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660 证券简称：苏州科达 公告编号：2021-019 

转债代码：113569 转债简称：科达转债  

转股代码：191569 转股简称：科达转股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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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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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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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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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利润

分配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注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 

注1：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现存第三个限

售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和注销，回购和注

销总数合计5,107,296股。 

注2：2020年12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不低于人

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19元/股。截至

2021年2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5,970,305股，于公司利润分配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之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注3：公司发行的“科达转债”自2020年9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股票，自2020年9月14

至2020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02,000元“科达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转股数量为

6,858股。 

以上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如在以上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因可转债转股发生变

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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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科达 60366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龙瑞 张文钧 

办公地址 苏州市高新区金山路131号 苏州市高新区金山路131号 



电话 0512-68094995 0512-68094995 

电子信箱 ir@kedacom.com ir@kedaco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业务概要 

公司是国内重要的视频应用综合服务商，主要从事视频会议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融合通信

系统的软硬件开发、设备制造、产品销售及技术服务。公司致力于以视频会议、视频监控以及丰

富的视频应用解决方案帮助公安、检察院、纪委/监察委、法院、交通、教育、应急、部队、企

业以及政府公共事务领域等最终用户解决可视化沟通与管理难题。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研发创新为驱动力，依托长期以来的技术积累和高比例的研

发投入，公司在 4K 编解码、音视频算法、云计算与云存储、人脸识别、视频分析、大数据应用、

中台软件等核心技术领域积累了一定的优势。聚焦客户价值一直是科达人做事的衡量标准，凭借

多年项目建设所积累的实战经验，基于公司对用户核心需求的深入理解，公司提供了面向多个行

业，紧密贴合客户需求、高度融合客户业务流程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2）重点解决方案及产品 

A、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公司通过在智慧交通、城市应急管理、智慧社区等领域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通过利用多种新一代信息技术或创新理念,提升城市信息化水平和应急管理能力，通过更加“智慧”

的系统为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用户乃至家庭用户、普通个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使得社会治安、

交通管理、城市管理、教育、医疗、房地产和公共事业等城市组成的关键基础设施组件和服务更

互联、高效和智能。公司充分运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助推交通精细化管理，目前已形成从路口、

路段到路网，从卡口、电警等前端到指挥中心的整套智慧交通解决方案，将“立体管控、AI防控”

的理念落地于应用。实现了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的“高智慧、大视野、全天候”，全面提升服务社会

管理和“打、防、管、控”的能力和水平。 



B、指挥中心解决方案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的深化落地，现代化指挥中心迎来了变革的新契机，同

时，也面临着更多的建设挑战，管理单位多、专业种类杂、技术门槛高、项目操作难、项目周期

长等问题愈发突出。为此，科达推出了一站式的指挥中心解决方案，方案包含全专业全面的装修

设计、产品设计、智能化设计、声学设计、灯光设计，从初步设计到落地实施、长期维保，提供

全周期的专业服务。科达指挥中心解决方案可全面实现信息展示、指挥调度、应急处突、情报处

理、数据搜集分析等职能，更可以根据服务行业的不同，定制化开发与业务紧密贴合的系统功能，

可广泛适用于各类内部服务型和公众服务型指挥中心。 

C、视讯产品及解决方案 

 



公司构建了集超高清、云化、智能、安全四大核心技术的端到端硬件、软件、软硬混合的视

频会议产品及解决方案。基于开放、可扩展的技术架构，科达视频会议产品拥有云计算、AI、超

高清编解码、网络优化、视频应用以及视频安全等技术支撑，同时采用国产化加国密等安全方案，

将视频会议和具体应用场景相结合，用“视频会议+”构建行业化、专业化、个性化应用体验。 

2020 年 11 月，公司发布了下一代视讯产品和解决方案，包括一套能够提供全息幻象、裸眼

观看的 3D 全景宽沉浸式网呈系统；聚焦轻量化、数智化、国产化，面向更广泛的通用政府与企

业用户，采用 RTC 超元媒体通信技术和 APE3.0 新一代音频处理引擎的视讯云平台、多功能网呈、

会议方舱、会议屏以及 ZEN 系列新一代视讯产品。 

D、视频政务云解决方案 

 

公司的视频政务云解决方案打造了一个能够满足各级政府政务视频需求的政务视频公共平

台，实现对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视频会议资源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降低各部门独立系统的建

设成本和日常运维成本，节省行政资源。在技术架构上，视频政务云采用科达 5.0 云视讯架构，

支持 4K 超高清会议图像传输，支持压缩能力更高、容错能力更强的 H.265 编解码协议，会议体验

更佳、系统运行更稳定；在安全可控方面，支持国产加密算法，提高了身份认证的安全级别、传

输链路上的算法自主可控，进一步确保了政务会议内容的安全性；在会议管理上，视频政务云实

现了对各级各部门视频会议的统一服务，会议需求单位可灵活召集跨地区、跨部门的会议，极大

的提高了协调调度能力；在系统扩展上，视频政务云具备良好的兼容性和扩展性，在不影响现有

业务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可以满足政务视频会议无限会场的扩充需求。政府部门可通过政务视频

公共平台实现内部或相互之间的沟通、协商、决策等工作需求。在有突发事件时，政务视频公共

平台更升级成为连通各单位重要的信息纽带，协助领导全面掌控事态发展，及时决策、快速指挥，

提高执政效力。 

E、社会治安防控解决方案 



 

在社会治安防控领域，科达运用“智能感知+大数据”的思维，从数据化治理、网格化管理、

扁平化调度、智能化感知四个层面建设社会综治一体化实战平台，全面提高城市社会治理水

平，并根据不同地市不同需求，定制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所拓展的功能，实现社会治

理创新。通过结合自身在公安领域的实战经验和业务优势，重点建设公安检查站治安管控

系统、智慧街面巡防系统、智慧安防小区管控系统、智慧内保信息系统、地铁公交智慧防

控系统 5 大子系统。所有子系统均以智能感知和大数据技术为核心，通过多维数据的智能

采集、治理、研判、分析以及与业务的融合，辅助公安机关实现高效防控、精准打击。 

2、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哑铃型”的经营组织模式，以产品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为重心，生产环节则侧重

核心、关键部件的精益生产。公司主要以解决方案为主的形式将自主研发的产品和服务通过自有

销售人员、集成商及代理商等渠道提供给最终客户。此外，摩云视讯作为公司子品牌，由控股子

公司日晷科技负责独立运营，提供视频会议运营服务，通过租用、运营的模式，为各级政企客户

提供可视化产品与解决方案。 

3、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以视频科技赋能行业用户为使命，产品及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视频会议、视频监控以及

融合音视频通信领域，视频会议和视频监控领域分别拥有独立的发展趋势和下游市场，但在关键

技术、经营模式、周期性、区域性、季节性特征等方面上又有较多相同之处，并在应用场景上呈

现出愈发明显的融合趋势。 

公司视频会议系统主要面向政府部门、教育、医疗、金融等行业的大型机构，随着客户信息

化建设的持续推进，视频会议系统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横向多功能延伸，纵向深层次渗透；

并从单纯的视频通信逐渐发展为应急管理、可视指挥调度、交互协作、数据共享、远程教学和培



训、远程医疗等多种形式。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政府部门、医院、金融以

及广大企业、学校等纷纷选择通过视频会议处理应急事件或推进复工复产，对视频会议产品和解

决方案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进一步提升。而随着云视频会议在政府公共事务领域、行业大型机构以

及广大企业客户市场逐渐被接受，除了要求提供良好的音视频体验外，用户对产品针对不同会议

场景的适应情况及会议本身的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国密算法、国产化和自主可控将推动视频会

议行业进一步向前发展。 

随着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逐渐成熟，不仅推动了视

频数据处理效率的提升和行业应用的深化发展，也大幅提升了视频监控行业的市场空间。音视频

融合应用提升了高效作战、侦查、监测和指挥调度方式，充分满足了公安、政法等行业客户的实

战需求。它以全资源接入为基础，以融合通信调度平台为核心，可同时融合视频监控、视频会议、

电话语音、视信通（语音、文字、图片）、集群通信等多种音视频媒体系统的媒体资源，从而实现

统一的媒体处理和音视频融合指挥应用。高效的视频沟通方式、海量的视频数据以及音视频融合

应用的出现，为现代化指挥中心建设迎来了变革的新契机。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演进，加载 AI

芯片的前端感知型摄像机和具有高性能算力、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支撑的后端智能云平台占比将逐

步提升。 

近年来，政府、军队、能源、金融等重点行业的数字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对视频会议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和音视频融合应用解决方案的采购需求也在逐年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政府部门、

金融、能源等行业的信息安全意识不断提高，客户对视频通信的数据安全要求也不断提升，“国产

化”和“自主可控”已成为主要趋势，并推动整个行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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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525,122,514.84 2,879,427,113.31 22.42 2,582,859,842.03 

营业收入 2,353,776,495.79 2,546,505,667.29 -7.57 2,453,638,455.1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84,985,024.55 91,108,820.38 -6.72 321,952,877.5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5,073,511.99 59,395,828.29 -7.28 294,812,986.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24,141,500.01 1,825,542,430.94 5.40 1,732,537,591.8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2,869,360.36 -86,322,605.71 219.17 19,982,061.0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700 0.1824 -6.80 0.651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44 0.1808 7.52 0.639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44 5.18 

减少0.74个百分

点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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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546,009.84 434,027,840.60 664,828,111.74 894,374,53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6,387,216.59 -23,912,428.04 12,190,008.19 193,094,66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2,921,971.36 -24,454,913.32 -5,558,411.36 188,008,808.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2,219,947.99 -213,591,722.71 -2,121,279.89 410,802,310.9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9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059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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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陈冬根 0 129,811,628 26.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卫东 0 14,989,958 3.0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薛江屏 -1,125,340 9,157,982 1.8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晓华 -1,903,808 7,687,578 1.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陆东强 -750,000 5,942,256 1.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建忠 -37,632 5,492,263 1.10 50,176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翔 -2,912,144 5,198,908 1.0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76,800 4,821,359 0.9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00,000 3,334,099 0.6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朱风涌 -37,632 3,219,864 0.64 50,176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间关联关系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不适用 



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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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众多行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公司的经营情况面临

巨大的挑战，一季度部分时间无法按照经营计划正常开展业务。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

司积极推进复工复产及新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推广，从二季度开始经营情况逐渐恢复正常。报告期

内，公司坚定贯彻“行业深耕、区域下沉”战略，不断完善产品和解决方案，积极推进标杆项目

落地，经过公司全员的不懈努力，克服了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公司整体经营情况保持

稳定。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5,377.6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57%；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8,498.5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7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20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

“财政部”）于 2017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本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据此，公司

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的会计政策。 

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首次执行时仅对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报表项目金

额进行调整，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 

公司受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情况如下： 

2020年1月1日受影响的合并报表资产负债项目： 

新收入准则影响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资产：       

应收账款 1,072,134,982.79  -109,536,772.99  962,598,209.80  

合同资产   109,536,772.99  109,536,772.99  

负债：       

预收账款 66,185,752.91  -66,185,752.91    

合同负债   58,981,857.20  58,981,857.20  

其他流动负债 24,449,521.57  7,203,895.71  31,653,417.28  

 

2020年 1月 1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项目： 

新收入准则影响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资产：       

应收账款 1,036,669,500.54  -107,157,356.46  929,512,144.08  

合同资产   107,157,356.46  107,157,356.46  

负债：       

预收账款 60,576,478.69  -60,576,478.69 

 合同负债 

 

53,686,205.19  53,686,205.19  

其他流动负债 12,266,247.31 6,890,273.50  19,156,520.81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截止 2020 年 12月 31 日的合并财务报表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7 户；各子公司情

况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变更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

的变更”。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