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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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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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 年实现合并净利润

5,493,344,954.89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22,198,165.85 元。母公

司 2022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2,164,535,255.66 元，2023 年实现净利润 2,708,095,093.28

元，按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270,809,509.33元后，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4,601,820,839.61

元，减去 2023 年分红减少未分配利润 1,834,328,747.00 元，2023 年末累计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2,767,492,092.61 元。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为 1,834,328,747 股，扣减公司回购账户 11,338,016 股后的股本

1,822,990,731 股为基数，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红利 1,822,990,731 元（含税），占 2023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40.31%。本次公司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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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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天化 60009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德红 苏云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云南

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云

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871）64327127 （0871）64327128 

电子信箱 zhongdehong@yth.cn suyun@yth.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依托磷矿资源、技术研发等优势，开展磷化工全产业链生产经营；依托现有

合成氨、煤炭资源优势，开展氮肥生产销售；结合磷肥及氮肥生产，开展复合肥生产

销售；依托领先的生产技术和品控优势，开展聚甲醛生产销售；同时开展农产品等商

贸物流业务。公司所处行业主要包括磷矿—磷化工产业链的相关产业、氮肥产品、聚

甲醛产品和商贸物流行业等。 

（一）化肥行业情况 

1.磷矿石供需紧平衡 

磷矿石是一种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矿产资源，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矿产和战略性非金

属矿产资源。全球磷矿石储量约 720 亿吨，我国磷矿石储量为 36.9 亿吨（数据来源：

自然资源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3）》），是全球第二大磷矿储量国。世界磷矿主

要集中在北非、中东、北美以及我国西南的部分区域，全球磷矿资源储量丰富，但分

布严重不均衡，致使资源稀缺属性凸显。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高品位矿资源不断消耗，磷矿整体品味下降明显，开采难度

加大，开采成本持续上升。受国家环保限采及长江保护治理等政策影响，国内磷矿采

选行业呈现出产业集中度高、上下游一体化程度高、准入壁垒高等特征，我国磷矿石

产量从 2016 年的 1.4 亿吨逐年明显降低，近三年磷矿石年均产量稳定在 1 亿吨水平。 

2024 年 1 月 3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推进磷资

源高效高值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方案提出：到 2026 年，磷资源可持续保障能力

明显增强，磷化工自主创新能力、绿色安全水平稳步提升，高端磷化学品供给能力大

幅提高，区域优势互补和联动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更加

稳固。《方案》确定了国内磷产业未来健康、有序、绿色发展政策基础。公司是国内

最大的磷化工企业之一，也将围绕“磷”资源深度开发利用，有效落实《方案》要求，

在巩固资源和规模优势的同时，积极推进磷产业链各细分行业的高值高效发展。 

公司现有磷矿储量近 8 亿吨，原矿生产能力 1,450 万吨/年，擦洗选矿生产能力 618

万吨/年，浮选生产能力 750 万吨/年，是我国最大的磷矿采选企业之一。公司 2023 年

共生产成品矿 1,290 万吨。  

 



4 

2013 年-2023 年我国磷矿石产量变动趋势（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报告期内，磷资源在新能源材料方面需求递增，产能新增有限，磷矿石市场价格

围绕较高的价格中枢波动。2023 年我国磷矿石产量为 10,530.88 万吨，有小幅增长，

磷矿石市场流通量占比较小，市场供应偏紧；年内磷矿石价格受下游化肥市场季节性

波动，新能源材料行业变化等因素影响，年中出现 200 元左右的下跌后恢复高位波动。 

2023 年湖北磷矿石（30%）船板含税价变动趋势 

 

2. 国内磷肥价格季节性波动 

磷肥主要包括磷酸一铵（MAP）、磷酸二铵（DAP）、普钙（过磷酸钙）、重钙（重

过磷酸钙）等产品，磷酸一铵/二铵为主流磷肥，占整个磷肥市场的 80%以上。磷酸

一铵/二铵因富含植物所需的氮、磷两种主要元素，具有营养元素含量高、物理性质优

良等优点，是一种高浓度复合型肥料。磷铵既可直接施用，也能与重钙、硫铵、硝铵、

尿素、钾肥等化肥混合制成复混肥料，是我国农业和化肥产业的重要产品。 

我国磷肥产能主要集中于“云、贵、川、鄂”等磷矿资源分布区域，磷肥产量超

过世界磷肥产量的 40%。近年来，受能耗双控、“三磷”治理等政策以及市场影响，

资源自给率低、环保落后以及经营困难的磷肥企业逐步退出，磷肥行业集中度不断提

升，其中磷酸二铵产品集中度高于磷酸一铵。产业链完整、自主创新能力强、安全环

保水平高的磷肥企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同时，以“湿法磷酸—磷酸铁（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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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能源材料产品也分化了部分磷酸资源，导致磷肥有效产能有所降低；加之磷矿价

格的支撑，对磷肥行业供需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磷肥价格上半年高开低走持续下行，国内整体开工率下降，下半年价

格和开工率止跌反弹。国际市场受区域冲突、能源供应、粮食安全等不确定因素影响，

国际磷肥价格整体高于国内价格。国内化肥执行国家保供稳价政策，磷肥价格相对平

稳。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等各类磷肥 472 万吨。 

2023 年国内、出口（波罗的海 FOB）磷酸一铵参考价格变化趋势 

 

2023 年国内、出口（FOB）磷酸二铵参考价格变化趋势

 

3. 尿素市场整体稳定 

氮肥主要包括尿素、硫酸铵、氯化铵等产品，其中尿素约占氮肥市场 67%，是我

国使用量最大的氮肥品种，我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尿素生产国和出口国。受“能耗双

控”、尿素行业去产能以及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尿素在产产能从 2015 年

的 8,000 万吨/年左右降至 2021 年 6,500 万吨/年左右。近年来，通过产能置换等方式

新增产能逐步显现，整体有效产能有所提升。截至目前，我国尿素现有产能仍以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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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占比超过 74%，主要产地集中在山东、内蒙、山西和河南等地，随着工艺技术

的改进提升，新型煤气化技术生产合成氨、尿素的成本具有显著优势。 

近年来，随着国际地缘局势紧张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粮食安全问题尤为凸显，

尿素作为化肥的主要品种，需求维持稳步增长，给尿素价格带来了有力支撑。报告期

内，受尿素产能增长、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出口政策调整、期货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

尿素价格波动频繁，尿素行业下探回升走势。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尿素 257 万吨。 

2023 年国内、出口（FOB）尿素价格变化趋势 

 

4.复合肥价格波动较大 

复合肥是农业生产领域中常用的肥料，由富含氮、磷、钾三种营养元素的基础原

料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案制成。复合肥具有养分含量高、副成分少、结构均匀、节省储

运费用和包装材料等特点，下游广泛用于大田作物和经济作物。由于复合肥行业具有

生产技术含量低、投资成本低、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以及市场需求大等基本特征，我国

复合肥行业近年来呈现产能过剩特点。随着在建和拟建复合肥项目不断增加，落后产

能持续淘汰，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以及环保标准提高等因素影响，我国复合肥行业将朝

着绿色、高效、新型肥料方向发展，行业也逐步向规模化、资源化、渠道化方向集中。 

报告期内，复合肥产品价格波动较大，价格走势整体呈现“V”字型，与氮磷钾肥

价格走势基本一致。复合肥行业竞争激烈，没有产业链支撑、原料保障、技术以及渠

道支撑的复合肥企业盈利减弱，优势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行业竞争格局持续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合计生产各类复合肥 15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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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我国山东地区复合肥（45%S）市场价格变化趋势 

 

（二）磷化工和新材料行业情况 

公司依托磷矿资源，开展饲料级磷酸钙盐、黄磷等磷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依托

生产技术及品质优势，开展聚甲醛生产销售。 

1. 饲料级磷酸钙盐震荡走弱 

饲料级磷酸钙盐主要为饲料级磷酸氢钙（MCP）、饲料级磷酸一二钙（MDCP），

是一种常用的饲料添加剂。饲料级磷酸钙盐主要用于动物饲料中，作为磷的补充剂，

对动物的生长发育、骨骼形成、能量代谢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国饲钙产能受资源

限制分布较散，行业内规模小于 10 万吨/年的产能较多，饲料级磷酸氢钙市场发展已

步入成熟期，市场竞争激烈。近年来，饲钙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具备“矿化一体”

成本优势的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凸显。 

报告期内，受上游磷矿石价格高位运行，下游养殖业普遍低迷影响，饲料级磷酸

钙盐价格持续波动走低，市场需求疲软，行情震荡略偏弱。 

2023 年，公司合计生产饲料级磷酸钙盐 56 万吨。 

2023 年我国云南地区磷酸氢钙（18%）价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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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磷价格波动下滑 

黄磷是一种磷的单质，处于磷化工产业链的中游，为热法磷化工关键材料。下游

主要应用于磷酸、草甘膦、三氯化磷、五氧化二磷等，磷酸和草甘膦是黄磷行业最大

的应用市场。我国黄磷生产主流工艺为电炉法，我国黄磷产能主要分布于水电资源和

磷矿资源相对丰富区域，即云贵川鄂四省，其中云南占比超 40%。近年来，受“三磷”

治理、能耗双控以及环保督察等因素影响，我国黄磷行业生产情况受到严格限制，产

能、产量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受到区域性、季节性限电原因，黄磷价格和产量也出现

较大波动。 

报告期内，受市场供应过剩、湿法精制磷酸冲击以及草甘膦市场疲软等因素影响，

黄磷价格波动下滑。年初至 5 月中旬，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供应过剩以及原材

料价格的下降等因素的影响，黄磷价格持续下跌；5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部分黄磷企

业停产或减产，市场供应量减少。下游市场需求也有所回暖，推动了黄磷价格的回升；

11 月中旬至年底，黄磷价格再次出现了下跌，全年维持震荡下行。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黄磷 2.99 万吨。 

2023 年中国黄磷市场均价趋势 

 

3. 磷酸铁市场竞争加剧 

磷酸铁的主要下游应用领域是锂电池正极材料，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需求。由于

磷酸铁锂电池具有安全性高、寿命长、成本低等优势，在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领域广泛

应用。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政策支持，以及储能领域的技

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磷酸铁锂电池的需求持续增长。我国磷酸铁、磷酸铁锂行业也呈

现爆发式增长，2021 年至 2023 年，磷酸铁产能提升 6 倍、产量提升近 4 倍。受产能

高速扩展以及碳酸锂价格剧烈波动影响，磷酸铁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下游开工率

不足，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报告期内，国内磷酸铁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同时受到阶段

性产能、产量提升，供过于求的影响，下游对磷酸铁产品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 

公司 10 万吨/年磷酸铁装置已完成多轮技改优化，产品产量及质量不断提升，目

前可满足客户差异化和新标准需求。同时，公司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合作客户不断增

加。报告期内，公司磷酸铁装置维持低负荷运行，全力推进技术改进提升，生产工艺

优化，生产成本降低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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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磷矿伴生氟资源优势提升 

我国氟化工行业经过近 60 年发展，已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各类氟化

物产品产能超过 360 万吨/年。我国氟化工行业仍以基础性产品为主，中高端电子化学

品和高端含氟化学品生产技术与国外仍有一定差距。目前氟资源的主要来源为萤石和

磷矿石伴生氟资源，萤石资源受开采政策约束日渐紧张，萤石供给端产量扩张受限，

致使萤石市场供不应求。 

近年来，随着磷矿提氟技术成熟发展，磷肥副产氟硅酸较萤石法有较大成本优势，

磷矿伴生氟资源深度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氟硅酸钠、无水氟化氢、六氟磷酸

锂、氟化铝、氟化铵等下游产品的不断应用扩大，有效支撑氟硅酸的盈利水平。 

2023 年，公司下属子公司供给生产氟硅酸钠 6.91 万吨，子公司年产 10,000 吨氟

硅酸镁项目正常生产，氟化铵/氟化氢铵项目调试生产；参股公司新建无水氟化氢及六

氟磷酸锂产能逐渐释放，年产 3 万吨氢氟酸生产装置完成扩产改造。 

5. 聚甲醛价格下降企稳 

聚甲醛（POM）是一种大分子主链主要为（CH2O）n 的线性高分子化合物，具

有很高的刚度、硬度和优异的物理力学性能等特性，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电器、日

用消费品、机械工业等领域，是用量仅次于聚酰胺和聚碳酸酯的第三大通用工程塑料。

根据合成工艺路线的不同，聚甲醛分为均聚甲醛和共聚甲醛两种，全球 80.0%以上的

聚甲醛产品为共聚甲醛，我国企业主要生产共聚甲醛产品。目前，全球聚甲醛有效产

能约 200 万吨/年，我国是世界重要的聚甲醛生产国和消费国，聚甲醛有效产能为 45

万吨/年，国内聚甲醛表观消费量约 70 万吨左右，我国聚甲醛生产企业受生产技术、

管理水平等制约，主要集中于生产中、低端聚甲醛产品，中低端国产料供应过剩，高

端聚甲醛产品主要依赖进口，每年需进口聚甲醛 30 万吨左右。近年来，规模较大的

聚甲醛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开发专用型的改性聚甲醛，加快产品迭代，提升了对

下游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和高端市场的开发力度，国产聚甲醛市场规模持续扩大。随

着聚甲醛企业先后扩大产能，国内聚甲醛市场将竞争加剧。2023 年-2028 年，我国对

原产于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继续征收反倾销税。 

报告期内，年初受下游产业复苏预期影响，聚甲醛价格小幅上涨；春节后，下游

企业复苏不及预期，聚甲醛市场价格开始逐步下行；下半年，国内市场聚甲醛价格开

始企稳回升，保持在相对稳定的价格。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聚甲醛 10.5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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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我国华东地区聚甲醛（M90）价格变化趋势 

 

（三）商贸物流行业情况 

公司经营的贸易品种集中在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产业链和渠道方面，主要开展

以化肥出口和农产品进口的对流贸易，以公司内部原料和产品的运输、仓储为主开展

物流仓储业务。 

1. 化肥贸易方面 

国内化肥市场的区域供需不平衡构成了目前化肥贸易的基本格局，作为传统农业

大省的河南、湖北、山东、江苏等省份，是化肥消费的集中区域，东北和西南分别是

主要的粮食产地和经济作物产地，对化肥需求量大。一些大型化肥企业利用自身的经

营渠道优势和粮食、肥料上下游协同经营的便利性，进行肥料及相关产业的贸易。 

公司子公司化肥贸易采取大宗采购，分批销售模式，同时依托产业、渠道和集中

采购优势，开展综合原料、运输、生产、销售全环节的供应链服务，提升化肥贸易的

稳定性。 

2.农产品贸易方面 

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大豆进口贸易是国际贸易中集中度较高的大宗农产品贸易业

务。大豆产地集中在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三个国家，产量占到全球产量的 70%以上，

需求市场主要是中国。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及饮食质量的提高，对油、肉、蛋、奶的

需求增加，近年来，进口大豆的比例持续攀升。公司子公司进口大豆主要来源于南美

地区，向国内压榨企业销售。 

公司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粮食贸易，与国际大粮商形成良好的商贸合作，并对肥料

的出口起到支撑作用，形成“肥粮联动”模式，推进商贸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报告期

内，公司农产品领域的贸易主要为大豆贸易。 

3. 物流方面 

公司物流业务以公司内部原料和产品的运输、仓储为主，降低公司物流成本。公

司逐步形成了铁水联运、国际联运、公路运输（包括公海联运）的物流联运经营体系。

公司实行商贸物流一体化经营，形成了工厂发运、多式联运、港口中转服务和区域销

售配送服务的全程物流运营体系。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化肥、磷矿采选、磷化工及新材料、商贸物流。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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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产品及用途、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为以煤炭、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尿素产品；以磷矿石、合成氨、

硫磺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磷酸一铵、磷酸二铵、饲料级磷酸钙盐等产品；并依托自身磷

源、氨源优势生产的复合肥产品；依托自身资源、技术优势生产的聚甲醛、黄磷等产

品。 

详见本报告第三节五（四）2（1）主要经营模式（2）主要产品情况。 

（三）主要产品的市场地位 

1. 磷肥 

公司磷肥产能 555 万吨/年，位居全国第二、全球第四。其中，磷酸二铵产品在国

内市场占有率排名前列。“三环”“金富瑞”等磷肥产品为全国知名品牌，产品质量稳

定，服务优质，多年来深受广大用户青睐，长期具有较好的品牌溢价能力。 

2. 尿素 

公司尿素产能 260 万吨/年，分别布局在云南 120 万吨/年，内蒙古 80 万吨/年，

青海 60 万吨/年。由于尿素行业集中度不高，尿素产品以局部区域品牌为主。公司“金

沙江”“花山”“云天化”等产品为国内知名品牌尿素，产品质量稳定，经过多年市

场培育和优质服务，公司尿素在云南市场占有率在 50%左右，在西南、东北、西北区

域市场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3. 饲料级磷酸钙盐 

饲料级磷酸钙盐是动物钙、磷营养元素的补充的来源，主要作为饲料添加剂产品。

公司饲料级磷酸钙盐产能 50 万吨/年，其中 MDCP（饲料级磷酸一二钙）产能为 45

万吨，单套产能规模在国内排名第一，同时在国内 MDCP 消费市场占有率达到 70%

左右，占全国磷酸钙盐消费市场 10%，处于行业龙头地位。 

4. 聚甲醛 

公司聚甲醛产能国内前列，产品质量达到国产聚甲醛的领先水平，是国内聚甲醛

行业龙头，在国内聚甲醛市场占有率 15%左右，在国产聚甲醛市场占有率高达 25%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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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位居全国第一。 

（四）产品竞争优势与劣势 

1. 产品竞争优势主要包括公司品牌、技术、市场、资源保障等优势，具体内容详

见本报告第三节：四、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分析。 

2. 产品竞争劣势：公司磷肥、饲钙生产基地主要位于云南，磷肥产品销售区域主

要集中在东北、华北、西北，饲钙主要销售区域集中在山东、河南、江西等地，主要

产品离国内销售主要市场运距较远，运输成本较高；聚甲醛产品虽然在国产产品中达

到领先水平，进入高端市场的量仍然偏少，聚甲醛改性研发和生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五）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矿化一体和规模化运营优势，主要生产装置保持高效运

行，产品产量同比提升；有效统筹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主要产品销量同比增加；

公司持续发挥战略采购优势，硫磺、煤炭等主要大宗原材料采购成本同比下降，有效

对冲了产品价格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了公司产品盈利水平。公司进一步强化财

务管控，持续优化调整负债结构，带息负债、净带息负债较年初均大幅下降，融资成

本有效下降，三项费用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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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70,781,784.14 53,222,799,570.07 -1.23 53,142,209,87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42,471,289.44 16,364,515,610.06 14.53 10,213,818,163.95 

营业收入 69,060,212,634.49 75,313,292,457.62 -8.30 63,249,227,89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22,198,165.85 6,021,322,993.75 -24.90 3,641,935,18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08,448,408.04 5,896,452,464.93 -23.54 3,510,943,561.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37,165,845.79 10,550,590,353.01 -10.55 7,748,770,447.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9 45.30 
减少19.41

个百分点 
43.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691 3.2796 -24.71 1.98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691 3.2796 -24.71 1.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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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5,450,261.80 19,333,200,831.28 18,083,878,276.66 15,757,683,26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72,315,738.41 1,105,300,444.90 1,026,833,725.42 817,748,25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517,104,796.88 1,060,582,211.85 1,000,476,617.04 930,284,782.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33,573,156.93 1,752,956,998.60 3,739,649,591.44 2,410,986,098.8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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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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8,67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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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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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699,254,292 38.12 90,000,000 质押 85,000,00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73,464 38,452,823 2.10 0 未知   境外法人 

郑洪朱 23,906,749 24,726,449 1.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伍文彬 -16,496,492 13,402,557 0.7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龚佑芳 8,540,400 8,540,400 0.4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3,497,772 7,177,165 0.39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5,796,500 5,796,500 0.32 0 未知   其他 

龚佑华 5,168,372 5,168,372 0.2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胜帮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青城胜帮凯米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4,153,702 0.23 0 未知   其他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201,868 4,103,825 0.2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与第二至第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第二名股东至第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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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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0.60 亿元，同比减少 8.30%，实现利润总额 65.79

亿元，同比减少 19.4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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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