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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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风险因素”相关的内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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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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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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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07,205,128.91元，期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04,963,988.21元。经董事

会决议，公司2022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29元（含税）。截至审议本次利润分配及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董事会召开日，公司总股本7,695.2268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3,000,00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30.78%，不实施送股。 

2.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8股。截至审议本次利润分配及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董事会召开日，公司总股本76,952,268股，合计转增36,937,088股。本次转增股

本后，公司的总股本为113,889,356股。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三未信安 68848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胜文 曾添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16号院华彩

大厦16层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

16号院华彩大厦16层 

电话 010-59785937 010-59785937 

电子信箱 ir@sansec.com.cn ir@sanse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专注于密码技术的创新和密码产品的研发、销售及服务，为网络信息安全领域提供全面

的商用密码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作为国内主要的商用密码基础设施提供商，致力于用密码技术

守护数字世界。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密码芯片、密码板卡、密码整机和密码系统。公司产品全面支持国产 SM1、

SM2、SM3、SM4、SM7、SM9、ZUC 等密码算法，为各种信息系统提供数据加解密、数字签名等

密码运算，并提供安全、完善的密钥管理机制，可实现各种应用场景的国产密码改造和数据安全

保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数字货币、物联网、V2X 车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兴领域提供数据加密、数字签名、身份认证、密钥管理等密码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的特点如下： 

产品系列 系列简介 主要产品 产品形态 

密码芯片 

1. 应用于 PKI、SSL VPN、IPSec VPN、云计算、

大数据等信息安全场景，可集成在 PCI-E 密码板卡、

密码整机、安全服务器等产品中，为云计算、大数

据等场景提供海量数据加密和高性能数字签名等

功能 

2. 逐步替代目前外采的 FPGA 芯片、主控芯

片、算法芯片等 

XS100 系列密码安

全芯片 
软硬件一体 



产品系列 系列简介 主要产品 产品形态 

密码板卡 

3. 应用于网络信息安全类设备，提供硬件级

的密码运算、密钥保护等密码功能 

4. 密码板卡为软硬件一体产品，软件为自研，

硬件部分主要包括芯片（FPGA 芯片、主控芯片等）

和 PCB 板卡，外采芯片正逐步被公司自研芯片替代 

5. 公司研发了国内首款安全等级三级密码板

卡，产品获得密码科技进步奖 

PCI-E 密码卡 软硬件一体 

终端密码模块 软硬件一体 

密码整机 

6. 应用于密码系统和应用信息系统，提供密

码运算、密钥保护等基础支撑和密码服务 

7. 密码整机为软硬件一体产品，软件为自研，

硬件部分由公司自产密码板卡和组装配件构成 

8. 公司服务器密码机获得密码科技进步奖 

9. 金融数据密码机为国内首款通过 FIPS 

140-2 Level 3 认证的金融密码整机，并于 2020 年

通过国内安全等级三级认证 

服务器密码机 软硬件一体 

金融数据密码机 软硬件一体 

行业应用密码机 软硬件一体 

密码系统 

10. 作为管理系统，提供密码运算、证书管理、

密钥管理、密码资源管理等基础支撑 

11. 密码系统为软硬件一体产品，软件为自研，

硬件部分由公司自产密码板卡和组装配件构成。也

可以软件形式交付并配合内置密码板卡的服务器

或密码整机使用 

12. 公司“支持云计算的国产密码方案及产品”

获得密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密钥管理系统 
软件、软硬件

一体 

身份认证系统 
软件、软硬件

一体 

云密码机 软硬件一体 

云密码服务平台 
软件、软硬件

一体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作为国内主要的商用密码基础设施提供商，处于网络信息安全行业上游，为 PKI、IPSec 

VPN、SSL VPN 等网络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厂商提供密码核心产品，由网络安全厂商将密码产品整

合融入其解决方案，应用于电子政务、金融、证券、税务、电力、能源、海关、公安等行业客户。

随着公司在底层密码技术的积累和重要行业客户的创新发展需求，公司正在逐步向同时服务厂商

客户和最终客户的业务模式发展，形成间接需求和直接需求结合下双轮驱动的业务模式。 

1. 研发模式 

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的策略，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产品研

发。2022 年公司的研发体系通过 CMMI-DEV ML-5 级认证，采用标准的研发流程架构，主要分为需

求分析阶段、设计阶段、实现阶段、测试验证阶段、发布阶段、项目管理与支持阶段 6 个阶段。 

需求分析阶段：本阶段针对产品系统级的定义，由产品经理提出产品市场需求，对产品开发

进行可行性分析与论证，经过评审确认产品可研后，项目经理或需求分析人员对市场需求进行调

研、收集与分析形成产品研发需求并编写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针对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对产品

的整体设计，对需求进行分配； 

设计阶段：设计人员针对需求规格说明书与总体设计分别对产品的结构、硬件、软件层面的



详细设计包括外观设计、整机或密码板卡硬件设计、软件概要设计等； 

实现阶段：开发人员针对上一阶段的设计说明书或设计方案分别对软件进行详细设计、编码、

代码走查、单元测试、模块集成及测试，对应硬件密码板卡或整机进行样卡、样机制作以及软硬

件整体集成及测试； 

测试验证阶段：在产品方案开发完成后，系统测试人员针对产品进行系统测试与验证； 

产品发布：测试验证完成后执行产品的发版及产品发布，正式纳入公司产品线； 

项目管理与支持：本过程从项目管理的角度在产品开发的整个生命周期对产品开发的范围、

进度、成本、质量、风险、资源、相关方、沟通等方面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促进产品的成功发布。

分五大过程组，分别为启动、规划、执行、监控和收尾。在不同的过程对项目有针对性的进行管

控。 

2. 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了采购及供应商管理制度，规范采购行为。公司根据供应商的资质证书、产品品质、

价格、生产能力、交期、商誉、行业地位等情况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评价，供应商通过评测后会被

纳入《合格供方名录》。公司每年会对供应商进行年度评定，考核上一年度的质量、交期、价格、

服务等情况，此外公司还会对供应商进行定期稽查，供应商年度评定及定期稽查的评定结果为通

过时，则继续纳入《合格供方名录》，若不通过且复审仍不通过，则淘汰供应商。 

3. 生产模式 

（1）密码产品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自主生产+外协加工”的生产模式。其中，自主生产包括程序烧录、半成品测试、

组装、成品测试、包装等核心环节；外协加工主要为贴片焊接。公司向外协厂商提供贴片焊接所

需的配件，包括但不限于 PCB 板，阻容件，芯片等。 

公司生产方式分为订单式生产和备货生产两种。其中，订单生产是指根据市场订单安排生产；

备货生产是由于公司产品具有小批量、多规格、交期短等特征，公司会根据生产计划、客户交期、

产品技术要求、历史数据及订单情况等，并结合长期合作客户情况，对于一些常规需求产品进行

适当生产备货。 

（2）密码技术服务模式 

密码技术服务是指公司基于密码专业技术、技能和设施，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提供技术咨询、

运行维护、质量保障等密码技术支持和保障的活动。 

4. 销售模式 

公司盈利主要来源于密码产品销售，以及为客户提供密码技术服务。公司采用直销的销售模

式。公司位于商用密码行业上游，产业链内分工协作体系较为完善，下游用户具有行业跨度大、

地域分布广的特点，公司直接客户分为合作厂商和最终客户两类，报告期内公司对合作厂商销售

占比较高。 

公司早期不直接面对最终用户，将密码产品提供给国内网络安全产品与解决方案厂商，由合

作厂商整合后交付给政府、行业单位和企业等最终用户。随着业务发展，公司逐渐开始直接面对

重要行业的最终用户，缩短了公司直销的中间环节，加强了密码技术与应用的融合。 



商用密码产品属于专业性较强的产品，客户选择公司产品之前，一般会提前对公司产品的各

项指标进行测试，包括功能测试、适配性测试、稳定性测试、易用性测试、安全性测试和性能测

试等。 

公司的主要销售流程为：公司发现客户需求并与客户进行技术交流；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并提

供产品的测试方案；方案通过客户验证后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公司执行报价或投标等商务流程，

并约定产品交付时间、交付地点及付款信用期等主要事项；双方签署框架合同或产品合同，并依

据签署合同约定执行。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 行业发展阶段 

密码是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和基础支撑，公司专注于密码技术创新和密码产品的研

发、销售及服务，为用户提供全面的密码产品和解决方案，致力于用密码技术守护数字世界。公

司所处行业为网络安全领域的商用密码行业，目前我国商用密码处于立法规范的发展阶段。 

《密码法》正式发布并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我国商用密码进入立法规范阶段，作为我

国密码领域第一部法律，以立法形式来明确包括商用密码在内的密码管理和应用，体现了国家对

于密码这一网络安全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在《密码法》的引导下，我国各领域对商用密码技术

和产品的需求明显增加，商用密码产业迎来长期且持续的发展机遇。《数据安全法》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数据安全法》是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将极大地推动数据成为新的

生产要素，密码作为数据安全的支撑技术，《数据安全法》赋予密码创新的巨大发展空间。以安全

多方计算、同态加密、可搜索加密、联邦学习等为代表的新型密码技术，将成为保障数据安全的

核心技术，全面赋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与《网络安全法》《密

码法》《数据安全法》共同构建了我国的数据治理立法框架。《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的隐

私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以隐私计算、可信计算、机密计算、零信任为代表的密码技术和网络安

全技术，将成为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技术支撑。 

根据赛迪统计数据，近年来我国商用密码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预

计 2023 年商用密码行业规模有望达到 937.5 亿元。 

（2） 基本特点 

《密码法》颁布，对密码给予更加明确的定义，密码是指采用特定变换的方法对信息等进行

加密保护、安全认证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密码法》明确我国密码分为核心密码、普通密码和商

用密码三大类。其中，核心密码、普通密码用于保护国家秘密信息。商用密码是指对不属于国家

秘密内容的信息进行加密保护、安全认证所使用的密码技术、密码产品和密码服务。 

商用密码行业是政策引导型的网络空间安全关键基础行业。网络与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组成部分，密码是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和基础支撑，密码工作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

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信息安全，直接关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商用密码行

业具有特殊的信息安全要求，同时受到信息产业和安全主管部门的监管，并且具有很强的政策引

导特点。商用密码行业是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行业。密码技术是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

从功能上看，主要包括加密保护技术和安全认证技术；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密码算法、密钥和



密码协议。常用密码技术包括对称加密、公钥加密、哈希、数字签名等。密码在网络空间中对于

身份鉴别、安全隔离、信息加密、完整性保护和抗抵赖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实

现信息的机密性、真实性、数据的完整性和行为的不可否认性。商用密码产业链上游主要为工控

机、服务器、存储器、芯片及操作系统、数据库等软硬件厂商。产业链上游市场竞争充分，产品

更新快，产量充足，产品价格相对稳定，且产品性价比呈上升趋势，上游行业的波动对所处行业

的影响较小。中游为提供安全产品、安全服务、安全集成的厂商。为对信息安全具有较高要求的

应用行业，主要包括政府、军队、军工、央企、科研院所、金融、能源等行业，以及云计算、物

联网等领域的各级用户。下游行业总体的信息化进程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信息化发展促进了信

息安全及密码产品、集成及服务需求持续增长。 

 

（3） 主要技术门槛 

商用密码行业作为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行业，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新产品的持续研发是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技术壁垒较高。此外，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领域的高速

发展，以及客户日益增多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对商用密码技术的前瞻性研究、创新应用能力

和产品研发能力等均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商用密码下游不同应用领域的业务环境和要求不同，需

要商用密码企业对不同应用场景有着较深的理解和技术积累，并且需要企业在不同应用领域有一

定的案例和经验。 

商用密码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产品的资质门槛相对较高。商用密码厂商取得的商用密

码产品的资质情况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商用密码厂商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商用密码的产品资质

主要为商用密码产品认证证书，对于依法列入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等重点行业

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密码产品，需要由具备资格的机构检测认证合格后，方可销售或者提

供。《商用密码产品认证规则》中对于商用密码产品认证包括产品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等环节。

产品型式试验阶段需要严格遵循相关密码产品标准，对产品认证文档进行审查，需要经过检测工

具检测合格；初始工厂检查环节按照 GM/T0065《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和保障能力建设规范》进行

现场检查，对主要技术人员数量、产品知识产权、生产测试能力、质量保障能力、安全保障能力、

服务保障能力等有较高的要求，需要满足相关标准，检测合格后才可发放证书。下游客户在采购

商用密码产品时基于相关密码应用技术标准对商用密码产品的合规性要求，一般会采购经具备资

格的机构检测认证合格并取得产品型号证书的商用密码产品。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国内主要的商用密码基础设施提供商，专注于密码技术创新和密码产品的研发、销售

及服务，为用户提供全面的密码产品和解决方案，致力于用密码技术守护数字世界。公司的市场

地位、产品研发能力、标准制定、国际影响力等行业综合地位等情况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属于第一梯队的商用密码厂商。 

（1） 国内市场地位 

国内市场方面，据赛迪统计，2021 年国内商用密码的市场规模为 585 亿元，商用密码的市场

规模统计不仅包含以密码为核心功能的密码产品，同时包括含有密码技术的下游网络信息安全产

品，因此该等统计市场规模会远大于商用密码产品的实际市场规模。商用密码行业较为分散，尚

未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在市场占有率方面，公司作为商用密码行业民营企业的代表，聚焦密码技

术和密码基础产品，在国内市场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占有率。 



（2） 产品研发能力 

在产品体系和综合服务能力方面，公司聚焦商用密码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形成了完备的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密码产品体系，包括自研密码安全芯片、密码板卡、密码整机和密码系统

产品。产品研发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从商用密码产品认证数量和安全等级三级密码产品数据上体

现。在商用密码产品认证数量方面，国家推进商用密码检测认证体系建设，制定商用密码检测认

证技术规范、规则，鼓励商用密码从业单位自愿接受商用密码检测认证，提升市场竞争力。商用

密码产品的认证数量情况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商用密码厂商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 

（3） 标准制定 

在商用密码领域标准制修定方面，我国商用密码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密码标准体系的重要支撑，

密码标准体系是促进密码产业发展、保障密码产品质量、规范密码技术应用的重要保障。参与标

准的制修订工作是密码厂商把握标准要求、掌握新技术动向的重要途径，是密码厂商技术实力的

重要体现。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牵头或参与了 7 项商用密码国家标准和 18 项商用密码

行业标准。 

（4） 国际市场及影响力 

在国际市场和影响力方面，公司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开拓，通过 FIPS 140-2 Level3（美国联邦信

息处理标准 3 级）安全认证，是国内首款通过认证、符合 NISTSP800-38C、SP800-38D、SP800-38E

标准的密码机产品，满足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等国际市场的需求，推动了公司与 Visa、花旗、渣

打、国付宝等知名外企的合作。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 密评持续推动密码应用加速发展 

报告期内，密评需求逐步增长，持续推动密码应用加速发展。为了发挥密码在系统安全建设

中的支撑作用，2021 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 2021 年正式发布

GB/T39786-2021《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对于规范和引导信息系统合规、正

确、有效应用密码,切实维护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十四五”时期，是数字化引领

密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密评在金融、政务、教育、电信、水利等行业将实现规模化布局，

为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构建安全屏障。报告期内，伴随政策和标准要求不断明晰，各领域积极推动

密评试点，密评进入加速推广期，进一步推动商用密码应用加速发展。 

（2） 商用密码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报告期内，各个关键行业均加强密码应用落地。2022 年，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加强了密码在各行业应用。政务、金融、交通、能源、水利、医疗等各领域主管部门，均

提出了密码应用明确的要求，制定了总体规划和方案。 

金融领域，2022 年 11 月 25 日《金融行业信息系统商用密码应用》系列标准发布，包括《金

融行业信息系统商用密码应用基本要求》、《金融行业信息系统商用密码应用测评要求》和《金融

行业信息系统商用密码应用测评过程指南》三项，从通用要求、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三方面提出

了金融行业信息系统不同密码应用级别的基本要求，规定了金融行业信息系统不同等级密码应用

的测评要求、测评过程。 

交通领域，2022 年 11 月 4 日，交通运输部印发《道路运输电子证照运行服务规范（试行）》，



《通知》提出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第三级要求，建立系统网络安全管

理制度体系和技术防护体系，建立定期系统网络安全巡检制度，每年开展第三方网络安全评估工

作，加强网络安全管理；要落实《密码法》相关要求，加强商用密码应用和安全性评估。能源领

域，2022 年 11 月 16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行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电力行业网络安全等

级保护管理办法》，明确密码应用要求。《电力行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指出，电力企业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开展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评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

估和网络安全审查等工作。《电力行业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提出，电力企业采用密码进行

等级保护，应当遵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密码技术标准执行；运用密码技术进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建设与整改时，应当采用商用密码检测、认证机构检测认证合格的商用密码产品和服务。 

医疗、通信等领域 2022 年处于商用密码改造试点阶段，2023 年有望大规模推广。2022 年国

家卫健委发文要求医院 4 大核心业务（HIS\LIS\RIS\PACS）涉及数据的传输、存储的相关应用及数

据库，需完成国产密码适配改造、数据分级分类等工作；10 月，上海卫健委再次发文强调，要求

上海所有医院尽快完成国密改造。此外，通信领域明确提到商用密码的应用管理办法、强调国产

密码适配改造。 

此外，信息技术领域的新技术、新应用持续为商用密码行业提供新的发展动力。量子计算机

的出现对传统的密码算法带来挑战，基于格的抗量子密码算法和密码产品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

向和新兴产业。随着大数据和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数据资产面临的网络环境和攻击手段日趋复

杂，对海量数据进行安全防护以及个人隐私的保护需要在安全多方计算技术、支持隐私保护的密

码技术、具有同态性质的加密算法、大数据溯源与安全共享技术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研发适应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产业的密码产品和系统，为数字经济新时代注入新的发

展动力。 

（3） 信创加速行业渗透，促进国密改造需求 

报告期内，信创市场进入行业推进期，容量和节奏进一步提升。密码是信创建设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一环。任何网络信息系统建设都离不开底层密码应用，随着信创推广，密码从芯片、板卡、

整机均需要支持国密体系，并完成替换和改造。截止 2022 年，信创产业在党政领域已经初见规模，

应用和生态逐步落地；重点行业中，金融行业推进速度最快，电信紧随其后，能源、交通、航空

航天、教育、医疗也在逐步进行政策推进和试点。国密生态的全面替代已在多个行业信创建设中

铺开，如金融、电力、医疗等个行业的国密改造。2022 年国家信创政策要求央国企 2023-2027 年

进行基础软硬件的国产替代，并进行国产密码新增或改造。基础设施国产化有望成为密码重要驱

动力，随着信创行业加速推进，国产密码改造是市场发展必然方向，且空间更为广阔。 

（4） 商用密码标准体系不断完善 

报告期内，国家标准委和国家密码管理局发布多项密码标准，2022 年 11 月 20 日，国家密码

管理局发布 9 项密码行业标准，9 项密码行业标准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标准主要包括

GM/T0117-2022《网络身份服务密码应用技术要求》、GM/T0118-2022《浏览器数字证书应用接口

规范》、GM/T0120-2022《基于云计算的电子签名服务技术实施指南》、GM/T0122-2022《区块链密

码检测规范》、GM/T0123-2022《时间戳服务器密码检测规范》等。目前国家标准委发布的商用密

码国家标准以及国家密码管理局发布商用密码行业标准覆盖商用密码技术、产品、服务、应用、

检测和管理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较为齐全完备的商用密码标准体系，基本满足了我国社会各行业

在构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时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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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514,340.83 468,740,779.67 321.02 365,057,6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883,484,500.75 386,917,454.80 386.79 301,726,003.40 

营业收入 339,764,315.16 270,329,791.07 25.69 202,483,70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7,205,128.91 74,695,091.82 43.52 52,370,22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8,797,995.18 72,049,624.80 37.12 47,416,70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004,756.49 30,277,309.42 -119.83 1,548,68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9.3184 22.03 减少2.71个百分

点 

39.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8167 1.3009 39.65 1.023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7874 1.3009 37.40 1.0237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20.08 18.66 增加1.42个百分

点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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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8,765.63 66,809,667.29 77,877,950.25 167,787,93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214,489.54 23,524,299.32 15,485,196.53 77,410,12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1,351,219.26 19,884,158.55 15,361,232.47 74,903,823.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477,682.33 14,926,552.62 -3,739,087.29 27,285,4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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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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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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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张岳公 - 16,008,684 20.91 16,008,684 16,008,684 无 - 

境内

自然

人 

济南风起云涌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7,125,000 9.31 7,125,000 7,125,000 无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天津三未普惠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7,125,000 9.26 7,125,000 7,125,000 无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江西裕润立达

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北

京立达高新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 6,535,000 8.54 6,535,000 6,535,000 无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北京三未普益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5,450,000 7.12 5,450,000 5,450,000 无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互联网投

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中国

互联网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 4,784,689 6.25 4,784,689 4,784,689 无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罗武贤 - 3,833,684 5.01 3,833,684 3,833,684 无 - 

境内

自然

人 

徐新锋 - 2,905,000 3.79 2,905,000 2,905,000 无 - 

境内

自然

人 

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深圳南山

有限合伙） 

- 2,631,579 3.44 2,631,579 2,631,579 无 -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国泰君安证券

资管－招商银

行－国泰君安

君享科创板三

未信安 1 号战

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1,383,751 1,319,751 1.72 1,319,751 1,383,751 无 -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岳公为济南风起云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天津三未普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北京三未普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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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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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976.4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720.5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3.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879.8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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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