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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名称：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董军峰 

联系方式：021-68801585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

中心 B、E 座 9 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李彦斌 

联系方式：010-85130352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

中心 B、E 座 9 层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1356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101,941,579.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6.10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5,718,922,581.9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23,253,184.71 元，公司实际可使

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5,395,669,397.19 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由中信建投证券完成持续督导工作。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中信建投证券

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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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与奇安信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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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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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回访等方式，了解奇安信经营

情况，对奇安信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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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

2021 年度，奇安信在持续督导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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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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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指定媒体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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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荐机构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1 年度，奇安信在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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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督导奇

安信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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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督促奇安信依照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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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奇安信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奇

安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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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荐机构督促奇安信严格执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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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督促上

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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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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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对奇安信的信息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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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奇安信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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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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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奇安信及其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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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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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奇安

信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应督促上市公

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嫌违反《上市规则》

等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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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出

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

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

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

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1 年度，奇安信未发生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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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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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

资金占用；（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事、监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

（六）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2021 年度，奇安信不存在需要专项

现场检查的情形 

16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 
2021 年度，奇安信不存在未履行承

诺的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奇安信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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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尚未盈利的风险 

网络安全产品及技术研发以及销售和服务网络的搭建完善需要大量投入。报

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为-55,396.97 万元，亏损较上年同期增加 62.58%，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5,474.96 万元，亏损较上年同期增加 65.91%，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78,816.25 万元，亏损较上年同期增加

46.15%。截止 2021 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305,355.27 万元。公司持续亏

损的主要原因是选择了高研发投入且人员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为建设研发平台、

布局“新赛道”产品、提升攻防竞争力、建立全国应急响应中心而进行了大量投

入。首先，研发平台聚焦核心技术能力的平台化输出，为安全产品提供共性核心

能力，这些研发平台的开发具有周期长、投入高的特点；其次，公司核心产品主

要为网络安全领域的“新赛道”产品，开发这些产品要采用大量新技术，对研发

人员能力要求高，增加了公司的研发投入；此外，公司在盈利模式的建设期仍需

扩张研发团队和技术支持及安全服务团队，以期夯实规模性研发底座，向客户提

供高质量的安全技术服务，积聚品牌效益，产生持续性商机，因此产生大量人员

费用。公司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随着公司各项费用管控措施的实施，

营业收入持续高速增长，规模经营效益已逐年提升，但未来能否扭亏仍有不确定

性，无法保证短期内实现盈利或进行利润分配。 

（二）业绩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 58.09 亿元，同比增长 39.60%，尤其是布局的新赛道

产品、主动防护类产品高速增长。公司未来能否保持持续成长，受到宏观经济、

产业政策、行业竞争态势等宏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也取

决于公司技术研发，产品市场推广及销售等因素。市场规模的变化、细分领域的

市场竞争加剧、产品更新换代、新市场需求的培育等因素均可能导致下游市场需

求发生波动。如果未来公司现有主要产品市场需求出现持续下滑或市场竞争加剧，

同时公司未能及时培育和拓展新的应用市场，将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

面临下降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及销售等方面进行投入，如

公司收入未能按计划增长，或规模效应未按预期逐步显现，则可能导致亏损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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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加。如果上述影响公司持续成长的因素发生不利变化，且公司未能及时采取

措施积极应对，则不能保证收入按计划增长，公司存在持续亏损的风险，将导致

公司存在成长性下降或者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三）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风险 

公司所处的网络安全行业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行业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可

能会导致公司在新技术的研发方向、重要产品的方案制定等方面不能及时做出准

确决策，从而使公司新产品无法满足未来的行业需求，存在开发失败的风险。同

时，技术创新及新产品研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员，通过不断尝试才可能成功，

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存在关键技术未能突破或者产品具体性能、指标、开发进度无

法达到预期而研发失败的风险。此外，各种原因造成的研发创新及相应产品转化

的进度拖延，也有可能造成公司未来新产品无法及时投放市场，对公司未来的市

场竞争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在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 

2、核心技术泄密及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当前公司多项产品和技术处于研发阶段，因此核心技术人员稳定及核心技术

保密对公司的发展尤为重要。在市场竞争中，一旦出现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员流失、

核心技术信息失密、专利管理疏漏，导致核心技术流失，公司技术创新、新产品

开发、生产经营将受到不利影响。 

（四）经营风险 

1、收入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公司客户主要来自于政府、公检法司、能源、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军队

军工、运营商等领域，受上述最终客户预算管理和集中采购制度等因素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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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主要集中于四季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又

由于公司费用在年度内较为均衡地发生，而收入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因此可能

造成公司前三季度亏损较大的情况，公司收入和盈利有一定的季节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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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人员规模快速扩张，人力成本较高，可能对公司运营效率及管理效

率造成不利影响 

报告期末，公司销售、管理、研发费用占比较高。主要原因系公司为快速完

成研发体系、产品体系、服务体系、销售及渠道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和完善，快速

扩张了人员规模。上述基础体系在建设期间并不能为公司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造成了人力成本占营业总成本的比例较高，人员规模与收入规模短期内无法

匹配的情况，对公司盈利能力、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3、知识产权等纠纷的风险 

公司属于高技术行业，拥有大量重要的知识产权资产，包括专利、专有技术

等。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亦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不

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经营理念下进一步落实了“研发与知产保护协同”、

“专利两检三审”、“案件、代理分级”、“核心专利”等制度和流程。公司目前已

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链条，在网络安全领域已构筑一定的知识产权壁垒，具

备了一定的抵抗外部风险和压力的能力。 

公司在经营中严格遵守国家各项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严格履行经

营中签订的协议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约定，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但由于相关技术

的通用性和相关协议中知识产权约定的复杂性，不排除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的可能

性，这类纠纷发生后通常持续时间较长，不排除对公司品牌形象造成不利影响。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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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作为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确保其提供的网络

产品、服务符合相关标准并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

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履行相关告知和报告义务，涉及收

集用户信息的应取得用户的同意并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如公司无法履

行该等义务，则有面临被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或罚

款等风险。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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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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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而给公司的经营带来一定风险。 

（五）财务风险 

1、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持续资金需求较大的风险 

一方面，公司以“数据驱动安全”为技术理念，重点建设了研发平台，聚焦

核心技术能力的平台化输出，为安全产品提供共性核心能力，将安全产品需要的

通用且核心能力平台化、模块化，避免了新产品研发过程中核心能力的重复研发，

将极大降低未来新产品的研发成本及研发周期。但是上述研发平台的建设具有周

期较长、投入较高的特性，需要公司投入大量的时间及资金进行开发、整合及完

善，导致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支出较高，但是随着部分研发平台逐步进入量产阶段，

上述情况将会改善；另一方面，公司核心产品主要为网络安全领域的“新赛道”

产品，如泛终端、新边界、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安全防护产品，开发这些产品要采

用大量新技术，对研发人员能力要求高，增加了公司的研发投入。此外，网络安

全行业与国际形势、技术发展、威胁变化均有较强的关联性，当攻防角色、模式

或技术出现重大变化时，仍然需要进行较大的研发投入。 

2、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未来，在政企单位信息化改造以及新基建建设过程中，公司仍可能承接系统

集成性质的网络安全项目，公司在系统集成性质的网络安全项目中向第三方采购

的硬件，由于该等第三方硬件的市场较为成熟、价格相对透明，因此硬件及其他

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此外，由于集成类项目最终客户多为政企单位，受其预算

管理和集中采购制度等因素影响，付款周期较长，对公司形成营运资金占用，并

使得公司应收账款增加，使得该等业务收入的增长对公司净利润贡献度较低，尽

管公司产品和服务高利率较高，但受该等业务影响使得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存在

下降的风险。 

（六）行业风险 

我国网络安全行业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网络安全政策法规持续完善，网

络安全市场规范性逐步提升，政企客户在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上的投入稳步增长；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物联网建设的逐步推进，网络安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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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障，其投入将持续增加。网络安全市场快速增长，也带来了较多参与者，网

络安全市场快速增长，市场机遇也带来了较多参与者，竞争相对激烈。随着网络

安全行业的快速发展，会吸引更多的竞争者进军政企网络安全领域，公司可能面

临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公司来自政府及关基等特定行业类客户收入占比较高，行业需求变化可能导

致业绩产生波动报告期内，公司来自政府、公检法司部门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超过 40%，近年来，该等行业客户的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需求主要由信息

化投资加大、安全威胁加剧、网络安全监管趋严等因素驱动。未来，如因信息化

投资增速、安全威胁程度、网络安全监管要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该等行业

客户的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需求发生波动，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如与当前

行业发展趋势相反的情形，例如国家信息化投资放缓、安全威胁程度降低等持续

出现，公司可能面临网络安全市场逐渐饱和、收入增速放缓。 

（七）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从事的网络安全等相关业务通常需取得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销售许可证等产品认证。如果未来国家相关认证的政策、标准等发生重大变化，

且公司未及时调整以适应相关政策、标准的要求，公司存在业务资质许可及产品、

服务认证不能获得相关认证的风险。同时，若公司未来拓展的新业务需通过新的

资质认定，且公司相关业务资质许可及产品、服务认证未能通过相关认证，将对

公司开拓新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包括企业所得税优惠、增值税退税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如果国家相关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发生不利变化，或者公司未能如期收到增值税

返还款项，将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若新冠肺炎疫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将可能导致公司无法及时向合作

伙伴履约，无法对客户进行上门技术支持，客户的付款有所延迟等。该等情况均

会对公司业务前景、研发计划、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奇安信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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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 2020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580,907.56 416,117.41 3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474.96 -33,436.6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816.25 -53,926.8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196.11 -68,855.63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 12 月末 2020 年 12 月末 
本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89,610.29 1,000,766.62 -1.11 

总资产 1,348,291.93 1,242,431.91 8.52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54 51.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 -0.54 51.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1.16 -0.87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3 -4.71 减少 0.92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8.00 -7.59 减少 0.41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30.10 29.51 增加 0.59 个百分点 

2021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80,907.5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9.60%，

主要系：（1）网络安全行业主管部门更加注重对“实战化”防御效果的考核，

主管部门“三化六防”新思想驱动政企客户需求从“被动合规”向“主动合法”

转变；公司内生安全技术理念和新赛道安全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十四五”

网络安全重点建设需求，并且公司产品更具备实战化、体系化、协同联动的主动

防御能力，促进了公司在运营商、医疗、能源、金融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客

户以及政府客户的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得益于公司坚定推进“研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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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化”战略，持续多年的研发投入已经逐步取得效益，用标准化生产满足客户个

性化需求的“标品化”核心产品质量和性能全面提升，推动核心产品的收入规模

明显提升，多款新赛道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持续领跑全行业。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5,474.96 万元，亏损较上

年同期增加 65.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8,816.25 万元，亏损较上年同期增加 46.15%。公司持续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选择

了高研发投入且人员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为建设研发平台、布局“新赛道”产

品、提升攻防竞争力、建立全国应急响应中心而进行了大量投入。 

3、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与稀释每股收益为-0.82 元/股，较上年同

期下降 51.8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1.16 元/股，较上年同期

下降 33.3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63%，较上年同期减少 0.92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8.00%，较上年同期减少 0.41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选择了高研发投入且人员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进而持续

亏损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30.10%，相较于上年度增

加 0.59 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水平基本保持一致。 

综上，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具有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2021 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如下： 

（一）开创性的网络安全建设理念 

公司开创性地提出了“内生安全”的核心理念，重塑网络安全体系，从过去

的“局部整改”、“事后补救”的外挂式建设模式走向“深度融合”的体系化建设

模式，改善网络安全体系化缺失、碎片化严重、协同能力差的旧有局面，构建全

面的“事前防控”的新一代网络安全框架，与信息化过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和

同步运行，在信息化新建或改造中协助客户开展安全规划工作，扩大网络安全投

入和产业规模，确保安全和信息化真正形成“一体化之两翼”、“双轮驱动”的效

果。在“十三五”期间和目前进行中的“十四五”阶段，公司已为帮助了众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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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客户有效开展了安全咨询和主动防御体系化规划，提升了网络安全在信息化

投资中的预算占比，将网络安全作为数字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夯实政企数字化

信息化建设的安全底座，体现行业龙头的责任与担当。 

（二）强大的安全对抗技术 

网络安全的核心是攻防对抗，公司已建成全链条以攻防为核心的技术能力体

系。从漏洞挖掘与利用，到攻击检测与响应、恶意样本分析与查杀、威胁诱捕与

反制、攻击追踪与溯源，再到威胁情报、全网攻击态势感知、APT 组织监控及

电子取证等环节，均取得出色的成绩。 

（三）强大的研发创新能力及平台能力 

1、强大的研发创新能力 

公司在多个新安全技术领域中，研发并推出了一系列的具有技术创新优势的

产品、方案和服务。在云安全、大数据安全、物联网安全、移动互联网安全、人

工智能应用安全等新兴领域全面布局，并获得业界认可。 

2、强大的研发平台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推进“研发能力平台化”战略，已发布的八大研发平台

提前结束重投入期阶段。“鲲鹏”、“诺亚”、“雷尔”、“锡安”“川陀”、“大禹”、

“玄机”、“千星”，以八大网络安全研发平台为基础核心组件，再配合少量定制

化特殊组件，快速研发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的网络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大部分

安全产品的研发周期将明显缩短，预期在 2022 年研发平台将快速进入量产阶段。 

（四）全面丰富的网络安全产品体系 

公司丰富的产品体系能够内生于客户的各个关键信息化领域，与其信息化环

境进行深度融合与覆盖，形成有效的、系统性的防护。报告期内，根据 2022 年

3 月 31 日安全牛发布的第九版中国网络安全行业全景图，公司的产品线覆盖全

部 13 个一级安全领域和 79 个二级细分领域，几乎覆盖了全部一类安全领域和大

部分二级细分领域，多年稳居入选全景图细分领域最多企业榜首。 

（五）强大的安全咨询规划、实战攻防、安全运营与应急响应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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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大的咨询规划服务能力 

公司已为政府、部委、重点央企、金融、智慧城市/数字政务、大型制造业

等近百家大型机构进行了“十三五”、“十四五”、3-5 年期网络安全体系规划设计，

完成输出了“新一代网络安全框架”白皮书、方法论、配套工具集，对重点行业

的“十四五”网络安全规划产生重要牵引作用，成为唯一进入 Forrester 2021 年

亚太区网络安全咨询服务报告《Cybersecurity Consulting Services In Asia Pacific, 

Q3 2021》的中国厂商。 

2、强大的实战攻防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在国家级的年度网络攻防演习中，公司成绩均名列前茅。在漏洞

报告和响应方面，公司拥有国内最大的补天漏洞响应平台，漏洞数据同步公安部、

网信办、工信部和国家漏洞库，成功发现 Windows、MacOS、iOS、Android 等

操作系统和 Adobe、OracleIE、Safari 等应用的重要漏洞。 

3、全天候、全覆盖的安全运营与应急响应服务能力 

公司作为主要技术保障单位已先后完成了建党百年、国庆 70 周年、建党 60

周年、澳门回归 20 周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海军建军

70 周年、全国两会、春晚、中非合作论坛、上合组织成员国峰会、十九大、博

鳌论坛、2020 服贸会等国家级网络安全保卫任务。除此以外，公司作为奥运会

历史上首家第三方网络安全服务商，2021 年 12 月，奇安信北京冬奥会网络安全

保障指挥中心在北京奇安信安全中心正式启动。公司以“零事故”交上了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网络安保答卷，并首创了融合供应商、供应链安全的冬奥会系统

安全体系。全国的政企机构遇到任何网络安全问题，都可以拨打 95015，奇安信

为社会各政企单位提供 24 小时冬奥标准的应急响应及处置服务。 

（六）优质的客户群、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完善的营销体系 

公司客户范围已覆盖大多数中央政府部门、中央直属企业和银行以及全行业

的客户单位。 

公司根据国内市场布局和客户群体的特点打造了数十个纵向行业部与 32 个

省分区域交叉的矩阵式销售体系，创新并实践了一套围绕人员、行业、地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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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时间（简称“人行地物时”）五个要素进行高效运作的网格化营销体系。 

公司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营销服务体系，具有网络覆盖面广和服务响应及时的

优势，成为提高和巩固公司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七）网络安全领域的著名品牌 

经过多年的发展，奇安信已经成为网络安全领域的著名品牌。公司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官方网络安全服务和杀毒软件赞助商，由此成

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安全品牌；公司每年举办的“北京网络安全大会”已成为

亚太地区最专业的、规模最大的网络安全盛会之一，大会“内生安全”的主题思

想成为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八）优秀人才团队和良好的企业文化 

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 80%。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 3793 人的研发团队，占公司总人数的 39.27%；拥有 3263

人的技术支持和安全服务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 33.79%，形成了技术人才壁垒。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1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为 174,840.33 万元，相较于 2020 年度 122,808.92

万元增长 42.37%；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30.10%，相较于上年度增加

0.59 个百分点，具体情况如下：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万元） 174,840.33 122,808.92 42.37 

研发投入合计（万元） 174,840.33 122,808.92 42.37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30.10 29.51 增加 0.59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金额上升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人员数量、薪资水平上涨导致薪酬增

加，且本期较去年同期股份支付费用增加所致。 

（二）研发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重点推进“研发能力平台化”战略，全



 14 

面提升大数据安全智能检测与管控产品的实战化攻防能力，继续完善安全运营及

安全服务工具的自动化能力，继续打磨创新赛道的安全产品成熟度，加快布局信

息技术创新领域的安全产品品类。 

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全面布局“研发能力平台化”战略，已逐步打造 8

大研发平台，升级了已有的“鲲鹏”、“诺亚”、“雷尔”、“锡安”四大研发平台，

还发布了“川陀”、“大禹”、“玄机”、“千星”新四大平台，以八大网络安全研发

平台为基础核心组件，再配合少量定制化特殊组件，快速研发出能够满足客户定

制化需求的网络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平台的功能及易用性在持续提升过程中。 

2、报告期内，公司在新赛道领域深入布局，新赛道产品快速更新迭代，研

发成果丰硕。 

3、报告期内，公司还获得丰富的技术专利成果及软件著作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拥有 662 项网络安全领域的主要发明专利和 1099 项主要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另有 827 项专利申请正在审核中。 

报告期内获得的知识产权列表如下： 

 
本年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385 177 1,066 662 

实用新型专利 0 0 0 7 

外观设计专利 26 13 0 55 

软件著作权 157 157 0 1,099 

其他 0 0 0 0 

合计 568 347 1,066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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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5,718,922,5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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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发行费用 307,067,554.76 

募集资金净额 5,411,855,027.14 

加：存款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净额 83,677,995.56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3,050,947,233.36 

临时补流资金 1,100,000,000.0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1,344,585,789.34  

 

奇安信 2021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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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

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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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的奇安信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形。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技术人员持股变动： 

单位：股 

姓名 职务(注) 年初持股数 年末持股数 
年度内股份

增减变动量 

增减变动原

因 

齐向东 董事长 149,561,640 149,561,640 0 - 

吴云坤 董事、总裁 0 51,020 51,020 
限制性股票

归属 

姜军成 董事 0 0 0 - 

杨洪鹏 董事、副总裁 0 5,102 5,102 
限制性股票

归属 

孟焰 独立董事 0 0 0 - 

徐建军 独立董事 0 0 0 - 

赵炳弟 独立董事 0 0 0 - 



 16 

韩洪伟 监事会主席 0 0 0 - 

张嘉禾 职工代表监事 0 0 0 - 

王欣 监事 0 0 0 - 

刘红锦 财务总监 0 5,102 5,102 
限制性股票

归属 

何新飞 副总裁 0 17,857 17,857 
限制性股票

归属 

徐贵斌 副总裁 0 20,408 20,408 
限制性股票

归属 

左文建 副总裁 0 14,031 14,031 
限制性股票

归属 

马勒思 董事会秘书 0 5,102 5,102 
限制性股票

归属 

马江波 
大数据与安全运

营业务线总经理 
0 1,031 1,031 

限制性股票

归属、二级

市场减持 

刘浩 
云安全业务线总

经理 
0 12,531 12,531 

限制性股票

归属、二级

市场减持 

刘岩 
行为安全事业部

总经理 
0 14,031 14,031 

限制性股票

归属 

吴勇义 

大数据与态势感

知业务线技术总

监 

0 7,653 7,653 
限制性股票

归属 

顾永翔 
终端安全业务线

副总经理 
0 5,102 5,102 

限制性股票

归属 

吉艳敏 
终端安全业务线

技术总监 
0 2,551 2,551 - 

樊俊诚 
智能安全网络事

业部副总经理 
0 2,551 2,551 - 

叶盛 
安全大数据中心

架构师 
0 7,653 7,653 - 

汤迪斌 
终端国产化事业

部总经理 
0 2,551 2,551 - 

合计 / 149,561,640 149,735,916 174,276 / 

注：马江波、刘浩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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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

其他事项。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尚未盈利的风险
	（二）业绩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三）核心竞争力风险
	（四）经营风险
	（五）财务风险
	（六）行业风险
	（七）宏观环境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开创性的网络安全建设理念
	（二）强大的安全对抗技术
	（三）强大的研发创新能力及平台能力
	（四）全面丰富的网络安全产品体系
	（五）强大的安全咨询规划、实战攻防、安全运营与应急响应服务能力
	（六）优质的客户群、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完善的营销体系
	（七）网络安全领域的著名品牌
	（八）优秀人才团队和良好的企业文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二）研发进展情况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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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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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