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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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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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四、风险因素”部分，详细

描述了公司未来经营中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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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为116,373,4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1,637,340元（含税），占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1.77%。在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期间，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维持分配利润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拟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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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中科通达 68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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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晓帆 何娟 

办公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1

号软件产业三期A3栋10层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1号

软件产业三期A3栋10层 

电话 027-87788636 027-87788636 

电子信箱 citms-zqb@citms.cn citms-zqb@cit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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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提供专业的信息化服务。公

司致力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为公安部门提供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的设计、开

发、建设及后续运维服务，实现城市公共安全的可视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提升城市公共安

全的治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2、主要产品及服务情况 

公司为客户提供包括方案设计、软件开发、项目实施、运维服务的全周期公共安全管理信息

化服务。从产品分类而言，公司提供的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化服务主要包括两部分：（1）信息化系

统的开发、建设；（2）信息化系统运维服务。此外，公司还会根据客户信息化应用需求，向客户

提供独立的软件开发服务或单独销售软件产品。 

（1）信息化系统开发、建设 

公司开发建设的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一般包括硬件系统信息化集成及软件平台开发部

署，是集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应用为一体，为公安部门提供交通治

理、治安防控、侦查实战、指挥情报等信息化服务的综合性应用管理系统。 

公司专注于公安信息化领域多年，已布局开发包括“视频图像综合应用平台”、“精细化交通

治理平台”、“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情指勤舆一体化平台”、“视频联网共享平台”、“FK情报

综合应用平台”、“智慧运维管理平台”、“XDC 数据中台”等多款具有代表性的应用软件平台。 

公司自主开发的软件平台功能如下： 



 

（2）信息化系统运维服务 

公司在信息化系统开发建设完成并交付客户后，通过“日常监测管理”和“问题跟踪”的方

式提供运维服务，并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技术支持，以保证公安信息系统的持续稳定运行。公司的

运维服务包括对硬件设备日常维护、软件平台维护升级、信息系统故障排除、系统升级及性能调

优等。 

公司针对公安信息化系统运维业务，自主研发了“智慧运维管理平台”，为企业客户提供系统

可视化、智能化和易用的数字化运维管理服务，通过实现信息化系统中软件及硬件设备的状态监

控、流程管理、资产管理及协同运维等功能，提升系统的运营效率、降低运维管理成本以及实现

业务联动控制。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以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开发建设、信息化系统运维、软件开发及销售等产品为

载体，通过为公安部门提供专业的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化服务，从而实现盈利。 

公司主营业务、对应产品及具体项目类型如下： 

主营业务 产品分类 项目类型 

为客户提供包

括方案设计、软

件开发、项目实

信息化系统的开发、

建设 

公司为客户提供的公安信息化系统开发建设项目主要分

为信息化系统整体开发建设（含数据采集系统）及数据

处理应用平台开发建设。 



施、运维服务的

全周期公共安

全管理信息化

服务 

信息化系统运维服务 

在项目实施完成后，为信息化系统提供运维服务，包括

信息化系统的日常管理维护及定期巡检，数据处理服务、

软件平台升级及新功能开发、系统性能调优等。 

软件开发服务或单独

销售软件产品 

1、根据客户需求提供软件开发服务。 

2、销售自主开发软件产品。 

2、销售及服务模式 

公司提供的公安信息化服务的终端客户主要为公安机关。当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需要新

建或扩容网络链路时，公安机关将项目整体开发建设委托运营商实施。运营商一般仅负责其中的

网络链路投资建设，将公安信息化系统委托以公司为代表的专业服务商实施。如果公安信息化系

统不包括大额网络链路投资建设，专业的公安信息化系统服务商可直接参与招投标，并在中标后

作为项目承建方。 

对于公安客户，由于公司承建的公安信息化系统金额一般较大，公司主要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承接项目；对于基础网络运营商及其他总包方客户，根据客户内部采购制度及内部管理要求，公

司项目取得方式包括公开招标、询价比选、商业谈判等。 

3、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合同订单及项目实施的需要，实行按需采购的模式。采购的内容主要包括硬件、软

件采购和劳务采购。 

对于硬件采购，由采购部在收到项目部门采购申请清单后，综合对比供应商的产品价格、产

品质量、售后服务、付款周期等方面后择优选取合格供应商统一采购，采购产品由项目经理负责

质量验收。对于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人脸识别、车辆识别、视频结构化等算法以及其

他应用软件等，由项目部门会同研发部门共同提出所需的软件型号及厂商，采购部门负责具体的

价格洽谈及采购事宜。 

此外，公司还存在向第三方采购劳务服务的情形。公司实施的信息技术服务项目通常具有区

域跨度大、建设内容复杂、建设周期紧迫等特点，公司主要负责项目的方案设计、软件开发、设

备调试、质量控制等核心环节，对部分简单、重复的劳务施工等服务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公司

与第三方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在公司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劳务作业，

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合同标准与要求。 

4、项目管控模式 

在项目质量管控方面，公司建立了较为先进的项目管理系统，制定了包括项目质量管理、安



全管理、绩效考核等在内的完善的制度体系，对项目启动、计划、执行、管理、验收五大环节均

执行了严格的质量管理措施。此外，公司持续完善项目过程控制，严格落实 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等标准，执行高于外部验收标准的内检标准，

通过项目规范性检查、项目巡检等方式增强项目建设过程管控，有力保障项目建设质量。 

5、研发模式 

公司以市场前沿技术、行业发展方向、客户应用需求为导向开展研发工作，从研发内容而言，

主要分为基础技术研发、产品研发两种方向。 

基础技术研发是根据所在行业和领域的技术需求，结合技术发展趋势和方向，开展预研性、

创新性研究开发，以应用于公司产品和服务，为产品研发提供技术能力。 

产品研发是指通过对行业发展方向及不同领域、不同区域客户的信息化需求进行深入了解，

确保开发的软件产品可满足客户的绝大部分应用需求，并根据技术发展、行业需求等及时进行软

件产品的迭代升级。此外，对于部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公司组织研发团队进行专项开发，在现

有软件平台的基础上以微服务架构增加相应模块，确保充分满足客户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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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属行业及发展阶段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I65 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公司是为公安部门提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化系统的设计、开发、实施、

运维等专业信息化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国家公安科技建设及社会公共安全管理需要与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应用促进公安信息化迈入新阶段，公安信息化建设持

续推进，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2）行业基本特点 

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高度重视社会公共安全。近年来，我国公共

安全支出持续较快增长，信息技术应用不断深化，为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行

业较快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行业发展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点等因素相关，不同区域的公安信息化发展水平及信

息化系统建设重点、进度存在一定差异，目前，沿海发达城市的公安信息化建设整体处于国内前

列。随着全国公安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推进，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逐步下沉至乡村、社区，原公安

信息化建设较为落后的地区未来信息化投资有望持续增长。 



公司主要终端客户为公安部门，公安部门通常采用公开招标等方式进行信息化服务采购，并

实行预算管理制度和项目整体建设方式。通常情况下，各级公安机关的预算与结算多集中在年初

和年末，项目招投标及验收也与之相匹配。此外，公安信息化系统项目的建设实施还受到春节等

假期因素影响。因此，行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征，下半年项目建设速度、建设数量显著高于上

半年，行业收入主要集中在下半年确认。 

（3）主要技术门槛 

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化建设具有较强的技术密集型特点，涉及包括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

信传输技术、网络技术、电子传感技术、控制技术、存储技术、工程技术等多种技术。近年来，

5G通信、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在公共安全领域的

融合应用不断深化，并且相关应用技术处于不断升级迭代中，使得行业技术密集型特征更为显著。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我国公安信息化行业的企业数量较多，市场竞争较为充分，整体市场集中度较低。由于公共

安全信息化服务领域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因此不同区域的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方案设计、

软件开发、项目实施、运维服务等综合性服务能力较强的少数企业之间。 

随着公司研发实力的稳步提升和经营规模的逐步增长，在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化领域，公司已

成为湖北乃至华中地区领先的公安信息化服务提供商，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未来，公司将持续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并加快市场区域的拓展，市场地位有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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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出要迎接数字时代，加快建设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治理方式变革。

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公安信息化是数字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

化平安建设和加快公安信息化工作的重要载体，是助推公安改革和提升公安核心战斗力的重要途

径。 

2021 年 11 月交通运输部发布《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全面提升城市交

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水平，推动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城市出行服务领域的应用，构

建城市交通运行监测与信息服务平台。《中国安防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2025 年）》

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推动平安城市、雪亮工程等项目的后续建设，以新基建为契机，有效提升智能

化应用水平；服务数字化社会治理，建设大整合、高共享、深应用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为政府



实现智能化决策、监管、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安防、交通行业都将数字化转型、提升智能化水平

作为重点建设工作，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的不断深入，将解锁更多行业和应用场景，公共安

全的应用领域与场景也将随之更为丰富。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数字湖北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完善政府数字化治理体系。

加强数字化司法、公安建设，健全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动数字技术在监测预警、城市安

防、打击犯罪等领域深度应用”，为湖北公共安全领域持续深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安防重要基础，也将是未来建设重要内容 

新型基础设施，尤其是以 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以

及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对公共安全领域的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升级建设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将成为构建社会公共安全防控体系的重要基础。 

2021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点内容，并确立了“加速建设信

息基础设施、稳步发展融合基础设施、适度超前部署创新基础设施”的发展思路。国家各部委相

继布局了“新城建”、“交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工程和项目，新型基础设施从宏观政策

构想逐步迈向垂直细分领域产业实践。同时，全国各地陆续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新型基础设施

成为其中亮点。因此，涉及公共安全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将成为行业未来建设的重要内容，从

而为公共安全治理能力与效率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2）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融合，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技术创新与应用，是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的重要驱动力。2021年工信部、

网信办、发改委等十部门印发了《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将“加大超高清

视频监控、巡逻机器人、智慧警用终端、智慧应急终端等产品在城市安防、应急管理方面的应用，

建设实时精准的安全防控体系”作为 5G+智慧城市方面重点突破应用领域。 

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下游领域的应用取得了长

足进步，并为持续深化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技术演进及政策催化的双重拉动下，公安信息化

市场规模稳定增长。公共安全科技创新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同领域加速融合，科技-产业-管

理协同发展态势。未来，为不断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势，持续增强公安机关实战能力，“科技兴警”、

“智慧公安”仍将是重要发展趋势。 

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庞大的人、物、信息等各类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公共

安全情况日益复杂化，对管理服务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要求不断提高，信息技术服务在公

共安全的应用领域与场景也将随之更为丰富，无论是覆盖的广度还是下沉深度，均将得到大幅拓



展。 

（3）中国公安信息化升级建设需求强劲，运维保障潜力巨大 

随着行业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我国公安信息化系统处于持续的升级完善过程中。尤其是 AI

技术对传统硬件和安装环境的重新定义将带来旧信息系统软硬件升级改造需求，并催生出覆盖新

场景的多样化解决方案。未来，公安实战对复杂环境下对人、车、物的精准识别、智能决策等切

实需求，以及视频图像、网络传输等技术的进步，将促进前后端软硬件系统的更新迭代，进一步

推动公安信息化系统的升级建设。 

此外，我国公安信息化系统的持续建设，行业将形成规模庞大的存量市场。为保障信息系统

的稳定运行与公安机关随时实战需要，针对存量市场的运维保障需求将得以释放，未来市场潜力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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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1,201,378,255.94 1,024,864,498.06 17.22 956,671,99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40,355,179.44 503,956,867.56 46.91 446,817,321.08 

营业收入 427,905,657.64 495,970,357.57 -13.72 442,916,97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6,626,410.37 55,395,374.09 -33.88 50,297,97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9,347,601.25 43,956,328.27 -33.23 46,122,49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2,415,194.60 -169,958,650.65 不适用 5,521,621.1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05 10.41 减少4.36个百分点 10.0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7 0.63 -41.27 0.6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7 0.63 -41.27 0.62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7.80 5.80 增加2个百分点 5.9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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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43,237.82 119,410,050.44 47,558,055.35 198,394,31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183,500.39 6,141,582.59 1,039,956.59 24,261,37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615,681.32 5,770,200.18 -2,937,029.89 21,898,74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7,143,668.18 -32,027,618.08 -33,353,001.78 10,109,0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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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50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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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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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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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开学 0 18,971,880 16.30 18,971,880 18,971,88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武汉光谷成长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成长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0 10,000,000 8.59 10,000,000 10,000,000 无   其他 

王剑峰 0 8,989,370 7.72 8,989,370 8,989,37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市达晨创联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0 8,000,000 6.87 8,000,000 8,000,000 无   其他 



业（有限合伙）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0 5,000,000 4.30 5,000,000 5,000,000 无   

国有

法人 

武汉信联永合高科

技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5,000,000 4.30 5,000,000 5,000,000 无   其他 

湖北通瀛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3,500,000 3.01 3,500,000 3,500,000 无   其他 

韩沁 1,731 3,421,731 2.94 3,420,000 3,42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武汉当代高投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当代高投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3,420,000 2.94 3,420,000 3,420,000 无   其他 

苏州吉润新兴产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0 3,000,000 2.58 3,000,000 3,000,00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王开学与王剑峰为兄弟关系，并已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信联永合为王开学控制的企业； 

2、武汉光谷成长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与武汉高科国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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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王开学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信联永合和泽诚永合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信联永合和

泽诚永合； 

2、王开学、王剑峰系兄弟关系，签署有一致行动协议，双方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控制公司

30.04%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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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参见“4 股东情况”之“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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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790.5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3.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3,662.64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33.88%。受疫情反复及部分地区政府减少或推

迟项目预算等因素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滑。同时，为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扩大业务

规模，公司加大了市场开拓力度和研发投入，受上述因素共同影响，2021年公司营业利润和净利

润同比有较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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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