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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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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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2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8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截至本年

度报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205,235,237股，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数为116,100股，预计派发

现金红利98,457,185.76元（含税），占2022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5.17%。本议

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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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程邦达 60383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大伟 苏春暖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6号华润大

厦B座10层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

路6号华润大厦B座10层 

电话 0532-85759915 0532-85759915 

电子信箱 zhengquan@bondex.com.cn zhengquan@bondex.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一）公司所处行业—综合性现代物流服务业 



公司立足于跨境环节，为客户提供标准化物流产品及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属于现代物流背

景下的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范畴。 

（二）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 

1、宏观经济—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中国外贸承压前行 

公司主要为进出口贸易客户提供跨境物流服务，因此本行业景气程度与全球经济及中国外贸

进出口景气度息息相关。 

2022年，全球经济进入高通胀低增长时代，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俄乌冲突引发粮食、能源危

机，美国及许多国家通胀水平创历史新高，国民收入大幅缩水，经济增长前景堪忧。美国、欧盟

等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全球其他经济体也由此受到不利影响。面对国内外多重因素冲

击，中国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但表现弱于预期，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3.0%。 

在内外需收缩、预期全面转弱压力下，中国外贸进出口产业承压前行。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

额维持稳健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全年达 6.31 万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4%；其中，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规模增长显著提速，贸易品类方面，以电动汽车、光伏产品、

锂电池的出口为代表的高技术、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产品成为出口新增长点。货物总量方

面，全国外贸货物吞吐量 46.07亿吨，同比小幅下降 1.9%。 

2、产业结构—产业升级，企业出海对物流服务商提出更高要求 

2022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延续了本土产业升级、本土企业出海的良好发展势

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统计，2022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7.4%，增幅

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同时，逐步在世界赢得话语权的中国制造企业积极布局海外，一方面投资建

厂，将附加值较低、不再具备成本优势的生产环节转移至“一带一路”沿线，另一方面，也立足

海外市场，建立技术研发中心、营销服务中心，以实现中国品牌在研发端、流通端的本土化落地。

中国由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中长期历史进程为具备专业化、全球性、全链条服务能力的

中国物流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3、国际海运市场—海运需求疲软，国际集运运价高位回落 

2021年，受中国出口需求暴增与供方运力严重短缺、港口堵港塞港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物

流大规模拥堵，以中国为起运港/目的港的国际集装箱航线运费达到历史高位水平。自 2022 年二

季度起，全球经济显著放缓，中国出口需求回调，同期海运运力及船舶运载效率有所恢复，供需

关系调整下国际集装箱航线运费大幅下跌。 

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2022年，反映总体运输市场（含即期协议和长期协议）的中国



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平均值为 2,807点（前值为 4,061点），年终回落至 1,359点（前值

为 3,344点）；反应即期价格的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全年平均值为 2,807点（前值为

2,615点），年终回落至 1,359 点（前值为 3,344.24点）。集装箱运量方面，根据波罗的海航交所

统计数据，2022年全球集装箱海运贸易量较上年回落 600万 TEU，同比降低 3.2%，但仍高于 2020

年水平。 

 

4、国际空运市场—供需格局趋向均衡，行业逐进入新常态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布全球航空货运定期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航空总运力（包括

客机腹舱运力及专业货机运力）按照可用货运吨公里计算同比增长 3.0%（国际运力增长 4.5%），

已趋近 2019 年前水平。2022 年二季度起，全球经济放缓，出口需求降低，供需新格局下，空运

运价整体处于降价态势。波罗的海交易所空运指数（BAI）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到北美的平

均运费从 1 月每公斤 10.90 美元降至 12 月 6.50 美元；香港到欧洲平均运费从 1 月每公斤 6.61

美元降至 12月每公斤 5.52美元。对比 2020-2021年期间高度波动、高度异常的运价情况，2022

年国际空运运价相对平稳，展现出行业供需格局已逐步过渡至相对稳定的新常态。 

5、中欧班列市场—运行规模持续增长，机遇挑战并存 

2022年，中欧班列整体运行稳定，战略通道作用持续显现。年内，满洲里口岸国际货场扩能

改造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升了返程中欧班列开行能力，但受俄乌局势影响，中欧班列欧洲方向业

务大幅萎缩；在此背景下，中通道、南通道的探索，中老铁路的开通以及海铁联运模式的成熟为

中欧班列贡献了新增长点。截至年末，全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6 万列、发送 160 万标箱，同比

分别增长 9%、10%。 

（三）产业政策及其对本行业的影响 



2022年以来，“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及配套文件陆续出台，为中国现代物流的发展提

供了蓝图。规划提出我国物流业要加快物流枢纽资源整合建设，构建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系，到

2025年，基本建成供需适配、内外联通、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 

作为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复合型服务产业，物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当下，保障国际供应链稳定性，增强国际物流服务竞争力，补

齐国际供应链安全的重大短板，更已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紧迫任务。“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的提出对物流企业创新发展能力、服务质量效率及综合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行业发展阶段及经营模式 

物流产业依附于实体经济而存在，贯穿于企业生产的各环节，因此其经营模式与发展阶段与

实体经济发展模式与阶段息息相关。目前中国正处在由“经济高速发展”向“经济高质量发展”

转型的历史时期，产业结构方面，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存，高技术产业与低端落后产业并存。

因此，在物流运作领域，这种产业结构的多面性、复杂性就体现为交易型传统物流、契约型合同

物流、战略型供应链管理三种业务发展形态在物流服务市场的同时存在。由于历史原因，交易型

传统物流仍然是当下相对最为主流的服务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重心逐步向高技术、新兴领域转移，中国企业也逐步从

代工方向品牌方转型。这个过程对物流企业的集约化、精细化、智能化服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也为具备上述能力的优秀物流企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此历史潮流下，物流产业主

流经营模式也将逐步由交易型传统物流向契约型合同物流乃至战略型供应链管理方向升级。 

在此趋势下对中国物流企业的要求与挑战在于：①物流企业需要具备整合多区域“订-拖-仓-

关”资源，形成“端到端”全链路服务能力；②物流企业需能针对客户业务碎片化、需求个性化

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③物流企业需要快速扩充自身海外服务能力，以满足跨国企业海外的物流

需求式。 

二、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从事综合性现代物流服务业，主要以各类进出口贸易参与主体为服务对象，为其规划、

设计并提供专精于跨境环节的标准化物流服务产品与定制化供应链解决方案。公司业务体系随着

市场需求演变，形成了“基础分段式物流”、“一站式合同物流”、“精益供应链物流”以及“供应

链贸易”四大核心业务板块。 

1、基础分段式物流 



指围绕国际空、海、铁运进出口业务链条，为客户提供订舱、关务、仓储、拖车单一环节服

务的业务模式。基础分段式物流是规模化形成基础货源与运力资源的业务支点，是公司整体业务

体系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石。 

2、一站式合同物流 

指以订舱、关务、仓储、拖车为基础服务科目，结合客户保税仓配、多式联运、“一票直达”

等增值服务需求，生成一站式服务方案并予以交付的业务模式。业务形态层面，一站式合同物流

是基础分段式物流的拓展和延伸。 

3、精益供应链物流 

指根据客户供应链环节特性，为其量身定制贯穿全生产经营流程物流服务方案并予以精准交

付的业务模式。作为公司现有业务结构中最高级业务形态，精益供应链物流在一站式合同物流基

础上，叠加了原材料全球流集采分拨、VMI 管理、厂内物流、线边库代管等具备“主动管理”属

性的服务科目。目前，公司精益供应链物流业务板块主要服务于泛半导体产业（芯片、面板、半

导体设备）及精密电子产业。 

4、供应链贸易 

指根据客户采购委托，购入符合要求的商品，并最终将商品销售并配送至客户指定收货地点

的业务模式。供应链贸易在公司整体业务体系中起到辅助配套作用。 

（二）公司的市场地位 

业务体量：根据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组织公布的信息，公司位列 2021年度中国国际货代物

流综合收入第 15名，海运收入第 9名，空运收入第 15名,民营企业第 6名。 

企业荣誉：公司被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评选为国家 5A级（最高等级）物流企业，担任中国报

关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常务理事，是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场指定运

输服务商。 

（三）业务发展机制 

公司创立以来主要采用轻资产的经营模式，通过市场化方式整合外部物流资源，为客户提供

跨区域、多环节的系统化跨境物流服务。 

目前，公司已构建形成横向扩张（全球网点布局）与纵向延伸（行业客户深耕）相结合的“双

轮驱动”式发展机制。“横向扩张”服务于中国品牌出海浪潮，带动公司实现规模化经营，保障公

司整体运行效率与单位成本优势，为“纵向延伸”的顺利展开奠定营运网络、作业能力、运力资

源基础；“纵向延伸”服务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趋势，带动公司构筑差异化竞争壁垒，提升公司



整体服务水平，也为公司伴随核心客户成长，实现业务版图可持续性“横向扩张”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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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8,054,163.82 4,299,930,822.35 -7.49 1,884,749,39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752,269,391.68 2,117,063,832.08 -17.23 854,942,919.46 

营业收入 12,278,663,788.84 11,913,083,361.27 3.07 5,427,929,31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9,908,788.62 478,979,235.66 -41.56 185,269,13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0,638,314.91 438,628,440.50 -45.14 150,354,361.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91,002,073.48 453,534,664.82 8.26 119,383,892.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61 30.87 

减少18.26个

百分点 
2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6 2.61 -47.89 1.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6 2.61 -47.89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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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1,557,927.56 3,775,225,014.26 2,857,705,114.71 1,934,175,73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1,599,162.41 105,374,905.89 62,445,569.39 30,489,15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76,643,968.41 96,063,703.46 43,434,639.23 24,496,00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9,591,533.31 -113,235,686.68 584,710,698.82 169,118,5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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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7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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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海 0 54,250,000 26.43 54,25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青岛泛海达商务企业

（有限合伙） 
0 53,630,385 26.13 53,630,385 无  其他 

王希平 -13,900 8,736,100 4.26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青岛恒达斯邦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7,670,000 3.74 7,670,000 无  其他 

青岛华正德商务企业

（有限合伙） 
0 3,955,879 1.93 3,955,879 无  其他 

青岛国信创新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青

岛市海洋新动能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805,500 3,736,837 1.82 0 无  其他 

青岛海睿邦达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23,300 3,576,700 1.74 0 无  其他 

张晓燕 0 3,500,000 1.7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吴叔耀 0 3,500,000 1.7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平阳贸联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100,000 2,826,636 1.38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唐海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海在泛海达、恒达斯

邦、华正德担任 GP。唐海、泛海达、恒达斯邦、华正德构

成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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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1.56%。公司总资产为 39.78亿元，同比减少 7.4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2 亿元，同比增长减少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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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