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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的战略发展规划和经营计划，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积极应对产业环境变化、技术加速迭代的新形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

身份信息综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积极进行生物特征识别、计算机视觉、行业大

数据等技术与产品的研发，探索和实践“互联网+”与安全证卡技术及身份识别

管理技术的结合，不断开拓新行业和落地新应用场景，实现了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0,106,492.2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77%；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9,511,464.4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2%，公司经营

业绩保持稳健上升的发展态势。 

一、2017 年主要经营情况回顾 

1、身份识别与管理业务 

公司作为身份信息综合服务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证照防伪、数字安

全、生物识别、射频识别、智能装备制造等身份识别与管理领域的关键技术方面

形成了深厚的积累，报告期，公司基于核心技术，结合公共安全、外交、社保、

金融、航空等行业用户的具体需求，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生物特征识别

等前沿技术升级、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积极开拓市场和落地新应用场景，推动

了业务的持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身份识别与管理业务实现收入17,414.23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52.37%。 

应用落地方面，公司建立了基于互联网技术架构的证联网平台，开始为外事、

航空客户提供在线证件实时管理、业务大数据分析等服务，实现了安全证件从办

理到销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海外选举方面报告期完成从信息采集、身份识别到



投票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构建搭建，在尼日利亚取得了KADUNA州选举项目，

并在项目中运用了区块链技术进行选举投票信息的存储。公司新开发的多维身份

识别产品也在新疆等地及深圳“雪亮”工程中得到应用。 

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方面，公司研发体系重点聚焦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计

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报告期在人脸识别软硬件产品方面取得了较大进

展，人证比对方面推出了人证比对一体机、手持式人证核验设备及人证核验闸机

等产品，在公安、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海外选举等领域得到了小规模应用；动

态人脸识别方面开发了人脸识别安防监控系统，目前正在公共交通领域进行验证

和试用。报告期开发KMS终端管理平台，搭建云+端的产品架构模式，积累形成

包括设备运行信息、业务数据等多维度的数据资产，一方面更好的为客户提供更

有价值的增值服务，增加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粘度，同时为产品的创新与改进提供

依据。公司还开发了移动采集终端、全证通、验证易等移动身份信息采集、兼容

国内证件和国外护照核验的智能化产品，报告期已经在广东和深圳地区实现了销

售。 

2、智慧交通业务 

智慧交通业务依托公司在城市一卡通业务区域广泛及产品解决方案上的优

势，积极顺应公交交通领域智能化、智慧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开拓市场和创新产

品和解决方案，业务规模进一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智慧交通业务实现收入

10,093.4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06%。业务区域方面，公司2017年新开拓西宁、

徐州等25个城市，公司在全国参与建设的城市通卡或交通卡项目由70多个增加至

超过100个，业务区域不断扩大，公司在公共交通出行市场的卡位优势得到进一

步巩固，丰富的业务资源为应对公共交通智能化、数据化、智慧化建立了较好的



业务基础。 

2017年在互联网公司、银联等支付主体的推进下，二维码支付在公共交通行

业迅速落地和推开，公司开发了互联网智能车载终端并实现批量出货，终端兼容

二维码支付、手机NFC支付、卡支付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全通道支付。报告期内，

公司的互联网智能车载终端已经在深圳、南昌、长沙、西安、乌鲁木齐、哈尔滨、

青岛等56个城市实现了业务对接，其中10余个城市实现了上线应用，同时公司积

极与互联网公司进行交流和探索多种形式的合作，迎接互联网+公共出行对行业

可能带来的业务和模式重构。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移动支付等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智慧化成为城

市公共交通发展的新方向，公司开始结合自身的产品优势，以车载智能支付终端

为依托，尝试逐渐整合行车调度、客流分析、电子站牌等公交运行系统，规划建

设公交运行数据云，积极尝试积累和整合公交开放数据及支付数据，实践智能车

载硬件+数据服务的智慧公交业务模式建设，推动业务升级与转型。报告期内，

公司开发的公交客流分析系统已在乌鲁木齐公交二期项目中上线应用。 

3、智能化业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政府的智能化服务越来越给百姓以便利，根据政府“让

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的要求，政府在便民服务方面的投入加大。公司结

合自身的技术优势和长期的产品沉淀，贯彻前端产品人机融合更智能，提升用户

的体验，后台数据更精准，支撑管理者决策的开发思路，运用自动化、物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适时研发满足客户需求的各类政府智能办事的产品，

并积极推动产品在公安、社保等行业的智慧政务场景落地。报告期公司智能化产

品实现收入8,184.46万元，同比增长 6.29% 。 



4、海外市场拓展情况 

公司增加对海外业务在研发、供应链、营销推广方面的投入，基于公司品牌

和技术优势，在海外市场以安全证卡、选举以及银行为主要方向进行业务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的海外项目储备明显增加，取得了香港下一代智能身份证系统C

包、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自助发证、尼日利亚KADUNA州选举等项目，并

积极拓通过发展海外销售渠道，报告期和Gemalto、PCCW等60余家国际企业达成

项目合作意向签订保密协议，为海外业务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公司在香港设立

了全资子公司雄帝科技国际有限公司，定位为全球营销中心，目的是加强公司与

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获取海外市场的最新信息，不断开拓公司的业务渠

道和领域。公司将继续加大完善海外营销网络体系建设，布局海外国家代表处或

办事处，大力度拓展海外市场。 

（二）实施限制性股票计划，完善激励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共向公司核心研发人员、销售人员、管理人员等共计111名员工授予限制性

股票185.5万股，公司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

个人利益紧密结合，有效激励了员工的积极性，有助于稳定核心骨干人才和吸引

行业优秀人才，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 

（三）成立产业并购基金，助推战略落地 

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制定了内生增长和外延发展双轮驱动的策略。为了加快

公司外延式发展步伐，促进公司产业升级，储备新技术、新业务，拓展公司未来

发展空间，报告期公司发起设立了雄帝葳尔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与公

司主营业务领域相关的身份信息综合服务、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识别、大数



据、智能化领域的优质公司，包括重点投资于网络身份认证、人脸识别、图像识

别、语意理解等领域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项目和公司，建立公司发展生态圈，发

挥协同作用，加快公司发展。 

2018年3月19日，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资金募集和基金业协会备案，进入

正式运行阶段。 

（四）完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

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 立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会计师 事务所选聘制度》、《防范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在工作中严格执行，加强上市公

司的规范运作。 

二、董事会会议工作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共召开了十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董事会届次 会议日期 审议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 
2017 年 2 月 10 日 

1、审议《关于审议<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审议《关于审议<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审议《关于提议召开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 
2017 年 2 月 20 日 1、审议《关于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 
2017 年 3 月 7 日 

1、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名

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授予事

项的议案》； 



3、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 
2017 年 4 月 7 日 

1、审议《关于<2016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17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的议案》； 

6、审议《关于<2016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7、审议《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审议《关于续聘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审议《关于<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0、审议《关于<2016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11、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2、审议《关于 2017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3、审议《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14、审议《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15、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16、审议《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17、审议《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18、审议《关于制定<防范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

理制度>的议案》； 

19、审议《关于制定<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的议案》； 

20、审议《关于制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议案》； 

21、审议《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22、审议《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3、审议《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 
2017 年 4 月 24 日 

1、审议《关于<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制定<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 
2017 年 5 月 11 日 

1、审议《关于调整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授予

数量和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 
2017 年 6 月 19 日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2017 年 8 月 17 日 

1、审议《关于公司<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

案》； 

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半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2017 年 10 月 23 日 1、审议《关于公司<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2017 年 11 月 24 日 

1、审议《关于补选林慧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2、审议《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4、审议《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决定的研究，对董事会、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决议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

权益。 

三、未来发展展望 

1、行业发展格局与趋势 

（1）身份识别与管理应用领域与场景不断增加，数字身份前景广阔 

身份识别和信息管理作为是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活动展开和进行的基

础环节，互联网应用、移动应用和物联网应用的快速发展，推动着身份信息管理

应用领域和应用场景不断增加。2012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加

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和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为采用

安全有效的技术措施识别和验证互联网上公民真实身份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公

共安全、国家安全、企业和机构安全、信息及系统安全、家庭财产安全和个人隐

私保护等应用占据了身份识别与管理应用的主导地位。随着移动通讯尤其是5G

技术和便携式应用终端的日渐普及，以身份识别和管理为主要技术的个人身份认

证应用将增多；国内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继续推广，面向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

隐私保护的身份识别及管理应用增多，进一步扩大使用身份识别技术的应用空间。

身份识别和管理应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伴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

展，数字中国建设成为国家战略，数字产业的发展还将驱动信息安全加密和身份

认证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人证合一、万物互联等产业从载体、识别、认证、应用

各个环节都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2）智能化、智慧化驱动公共交通行业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物质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信息化、智慧化成为

发展未来城市公共交通新的发展方向。2016年4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交通运输

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推进交通运输“互联网+”，要求充分利用信息

技术改造传统交通运输业。大力推动互联网与行业融合创新发展，打造全新的交

通运输服务升级版。2017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规划》, 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将提升交通智能化水平列为主要任务，推动实施“互联网+”便捷交

通，将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贯穿于交通建设、运行、服务、监管等全链条各环节。

政策规范不断出台，推动了产业快速、规范化发展，各地政府对智能交通系统的

关注度和投入逐渐增加，城市交通智能化建设快速增长。同时随着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与公共交通深度融合，公交运营运行

智能化、公众出行智慧化将催生出新的业态，不断产生新的市场需求，智慧公交

发展前景广阔。 

2、2018年主要经营计划 

雄帝的战略定位是创建中国领先的身份信息综合服务商，2018年公司将在夯

实目前线下业务的同时，逐步布局和发展线上业务。 

公司坚持市场导向，技术驱动、做强做大的方针，形成产品研发与前沿技术

研究、销售与服务、供应链与交付、信息化与综合管理的集群运营“四位一体”

经营格局，促进公司跨越式增长，通过不断的业务创新和产品持续完善，使雄帝

成为行业内产品专业化水平高，业务模式最具竞争力、用户最信任、市场最受欢



迎的企业。 

（1）关于身份识别与管理业务 

加强身份识别与管理业务创新，在提供行业解决方案过程中，结合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深耕行业市场、在现有应用场景升级

产品和业务模式，不断发掘和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以技术驱动市场，不断开拓

新的业务应用领域，培育新的业务增长源；积极规划和布局线下和线上身份管理

互联、线上可信身份认证服务业务，将业务重心向数字身份识别与管理方向发展。 

（2）关于智慧交通业务 

公司加大智能公交研发与市场的投入，结合自身的产品优势，以车载智能支

付终端为依托，采用自主研发和并购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整合行车辆调度、

客流分析、电子站牌等公交运行系统，推动规划建设公交运行数据云，积极推进

与互联网公司合作的落地，尝试积累和整合公交开放数据及支付数据，打造以数

据服务为核心的智能车载硬件+数据服务的智慧交通业务模式建设，推动业务的

升级与转型。 

（3）关于智能化业务 

根据政府“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的要求，公司结合自身的技术优

势和长期的产品沉淀，不断将数字安全、生物识别、射频识别、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融入公共服务智能化方案中，加大公共服务智能化方案深化，不断推出满足客

户需求的百姓智慧办事的产品和系统，加强在公安、社保、金融的智慧政务大厅

及后台管理中的应用落地，为社会应用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4）关于海外业务 

基于公司技术及产品优势以及海外市场的布局，公司加大对海外业务在研发、



营销推广方面的投入，海外市场以安全证卡、选举以及银行为主要方向进行业务

拓展。加强公司在香港的下一代智能身份证系统C包、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

自助发证、尼日利亚KADUNA州选举等项目的实施与服务，同时拓宽海外销售

渠道，将意向性协议项目争取落地。发挥香港子公司的国际销售平台的作用，增

强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获取海外市场的最新信息，开拓公司的海

外业务渠道和领域。布局海外国家代表处或办事处，加快完善海外营销服务体系

建设。 

（5）持续创新，加大研发投入 

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研发布局，形成支撑公司后续发展的技术、

产品体系。积极推进数字身份、生物识别、射频识别、智能装备等业务的技术创

新。充分利用内地人才资源的优势，加大长沙研发中心的规模，做好人才储备。

设立博士工作站和技术研究院，对行业前瞻性技术做深入研究，吸引优秀人才，

引进具有深厚研发实力和应用经验的技术带头人，更加系统的学习、研究和应用

生物特征识别、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为业务部门的

产品创新和方案升级提供基础产品支持；研发投入更加注重技术创新与行业发展

趋势的相结合，深入行业客户和应用场景，寻找技术与应用的结合点，综合利用

公司多种核心技术优势，根据不同用户的具体场景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发和设计

综合解决方案，实现身份识别与管理在细分行业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 

（6）加强投资并购，向产业链内外做合理延伸和扩张  

根据公司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双轮驱动的发展策略，公司将围绕公司核心业

务，采用兼并收购、资金投入、合作等多种形式，充分利用雄帝威尔基金和资本

市场平台，快速建立公司的产业链生态圈，完善公司产业布局，提升公司综合竞



争力。 

（7）提升企业组织管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提高公司组织管理及运营能力，加强公司信息化水平，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提高公司运行效率；进一步完善供应链体系建设，强化物料选型和研发同步

和互动，培育一批具有研发能力的协同厂商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建立客户和供应

商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健全核心骨干人才引进机制，持续推进股权激励政策，

完善人才激励和约束机制。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