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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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利

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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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集团 60081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康文杰 丁辰、殷勇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丽都花园路5号东方金融

中心26层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235

号东方大厦16层 

电话 0451-53666028 0451-53666028 

电子信箱 dfjt@orientgroup.com.cn dfjt@orientgroup.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1、大米加工 

2021 年，国内外稻米价格低位震荡，其中国内市场供给充足，年底农户急于变现可能加快售

粮节奏，价格下行压力加大；疫情反弹多地学校提前放假导致集团性消费减少，终端需求有限，

预计稻谷价格将围绕最低收购价波动，大米价格以稳为主。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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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在高端大米生产能力以及产业组

织方式来看，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过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随着我国人民生活

水平与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物流运输的方便快捷，人们对于食品种类的选择方向扩大，相对青睐

于更加精细化、健康化、营养化的食品。大米人均消耗量将有所减少，我国大米行业未来发展将

趋向品牌化、餐饮化、功能化和食品化。 

近些年我国有机产品生产面积及生产产量总体上均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随着我国农业生态

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常规农业向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的转型也必将成为未来的趋势与方向，我国

的有机农业与有机产业也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十年，中国有机农业生产面积以及产品生

产年均增长 20%-30%，在农产品生产面积中占有 1%-1.5%的份额，达到 1800-2300 万亩;有机食品

出口占农产品出口比重将达到或超过 5%（以上数据来自中研网）。公司凭借稻花香核心生产基地

的土地及种植优势，并于 2021 年初完成园区的生产设备升级改造，目前正在逐步提升产能，提高

大米市场占有率。 

2、豆制品加工 

2021 年，随着消费者对新鲜食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促进短保生鲜豆制品消费的持续增长。受

疫情局部散发的原因影响，大多数居民选择在家就餐，也促进生鲜豆制品的消费增长。虽然大豆

价格一定幅度上涨，但规模豆制品加工企业前期部分囤积大豆缓解成本上涨压力。规模豆制品加

工企业更加重视市场消费渠道、销售结构的变化研究，并针对不同的渠道研发创新适销对路的产

品。总体规模豆制品加工企业全年销量有所增长。 

银祥豆制品将继续精耕生鲜豆制品市场，组建福州及泉州分配中心，开发闽西北市场，实现

生鲜业务的持续快速发展，继续引领福建生鲜豆制品市场。依托技术研发团队的创新能力，推出

炸腐竹等新品，研发预制菜品类；丰富豆制品火锅食材，打造豆制品火锅食材专业供应商。 

3、油脂加工 

2021 年油脂加工行业均出现了原材料大幅上涨的情况，主要原料大豆、菜籽受通货膨胀和气

候因素影响，价格上涨比例均超过 100%，而产成品受到消费降级和政策影响，价格上涨比例不超

过 50%，进口油脂加工行业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挂结构。由于上半年进口利润较好，行业集中

采购了较多原料，供应体量基本和往年持平，而高价抑制原因和疫情对餐饮的影响，导致消费则

开始出现明显下降，至 2021 年底，油脂消费平均下降 20%以上，油脂加工行业开始出现倒挂周期。 

油脂加工行业是传统行业中的粮食行业，属于民生领域，行业的发展必然是可持续的，随着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油脂和蛋白的摄入量仍将不断增加向发达国家靠拢。国内油脂和

蛋白供应缺口十分巨大，虽然会周期性的出现消费下降等因素导致的进口利润下降，但庞大的人

口基数和消费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支撑进口油脂加工行业的利润，整体行业发展趋势依然乐

观。东方银祥油脂作为以油菜籽加工为主的生产企业，连续数年加工量排名全国前列，生产技术

和国内外采销渠道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配合油脂深加工——浓香油和菜籽脱皮技术——高蛋白

菜粕的独到工艺补充，在未来行业发展中将具备更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更好的效益产出。 

4、农产品购销 

2021 年中国玉米市场呈现供应宽松的局面，玉米价格在涨至历史高位之后震荡下行，市场参

与主体收购热情由年初的积极储备变为年底的谨慎操作。近年中国玉米总消费量呈现震荡下行的

趋势，其中饲料玉米的需求先减后增，深加工需求先增后降。进口量增加也加大了玉米的总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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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2020 年开始中国玉米的进口数量大幅增加，2021 年进口总量为 2835 万吨左右。进口玉米相

对于国产玉米一直有一定价格优势，但受进口配额限制，进口依存度极低，仅作为部分企业的备

用或过渡货源（以上数据来源为中国玉米网）。 

2021 年传统的北粮南运粮食流通量缩减，南方进口替代较为明显，市场供需和流通格局发生

变化，产地深加工企业和饲料企业需求增加，公司也相应的调整了收储销布局，扩大产地库点收

储网点和收储量，增加产地销售能力。 

5、农业供应链金融业务 

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一系列加快供应链金融发展、加强供应链金融体系建设的文件，鼓励

完善产业链补齐短板发展，金融服务逐步向供应链倾斜。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单独提及“创

新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意味着供应链金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金

融创新工具在国家层面上得到高度的认可和扶持。2022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 2022

年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导切实加大“三农”领域金融支持，依托主产

区和重要物流节点，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加大对重要农产品生产加工、仓储保鲜冷链物流

设施建设等金融支持。公司也一直将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作为促进主营业务协同发展的有效途

径，加速供应链金融行业的发展和创新，为缓解公司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

提供多种融资手段。 

6、高水分植物蛋白肉 

在美国、欧洲等地区，植物基食品已然成为饮食流行风潮。根据网络公开数据显示，2020 年，

全球食品饮料行业的同比年增长率为 2.9%，而植物肉行业为 15%，预计年复合增长率将逐步攀升。

人造肉行业在中国尚处于初步发展培育阶段，国际多家知名食品企业纷纷入主中国市场，开始销

售植物肉产品；国内多家传统食品企业孵化了旗下植物肉品牌，且出现了数十家植物肉品牌创业

公司。公司旗下高水分植物蛋白肉经营主体哈尔滨福肴食品有限公司，成功实现了植物基蛋白品

质和口感的飞跃式提升，目前已形成一系列的具有国际级先进水准的植物基蛋白产品。 

 

（二）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公司核心主营为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业已建立集种植基地、高科技示范园区、稻谷加

工园区、油脂及豆制品加工、农业科技研发、粮油贸易、仓储物流、金融服务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公司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主要业务包括大米加工销售、油脂加工销售、

豆制品加工销售、农产品购销等。依托东北粮食主产区和公司自建稻谷加工园区、以及油脂、豆

制品加工优势，结合仓储、物流、金融等农业供应链服务，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品牌米、豆制

品、菜籽油等多品类优质农产品加工销售，大宗农产品购销，以及供应链仓储+物流+金融服务。 

1、大米加工销售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种植、采购、加工及销售紧密链接的大米加工销售体系。公司通过土地流

转在五常核心优质主产区首期流转了 13000 亩土地，建立了自有的绿色有机东方香米生产基地，

从育种到田间管理、收割，整个种植过程严格把控质量，自产优质的稻花香水稻。除自种外，公

司面向全国主要产区直接采购优质水稻，采购地包括黑龙江、辽宁、江苏、安徽、湖南、湖北、

福建等。 

公司基于市场需求，持续优化产品体系，将产品 SKU 从年初的 200 多个优化至年底的 7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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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单品，其中高端及中高端产品销量提升 87%，占比从 14.8%提升至 24%。 

2、油脂加工销售 

公司油脂业务经营主体主要为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东方银祥油脂主要经营菜籽油、

浓香菜籽油（浓香散油和浓香包装油）、菜籽粕、磷脂油等加工业务，以及开展油脂油料贸易，同

时结合期货套保规避产品价格波动风险，锁定利润。主要销售模式为厂家直销。 

3、豆制品加工销售 

银祥豆制品拥有行业领先的全自动腐皮腐竹生产设备，拥有从制皮、油炸、卷圆实现生产一

体化的专业设备。2022 年新增的炸腐竹项目将进一步延伸腐竹产业链，丰富豆制品火锅食材。公

司生产的相关豆制品产品品类齐全，包括 10 大产品系列，166 支单品，品种丰富。其中，生鲜豆

制品销售区域覆盖福建厦门、漳州、泉州、福州、莆田、宁德、三明、南平等地市，腐竹干货和

冷冻豆制品产品销售区域覆盖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上海、北京、黑龙江、辽宁、浙

江、安徽等 20 余个省市。 

4、农产品购销 

公司开展其他农产品购销业务包括产地购销、港口贸易、政策性拍卖和轮换，经营品种主要

为玉米。产地购销要依托公司产区自有仓库以及租赁库，在五常、方正、肇源、龙江、绥化、佳

木斯、建三江、虎林等储点开展农产品收储运销工作。港口贸易要以锦州港为核心，构建双向流

动的物流通道，依托东北产区粮源优势，通过公路、铁路、集装箱等将不同地区的货物集中到港

口，通过铁-海-铁、路海等多式联运的方式将东北的农产品销往南方饲料养殖及深加工终端企业。

政策性拍卖和轮换业务主要是参与在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平台或中储粮网竞拍采购原粮业务。公司

在基础大宗供应链仓储+物流+金融供应链平台建设上，通过与上游农业生产者、农业供应链龙头

企业进行深度融合和资源共享，充分发挥产区优势、物流网络优势和供应链金融优势，打造农业

供应链服务平台，打通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农业全产业链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5、农业供应链金融业务 

公司发力供应链金融，推动公司供应链金融服务转型。2021 年，公司加大对于供应链转型推

进力度，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资产平台的调研，与厦门建发集团、黑龙江省供销集团、京东数科、

中信梧桐港等供应链金融平台及金融科技公司开展全面合作，充分利用其流量优势和平台技术优

势，搭建产品交易结构和风控模型，同时积极利用已有牌照撬动金融同业机构资金匹配资产。凭

借合作伙伴成熟的供应链金融场景和历史良好资产表现，积极建立金融渠道资源优势，同时打造

循环授信账户系统、风控系统、流量运营等核心能力，成为专业的优质供应链金融资产和资金连

接器。通过合作，将上述金融资源和核心能力在合作机构落地，完成资金投放和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 

6、农业科技研发 

公司积极探索农产品加工的高附加值领域，推进农业及健康食品科技研发合作。其中，高水

分植物肉项目目前处于市场培育优化阶段，以与餐饮企业合作为主，与多家餐饮机构及经销商开

展合作中。公司高水分植物肉项目储备产品有 30 多个品类，其中 6 款产品（植物蛋白牛肉饼、植

物蛋白小酥肉、植物蛋白猪肉馅、植物蛋白鸡肉棒、植物蛋白炸鸡块）已经推向市场；2022 年计

划全面拓展新零售渠道，开启 C 端渠道规划布局。公司基于“全脂稳定米糠”技术研发米糠粉产品，

目前主要用于烘焙产品的添加，计划陆续推出包括米糠面包预拌粉、米糠蛋糕预拌粉等高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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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海水提钾项目产业化，加速推进首期 20 万吨/年海水提取氯化钾工程产

业化路径设计和工程设计，并开展相关智能化工厂建设准备工作，推动项目尽快实现产业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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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44,300,763,694.50 46,895,791,760.79 -5.53 46,619,869,64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9,414,186,363.47 21,122,037,537.26 -8.09 21,016,239,832.28 

营业收入 15,182,888,906.05 15,461,424,929.67 -1.80 13,160,421,795.79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15,144,064,033.87 15,428,181,234.47 -1.84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18,745,862.41 240,449,285.07 -814.81 583,628,76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6,327,565.62 61,455,435.53 -1,997.84 181,749,01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99,993,119.49 48,139,288.49 938.64 3,322,899,252.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48 1.14 减少9.62个百分点 2.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97 0.0657 -814.92 0.15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97 0.0657 -814.92 0.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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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0,101,935.42 3,721,010,993.79 3,673,775,742.53 4,708,000,23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114,623.99 66,421,812.71 15,804,144.94 -1,986,086,44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75,190,556.34 58,417,944.33 6,756,112.40 -1,406,692,17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199,517.38 179,984,025.43 8,195,076.61 95,614,500.07 

公司业绩季度波动的原因： 

公司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与前三季度波动较大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于报告期对

部分存货、其他应收款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与山东天商置业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

议书》对净利润的影响、以及报告期财务费用增加、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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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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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7,0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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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608,854,587 16.39 
  

质押 485,680,385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492,822,091 13.27 
  

质押 375,156,159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西藏祥滨商贸有限公司 
  

140,793,601 3.79 
  

质押 108,14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西藏耀凌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98,570,574 2.65 

  
质押 62,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重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重器文弘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58,261,939 1.57 

  

无   其他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大华永诚一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304,600 1.17 

  

无   其他 

北京弈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弈衡启星 2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43,222,004 1.16 

  

无   其他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信安进取二期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2,270,423 1.14 

  

无   其他 

北京隆慧投资有限公司－隆慧

汇朴战略投资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41,721,287 1.12 

  

无   其他 

西藏荀功商贸有限公司 
  

41,070,862 1.11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我公司控股股东。2、

张宏伟先生为我公司、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和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3、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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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第一

期债权融资计划 

20 黑 东 方 集 团

ZR001 
20CFZR0710 2022-5-25 265,394,700 3.67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第二

期债权融资计划 

20 黑 东 方 集 团

ZR002 
20CFZR0711 2022-5-25 173,628,100 3.67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第三

期债权融资计划 

20 黑 东 方 集 团

ZR003 
20CFZR0767 2022-6-3 432,459,800 3.35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东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债

权融资计划 

1、公司于 2021年 2月 25日、5月 25日、8月 25日、11月 25日、2022年 2月 25 日，支付“20 黑东方集团 ZR001”

自 2020年 11月 25日至 2022年 2月 25日期间的利息。“20 黑东方集团 ZR001”票面利率为 3.67%，每手“20 黑东

方集团 ZR001”（面值 1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3.67元(含税)2、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日实施提前部分兑付本金，

本次兑付本金 108468 手，实施完毕后，“20 黑东方集团 ZR001”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数量为 2891532 手，同日

支付本次兑付本金自 2021年 8 月 25日至 2021 年 11 月 1日期间的利息。3、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实施提前部分

兑付本金，本次兑付本金 237585手，实施完毕后，“20 黑东方集团 ZR001”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数量为 265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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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同日支付本次兑付本金自 2022年 2月 25 日至 2022年 4月 18日期间的利息。 

东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期债

权融资计划 

1、公司于 2021年 2月 25日、5月 25日、8月 25日、11月 25日、2022年 2月 25 日、支付“20 黑东方集团 ZR002”

自 2020年 11月 25日至 2022年 2月 25日期间的利息。“20 黑东方集团 ZR002”票面利率为 3.67%，每手“20 黑东

方集团 ZR002”（面值 1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3.67元(含税)2、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日实施提前部分兑付本金，

本次兑付本金 110258 手，实施完毕后，“20 黑东方集团 ZR002”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数量为 1889742 手，同日

支付本次兑付本金自 2021年 8 月 25日至 2021 年 11 月 1日期间的利息。3、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实施提前部分

兑付本金，本次兑付本金 153461手，实施完毕后，“20 黑东方集团 ZR002”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数量为 1736281

手，同日支付本次兑付本金自 2022年 2月 25 日至 2022年 4月 18日期间的利息。 

东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三期债

权融资计划 

1、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 日、6 月 3 日、9 月 3 日、12 月 3 日、2022 年 3 月 3 日、支付“20 黑东方集团 ZR003”自

2020年 12月 3日至 2021年 12月 3日期间的利息。“20 黑东方集团 ZR003”票面利率为 3.35%，每手“20 黑东方集

团 ZR003”（面值 1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3.35 元(含税)2、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日实施提前部分兑付本金，本

次兑付本金 294153 手，实施完毕后，“20 黑东方集团 ZR003”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数量为 4705847 手，同日支

付本次兑付本金自 2021年 9月 3 日至 2021年 11月 1 日期间的利息。3、公司于 2022年 4月 18 日实施提前部分兑付

本金，本次兑付本金 381249 手，实施完毕后，“20 黑东方集团 ZR003”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数量为 4324598手，

同日支付本次兑付本金自 2022年 3月 3 日至 2022年 4月 18日期间的利息。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5.90 54.41 1.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66,327,565.62 61,455,435.53 -1,997.8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3 0.06 -150.00 

利息保障倍数 -0.59 1.09 -1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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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 443.01亿元，同比减少 5.5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194.14

亿元，同比减少 8.09%。2021 年 1-12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1.83 亿元，同比减少 1.80%；公司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19 亿元，同比下降 814.81%。经营情况详见本节“一、经

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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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