 82,230,264.24 112.60 

营业收入 1,787,362,171.11 1,183,235,862.85 5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6,368,829.20 125,697,404.48 2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1,751,420.23 88,491,798.55 6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04 5.41 增加0.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7 1.26 24.6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57 1.26 24.6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7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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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王江林 境内自

然人 

59.04 59,041,333 59,041,333 无 0 

安吉恒林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25 11,250,000 11,250,000 无 0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43 1,434,509 0 无 0 

上海于翼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东方点赞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4 1,243,556 0 无 0 

方文斌 境内自

然人 

0.82 820,477 0 无 0 

王雅琴 境内自

然人 

0.75 750,000 750,000 无 0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明汯价值成长 1期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0.58 581,525 0 无 0 

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0.50 496,799 0 无 0 



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庚价值灵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463,246 0 无 0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0.45 450,31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王江林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安吉恒林

商贸有限公司是王江林及其配偶梅益敏投资设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王雅琴系王江林的胞姐，王凡系王江林之子。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关于投资者

及一致行动人的规定，王江林、安吉恒林商贸有限公司、

王雅琴、王凡应认定为一致行动人。2、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 10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公司管理层积

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疫情防控，同时大力推进技术研发创新和市场开拓，推动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公司继续实行大客户营销策略，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创新产品类别、拓

展营销渠道等方式提升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充分利用已有线上 B to C营销

及线下 B to B营销的资源，进一步拓展公司自主品牌线上销售，重点建设跨境电商（如亚马逊平



台）等新兴营销渠道，提升国内外市场经营业绩；优化供应链管控，推进集中采购建设，降低采

购成本；在深耕现有 OEM、ODM业务的同时，致力于为用户创造高效的办公环境和温馨的居家环境，

提出以“创造好的办公环境不是成本，而是一种投资”的理念整合全球资源、拓展办公系统解决

方案市场，并通过实施“办公系统解决方案”和“大家居”战略驱动公司发展，通过内生式增长

和外延式并购的方式，扩大经营规模，提升经营效率，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78,736.22 万元，同比增长 51.06%；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15,636.88 万元，同比增长 24.40%。 

2020年上半年，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回顾如下： 

1、建设海内外生产制造基地，形成全球化生产制造布局 

公司经过多年的坐具、家具生产积累和发展，公司走出去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技术、市场、

团队等各方面的要素都具备了走全球化生产制造路线的条件。另一方面，近些年国内一流的家具

企业“走出去”建厂步伐正不断加快，跨国生产经营成为家具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

途径。海外生产基地的建设是公司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一步，目前通过合理分散制造基地中心，公

司已有足够的能力抵御现阶段贸易摩擦可能带来的风险。公司将继续推进全球化布局，以提升资

产质量为核心，强化现有的海外经营体系，切实落实国际化经营，通过国际化运营的方式来打破

贸易壁垒以及降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也给公司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机遇。 

公司已形成了总部 A+B+C 区的生产基地（生产制造办公椅、沙发、按摩椅）、子公司恒鑫金

属生产基地（生产制造家具金属配件）、锐德海绵生产基地（生产制造海绵）、广德恒林定制家具

生产基地（生产制造定制家具）、安徽信诺板式家具生产基地（生产制造宜家板式家具）、越南生

产基地（生产制造办公椅、沙发）以及瑞士 lista office 生产基地（生产制造办公家具），全球

化生产制造布局形成。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全球化生产制造基地的布局工作，同时稳步推进

国内广德恒林定制家具生产制造基地、锐德海绵生产基地扩建工作，加快越南办公椅和沙发生产

制造基地的扩建工作。 

2、建设智能工厂，实现座椅智能制造 

根据公司座椅行业生产模式与生产过程的特点，针对公司座椅产品种类的变更非常频繁、生

产线频繁重构和切换、自动化程度及智能化程度较低和过多依赖人力等现状，以座椅产业智能制



造为主攻方向，分别从“车间/工厂设计数字化”、“产品设计数字化”、“制造过程装备数字化”、

“造过程管理信息化”、“数据互联互通”、“物流配送信息化”、“能源资源利用集约化”方面，应

用工业 4.0、智能制造等先进制造理念的方法、手段和技术，对座椅智能制造进行需求分析，加

快公司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构建座椅生产的智能制造生产线，实现自动化与信息化的

高效融合以精细化控制座椅生产过程，从而提高公司生产柔性、缩短生产周期、提升产品品质、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带动座椅产业链协同创新，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公司座椅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基于多传感器融合和机器人辅助的智能制造单元集成控制技术、智能化生产线的状态分

层数据采集及其信息集成技术、基于高度信息化集成与智能设备资源的座椅智能制造系统关键技

术实现公司座椅智能制造。一是梳理座椅各部件的生产工艺流程，针对现行座椅工艺呈现离散化

及工艺过程信息化欠缺等问题，引入 AGV、吊挂系统及流水线（座椅行业首创工艺流程）、机器人

等形式，连接各工序，形成新的办公座椅生产工艺流程，使其适应办公座椅智能生产模式；二是

基于新工艺流程，改进定型棉智能柔性制造单元、智能注塑机械手单元、机器人激光焊接智能制

造单元、环保真空静电喷塑流水线单元、智能仓储（座椅行业首家创建智能化立体仓库）物流等

座椅核心制造设备，通过机器人、流水线等形式连接各智能制造单元，基于工业互联网等信息感

知技术，实现生产现场设备互联集成与生产过程自动化；三是建立座椅原物料采购、设计、制造、

销售等环节基础数据库，基于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高级排程系统（APS）、制造执行系统（MES）、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仓储管理系统(WMS)信息平台，研究异构

信息平台之间的信息集成技术，形成智能制造信息系统；四是在座椅生产线中引入信息感知技术

和多维数据采集技术，收集设备层、控制层、管理层、企业层、云服务层、网络层等数据信息至

智能制造信息系统，构建具有自决策、自执行、智能质量管理的座椅智能制造系统，实现座椅生

产设备网络化、生产数据可视化、生产过程透明化。 

公司智能化工厂建成后，座椅智能化生产线，满足了客户小批量、多品种的离散制造需求，

建立了高效物流系统和智能仓储系统，完善了智能制造信息系统，特别 ASP、MES、PLM 等信息平

台的集成技术、信息系统和生产线之间的数据收集分析技术及整体解决方案，有利于公司减少用

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从根本上解决降成本、提品质、增效益的核心生产问题。 

3、拓展跨境电商业务，自建海外仓储物流基地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全球物流网络的建设，跨国电子商务得到了较高速度的增



长，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出口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从 2013年的 2.7万亿元增加至 2018年的 7.1

万亿元，市场规模逐年增长。其中，出口 B2C 模式规模 2018 年达 1.4 万亿，2013-2018 年 CAGR

高达 30%，高于 B2B 模式。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2018年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国家主要分布

在美国（17.5%）、法国（13.2%）、英国（8.4%）等，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占比仍较小。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互联网建设普及和消费者网络购物习惯养成，这些新兴国

家的跨境电商市场，正展现出较大的开发和增长潜力。 

2020 年 1 至 6 月，公司继续推动跨境电商业务的发展，抓住办公椅、沙发等产品跨境电商

爆发性需求市场机会，引进跨境电商运营团队，发展跨境电商自有品牌，根据业务及岗位需求配

置关键岗位人员，制定国内外跨境电商部门规范化流程，设定跨境电商、海外仓 KPI考核指标，

确保完成跨境电商业务经营目标。投资成立海外运营公司。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提升跨境电商业绩 

跨境电商业务是通过互联网营销手段实现实物商品销售，是互联网流量变现的另一种形式。

公司跨境电商业务主要通过运用算法分析海外市场、精准定位客户群体，在社交网络平台（如

Facebook、google）投放产品广告进行线上 B2C 销售，将高性价比的办公椅、沙发等家居产品跨

境销售至美国。 

（2）建设跨境电商自有品牌 

打造跨境电商自有品牌的发展路线，拥有在售产品的品牌和知识产权，已形成跨境电商品牌，

主要产品品类包括办公椅、沙发等，随着跨境电商销售规模的扩大，会不断增加线上销售的产品

品类。 

（3）加快海外仓储物流基地部署 

从规模优势出发，结合跨境物流市场变化，以及公司海外仓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未来在美

国打造自有物流仓储服务体系，将公司原有零散的国际间产品运输转化为大宗运输，降低公司物

流成本，缩短出口北美洲市场业务订单周期，提高周转率，增强客户及用户体验，更好服务北美

洲市场客户、用户，进一步拓展北美洲市场，扩大产品品类销售范围和销量，从而提升公司在北

美洲市场竞争力。 

（4）提升库存管理能力 



公司跨境电商库存管理主要根据历史销售数据、产品生命周期等进行备货。公司通过各业务

环节获取运营数据，进行不同流程环节的配套算法模型开发，对存货和滞销品进行管理。 

4、驰援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2020年初，当公司了解到武汉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正

在建设中。作为一家肩负社会责任和担当的上市公司。公司一直高度关注疫情的进展情况，心系

湖北、心系全国人民及医护人员的安危。公司启动紧急驰援武汉行动，捐赠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的办公家具。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