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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待投资者调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25

日-26日通过现场方式接待了投资者调研，现将调研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调研基本情况 

调研时间：2023年 4月 25日-26日 

调研方式：现场调研及会议 

调研机构名称（排名不分先后）：长江证券、申万宏源、国信证券、国海

证券、方正证券、东方证券、首创证券、华安证券、东海证券、广发证券、兴

业证券、东北证券、中银国际、光大证券、开源证券、浙商证券、华创证券、

中金证券、国金证券、财通证券、广发基金、汇添富基金、榕树投资、中庚基

金、武当资产、乾图私募基金、浙期实业、泰康资产、中欧基金、中欧瑞博基

金、诺安基金、中信保诚、人保资产、泉果基金、太保资产、易方达基金、博

时基金、宝盈基金、君茂投资、淳厚基金、运舟资本。 

公司接待人员：董事长李国璋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琛女士、董事

程亚利先生、副董事长胡坤裔先生、董事会秘书鲍伯颖先生等部分董监高人员。 

二、主要交流内容 

（一）请介绍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作为精细磷化工龙头企业，积极探索磷、硅、硫、盐融合发展，不断

完善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条，构建了“资源能源为基础，精细化工为主导，关

联产业相配套”的良好产业格局。下阶段，公司将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的核心

支撑作用，聚焦发展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巩固提升高

值精细化学品产业，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其中，在微电子新材料板块。持续开发电子级电镀液、研磨液、前驱体，

突破发展电子级特气、封装材料，力争“十四五”末实现产能翻番，主导产品

芯片国产化全替代。 

在硅基新材料板块。重点补强上游硅矿、工业硅保障和下游高值产品开发，

大力拓展布局气凝胶、微胶囊、特种硅油、光伏胶、硅树脂、功能性硅烷等高

端产品，在宜昌建成全球最大硅基新材料产业集群。 

在新能源板块。加快电池材料及前驱体、光伏封装材料布局，突破锰、钒

电池制造工艺，建成行业具有较强优势的电池材料生产基地。 

（二）关于微电子新材料。 

1.公司湿电子化学品产业发展现状及规划？是否明显受到半导体产业景

气度下行影响。 

答：兴福电子目前已形成 3 万吨/年电子级磷酸、6 万吨/年电子级硫酸、

3 万吨/年电子级蚀刻液、1 万吨/年电子级双氧水、3000 吨/年电子级清洗剂

产能。此外，兴福宜昌基地在建 3万吨/年电子级磷酸、2万吨/年电子级氨水

联产 1 万吨/年电子级氨气、2 万吨/年电子级蚀刻液；上海基地在建 4 万吨/

年超高纯电子化学品（3万吨/年电子级硫酸、1万吨/年电子级功能化学品），

上述在建项目预计在 2023-2024年陆续投产。未来，兴福电子将结合研发进展

及客户需求，进一步拓展湿电子化学品和电子特气品类，并积极切入电子级电

镀液、研磨液、前驱体材料等微电子新材料领域。 

从一季度兴福电子实际经营情况来看，湿电子化学品需求未出现明显下降



趋势。根据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数据，预计到 2025年，全球湿电子化学品

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784.50亿元，较 2021年增长 52.13 %；其中集成电路领

域需求量将增长至 313万吨，较 2021年增长 49.76%，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10%。

与此同时，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用湿电子化学品整体国产化率仅为 35%，具有

较大提升空间。长期来看，国内具备高端湿电子化学品稳定生产能力的企业将

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2.兴福电子 2023-2025年业绩预期展望和 IPO进度。  

答：兴福电子 2021年实现收入 5.3亿元，净利润 1亿元，扣非净利润 0.92

亿元；2022年实现收入 7.9亿元，净利润 1.9亿元，扣非净利润 1.46亿元，

净利率约为 20%。未来 2-3年，随着新增产能持续投放，兴福电子营收及利润

规模预计将持续增长。目前兴福电子正在开展上市辅导验收，验收通过后将向

科创板申报 IPO。 

（三）关于有机硅新材料。 

1.请公司介绍全球微胶囊市场容量及增速，国内发展情况及公司发展规划。 

答：根据《2023-2029全球及中国微型胶囊行业研究及十四五规划》，2022

年全球微型胶囊市场规模大约为 137 亿元，预计 2029 年将达到 327 亿元，

2023-2029期间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 13.0%。主要应用领域包括食品、医

药、农业、纺织和日化、电子等。全球微型胶囊企业的主要生产商有 BASF、

3M、Evonik、Balchem Corporation、Aveka 等。其中前五大生产商占据了大

约一半的市场。从全球需求市场来看，美国市场约占 31%，欧盟和中国约占 30%、

11%。 

目前国内微胶囊企业规模较小，技术实力薄弱，产品质量较差，相比于进

口的同类产品，仍然存在甲醛含量较高、过冷度较大等问题。 

公司规划建设 2200吨/年微胶囊项目，包括 200吨/年光变/温变微胶囊粉

生产线、2000吨/年相变、芳香、抗菌等微胶囊乳液生产线，其中一期 550吨



/年已于 3月建成投产，是目前国内产量最大、规格最高的连续化微胶囊生产

线。目前该产品平均售价 6万元/吨以上，利润率约 25%。 

公司正在联合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开发无醛光变、温变微胶囊，同

时积极布局电子级微胶囊，破解该领域被国外垄断现状。未来，公司将结合市

场需求及研发情况，进一步拓展在电器领域防火、生物制药、电子元件的散热

控温、能源及工业催化、表面自修复领域的微胶囊产品。 

2.气凝胶。 

（1）请问气凝胶产业市场情况？  

答：与传统保温隔热材料相比，气凝胶具有优异物理特性（导热系数

1/5-1/3，保温效率 3-8 倍，厚度 20%-30%，使用寿命 3-5 倍），在双碳经济

背景下，气凝胶在工业管道、新能源、纺织等行业具有巨大的应用潜能。根据

公开资料整理，预计到 2025年，全球需求量将达到 160万方/年，市场规模达

到 46亿美元；国内气凝胶需求将达到 100万方/年，其中工业管道领域占比达

到 80%，新能源领域超过 15%。  

（2）公司气凝胶发展规划及竞争优势有哪些？ 

答：公司在建 5000方气凝胶毡，其中 2500方用于传统工业管道等领域，

2500方用于新能源电池领域。 

公司在该领域的竞争优势包括：一是技术优势。针对传统工业管道应用领

域，公司同步开发了常压干燥和超临界干燥两种工艺，其中常压干燥较超临界

干燥工艺生产成本低约 30%，且产品品质稳定；二是成本优势。气凝胶毡主要

原材料正硅酸乙酯，公司通过本地下游客户就近加工配套。三是市场优势。依

托公司在化工行业的影响力，以及与东方雨虹、中创新航等下游客户企业建立

的合作关系，有助于加快公司气凝胶产品在建筑、新能源领域的推广。 

（3）公司气凝胶业务在传统需求领域和下游锂电领域客户导入情况。 

答：在传统需求领域，公司已完成常压二氧化硅气凝胶粉体中试装置建设，



从 2022年起已取得 15家客户试用，并获得了部分订单，囊括涂料、纺织、吸

油等多个领域。在锂电领域，气凝胶毡已完成了小试放大工艺开发，产品性能

合格，已在公司内部推广试用且效果良好，下一步将对接下游新能源客户试用，

为后期销售做准备。 

3.有机硅液体封装胶替代 EVA/POE材料最新进展。 

答：有机硅液体封装胶目前处于实验室研发阶段，根据研发进展，有机硅

液体封装胶的光学性能如透光率、雾度均优于 EVA/POE，接下来将测试用有机

硅液体封装胶封装后的太阳能光伏板光电转换效率。该产品能否商业化还有待

根据后续的研发结果来确定。 

根据国外优秀同行在有机硅液体封装胶替代 EVA/POE材料的开发成果看，

该项目存在一定的技术壁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机硅液体封装胶的

透光性能优异，但其与光伏玻璃的折光率有差异，存在界面反射现象，光电转

化效率需进一步验证；二是传统 EVA/POE为固态封装材料，已有光伏组件生产

线均是基于固态材料开发的封装工艺，而有机硅封装材料为液体材料，需要调

整现有固态封装工艺。根据与客户沟通结果，客户对提高组件寿命表现出浓厚

兴趣，但是对改变封装工艺比较排斥。为解决上述问题，公司正在积极开展如

下探索：一是开发出一种全新的封装工艺，在成本或效率上优于现有封装工艺；

二是将有机硅封装材料由液态转变为固体片材，以匹配现有封装工艺。 

4.全球医药领域用液体胶市场情况及公司规划。 

答：据权威机构数据，2023 年全球医疗用液体硅橡胶市场销售额约 6 亿

美元，预计 2028年将达到 1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约 12%。2021年中国市场医

疗用液体胶规模为上千万美元，预计 2028年将达到上亿美元。目前医疗用液

体硅橡胶核心厂商主要包括陶氏、迈图、瓦克、信越等。公司在建 3万吨/年

液体胶产能，分二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 1.5万吨/年预计 2023年 12月建成，

二期建设 1.5万吨/年预计 2024年 12月建成。 



5.全球有机硅电子胶市场需求展望及公司发展规划。 

答：目前市面产品多为导热胶和导热凝胶，初步调查电子胶市场需求约 5

万吨/年。公司自主研发的缩合型导热灌封胶在光伏行业应用已全面拓展，同

时完成了加成型导热胶、双组分导热凝胶、单组份导热凝胶小试配方开发，已

进行多个场景试用,预计 2023年 5月开始中试。 

6.公司除了光伏胶、液体胶、电子胶产品布局外，公司其他有机硅橡胶系

列产品布局情况。 

答：除光伏胶、液体胶、电子胶产品外，公司还将积极谋划布局有机硅压

敏胶、高端发泡胶等功能型特种硅橡胶；同时依托与瓮福合作的无水氟化氢装

置，联合科研院所合作开发氟硅橡胶。 

7.在有机硅 DMC全行业持续经营亏损情况下，公司应对策略。未来公司宜

昌和内蒙基地有机硅单体扩张规划是否会做相应调整？ 

答：公司有机硅 DMC及其它初级产品主要用于加工下游硅基新材料。为增

强公司有机硅材料产业链整体竞争优势，公司将持续推进如下措施：一是完善

上游硅石矿、工业硅配套，加码下游高值硅基材料布局，构建具有较强成本控

制能力的有机硅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二是战略引进多家有机硅下游实力企业，

打造完善的产业集群，锁定市场客户，降低集群内交易成本。三是加强技术创

新，提高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最大限度控制生产成本。公司在宜昌

和内蒙基地有机硅单体项目将结合市场需求情况有序推进，不会盲目扩产。 

8.如果有机硅皮革未来得到大规模推广，公司这一块如何布局？ 

答：有机硅皮革面胶层与底胶层配方已经开发完成，各项指标与行业龙头

同类产品性能相当，正在联系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有机硅皮革产品配方完成

实验室开发后，将着手涂覆工艺的开发，计划建设一条中试涂覆线为产品产业

化奠定基础。目前公司专注于汽车及家居领域用有机硅皮革产品研发，未来将

拓展至鞋类、服装、箱包等日用消费品领域。 



9.环宇化工 2022年和 2023年 1季度净利润情况。未来公司硅烷偶联剂项

目中长期规划。 

答：2022年环宇化工实现经营利润约 2500万元，2023年一季度实现经营

利润约 400万元。未来公司将重点拓展酸性交联剂、氨基硅烷偶联剂、含磷硅

烷偶联剂、环氧基硅烷偶联剂以及特种硅烷偶联剂等。 

（四）关于新能源材料。 

1.公司磷酸铁项目较同行有哪些竞争优势？ 

答：公司磷酸铁产品具备以下优势：一是交通物流优势。项目所在地宜都

园区毗邻长江、G245 省道，临近焦柳铁路及枝城火车站，配套建有吞吐量为

1000万吨/年的码头。二是原料配套优势。项目所需净化磷酸、液氨、硫酸由

所在园区通过管道供应，双氧水由宜昌园区就近供应。三是产品品质优势。公

司净化磷酸品质达到食品级标准，经试验表明，利用该净化磷酸生产的磷酸铁

产品杂质含量较低，品质及稳定性更高。另外产品废水杂质含量少，水处理成

本低，副产的硫酸铵、磷酸铵品质较好。四是销售渠道优势。产品就近销售给

合作伙伴华友钴业主导的磷酸铁锂。 

2.公司与四川思特瑞合作项目情况。 

答：一是在四川茂县规划合作建设年产 300万吨锂辉石选矿装置，一期建

设 60万吨/年，预计 2023年 10月建成投产。前期已与当地锂矿企业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确保锂矿供应。生产的锂精矿公司享受优先采购权。二是在宜都

园区规划合作建设年产 20万吨磷酸二氢锂项目，其中一期建设 10万吨/年，

预计 2023年 6月建成投产。 

3.磷酸铁项目进度如何？ 

答：该项目在按计划稳步推进。截至目前，项目工程进度约 70%，计划今

年 6月机械竣工，7月份试运行，8月正式投产。 

4.公司在磷碳负极、双氟磺酰亚铵锂电解质研发进展情况。 



答：一是公司正在与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作研发磷碳负极，后续

将根据研发进展及市场推广情况进行产能布局；二是已完成双氟磺酰亚铵锂

（公司无水氟化氢可作为原料制备其前驱体氟化锂）电解质生产工艺小试试验，

小试产品性能良好，已送往某头部新能源车企验证。 

（五）关于其它新材料与高值精细化学品。 

1.请问黑磷材料研发及产业化进展情况。 

答：目前公司与合作伙伴重点围绕光传感芯片、贵金属催化剂、新能源负

极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等领域开展黑磷应用研究及产业化，具体进展如下： 

一是在光传感芯片领域，黑磷因具备直接带隙、高载流子迁移率、可调谐

的红外区吸收等独特的理化性质，在光传感芯片领域拥有广阔应用前景。高质

量的黑磷晶体薄膜是黑磷在光传感芯片领域应用的基础，目前正在全力攻关黑

磷晶体薄膜的大规模制备技术。 

二是在贵金属催化剂领域，基于黑磷对贵金属独特的活化作用，公司研发

了黑磷贵金属催化剂，这是黑磷产业化应用的第一个产品，该产品在催化剂加

氢还原过程中体现了良好的性能。但在性能的稳定性以及使用寿命方面还没有

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正在做进一步优化。 

三是新能源负极材料领域，黑磷基负极材料在实验室阶段展现出良好的充

放电性能，但多次充放电后，存在导电率及稳定性下降的问题。为此，正在抓

紧开发更加高效、稳定的磷碳复合结构，以满足负极材料在多次充放电后对材

料导电率及稳定性的要求。该问题一旦解决，黑磷基负极材料有望在 3C产品

中首先得到商业化推广。 

四是在生物医药领域，通过研究，已经证实黑磷在细胞层面的抗肿瘤作用，

目前正在进行完整的药效学和毒理学研究。上述临床前研究预计今年底至明年

上半年完成。完成后，即可寻求医药企业开展下一步合作。 

除上述应用领域的研发进展外，公司在黑磷生产工艺上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是制备能力大幅提升。目前稳定实现黑磷晶体单次 30公斤级制备，并已建

成 100公斤级黑磷放大试验装置。二是成本大幅下降。黑磷晶体的综合制造成

本降低至千元级别/公斤，较 2016年公司进入该领域时降低了上千倍。 

下一步，公司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加快突破各应用领域产业化面临的障碍，

聚焦解决黑磷廉价制备与高质量晶体薄膜制备瓶颈，力争早日实现大规模商业

化，将其培育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2.磷化剂。 

（1）磷化剂全球市场容量和增速水平，当年及潜在应用领域有哪些？ 

答：根据公司预测，当前磷化剂全球市场规模约 10亿美元，在过去 5年

保持了 10%以上的增速。目前下游需求领域包括：用于稀、贵金属硫化矿的浮

选捕收、稀土元素和有色金属的萃取分离、工业水循环冷却体系的非氧化型杀

菌剂、多相反应的相转移催化剂等。同时根据市场研究情况，磷化剂在有机及

高分子合成、重离子萃取、新型电解质、量子点制造等应用领域均有良好应用

前景。 

（2）公司磷化剂产能及规划如何？ 

答：公司于 2023年 3月底完成 800吨/年磷化剂工业化试验装置建设，目

前市场订单充足，产品价格超过 1万美元/吨。公司计划于 2024年上半年将磷

化剂产能扩大至 5000吨/年。 

（3）公司磷化剂产品与同行相比综合优劣势如何。其他企业是否也会切

入到磷化剂产品。 

答：公司磷化剂产品以公司自有次磷酸钠产品副产磷化氢尾气为原料，而

同行以黄磷为原料，两者工艺有本质区别，公司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和技术优

势。磷化氢属于剧毒气体，也是易燃易爆气体，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

品，监管要求严、技术门槛高，一般企业不会也很难切入到该产品。 

3.二甲基亚砜。 



（1）二甲基亚砜除了在医药、农药、半导体、碳纤维四大下游需求领域

外，在肥料、皮革、钙钛矿电池等新兴应用领域市场拓展进展。 

答：受国际经济下行影响，DMSO 短期内市场需求增速放缓。长期看市场

前景较广阔，除了医药、农药、半导体及碳纤维行业的刚需外，肥料、皮革、

钙钛矿电池等新兴市场不断出现。目前新兴市场需求量不大，同时对产品质量

提出了新的要求。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新兴领域的理解，在满足客户需

求的同时积极拓展新的更大应用场景。 

（2）二甲基亚砜行业未来是否有新的玩家介入？海外二甲基亚砜企业未

来 2-3年是否有产能扩张计划。 

答：目前暂未听说有新的企业介入二甲基亚砜行业的计划，也未听说海外

二甲基亚砜企业在未来 2-3年有产能扩张的计划。 

（3）公司二甲基亚砜产品跟国外同行相比，竞争力如何体现。  

答：和国外同行比，兴发一是有规模优势。我司产能全球第一，海外市场

占有率持续提升；二是运距优势。在亚非市场，公司产品航运路程短，交货快，

费用低；三是品种优势。公司拥有多个等级产品，可以响应不同客户需求。 

（4）二甲基亚砜、二甲基二硫醚产品未来 3-5年产能规划情况。 

答：公司二甲基亚砜产能规模已经达到 6万吨/年，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

的亚砜生产商，规模超过全球总产能的 50%。二甲基二硫醚于今年 3月份建成

投产，产能为 1万吨/年。后续公司将结合市场需求情况择机扩充产能。 

4.次磷酸钠。 

（1）次磷酸钠产业发展情况及公司竞争力如何。 

答：次磷酸钠作为一种高效的还原剂，广泛应用于化学镀镍、阻燃和水泥

外加剂等行业。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短期看需求增速水平收窄。长期看，次

磷酸钠市场前景依然较好，特别在水泥外加剂行业增长空间较大。公司在次磷

酸钠行业沉淀近 30年，目前在产品规模、质量、原材料配套和销售渠道等方



面均具有比较优势。 

（2）次磷酸钠产业行业格局如何？未来是否有新的玩家介入？其它次磷

酸钠企业未来 2-3年有产能扩张计划吗？ 

答：据公开资料显示，全球次磷酸钠产能约 12-13万吨，主要生产商包括

4 家，其中公司拥有 5 万吨/年产能，全球最大。目前，公司没有收到次磷酸

钠产能扩张的信息。 

（六）关于磷矿石。 

1.磷矿石价格走势及中枢判断？ 

答：短期看，受下游需求低迷影响，磷矿石价格面临调整压力，具体走势

有待进一步观察。长期看，磷矿石作为不可再生的战略性资源，受监管政策、

安全环保以及需求增长等因素影响，价格中枢预计会稳步提升。 

2.请介绍公司磷矿石资源现有储备、远期储备、公司选矿产能情况。 

答：（1）现有资源储备：截至 2022年底，公司拥有采矿权的磷矿石保有

资源储量为 4.29亿吨；另外通过控股子公司远安吉星持有宜安联合实业旗下

麻坪磷矿（探明储量 3.15亿吨）26%权益。 

（2）远期资源储备：合计约 3亿吨，包括控股子公司荆州荆化旗下白水

河磷矿探明储量 2.89 亿吨、合营企业桥沟矿业旗下桥沟磷矿探明储量 1.88

亿吨。 

（3）选矿：目前公司选矿产能已达 560万吨/年，其中重介质及光电选矿

产能 260万吨/年，正反浮选选矿产能 300万吨/年。 

（七）关于草甘膦。 

1.请问公司草甘膦价格一路走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公司如何应对低迷

的市场？ 

答：草甘膦历经 2021、2022年两年高景气行情，在 2023年遭遇调整，类

似情况的还有很多农药产品。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终端市场特别是美国和巴西



市场仍然有较多的库存待消化。二是随着价格回落，客户采购趋于谨慎，市场

订单不足。三是草甘膦作为最大的农药单品，对资金需求大，而 2022年以来

美联储持续加息，对很多客户现金流造成影响。 

对于兴发而言，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配套优势，科学组织生产经营，来彰显

草甘膦的成本优势和市场影响力，以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积极呼吁行业采取

必要措施共同维护草甘膦行业健康发展。 

2.草甘膦行业拐点何时到来？  

答：公司认为未来 2-3个月，海外市场库存将回到合理水平，届时草甘膦

订单有望被激发，可能出现向上拐点。 

（八）当前化工行业景气度步入底部，公司如何完成新一轮股权激励业绩

考核目标？ 

答：根据一季度公司所处化工行业走势判断，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的

考核目标具有挑战性。虽然有难度，但公司也有信心保障业绩基本面，实现良

好可持续发展。一是公司依托能源资源保障，构筑了成本领先的循环经济产业

链。二是公司产业升级取得显著成效，新材料、高值特种化学品等成长产品业

绩持续释放，成为业绩贡献重要来源。三是在建 16万吨/年微电子新材料、18

万吨/年有机硅新材料、33 万吨/年新能源材料等一批重点项目陆续建成投产

并达产达效后，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四是公司储备了诸如黑磷、磷

化剂、有机硅液体封装胶、气凝胶、功能湿电子化学品等一批“杀手锏”产品，

凝聚了未来发展的强大后劲。综上，公司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

成长属性正快速提升，行业景气度不会长期低迷，历经经济周期洗礼的企业将

会获得更大发展。 

（九）公司如何看待兴福电子分拆上市对公司的影响？ 

答：本次兴福电子分拆上市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对

公司电子化学品业务板块的重新估值。借助分拆高估值业务，使资本市场更好



地认识公司业务的成长性，引导公司市值向合理价值回归。二是充分发挥资本

市场直接融资功能，提升融资效率，助力微电子新材料产业做强做大，进而增

厚兴发成长板块业绩。三是兴福电子于 2021年初实施了员工持股，有利于进

一步激发骨干员工的工作热情，增强骨干员工稳定性和企业内生发展动力。本

次分拆完成后，公司仍将控股兴福电子，兴福电子依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十）化工行业景气度下行，公司净利润体量中枢也会面临较大压力，公

司如何平衡净利润与研发支出的关系？ 

答：企业要可持续发展，创新是唯一出路，湿电子化学品板块的成功培育

充分体现了持续投入开展技术创新的意义和效果。近三年公司累计研发投入约

25 亿元，解决了一批困扰安全环保生产和产品质量的技术瓶颈，并培育了一

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对增强发展后劲，提升发展质量起到了核心支

撑作用。后续公司将继续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同时加强研发成果转化，加快

形成技术研发反哺生产经营的良性循环。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