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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

为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恒信息”、“上市公司”或“公

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安恒信息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

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

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上

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

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订《持续督导

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

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开

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

公司业务情况，对公司开展了持续

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

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0年半年度公司在持续督导期

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

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

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

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

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0 年半年度公司在持续督导期

间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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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公

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

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

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依照相关规定

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

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

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

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公司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公

司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

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

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

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

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

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保荐机构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

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0 年半年度，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

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

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0年半年度，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

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

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0 年半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

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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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

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

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

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

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

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

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0 年半年度，公司未发生前述情

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

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

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

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知道或应当知

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

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

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

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

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

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50%以上；（七）上海证券交

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2020 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前述情

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更新迭代风险 

公司的核心技术主要应用于网络信息安全行业。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速

发展，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也处于快速成长期，若公司不能准确及时地预测

和把握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趋势，持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将可能面临被竞

争对手赶超或者核心技术发展停滞甚至被替代的风险。 

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随着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对人才的竞争不断加剧。维持技术人员队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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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并不断吸引优秀技术人员加盟，关系到公司能否继续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和

未来发展的潜力。如果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大量流失，将给公司后续新产品的开发

以及持续稳定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新市场开拓风险 

目前公司客户群体主要集中在政府（含公安）、金融机构、教育机构、电信

运营商等单位，公司也正在加大营销网络建设方面的投入，建立多级销售渠道，

以不断拓展中小企业客户，同时服务现有客户软件升级和新增业务的需要。但若

公司的新行业拓展策略、营销服务等不能很好的适应客户需求，公司将面临新市

场开拓风险。 

2、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引起股价波动的风险 

受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的采购周期影响，该部分用户大多在上半年对全年

的投资和采购进行规划，下半年再进行项目招标、项目验收和项目结算，导致公

司近年来的营业收入呈现出上半年较低，而下半年较高的季节性特征。同时，由

于公司员工工资性支出、固定资产摊销等成本所占比重较高，造成公司净利润的

季节性波动比营业收入的季节性波动更为明显。因此，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

波动引起股价波动的风险。 

3、因最终客户发生数据泄密及其他网络安全事件时，公司承担罚款或赔偿

的风险 

当最终客户发生数据泄密及其他网络安全事件时，如主管部门认定公司在提

供相应产品或服务时违反了国家与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司可

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可能需根据销售合同的约定向客户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从而给公司的经营带来一定风险。 

（三）行业风险 

随着网络信息安全行业的发展，不同细分领域的技术将会融合、协同，不同

细分市场客户的需求将会交叉、重叠，不同细分行业的领先者将展开直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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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发展对公司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公司与行业内具

有技术、品牌、人才和资金优势的厂商之间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加剧，行业整体竞

争加剧可能影响行业总体毛利率，从而导致公司毛利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四）宏观环境风险 

政府一直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鼓励和扶持，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均与公司日

常经营相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如果公司未来不能持续保持较强的盈

利能力或者国家税收政策和相关扶持政策发生变化，则可能对公司发展产生一定

的影响。 

另外，公司面向的企业级客户一般采取预算制，且部分行业客户的投资来自

于财政拨款，宏观经济环境如出现不景气可能影响部分行业客户的IT投资预算，

进而可能对公司的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除上述因素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风险事项。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0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0年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32,005.27   26,497.91  2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78.86  -5,817.82 -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59.06 -5,974.84  -1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20.41  -12,153.85  -25.23%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6,257.31 155,036.65 -5.66% 

总资产 193,988.21 217,217.27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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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1 -1.05 2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1 -1.05 22.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90 -1.08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12.18% 增加 8.24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4.39% -12.51% 增加 8.12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5.85% 30.25% 增加 5.60 个百分点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网络信息安全领域，主营业务为网络信息安全产

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并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网络信息安全服务。公司的产品及

服务涉及应用安全、云安全、大数据安全、物联网安全、智慧城市安全和工业互

联网安全等领域。凭借强大的研发实力和持续的产品创新，公司围绕事前、事中、

事后几个维度已形成覆盖网络信息安全生命全周期的产品体系，包括网络信息安

全基础产品、网络信息安全平台以及网络信息安全服务，各产品线在行业中均形

成了较强的竞争力。 

凭借优秀的技术研发团队及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公司在应用安全和数据安

全等领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48项核心技术，其中

22项是公司基于云安全、大数据安全、物联网安全和智慧城市安全等新兴安全领

域进行深入研发积累所得，该等核心技术确保了公司在多个相关细分市场处于行

业领先位置。公司现有核心技术按照技术应用方向主要可以分为13项大类技术，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针对现有核心技术进行优化，该等核心技术先进性及产业应

用情况具体如下： 

（1）全网资产测绘技术 

该技术旨在探测全球联网资产信息及脆弱性，提供安全感知、威胁预警以及

风险检测能力。该技术结合大数据处理算法能实现高并发、低时延、全网覆盖、

快速迭代的网络信息数据收集，并发探测速度达到60万每秒，能够识别分析20

万种设备及300多种协议，在2小时内可完成全网探测。相比传统网络扫描技术，

公司全网资产测绘技术采用大数据群集架构、插件化开发方式，具备更好的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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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探测性能。该技术迭代紧跟新协议的应用、新安全漏洞发现频率，与全网资产

及前沿技术产品紧密相关，需要对全网资产通讯协议及设备指纹进行长期持续的

分析和数据积累，以覆盖大量通讯协议及IP数据，技术门槛较高。目前国际范围

内同类技术主要有Shodan和Zoomeye，公司该项技术在识别指纹量、并发的探测

速度方面有较大优势，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该技术是目前新兴的全球联网设备探测技术，未来主要向支持所有已知工控

协议、物联网协议、网络通信协议的资产探测发展，并不断积累指数级别增长的

全网实时数据，从而提升实时威胁预警、全网态势感知、精确脆弱性分布探测能

力。 

（2）多协议解析与数据治理技术 

目前业界传统的数据解析与治理手段，主要基于静态的协议解析规则进行匹

配，难以从云环境获取流量进行解析，无法实现对数据解析精准度的动态优化调

整，公司该技术实现了对协议解析内容的动态跟踪，进一步反馈闭环调整提升了

数据解析准确率，适用于VMware、阿里云、华为云、天翼云等90%以上国内外

主流云环境，在协议解析识别广度（物理环境与云环境）、协议识别深度（协议

行为特征、传输内容特征等）、协议检测精准度（数据库操作行为、邮件病毒、

邮件域名、邮件附件别名等）较传统技术而言具有较大的优势。当该技术应用于

数据库行为审计和邮件行为审计时，能实现对数据库操作行为数据和邮件行为数

据的全方位解析，公司基于该项技术的日志审计产品和数据库审计产品均排在国

内行业前列。 

（3）运维访问控制审计技术 

该技术可实现各种传统环境、专有云、公有云平台等各类资产的运维接入，

一机多用降低了企业内控建设的成本。基于该技术的深度协议代理解析引擎能够

兼容支持市场上3200多种不同品牌及版本的资产设备，相比业内通用的协议有损

还原，该技术可100%还原协议细节特性及运维操作过程，保证了审计日志的权

威性，是业内领先的运维审计控制技术，公司基于该项技术的运维审计产品目前

市场占比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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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迭代周期为6-9个月，技术的核心难度在协议代

理兼容性、业务模型、用户运维习惯、统一认证平台、资产管理平台集成等方面

的实践积累，短期内很难实现与该技术相当的功能水平，替代难度较大。 

（4）Web应用透明代理与深度攻击检测防护技术 

该技术主要应用于透明网络环境下的各种web攻击检测，在网络接入层面兼

容性强，转发性能相比于传统内核态转发技术，具有快速转发、低时延等优势，

最高单机可处理10Gbps的应用层转发任务。基于该技术的用户态协议代理引擎

具备实时双向数据包检测的能力，能识别包括无特征的攻击行为及0day攻击行为

等在内复杂攻击行为，提升Web攻击防护准确率。 

该技术大幅提升了公司Web应用安全产品的业务兼容性及数据包代理转发

的性能，降低了攻击检测的误报率和漏报率，有效弥补了传统特征引擎检测技术

高误报、高漏报等缺点，帮助公司WAF产品获得领先的Web攻击检测能力，使

得公司成为国内WAF产品领先者。目前该技术日趋成熟，技术架构迭代周期约

为6个月，攻击行为检测迭代周期1-7天。该技术需要在网络数据包快速转发、业

务兼容、攻击检测算法模型方面大量实践经验积累，很难在短期内有较大的技术

突破，替代难度较高。 

（5）基于网络流量的未知威胁及APT攻击检测技术 

基于对样本的动静态分析及基因图谱分析能力，该技术能有效发现0day样本

及变种木马。在动态沙箱检测恶意文件领域，该技术通过对Windows文件过滤驱

动实现文件重定向等功能，使沙箱具备防虚拟机检测、防调试器检测和防钩子检

测等能力，共200种防逃逸机制、近似零时间消耗的快速还原检测环境的技术及

单沙箱并发检测多个样本的能力，目前单沙箱一天可检测非PE文件达4,000个，

根据不同文件类型，一套沙箱系统一天可检测文件12万以上，处于业界领先位置。 

该技术涉及的Windows内核层隔离模块在所有内核驱动开发中属于难度层

级高、文档资料少的领域。因Windows系统的闭源特点，部分功能开发甚至需要

逆向工程技术并配合复杂的调试过程，精通该类内核开发、调试并兼具逆向工程

的高端开发人才稀缺，使得该技术具备较高的准入门槛；同时该技术包含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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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分析需要通过对大量恶意样本进行深入分析和归纳，并通过软件块化、片段

化、归一化及数据库存储和搜索技术来制定软件基因库，由于相关的二进制分析

高度专业性以及收集大量恶意样本所需的渠道与时间成本，使得该技术准入门槛

很高，可替代性较低。 

（6）分布式漏洞发现与验证技术 

相较业内同类技术，该技术具备漏洞发现率高、误报率低、对目标系统运行

影响低等特点，凭借公司积累的40,000量级漏洞库实现业内领先的漏洞覆盖率。

该技术通过分布式扫描方式加快了漏洞扫描速度与稳定性，扫描速度较传统技术

提升30%，同时利用动态流量控制方式减少了扫描对目标系统的影响。公司安全

研究院借助该项技术多次在全球首先发现包括JAVA框架Struts2的S-045、S-046

等在内的重大漏洞，基于该项技术的漏洞扫描系列产品目前市场占比排名前三。 

该技术的迭代频率一般与漏洞挖掘的频率和网络公开漏洞的频率保持一致，

通过实时爬取网络漏洞的方式，进行每日自动更新。由于该类技术的漏洞发现率

和误报率性能改良需要掌握大量渗透测试技术、网络爬虫技术、流量控制技术以

及代码语言特性的分析技术，壁垒较高，可替代性低。 

（7）基于云架构的安全扫描与监测技术 

业界的安全检测技术主要通过硬件盒子方式实现，检测能力受硬件性能限制，

存在慢报及误报等问题。公司基于云架构的安全扫描与监测技术是国内首批运用

SaaS模式进行安全检测的技术。该技术基于网站安全领域的安全事件监测技术，

通过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对全国670万ICP网站首页抽检样本进行分析、训练，能够

实现文本语义准确分析识别，并结合公司威胁情报能力有效解决了孤链监测问题，

丰富和扩展了黑名单库，大幅降低监测误报率并提升检测范围，能实现大容量、

高并发、高准确率、高检出率的网站实时监测。该技术能做到检测数据完全自动

标签化，自动化数据校验率达到90%以上，当前监测网站数量峰值达到1,096,725

个（次）/天，平均监测值约为476,880个（次）/天。 

相比较传统安全事件监测技术，公司的监测技术依托云端大数据能力处理分

析海量安全事件样本，监测发现率不低于95%。目前国内掌握同类技术的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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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知道创宇、奇安信等，公司监测技术在发现率和准确率上有较大优势，处于

领先水平。 

（8）SaaS化云安全防护技术 

业界的安全防护产品主要通过硬件方式，部署运维困难，防御能力受设备性

能限制，检测误报率高且较难发现复杂的黑客攻击，难以对超大流量DDoS、新

型攻击进行防范。公司基于SaaS化云架构的安全防护技术在用户端无需部署任何

软硬件，通过网络接入系统后，即可为用户提供远程实时安全防护，网络层最大

清洗能力达到2.5T/sDDoS。该技术区别于传统规则检测，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人

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对云端每日22.8亿次访问数据进行采样分析，能够大幅提高

召回率，降低误报率，每天拦截扫描攻击近1.3亿次，误报率仅为1‰，实现对入

侵、篡改、数据窃取、CC等多种攻击的防护，技术领先性受到学术认可，曾被

《信息安全研究》期刊收录，是国内首批运用云端威胁情报能力进行防范的技术。 

该技术利用云端每日十亿级的访问数据采样分析过程进行模型训练，可以周

为单位快速迭代优化自身安全检测算法，而传统安全防护技术并不具备该等庞大

的云端数据基础支持。随着时间推进，公司该项技术将进一步拉开与业界主流的

传统防护技术的性能差距。 

（9）云平台融合对接和统一编排管理技术 

目前业界云平台的API开放性、标准性较低，导致众多云安全解决方案和云

安全产品难以交付、使用复杂、防护效果较差。公司是国内首批开展和云平台对

接融合的安全厂商，已与华为云、浪潮云、OpenStack等3家国内主流云服务商完

成对接融合，并在此基础上研发提炼了一套云平台融合对接和统一编排管理技术。

该技术可实现云管理平台、云安全管理平台、云安全产品三者的统一认证、授权、

监测及管理，能够将安全产品与云平台的对接时间控制在10天左右，而行业平均

对接时间在30天以上，单个安全模块的交付时间从数十分钟缩短到60秒以内。 

该技术采用软件定义网络和容器化技术，相对同行业安全公司的手动编排和

引流技术，实现了资产安全防护和安全流量路径的自动化编排，使得云上安全使

用更加灵活简易。目前该技术能够兼容国内主流云平台，支持不同云平台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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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和管理，在对接效率、编排能力方面国内领先，云平台的对接成功数量，落

地的实际案例也处于领先地位。公司与华为云、浪潮云融合对接的云安全解决方

案，通过获得了CSA云安全联盟和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的测评认证，获得了颁发的

云计算产品信息安全认证证书和CSACSTR增强级证书和云计算产品信息安全认

证证书（增强级），是业界首例安全厂商和云平台厂商融合对接云安全解决方案

家的联合认证。 

目前该技术和华为云、浪潮云版本基本保持同步更新迭代，平均迭代周期为

一个季度。由于目前国内云平台标准化、开放性较低，要建立一套能够适配多云

的对接方案，并提炼出标准API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同时，云平台的融合具有

较强的兼容依赖性，云平台厂商迁移成本高，因此该技术不可替代性较高，先发

优势明显。未来该技术将向自动化、数据融合、接口标准化发展。同时，平台内

云安全组件向轻量化发展，公司后续将探索云安全组件的全容器化，提升资源利

用率和跨云平台的支持，以满足未来公有云和混合云的云安全防护需求。 

（10）大数据深度安全检测与分析技术 

业界传统的安全检测手段主要基于静态的策略规则匹配，一般采用阈值触发、

关键词触发、情报对比触发等手段，存在数据量小、检测手段单一、时效性差、

分析结果准确度低、风险事件定位难等问题。公司在国内率先提出安全分析模型

自适应理念，并在产品中实现功能化。相比业界通用的安全检测分析技术，该技

术在国内率先实现周期性异常事件检测，解决了多源异构数据的快速复杂关联分

析与检索问题，并利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扫描IP分类、策略自学习和优化、DGA

域名快速判别等100多个安全场景识别方法，能够实现多维度、细粒度的安全事

件分析与跟踪，大幅提升风险定位的准确度，公司基于此项技术产品已发布多个

迭代版本，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11）态势感知分析与挖掘技术 

业内大多态势感知技术或产品仅停留在基于日志搜集统计可视化或网站漏

洞扫描统计可视化阶段，以少量维度的数据采集手段，加上简单的统计排序分析

手段，配以可视化页面，实现初步的态势感知功能。公司大数据态势感知分析与

挖掘技术真正围绕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的三要素:态势获取、态势理解和态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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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掘深度威胁和隐患为目标，对能够引发网络安全态势发生变化的要素进行全

面、快速、准确地捕获和基础分析。相比业内同类技术，该技术具备实时在线还

原恶意样本和域名能力，通过使用内置威胁情报匹配辅助验证功能，使流量的有

效识别率提升至99%以上，告警准确率达到90%以上。并为恶意样本提供沉浸式

的运行环境和无感调试，大幅降低恶意样本的反调试成功率，从恶意特征匹配转

变为基于样本异常行为检测技术，该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基于该技术的态势

感知平台产品在实战中多次输出具有重要价值的网络战情报，尤其是在重大活动

网络安全保障期间多次输出黑客攻击的预警和攻击的发现。威胁线索分析和网络

攻击追溯能力处于领先水平，对同源黑客的追踪和匹配上准确率达到95%。 

（12）物联网可信互联与智能防护技术 

该技术具备较强的跨平台能力和较好的可移植性，能够实现端到端的安全加

密，密钥分发能力高达20,000次/S，单次加密延时低于1.66ms，对终端数据传输

效率几乎无影响。相比于传统网络层安全防护技术，该技术可以深入物联网终端

内部进行安全防护，通过驱动级安全防护结合云端智能分析的防护能力构建完整

的物联网安全防护体系，技术具有独创性。 

（13）面向工业控制系统安全的定量评估和全生命周期防护技术 

该技术是公司围绕国内火电、核电、冶金、石化的工业安全现状，在现有安

全防护技术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被动防御与主动防御相结合的安全防护技术。

针对工控系统攻击机理和系统架构与业务特征，实现了覆盖工控系统各层级、全

业务流程的异常检测，以及对工控系统未知威胁的主动发现，解决了跨越信息物

理空间未知威胁的检测难题。该技术在线实时测评技术框架，综合考虑了各种度

量因子，突破了工控安全难以度量、评估的技术瓶颈，在安全防护体系和主动防

御理念方面均具有先进性，能够深度解析超过30种私有工控协议，提取300种以

上主要的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协议功能码，在理想状态下单个扫描任务速率达到每

秒160万包，相关技术正在申请国家专利，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综上所述，2020半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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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0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为1.15亿元， 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为35.85%，与2019年度研发费用率21.67%相比，增加14.18%。 

（二）研发进展 

2020年4月，公司发布APT攻击（网络战）预警平台新版本。在威胁分析、

动态沙箱等原有核心模块基础上优化升级，专项提升网络攻防演练检测能力，新

增了攻击者视角分析、典型攻击检测策略、智能报表、风险调查取证等功能，优

化了沙箱报告，实现全网威胁快速感知、安全事件追踪溯源、自动化报表导出等，

方便威胁分析人员威胁判定、取证和回溯分析。 

2020年4月，公司推出新一代欺骗防御产品-明鉴迷网系统。该系统基于网络

欺骗和主动防御理论，通过暗设陷阱（蜜罐、蜜饵），组建诱捕网络（蜜网），

实现攻击发现、行为研判，达到延缓攻击进程，进而保护真实网络的目的。新版

本在欺骗伪装、威胁分析、安全防护、部署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 

2020年5月，公司发布安恒明御主机安全及管理系统（安恒EDR）新版本，

在高级威胁、病毒防护、攻击溯源、策略管理、IP/MAC绑定、升级部署等方面

进行优化升级。该产品通过自主研发的免疫引擎与专利级文件诱饵引擎，专防专

杀勒索病毒；通过内核级东西向流量隔离技术，实现网络隔离与防护、流量画像；

拥有补丁修复、外设管控、文件审计、违规外联检测与阻断等主机安全能力。目

前产品广泛应用在服务器、桌面PC、虚拟机、工控系统、国产操作系统、容器

安全等各个场景。 

报告期内，公司新申请专利81项，获得批准专利43项（43项均为发明专利），

新增已登记的软件著作权9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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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金额（元）  

首次募集资金净额  
951,571,968.10 

减：募投项目支出 
40,029,974.30 

其中：2019 年募投项目支出 
0.00 

      2020 年 1-6 月募投项目支出 
40,029,974.3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13,852,830.98 

其中：2019 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2,613,425.68 

2020 年 1-6 月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11,239,405.30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925,394,824.78 

其中：2020 年 6 月 30 日现金管理余额 
230,000,000.00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95,394,824.78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存储方式 金额 

安恒信息 杭州银行科技支行 3301040160014510609 活期存款 139,346,802.37 

安恒信息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626312065 活期存款 104,251,937.94 

安恒信息 
中国银行杭州江汉科

技支行 
375376639046 活期存款 21,676,116.52 

安恒信息 杭州银行科技支行 3301040160014510534 活期存款 39,966,291.31 

安恒信息 
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

行 
1202021429900545649 活期存款 15,861,400.35 

安恒信息 
建设银行杭州滨江支

行 
33050161812700002089 活期存款 26,366,470.56 

安恒信息 宁波银行杭州分行 71110122000041547 活期存款 152,782,299.60 

安恒信息 杭州银行科技支行 3301040160013544641 活期存款 195,143,506.13 

合计    695,394,824.78 

2020年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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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范渊，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其直接持有

公司股票10,018,362股，直接持股比例为13.52%，本半年度直接持股情况未发生

变动。另外，其通过嘉兴市安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

兴安恒”）间接持有457,999股，间接持股比例为0.62%，通过宁波安恒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安恒”）间接持有2,354,500股，间接持股比

例为3.18%，通过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安恒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安恒1号战配资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票316,926股，间接持股比例为

0.43%，本半年度间接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持股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实际控制人范渊为嘉兴安恒及宁波安恒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嘉兴安恒及宁波

安恒与实际控制人范渊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安恒1号战配资管计划与实际

控制人范渊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董事沈仁妹直接持有公司 623,317股，除范渊、沈仁妹外，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还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嘉兴安恒及宁波安恒）和安恒 1号战配资管计划间接持

有公司股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

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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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余  姣                李  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