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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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

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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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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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上

市标准上市，上市时尚未盈利。公司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54,621.7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44,709.2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2,856.32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尚未实现盈利。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

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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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鉴于母公司当前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尚不满足利润分配条件，为保障

和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公司拟定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

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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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天励飞 688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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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浩然 /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

态园10栋B座14-15楼、33楼 

/ 

电话 （0755）2640 6954 / 

电子信箱 ir@intellif.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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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公司作为业内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以人工智能算法、芯片技术为核心，为客户提供算法软

件、芯片等自研核心产品，并可根据客户需求，将自身核心产品，外购的定制化或标准化硬件产

品、安装施工服务等打包以解决方案的形式交付客户。 

公司执行云端和终端产品及服务高效协同的技术路线，核心技术平台包括算法技术平台、人

工智能芯片技术平台。公司的算法技术覆盖计算机视觉等领域，融合对场景的理解和工程化经验，

以云端软件等形式提供至下游客户；公司的人工智能芯片技术，基于对算法技术特点及行业场景

计算需求的深刻理解，通过自定义指令集、处理器架构及工具链的协同设计，优化算法与芯片技

术的适配性，在公司的终端和边缘端产品中应用并对外独立进行销售。 

软硬件产品和解决方案销售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核心技术落地、获取营业收入的主要手段。

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已在深圳、成都、青岛、上海、杭州等数十个大中型城市和诸多项目中以智

能软硬件产品和解决方案形式得到应用，服务数字城市运营管理和人居生活智慧化升级的多个细

分场景，实现销售收入的持续增长。 



2.公司主要产品基本情况 

公司当前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在数字城市运营管理及人居生活智慧化升级各应用场

景中，基于自研的算法软件、芯片等核心产品，搭配外购的定制化或标准化硬件产品、安装施工

服务等，根据客户需求交付相应软硬件产品或解决方案。其中，公司自研的核心软件产品以算法

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基础；自研的核心硬件产品为公司的芯片及相关产品；外购的定制化或标准

化硬件产品主要包括摄像头、服务器等；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的解决方案系公司将自研的核心软硬

件产品、外购的定制化或标准化硬件产品、安装施工服务等进行有效整合，通过云端与终端的产

品和服务的协作，以及基于过往项目经验的方案工程化设计，满足客户需求，解决行业痛点问题。 

根据下游应用场景的不同，公司的主营业务聚焦的服务场景分为数字城市运营管理和人居生

活智慧化升级两大业务场景，以数字城市场景为主，逐步向人居生活场景拓展。公司面向数字城

市和人居生活场景提供的解决方案及在具体场景下使用的公司核心人工智能软硬件产品具体情况

如下： 

1、数字城市场景的 AI 解决方案 

数字城市是一种利用先进的智能化、数字化技术，支撑城市的规划、建设、运营、治理与服

务，提高城市管理效率、节约资源，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基于数字城市的城市运营

和管理涉及到巨量的人员、设备、数据及行为的管理，AI 技术是数字城市的核心能力，为城市提

供全要素、全状态、全过程的场景洞察和事件感知能力，促进城市高效运行，提升城市治理现代

化水平。 

公司提供的“端云协同”人工智能产品及解决方案目前主要用于智慧安防、城市治理、应急

响应等领域，通过对数字城市各主要需求领域的 AI 赋能，提升政府对城市安全防控、交通监管调

度、突发事件响应等领域的运营管理效率，提升城市精细化、数字化治理水平。公司在数字城市

领域提供的 AI 产品及解决方案当前主要应用在智慧安防场景，在城市治理等场景亦有项目落地，

上述场景中的解决方案简介如下： 

（1）智慧安防 AI 解决方案 

公司智慧安防 AI 解决方案主要运用了如下云端、终端和边缘端产品： 

 产品名称 实现功能 

云端 

产品 

“深目”系统、“深视”系统、“深海”系统、聚类分析服

务（公司自研，根据业务需求，进行集成整合和定制化开

实现人像识别、检索、

布控和数据挖掘 



发），算力硬件产品（外采标准品或公司定制产品） 

终端和

边缘端

产品 

标准智能摄像头+人像识别边缘计算设备（外采标准品或

公司定制产品），或基于公司自研芯片的端侧设备 

前端视频和图像数据的

获取和结构化计算 

注：公司解决方案的实施，除了上述云端、终端和边缘端主要产品的组合，根据实际项目的需

要还可能存在其他软硬件产品的采购，并根据项目需要匹配部分施工等，下同。 

（2）城市治理 AI 解决方案 

公司城市治理 AI 解决方案主要运用了如下云端、终端和边缘端产品： 

 产品名称 实现功能 

云端 

产品 

“深智”算法仓、“深目”系统、“深视”系统、“深迹”

系统、“深海”系统（公司自研，根据业务需求，进行集

成整合和定制化开发），算力硬件（采标准品或公司定制

产品） 

实现交通管理、人流管

理、异常行为的预警 

终端和

边缘端

产品 

考勤机、人像抓拍机、全结构化像机、人车非边缘计算

NVR 设备、人像识别边缘计算设备（外采标准设备或公

司定制设备），还可以接入人证比对终端、出入闸机等第

三方设备 

实现人像、车辆、非机动

车、特定行为等数据的采

集和结构化计算 

2、人居生活场景的 AI 解决方案 

公司在城市数字化运营管理 AI 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将公司产品及解决方案进一步渗透至数字

化城市中涉及居住、生活等各微观场景，通过 AI 赋能提升居住、生活等各方面的安全性、便利性

及体验感。公司在人居生活智慧化升级的应用场景主要以智慧社区、智慧园区以及智慧泛商业为

主，上述面向人居生活场景的解决方案简介如下： 

（1）智慧社区解决方案 

公司智慧社区 AI 解决方案主要运用了如下云端、终端和边缘端产品： 

 产品名称 实现功能 

云端 

产品 

“深目”系统、“深视”系统、“深迹”系统（公

司自研，根据业务需求，进行集成整合和定制化

开发），算力硬件（采标准品或公司定制产品） 

实现人、房、车等要素的感知

和分析，形成社区服务管理的

知识图谱 

终端和 基于自研芯片的结构化摄像机、人像识别边缘计 前端视频和图像数据的获取和



边缘端

产品 

算设备、人车非边缘计算 NVR 设备（外采标准设

备或公司定制设备），以及满足云侧系统接入标准

的第三方端侧设备 

结构化计算 

（2）智慧园区 AI 解决方案 

公司智慧园区 AI 解决方案主要针对泛园区形态的封闭场景，如生产型园区、会展管理和智慧

校园，运用了如下云端、终端和边缘端产品： 

 产品名称 实现功能 

云端 

产品 

“深目”系统、“深迹”系统、“商翎”系统（公司

自研，根据业务需求，进行集成整合和定制化开

发），算力硬件（采标准品或公司定制产品） 

基于数据分析进行安防通行、

信息触达、实名鉴权等智能化

管理 

终端和

边缘端

产品 

考勤机、人像抓拍机、全结构化像机、人像识别边

缘计算设备（外采标准设备或公司定制设备），还

可以接入人证比对终端、出入闸机等第三方设备 

前端人像、车辆、非机动车等

数据采集和结构化计算 

（3）智慧泛商业 AI 解决方案 

公司智慧泛商业 AI 解决方案主要运用了如下云端、终端和边缘端产品： 

 产品名称 实现功能 

云端 

产品 

“商簿”系统、“深迹”系统（公司自研，根据业

务需求，进行集成整合和定制化开发），算力硬件

（外采标准品或公司定制产品） 

对前端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实

现消费的内在规律对商业运营

的决策支持 

终端和

边缘端

产品 

AI 交互屏、客流分析专用摄像机、嵌入式 AI 芯片

及模组（外采标准品或公司定制产品），客户端

APP 

采集客流数据与消费数据并进

行数据的预处理 

（4）智慧道路巡检解决方案 

 产品名称 实现功能 

云 端

产品 
“深邃——道路智慧巡检平台” 

沥青路面病害检测、水泥路面病

害检测、沿线设施病害检测、道

路资产盘点、慢行道病害检测等 



终 端

和 边

缘 端

产品 

高清云台相机、智巡主机、高精度定位模块 道路动静态数据采集 

3、公司面向场景的解决方案中提供的核心 AI 产品和服务 

公司在上述各场景提供的解决方案中融合了公司核心软硬件产品，同时还包括公司对外采购

的定制化或标准化硬件产品等。根据该等产品的部署位置区分，可以分为云端产品、终端和边缘

端产品。其中终端产品及边缘端产品主要实现解决方案中的视频和图像数据的采集、初步处理和

前端交互功能。终端产品主要用于数据采集，根据智能化程度差异，又可分为智能化终端和非智

能化终端，对于非智能化终端产品，主要实现固定类别的数据采集功能；对于智能化终端产品特

别是使用公司自研芯片的可重定义智能化终端，一方面，可通过对芯片的重定义，自定义数据采

集种类，另一方面其产品本身也具备数据初步处理和交互反馈的功能，可通过与云端交互协同，

根据云端需求，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边缘端产品一般不具备数据采集功能，在“云-边-端”架

构中，作为数据处理边缘节点，主要完成数据的汇聚、处理分析和通信传输，可满足低时延场景

业务的处理时效要求和用于云端数据深度分析的数据初步处理要求。云端产品及服务主要实现对

视频和图像数据的深度处理、多维大数据分析和用户需求功能的实现，该等产品和服务既可以单

独实现对用户的交付，也可以“端云协同”解决方案的形式整体交付客户。 

公司在解决方案中运用的终端、边缘端和云端产品，以及产品与解决方案间的关系具体如下： 

（1）终端及边缘端产品 

公司提供的终端产品及服务中搭载的算法、芯片等核心软硬件系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应用于

公司 AI 解决方案终端侧的核心软硬件产品如下： 

1）自研核心产品 

①端侧智能芯片 

2017 年，公司第一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神经网络处理器采用 FPGA 实现，依托“深目”系

统，已经在云天励飞 DeepEye200 PCIE FPGA 加速卡上以及 IFBOX 边缘计算盒子上应用，主要用于

目标识别特征提取。 

2018 年，公司第二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神经网络处理器芯片采用 22nm 工艺投片，该芯片

主要面向嵌入式前端和边缘计算应用，具备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的优点，通过算法芯片化能



力，定义了高效、灵活的神经网络指令集、处理器计算架构和工具链，并兼顾了业界算法的通用

性。 

2022 年，公司第三代芯片 Deep Edge10 实现流片，预计在 2023 年量产投入使用。Deep Edge10

可广泛应用于 AIoT 边缘视频、移动机器人等场景。针对末端配送机器人、商用清洁机器人、迎宾

导览机器人等场景，提供 12 TOPS 算力，覆盖视觉感知 AI 算力要求。同时，Deep Edge 10 采取 8

核 CPU 设计，包含 CV 硬件加速单元，可满足 SLAM、路径规划的算力要求，计划支持各类方案厂

商基于该芯片研发相关场景的解决方案。 

②人工智能算法 SDK 

公司的人工智能算法可以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的形式提供给客户使用。该 SDK 模块可实

现目标检测、跟踪、特征值提取和比对等功能，各行业客户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利用公司的算法快

速实现计算机视觉的功能。该等 SDK 一般应用在终端摄像机或边缘端设备中，既可以在公司自研

产品中使用，也可以提供至第三方产品使用。 

2）外购的定制化或标准化硬件 

①基于自研智能芯片的可重定义端侧设备等终端设备 

通过将公司的人工智能芯片和端侧设备结合，公司已经形成了以自研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终端

设备布局，通过终端植入公司的人工智能处理器芯片可实现与公司自研算法、软件的高度适配，

并可实现云端算法对终端设备的可重定义和编辑，真正实现 SDC（软件定义摄像头）。 

  

  

②运用公司算法技术的标准化端侧设备 

公司自研的算法 SDK 可提供至端侧设备生产厂商，用于生产除上述摄像头设备外，面向商业



场景应用的系列终端设备，例如用于商业客流分析的专用摄像机设备，以及面向商业信息推送场

景的 AI 交互屏、AI 迎宾屏、面向楼宇、园区疫情防控的测温考勤机等。 

③运用公司算法或芯片技术的边缘计算设备 

公司研发了面向边缘计算的系列设备，该系列设备可针对已建高清视频监控设备进行智能化

改造，可完成基于视频流取流的目标检测、跟踪、选优、结构化属性提取、特征值生成和搜索比

对的全过程运算。根据不同的业务和场景需求，公司基于自研算法技术结合外部厂商的标准化硬

件方案形成了人像识别边缘计算设备、人车非边缘计算 NVR 设备、交通 OD 分析边缘计算设备，

同时基于自研的芯片技术开发完成了用于边缘推理计算的 mini-PCIE 卡。 

产品设备 简介 

人像识别边缘

计算设备 

支持视频流和图片流接入，完成视频流或图片流的人像目标检测、跟踪、

选优、结构化属性提取、特征值生成和人像目标的搜索比对，支持特征值结

构化属性的导出，支持基于 SDK 的二次应用开发 

人车非边缘计

算 NVR 设备 

支持视频流和图片流接入，具备视频流和图片流本地化存储功能，通过

对视频流或图片流中的人、车辆、非机动车等目标的结构化计算，提取有效

结构化信息，可实现针对社区、园区等中小场景的人员、车辆、非机动车的

出入管理，并支持基于 SDK 的二次应用开发 

交通 OD 分析

边缘计算设备 

支持视频流接入，通过对公交站台、公交车内前端采集的视频进行结构

化计算，实时分析公交线路的载客情况和基于公交车的 OD 交通量信息，基

于该信息可进行面向云端服务的业务开发 

边 缘 计 算

mini-PCIE 加

速卡 

该设备是一款专门面向边缘计算的 AI 推理计算加速卡，该设备基于自

研芯片设计，采用 mini-PCIE 接口，可为小型化、轻量化的边缘设备提供

AI 视觉分析算力支持 

（2）云端产品 

公司基于自研的底层算法技术，研发形成了云端的数据分析服务，与外购的定制化或标准化

服务器等算力硬件解耦成云端业务应用系统，形成公司为用户提供 AI 解决方案的云端架构，最终

面向具体场景业务需求，通过协调终端和云端软硬件产品和服务，实现特定功能。云端业务应用

系统在解决方案中发挥中枢指挥的作用，并能够实现满足用户需求的最终业务功能。 

公司主要云端业务应用系统如下表所示：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简介 

人像系统 深目-人像系统 

系统以“数据应用”为核心的设计理念，通过人像属性

分析、人像检索、布控、数据挖掘等应用，为城市安防、社

会治理等场景提供服务 

视频结构化

系统 

深视-视频结构

化系统 

系统采用先进的深度学习、高性能运算及大数据技术，

集视频结构化分析、数据存储、数据应用于一体的高性能、

高密度计算系统，该系统具备分析识别准、运算速度快、检

索效率高等优势。广泛应用于安防、交通、社区、商业等业

务场景 

AI 社群服务

系统 

深迹 -AI 社群

服务系统 

系统采用先进的视觉识别和大数据聚类分析技术，精细

刻画城市社群特征，系统可结合各类城市人居生活场景，基

于社群特征，提供面向城市社群的定制化人性化服务，助力

构建以人为本的城市服务体系，提升面向城市社群的服务水

平 

交通 OD 分

析系统 

深邃-交通 OD

分析系统 

系统基于先进的交通流量特征识别算法及大数据分析模

型，构建面向交通场景的人、车辆、非机动车 OD 实时分析

系统，洞察城市交通出行特征，为提升交通效率和交通服务

水平，优化城市交通运力提供决策依据 

城市多维大

数据软件系

统 

深海-城市多维

大数据软件系

统 

该系统通过构建 AI 大数据分析预测模型，深度认知城市

运行规律，可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城市治理、数字城市等

领域，为城市多元化的业务管理服务需求提供 AI 大数据赋能

支持，提升城市管理服务智能化水平 

客群分析系

统 

商簿-客群分析

系统 

系统基于先进的视觉识别算法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

刻画客群行为特征和需求偏好，采用灵活高效的计算架构，

结合各类商业场景和需求，助力商业用户高效运营，提升服

务质量 

出入管理系

统 

商翎-出入管理

系统 

本系统基于先进的人像、人体、车辆、非机动车识别算

法，以特定区域的人员、车辆的出入管理为目标，面向园区、

校园、社区、景区等应用场景，打造高效、便捷、人性化的

出入通行服务 



算法开发平

台 
EasyAI- Suite 

EasyAI-Suite 是云天励飞自主研发的一套算法生产力平

台，目前整体包含标注工具 LableFree、模型生产平台 YMIR、

部署硬件三部分组成，通过标注工具 LableFree 高效解决数据

标注问题，通过模型生产平台低门槛无代码完成模型的生产

和迭代，通过部署硬件打通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实现模型即

应用。 

算法中台产

品 
深智-算法仓 

算法仓是一个集算法分析、资源管理、智能调度、智能

运维等多种能力的 AI 分析管理平台。此平台可同时管理多种

AI 识别算法，建立算法仓库。以“进程”为 AI 分析的载体，将

算法与传感器相互匹配。AI 算法以容器的形式运行在服务器

上，当进程结束后，容器自动销毁。同时，此平台支持监控

接入设备的负载均衡，事件管理和分析等多种功能。 

硬件调度平

台 

多源异构机器

人调度平台 

多源异构机器人调度平台是云天励飞自主研发的调度机

器人之间、机器人与环境、业务之间的协作并实现智能化管

理的平台。该平台通过机器人的协同作业实现业务场景的自

动化生产和服务，同时具备实时调度、监控和维护机器人的

能力。 

注：上述产品或服务中，“深目”、“深视”、“深迹”、“深邃”、“深海”、“商簿”、“商翎”系列

为公司相应产品的命名名称。 

 

(二) 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模式主要为基于自研的算法软件、芯片等核心产品，搭配外购的定制化

或标准化硬件产品、安装施工服务等，面向政府机构等终端客户、企事业单位等集成商客户，根

据其需求交付相应软硬件产品或解决方案，并有少量自研芯片、IP 授权单独实现销售收入。公司

的算法技术主要以软件方式实现客户需求的具体功能，同时结合用户需求，搭配外购的定制化或

标准化硬件。公司的智能芯片技术可以用于前端设备和边缘设备的智能化，可在公司产品中自用

或单独对外销售。 

在解决方案层面，公司通过方案设计，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将自研的软件等核心产品与公

司软件适配性较高的定制或标准硬件组合，形成一套软硬件一体的解决方案并对外销售实现收入；

在软硬件产品方面，公司一般通过向客户销售用于方案集成中所需的软件或定制硬件产品实现收



入；在芯片层面，公司的 AI 芯片产品为标准化产品，报告期内实现少量对外销售，主要面向计算

机视觉终端设备厂商进行芯片交付实现收入，也可以将相关研发成果通过“IP 授权”的方式实现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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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中的“I6513 应用软件开发”。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公司所属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为“I65”。 

人工智能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对人的意识和思维过程进行模拟、延伸和拓展，赋予机

器类人的能力。人工智能将重塑实体经济，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在有效降低劳动成本、

优化产品和服务、创造新市场和就业等方面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革命性的转变。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经历了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场

景的快速发展过程，人工智能正逐步作为一种变革力量与产业深度融合，并成为目前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要一环，面临广阔的发展空间。据 Sage 预测，至 2030 年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为全球 GDP

带来额外 14%的提升，相当于 15.7 万亿美元的增长。 

AI 芯片与算法都是人工智能行业的关键底层技术，都有着较高的技术开发门槛，两者的发展

彼此交互、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才能共同助推终端智能和 AI 生态的发展。同时，在产业落地层

面也对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在产业链单一环节的专业化优

势正趋于弱化，而如何基于场景需要，打通底层的算法、芯片等核心技术，如何为客户提供全面、

综合、成本更优、体验更好的方案和服务正成为未来行业竞争的关键因素。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的竞争力来源于自研的算法、芯片技术及两者间的高效适配，以及大型解决方案的实施

经验和系统落地工程能力。 

在 AI 算法层面，公司算法技术达到业内领先水平，公司的“云天励飞智能终端人脸识别系统”

作为工信部的国家人工智能重点任务揭榜，公司因该项目获评为工信部“第一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

揭榜优胜单位”。2018 年，公司获得被誉为“中国智能科学技术最高奖”的“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

术奖”。公司的“面向智慧城市的大规模动态人像识别和实时检索系统”获得 2018 年度深圳市科技

进步（技术开发类）一等奖。此外，公司还获评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 

在 AI 芯片领域，公司是业内少数基于对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特点的深度分解及对行业场景计算



需求的深刻理解，通过自定义指令集、处理器架构及工具链的协同设计，自主研发芯片并已实现

流片、量产及市场化销售的公司之一。公司自研芯片 DeepEye1000 已于 2019 年起实现独立商用，

目前已与海康威视、阿里巴巴平头哥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且已通过 IP 授权形式赋能下游更多硬

件厂商。同时，公司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及承担国家级项目，公司获得 2018 年度中国行业信息化

融合发展论坛“中国芯片最佳技术创新奖”；获得 2020年“吴文俊人工智能专项奖芯片项目一等奖”；

作为工信部 2019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的揭榜单位，开展“面向智能安防及机器人

视觉应用的终端神经网络芯片”项目，公司因该项目获评为工信部“第一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揭榜

优胜单位”；承担国家发改委 2019 人工智能芯片专项“自主指令集的异构芯片”重大专项；承担科

技部 2019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专项“神经网络处理器关键标准和验证芯片”重大专项。公司

DeepEye1000 芯片于 2019 年度完成研发，公司新一代芯片 DeepEdge 10 于报告期内完成流片。 

在 AI 解决方案层面，公司具备提供 AI 解决方案能力并已经实现多个大型项目成功落地。自

成立以来，公司已经在深圳、东莞、青岛、成都、杭州、上海、北京等诸多城市落地多个重点项

目，参与建设了多个城市的智慧安防、常态疫情监测与大数据分析平台、巴士智能调度系统、智

慧社区、万科印力智慧商业、智慧书城等解决方案。2022 年，公司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完成

的“大规模视频结构化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荣获第十一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此外，公司的 AI 疫情防控设备、“深目”系统、“天图”系统三款产品入选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

研究院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推荐方案。在市场空间方面，目前各细分场景中 AI 渗透

率仍较低，未来发展空间较大，行业及公司在各细分场景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同时，公司还多次受邀参与人工智能国家级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由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

体组、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起的《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20 版）》编撰工作，参与

起草由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发布的《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模型及系统的质量要

素和测试方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面向机器学习的系统框架和功能要求》《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面向机器学习的数据标注规程》等多项标准。在产业标准方面，2022 年公司参与编写中国在人工

智能领域发布的第一批国家标准，包括《信息技术 计算机视觉 术语》、《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术语》、

《信息技术生物特征识别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等。2020 年入选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首届人工智能国家标准化组织）单位委员名单并当选全国信息技术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可信赖研究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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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正在带来史无前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以 ChatGPT 为代表的领域大模型在过去

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对话生成、图像生成、图像分割、音乐生成等领域都展现



了让人惊叹的效果，并迅速的在一些场景快速应用落地，例如网络搜索、会议摘要、自动化编程、

自动化办公软件等等。在另一方面，大模型的能力也迅速的从自然语言处理快速的向语音、图像、

视频等领域横向扩展，多模态大模型的出现昭示着通用人工智能的时代即将来临。在可以预见的

未来几年，通用智能将逐步和各种应用/APP 连接，生产力工具将发生颠覆性变革。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行业将存在如下发展机会： 

（1）人机交互方式的变革 

正如计算机的发展自 DOS 系统走入 Windows，再到触屏操作的诞生，每一次人机交互方式的

变革均会带来使用人群的扩张和应用的爆发，类似 ChatGPT 工具的产生标识着人类可以自然语言

的方式与计算机交互，从而将带来人机交互方式的又一次跃迁。 

（2）大模型带来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 

大规模预训练模型通过在大规模数据集上预训练获得了更多的通用知识，从而拥有更强大的

泛化能力，此外 SAM 工具的提出将在 NLP 中取得显著效果的 Prompt Learning 应用在 CV 领域，验

证了 CV 领域大模型的训练范式。以上种种技术的进展让业界看到了在多领域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的可能性。 

（3）边缘计算芯片的机会 

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推广，需要满足易用性和价格合理性，算法拥有更强的泛化能力以及承

载算法的芯片更加灵活及低成本是促使 AI 大规模产业化的钥匙。人工智能将逐步渗透入我们的生

活，各类硬件的智能化程度将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逐步提升，但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需要

千亿级乃至万亿级以上参数点、动辄万张以上 GPU 的需求，在向全世界展示人工智能巨大应用前

景的同时，也对人工智能大规模产业化落地的成本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矛盾将催生在边缘端和

终端分布的更加适用于人工智能运算要求的芯片及相应工具链的产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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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456,587.82 1,902,703,604.13 -14.62 2,113,081,122.5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93,269,316.39 1,405,176,548.62 -22.20 1,593,651,254.66 

营业收入 546,217,591.67 565,700,909.49 -3.44 426,337,677.51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544,900,854.57 565,064,995.53 -3.57 418,697,371.16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7,092,047.76 -389,791,961.45 不适用 -392,712,767.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28,563,198.07 -442,830,610.53 不适用 -407,197,332.9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10,749,047.10 -176,239,381.13 不适用 -243,133,873.4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5.79 -26.00 

减少9.79个百分

点 
-56.2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68 -1.46 不适用 -1.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68 -1.46 不适用 -1.78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63.44 52.17 
增加11.27个百

分点 
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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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49,254.06   134,542,646.41   71,023,437.11   289,802,254.0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5,773,826.39   -84,111,588.36   -108,182,395.28   -109,024,237.7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74,667,282.54   -92,784,544.97   -129,450,552.94  

 

-131,660,817.6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7,391,185.47   -37,727,435.04   -164,053,486.13   -41,576,9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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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户) 

49,39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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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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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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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宁   8,367.208 31.415 0 0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东海云天   2,845.9385 10.685 0 0 无   其他 

中电华登   1,604.806 6.025 0 0 无   其他 

珠海创享一号   1,054.186 3.958 0 0 无   其他 

深圳创享二号   947.026 3.556 0 0 无   其他 

宁波智道   882.644 3.314 0 0 无   其他 

合肥达高   706.114 2.651 0 0 无   其他 

合肥桐硕   654.216 2.456 0 0 无   其他 

投控东海   637.784 2.395 0 0 无   其他 

明德致远   608.37 2.284 0 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宁持有明德致远 100%

股权，互为一致行动人； 

2、合肥达高、合肥桐硕互为一致行动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均为华芯原创（青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3、华芯原创（青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中电

华登执行事务合伙人中电华登（宁波）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0%的股东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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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亿元，同比降低 3.4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47

亿元，亏损扩大，较去年同期亏损金额增加 0.57 亿元。具体经营情况分析详见本章节“一、经营

情况讨论与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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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