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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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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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2022年度亏损，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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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湖股份 600257 洞庭水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波 谢宁 

办公地址 湖南省常德市建设东路348号泓鑫桃林

6号楼 

湖南省常德市建设东路348

号泓鑫桃林6号楼 

电话 0736-7252796 0736-7252796 

电子信箱 17454283qq.com 925286482@q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淡水渔行业 

2020年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林草局发布《关于推进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及 2021年中央公布的“推进水产绿色健康养殖”的 1号文件和 4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实施

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的通知，均倡导水产养殖业的生态、绿色、可持续发

展。现在以及未来水产养殖业以实现大水面生态保护和渔业发展的充分融合为目标，运用水产健



康绿色养殖技术，提升渔业在水域生态修复中的功能，不断完善大水面生态渔业管理协调机制，

形成一批管理制度完善、经营机制高效、利益联结紧密的生态渔业典型模式，基本实现环境优美、

产品优质、产业融合、生产生态生活相得益彰的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格局。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如图一所示），2018 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同比下降 3.48%，其

中淡水养殖面积同比下降 4.07%；2019 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同比下降 1.13%，其中淡水养殖面积

同比下降 0.59%；2020 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同比下降 1.02%，其中淡水养殖面积同比下降 1.48%；

2021 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同比下降 0.38%。其中淡水养殖面积同比下降 1.12%。在国家一系列环

保政策的推进下，虽然全国水产养殖面积呈下降的态势，但水产品总产量、淡水产品产量、淡水

养殖产量总体仍保持小幅增速增长（如图二所示），渔业产值及淡水养殖产值也是呈平稳增长态

势（如图三所示），水产品市场稳健运行。 

 

 



注释：以上分析中的数据均来自《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水产品加工业是连接渔业生产养殖与流通的桥梁，随着渔业的迅速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根据《全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全国的水产加工品总产量为

2,125.04万吨，同比增长 1.64%，其中淡水产品加工 416.23万吨，同比增长 1.15%。2021年全国

水产品加工产量仅为水产品总产量的 31.75%，说明水产加工行业市场空间广阔。 

目前国内市场的水产消费主要以鲜活水产品为主，但是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同时受 

“宅”经济的影响，居民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及对省时、健康、高性价比的饮食需求，连锁餐饮企



业对标准化生产、降本增效的高需求，使得方便快捷的预制菜品受到餐饮行业等企业和个人消费

端的追捧，需求量不断提升。水产预制菜在 C 端的市场需求，已成为水产品行业重要的、新的增

长点。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5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将突破 8,000 亿元，其中酸菜

鱼预制菜市场规模预计达 16.9亿元，预制菜（含水产预制菜）市场的潜力巨大。 

2020年 9月 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

指出加快推广农产品“生鲜电子商务+冷链宅配”、“中央厨房+食材冷链配送”等服务新模式，

新型消费模式将被国家重点支持。2022年 9月国家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要加

强水产品就地加工和冷链物流设施设备建设，支持广东、福建等沿海和湖南、江西等内陆水产养

殖大省，建设一批水产品就地加工及冷链物流设施设备，支持淡水鱼、小龙虾等重点品种加工、

预制菜生产、海洋食品及功能产品生产。中国冷链物流技术的快速发展，保障了预制菜品的新鲜

度，提升了销售半径，推动了水产预制菜市场的发展。水产预制菜的兴起，赋予了水产养殖及加

工业新的契机和潜力，大大提升了水产品深加工的附加值，而渠道和供应链优势成为抢占水产预

制菜市场的关键竞争力。 

白酒行业 

白酒是我国特有的传统酒种，在中国酒类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白酒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的步

伐依旧，营收和利润仍有巨大的空间。2022年 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实施的《白酒工

业术语》、《饮料酒术语和分类》两项国家标准，白酒行业的日渐规范促进了中、低端白酒企业

在工艺、产品结构方面的升级改革，同时前期采购成本的提高使得白酒行业价格升级。 

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和健康生活方式态度的增强，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消费者

的消费意愿更倾向于具有品牌、品质优势的白酒，从而推动白酒需求端的消费升级和供给端的结

构性调整，促使中高端以上白酒产品的消费比重提升，同时以年轻消费群体为主的低度酒品成为

白酒市场新的利润增长点。 

目前全国白酒企业数量下滑，知名规模以上酒企的盈利能力仍持续稳步增强，市场份额仍将

继续向龙头企业聚集，产业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高端酒企龙头垄断格局日渐稳固，

凭借其资金、规模、品牌优势寻找新的发力点，将会进一步挤压中小酒企业的生存空间。但是白

酒因地域、文化、口感、工艺等因素的不同造成的地方性消费习惯，区域性品牌仍然具有一定的

生存空间以及发力点，德山酒业面对全国性名酒和省级强势名酒渠道下沉的冲击，将进一步加大

市场投入，树立区域品牌优势，坚定不移地走质量化、健康化、效益化、数字化的发展道路。 

康复护理医疗行业 

康复护理医疗服务业自 2010年《关于将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通知》的

发布至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国残联 2021年 6月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的意见》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对

康复医疗事业发展越加重视，多次出台相关举措，以鼓励、支持康复医院、护理医院等专科医院



的建设，加强康复医疗人才的培养和专业队伍建设，不断健全完善康复医疗体系，从政策层面推

动康复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加大对康复行业的支持保障力度，助推康复医疗服务市场供给扩大。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康复医学科的出

院人数达 400万人，5 年复合增速 10.39%，康复医院出院人数达 91万人，5年复合增速 10.55%；

2021 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康复医学科的出院人数达 442 万人，5 年复合增速 8.81%（如图四所

示），说明全国康复医院、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康复医学科的出院人数逐年提升，康复需求群体持

续增长。2020 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康复医学科的床位数达 30 万张，5 年复合增速达 13.17%，

2021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康复医学科的床位数达 32.77万张，5年复合增速达 12.32%（如图五

所示）。根据《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20-2035 年）》中的人均康复床位目标，即每

千人 0.5 张，估算 2030 年全国康复床位总目标约为 70 万张，以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的 2021

年康复医学科床位数作为基数，缺口达约 40万张。根据毕马威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联合发

布的《康复医疗趋势引领新蓝海》报告预测，预计到 2025年中国康复医疗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2,200

亿元。由此可见，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及不同康复需求群体的增加，我国康复医疗行业市场潜力

巨大，康复医疗服务市场规模拥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关于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

化的康复医疗中心，增加辖区内提供康复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数量”。目前康复医疗服务行业主要

是以民营康复医院为主导的结构化市场，拥有复制能力强、精细化管理能力强的连锁康复医院，

其品牌影响力及业务覆盖范围更大，在抢占康复医院市场份额中拥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目前主要业务分为两个板块：板块一是健康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业务，包括淡水鱼类及相

关水产品的养殖、加工和销售，白酒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以及与健康相

关产品等的连锁零售及批发业务；板块二是以康复护理为主的健康医疗服务业务。在报告期内，

公司继续坚持推动健康产品和健康服务两个板块的协同发展。 

公司以“两湖两库”优质水域资源为依托，拥有湖泊生物治理与富营养化控制等大水面水环

境治理技术，现已形成“自营种苗繁育—科学化养殖—专业化捕捞—水产深加工—销售一体化+

柔性物流供应链系统”的淡水渔业发展全产业链。公司持续注重淡水产品的质量管理，先后获得

国家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有机产品认证、农产品全程质量

控制技术体系 CAQS-GAP证书，建立了完善的食品安全保证体系，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生态、安全

的优质淡水产品。公司水产品主要包括鲜活、冰冻和冰鲜三大核心系列，鲜活系列产品主要有大

湖有机鳙鱼、大湖有机甲鱼及阳澄湖大闸蟹等；冰鲜系列产品主要有鳙鱼头、鳙鱼段、鳜鱼、鲫

鱼、鳊鱼、草鱼等（-5 度冷藏销售）；冰冻系列产品主要有小龙虾系列、冰冻鱼头系列、鱼片系

列等。 

公司全资孙公司德山酒业酿酒历史悠久，拥有着经验丰富的核心技术团队，秉着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以高粱、糯米等为原料，采用独特的德山酒古法酿造技艺，固态泥窖发酵、续槽配料、

混蒸混烧、量质摘酒、分级陶坛贮存，酒体经过分析、尝评、勾兑、调味、贮存，包装出厂。德

山酒业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严格把控生产、检验、标签、包装、贮存、运输等每一道工序，保障

供应市场白酒的品质。公司白酒产品目前涵盖高、中、低档，主要有“德山德酱”“御品德山”“秘

藏德山”“德山大曲”“滴水洞”五大系列和酱香型、浓香型、兼香型三大香型。 

公司子公司德海医贸拥有德海原创天麻首乌片全国总经销权，主要是通过与本土医疗卫生机

构、第三终端药房及诊所以及全国众多商业公司和大型零售连锁公司合作，长期从事药品、保健

品、医疗器械等健康产品的批发销售。 

公司控股的东方华康，是一家以医疗产业投资、医院管理为主，集康复、护理、医养教学为

一体的医疗服务平台。东方华康以“立足上海、辐射华东、面向全国”为长远目标，以“规模化、

连锁化、专业化”为战略布局，以“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为服务宗旨，旨在构建与知名医疗机构、

高校和协会开展多方位战略合作的优质、高效的康复护理医疗服务体系。目前公司旗下已在运营



的康复护理医疗机构包括上海金城护理院、无锡国济康复医院、无锡国济护理院、无锡国济颐养

院、常州阳光康复医院、杭州东方华康康复医院、杭州金诚护理院，是目前长三角地区规模较大、

标准较高的大型社会办康养医疗机构之一。公司康复护理服务人群主要针对老年人群、儿童人群、

亚健康人群、患者、孕妇等，涉及康复护理服务包括神经康复、骨与关节康复、老年康复、心肺

康复、儿童康复、基础生活护理、临终关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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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876,319.04 2,340,424,356.56 -7.63 1,968,514,403.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79,723,654.23 949,434,742.91 -7.34 1,163,502,412.71 

营业收入 1,094,712,820.42 1,292,312,436.98 -15.29 936,517,8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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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246,159.37 1,284,524,215.94 -15.51 930,144,253.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1,495,117.40 -180,118,858.50 60.31 4,171,552.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6,165,267.90 -87,909,539.52 13.36 -29,169,613.3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866,143.08 96,420,908.67 1.50 -33,584,944.1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82 -17.2 

增加9.38个百分

点 
0.3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37 

59.46 
0.008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 -0.37 

59.46 
0.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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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017,105.58 320,603,898.69 288,475,793.47 266,616,02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94,146.45 -1,039,781.82 16,917,214.90 -74,178,40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019,741.92 -3,315,976.17 13,540,098.02 -71,369,64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52,807.28 -46,421,655.27 120,839,433.44 81,021,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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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16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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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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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0 104,631,211 21.74 0 质押 51,34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范远龙 -1,367,800 13,953,762 2.90 0 未知 0 未知 

朱世国   2,002,928 0.42 0 未知 0 未知 

胡旭 550,000 1,850,000 0.38 0 未知 0 未知 

周宙行 -7,300 1,800,000 0.37 0 未知 0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44,120 1,778,611 0.37 0 未知 0 未知 

楼敏 1,653,100 1,711,600 0.36 0 未知 0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702,702 1,702,702 0.35 0 未知 0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641,434 1,652,525 0.34 0 未知 0 未知 

李晨 1,240,000 1,550,000 0.32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泓杉与其他九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2、公司未知其他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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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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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9,471.28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179.51 万元。截止到 2022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16,187.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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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