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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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四、风险因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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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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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截至2022

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98,398,696股，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618,074股后的总股数为

97,780,622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17,336,746.40元（含税），合计转增39,112,249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37,510,945股。本年度公司直接现金分红的金额占本年度合并报

表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47.59%。 

如在本报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

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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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瑞联新材 68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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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银彬 武丹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二路副71号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二路副

71号 

电话 029-68669091 029-68669091 

电子信箱 securities@xarlm.com securities@xarl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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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专用有机新材料，业务内容涵盖显示材料、医

药产品、电子化学品等新材料。其中显示材料产品根据终端产品显示特性的不同分为 OLED 材料、

液晶材料；医药产品包括创新药中间体和原料药（试生产中），电子化学品主要产品包括半导体光

刻胶单体、TFT 平坦层光刻胶、膜材料中间体和聚酰亚胺单体等。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为生产和销售专用有机新材料，公司从上游供应商处采购原材料，根据

客户提供的各类材料结构式及技术指标要求，公司针对性研发合成路线及纯化工艺，定制生产以

销售给下游客户获得收入和利润。 

2.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使用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基础化工原料和各类定制初级中间体。公司建立了以《采购

管理制度》《供应商管理办法》《产供销存货管控办法》等多项采购管理制度为基础的采购体系，

严格按照制度流程合规采购，对主要供应商采取合格供应商认证机制：采购部对潜在新供方进行



前期调查，对其生产规模、信用情况及体系建设进行初步评价；初评通过后通知新供方送样进行

小试样品评价，经评价合格后，评价部门出具评价报告，采购部组织相关部门考察供应商、出具

考察报告；公司根据报告确定合格供应商，后期按照《供应商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公司采用“以产定购与合理备库”相结合的采购模式，根据订单需求、备货需求及原材料市

场变动情况制定采购计划，采购计划经审批后，采购部根据公司质量标准的要求，结合供应商库

存、产品品质等情况，在公司合格供应商名录中经过询价、比价、议价等流程，采购完成后执行

检测、入库、报账、付款等工作。 

3.生产模式 

公司以客户订单及中长期预计需求量为导向，采用“以销定产”为主、“合理库存”为辅的生

产模式，在确认客户订单后，由经营计划部编制生产任务书并根据产品生产工艺安排采购部进行

原材料采购，与生产部门根据生产工艺和原材料到货时间共同制定生产计划，生产承接部门根据

《生产计划》组织实施生产并在完成产品生产后向质检部门送样检测，送样质检合格后办理入库

供营销部提货。在生产方面，公司以自产为主，辅以外协加工以缓解自有产能不足的压力，保障

产品的正常市场供应。 

4.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为按照终端生产企业特定技术指标要求生产的定制产品，采取直销方式销售给

下游客户。根据部分日韩地区终端生产企业的商业惯例，公司通过其指定的代理采购商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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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主要产品根据其终端产品应用领域和业务类型，分别属于显示行业、医药 CDMO 行业

和电子信息行业。 

（1）显示行业 

作为显示行业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显示材料的技术和品质决定了面板的显色度、对比度和

使用寿命，显示面板的市场规模和终端应用情况直接反应了显示材料的技术成熟度并推动显示材

料不断进行迭代、优化。2022 年，在经济下行、通货膨胀、前期供给端新产能集中释放等多重因

素下，终端消费电子需求疲软，消费者迭代换新的欲望减弱，全球显示行业处于下行周期，2022

年，全球显示面板的出货面积为 2.5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4%，市场规模约为 1,230 亿美元，同比

下降 21.72%。 

2022 年，AMOLED 面板的出货面积约 1,412 万平方米，占全球显示面板出货面积约为 5.7%，

市场规模约为 426 亿美元，占全球显示面板市场规模约为 35%，预计到 2024 年，AMOLED 面板



的出货面积将增长至 1,967 万平方米，市场规模达到 525 亿美元。虽然 AMOLED 面板 2022 年的

出货情况并未实现预期的高增长，但无论是出货面积还是市场规模占全球显示面板的比重均有提

升，尤其是在折叠屏手机、车载、AR/VR、平板电脑、游戏平台等高端、新兴市场领域的渗透率。

在中小尺寸领域，在智能手机整体低迷、手机出货量大幅下降的背景下，AMOLED 手机面板的出

货量较 2021 年降低 7.5%，但占比提升至 37%，主要是由于使用 OLED 显示技术的可折叠手机出

货量逆势增长，第三方预测，2022 年全球可折叠手机的出货量约为 1,420 万台，同比增长 77.5%，

随着各个手机厂商相继进入折叠屏手机领域，并在铰链、折痕控制和价格下探方面不断努力，预

计 2023 年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将超过 3,000 万台。而中国折叠屏市场 2022 年出货量近 330 万台，

同比增长 118%，折叠屏产品在国内智能机市场的占比从 2021 年的 0.5%上升到 1.2%，预计 2023

年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车载领域，随着车企竞相布局智能化车载显示，车载屏幕的需求范围从

传统的中控屏、仪表盘拓展至副驾驶、新兴的 HUD 和电子后视镜，对屏幕显示、形态和触控技

术的要求不断提升，OLED 屏幕凭借柔性和轻薄的优势从高端汽车品牌向中高端品牌渗透，根据

Omdia 的预测，2022 年 OLED 车载显示面板的出货面积为 28,406 平方米，同比 2021 年增长 86%，

预计到 2027 年车载 OLED 面板出货量将从 2022 年的 57 万片攀升至 520 万片，复合增长率高达

56%，市场规模近 12 亿美元。 

在大尺寸领域，消费需求下降叠加液晶面板价格暴跌的双重压力，占据高端电视市场的 OLED

电视出货不及预期，据 Omdia 数据，2022 年全球 OLED 电视的出货量仅为 740 万台，占全球电

视总货量的比例为 3%，与 2021 年基本持平，远低于 2021 年 66%的市场增幅。未来随着市场需

求逐步回暖，大尺寸 OLED“色偏”和寿命期问题进一步改善，技术进步推动价格下降，大尺寸

AMOLED 面板将进入一个更为稳定的需求增长模式，OLED 电视市场规模和渗透率有望持续上

升，市场预测，2023 年全球电视 OLED 面板出货量将同比增长约 11%，达到 852 万片，渗透率

上升至 4.1%，其中 1,500 美元以上的高端电视市场，OLED 电视的出货量占比将接近 50%。 

在经历了 2021 年的透支性高速增长后，面对全球通胀下得供需不平衡，相较正处于成长期和

快速发展期的 OLED 显示，经过充分市场竞争、处于成熟稳定发展阶段的液晶显示行业上下游的

下滑显著高于 OLED。在大尺寸领域，LCD 电视面板市场成熟且供应量较大，受冲击更为严重，

据 Omdia 统计，2022 年，全球 LCD 电视面板出货量约 1.97 亿台，创 10 年来最低记录，其中备

受市场瞩目的 Mini LED 电视的出货总量预计仅为 300 万台，但市场仍看好 LCD 电视的大尺寸趋

势，2022 年 TFT- LCD 电视的出货面积和加权平均尺寸的下降幅度与市场规模相比仅略有下降，

高端大尺寸 TFT-LCD 电视的销售仍具有明显优势，Omdia 预测 2025 年 TFT-LCD 电视的加权平均

尺寸将增长至 52.8 英寸。在中小尺寸领域，据 Omdia 统计，2022 年智能手机 TFT-LCD 面板出货

量大幅下滑至 9.9 亿片，同比下降了 25%，车载 TFT-LCD 面板出货量在 2022 年小幅增长 4%至

1.95 亿片，收入规模已超过智能手机。 

尽管 2022 年显示行业遭遇行情冷淡、价格下降等诸多不利情况，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下



游需求回暖以及技术升级、产业创新，面板行业的刚性需求正在回归，显示行业仍具有广阔的市

场空间。 

（2）医药 CDMO 行业 

CDMO 业务是为制药企业提供药品生产所需要的工艺流程研发及优化、配方开发及试生产服

务，并在上述研发、开发等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从公斤级到吨级的定制生产服务。CDMO 行

业属于医药制剂产业链的前端环节，从临床前的研究到临床试验、到最终上市商业化生产销售的

各个阶段帮助药品研发企业降低研发生产成本、缩短产品研发上市时间。 

CDMO 行业赛道宽广，全球创新药企业研发投入提升推动 CDMO 行业持续扩容，且以化学

药 CDMO 为主，市场集中度低、高度碎片化。人口老龄化加剧、医药行业的刚需属性和稳定增长

的医药市场需求为医药企业提供了研发动力，根据 Evaluate Pharma 的预测，2022 年全球医药研发

支出从 2016 年的 1,594 亿美元增长至约 2019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 4%，预计 2026 年将增

长至 2,325 亿美元。同时，医药研发企业面临疾病日益复杂、政策监管持续升级，新药研发成本

上升、研发成功率下降的局面，进一步促进了以平衡研发成本、研发效率和研发投入回报率为目

的医药外包需求的提升，并逐渐从医药中间体的 CDMO 向 API 和制剂的 CDMO 发展，根据

Frost&Sullivan 的相关数据，2016 年到 2020 年，全球化学药 CDMO 市场规模从 259 亿美元增加

至 375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9.69%，预计 2022 年达到 469 亿美元。随着我国 CDMO 企业

的综合技术水平和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全球医药外包产业链从欧美向中国转移，加之我国 MAH

制度确立了药品上市许可和生产许可分离，激发了国内科研机构和小型药企的创新活力，中国

CDMO 市场规模增速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全球 CDMO 行业的市占率逐年提升，市场数据显

示，中国在全球医药 CDMO 行业的市占率预计从 2021 年 9.5%提升至 2026 年的 16%左右。 

（3）电子信息行业 

公司电子化学品板块的主要产品对应的终端应用行业电子信息行业市场细分程度较高，技术

发展和行业状况差异明显，核心产品的直接下游主要为半导体光刻胶领域和显示面板用光刻胶领

域，行业情况如下： 

作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工智能、5G、工业电子等新兴市场的

不断发展，全球半导体、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光刻胶的市场规模整体呈增长趋势，根据相关市场

数据，全球半导体的市场规模从 2017 年的 4,122 亿美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5,735 亿美元，全球半导

体材料的市场规模在 2022 年创历史新高，达 698 亿美元，全球半导体光刻胶的市场规模达到近

23 亿美元。光刻胶作为半导体行业的关键材料之一，技术壁垒较高且对电子元器件、部件的功能

和稳定性影响大，高分辨率的 KrF 光刻胶、ArF 光刻胶和 EUV 光刻胶的核心技术基本被日本和

美国企业所垄断，加之近年来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不断升级，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均积极支持本

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我国半导体光刻胶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 



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极大推动了终端消费电子市场的增长，全球进入屏时代，电子

设备的平均尺寸和全球显示面板的出货面积不断提高，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显示面板供应市场和

消费市场，对面板用光刻胶等上游材料的需求也持续增长，但我国光刻胶的自主生产主要集中在

PCB 光刻胶、TN/STN-LCD 光刻胶等领域，对 TFT-LCD 等面板用高端光刻胶产品仍以进口为主，

面板用光刻胶市场空间广阔、国产化替代需求迫切。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显示材料行业 

OLED 材料和液晶材料是 OLED 面板和液晶面板的上游关键组件，公司是国内极少数同时具

备规模化研发生产 OLED 材料和液晶材料的企业之一，公司的 OLED 升华前材料和单体液晶制备

技术已达到全球先进水平。 

公司生产的 OLED 材料包括 OLED 升华前材料和中间体，其中，OLED 升华前材料的收入占

比达 70%，凭借稳定高质量的产品品质、快速研发响应能力、优质的服务等综合竞争优势，客户

群已基本实现对国际领先的 OLED 终端材料企业的全覆盖，公司生产的 OLED 升华前材料已实现

对发光层材料、通用层材料等主要 OLED 终端材料的全覆盖，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能够规模化量

产全系列氘代发光材料（红绿蓝）的企业，2022 年公司氘代发光材料销售额占 OLED 材料销售额

的 27%。 

公司生产的液晶材料以单体液晶为主，公司与全球知名的混晶厂商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系全球主要混晶厂商 Merck、JNC 和国内三大混晶厂商江苏和成、诚志永华、八亿时空的

战略合作伙伴。 

（2）医药 CDMO 行业 

公司凭借在显示材料领域积累的化学合成、纯化、痕量分析等技术经验，将技术应用延伸至

医药领域，成功拓展了医药 CDMO 业务。公司目前生产的医药中间体产品主要为小分子化学药中

间体，且以创新药中间体为主。公司属于医药 CDMO 行业的后进者，相较于国内小分子 CDMO

的龙头企业，公司的医药中间体业务规模较小，医药研发水平和医药管线数量仍有较大差距，但

是从具体医药产品来看，公司的医药产品对应的终端药物多为创新药，主力产品的客户系全球知

名药企，且对客户的供应处于独供或一供的地位，与客户合作紧密，黏度较高，公司医药业务未

来发展潜力较大。 

医药业务作为公司的长期重要的发展战略，公司持续从人才引进、研发投入等方面优化该板

块的资源配置，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和结构。在产品管线层面，截至 2022 年底公司共有医药管线

140 个，相较于 2021 年底净增加 40 个，其中终端药物为创新药的项目 103 个，仿制药项目 32 个，

未知 5 个。根据对应终端药物的进展不同，公司医药管线的情况详见下表： 



进度 2022 年底 2021 年底 终端药物治疗领域 

商业化 47 32 
肺癌、心血管疾病、细菌感染、胰腺炎、

糖尿病、胶质瘤、哮喘等疾病 

临床 III 期及临床后 27 22 
糖尿病、肝细胞癌、抗病毒、子宫肌瘤、抗

菌药等疾病 

临床 II 期 16 12 
癌症、苯丙酮尿症（PKU）、痛风、白血病、

肿瘤、实体瘤等疾病 

临床 I 期及临床前 47 33 
肿瘤、胃病、肾病、乳腺癌、关节炎、多发

性骨髓瘤等疾病 

未知 3 1 未知 

合计 140 100 - 

 

注：1、新增管线数量已剔除因终端药物项目终止而无效的 5 条 2022 年之前已有管线。 

2、未知系指部分终端药物的商业化进度、名称、治疗领域等相关信息公司无法获悉。 

 

（3）光刻胶材料行业 

基于与全球顶尖客户长期合作积累的合成纯化经验、金属离子的分析检测和去除能力、中试

量产优势以及在日本市场的良好口碑，公司从 2015 年开始研发半导体光刻胶单体和膜材料中间体

等光刻胶材料，以高端光刻胶材料为重点方向，主要面向日本和欧美市场，目前主要产品包括半

导体光刻胶单体、TFT 平坦层光刻胶、膜材料中间体和聚酰亚胺单体，其中膜材料中间体主要为

显示面板用光学膜材料，光刻胶材料包括显示用光刻胶和半导体光刻胶单体，半导体光刻胶单体

以 ArF 光刻胶单体、KrF 光刻胶单体和 EUV 光刻胶单体为主；显示用光刻胶主要为 TFT 平坦层

光刻胶，具体应用于液晶面板的 TFT 基板的平坦化保护层中。公司虽已研发出多款光刻胶材料，

但由于光刻胶市场进入壁垒较高，客户验证周期长，目前光刻胶产品的销售收入整体规模较小，

但公司研发的光刻胶材料附加值高，下游行业市场前景广阔，随着未来公司相关产品的测试通过

及规模化量产，公司光刻胶材料业务将能够有显著提升并在特定产品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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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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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3,340,456,607.74 3,830,563,570.89 -12.79 2,924,772,42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55,503,428.16 2,854,629,226.26 3.53 2,691,795,490.81 

营业收入 1,480,379,426.82 1,525,576,435.25 -2.96 1,049,609,79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6,538,464.91 239,777,318.88 2.82 175,409,49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4,541,259.97 214,021,934.61 4.92 160,947,28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3,633,969.15 179,268,572.31 8.01 191,859,727.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53 8.67 减少0.14个百分点 12.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52 3.42 -26.32 3.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52 3.41 -26.10 3.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7.05 5.46 增加1.59个百分点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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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905,940.45 472,285,869.35 
291,716,486.4

6 
291,471,13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9,802,876.73 81,366,657.62 48,010,493.49 37,358,43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5,767,720.15 77,126,863.43 44,682,484.02 26,964,19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126,238.62 63,377,146.22 60,042,743.81 77,340,3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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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1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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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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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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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卓世恒立投

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5,478,915 19,176,203 19.49 
19,176,

203 
0 无 0 其他 

宁波国富永钰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91,332 11,125,943 11.31 0 0 无 0 其他 

刘晓春 1,836,674 6,402,109 6.51 
6,391,6

09 
0 无 0 

境外

自然

人 

杭华 4,040,000 4,040,000 4.11 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招商瑞

文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28,680 2,028,680 2.06 0 0 无 0 其他 

王远淞 1,850,008 1,850,008 1.88 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王子中 500,125 1,750,437 1.78 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陈谦 482,977 1,690,420 1.72 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浙江普永泽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79,207 1,327,225 1.35 0 0 无 0 其他 

宁波科玖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14,786 946,989 0.96 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北京卓世恒立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的实际控制人吕浩平、李佳凝夫妇和刘晓春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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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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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38 万元，较 2021 年下降 2.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4,653.85 万元，较 2021 年增长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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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