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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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风险。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本

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四、“风险因素”相关的内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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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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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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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402,437,585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共计40,243,758.50元（含税），占公司2022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8.1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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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本事项已获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科创板 莱特光电 688150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香婷 陈潇宇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隆丰路99号3幢3

号楼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隆丰

路99号3幢3号楼 

电话 029-88338844*6050 029-88338844*6050 

电子信箱 panxiangting@ltom.com chenxiaoyu@lto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 OLED 有机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 OLED 面板厂商提供高品质专

利产品及技术支持，产品主要包括 OLED 终端材料和 OLED 中间体。公司 OLED 终端材料涵盖发

光层材料、空穴传输层材料、空穴阻挡层材料和电子传输层材料，核心产品主要集中在发光层材

料，其中 Red Prime 材料持续升级迭代，稳定量产供应；新产品 Red Host 材料、Green Host 材料、

Green Prime 材料及 Blue Prime 材料在客户端验证测试，其中 Green Host 材料完成客户端的量产导

入，现处于产量爬坡阶段。公司产品性能出众，同时还有完备的专利保护，在和国外厂商的产品

比较中，相关产品的关键技术指标能够达到或超过国际材料厂商的产品性能，实现进口替代。公

司 OLED 中间体包括氘代类产品以及非氘代类产品两大类别，其结构主要以咔唑、三嗪等类型产

品为主，主要销售给海外日韩厂商。 

公司依靠卓越的研发技术实力、优异的产品性能、完善的服务体系，获得了良好的行业认知

度，积累了广泛的客户资源，客户包括京东方、华星光电、和辉光电、天马、信利等全球知名的

显示面板厂商。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凭借多年的发展，在 OLED 有机材料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市场优势，结合产品

特点和业务发展要求，采取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模式符合行业特点，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要。 

1、研发模式 

公司以行业发展趋势和客户实际需求为导向，制定公司技术及产品中、长期研发战略规划。

公司以自主研发创新为主，构建了科学、高效的研发组织架构，全面支撑公司的核心技术及拳头

产品的自主研发。同时与客户及多所知名高校建立产学研结合体，深化开展产学研合作，及时把

握市场发展动向及研发成果转化，形成从研究开发到技术运用产业化的长效机制。 



2、采购模式 

公司建有完善的《采购管理制度》和《供应商管理制度》，建立了规范的供应链管理及采购审

批流程，明确了从采购计划到采购实施的具体要求，根据订单需求、备货需求及原材料市场变动

情况建立月度、年度采购计划，通过充分备货以满足不同客户交付要求；明确了供应商准入的基

本资质要求，明晰了从产品研发到量产的供应商导入流程，在保证供应链安全及质量的前提下，

按照各品类管理重点对供应商进行差异化管理，实现对供应商的分级分类；同时运用 ERP 等信息

化管理手段建立健全合格供应商信息库、采购申请、计划管理、报表分析等各个管理模块，实现

了申购、采购、品检、入库、付款的全流程追踪，从而保障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顺利、高效开

展。 

3、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以客户订单及中长期预计需求量为导向，制定生产计划并

实施。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直销的销售模式，客户直接下订单向公司进行采购。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发展阶段 

OLED 称为有机发光二极管，是继 CRT 和 LCD 技术后的第三代显示技术，根据驱动方式的

不同，OLED 可以分为主动矩阵式（AMOLED）和被动矩阵式（PMOLED），其中 AMOLED 是

当前主流的技术路线。相比于 LCD，OLED 面板没有液晶层和滤光片，而是由若干层自发光材料

取代，通过控制流过每个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改变亮度。OLED 重要的特点是可以通过更换基板材

料实现柔性化，颠覆终端产品形态，实现弯曲屏、折叠屏、卷曲屏等效果，目前是柔性显示的唯

一载体。同时 OLED 显示基于自发光原理，在显示效果、响应速度、轻薄性等方面都具备明显的

优势，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视、笔电、智能穿戴设备、车载显示等领域。当前 OLED 显示仍处于

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折叠、屏下摄像、窄边框、高刷新率、低功耗、超薄等新技术不

断发展并受到市场欢迎，终端应用渗透率加速提升，并逐渐从智能手机、智能穿戴等小尺寸的主

要渗透领域向车载、平板、笔电等中尺寸领域扩展。从产业结构来看，OLED 国产化进程加速，

国内厂商积极布局产线建设，产能规模近全球 50%，并在下游各细分应用市场同韩国厂商展开激

烈竞争。随着国内 OLED 面板厂产能释放以及终端品牌对国内 OLED 面板厂商的认可度提升，国

内 OLED 面板厂商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OLED 有机材料为面板核心原材料，直接决定面板的发光性能，具有较高的专利技术壁垒。

早期全球 OLED 有机发光材料主要被美、日、韩、德等国的企业垄断，我国企业主要集中在 OLED

有机材料中间体和前端材料领域，在利润较高的 OLED 终端材料领域占比较低。近些年，国内

OLED 产业快速发展，带动了上游 OLED 有机材料的技术发展，国内极少数材料厂商经过多年的



研发积累与技术突破，实现了 OLED 终端材料的进口替代。目前，OLED 终端材料的国产化率较

低，国内面板厂商出于供应链安全以及成本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对于材料的国产化需求较为迫切。

国内 OLED 有机材料企业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2）基本特点 

OLED 有机材料根据其生产步骤分为 OLED 中间体、OLED 升华前材料和 OLED 终端材料三

个过程阶段。OLED 终端材料为 OLED 有机材料产业链中最终的产品，是 OLED 面板的核心组成

部分，也是 OLED 产业链中技术壁垒最高的领域之一。目前我国在全球 OLED 有机材料产业链中

占据较高市场份额的主要为 OLED 中间体的生产，而在 OLED 终端材料布局相对薄弱，技术和专

利壁垒是制约国内 OLED 材料企业向终端材料拓展的关键因素。 

OLED 有机材料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从业企业需要在有机化学、光学、电子信息等学科

领域均具有经验丰富的研发和技术团队，在产业化生产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一系列的核心技术问题。

行业特点包括：①面板厂商对 OLED 有机材料供应商的选取极为严格，供应商导入需要经过资质

审查、工厂稽核、专利审核及材料多轮测试验证，整体认证时间需要 2 年左右。②材料开发难度

大，需要创造一个全新的分子结构式，该分子结构式不仅要保证材料自身性能达标，且在与其它

十几种材料搭配后仍能够表现出良好的光电性能，同时还要有专利保护。③OLED 器件性能是由

使用的各层有机材料组合体现的，因此，在各层材料搭配形成完整的器件体系后，通常在较长时

间内（一代器件体系）不易被替换，客户黏性较强。④OLED 作为新型显示材料，目前正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下游产品及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较快，材料厂商需要具备持续的研发创新能力才能跟

上市场对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 

（3）主要技术门槛 

① 研发人员专业能力要求高 

OLED 终端材料的设计和生产涉及量子化学、物理学、光学、材料学、有机合成化学等知识，

需要交叉型的学科知识来设计分子结构，合成高纯度的目标产物，制备并分析光电器件，并指导

材料结构的优化与设计；不仅需要专业的理论知识，还需要丰富的相关经验，更需要跨学科的综

合研发能力。 

② 对材料性能的苛刻需求 

OLED 发光器件共需要十几种有机发光及功能材料，首先，有机材料要具备适用于蒸镀及使

用的稳定热学行为，其次，需要有合适的载流子传输速率的同时还需对电子或空穴有相应的阻挡

能力，再次，需要具备优异的成膜聚集能力；在器件应用中，不仅要求材料的上述性能，还要求

在材料与 OLED 器件的其它材料具有良好匹配性，使所有材料相互作用，并相互支持来提升器件

性能。 

③ 量产可靠性 

有机发光材料形成稳定的量产性要经过样品、小试、中试、小批量供货、批量供货等五个阶

段；要求材料在每个阶段的纯度及杂质管控不能有偏差，要求制备工艺不能对材料性能产生影响，



使材料无论在克级、百克级、公斤级、百公斤级的生产过程均处于稳定、可靠的状态。 

④ 精密稳定的测试平台 

有机发光材料自研发开始，就需要涉及纯度、热行为、光谱、电热稳定性、器件制备及测试

系统性的设备，同时各种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操作人员及数据分析能力，以此来促进材料研发及量

产可靠性。 

⑤ 有效的专利支撑 

OLED 有机材料是 OLED 面板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于手机、平板等终端应用厂商非常重视产

品的专利保护，因此面板厂商对于所选用的 OLED 有机材料具有严格的专利要求，材料性能达标

后能否被客户接受，专利达标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专注于 OLED 有机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战略新兴产

业分类（2018）》，公司所处行业为“C398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公司主要产品为“C3985 电子专

用材料制造”的“有机发光材料”。在 OLED 终端材料领域，公司是国内最早实现进口替代的材料厂

商之一，客户包括京东方、华星光电、和辉光电、天马、信利等 OLED 面板厂商，产能规模及出

货量保持国内领先。公司是国家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2 年度被评选为“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先后荣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

会优秀产品奖”及“DIC AWARD 显示材料创新金奖”。 

产品方面，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 Red Prime 材料持续升级迭代，稳定量产供应并获得国家工

信部认定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新产品 Red Host 材料、Green Host 材料、Green Prime 材料及

Blue Prime 材料在客户端验证测试，其中 Green Host 材料完成客户端的量产导入，现处于产量爬

坡阶段。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研发创新为驱动”的经营理念，通过不断加强自身技术和

产品的积累，为 OLED 面板厂商提供行业内更为先进的高品质专利产品和技术服务，不断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保持国内领先地位。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OLED 作为第三代显示技术，是基于有机电致发光原理的全固态自发光技术，其无需背光，

在对比度、色域、视场角、亮度等方面较 LCD 技术有明显优势；此外，由于 OLED 技术是有机

分子自发光，其无需通过液晶分子偏转进行控光，因此 OLED 技术在面板形态变化时能够正常显

示，即支持柔性显示，这是 OLED 技术在形态方面较 LCD 平板形态的进一步突破，赋予用户全

新的使用体验。随着下游市场显示需求进阶，更轻薄、视觉效果更佳的产品备受青睐，带动 OLED

下游各应用领域的显示面板更新换代，市场规模持续提升。 

（1）OLED 逐渐向全系列智能手机机型渗透，折叠屏有望打开市场空间 

随着上游产业链的成熟，OLED 屏幕已经从高端智能手机向全系列智能手机渗透。TrendForce

集邦咨询研究显示，预估 2022 年，在智能手机市场，OLED 面板的渗透率约 47.7%，2023 年将达

50.8%，2026 年则超过 60%。AMOLED 面板也得益于折叠屏手机的涌现、以及全面屏手机占比的



提升得到了快速增长。根据 Omdia 数据，2022 年，全球折叠手机面板出货量为 1,890 万片，预计

2027 年有望达到 8,310 万片，年复合增长率达到约 34.5%。柔性 AMOLED 屏幕符合手机大屏、

携带方便等市场需求及消费者喜好，并且更适合屏下指纹解锁、屏下摄像头等技术的搭建，是手

机屏幕发展的趋势所向。 

（2）电视是 OLED 另一主要应用市场，渗透率增长空间较大 

目前，大尺寸 OLED 面板产能以及良率仍有待提升，主要在高端电视机型中应用，随着未来

技术不断进步革新，电视 OLED 市场规模以及渗透率有望持续上升。根据 Omdia 数据，2023 年

全球电视 OLED 面板出货量将同比增长约 11%，达到 852 万片，2027 年出货量将达到 1,447 万片，

市场规模达到 65 亿美元，占比上升至 11.2%。从渗透率来看，根据群智咨询预测，OLED TV 面

板渗透率将从 2020 年的 1.7%上升至 2023 年的 4.1%。根据 Omdia 预测，在 1,500 美元以上的高

端电视市场，2023 年 OLED 电视的出货量占比将接近 50%。 

（3）持续开拓智能穿戴、IT、车载等市场 

在智能穿戴领域，AMOLED 以其轻薄、续航能力强的优势应用在智能手表等设备之中。在

VR 设备领域，AMOLED 以其快速响应速度在 VR 眼罩等显示设备中备受青睐。 

在 IT 产品领域，OLED 技术凭借其柔性、轻薄、窄边框、高画质等优势，有望在 IT 领域大

放异彩。中尺寸 OLED 面板目前渗透率较低，随着产能和良率提升，笔记本与平板电脑等设备中

OLED 市场规模以及渗透率将逐步提升。根据 Omdia 数据，笔记本及平板电脑 OLED 面板出货量

将从 2020 年的 488 万片跃升至 2027 年 6,340 万片，年平均增长率达 44.2%。根据 Omdia 预测，

苹果将在 iPad 和 MacBook 的部分型号上采用 OLED 显示面板屏幕方案。苹果作为业内领先硬件

设备制造商，将对笔电平板采用 OLED 屏幕的趋势起到示范作用，推动 OLED IT 渗透率不断提升。 

车载显示领域，目前也是面板厂商布局的重点。OLED 屏幕凭借其对比度高、清晰度高的特

征，适用于汽车显示屏幕经常暴露在较强自然光下的场景特性，帮助驾驶者在较广的角度看到更

为饱满细腻的画面。OLED 可采用塑胶类基板，较采用玻璃基板的 LCD 耐冲撞，有利提升驾驶安

全性。此外，可挠式 OLED 亦可增进汽车内部装潢的设计灵活度，随着汽车智能化需求不断提升，

仪表板、旋钮甚至车窗等部件采用显示面板，带动车载 OLED 面板市场规模持续提升。从出货量

来看，根据 Omdia 数据，车载 OLED 面板出货量将从 2022 年的 57 万片攀升至 2027 年的 520 万

片，CGAR 高达 54%，营收上 2027 年有望达到近 12 亿美元规模。 

OLED 有机材料是 OLED 面板的核心组成部分，决定了 OLED 显示屏的性能表现。目前主流

的 OLED 器件结构由阴极（Cathode）、电子注入层（EIL）、电子传输层（ETL）、空穴阻挡层 （HBL）、

发光层 （EML）、空穴传输层 （HTL）、空穴注入层（HIL）和阳极（Anode）组成，除阴极和阳

极外，其他六层所使用的材料皆属于 OLED 终端材料，OLED 终端材料可分为 6 层 14 类材料，

发光层材料为其中的核心部分。 

发光材料按照发光颜色分为红、绿、蓝三原色，每种颜色分别由发光掺杂材料（Dopant 材料）、

发光主体材料（Host 材料）和发光功能材料（Prime 材料）构成。发光材料按照分子量和分子属

性可划分为高分子材料与小分子材料，按照技术代际可划分为第一代荧光材料、第二代磷光材料、



第三代 TADF 材料。目前在行业量产应用中红光和绿光是磷光技术，蓝光是荧光技术。荧光材料

发光机制为单线态激子发光，其内量子效率理论上不超过 25%，但荧光材料具有器件长期稳定性

的优点；磷光材料发光机制为处于三线态的激发态直接转换到基态 ,其内量子效率理论上可达

100%，大幅提升了器件的亮度和发光效率。目前红光和绿光磷光材料在器件中表现出优异的光电

性能，在实际量产中得以应用，而蓝光磷光材料仍然存在稳定性的问题，极大地限制了磷光技术

在蓝光材料的应用。TADF 技术因寿命和色纯度等问题，目前还未在行业中量产应用。公司发光

材料产品为小分子材料、涵盖第一代荧光与第二代磷光材料，公司将持续关注并跟进行业新技术

的发展，不断开发更好性能结构的材料体系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目前市场上另有 Mini LED 和 Micro-LED 等多种新型显示技术路径，Mini LED 作为 TFT LCD

背光源的升级技术，屏幕具有较高色域、较高对比度、较高动态范围特点，但是在厚度设计上仍

有局限，外观形态难以实现柔性显示，且成本较高，故大规模量产案例不多；Micro-LED 具有低

功耗、高亮度，高分辨率和寿命长等优势，但目前由于其巨量转移等技术尚未攻克，在量产技术

方面尚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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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20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908,511,163.91 1,028,650,887.29 1,028,650,887.29 85.54 809,631,358.6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685,270,988.30 808,858,112.66 808,858,112.66 108.35 696,685,391.91 

营业收入 280,298,282.75 341,157,901.48 336,653,887.30 -17.84 274,627,850.2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5,475,890.82 107,941,100.44 107,941,100.44 -2.28 70,677,738.2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74,245,093.50 94,614,346.65 94,614,346.65 -21.53 66,366,520.60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0,488,476.97 169,035,843.96 169,035,843.96 6.78 58,096,417.48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7.28 14.34 14.34 

减少7.06

个百分

点 

12.89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27 0.30 0.30 -10.00 0.20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27 0.30 0.30 -10.00 0.20 



研发投入占

营业收入的

比例（%） 

12.76 11.59 10.89 

增加1.17

个百分

点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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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53,991.67 76,628,097.26 71,905,018.96 57,311,17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2,234,094.23 24,742,941.84 33,871,465.96 14,627,38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3,607,877.74 20,469,142.02 22,169,966.17 7,998,10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3,365,880.78 33,386,022.29 26,745,594.24 26,990,9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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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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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

总数(户) 
4,78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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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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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王亚龙 0 198,654,281 49.36 198,654,281 198,654,281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君联成业 0 21,234,294 5.28 21,234,294 21,234,294 无 0 其他 

西安麒麟 0 17,680,000 4.39 17,680,000 17,68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君联慧诚 0 16,922,464 4.20 16,922,464 16,922,464 无 0 其他 

天津显智链 0 15,091,409 3.75 15,091,409 15,091,409 无 0 其他 

中小企业基金 0 13,467,636 3.35 13,467,636 13,467,636 无 0 其他 

厦门建发贰号 0 10,779,579 2.68 10,779,579 10,779,579 无 0 其他 

西安现代 0 10,152,002 2.52 10,152,002 10,152,002 无 0 其他 

陕西供销创投 0 6,091,202 1.51 6,091,202 6,091,202 无 0 其他 

新余義嘉德 0 5,389,784 1.34 5,389,784 5,389,784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亚龙与西安麒麟互为一致行动人、君联成业与君联

慧诚互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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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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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29.83 万元，较 2021 年下降 17.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0,547.59 万元，较 2021 年下降 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 7,424.51 万元，较 2021 年下降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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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