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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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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铜牛信息 股票代码 3008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毅 彭金琳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31 号铜牛信息大厦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

31 号铜牛信息大厦 

传真 010-52186911 010-52186911 

电话 010-52186986 010-52186986 

电子信箱 
share-

info@topnewinfo.cn 

share-

info@topnewinfo.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集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云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互联网数据中心及云平台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应用

软件开发服务为一体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在互联网数据中心及相关增值服务、互联网数据中心及云平台信息系统

集成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致力于满足客户多样性、个性化的信息技术服务

需求。 

（a）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和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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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和云服务，即通过自建和租赁标准化电信级机房，自建云平台，租用互联网

通信线路、带宽资源、IP 地址资源，为客户提供数据中心服务器托管、互联网带宽和虚拟专用网接入服务、云服务、网

络安全、数据灾备等服务。 

公司在互联网数据中心建设和运营方面积累了十余年丰富的经验，紧跟行业发展趋势，不断研发应用技术，提升运

维管理水平，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公司目前在北京、天津等地区拥有位于北京天坛、中央商务区、三元桥国门大厦、

天津空港等多处高品质的数据中心，总体运营规模稳中有升。报告期内，公司积极筹划 IDC 战略布局，加强在全国核心

区域的业务辐射能力，进一步扩大运营规模。 

（b）互联网数据中心及云平台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互联网数据中心及云平台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指根据客户多样化的信息系统需求，提供从信息系统设计、设备采购、

集成配置、安装测试、数据中心部署、接入互联网到日常运行维护的一站式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公司拥有先进的集成配

置中心和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改变了传统较复杂的现场信息系统集成配置实施过程，诠释了先进的 IT 交付概念，为客

户提供模块化、即插即用的集成配置服务，降低了客户信息系统实施成本。 

(c)其他互联网综合服务 

其他互联网综合服务,主要包括为客户提供 IT 运维外包服务、应用软件开发服务以及数据中心运维服务等。 

（2）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a）云计算产业引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云计算白皮书（2023 年）》及 Gartner 数据显示，2022 年以 IaaS、PaaS、SaaS 为代表的

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为 4.910 亿美元，增速 19%，较 2021 年同比下降 13.5%。虽然受通胀压力和宏观经济下行的双重影

响，2022 年云计算市场增速下降明显，但对比全球整体经济仅 3.4%的增长，云计算仍然是新技术融合和业态发展的重要

手段。预计在大模型、算力等需求刺激下，市场仍将保持稳定增长，到 2026 年全球云计算市场预计将突破万亿美元。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提到“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培育壮大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网络安全等

新兴数字产业”，将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数字产业的规划发展正式纳入国家战略视野。2023 年 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六部门出台《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云计算技术推广应用。2023 年 4 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进 IPv6 技术演进和应用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推动 IPv6 与云计算等技术的融合

创新，促进云计算和网络协同发展。2023 年 2 月，《北京市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

提出，加快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服务业的创新应用，培育一批智能经济新业态。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基础云服务行业发展洞察》预测，预计到 2026 年中国整体云服务市将达到 12,754 亿元。

从云服务结构上看，对云资源的需求仍然是最主要的需求，IaaS 服务仍然市场规模最大、增长速度快，预计到 2026 年

市场规模可达到 7653 亿元；用户上云思维的转变，以及对能力的聚焦，将推动 PaaS 的成长，并成为未来推动云市场的

主要驱动因素之一，预计到 2026 年市场规模为 2104 亿元。我国云计算市场仍处于快速发展期，在大经济颓势下依旧保

持较高的抗风险能力。 

（b）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创新发展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前沿 

人工智能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成熟和商业化推进，人工

智能的应用也逐步向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慧工厂的场景化趋势演进，人工智能已逐渐在工业制造、企业服务、生活

消费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应用。在几乎每个职业领域，各种智能工具和服务正在涌现，以帮助人们更有效地完成工作。

2022 年 11 月上线的 AIGC 应用 ChatGPT，凭借其在语义理解、文本创作、代码编写、逻辑推理、知识问答等多个领域的

卓越表现，以及自然语言对话的低门槛交互方式，迅速获得大量用户。随着 AIGC 时代大模型参数的量级提升，算力成为

数智化时代的资源引擎，并且逐渐影响着国家综合实力和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数据中心作为支撑算力的基础设施，在

积极提升网络带宽、能源散热等方面的优化也变得极为重要。 

新兴技术的创新发展创造了新业态、新模式，其发展依托于数据中心、超算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将极大

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2023 年 5 月，北京发布《北京市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北京市促进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强调要全力夯实人工智能底层基础，筑牢产业

创新发展底座，高效推动新增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算力资源统筹供给能力，提高环京地区算力一体化调度能力，优

化提升环京算力网络。 

（c）信创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运转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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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即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旨在针对硬件及云等基础设施、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网络安全等 IT 产业链核心技

术产品进行自主研发，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运转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支撑，避免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使数字中国

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将愈发坚实。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23 年中国信创产业研究报告》，随着信创产品的

日益成熟，信创的建设将逐步在更多行业领域展开，由局部采买转为全行业推广、常态化采购，并有望在 2027 年完成央

国企的分级改造工作，综合办公系统全面升级，经营管理系统、生产运营系统结合信创产品成熟度和各单位发展需要进

行升级。 

在政策引导及市场发展中，信创云产品方案的功能和性能日益完善，供需两侧对信创云基础设施的价值及标准的认

知也日益清晰。信创云产品首先应满足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基本要求，核心组件自主开发，针对开源组件应有较高的代

码掌控度；其次云向下对接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向上支撑场景应用，因此信创云需基于客户多样化的底层芯片架

构打造“一云多芯”的能力，对基础软硬件等各类信创产品进行适配，实现对客户 IT 资源的统一支撑和管理，并结合国

内业务场景的实际需求进行优化。 

（d）数字经济产业政策铺平行业发展道路、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

产业集群。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着重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化中国”的目标，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为抓手，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此外，在国

家发改委、网信办下发的《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国家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加快

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引导产业发展的政策中，也提出了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新基建主力军优势，

积极开展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要求。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 

2021 年 7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中明确了到

2025 年要实现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地区生产总值的 50%左右，进入国际先进数字经济城市行列，北京人均算力达到

3000GFlops 的发展目标。《北京市第十四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建

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发展目标。提速数字经济新基建，建立人工智能超高速计算中心、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区块

链共性平台等数据智能基础设备，是厚积数字化发展新势能的重要环节。规划提出的在金融业“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供

应链金融、普惠金融、文化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丰富首贷中心、续贷中心、确权融资中心、知识产权融资中心功能；

发展绿色金融，创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实施泛在智能的城市感知全覆盖工程，建立交通

治理、应急调度、公共服务、智慧楼宇、智慧社区等示范应用；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赋能。聚焦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

同、智能化生产、服务化延伸，打造一批工业互联网标杆园区，支持大型龙头企业建设面向重点产业的行业级和通用型

平台，推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线和业务系统上云上平台，基本实现智能化改造全覆盖等一系列具体举措，为行业

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发展方向。 

（e）数字化转型实践催生行业发展需求 

从全球范围看，数字化转型已经进入倍增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在复杂多变的经

济环境中保障自身生存、提高竞争优势的必经之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力

求通过数字化技术和能力推动全社会生产力提升，实现行业转型升级，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 

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快速发展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渗透应用，数据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海量

数据向异构化、多模化、泛在化等形态演进发展，传统的计算技术已难以满足未来以云化、边缘化、移动化、智能化为

特征的计算需求，新环境、新形势、新变化对以云计算技术为代表的先进计算技术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传统的以基

础算力为主的云计算平台，正在向能够综合提供基础算力、智能计算、超算算力、可跨资源池灵活调度资源的新型云平

台模式演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金融行业、能源行业、制造业、城市管理等诸多领域深度渗透，并通过产业智能化重塑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成从供给侧的技术驱动导向转向需求侧的场景化应用主导转型。 

（f）借力东数西算，升级基础设施，优化资源布局，为传统行业构建坚实数智底座 

2022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复函，同意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启动建设全国一

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并同步规划了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东数西算”通过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

一体化的新型算力网络体系，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促进东西部协同联动，推动区

域协同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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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数据中心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随着算力需求的日益增长，对土地、能源、气候等条件均提出了更高要

求，东部地区土地、能源等资源日趋紧张，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具有较大难度和局限性。通过加大数据中心在我国西部

的布局，利用其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大幅提升绿色能源的使用比例，并通过技术创新、低碳发展等措施，持续优化了数

据中心的能源使用效率。 

通过“东数西算”工程，优化算力资源空间布局的同时，也推动新型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带动数据中心产业链可

持续发展，以满足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中对算力能力的扩张性需求。 

（g）数字中国建设引领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能量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也成为企业一项重要的资产。2022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快速

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根据中国

信通院发布的《数据要素白皮书（2023 年）》，近年来，各地方政府、部分行业主管部门以建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抓

手，积极推进公共数据开放，逐步完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体系。截至 2022 年 10 月，我国已上线 208 个省市公共数据开

放平台。基于开放平台，各级政府开放大量公共数据集，覆盖市监、工商、交通、生态、公共设施等多个领域，并且多

个地区建立了开放数据需求反馈机制，以便满足社会对公共数据的应用需求。2023 年 8 月，财政部正式发布了《企业数

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肯定了数据资源可具有资产属性，迈出了我国为发展数据要素而建立相关会计核算制

度的第一步，是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当前，数据引擎正在被注入动能，数据伴随社会发展变迁，与新兴技术交织融合，在数字中国的战略指引下，数据

要素的价值也将被更加充分挖掘。 

（3）核心竞争力分析 

（a）全面的综合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整体数字化转型服务 

  目前，国内传统 IDC 企业的主要经营模式仍为面向云计算服务企业或最终用户提供 IDC托管服务，本身仅提供基础设

施和部分 IT 设备的运维服务，并不直接向用户提供应用系统建设、实施和运维服务。另一方面，大部分云计算服务提供

商仍处于向最终用户提供 IaaS 层服务，或部分通用型应用软件的 SaaS 服务。难以向最终客户提供满足多种需求层次、

多种应用场景的完整应用方案。铜牛信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为客户提供 IDC 服务、IaaS、SaaS 层云计算服务、

网络信息安全服务、私有云及专属云建设、企业级应用解决方案的综合能力，成为向客户提供整体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 

  在资源层面，公司拥有自建数据中心与自主搭建的云计算平台资源，资源布局于京津两地，可以一站式解决客户 IDC

需求、云服务需求及异地灾备需求等综合性互联网服务需求。在这种资源架构中，公司自建数据中心可以为客户提供建

设私有云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资源，自建云计算平台则可为客户提供具有高弹性、高冗余性、高安全性的云计算资源。两

种资源的共存融合为客户实现其混合云架构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公司依托自身资源，凭借自身技术实力，通过多资

源整合、多技术融合，为客户提供满足各种应用模式、各种架构、各种安全等级要求的综合服务。在解决方案层面，公

司长期以来通过为政府行业、金融行业等多种不同业务类型、不同组织型式和不同应用场景的客户提供 IDC 系统集成服

务和应用解决方案服务，逐步形成了适用性较强的互联网综合应用解决方案，积累了丰富经验，服务能力得到了提升。 

  随着 5G 等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社会数字转型的时代即将到来。工业互联网及新一代消费互联网的发展与应用，

将一方面导致数据量的爆炸式增长，对网络、计算、存储等基础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客户对边缘侧应用解

决方案的需求将呈几何级数上升。同时，客户业务需求的多态性，对信息系统基础架构的多样性要求也成为必然。公司

所具有的 IDC 服务能力、云计算服务能力及信息系统集成与应用解决方案能力，在网络架构解决方案上，可以满足客户

业务多态性对网络结构的多样性需求；在资源架构上，可以将客户多样性的算力、存储及安全需求融合在一起，满足客

户对复杂网络统一调度、弹性转换、综合管理的切实需求；在应用解决方案上，可以满足企业客户的数字化转型多样化

应用需求。 

（b）京津两地布局，拥有优势区位内的优质资源 

  公司现有数据中心布局于京津两地核心区域和经济重点发展区域。公司天坛数据中心位于北京市二环内、CBD 数据中

心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国门数据中心位于北京市三环内。上述区域周边聚集了大量的金融、商业服务、跨国公司总部、

国际知名服务机构、要素交易市场、大型国有企业总部等高端客户，为公司业务拓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目标客户资源，

也为公司紧跟 IDC、云计算和信息系统集成行业的技术与应用模式最新发展动态，提供了最佳地缘优势。 

天津自贸区数据中心位于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天津自贸区背靠京冀，辐射东北、西北、华北，是“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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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重要节点，拥有目前北方最大的港口和华北第二大航空货运基地，开通中欧班列，实现了亚欧运输通道高效连接，

海、铁、空、陆多式联运高效便捷，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业务聚集，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平台。天津自贸区不断加快的

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国家租赁示范区建设以及大力发展的大宗商品交易、现代物流行业，特别是率先在全国实施

的“数字仓库+可信仓单+质押融资+大宗商品市场+风险管理”的“五位一体”供应链金融创新模式，为天津自贸区数据

中心所供了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公司运营的 IDC 机房多为自建机房，相对于租赁机房具有更强的可控性，能够更好的整合基础运营商的网络资源，更能

满足用户多线接入互联网的需求，更加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保障公司业务的稳定性，在业务可持续性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优势。 

  紧抓国家新基建的发展战略机遇，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公司前瞻性的布局使得公司在优势区位内拥有了优质的数

据中心资源。 

（c）品牌认知与服务质量优势 

  公司是北京市国资委旗下唯一一家以互联网综合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创业板上市企业。公司服务的客户覆盖政府行业、

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等众多行业。公司紧紧抓住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契机，重点拓展国有企业客户市场，根据目标

客户相对集中的特点，通过建立示范性项目扩大企业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通过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以口碑效应提高客户

对企业的信任度等有效手段，迅速扩大了在北京市属、市管国资企业中的市场占有率。公司依托自建的数据中心及云服

务平台，凭借过硬的云平台建设技术实力和丰富的运维经验，获得了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同仁

堂、京能集团、首开集团、首农集团、京粮集团、京城机电、北京绿色交易所、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上海证券交

易所、天翼云、北京公交集团、退役军人事业部等一批大型央国企客户的长期信赖。 

  公司凭借良好的产品技术与服务品质，在国资企业客户及其他客户中赢得良好的口碑，聚集了大量的优质客户资源，

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和新业务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d）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丰富的运维经验 

  公司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运维经验，打造了一支历经考验的运维团队，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运维服务

管理流程和运维质量管理体系。公司通过以自主研发为主的自动化运维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实现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基于可靠性分析的预防性运维，为 IDC 及云服务客户提供 7×24×365 不间断服务。 

  公司已顺利通过《数据中心网络基础环境等保三级认证》和《云平台等保三级认证》，铜牛国资云平台取得了公安部

测评机构颁发的云平台渗透、漏扫专项测评 A 级安全资质，保障了铜牛国资云用户的运营安全。公司顺利通过了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资质复评、ISO90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0000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ISO22301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标准认证的复审工作。公司在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服务管理、业务连续性管理

等方面的管理体系建设和完善工作，为公司业务有序、平稳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管理体系保障。 

（e）技术研发与人才优势 

  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凝聚了一批行业内优秀的年轻技术骨干。公司所属行业专业化程度较高，对服务

质量要求严格，良好的客户体验依赖于营销、技术、研发、客服等部门的通力配合。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技术、市场、

管理、运维等各方面积累了一批拥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 

  公司深耕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和云服务领域多年，形成了公司特有的技术优势，公司的核心技术主要来自于自主研发，

在 IDC 及增值服务、IDC 及云平台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业务中广泛应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 年末 

总资产 1,107,149,955.73 1,278,308,499.64 -13.39% 1,548,185,95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968,024,295.71 1,087,481,679.99 -10.98% 1,159,237,1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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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资产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277,916,121.16 441,299,005.76 -37.02% 299,523,64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9,457,384.28 -65,360,980.03 -82.77% 48,583,88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2,076,518.49 -67,373,359.62 -81.19% 45,506,931.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749,210.26 -25,525,975.16 259.64% 54,230,49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484 -0.4643 -82.73% 0.41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484 -0.4643 -82.73% 0.41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1.62% -5.82% -5.80% 4.26%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5,826,213.86 91,202,194.72 55,886,155.37 65,001,55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25,736.77 2,785,623.26 -6,003,630.79 -115,613,63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94,087.17 2,751,457.18 -6,004,387.08 -117,729,50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150,603.32 26,727,600.37 698,103.65 22,474,109.5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21,489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24,282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时

尚控股

有限责

国有法

人 
25.19% 35,465,681.00 0.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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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 

北京铜

牛集团

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4.80% 34,917,623.00 0.00 不适用 0.00 

高鸿波 
境内自

然人 
1.29% 1,809,673.00 1,809,355.00 不适用 0.00 

#于文德 
境内自

然人 
0.83% 1,168,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张永辉 
境内自

然人 
0.59% 831,996.00 0.00 不适用 0.00 

刘毅 
境内自

然人 
0.44% 625,222.00 518,416.00 不适用 0.00 

李超成 
境内自

然人 
0.39% 555,896.00 541,662.00 不适用 0.00 

中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38% 528,268.00 0.00 不适用 0.00 

樊红涛 
境内自

然人 
0.36% 513,747.00 509,300.00 不适用 0.00 

#任长东 
境内自

然人 
0.29% 410,921.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时尚控股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铜牛集团为时尚控股全资子公司。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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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减值迹象的识别和测试。通过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及往来款项回收的可能性的充分评

估和分析，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进行了计提减值准备，计提金额共计

118,241,204.35 元，其中信用减值准备 113,023,157.69 元，资产减值准备 5,218,046.66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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