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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2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国海证券；光大保德信 黄波；交银基金 王丽婧；华誉量化 刘鹏；

粤财控股 吴芷澄；路迈博 顾琪 

时间 2023 年 5月 3日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刘卓萌、财务经理张芷、证券事务代表钱婉怡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情况介绍 

1、财务情况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86 亿，相较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归母净利润 1.54 亿，相较于同期利润略减，根据同行业统计数据来看，

2022 年公司净利润，净利率，毛利率都位居于行业前列，盈利能力强

是公司一如既往的优势。 

2023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6500 万，归母净利润约 3300 万，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4.7%，扣非归母净利润 3291 万，同比增长

16.3%。总资产 48 亿，净资产 24.5 亿，货币资金 15 亿，货币资金储

备充足；资产负债率 49%，一直保持较好的资产负债结构。 

2、业务情况 

1）业务模式上：公司由以工程业务为主转向绿地养护+文旅运营业务，

逐步由工程型企业转变成为运营维护型企业。 

2）商业模式上：由全部对政府端的 To G 业务，逐步通过文旅运营业



务的发展增加 To C 端业务。 

目前公司业务分为四大板块：绿地养护、文旅运营、生态修复、林业

碳汇四大业务板块。 

绿地养护板块：绿地养护业务合同周期性长，能够给公司带来持续稳

定的收入和利润增长。近两年公司绿地养护收入在总收入的占比不断

提升，2022 年实现养护收入 2.46 亿元，占全年收入 42%，与 2021 年

相比增加 24%。现有绿地养护面积 4700 万平方米，其中 2022 年新增

养护面积 1300 万平方米。就绿地养护市场规模来看，是千亿级市场。

公司的绿地养护业务主要聚集在京津冀、内蒙、山东、河南、川渝等

地，这些区域的绿地养护市场规模在 800-900 亿元。公司重点发展绿

地养护业务：一是因为市场空间大，二是公司自身优势：1）创新的

业务模式，将绿地养护和文旅运营结合到一起；2）与一些金融机构

共同推进绿地养护新的融资模式；3）利用技术和研发优势，用科研

赋能绿地养护业务，在绿地养护上推进机械化智慧化以实现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实现养护标准化管理。 

文旅运营板块：2021 年公司开始布局文旅业务，成立全资子公司森氧

文旅，子公司森氧文旅主打的口号是绿色空间的综合运营商，主要从

事绿色空间的运营及生态文旅开发。绿色空间指的是郊野公园、森林

公园、城市绿地等偏生态自然类的资产。目前已经形成五大产品体系，

即“森氧梦秘密花园”、“嚒嚒兽梦幻森林”、“嚒嚒兽食物农场”、“森氧

梦不落村”以及“森氧梦运动空间”，分别对应主打露营、亲子、农场体

验、住宿和体育运动五大发展方向。围绕上述五大产品体系，森氧文

旅也在打造自己的 IP，目前已经成功打造亲子板块超级 IP“嚒嚒兽”

在天津知名度已经很高。森氧文旅目前已经形成了集文旅规划设计、

旅游投资、建设、策划运营以及文创产品为一体的一体化产业链服务

体系。上述五大产品体系中，“嚒嚒兽梦幻森林”和“森氧梦秘密花园”

已在天津市北辰郊野公园正式投入运营。这两个项目运营模式新颖，

主要通过进行主题活动而不占用建设用地的林下产业运营模式进行

整体运营，未来该模式可以在其他城市公园绿地内进行不断复制与沿



用。2022 年，森氧文旅和宝坻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近期，

森氧文旅与北辰区人民政府签署招商引资合作协议，助力区政府乡村

振兴。文旅业务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成功赋能绿地养护业务，成

功实现对绿地郊野公园存量资源的盘活，助力公司绿地养护业务转型

发展。  

生态修复板块：一方面绿地养护的收入占比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生

态修复业务也在不断增加拿单量。依托于前期已经积累的技术优势，

公司也在积极的参与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生态工程建设。 

林业碳汇板块：目前在做四方面工作：1）依托现有的林地资源进行

碳汇产品开发；2）林业碳汇的监测和计量；3）筹建碳汇数字化平台；

3）依托研究院的技术研发优势，在增加绿地系统碳汇量上也在做一

些工作。各方预计 CCER 交易管理办法在今年有望出台，出台后对林

业碳汇业务发展有促进作用。 

二、问答环节 

Q1：现在公司绿地养护面积约为 4700 万平方米，全国绿地总面积约

为 280 亿平方米，算下来公司现在的市场份额还很低，有很大提升

空间。对于绿地养护业务，公司的后续发展规划如何，是否有明确的

发展路径？  

A：目前公司绿地养护业务主要以京津冀、内蒙、山东、河南这些区

域为主，公司将绿地养护业务会与文旅运营业务结合到一起，同时对

于一些储备林和林地，公司也会积极将绿地养护业务与林业碳汇业

务，林下经济结合在一起。同时，公司不断推进绿地养护机械化、智

慧化，减少人员使用量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养护效率，实现标准化管

理，为公司后续取得大片区绿地养护项目提供助力。 

Q2：“十三五”是我国历史上生态修复行业发展的最高峰，现在这波发

展浪潮逐渐褪去，公司如何看待后续的行业需求？ 

A：近几年来，生态修复行业以每年 10%以上增速迅速发展，生态修

复市场规模在 2022 年达到 4300 亿。按 10%增速测算，未来生态修复

市场有很大空间。目前生态修复项目综合性较高，项目规模大。公司



将充分利用在生态修复领域的技术优势在细分领域做大做强。同时也

会与一些央企、国企进行合作共同推动业务发展。  

Q3：PPP 准则调整对公司现金流和费用有哪些影响？现在手里还有哪

些项目是 PPP 形式，有没有订单总额或者百分比的统计？ 

A：2021 年 1 月财政部下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文件，

其中明确提到，对于社会资本方将相关 PPP 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

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确认为无形资产的部分，在相关建造期间确认的

合同资产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无形资产”项目中列报；对于其他在建造

期间确认的合同资产，应当根据其预计是否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

变现，在资产负债表“合同资产” 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中列报。公

司今年对现金流内部结构进行相应调整，相关现金流从原来的投资活

动转到了经营活动，对损益本身没有影响。目前公司在手 PPP 项目一

共有 4 个，订单总额约 19 亿元。目前 4 个项目有 3 个已经进入运营

期，还有 1 个将在今年进入运营期。  

Q4：2022 年公司京津冀地区收入占比 55%左右，2021 年京津冀区

域收入占比 66%，占比明显下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A：2022 年京津冀产值占比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在其他区域产值份

额明显增加。目前公司业务布局主要聚焦在京津冀，河南、山东、成

都、新疆和西藏等地区。去年公司在新疆承接了胡杨林建设项目，最

近公司在成都承接了一个园林绿化项目，公司在不断加大其他区域的

市场开拓力度。  

Q5：公司 2022 年生态修复板块收入占比接近 80%，毛利率 44.4%，

这是非常高的水平，毛利率高于同行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么高的毛

利率，公司后续是否会有针对性的策略来维持？  

A：公司毛利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我们

主要业务布局在天津和内蒙等北方地区，北方的土壤环境和气候较南

方地区相对恶劣，因此对对生态修复技术水平要求会偏高，毛利相对

高于南方；二是公司整体资产和负债结构较好，在手货币资金数量较

多，向下游付款账期较短，对于供应商议价能力较强；三是公司所有



工程为自主施工，即使有分包也是劳务分包，这样能够很好控制工程

整体成本。公司在项目选择上也会把毛利率作为重要参考指标。 

Q6：财政部等 3 部门将于近期开展“十四五”第三批系统化全域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竞争性选拔工作，第三批海绵城市的建设对公司后

续订单会有什么拉动作用？  

A：目前公司重点布局的市场区域，如广西区域等，部分项目正在申

请海绵城市。国家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会给予相应资金支持，相关项

目资金就能够落实，对于公司业务的开展有促进作用。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3 年 5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