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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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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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证券组织的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共计 24 名投资者参与交流，参会人员名单详见附件。 

时间 2022年 8月 30日 16:00-17:00 

主办地点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12号美亚柏科大厦 

形式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蔡志评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 

介绍 

 

一、2022 年半年度报告情况简介 

2022年上半年，受全国各地疫情的影响，面向政府信息化行业

的企业收入承压，公司上半年营收也出现 13%的下滑，但进入 6月

份，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和下半年业务集中期的临近，以及疫情防

控大数据、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大数据等新业务的推进和落地，公

司 2022 年上半年累计新签订单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市场的需求落

地逐月在加快。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 6.88亿，主要业务线经营成果

及收入结构如下： 

1、网络空间安全产品：实现营收 2.8亿，同比下滑 35.98%。 

电子数据取证，因疫情原因导致整体取证市场受影响，上半年

取证收入下滑 25.51%，主要是因为电子数据取证业务具有短周期、

快交付的产品型业务特点，上半年的收入规模对第二季度依赖性较

大，由于 2022年第二季度受全国性疫情影响，导致电子数据取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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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签订和交付验收出现较大程度延缓。 

随着下半年的到来，客户采购节奏已恢复，今年取证业务主要

围绕区县下沉及新型取证技术的研究和产品研发推广开展工作。今

年区县市场在政策面上有进一步的市场机会释放，在实现大数据向

基层延伸方面，有望为网络安全取证市场“十四五”期间带来每年

约 2亿的新增采购需求，美亚柏科目前为市场上唯一可提供大数据

向基层延伸的装备产品企业。公司正围绕刑侦行业增量、区县下沉

增量、企业端的新增量等需求开展取证市场拓展。  

网络安全产品与服务，去年上半年收入包含了约 1.4 亿的单个

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订单，因此今年收入的下滑主要是去年收入基

数较高的影响，但我们也看到上半年网络安全业务的毛利率提升

23.95%，主要是自有产品中的零信任网关、隔离与信息交换、数据

安全检查等产品成功实现增量销售，自有产品比例提升，带来毛利

率提升。 

公司基于事后电子数据取证龙头地位，向网络空间安全事前防

护和事中审计拓展，构建新网络空间安全板块。今年新网络空间安

全板块，将持续围绕“长城计划”，以监管者视角继续落地网络安

全大数据平台，预计下半年将有新的网络安全大数据平台项目落地；

“狼烟计划”将聚焦数据安全，为数据的拥有者提供安全防护产品

和服务，以拥有规模数据的政企类单位，以及持有大量注册用户和

个人数据的互联网企业为主，做市场切入。2022年上半年，公司以

数据安全和零信任技术体系为基础，推出“零界-零信任安全防护产

品、网鉴-流量高级威胁检测产品、数网-数据资产梳理与数据库扫

描产品、慧眼-视频图像鉴真工作站”等产品，并成功实现销售，同

时中标工信部人工智能安全项目。如上所述，通过为众多政企客户

提供网络安全防护产品和服务，以及为互联网企业提供数据安全服

务，拓展数据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提升自有产品的市场份额。针

对拥有大量注册用户和个人数据的互联网企业数据安全问题，通过

上半年的业务探索，依托美亚柏科在数据内容安全以及长期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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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优势，公司已经与部分拥有规模注册用

户的互联网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将为互联网企业提供数据生命

周期内数据安全防护，及数据采集、传输、处理、交换、存储、销

毁过程的安全合规检查与防护，为企业规避合规风险提供第三方安

全检测产品和服务。 

2、大数据智能化产品：实现营收 3.2亿，同比增长 21.47%。 

今年大数据整体市场需求呈现回暖趋势，公安大数据地市级建

设加快，疫情防控大数据刚性需求带动公安大数据建设需求，带来

公司大数据智能化业务更多市场机会。今年 6-7月份，公司落地了

几个金额较大的公安大数据订单，其中包括单体超 2亿元的公安大

数据纯软件合同项目，以及珠海二期 9千多万项目、广州第三阶段

5千多万项目等。公司凭借公安大数据领先技术优势和公安行业龙

头地位优势，依托自主研发的“乾坤”大数据操作系统的多场景应

用及大规模、高并发的复杂异构数据汇聚融合及海量数据治理经验，

中台能力已由公安大数据延伸至视频图像大数据、城市大脑、企业

大数据、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大数据、疫情防控大数据等新型智慧

城市领域。上半年，公司“大数据能力一体化应用创新解决方案”、

“智慧监察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入选“2021年福建省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典型解决方案”名单；中标了国家级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大

数据软件平台项目，提供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大数据平台和居民身

份相关的数据治理、数据安全及应用支撑；中标厦门城市大脑（一

期）“数据中台”和“图看厦门”项目，中标陕西、四川省级应急

管理大数据平台，中标“数字开远”城市公共安全专项建设项目（一

期），支撑北京、广东、厦门、泉州等多地的涉疫数据治理、亮码

服务、研判分析等相关工作，构建疫情防控“最强大脑”；入选“数

字政府建设赋能计划—支护应急推进组”首批成员单位；联合常熟

市信息化发展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苏州市常信美亚公司。新型智慧城

市前期投入已初见成效，公司也已在细分市场初步构建了核心竞争

优势。随着下半年建设集中期的到来，公安大数据、疫情防控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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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视频图像大数据、智慧城市大数据等业务的持续落地，大数据

智能化业务将持续为公司发展贡献规模收入。 

3、网络开源情报、智能装备制造及支撑服务产业：营收合计约

8,800 万，占比公司上半年的收入比重约 12.8%，属于培育和辅助业

务。 

此外，今年公司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信创产品领域也加大布局。

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公司成立了企业数字化事业部，统筹推

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业务市场拓展；深度融入国投集团“十四五”

数字规划，协助推进融媒体、数字审计、数据安全等国投集团“十

四五”数字化建设项目； “企业大数据智慧风控平台”入选工信部

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围绕信创市场需求，公司取证产品

陆续发布信创产品，形成 11个信创产品的取证解决方案并实现批量

销售，并入选“福建信创典型案例”，公司在取证领域具有行业龙

头优势，并持续构建行业壁垒；美亚国云发布符合大数据应用特点

的”碧玺石”系列工作站产品、“腾云”私有云平台，推出“服务

器+云平台”为主的“数字基础设施”及大数据软硬件一体的产品及

整体解决方案,正在不断开拓国资云市场。  

二、交流环节 

1、截止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如何？  

回复：进入 6月份，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和下半年业务集中期

的临近，以及疫情防控大数据、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大数据等新业

务的推进和落地，公司 2022年上半年累计新签订单已超过去年同期

水平，且截止 7月底累计新签合同的增长率和绝对值都在增加。截

至 2022 年上半年期末，公司在手订单比去年同期增加约 35%，具体

金额公司已在半年报财务附注中披露。 

2、公司大数据智能化产品上半年毛利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预期全年毛利率情况如何？ 

回复：公司大数据智能化产品收入包含纯软件和软硬件一体项

目，上半年收入中硬件占比提升导致毛利率有所下降，公司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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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订单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去年上半年有几个纯软件大数据项目验

收，拉高同期上半年大数据智能化产品的综合毛利率至 71%，因此

今年上半年毛利率同比有所下降。展望 2022年全年，尚未看到毛利

率对比往年会有显性下降的驱动因素。我们认为随着城市级新型智

慧城市平台的建设、各城市级政务细分行业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以

及大数据平台建设后打破数据孤岛和壁垒，带来的工作成效和效率

的提升，使得大数据软件平台在大数据总体解决方案中的金额占比

不断提升，公司的大数据智能化业务会更具有定价权和规模毛利的

贡献能力。 

3、从客户结构上看，行政执法机关客户带来的营收增长比较

快速的原因是什么？ 

回复：公司客户类别中，司法机关主要包含公安机关和监察委，

行政执法部门主要包含市场监督、海关、税务、应急等。今年上半

年公安以外的其他行业客户增长速度较快，是由于公司业务已逐渐

从协助打击犯罪延伸到社会治理再到便民服务，很多产品不只面向

公安机关，还面向行政执法部门比如市场监督、税务、应急、海关

等部门。 

4、从区域来看，东北和华北收入下降较多的原因是什么？ 

回复：区域营收具有偶发性，东北和华北区域去年上半年有几

个比较大的订单验收，加上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相较其他区域大，

人员出差流动受限，使得公司的商机订单延后、在手订单实施和项

目验收部分延缓，因此收入下降较为明显。 

5、公司未来人员投入规划如何？ 

回复：2022年的人员目标是保持人员稳定，主要是通过以下方

式实现：一是大数据产品化和平台化，在平台化后减少项目研发和

实施人员，将这些人员复用到其他新行业和新产品的拓展，提升产

品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提升总体研发效率；二是在内部管理上合并同

类项，在产品平台化、组件化、模块化之后进一步互用，实现跨产

品线模块的复用和平台的复用，使得在面向新行业和新业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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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快速提供产品解决方案，通过综合解决方案和大项目承接能力

提升，达到人均收入和边际效益增加的管理成效；三是管理考核上

提高人均毛利，带来经营效率提升，常规业务要能够持续提升人均

产出，战略新兴业务投入的人员和相关成本之后能够带来增量的合

同和增量的毛利。今年我们也成立了公司级乾坤大数据操作系统研

究院，将从顶层规划设计和共性产品、技术入手，加快推进大数据

智能化战略布局。 

6、公司未来主要投入的领域方向有哪些？ 

回复：一是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投入，积极布局网络空间安全

及大数据智能化领域，不断升级完善“乾坤”大数据操作系统和零

信任数据安全产品、数据安全防护和服务，围绕大数据平台的研发，

支撑多行业应用；二是不断完善市场布局，扩大服务客户规模，由

司法机关向税务、市监、应急等行政执法部门，以及大型企事业单

位等行业拓展，构建更多行业应用的标杆案例，实现“初步建成世

界一流大数据企业”的目标；三是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加

大以数据安全为基础的产品化投入，培育数据安全产品与服务，为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赋能。  

7、上半年大数据业务增长较好的原因，下半年增速的展望？ 

回复：公司凭借公安大数据领先技术优势，依托自主研发的“乾

坤”大数据操作系统的多场景应用及大规模、高并发的复杂异构数

据汇聚融合及海量数据治理经验，中台能力已由公安大数据延伸至

视频图像大数据、城市大脑、企业大数据、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大

数据、疫情防控大数据、城市公共安全等领域。今年大数据整体市

场需求呈现回暖趋势，公安大数据地市级建设加快，疫情防控大数

据刚性需求带动公安大数据建设需求，带来公司大数据智能化业务

更多市场机会。随着下半年建设集中期的到来，公安大数据、疫情

防控大数据、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大数据等业务的持续落地和验收，

公司对大数据智能化业务全年的增长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8、取证业务上半年受到疫情的递延影响比较大，预计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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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哪些行业？ 

回复：上半年因疫情原因导致整体取证市场受影响，主要是因

为电子数据取证业务具有短周期、快交付的产品型业务特点，上半

年的收入规模对第二季度依赖性较大，由于 2022年第二季度受全国

疫情影响，导致电子数据取证合同签订和交付验收出现较大程度延

缓。随着下半年的到来，客户采购节奏已恢复，今年取证业务主要

围绕区县下沉及新型取证技术的研究和产品研发推广开展工作。今

年区县市场在政策面上有进一步的市场机会释放，公司正围绕刑侦

行业增量、区县下沉增量、企业端的新增量等需求开展取证市场拓

展。 

9、公司的营销模式如何？ 

回复：公司的营销模式以直销为主、代理为辅。培训带动销售

是公司的特色市场开拓模式，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训服务体系，为客

户提供行业技术培训。公司销售体系逐步从以全国、行业和区域销

售模式为主向本地化销售发展转变，进一步开拓下沉市场。公司建

立了八大基地，其中两个基地叫总部型基地，一个是厦门总部，另

一个是北京总部。厦门总部是研发和管理总部，支撑主要产品及主

要场景应用的研发，并向客户提供培训；北京总部承担国家部委重

点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国家部委的标杆项目以及重点项目的建设，

推动全国性的标准及产品的推广；还有两个叫战略型基地，战略型

基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这里是政府信息化及大数据相关投入最领

先的区域。另有几个业务型基地，主要围绕重点区域开展业务拓展，

公司主要分常规业务和战略型业务做市场营销推广。 

附件清单 参会人员名单 

日期 2022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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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参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属公司 

1 邓晓峰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杜郁坤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 袁佳妮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 冯浚瑒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胡朝昀 深圳正圆投资有限公司 

6 夏俊杰 仁桥（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 罗云扬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 刘越 上海慎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 钟昕 仁桥（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 李雪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 庞倩倩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陈楷洲 上海赤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 陈奇 上海赤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 孟令儒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张恒 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6 石崎良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 戴晨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8 来祚豪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浦俊懿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 石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 张恒 深圳市裕晋投资有限公司 

22 傅明笑 准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 周申力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刘梦连 深圳进门财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