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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20-008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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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45,051,931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0.5元（含税），送红股 2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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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利特 股票代码 00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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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民宏 杨帆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558 号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558 号 

电话 021-31115910 021-31115910 

电子信箱 chumh@pret.com.cn yangfan@pret.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高分子新材料产品及其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明确了主

要经营发展的三大产业板块：改性材料产业、ICT材料产业和特殊化学品产业。公司改性聚烯烃材料（改

性 PP）、改性 ABS材料、改性聚碳酸脂合金材料（改性 PC合金）、改性尼龙材料（改性 PA）产品主要应用

于汽车内外饰材料、电子电器材料、军工航天材料等；LCP树脂材料、LCP薄膜材料、LCP纤维材料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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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G高频高速通信材料、高频电子连接器、声学线材、军工航天材料等；同时，公司光刻胶、高分子助

剂、气凝胶等产品也在积极研发或批量供货中。 

2、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取集中采购的模式，由公司的集团采购部负责统一采购，具体模式如下：集团采购部广泛收集

市场信息，优选确定合格供应商后，根据公司销售订单确定采购需求计划，拟定采购合同并向供应商采购，

质检部门对来料检验合格后，最终由仓库验收。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在保证一定安全库存量的前提下，根据客户订单安排生产计划。

公司产品主要工艺流程如下： 

 

 

（3）销售模式 

公司具体销售模式为：公司每年度制定销售目标，按月由客户经理与客户进行沟通，了解客户月度计

划，及时提交相应的采购计划，按需生产，并为客户提供全面周到的售后服务。 

对于长期合作客户，其付款方式给予一定信用期间（账期）和信用额度，公司总体给予客户账期在 30

天-90天之间；对于新客户，采用现款方式。 

本公司在发出产品，同时对方签收后，确认销售收入。 

3、报告期内行业情况 

（1）改性材料 

我国改性材料行业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近年来，改性材料在全球范围内的产能

扩张较为迅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随着近几年国内产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改性材料向性

能高端化、功能定制化方面不断发展。在高技术高规模门槛下，低端产能出清叠加行业持续整合，行业逐

渐向头部市场集中，马太效应凸显，改性材料龙头企业竞争优势有望持续提升，份额保持有序增长。 

目前，我国改性材料的需求增长快速，改性材料在下游汽车行业应用所占的比例正在逐步加大。未来，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汽车轻量化”、“以塑代钢”等汽车行业新趋势带动，尤其

新能源车续航里程的短板对汽车轻量化提出更大的需求。随着改性材料应用领域的扩大、高性能环保汽车

材料需求的增长和国产替代化进程的加速，我国改性材料行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仍存在极大的发展

提升空间。 

（2）ICT材料 

电子信息产业资金投入量大、产品更新换代快、生产环境要求苛刻，目前全球电子材料产业市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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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6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8%以上，是新材料产业中发展最快领域之一。数据显示，中国电子材料

需求量居全球第一，但我国高端电子材料生产市场份额小于 3%，且多在中低端市场领域，高端电子材料基

本依赖进口。国内电子新材料市场产品结构不合理，企业成果转化缓慢，市场竞争力偏弱，存在明显短板

与不足。 

作为集成电路、新型显示、5G通信的基础和核心，发展电子新材料产业对保障我国信息产业健康发展

和信息安全、国防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随着《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国家战略的推进实

施，5G通讯、物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技术的全面普及应用，将对电子新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将迎来广阔的市场机遇，电子新材料行业也将迎来迅猛发展。 

4、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改性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改性材料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材料

行业，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开拓，公司为国内外多家汽车制造商提供服务，包括宝马、奔驰、通用、

福特、克莱斯勒、吉利、比亚迪、奇瑞等车企，已成为国内改性塑料行业领军企业之一。公司在微发泡材

料技术、低密度材料技术、薄壁化材料技术、“以塑代钢”技术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在汽车低散发材料

方面，公司借助多年来汽车内饰领域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在汽车用改性塑料材料低气味、低 TVOC领域处

于行业优势地位；在高性能汽车内饰材料方面，公司多年攻关的低密度内饰材料和高性能爆破仪表板材料，

打破数十年同类材料被国外企业垄断的局面，大大提升了公司的技术水平及在行业内的竞争力。 

公司与国内各大著名高校持续保持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公司研发中心被国家发展改革委认定为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被上海市科委认定为上海市汽车用塑料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公司设立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上海

市科学技术协会批准，公司设立了上海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并已被中国科协认定。 

公司对 TLCP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以及美国 PCT专利，在申请 LCP相关中国发明专利 25项，

建立了 TLCP材料从树脂聚合到复合改性的完整技术与生产体系，系中国首家 LCP材料国产化供应商，经

过 13年自主开发，在 LCP 树脂合成及材料应用领域拥有完整产业链和自主核心技术，是国内较早布局 LCP

产业的公司之一。公司自 2007年收购中国 LCP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卜海山教授创办的上海科谷化工，2013

年公司设计建设总规划产能 10,000吨/年 LCP改性树脂工厂，目前在上海金山建成投产 3000吨，于 2018

年与下游终端客户联合开发应用于 5G通信的 LCP薄膜天线软板材料，2020年公司投资设立 LCP纤维公司

广东普利特，在建 1000吨（1000D规格）细旦 LCP纤维产线。公司高度重视电子新材料行业的未来发展趋

势，不断拓展电子新材料板块业务，积极开发应用于高频高速高通量通信电子、新能源等领域的电子新材

料产品，旨在打造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和通讯电子等产品应用领域的上游高端新材料供应商。公司通过不

懈研发和积极布局，在 LCP纤维和 LCP薄膜产品开发上都已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目前正全面推进 LCP 材

料在电子与 5G通信等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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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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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447,542,055.

08 
3,599,966,583.

00 
3,599,966,583.

00 
23.54% 

3,665,524,126.
83 

3,665,524,126.
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5,705,691.36 164,886,342.12 164,886,342.12 139.99% 72,319,435.13 72,319,43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1,717,989.53 137,686,262.18 137,686,262.18 148.19% 52,427,847.51 52,427,84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13,595,841.18 353,156,141.15 353,156,141.15 17.11% 193,492,616.42 193,492,616.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83 0.3122 0.1951 140.03% 0.18 0.13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83 0.3122 0.1951 140.03% 0.18 0.13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0% 7.05% 7.05% 8.55% 3.18% 3.1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4,409,489,360.

25 

3,892,103,180.

85 

3,892,103,180.

85 
13.29% 

3,917,905,218.

44 

3,917,905,218.

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698,277,553.
12 

2,391,338,636.
04 

2,391,338,636.
04 

12.84% 
2,327,874,670.

86 
2,327,874,67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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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160,575.54 1,335,325,109.66 1,123,469,602.31 1,320,586,76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374,509.58 230,339,439.05 82,993,673.32 29,998,06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376,937.28 205,140,046.36 72,926,401.28 12,274,604.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416,107.45 278,187,177.18 153,354,148.67 111,470,6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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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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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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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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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周文 境内自然人 49.08% 414,741,989 342,509,400 质押 107,200,000 

郭艺群 境内自然人 4.34% 36,672,480 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小

盘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2.73% 23,079,732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多元新

兴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2% 12,021,481 0   

张鑫良 境内自然人 0.86% 7,3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3% 6,995,306 0   

上海翼鹏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9% 6,674,594 0   

周武 境内自然人 0.78% 6,600,020 6,600,020   

联储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1% 6,028,912 0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三组合 
其他 0.70% 5,917,24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周文、周武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东，其中周文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文、郭艺群为夫妻关系，

周文、周武为兄弟关系，周武是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及高管。周文是上海翼鹏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未知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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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叠加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油价暴跌、贸易投

资显著下降、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年中疫情缓解后解封重启虽然使各国经济有所回升，但也造成疫情反弹，

复苏势头明显减缓，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而在中国，由于应对疫情措施得当，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较

小，经济保持正增长，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进一步扩大。未来，得益于

疫苗的成功研制和数字经济的兴起以及多边贸易框架的建立，世界经济有望稳步回升。 

报告期，国际油价表现跌宕起伏，整体下行。年初国际油价始于 60美元/桶，受到疫情影响，市场需

求大减，国际油价开始下跌，其后 OPEC+未能达成减产协议和沙特美俄增加油产使得原油供给库存量爆满，

4月引致史上首次负油价出现。5月开始，全球原油减产，油价开始波动上升，年底收于 50美元/桶左右。

2020年化工品价格走势也相对较低，据中塑在线中国塑料城 PP 指数显示，2020年 PP指数由年初的 805

点快速滑落，至 4月跌至最低位 685点，其后在 750点到 850点之间震荡缓升，年末收至约 815点，虽较

年初略有上涨，但对比往年仍处于低位。受此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成本相对较低，对公司利润带来积极

影响。 

报告期，公司全球实现营业收入 44.48亿元，同比上升 23.54%；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570.57万元，同比上升 139.99%。 

报告期，公司于年初响应国家号召，组织科研人员成功开发出口罩专用熔喷聚丙烯材料，积极助力国

家抗疫。公司成立科研攻关专项小组，通过夜以继日的持续奋战，用时七天开发出熔喷布专用聚丙烯熔喷

专用料配方并成功试制出合格产品，完成量产生产线工艺改造，实现产品批量生产，其后在全国多个生产

基地量产，发挥科技助力疫情防控，解决防疫物资材料紧缺，该材料在疫情期间销售成果优异，对公司利

润产生积极作用，一定程度缓解了年初汽车材料的不利影响。 

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周晓、杨拯共同出资设立广东普利特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其中普利特化工出资 2,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60%。公司本次联合二位 LCP 纤维

行业事业合伙人，发挥其在 LCP 纤维制备技术和 LCP 纤维市场资源，与普利特的 LCP 树脂及行业应用

资源，共同经营 LCP 纤维事业，开发世界领先 LCP 纤维及应用产品，提升公司 LCP 产业应用深度。报

告期内，广东普利特在 LCP 纤维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开发出多规格 LCP纤维系列产品，正与下游

客户在 5G 高频高速通信、通信线缆等应用领域展开积极合作。截至年报披露日，广东普利特与浙江东尼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在高强型 LCP 纤维的研发与量产等领域展开深度交流与合作，

共同携手就 Tony tech™牌 LCP 纤维的研发、生产、市场、销售等领域进行全面产业合作，以共同推进 LCP 

材料在电子通讯等领域的应用。随着未来 5G 通信领域加速发展，5G 商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对于 LCP 材

料的需求不断增加，未来 LCP 产业的市场将进一步提升，对公司发展和业绩提升产生积极推动。 

报告期，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辽宁航安特铸材料有限公司 1,000万元，持股 1.0526%，辽宁航安为军

工新材料行业优秀企业，公司看好其未来发展前景；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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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0万元投资江苏影速集成电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2677%，江苏影速是国内专业的集成电路核

心装备制造商及中国唯一能够制造半导体纳米级制版光刻设备的企业，有望成为世界一流的微电子设备供

应商，公司十分看好其在通信领域半导体新材料上的发展。同时，公司拟重组收购帝盛集团事项，虽未获

证监会审核通过，但公司仍认可帝盛集团高分子材料抗老化助剂行业的未来前景，基于潜在的合作可能性，

正与福建帝盛洽谈战略投资事宜。 

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普利特伴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业务也有显著发展。伴泰导电聚苯硫醚复

合材料和绝缘聚苯硫醚复合材料进入新能源动力电池巨头体系并实现量产，用量在下半年实现较大增长；

特种复合材料进入某笔电巨头体系，且实现量产；高流动导电聚丙烯材料开始应用于新冠病毒体外检测领

域，得到了客户的认可；特殊尼龙复合材料进入水处理行业，已经通过爆破实验认证，进入水处理行业领

头羊企业体系；特殊尼龙复合材料亦初步进入华为体系资源池。 

截至年报披露日，公司与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控

股股东拟转让 5%股份给恒信华业管理的平潭华业领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发展公司电子

新材料事业。恒信华业旗下多支基金以战略投资的方式在 5G 技术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布局，已投资多家新

材料、半导体、通信器件、消费电子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产业资源，是 ICT 领域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投资机构。而上市公司近年来积极拓展电子新材料的相关业务，开发出了一系列应

用于高频高速通信、新型消费终端、新能源汽车等相关的电子新材料产品。随着 ICT 行业“进口替代”

战略进一步向上游材料延伸和新能源汽车自动化和智能化带来的新型材料的创新机遇，恒信华业与上市公

司在 ICT 领域将具有广阔的战略合作前景，并依托战略投资者在通信行业的产业资源、经验和投资网络，

协助和支持上市公司拓展核心客户，助力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和规模扩张。 

报告期，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 3,981,744 股已于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全部

出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周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共计减持 52,267,07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19%；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周武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共计减持 2,200,00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宏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共计减持 310,000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公司持续推进“双品牌、双引擎”战略，推出 “高性能复合材料+绿色环保材料”整体解决方案已经

在全球各大品牌车企车型上广泛应用，包括 BMW（宝马）、Daimler Benz（奔驰）等欧系车企；GM（通用）、

Ford（福特）和 Chrysler（克莱斯勒）等北美三大车企；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一汽大众、长安福特、华

晨宝马、广汽丰田等合资车企；吉利汽车、上海汽车、长城汽车、长安汽车、比亚迪、广汽汽车、奇瑞汽

车等自主品牌车企。报告期内，公司新增 2款材料获得 Daimler Benz认证，累计共 21款材料进入全球采

购清单；新增 5款材料获得 BMW认证，累计有 23款材料进入 BMW的 GS93016宝马集团标准材料平台；累

计共 80款材料通过认证进入福特全球采购清单；公司积极推进 Audi体系材料认证，并有多款内饰材料获

得认可。 

报告期，在汽车材料及特种材料领域，公司新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65项。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 156

项授权专利，其中美国专利 2项，中国专利 154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148项（1项 PCT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 6项；在申请发明专利 217项，1件软件著作登记证书。 

报告期，公司“普利特”商标管理与品牌影响进一步增强。公司对“普利特”商标进行跨类、跨地区

防御性注册，截止报告期末，已经获得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德国、台湾地区等商标共计 40件，其

中国内 14件，国外 26件；在申请商标 9件，其中国内 2件，国外 7件。报告期，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先后荣获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海民营制造业企业 100强（第 24名）、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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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 100强（第 48名）、上海民营企业 100强（第 73名）、上海市重点产品质量攻关成果二等奖、

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0-2021）、上海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绩效评估

合格、青浦区百强优秀企业、青浦区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团队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会员企业、青浦区

抗疫爱心捐赠等荣誉，“高耐热、低渗透尼龙复合材料”、“新能源汽车专用无卤阻燃聚碳酸酯合金材料

（PC/ABS）”、“高模量、高韧性、低收缩、低密度聚丙烯复合材料”等项目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项目。全资子公司浙江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先后荣获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浙江省科技型

中小企业、浙江省塑料行业名优品牌产品、纳税超五百万元贡献奖等荣誉。董事长周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部评为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同时被中共浙江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

浙江省“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全资子公司重庆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荣获重庆英才•创新创业领

军人才（科技领域）创新创业示范团队。国家政府的认可使得普利特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得到提升，

也为企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改性聚烯烃类 2,167,586,893.80 266,325,592.42 28.99% 39.15% 190.45% 11.43% 

改性工程塑料类 969,182,173.37 71,495,868.50 21.26% -3.33% 246.35% -2.21% 

其他类 801,262,942.64 78,236,830.49 16.98% 24.54% 44.24% 0.5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395,705,691.36元，较上期增长 139.99%。原因为公

司在本年度内新产品应用开发、项目获取、材料成本控制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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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 附注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28、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20年 2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周晓、杨拯共同出资设立广

东普利特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2,500万元，其中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认缴出资 1,500万元，

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60%，进而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2020年 5月，本公司出资 1亿元，完成收购宿迁市振兴化工有限公司 80%股权，振兴化工已成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进而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文 

 

2021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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