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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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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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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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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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域生态 60371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卓伟 刘丹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湾

谷科技园B2幢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

湾谷科技园B2幢 

电话 021-55095580 021-55095580 

电子信箱 IR@tygf.cn IR@tygf.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生态环境业务 

根据我国“乡村振兴”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战略，园林生态工程行业的需求长

期存在。生态环境治理建设是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前置要求，园林绿化、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生态公园、水生态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绿色能源替换等需求将长期存在，未来深耕农



村市场“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领域依旧大有可为。中国必将实现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和谐

共存，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双碳”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已经成为我国基本政策，高污

染的火电也逐步被无污染的“绿电”所替代。园林行业上市公司更多得从传统的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通过从事“新基建”业务，拓展转型为围绕“生态环境”进行多元化业务发展。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内外政治局势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趋大。从行业环境来看，政

府缩减债务规模以及发展模式转型所致，部分存量政府投资项目面临收款难等问题，传统“园

林+生态”、“园林+旅游”的转型方向资金投入高、投资回收周期长，无法解决企业当下负债高、

现金流紧张的困局；另一方面，园林行业龙头国资化的趋势仍在延续，行业竞争格局已发生

较大变化，园林企业面临做好做精主业、国资化、亦或是探索转型多元化经营的选择。 

（二）生态农牧业务 

生猪养殖行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生猪养殖行业具有行业容量巨大、生产集中度低的特

点。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在逐渐提高，并朝着一体化、标准化、集约化、规模

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农业农村部网站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

的意见》提出，到 2022 年，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重要进展，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58%左右；到 2025

年，产业素质明显提升，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65%以上。 

我国是生猪养殖和消费大国，猪肉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副食品。2022 年，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9227 万吨，猪肉产量 5541 万吨，占比 60.05%。生猪出栏保持

增长，存栏小幅增加。2022 年，全国生猪出栏 69995 万头，比上年增加 2867 万头，增长 4.3%；

全年猪肉产量 5541 万吨，比上年增加 246 万吨，增长 4.6%。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是一个周期性行业，猪价周期性波动特征较为明显，一般 3—4 年为一

个波动周期，周期性波动主要是受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集中度较低的特点、生猪固有生长繁育

周期共同决定，以及受新发的大规模疫病影响。2021 年上半年开始猪周期进入下行通道，猪

肉价格跌幅明显。2022 年 4 月以来生猪指数持续上扬，市场预期向好。 

（三）光伏新能源业务 

分布式光伏发电近 3 年呈现爆发式增长，国家能源局公布 2022 年全国光伏新增装机

87.41GW，同比增长 60.3%，其中分布式光伏 47.03GW，占比约 53.8%，连续两年超过集中式

光伏新增装机量，市场空间巨大。在“双碳”目标、能耗双控、分时电价、绿电交易、整县推进

的政策大势之下，分布式正在迎来空前大发展的契机。 

随着各省十四五能源规划陆续出台，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指引下，光伏等可再生能源

新增开发规模逐渐明晰。据统计，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海南、内蒙古、河北、山东、江苏、



宁夏、浙江、江西、西藏、四川、黑龙江等多省已公布了十四五能源规划，其中 16 个省份明

确了超 258GW 以上分布式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目标。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碳汇

交易”也将是光伏等绿色能源获得额外收入的潜在机会。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集中在三大业务板块：生态环境业务（园林生态工程、生态

环境治理、田园综合体、苗木种植等）、生态农牧业务（生猪养殖、农产品销售）和新设的光

伏新能源业务。具体如下： 

（一）生态环境业务 

1、园林生态工程业务 

公司传统园林生态工程业务主要以市政项目为主，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市政项目体量大、

综合性强、复杂程度高，对于施工单位的资质、信誉度及综合管理能力要求较高。公司园林

生态工程业务包括项目承揽、设计、采购、施工及结算等环节。在项目中标或项目合同签订

后，开展设计、采购与施工等工作。公司拥有风景园林甲级设计资质和经验丰富的设计团队，

在环境规划和设计方面具备独立设计能力。在施工阶段，实施项目经理责任制，组建专门的

项目部安排项目施工。对于 EPC 项目和普通施工项目，工程款按项目进度结算，竣工验收合

格后由业主单位进行审计结算后支付尾款。 

对于 EPC+O、DBFO 等运营项目，建设期工程实施与 EPC 项目相同，进入运营期后，由中

标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单独或与政府合资设立运营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运营方案进行

项目运营及维护，由政府分期支付运营费用或运营公司自负盈亏。 

对于 PPP 项目，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与政府合资设立 SPV 公司，通过 SPV 公司对 PPP 项

目进行投融资、建设和运营，若由公司负责业务资质范围内的项目施工，则工程施工根据《PPP

项目合同》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进度进行款项结算和支付。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包

括工程项目经验与施工资质，政府资源与持续接单能力，融资能力与运营能力等。 

2、生态环境治理及田园综合体业务 

生态环境治理及田园综合体业务是公司以自有 IP“天域田园”开展城市近郊、远郊及乡村全

域开发建设，项目类型包括：田园综合体、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文旅景区规划与建设、一二

三产业示范园区等，主要涉及策划、规划、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等环节。在生态环境与

人文风貌统一和谐的前提下，以特色田园乡村重点片区环境综合提升改造、农文旅与双创新

业态产业导入为定位，在地方政府的委托下，主要从农宅改造、基础设施景观提升、业态导

入、田园综合体等方面为政府提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民、企业、政府三方共赢的综合

解决方案。 



在与政府签订战略或投资协议后，公司联合政府平台公司或第三方机构设立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作为主体取得项目区域 10-20 年的运营许可，通过招商引资、投资、开发和建设，获

得平台管理费和投资收益。对于项目中涉及的建设工程，公司以合法合规方式参与并获得工

程建设收益。对于项目中经营子项目，引入专业运营公司进行运营，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选择有意向的经营子项目进行股权投资。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包括建设工程利润、项目运营收

益及股权投资收益等。 

（二）生态农牧业务 

1、生猪养殖业务 

公司生猪养殖业务主要采用自繁自养的经营模式和“公司+农户”的养殖回收模式进行生猪

养殖和销售，主要销售产品为仔猪、育肥猪。公司自 2019 年涉足生猪养殖业务以来，完成了

对若干猪场的投资以及专业化的生猪养殖团队建设。2022 年开始生猪养殖已由投入期转换为

产出期，生猪销售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但仍面临猪价不稳定以及需要防范猪只疫情等相关

风险。如何降本增效，形成成本优势，是公司今年在生猪养殖领域的重要课题。为此，公司

和“小龙潜行”开展了合作，拟通过科学、数字化养猪，做到猪只情况的可监控和可溯源。此外，

公司计划与华中农业大学推进“校企合作”，夯实养殖技术储备和人才培养，并积极推进自有

种猪繁育厂的建设。 

自繁自养模式下，在生猪供应缺口较大的区域周边布局养殖基地，通过自建、与社会资

本合作、租赁等方式来落实猪场基础设施，建立适度规模的天域种猪繁育及商品猪养殖基地。

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建立并执行科学严格的生物安全流程、严控饲料品质、选用猪场智能化

管理软件强化数据管理与分析，通过精细化管理逐步建立成本优势。 

养殖回收模式下，公司采取与养殖户合作养猪模式经营，即养殖户筹资建猪舍，在饲养

过程中，以记账形式向公司领取猪苗、饲料、疫苗和药物，肉猪养成出栏时公司实行保护价

回收，养殖户预交合作保证金，公司为养殖户制定种苗、饲料、药物的领取价格、回收养殖

户的肉猪价格，猪上市后养户与公司结算。 

公司生猪自繁自养采用“种养食结合”方式，利用公司原有生态技术优势，解决生猪养

殖过程中的环保问题。公司通过生态循环种养项目建设，实现环境友好、土壤改良，促进生

猪养殖现代化升级、助力地方生猪上市量及猪肉供应稳定，实现消费者、农民、政府、产业

及企业共生共赢。同时，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建立并执行科学严格的生物安全流程、严控饲

料品质、运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化养殖设备和技术，对猪场进行封闭管理。主要业绩驱

动因素是养殖成本控制、防疫控制水平及商品猪销售情况。 



2、农产品以及经济作物的产销业务 

公司在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将带来部分农产品以及农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推广业务。

该类业务目前占比较小，对公司整体营收的影响较小。 

（三）光伏新能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光伏新能源”业务板块，以“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开发

建设为重点、研究培育“光储充一体化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技术”的

开发应用。 

公司子公司已经获得分布式光伏建设所需的电力施工资质，经营模式为由用电方将其部

分建筑物屋顶、停车场设施等出租给公司，公司通过自有资金和融资租赁结合或自有资金和

银行借款结合的方式采购光伏组件，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站并自行持有，分布式光伏发电站

建设完成后由公司提供发电相关的营运服务，并向用电方（主要为场地出租方）收取用户电

费，模式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每个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周期通常为 3-6 个月，

建成后运营周期较长，一般在 20 年以上，每个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对外融资的还款期限一

般在 10 年左右，公司自承接业务以后，在建设期前期需要垫付一定的建设资金，但项目建设

完成运营以后，便可开始收取稳定的电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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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0,581,444.38 3,328,832,887.59 3.96 3,317,592,71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40,198,731.99 1,417,857,426.81 -19.58 1,239,740,600.37 

营业收入 944,914,502.25 638,082,659.11 48.09 582,542,8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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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871,241.53 633,768,002.85 48.46 579,518,92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79,406,085.94 -214,744,456.67 不适用 -157,445,61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56,334,762.57 -246,817,349.71 不适用 -161,718,442.5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5,530,306.65 -223,316,026.43 不适用 -86,511,97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1.84 -16.15 减少5.69个百分点 -11.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555 -0.8074 不适用 -0.65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1555 -0.8074 不适用 -0.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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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04,035.84 225,186,817.28 296,362,555.43 299,861,09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876,341.18 -210,464.55 10,617,173.03 

 

-312,689,13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6,785,365.94 304,934.83 10,742,546.24 
 

-340,596,87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8,128,563.13 7,289,851.00 66,870,088.52 59,498,9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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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6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88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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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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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卫国 - 48,501,829 16.72 - 质押 25,600,000 境内自然人 



史东伟 - 43,088,800 14.85 - 质押 15,500,000 境内自然人 

毛师琦 10,444,300 11,216,937 3.87 -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吉崇 7,996,900 7,996,900 2.76 - 无   境内自然人 

栾国明 3,040,500 3,326,600 1.15 - 无   境内自然人 

杨允坦 3,310,000 3,310,000 1.14 - 无   境内自然人 

夏伟伟 3,160,000 3,160,000 1.09 - 无   境内自然人 

区升强 -150,000 3,100,000 1.07 - 无   境内自然人 

余亦杰 2,640,040 2,640,040 0.91 - 无   境内自然人 

李玲玲 2,123,000 2,249,200 0.78 -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罗卫国和史东伟系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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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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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天域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

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

一期） 

19 天域 01 151629 2022-06-12 250,000,000.00 8.00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

限 公司 2019 年非公

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2021 年 6 月部分债券持有人选择回售，回售金额 1.05 亿元，公司已

承兑并在约定转售时间内完成全部转售工作，2022 年 6 月 13 日，

2.5 亿元人民币公司债余额完成本息兑付及摘牌工作。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2 年 2021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58.57 51.59 13.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 
-356,334,762.57 -246,817,349.71 不适用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191 -0.2075 5.61 

利息保障倍数 -3.14 -3.75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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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44,914,502.25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06,831,843.14 元，增

长 48.09 %；实现净利润-235,708,115.30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5,146,630.52  元，同比增亏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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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