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4-01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广发证券组织的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共计 69名投资者参与交流，参会人员名单详见附件。 

时间 2021年 3月 31日 15:00-16:00 

主办地点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12号美亚柏科大厦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蔡志评、财务总监张乃军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2020年年报情况简介 

2020年,公司实现营收 23.86亿元，同比增长 15.41%；利润

总额 4.2亿元，同比增长 37.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5亿元，同比增长 29.32%；扣非净利润 3.41亿元，同比增长

27.72%；整体毛利率：57.6%，同比上升 1.86%。报告期内，公司

业绩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业务方面：  

（1）2020年，公司开展“星火”、“捷豹”、“雷霆”等专

项行动，加强行业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区县渠道下沉，在区县市场

及军工、税务、企业等新行业订单均保持较好增长。其中区县市

场：2020年公司区县市场订单金额近 3亿元，较 2019年增长了

41%，承接的区县取证实验室单个建设规模已超千万。税务：全资

子公司江苏税软，挖掘国地税合并后带来的涉税评估和税务稽查

装备化、信息化的市场机会，在省市级涉税评估和税务稽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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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占 70%以上的市场份额，巩固了税务稽查细分行业地位。军工：

线上线下营销相结合，推出符合行业及客户需求产品，从 2018年

的小几百万订单规模，到 2020年实现上亿的订单规模，较比 2019

年增长约 2倍；为企业监察、内审、合规、信息安全、法务等部

门提供“企业电子数据调查整体解决方案”、专注于世界和国内

500强企业业务的美亚亿安 2020年收入较 2019年增长 64.04%。 

（2）提出新型智慧城市和新网络空间安全两大新业务板块 

新型智慧城市板块：围绕“善政、惠民、兴业”，依托城市

公共安全平台、公安大数据、应急大数据等项目经验和技术，设

计“1+5+N”顶规方案，即做强 1个城市大脑中枢，做好 5大运营

中心，集成 N个智慧场景，涵盖智慧应急、社会治理、智慧便民、

智慧公安等。目前公司已承建了具有标杆性意义的项目，另有其

他项目正在参与建设。2021 年 3 月，公司与国投智能、中国电子

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三方联合成立的国投智慧城市创新研究院在

厦门揭牌，将围绕新型智慧城市领域顶层设计、技术前沿、智能

应用场景等方面开展研究，致力于打造智慧城市生态体系，推动

国投数字化转型，力争建成国内智慧城市领域一流智库。 

新网络空间安全：由事后“电子数据调查取证”向事中“审

计”及事前“防护”推进，打造云、网、端、边的 360 度以数据

安全为核心的网络空间安全防护体系，提出“长城计划”和“狼

烟计划”，以数据安全为核心打造全面的网络空间安全防护体系，

建立基于纵深防御体系的政企安全中心，构建新网络空间安全生

态。公司在 2020年 9月 22日正式宣布启动新网络空间安全板块，

核心产品方向为电子数据取证、网络安全大数据、零信任安全防

护体系等。目前已建成国内首个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 

（3）推出“乾坤”大数据操作系统，加快大数据产品化进程

（2020 年大数据毛利率提升 5.44%），加强大数据智能化行业的

拓展，“乾坤”目前已运用于 20多个项目，不仅可以运用于公安

大数据、视频大数据和网络安全大数据，未来也可以运用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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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等项目。 

2、管理方面： 

为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对公司产生的商机和项目实施延缓等

不利影响，一方面公司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开展“瘦身健体、提

质增效”等管理活动，压缩不必要的费用支出，2020年公司期间

费用增长小于收入和毛利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2020年公司强

化“卓越绩效管理”体系建设，通过明确组织定位、提高组织效

能、支撑战略落地三个方面，强化价值创造，强化人均毛利考核

比重，促进公司做强做大。 

二、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情况简介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2021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2,200万-3,400万元，对比去年同期减亏，

主要原因为： 

1、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大数据产品化研发，加快项

目实施，第一季度大数据业务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同时软件收入

比重上升，毛利率对比去年同期有所提升。 

2、公司业绩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业绩主要集中在下半年

尤其是第四季度，第一季度收入占全年收入比重较低，而人员工

资及折旧摊销等费用仍需正常发生，因此第一季仍出现亏损，但

亏损较上年同期减少。 

三、交流环节 

1、2020年智能装备制造与网络开源情报产品营收有所下滑，

请问公司对这两大业务的未来整体展望如何？ 

回复：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网络空间安全产品与大数据智

能化产品，两大主营业务占公司 2020年营收比重达 92.7%。智能

装备制造与网络开源情报产品为辅助业务，占比公司营收比重还

不高。公司“十四五”规划对各业务板块都提出了具体的规划和

目标，网络开源情报业务依托公司超级计算中心，充分发挥“大

数据平台”的资源优势，利用人工智能、知识图谱与自然语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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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技术，为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提供网络舆情分析、金融风险监

测、网络市场监督、社会信用综合服务等解决方案；智能装备制

造依托行业大数据平台和行业应用场景需求，为客户提供专项及

定制化设备，如智能自助设备、移动警务终端、各类便民自助设

备、对接大数据资源的警用工作台等；基于社会治理所需的智能

感知设备，提供智能交通、行业机器人等行业特需装备，将实现

由“制造”向“智造”转变。尽管两大辅助业务去年收入有所下

降，但随着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和“数字政府”建设和“互联网+政

务服务”的深入，我们认为还是有机会的。 

2、大数据业务的软硬件占比？ 

回复：从我们内部的订单统计，过去大数据硬件占比约

50%-60%，软件占到 40%-50%。随着软件价值得到客户的进一步认

可，目前硬件比例持续下降到 40%左右水平，自有软件约 50%，第

三方软件约占比 10%。今年大数据软件占比进一步提升，大数据毛

利率提升了 5.44%。 

3、融合大数据平台目前渗透率情况如何？ 

回复：地方平台目前主要以省级平台及省会城市为主，去年

约 20-30个省级平台启动建设，少部分为地市。目前渗透率比较

低，在 20%-30%左右，还有一个比较长的建设周期。对于新启动的

建设项目，美亚柏科占比有较多的份额。去年疫情验证了大数据

平台的显著成效和建设的必要性。这两年网络和电信欺诈案件增

长较快，有效的网络空间治理，建立清新和可信的网络环境，以

及在城市公共安全与社会治理等领域对大数据都有比较大的需

求。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文件中也提出要“推

进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平台建设作用”。  

4、美亚柏科大数据智能化业务有哪些优势？ 

回复：第一，美亚是唯一已布局全司法和执法部门业务的大

数据厂商，我们在取证业务沉淀下来的经验和对各行业的深入理

解较好地赋能到大数据业务，因此我们更懂各行业的客户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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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第二，中台能力及复制能力更强，“乾坤”大数据操作系

统已运用于 20多个项目，不仅可以运用于公共安全大数据，未来

也可以运用于智慧城市等项目。第三，采集能力最强，采集速度

快，品类最多，可以支撑各个部门的应用。另外，我们参与了国

家部委相关标准的制定，国内 4个一线城市标杆项目我们拿下了 3

个，标杆项目和成功案例最多。 

5、电子数据取证未来展望如何？ 

回复：电子数据取证 2020年的增长主要来自刑侦、税务、军

工等几个行业，以及从司法端的能力延伸到执法和企业内部调查

的业务也有明显增长。展望未来，以上几个行业的市场需求还有

望继续进一步提升。另外，网络安全部门也在去年提出实验室的

升级计划，目前正在推进实施中；根据内部市场调查刑侦电子物

证实验室行业目前市场覆盖率还不到一半，未开发的空白市场还

比较大；税务行业 2017年才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现在通过电子

取证采集会计账套是有效强化征收、打击涉税违法的有效手段，

未来会进一步普及，未来还将运用 AI的方式来帮助税务部门开展

相关工作，这是未来的方向和趋势；军工行业自 2018年首次进入

时的小几百万订单规模快速发展到 2020年 1.5亿的规模。未来随

着电子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数据存储终端的多样化，取证的需求

也会随之增加。 

6、公司 2020年研发投入保持增长，特别是 Q4的研发费用增

加比较明显，原因是？ 

回复：结合国投集团“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将美亚柏科打

造为国内一流的网络空间安全与社会治理的国家队，初步建成世

界一流大数据企业”的整体目标，美亚柏科“十四五”发展规划

提出：“力争成为全球电子数据取证领域领航者、公安大数据智

能化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运营领域的领跑者及网络空间安全领域

领先者”的总体要求和目标。因此，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是正常的，

也是必要的。Q4研发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研发人员的增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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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刑侦行业的市场容量和网络安全部门相比有何不同？ 

回复：按照行业从业人员体量和职能来看，我们认为刑侦的

市场机会和容量有望超过网络安全部门，刑侦采购的设备可能功

能需求和网络安全部门有差异，但是需求量比较大。 

8、到“十四五”结束，公司的收入规模会达到什么样的体量，

以及战略如何落地？ 

回复：公司自上市以来，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约 29%，未来五

年，公司将努力保持历史趋势的稳定增长。对于公司所处的具体

细分领域：全国的电子数字取证，行业有 10%上下的增长规模，大

数据在国内的每年的业务增长 25%左右；大数据安全的增长约 30%

左右。“十四五”期间，美亚柏科将不断巩固市场地位，力争保

持规模增长的同时并保持规模利润。 

公司制定了“8848”战略，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围绕公

司 4大产品线、8大行业板块,布局全国 8大基地开展业务。其中

4大产品线：包括主航道大数据智能化和网络空间安全 2个方向，

以及网络开源情报和智能装备制造 2个辅助方向。8大行业板块：

公安行业、政法行业（不含公安）、行政管理、军工行业、大型

企事业、国际市场、支撑产业和投资并购。8大基地包括 4个战略

基地和 4个业务基地。以上规划主要是公司发展的计划，是引导

经营的方向，不是对股东和投资者的承诺。 

大数据智能化：依托“乾坤”大数据操作系统，做强公共安

全大数据和网络安全大数据，进一步推广“政府大数据中台”与

“智慧城市大脑”。网络空间安全：除了电子数据取证业务，进

一步发展事前与事中业务线，打造云、网、端、边的 360度以数

据安全为核心的网络空间安全防护体系，建立基于纵深防御体系

的政企安全中心，构建新网络空间安全生态。网络开源情报业务：

充分发挥“大数据平台”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采集能力。智

能装备制造：实现由“制造”向“智造”转变，进一步服务“数

字政府”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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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税务稽查信息化建设展望？ 

回复：税务行业稽查信息化的标准制定较晚，2017年发布第

一版指导意见。目前每年增长迅速很快。全资子公司江苏税软在

省市级涉税评估和税务稽查行业持续占 70%以上的市场份额，2019

年拿到国家税务总局税务稽查一体化平台标杆订单，2020年在 20

多个省、100多个地县落地了税务稽查指挥一体化平台。2020年，

江苏税软再次中标国家税务总局警税联动一体化智慧平台项目，

随着总局项目的建成，未来也将向地方推广落地。2020年税务单

体合同的规模也在增加，今年公司将加强税务领域相关技术研究

和平台软件的推广。 

10、在过去一年，国投对公司有什么实质影响与展望？ 

回复：围绕新兴战略产业布局，国投鼓励公司加大研发投入，

保持取证龙头地位的同时持续推进企业规模的增长，抓住产业和

市场窗口机会，做强做大美亚柏科。今年 3月，国投新型智慧城

市创新研究院在厦门揭牌，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将进一步促进美

亚柏科的新业务发展。促进美亚柏科和国家部委及省市之间形成

战略协同，积极推动相关部委单位的良好合作与核心平台的研发。

依托国投在地市的战略合作关系，推动美亚柏科的业务扩张和发

展。国投去年已经在 1-2个地市为公司业务带来很好的促进作用，

国投智能将“做大做强美亚柏科”列为十四五期间首要任务，未

来的协同一定会更加深入。管理方面，国投帮助美亚柏科建立了

一系列更加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助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11、2021年人员规划如何？ 

回复：收入与毛利的增长幅度要大于人员的增长幅度，目标

仍然是提质增效；对标优秀企业，提高人均毛利，使得公司更具

有吸引优秀人才的能力；在产品研发和内部管理上进一步推进产

品化和平台化的产品研发管理体系。同时在管理上我们也会加强

全面预算管理，以及对标先进企业的考核与分配机制，来提升公

司整体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2021年在新业务板块会增加人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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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附 件 清 单

（如有） 
参会人员名单 

日期 2021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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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参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属公司 序号 姓名 所属公司 

1 庞倩倩 广发证券 36 刘庆祥 交银施罗德基金 

2 刘雪峰 广发证券 37 刘博 广东宝新资产 

3 冯炉丹 中欧基金 38 任晓臣 深圳市前海华邦基金 

4 缪欣君 天风证券 39 詹银涛 上海壹德资产 

5 黄忠煌 申万宏源证券 40 徐荣亮 杭州宇迪投资 

6 田野 上海元葵资产 41 郑淼 西藏中睿合银投资 

7 张荟慧 深圳正圆投资 42 刘雯蜀 中信证券 

8 麦健沛 同泰基金 43 钟腾飞 深圳悟空投资 

9 翁书元 平潭天添资产 44 郑文仪 广东汇创投资 

10 库宏垚 国信证券 45 陈之璩 上海世诚投资 

11 刘逸然 汇丰前海证券 46 宋方云 中银国际证券 

12 姜雨杉 华西证券 47 戴旅京 深圳正圆投资 

13 耿军军 国元证券 48 徐嘉宇 恒生前海基金 

14 赵烜 招商证券 49 洪达伟 光大保德信基金 

15 张凌鹏 上海元葵资产 50 孟林 招商证券 

16 李欣月 广发证券 51 曹勇 天安人寿 

17 刘鑫吉 深圳悟空投资 52 付强 平安证券 

18 陈真洋 上海盘京投资 53 刘逍遥 开源证券 

19 魏百臻 金斧子投资 54 田野 上海元葵资产 

20 张超 平安资本 55 朱登科 三亚鸿盛资产 

21 刘熹 新时代证券 56 袁祥 深圳聚鸣投资 

22 胡世煜 长江证券 57 杨思睿 中银国际证券 

23 石崎良 光大证券 58 陆士杰 兴全基金 

24 王朗 国泰君安证券 59 陈超 东方证券 

25 潘郭萍 招银理财 60 王莎 广发证券资产 

26 孟灿 华创证券 61 章永成 浙江益恒投资 

27 钟昕 仁桥（北京）资产 62 杨屹 上海国际信托 

28 蔡仁飞 上海兆天投资 63 刘彬 上海海通证券资管 

29 劳开骏 兴银基金 64 郑捷 上海翙鹏投资 

30 华通 深圳正圆投资 65 雷棠棣 广发证券 

31 施鹏飞 东海证券 66 庄臣 上海泊通投资 

32 王京乐 英大保险资产 67 罗云扬 信达证券 

33 魏淳 前海开源基金 68 李雪薇 国泰君安证券 

34 林圣才 光大保德信基金 69 冯家桢 碧云资本 

35 褚天 华夏未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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