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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12                          证券简称：中新赛克                           公告编号：2024-006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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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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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新赛克 股票代码 0029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斌 陈献伟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

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 20

号深圳国家工程实验室大

楼 A1403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

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 20

号深圳国家工程实验室大

楼 A1403 

传真 0755-86963774 0755-86963774 

电话 0755-22676016 0755-22676016 

电子信箱 ir@sinovatio.com ir@sinovati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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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唯一控股的上市公司。

公司为构建更数字、更安全、更健康的世界，专注于数据提取、数据融合计算及在数字安全、大数据智能化等领域的应

用，主营业务为网络可视化基础架构、网络内容安全、大数据运营、数据与网络安全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

相关产品的安装、调试和培训等技术服务，为政府、运营商及企事业单位等提供专业产品、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公司产品分为五大体系，分别是宽带网产品（包括传统宽带互联网汇聚分流产品、网络洞察矩阵和安全加速器等）、

移动网产品、网络内容安全产品、大数据运营产品（包括数据中台、智能数仓、主数据等基础架构产品及企业数字化经

营管理中的特定场景应用解决方案：经营管理数字孪生、审计风控、数据工程、基于大模型的知识库管理等）、数据与

网络安全产品（包括车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计算机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及服务等），覆盖了网络空间数据提取、

数据存储和计算、数据分析和挖掘、数据应用及安全服务等领域，为客户提供端到端整体解决方案。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其用途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产品地图如下： 

 

（1）宽带网产品 

宽带网产品用于互联网流量分析领域，对网络层、传送层流量进行原始数据采集、深度检测、分层解析、按需筛选，

与其他系统配合可实现对网络运行质量、协议标准、承载业务的监测统计，以及对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预警分析及处

置，实现在网络管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领域的应用。宽带网产品从产品形态上可分为机架式、盒式和虚拟化等形

态，可根据客户业务的实际需求进行灵活选择。该类产品主要应用于运营商、政府单位以及大中型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行业内重点业务需求，对宽带网产品进行功能改造和优化；推出新一代国产化自主可控产品架

构及方案，并成功通过相关部门测试，提供适配各种轻量级场景的精细化多处理单元，开放接口实现软硬件解耦，并支

持堆叠式分布式部署。对汇聚分流、精细化分流、应用探针、信令解析四类产品进行了升级改造，功能模块的组合更加

便捷灵活；5G 信令及流量解析产品以及 5G 精细化分流产品进一步成熟，并商用落地；应用探针产品功能升级，扩展了

针对有害互联网流量的旁路处置功能；结合公司 AI 创新赋能实验室的大模型能力，大幅拓展自定义及加密应用识别、解

析能力；推出可视化运维产品 Mano，进一步优化升级，提供更加全面的运维监测功能，直观呈现流量指标、数据质量、

系统性能状况，提高整网的可视化运维能力；提前布局液冷散热技术，完成样机研制和发布，并完成专利申请。 

针对政企客户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网络流量可见性不足和网络可用性问题，公司推出了网络洞察矩阵和安

全加速器产品。网络洞察矩阵旨在构建一个统一的流量采集分发平台，支撑安全监测和性能监测工具部署，解决混合 IT

架构下流量可见性有限、工具过载和隐私数据暴露等问题，显著提升运维效率和投入产出比。安全加速器则简化了企业

关键网络出入口的安全防护架构，通过构建安全资源池编排区域，赋能安全工具以加密流量可视化、可编排性和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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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功能。产品已在政务、金融、教育等多个行业落地，得到了国内市场的广泛认可，并在海外市场取得了规模性突破。

公司将继续优化产品能力，积极拓展市场，帮助全球客户提升网络监测、网络运维和数据监管的能力。 

（2）移动网产品 

移动网产品用于无线信号分析领域，针对电磁空间信号及移动网空口信号进行频谱采集、信号解析、数据提取等处

理。根据应用场景可分为固定式、移动式等形态，支持单点部署和组网部署，主要应用于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展空口信号采集分析产品的迭代优化，为更好满足国内及国际市场 2/3/4/5G 多制式场景需求，

针对固定式/移动式产品完成了软硬件平台重构优化，推出了多制式融合的一体化、小型化固定式采集产品，多制式融合

的一体化便携型移动式采集分析产品，以及采用模块化设计，集成度更高、性能更优的车载型移动式采集分析产品，进

一步提升了产品的全场景适应能力。面向海外复杂多变的移动网络环境，推出全新一代便携/车载型移动式采集分析产品，

对主设备、操作后台、天线阵进行了全面优化设计，大幅提升了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针对室内、室外多应用场景

下的电磁空间监测产品，公司在产品功能和界面交互层面持续进行优化，为行业客户提供更全面、更丰富且易操作的解

决方案。在重点场所电磁信号检测方面，为更好的满足 5G 终端检测需求，公司发布了支持 5G 终端发现功能的智能临检

一体化设备，融合多模块信号分析工具提供专业的检测分析能力。在长时监测方面，微型检测模块产品规模化商用落地，

针对宽频无线信号分析产品，推出新一代自主可控的国产化硬件方案，满足政府部门国产化需求。 

（3）网络内容安全产品 

网络内容安全产品采用协议识别、网络日志分析、网络内容深度智能分析等技术，提供全面精细的信息安全监控、

网络行为监管、网络事件智能分析，实现动态、多层次的网络内容安全管理，达到监管网络环境、规范网络行为和维护

网络内容安全的目的，帮助客户实现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聚焦产品力的提升，以架构优化和业务拓展为目标，完善公共组件业务平台，提高协议识别

的深度和广度，优化网络内容分析技术，提升了业务适配的灵活性。针对客户的业务需求，完善了网络流量分析系统，

优化了元数据解析技术，提高了前端还原性能，提升了系统的实战效果。公司推出运营商网络质量监测系统，有力地提

升了综合平台的应用效果和客户满意度。优化了运营商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系统，实现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资源建设和

使用的集约化、高效化，获得客户认可。引入 AI 大模型能力，AI 赋能电信网及互联网诈骗防范分析系统，加强对电信

网及互联网相关涉诈电话及网络流量的数据采集、分析、研判及处置工作，成效显著，获得客户好评。针对国际反诈严

峻形势，及时面向海外客户推出了电信网反诈方案，包含从数据采集、分析、研判及处置，有效契合国际反诈整体态势。  

（4）大数据运营产品 

大数据运营产品主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数据汇聚接入、数据标准化治理、数据分析挖掘与数据业务应用开发等

功能，产品面向政府、企事业单位等行业客户，提供数据中台、智能数仓、主数据管理及行业大数据业务分析应用，打

造企业经营管理数字化系列产品，为企事业单位的 “智改数转”提供重要支撑。 

报告期内，大数据运营产品体系取得了进一步完善。产品组合涵盖了基础的数据底座，包括先进的数据中台、智能

数仓、指标管理平台、主数据和数据资产管理；以及针对企业数字化经营管理的专业应用解决方案，如经营管理数字孪

生、数字审计与风控、基于大模型的知识库管理。 

在数据底座方面，公司产品能力持续提升。2023 年，公司对标国内数据管理成熟度权威模型（DCMM）进行全产品演

进与信创适配，并且成功通过了 DCMM 的三级认证。同时，公司研发了业务数据地图和指标管理平台等一系列业界领先的

产品组件，并在多个项目中得到客户认可。 

在数据应用层面，公司率先提出了全流程、线上化的“数据工程体系”，通过状态可视化、过程可视化和风控可视

化三大体系，以及基于大模型的知识库，构建了一个数字化经营应用矩阵。“数据工程体系”提供了一整套端到端的数

据建设方案能力，并以其高可落地性和高可操作性，解决了客户在数据建设方面的难题。同时，数字化审计和数字化风

控产品已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其中数字化审计平台产品在 2023 年获得了工信部信通院首批唯一的产品卓越级（最高级）

认证，以及工信部信通院首批“高质量智能审计工具目录”等殊荣。 

在知识库建设方面，公司依托传统 AI 和大模型能力，研发的知识库管理产品进行了多个局点的试用，并得到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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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反馈与好评。此外，公司与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学府在 AI 技术领域的长期产学研合作，不断将前沿技术应用于数字

化建设，持续提升客户数据价值挖掘能力。 

目前，大数据运营产品已经在制造业、石油化工、交通、创投、勘察设计、审计等多个行业领域实现规模应用，并

将不断在既定航道深耕，加强行业的理解与深入建设，为众多政企客户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5）数据与网络安全产品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除了需要面对传统网络安全问题，还需要面对车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及数据

安全问题等新的挑战。公司数据与网络安全产品主要聚焦于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品及服务。 

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主要面向政府、事业单位、工业企业等用户，提供资产管理、脆弱性评估、安全监测预警、

攻击面/暴露面监测、威胁情报等轻量化星河安全管家服务以及本地化威胁检测与响应服务，为用户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

提供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安全即服务（SECaaS）的产品理念，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提升安全运营能力，专注于下一代网

络安全运营中心（XDR)、终端威胁检测与响应平台（EDR）等产品的研发，持续打造新一代网络安全运营服务模式——星

河云安全 SaaS 服务。公司创新性将 MSS安全服务与网络安全保险服务相融合，正式发布江苏省首个网络安全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并在医药、电子信息、机械制造、新能源等行业落地应用。 

数据安全产品与服务：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核心资产。为了保障数据的安全，公司致力

于提供全面的数据安全产品及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用户需求，不断创新与突破，对原有产品与服务进行了全面升级，发布下一代数据安全运

营中心（NG-DSOC）产品。NG-DSOC 全面对标数据安全成熟度模型（DSMM），指导用户开展管理体系建设，通过帮助客户

自定义安全运营指标，实现数据安全的精细化运营。基于公司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多年的经验，在数据资产梳理、

数据安全治理阶段，NG-DSOC依托大模型等技术，实现数据资产的自动化分类分级。在数据要素流转阶段，NG-DSOC的数

据安全流转功能将重要数据与用户身份权限充分关联，持续对数据流转各环节进行监测，实现数据流转态势的可视化，

并通过引入先进的安全算法，实现对各节点数据安全风险的精准识别与快速响应。同时，NG-DSOC致力于打造数据全生

命周期的生态融合，内置的能力组件中心支持对第三方数据安全原子能力进行“可插拔式”管理，为各原子能力提供统

一的安全策略配置，从而实现数据安全的自动化编排与响应。目前，公司数据安全产品及服务已经在金融、运营商、政

务、医疗、工业制造等多个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 

针对数据与网络安全产品，依托大模型与深度学习关键技术，重点优化数据分类分级算法；同时通过数据与网络安

全运营中心，将安全运营各个关键节点工作指标与运营能力进行串联，实现了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闭环。 

（三）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采用产品自主研发和市场自主拓展的经营模式。在产品方面，围绕市场需求，紧跟前沿技术，加强产品研

发，积极扩大产品种类，增强各个产品间的协同效应，加强与其他厂商的方案合作，形成综合解决方案，提高行业竞争

力。在销售方面，确立“直销+经销”的销售模式，加强渠道体系建设，在加大销售团队建设和管理力度的同时，积极加

强与行业生态伙伴之间的合作，共同拓展并扩大在行业领域的覆盖面。在生产方面，坚持以销定产并保持适当安全库存

的原则，采取自行生产和委外生产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统一采购、层层检测的模式，确保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1）国内市场方面 

公司进一步深耕细分市场，挖掘客户需求，深入贯彻“以终为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加强渠道体系建设，分

区域、行业及产品积极拓展生态伙伴，加大渠道及配套服务网络的铺设力度，覆盖省、市、区县市场，不断优化完善市

场布局，扩大业务受众范围。此外，针对政企网市场拓展，公司通过独立开展销售渠道建设，积极抢占市场份额。目前

已经成立了政企市场渠道管理部，为产品在政企领域通过渠道快速触达客户提供了有力地保障。 

（2）国际市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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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积极稳健的经营策略。在海外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公司积极提升“出海”能力，加强与客户的周期性

沟通交流，同时积极开展现场功能测试验证，展示产品功能和方案价值。此外，公司面向海外积极推广政企业务的新方

案新产品，并且为更好地服务全球用户，在新加坡设立了子公司作为服务全球政企市场业务的中心。在海外销售策略上，

公司加强新市场新行业的开拓力度，深化新产品新方案的推广力度，巩固和国内相关企业的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强国际

市场的经营。  

（3）品牌建设方面 

公司着力提升品牌行业公信力和影响力，积极参与公司业务所涉及行业的规范制定、方案推介、技术交流等活动，

投身行业建设发展；同时，公司为了持续打造品牌核心竞争力，组建了一批投身于“智改数转”的数字化领域人才队伍，

并通过行业交流、趋势研究、市场解读等各种形式输出专业化的产品服务，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报告期内，公司取

得荣誉如下：凭借先进的技术创新能力、完善的产品体系、专业的服务团队，强势入围《CCSIP 2023 中国网络安全行业

全景册》（第六版）中 54 项细分领域。同时，公司获得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会颁发的《2023年江苏省质量信用 AAA

级认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安全推进计划”成员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铸网”实网演练优秀技术支撑单位、

车联网安全工作专班年度优秀支撑单位等。公司旗下产品也荣获了多项荣誉如：①由 DAMA(国际数据管理协会)主办的

2022 年 DAMA数据治理奖年度评选，OceanMind海睿思数据中台荣获“2022 年度 DAMA 数据治理优秀产品奖”②大数据智

能审计分析监管系统”通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内审数字化产品技术能力评测，获评“卓越级”（最高级）；③公司

“OceanMind 海睿思数据智能平台”、“网络洞察矩阵及安全加速器”产品成功入选《高质量数字化转型产品及服务全

景图(2023)》。④“面向电信互联网行业的数据安全治理解决方案”在 2023数字中国创新大赛网络数据安全赛道上荣获

银奖；⑤“安全交付及流量可视平台解决方案”荣获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解决方案成果银奖。 

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大力拓展品牌知名度的打造，积极参加多个领域的展会活动、行业论坛、技术交流等，

如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2023 中新（苏州）数字金融应用博览会、2023南京软博会、2023保密科技产业发展与应

用交流会暨产品博览会、安全保险数字经济论坛等，在国际上也多次亮相 ISS WORLD Asia、ISS WORLD MEA 等国际性展

会并持续通过各渠道积极宣传和展示公司动态及业界动态，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2023 年，政府、运营商和企事业单位在基础网络建设、网络数据安全等领域的投资建设需求逐步释放。结合内外部

形势，公司所处细分行业的需求在 2023 年进一步落实，国内主要行业客户的部分相关项目已中标或签单，全年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显著。在海外市场，公司持续增加投入力度，随着客户需求逐步释放，公司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效率显著，业务

开展呈上升趋势，并实现多个空白市场突破。 

（1）行业发展形势长期向好 

长期来看，数字中国全面赋能，离不开“数字底座”的持续夯实。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引下，国家、各级政府及企

事业单位对公司所处细分行业的建设需求得到进一步释放，相应的项目建设、扩容升级投入也将上升。5G、千兆光网、

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智算中心、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安全等新技术新业务将持续保持热度，相关领

域市场预计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 

（2）国家政策支持 

1）数字空间安全 

2023 年 7 月 15日，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新

时代新征程，网信事业的重要地位作用日益凸显。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切实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防风险保安全、强治理惠民生、增动能促

发展、谋合作图共赢的使命任务，坚持党管互联网，坚持网信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坚持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

坚持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坚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坚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工作队伍，大

力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以网络强国建设新成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新贡献。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确保党中央关于网信工作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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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网信部门要忠于党和人民，勇于担当作为，善于开拓创新，敢于斗争亮剑，甘于拼搏奉献，为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正式发布，提出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强化数字技术创

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将数字安全提高到战略层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涵盖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数据

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为保障国家安全、公民安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我国

的网络安全产业蓬勃发展，涵盖了网络安全软硬件、服务等多个领域，崛起了一批网络安全公司服务于政府和企业，提

供全面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以应对种种新型网络威胁。虽然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但网络空间的安全挑

战仍然不断增加。网络攻击日益复杂，网络犯罪活动也在增加。综合来看，我国需要继续加强国家网络空间安全能力建

设，持续优化法律法规体系，积极促进政府与先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共同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与稳定。 

因此，公司业务受益于数字空间安全和信息安全行业发展带来的流量采集和分析等方面的多重需求。 

2）5G时代的智慧公安 

2021 年 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对我国“十四五”时期信息化

发展作出部署安排，其中信息化发展主要指标要求“到 2025 年，全国 5G 用户普及率将达 56%；全国网民数量达 12 亿人，

千兆及以上速率的光纤接入用户超 6,000 万户。”，在国家“十四五”期间，5G 网络应用的普遍化，5G用户数量的海量

增长，以及高带宽光纤入户的普及，将催生互联网流量的爆发增长。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公安信息化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数字警务基本实现，智慧

公安逐步呈现，公安信息化发展实现大跨越，公安工作现代化得到大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得到强

力支撑”，规划提出了公安信息化建设从“数字”到“智慧”演进要求，指出了“智慧公安”的建设策略目标。  

“十四五”信息化建设期间所产生的数据爆发也为智慧警务带来一定挑战，诸如：5G 网络中犯罪行为的发现、新型

车联网场景下的车辆监管与交通执法、5G 物联网卡违规滥用犯罪的监管处置等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在“十四五”期间，

面向 5G 移动网的数据采集、5G 宽带网的流量分析，海量警务大数据的分析挖掘等智慧警务场景，将进入移动通信网络

数据采集、宽带网流量分析等方面将进入刚性需求建设阶段，同时为了应对 5G 带来的庞大数据量，智慧警务中大数据

及 AI 赋能的应用将更广泛、更成熟，势必进一步提高立体防控、应用指挥、移动警务、智能交通等公安业务实战能力

及效果，助推智慧公安实现跨越式大发展。 

2023 年 2 月 15日，公安部、科技部联合发布《科技兴警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行动计划聚焦社会公共

安全，以强化公安实战能力为导向，以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为基础，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重点，推进公安基础性、战略

性、前沿性技术研发布局，持续深化高新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创新集成应用，打造公安科技创新体系，助推公安工作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23 年 5 月 15日，公安部、科技部联合召开科技兴警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会，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科技兴警战略，对推进科技兴警三年行动计划工作进行部署。

公安部要求，公安机关要以科技兴警三年行动计划为载体，在部部合作基础上叠加部省联动，建立条块融合、多跨协同

的科技兴警工作新格局，不断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创新平台建设行动，按照“国家平台为龙头、部级平台

为主体、地方平台为支撑”的建设思路，推进各级平台有序建设与稳健发展。要深入开展重大项目实施行动，通过加快

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应用技术攻关、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提升项目组织效率、完善技术遴选分类机制等，集约打造高精

尖科技手段。要深入组织实施“科技兴警 521 人才计划”，坚持内部挖潜和外部统筹、自主培养与借力引智相结合，持

续带动公安科技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要以“科技兴警 221 示范工程”为标杆，以点带面推动科技兴警战略全面实施全

域覆盖。 

因此，公司业务受益于公安信息化建设和科技兴警等政策带来的多重需求。  

3）数字经济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

产业集群。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 

2022 年底，国务院发布“数据二十条”，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方面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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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20 条政策举措。“数据二十条”的出台，将充分发挥中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2023 年 10月 25 日，国家数据局正式揭牌，由国家发改委管理，将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

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 

2023 年 12月 31 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十二条主要任

务，包括：依法合规管理数据资产、明晰数据资产权责关系、完善数据资产相关标准、加强数据资产使用管理、稳妥推

动数据资产开发利用、健全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体系、畅通数据资产收益分配机制、规范数据资产销毁处置、强化数据资

产过程监测、加强数据资产应急管理、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和报告、严防数据资产价值应用风险等。 

因此，公司业务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企业数据治理、数据分析挖掘、业务分析应用等方面的多重需求。 

4）数字安全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研究完善行业数据安全管理政策。推动提升重要设

施设备的安全可靠水平，增强重点行业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支持开展常态化安全风险评估，加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和密

码应用安全性评估。” 

在国家整体规划指导下，《网络安全法》、《密码法》、《数据安全法》、《个信息保护法》等政策法规逐步落地，

我国安全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并从“立”向“行”演进。 

2022 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

条”），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有助于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进一步

发挥数据要素潜在巨大作用。 

2022 年 12月 8日，工信部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以规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数据处理活动，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

发展利益。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出，要

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一是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

举国体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健全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机制。二

是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完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增强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建

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基础制度，健全网络数据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体系。 

2023 年 9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的《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征求意见稿）》，旨在保障国家数据

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要求向境外提供 100 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应当

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数据安全

保护义务，保障数据出境安全。 

2023 年 12月 31 日，国家数据局等 17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该行动

计划中明确指出要落实数据安全法规制度，完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等制度，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水平。丰富数据安全产品，发展面向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精细

化、专业型数据安全产品，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的解决方案和工具包，支持发展定制化、轻便化的个人数据安全防护产品。

培育数据安全服务，鼓励数据安全企业开展基于云端的安全服务，有效提升数据安全水平。 

2024 年 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领域数据安全能力提升实施方案（2024—2026 年）》，提出到 2026 年底，

我国工业领域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数据安全保护意识普遍提高，重点企业数据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到位，重点场

景数据保护水平大幅提升，重大风险得到有效防控。数据安全政策标准、工作机制、监管队伍和技术手段更加健全。数

据安全技术、产品、服务和人才等产业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同时，报告期内，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及监管单位陆续推出了在公司所涉及的细分领域的数字安全行业政策。 

在医疗行业，《医疗卫生机构网络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发布，进一步规范了医疗卫生机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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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安全管理、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加快推动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发展进程。 

在金融行业，2023 年 12 月，金融监管总局 5 号令“规定了内部控制、业务连续性管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操

作风险控制、缓释措施的基本要求。 

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2023 年 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旨在通过开展试点工作，引导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和使

用主体加强能力建设，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的功能、性能提升和产业生态的迭代优化，推动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工业互联网行业，2023 年，全国各省份也都陆续颁布了的相关政策指导意见，鼓励省内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以

工业互联网构建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型工业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 

综上所述，公司业务受益于国家总体政策及细分行业政策所带来的数字安全相关需求。 

（3）公司良好的经营和管理策略 

公司采取积极拓展战略，从数据采集领域向数据应用领域拓展，并取得了行业规模突破。在数据采集领域的国内市

场，提升协议识别能力，深度挖掘客户需求，迭代升级优化网络安全态势感知解决方案，应用场景扩大至流量分析、安

全审计、资产指纹、漏洞扫描、安全管理、电信网及互联网反诈骗等多种场景，从单一行业市场扩大至多行业市场，获

得各行业市场的高度认可。在数据采集领域的海外市场加强国际互联网应用协议研究，提升国际互联网的元数据提取能

力，优化客户既有解决方案，迅速拓展宽带网产品和网络内容安全产品在海外的规模应用。在数据应用和安全服务领域，

大数据运营产品、网络内容安全产品和数据与网络安全产品扩大产品种类和细分领域覆盖，进一步拓展了市场的宽度和

纵深。  

报告期内，公司在产品研发上持续投入，产品的研发能力和产品平台化能力进一步加强，巩固和提升了各产品的竞

争力： 

1）针对宽带网产品，一方面在架构上进行功能的模块化、组件化改造升级，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容量和密度，优化

升级自主可控的国产化硬件平台；另一方面，提升产品应用感知能力，结合公司 AI 创新赋能实验室的大模型能力，大

幅拓展自定义及加密应用识别、解析能力。同时还扩展了针对互联网有害信息的旁路处置能力。此外，面向政企行业网

络安全及运维需求的网络洞察矩阵系列产品、安全加速器产品和 Mano 智能运维产品也进行了更新迭代。 

2）针对移动网产品，重构升级了空口采集分析产品的软硬件基础平台，实现了产品的一体化、小型化、模块化，

有效提升了产品的集成度、可靠性和性能表现，同时针对国内及国际市场进行场景化产品开发，优化整合制式组合、形

态组合、功能组合，适配更多应用场景，陆续发布了全制式、全融合、全形态的移动网产品；推出宽频无线信号分析国

产化硬件产品，满足政府部门国产化需求。在提升 5G 产品竞争力和拓展行业应用场景等方面持续发力。 

3）针对网络内容安全产品，丰富业务应用，在现有方案基础上挖掘出更多的价值，以快速迭代来满足客户的关键

需求，引入 AI 大模型新技术赋能业务应用。加大在物联网、车联网等新领域的拓展力度；提升行业监管基础上的产品

服务能力，加大部委服务范围。在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系统上，加强监管侧及执法侧快速协同能力，大大提升诈骗防范的

成效。 

4）针对大数据运营产品，公司对标国内权威标准升级了数据底座综合能力与信创适配范围，发布了业内领先的指

标管理平台、基于大模型的知识库等工具；并创新性的用一套端到端的数据工程落地方法体系论串联起了各数据底座的

能力，改变以往数据类厂商提供业务工具进行出售的商业模式，而是从客户实际的数字运营需求出发，实现从战略目标

向下逐层拆解到绩效跟踪，向客户提供一套易落地的数据驱动决策体系。 

5）针对数据与网络安全产品，依托大模型与深度学习关键技术，重点优化数据分类分级算法；同时通过数据与网

络安全运营中心，将安全运营各个关键节点工作指标与运营能力进行串联，实现了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闭环。 

为了更好的贴近和服务客户，公司分别搭建了传统业务及政企网业务独立的本地化的销售服务网络，持续强化销售

服务能力，加强渠道部署力度，发展更多区域及行业生态伙伴，开拓了更多行业客户，增强了区域覆盖，产生明显成效。  

公司坚持“以终为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从客户实际业务需求出发，发挥产品间的协同效应，为客户提供高

性价比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将多年积累的数据提取、协议解析、大数据应用、网络安全、内容安全等相关核心技术应

用于宽带网产品、移动网产品、网络内容安全产品、大数据运营产品、数据与网络安全产品中，提升了上述产品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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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得到了市场的检验。同时，在已有成熟产品体系的基础上坚持探索新产品新方案新市场，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五）公司所处市场的竞争环境及行业地位 

宽带网产品：目前宽带网产品相关行业领域申请入围厂家增多，同时专用设备通用化发展方向成为趋势，行业整体

竞争环境日趋激烈。公司持续深耕特定细分行业市场，全程参与国家部委开展的流量可视化分析规范研讨、编写工作，

并提前布局完成设备在网试运行，持续打磨宽带网产品在固网、移动网、物联网、车联网及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信令分析、

深度报文检测、协议识别、异常终端行为、非法接入、切片安全以及业务资产识别和协议检测等方面的能力。公司率先

引入大模型理念，结合公司 AI 创新赋能实验室的大模型能力，大幅拓展自定义及加密应用识别、解析能力，保证了在公

司所处特定细分行业市场厂家较为集中的情况下，赢得竞争先机。同时，公司面向政企的信息中心、智算中心的网络洞

察矩阵系列产品在客户侧部署成效方面逐步提升，产品即插即用、弹性伸缩、灵活部署的模式改善了客户资源配置效率，

降低了客户运维成本。 

移动网产品：目前移动网产品市场参与厂商众多，具备产品自主研发能力的厂商较少，研发能力多聚焦在特定产品，

大部分厂商自主研发能力较弱，产品方案以外部集成为主。公司在移动网产品市场深耕多年，始终立足自主研发，持续

积累打磨技术和服务能力，是行业内极少数拥有空口信号及宽频电磁信号采集分析能力、装备全自主研发，同时具备海

内外销售和运维能力的厂商。在行业内率先发布了 2/3/4/5G全制式、全融合、全形态的产品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

依托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实现了 5G 相关产品的批量部署，进一步巩固并加强公司在市场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微型

检测模块凭借行业领先的信号识别能力，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宽频无线信号分析产品完成国产化替代，满足了行业客

户安全、自主可控的需求，保持设备国产化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网络内容安全产品：在国内市场，目前各厂商在产品方案上各有侧重，竞争较为激烈。行业客户对于内容安全与价

值挖掘提出较高要求，并希望能够通过先进的数据挖掘业务系统提升效率。公司通过对优势市场项目的持续升级扩容与

运维，建立了良好的客户口碑和示范效应。在反电信网络诈骗市场方面，相关客户对该市场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市场

空间容量增长较快，公司通过引入 AI 大模型能力，进一步强化公司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在行业监管方面，相关客户

对该市场的智能化数字化需求不断提升，市场空间容量有所增长，公司通过开发新型业务系统，扩大业务覆盖度。在海

外市场，主要竞争对手为行业内国际厂商，全球相关行业市场容量非常广阔，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开拓和技术积累，

网络内容安全产品具备较强竞争力，在协议识别、网络日志分析、网络内容深度智能分析、数据分析、业务呈现、项目

交付及持续运维等方面形成公司的整体优势。公司通过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良好的交付与运维能力、先进的

数据解析和挖掘技术，为业务拓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大数据运营产品：近年来，国家层面在持续加码数据要素的建设，各省市也在响应国家号召，从机构建设到政策落

地上开展了大量工作。而企业端则是面对整体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加重视利用数据挖掘组织内部效率与运营能

力提升的潜力。不论是传统的数据中台行业亦或是数据治理行业，当前行业集中度仍保持较低水平，行业的活跃参与者

大致分为平台生态厂商、解决方案厂商和独立中台厂商三类。经过近几年对于产品研发的持续投入，当前公司与行业内

主要竞争对手进行产品对比时，已处于均势状态，甚至在核心的指标管理、业务驱动理念等领域处于行业内领先地位。

公司深耕大数据领域多年，积累了制造业、石油化工、交通、创投、设计、审计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同时与主流

的可视化、云平台厂家建立了良好的生态合作，推出多个重点行业经营管理数字化方案。目前公司在国内数据智能领域

及企业数智化转型服务领域具有突出市场表现，已连续两年入选大数据、大数据分析平台、数据中台等行业图谱的典型

代表企业。目前所获行业奖项已涉及中国信通院、DAMA 中国、爱分析、数据猿等大数据行业权威渠道，得到行业的高度

认可。 

数据与网络安全产品：在网络安全市场，目前厂商众多，竞争激烈。传统的安全厂商还是标准化产品为主，缺乏对

各安全产品的融合能力，公司从安全运营角度出发，研发下一代网络安全运营中心，与公司网络可视化产品协同，打通

各安全厂商在市场上主流产品，实现日志统一接入、集中研判分析、威胁实时处置、策略统一管理等手段，并贴合用户

实际，引入安全运营流程，实现网络安全风险的闭环管理。在数据安全市场，目前产品及服务厂商众多，但提供的产品

以泛行业化的产品为主，缺少对于行业用户具体落地场景的研究；另外随着数据要素以及数据安全市场的发展与推进，

面向某个数据生命周期阶段的单点产品越来越多，而数据流动场景越来越复杂，用户迫切需要数据安全统一管理与运营

平台。公司基于对数据安全产业的发展方向与场景的理解，以“技术+管理+运营”为数据安全治理思路，以数据安全分

类分级为基础，结合数据流动态势感知能力，实现数据安全产品的统一纳管和数据安全运营，并将数据安全管理贯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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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据生命周期。同时，公司的数据安全管理平台已通过可信数安认证，数据分类分级在首届“中国数据安全大赛-数据

识别与分类分级”赛道中获得金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 年末 

总资产 2,146,692,072.37 1,964,485,156.95 9.28% 2,163,779,36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672,242,040.59 1,557,769,325.98 7.35% 1,679,831,434.45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653,222,453.25 435,776,786.60 49.90% 693,877,53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4,243,743.24 -122,062,108.47 193.59% 56,268,31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7,155,699.09 -136,731,490.55 163.74% -5,754,47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8,230,512.25 -121,234,983.78 172.78% -109,986,225.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7 -0.71 194.37%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7 -0.71 194.37%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07% -7.54% 14.61% 3.23%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5,368,368.98 94,847,237.83 149,846,383.15 193,160,46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9,043,855.43 14,783,631.73 287,356.68 40,128,89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1,265,746.72 7,230,698.17 -1,362,078.39 40,021,33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8,677,836.38 -65,788,708.58 24,823,658.54 197,873,398.6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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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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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208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9,697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6.66% 45,527,040 0 不适用 0 

凌东胜 
境内自然

人 
6.64% 11,346,219 8,509,664 不适用 0 

广东红土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7% 7,113,600 0 不适用 0 

南京市创

芸企业管

理咨询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1% 4,630,500 0 不适用 0 

厦门市美

亚柏科信

息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0% 3,068,318 0 不适用 0 

南京红土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0% 2,736,000 0 不适用 0 

昆山红土

高新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0% 2,736,000 0 不适用 0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信

澳核心科

技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4% 2,450,851 0 不适用 0 

郑州百瑞

创新资本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2% 2,079,36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78% 1,323,73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红土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昆山红土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郑州百瑞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2、股东凌东胜、南京市创芸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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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厦门市美

亚柏科信

息股份有

限公司 

2,321,318 1.35% 747,000 0.43% 3,068,318 1.80% 0 0.00%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

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

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丰晋

信低碳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平潭综合实验区

因纽特投资有限

公司 

退出 0 0.00% 0 0.00% 

交通银行－汇丰

晋信动态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退出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澳核

心科技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2,450,851 1.44% 

郑州百瑞创新资

本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新增 0 0.00% 2,079,360 1.22%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新增 0 0.00% 1,323,730 0.78%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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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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