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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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中关于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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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定如下：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32,433.8091 万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9,297.35 万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公司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11.57%。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派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

配比例。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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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光信息 68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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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超 杨尽歌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

软件园27号楼C座5层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

村软件园27号楼C座5层 

电话 010-82177855 010-82177855 

电子信箱 investor@hygon.cn investor@hyg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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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设计和销售应用于服务器、工作站等计算、存储设备中的高端处理

器。公司的产品包括海光通用处理器（CPU）和海光协处理器（DCU）。海光 CPU 系列产品兼容

x86 指令集以及国际上主流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软硬件生态丰富，性能优异，安全可靠，已经

广泛应用于电信、金融、互联网、教育、交通等重要行业或领域。海光 DCU 系列产品以 GPGPU

架构为基础，兼容通用的“类 CUDA”环境，可广泛应用于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商业计算等

应用领域。 

根据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研发出了多款性能优异的主流高端处理器水平的产

品。报告期内，海光 CPU 系列产品海光二号为主力销售产品，海光三号已经实现小批量销售，海

光四号、海光五号处于研发阶段；海光 DCU 系列产品深算一号为公司 GPGPU 主要在售产品，深

算二号、深算三号处于研发阶段。公司新产品加速迭代，性能持续提升，研发团队在高端处理器

设计、SoC 架构设计、处理器安全、处理器验证、高主频与低功耗处理器实现、高端芯片 IP 设计、

工艺物理设计、先进封装设计、基础软件等关键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在主营业务上，公司始终

坚持聚焦高端处理器业务，技术和市场竞争优势进一步夯实。 

2、主要产品情况 

高端处理器是现代信息系统设备中的核心部件，在大规模数据处理、复杂任务调度和逻辑运

算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应用领域、技术路线和产品特征的不同，公司高端处理器

分为海光 CPU 系列产品和海光 DCU 系列产品。 

 

产品 主要产品 指令集 产品特征 典型应用场景 



类型 

高端处

理器 

通用处理器-

海光 CPU 

兼容 x86 指令

集 

内置多个处理器核心，集成通用的高性能

外设接口，拥有完善的软硬件生态环境和

完备的系统安全机制。针对不同应用场景

对高端处理器计算性能、功能、功耗等技

术指标的要求，分别提供海光 7000 系列

产品、5000 系列产品、3000 系列产品 

云计算、物联

网、信息服务等 

协处理器-海

光 DCU 

兼 容 “ 类

CUDA”环境 

内置大量运算核心，具有较强的并行计算

能力和较高的能效比，适用于向量计算和

矩阵计算等计算密集型应用 

大数据处理、人

工智能、商业计

算等 

 

（1）海光 CPU 

海光 CPU 主要面向复杂逻辑计算、多任务调度等通用处理器应用场景需求，兼容国际主流

x86 处理器架构和技术路线，具有优异的系统架构、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丰富的软硬件生态等

优势。海光 CPU 按照代际进行升级迭代，报告期内在售的为海光二号和海光三号产品，每代际产

品按照不同应用场景对高端处理器计算性能、功能、功耗等技术指标的要求，细分为海光 7000

系列产品（最多集成 32 个处理器核心）、海光 5000 系列产品（最多集成 16 个处理器核心）、海光

3000 系列产品（最多集成 8 个处理器核心）。 

海光 CPU 在国产处理器中具有非常广泛的通用性和产业生态，已经大规模应用于电信、金融、

互联网、教育、交通、工业设计、图形图像处理等领域。海光 CPU 既支持面向数据中心、云计算

等复杂应用领域的高端服务器；也支持面向政务、企业和教育领域的信息化建设中的中低端服务

器以及工作站和边缘计算服务器。 

（2）海光 DCU 

海光 DCU 属于 GPGPU 的一种，采用“类 CUDA” 通用并行计算架构，能够较好地适配、适

应国际主流商业计算软件和人工智能软件。与 CPU 相同，海光 DCU 按照代际进行升级迭代，每

代际产品细分为 8000 系列的各个型号。海光 8000 系列具有全精度浮点数据和各种常见整型数据

计算能力，具有最多 64 个计算单元，能够充分挖掘应用的并行性，发挥其大规模并行计算的能力，

快速开发高能效的应用程序。 

海光 DCU 主要部署在服务器集群或数据中心，为应用程序提供性能高、能效比高的算力，

支撑高复杂度和高吞吐量的数据处理任务。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向客户提供高端处理器产品获取业务收入，海光 CPU 和海光 DCU 的芯片设计工作

均由公司独立完成，公司主要负责制定芯片的规格参数与方案、进行芯片设计和验证、交付芯片

设计版图等，芯片的晶圆加工、封装测试通过委外方式完成。 

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进行产品销售，少量采用经销模式。公司内部设有专门的销售团队与

客户进行需求沟通。在直销模式下，公司直接参与客户的公开招标或商务谈判，达成意向后，公

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公司接收客户的采购订单后，根据订单进行备产，生产完成后发货，并

向客户提供设计、调试及技术支持等相关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为服务器厂商。公司已经与国内多家主要的服务器厂商建立了战略

合作关系，为产品销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市场销售体系，可以及时了解市场

动向和客户需求，便于推广和销售公司产品。同时，公司的销售团队与技术支持团队、研发团队



保持着紧密沟通和协作，以提高客户服务的响应速度和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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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处的集成电路行业具有典型的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的特点, 企业取

得行业竞争优势需要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研发能力、广泛的客户和供应商资源以及

较强的上下游整合能力。未来一段时期，公司主要产品高端通用处理器和协处理器的性能还将持

续提升，新的功能、特性不断增加。同时，随着集成电路产品下游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成熟，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孕育 CPU、GPGPU 新的市场机会，行业出

现发展的新契机。面对这些行业机遇和挑战，公司需要在产品的各道环节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

断实现技术创新、产品迭代，提升公司技术实力与市场竞争力，为长远发展做好规划和积淀。 

（1）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 

集成电路行业作为全球信息产业的基础，其产业链主要包括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制造和封装

测试。纵观全球竞争格局，集成电路产业的头部效应较为明显，少数领军企业占据了市场的主导

地位。目前，全球集成电路市场主要由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企业所占据。我国集成电路产

业起步较晚，但最近几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结构和规模两方面得到了一定提升，为推动我国

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增强信息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建立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产业环境。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归纳起来，突出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进入门槛

高。集成电路产业资金密集，是当前信息领域中投资最大的产业。加上技术更新速度快，每两年

就会有新工艺节点推出，需要持续研发投入以形成规模优势，具有投入高、回报期长的特征。二

是生态效应明显。根据集成电路产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前几名企业往往占据细分领域绝大

部分市场份额，呈现“大者愈大”的发展格局。在高端处理器领域，由于 x86 处理器起步较早，生

态环境较其他处理器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全球应用 x86 处理器的服务器销售额占全部服务器销

售额的比例约为 90%，销售量占比超过 96%，处于显著领先的地位。在我国，根据 IDC 统计数据，

2022 年全年，中国 x86 服务器市场出货量为 376.81 万台，预期 2023 年还将增长 4.5%；市场规模

为 256.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7%。随着下游市场需求回暖以及国家将加快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中心、人工智能等七大领域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中国 x86 服务器市场未来几年需求仍然会

比较旺盛，在 2023-2027 年销售额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9%。三是人才和技术密集。集成电路产业知

识和技术密集特点突出，人作为知识和技术的载体，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2）主要技术门槛 

高端处理器的研发和生产需要使用业界最为前沿的科学和工艺技术，具有极高的研发和生产

壁垒，是集成电路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才能实现高端处理器产

品的快速迭代。为了跟踪市场需求，实现产品的迭代更新和长远发展，高端处理器设计企业需要

持续投入产品研发并储备下一代技术，在产品的各道环节均涉及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长期的技术积

累。产业投入不足、相关技术储备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高端芯片设计行业的发展。 

同时，高端处理器研发在架构设计、电路设计、工艺制程、先进封装设计等方面均有较高的

技术门槛，对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工程技术能力要求很高。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我国已经培养了

一批高水平芯片研发专业人才，但是高水平人才的供给速度难以满足我国蓬勃发展的集成电路产

业的需要。高水平集成电路研发人才培养周期长，且我国高端芯片设计行业发展时间较短，导致

行业高端专业人才紧缺。国际主流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大都经历了数十年以上的发展，积累了大量

的技术、市场和人才资源。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多处于成长期，与国际同行相比，资金实力相

对较弱，技术差距尚待缩小，亦面临人才紧缺的问题。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技术地位 

x86 指令集具有业界最好的产业生态支持，现有运行中以及开发中的绝大部分服务器、硬件

设备、软件系统均基于或兼容 x86 指令集。公司研制出符合中国用户使用需求、兼具“生态、性能、

安全”三大特点的国产 x86 架构处理器产品。海光 CPU 主要具有三大技术优势。一是优异的产品

性能。海光 CPU 使用先进的处理器微结构和缓存层次结构、高主频设计技术，依托先进的 SoC

架构和片上网络，集成了更多处理器核心，使产品性能优势显著。二是良好的系统兼容性。海光

CPU 可以兼容国内外主流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及广泛的行业应用软件。三是较

高的系统安全性。海光 CPU 通过不断扩充安全算法指令、集成安全算法专用加速电路等方式，有

效提升了数据安全性和计算环境的安全性，原生支持可信计算。 

海光 DCU 以“类 CUDA”良好的兼容性，为用户提供强大的计算服务能力。海光 DCU 主要

具有三大技术优势。一是强大的计算能力。海光 DCU 基于大规模并行计算微结构进行设计，具

备强大的全精度各种数据格式的算力，是一款计算性能强大、能效比较高的通用协处理器。二是

高速并行数据处理能力。海光 DCU 集成片上高带宽内存芯片，可以在大规模数据计算过程中提

供优异的数据处理能力，使海光 DCU 可以适用于广泛的应用场景。三是良好的软件生态环境。

海光 DCU 采用 GPGPU 架构，兼容“类 CUDA”环境，解决了产品推广过程中的软件生态兼容性问

题。公司通过参与开源软件项目，加快了公司产品的推广速度，并实现与 GPGPU 主流开发平台

的兼容。 

（2）市场地位 

公司在国内率先研制完成了高端通用处理器和协处理器产品，并实现了商业化应用。相较于

国外厂商，公司根植于中国本土市场，更加了解中国客户的需求，能够提供更为安全可控的产品

和更为全面、细致的运营维护服务，具有本土化竞争优势。自 2018 年来，国内多家知名服务器厂

商的产品已经搭载了海光 CPU 芯片，并成功应用到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领域客户，中国石

油、中国石化等能源化工领域客户，并在电信运营商的数据中心类业务中得到了广泛使用。 

海光 DCU 兼容“类 CUDA”环境，软硬件生态丰富。在典型应用场景下，公司 DCU 深算一

号指标达到国际上同类型高端产品的水平。海光 DCU 系列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大数据处理、人工

智能、商业计算等领域。 

公司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设计优化，实现了核心处理器产品的多次迭代更新。公司产品性

能的持续提高和功能的日益丰富将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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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上云”数字化转型需求强烈 

对于大部分传统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而言，当前企业数字化建设主要面临技术复杂、使用门槛

高、研发投入高以及现有 IT 系统的制约等障碍和挑战。云计算可以让用户通过互联网的方式从云

端获得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充足的存储空间。随着云计算技术的逐渐成熟以及相关应用的快速落地，

国内企业可以通过“企业上云”快速完成数字化转型，进而驱动企业的流程创新和业务创新，有效

降低经营成本，提升核心竞争力。随着云计算规模的快速扩大，未来搭载高端处理器的服务器数

量将快速增长，高端处理器将持续保持旺盛的市场需求。 

（2） “万物互联”时代提前到来 

伴随着 5G 等新型网络覆盖范围的逐步扩大，其高带宽、广连接和低延时的特性将助力“万物

互联”时代的加速到来。工业互联网、车联网、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场景的需求已经日益显现，

物联网产业将迎来快速扩展阶段。根据中商产业研究的数据，预计 2026 年物联网市场规模将达 6

万亿元，2021-2026 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 26.67%，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在这个过程中，需



要高端 CPU 提供强大的算力和精准的任务调度，以实现海量设备间的数据处理和数据传输。5G

网络和物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继续拓展 CPU 的应用场景。 

（3）国产 CPU 市场空间广阔 

中国是全球重要的 CPU 消费市场，计算机用户基数庞大。在科技领域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

国产 CPU 在电子政务、能源、交通、金融、通信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已在全国逐步规

模化铺开并得到批量应用。对信息安全、供应链安全要求相对较高的领域，均是国产 CPU 的优势

市场，伴随着未来信息化和数字中国发展的加速，国产高端处理器的需求量将大幅增加。 

（4）人工智能处理器需求旺盛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正处于第三波浪潮上，第三波浪潮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业务紧密结合的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逐渐落地，拥有先进算法和强大计算能力的企业成为了最主要的推动者。随着

ChatGPT 热潮席卷全球、AIGC 持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量企业和机构投入类似 ChatGPT 乃至

功能更强大的大模型研发。一方面，大规模预训练本身需要强大的算力，另一方面，大模型的应

用快速发展也会对算力产生巨大需求，而这些需求都会推动人工智能处理器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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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4,253,932.87 10,457,352,167.99 109.75 9,022,075,15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053,020,935.62 5,405,696,892.24 215.46 4,830,673,130.10 

营业收入 5,125,266,686.59 2,310,415,312.15 121.83 1,021,972,81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03,540,058.94 327,109,490.76 145.65 -39,144,52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48,464,787.52 265,489,786.50 181.92 -95,190,84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255,599.33 597,981,996.17 -107.23 -376,755,725.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49 6.41 增加2.08个百分点 -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 0.16 137.50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8 0.16 137.50 -0.0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40.33 68.60 减少28.27个百分点 1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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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441,078.35 1,562,290,484.44 1,290,141,647.59 1,305,393,47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3,457,665.75 332,445,102.35 176,201,662.57 151,435,62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4,213,252.55 301,690,757.00 167,713,224.49 144,847,553.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6,948,209.03 -119,448,735.36 -98,128,636.94 911,269,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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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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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 
0 649,900,000 27.96 649,900,000 649,9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天津海富天鼎科

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251,194,546 10.81 251,194,546 251,194,546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成都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0 167,600,000 7.21 167,600,000 167,6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成都蓝海轻舟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141,486,364 6.09 141,486,364 141,486,364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成都高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0 137,600,000 5.92 137,600,000 137,6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宁波大乘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100,000,000 4.30 100,000,000 100,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成都高新集萃科

技有限公司 
0 90,000,000 3.87 90,000,000 90,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科学院控股

有限公司 
0 61,500,000 2.65 61,500,000 61,5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上 海 混 沌 投 资

（集团）有限公

司 

0 44,590,909 1.92 44,590,909 44,590,909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中科图灵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共青城中科图

灵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35,672,726 1.53 35,672,726 35,672,726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及成都高新集萃科技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

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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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2,526.6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1.83 %；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0,354.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5.65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846.4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1.92 %。报告期内实现每股收益 0.38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7.50%。报告期内的公司主要经营情况详见本报告“第三节 经营层讨论与

分析”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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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