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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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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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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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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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方案（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股份回购专户内股票数量，公司目前总股本为2,943,426,102股，股份

回购专户中股份为69,634,252股，扣除回购专户内股票数量后，股本数为2,873,791,85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派现金股利4.17元（含税），预计分派现金红利12亿元左右（含税）。该预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实际分派的金额以公司发布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为准。如在实施权益

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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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生物 600873 梅花集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现芳 

办公地址 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66号 

电话 0316-2359652 

电子信箱 mhzqb@meihuagrp.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所属行业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

公司主要产品属于“生物产业之生物制造产业”领域，公司所处行业为生物制造行业。根据中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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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显示，公司属于制造业-食品制造业。 

梅花生物是实现从基因组编辑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合成生物学公司。依托强大的菌种构建、

工艺优化、工程设计及应用开发能力，公司实现了行业内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到客户端的高

速转换，产品、技术的快速迭代是公司合成生物学发展的鲜明特色。 

合成生物学目前主要基于生物合成途径实现产品制造，取代传统化工或提取的产品制造过程。

随着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生物制造技术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生物制造产品将实现

成本、环保和能耗优势，取代传统制造工艺。合成生物学被认为是未来最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几种

新型技术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的不断结合，以及新型生物编辑技术的不断发展，

将进一步促进合成生物学的高度发展，促进新技术平台、新应用和新产品不断涌现。 

公司拥有的大规模生物制造能力，是合成生物学应用发展和产品落地的必须能力，是全球合

成生物学领域的稀缺资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通过合成生物技术规模化生产氨基酸的企业，强大

的应用研发能力使得公司能将技术成果快速转换为商业效益。合成生物学技术快速进步使得菌种

构建和测试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为提高构建效率以满足市场快速变化和多样的需求提供了重要

的机遇。氨基酸优良生产菌株选育的迅猛发展，为公司大宗氨基酸的低成本高效生产、高附加值

小品种氨基酸的市场开拓提供了有力保障。 

未来公司将加强与全球顶尖生物技术企业和机构的合作，重点梳理在合成生物基础技术、精

密发酵、非粮发酵技术方向的技术和产品机会，结合公司全球领先的底盘工程、工艺放大和大规

模生产能力，持续推进先进生产研发技术和新型产品的吸收落地。 

（二）行业主管部门及产业政策 

1.行业主管部门 

目前，公司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其地方主管部门等；行业自律组织主要包括中国生物

发酵产业协会和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中国调味品协会等。 

2.近五年发布的对行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 

最新修 

订时间 
法律法规 颁布主体 核心内容及对行业影响 

2023.4 

《饲用豆粕减量

替代三年行动方

案》 

农业农村

部 

核心内容：进一步明确了豆粕减量替代的目标和路径，《行动方案》提出“一降两

增”的行动目标，即豆粕用量占比持续下降、蛋白饲料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增

强、优质饲草供给持续增加。 

行业影响：通过实施这一行动方案，有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豆粕在饲料中的使用

比例，增加杂粕用量，减少国内对进口大豆的依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国

内饲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自给能力和竞争力；提升国内畜牧产业竞争力，

稳定产业链；促进养殖业节粮降耗，有利于绿色生态发展；饲用豆粕减量方案增

加了饲料类小品种氨基酸的需求，打开配方用量空间，为公司所在的生物发酵产

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023.1 

《加快非粮生物

基材料创新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发改委、

财政部等 

核心内容：方案立足产业技术实际，系统谋划生物基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目

标到2025年，非粮生物基材料产业基本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强、产品体系不断

丰富、绿色循环低碳的创新发展生态，非粮生物质原料利用和应用技术基本

成熟，部分非粮生物基产品竞争力与化石基产品相当，高质量、可持续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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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和消费体系初步建立。 

行业影响：通过实施此行动方案，将加快非粮生物基材料产业的创新发展，

扩大生物基材料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提高我国在全球生物基材料产业的国际

竞争力；推动合成生物学技术创新，利于国内合成生物学技术平台型企业发

展；有助于减少对石油等非可再生资源的依赖，降低环境污染，促进绿色经

济发展，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该方案为公司未来发展非粮发酵

技术，增加第二业绩增长曲线提供了政策或方案支持。 

2022.5 
《“十四五”生物

经济发展规划》 
发改委 

核心内容：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发展全基因组选择、系

统生物学、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生物育种技术，发展合成生物学技术。 

行业影响：将推动我国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

现代产业体系，提高生物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有助于推动合成生物学技

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利好措施助力国内合成生物学技术平台型企业发展，

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公司作为行业龙头，利于未来

公司发展。 

2021.3 

《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国务院 

涉及核心关联内容：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发展生物医药、

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 

行业影响：将做大做强生物经济写入十四五规划，利于公司所在的生物产业

的发展，在生物发酵基础上，未来公司可能将根据技术研发情况、市场需求

变化情况等进一步延伸至生物材料等领域，拓宽了行业发展边界。 

2020.9 

《关于扩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

点增长极的指导

意见》 

发改委 

核心内容：加大生物安全与应急领域投资，加强国家生物制品检验检定创新

平台建设，支持遗传细胞与遗传育种技术研发中心，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生物药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行业影响：推动各行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或转型升级，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得

到更大发展，传统制造业将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方向转型；推动新兴产

业集聚发展，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产业链完整、竞争力强的产业

集群。 

（三）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1.主营业务 

公司深耕“氨基酸+”战略，是一家主营氨基酸产品的全链条合成生物学公司，核心能力覆盖从

菌种设计-构建-发酵-分离提取到产品的各个环节。基于 20 多年的超越与创新，公司研产销一体化

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生产的产品包括： 

1)动物营养氨基酸类产品：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饲料级缬氨酸、味精渣，淀粉副产品

饲料纤维、玉米胚芽、菌体蛋白等 

2)食品味觉性状优化产品：谷氨酸、谷氨酸钠、呈味核苷酸二钠、肌苷酸二钠、食品级黄原

胶、海藻糖、纳他霉素等 

3)人类医用氨基酸类：谷氨酰胺、脯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医药级缬氨酸、肌苷、鸟苷、

腺苷、普鲁兰多糖、维生素 B2 等 

4)其他产品：石油级黄原胶、生物有机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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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及产业链上下游见下图： 

业务板块 主要产品 产品用途 下游应用领域

赖氨酸

动物营养氨
基酸类产品

苏氨酸

色氨酸

饲料级缬氨酸

动物饲料添加剂 养殖畜牧

复合调味品

食品味觉性
状优化产品

味精

I+G

鲜味剂
食品制造

餐饮消费

核苷类

人类医用氨
基酸类产品

谷氨酰胺

支链氨基酸

脯氨酸

运动补剂

肝脏、心血管、
肠胃等疾病治疗

医药

保健食品

稳定剂、增稠剂黄原胶

甜味剂、防腐剂

石油钻采

胶体多糖 海藻糖

普鲁兰多糖

食品

油气

化妆品保湿剂

被膜剂、增稠剂

美容

生物有机肥其他产品
农业

肥料

原材料

玉米

能源

合成生物学
技术平台

基因编辑

菌种设计

发酵培养

细胞筛选

 

资料来源：公司市场部、华泰证券研究报告 

2.经营模式 

公司实行研产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无重大变化。 

研发上，公司深耕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发酵技术，深入推进“氨基酸+”战略。公司拥有廊坊研发

中心、上海研发中心。廊坊研发技术中心内设菌株研发实验室、发酵工艺实验室和产品应用实验

室，拥有合成生物学工程师 100 余名，配备新一代基因组测序仪、高分辨液相质谱、平行生物反

应器等先进科研仪器设备，掌握了大肠杆菌发酵平台、谷棒发酵平台及厌氧发酵技术。集团总部

设有生产技术研究院，研究院专注全产业链工艺技术研究及落地，持续不断推动生产工艺创新，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足迹。公司利用基因编辑、代谢途径改造和计算机

辅助的细胞设计构建了以氨基酸为主导的多产品微生物细胞工厂。针对发酵工业中高产量、高转

化率、高生产强度三大关键技术难题，创新开发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应用于公司发酵产品的大规

模工业化生产。公司与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江南大学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推动

智能生物制造中关键科学问题的技术突破和产业落地。 

采购上，集团采购部及各基地采购处继续以贯彻落实采购标准化，建立卓越的采购体系为目

标。公司本部设采购部，通辽、新疆、吉林各生产基地设有采购处，采购部负责制定标准并指导

各基地采购落实。采购部通过精研市场、紧跟市场，培养对市场的敏感度，提高对长期趋势的预

判能力，抓住市场行情机会，实现各原材料采购的最优策略。玉米采购上，结合各基地所处的地

理位置及市场特征，各基地采用代收代储、市场收购、参与国有粮库拍卖以及直接从农户收购等

多种方式采购，各模式在总规模中的占比可适时调整。因新疆基地独特的区位及玉米供应情况，

为保障日常生产所需原料，2022 年四季度-2023 年三季度新疆基地玉米采购以代收代储为主，采

购季结束后玉米市场价格出现下降，导致代储成本高于玉米市场现货价格，新疆玉米采购未跑赢

大盘。通辽基地、白城基地因更靠近东北玉米主产区，且采购季时间更长，在代收代储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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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灵活使用了市场收购、拍卖、直接从农户收购等多种模式，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储存成本对生

产成本造成的影响。 

公司产品的生产由各生产基地负责，公司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内蒙古通辽、新疆五家渠和吉林

白城。三大生产基地均配备有资源综合利用一体化生产线，公司根据各基地所处的地理位置、资

源等特点统筹考虑产品配置，各基地以实现生产管理的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及全产业链配套

管理的一体化为目标，2023 年生产基地全部有效保持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22000 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等认证的有效状态。 

销售上传承“业盛于信”的核心价值观，公司采用以产定销与以销定产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建

立市场数据分析系统，提高大客户的连续进货稳定度，实现当期产品的尽产尽销。报告期内，公

司持续健全完善客户生态服务体系，以更好的满足全球客户的差异化需求，提供更加优质、高效、

专业的服务。公司用“三个稳定”的服务理念，建立与客户双赢的合作模式，给客户提供“质量稳定、

供货稳定、价格相对稳定”的服务，同时优化完善配套服务机制，提升服务效率及时性，提升客户

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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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3,157,179,855.25 24,491,133,112.07 24,490,222,471.46 -5.45 20,979,912,384.01 20,979,450,56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163,014,813.67 13,515,990,374.75 13,516,133,352.77 4.79 10,672,616,672.10 10,672,689,234.51 

营业收入 27,760,612,259.07 27,937,152,798.85 27,937,152,798.85 -0.63 23,060,956,394.50 23,060,956,39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80,949,695.48 4,406,241,981.92 4,406,312,397.53 -27.81 2,402,174,994.05 2,402,247,55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083,801,516.17 4,220,155,225.29 4,220,225,640.90 -26.93 2,092,383,169.07 2,092,455,73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28,937,084.88 5,654,954,446.36 5,654,954,446.36 -7.53 3,734,331,862.05 3,734,331,86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48 35.95 35.95 

减少12.47

个百分点 
26.77 26.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6 1.44 1.44 -26.39 0.78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6 1.43 1.43 -25.87 0.78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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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0,072,385.57 6,638,198,131.66 6,937,900,936.52 7,234,440,80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0,793,127.47 570,050,837.41 789,669,986.19 1,020,435,74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86,151,871.17 620,341,263.47 691,979,710.43 985,328,67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494,806.92 1,936,997,486.40 2,613,793,889.22 344,650,9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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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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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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492 

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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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孟庆山   854,103,033 29.02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隆慧投资有限公司－隆慧汇晨战略

投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876,969 4.28 

  
无 

  
其他 

胡继军   99,721,451 3.39   无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5,962,297 2.58 

  
无 

  
其他 

王爱军   71,316,274 2.42   无   境内自然人 

梁宇博   53,668,518 1.82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8,695,011 1.65   无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7,727,936 1.62 

  
无 

  
其他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 

  
32,932,300 1.12 

  
无 

  
其他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畜牧

养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791,021 1.11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孟庆山、王爱军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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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61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0.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31.81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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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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