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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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安信证券：赵阳、袁子翔；新华资产：陈朝阳；招商基金：杨

成 

时间 2023 年 1月 13 日下午 15：00-17：00 

地点 成都市三色路银海芯座大厦 B座 7 楼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杨成文；证券投资部经理：张立军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会议在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久远银海”）会议室举行，久远银海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杨成文和证券投资部经理张立军出席本次投资者调研交流会

议。 

 

一、张立军简要介绍公司基本情况 

久远银海定位于智慧民生服务商，聚焦医疗医保、数字政

务、智慧城市三大战略方向，面向政府部门以及行业生态主体，

围绕医疗健康、医疗保障、价值医疗，以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住房金融、民政、工会、智慧城市、市场监管、人大政协

等领域，面向政府部门和行业生态主体，以信息化、大数据应

用和云服务，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助力

“健康中国”行动和“数字中国”建设。 



2022 年是全社会面临困难与挑战的一年，公司统筹协调，

积极克服困难，全力推进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努力将新冠疫情

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尽力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 

 

二、问答环节 

问：2022 年公司各主要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 

答：从 2022 年整体的情况看，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中医疗

医保业务的订单占比均超过公司总订单 50%，从增速来看，医

疗业务的订单增长迅速；数字政务板块中人社业务的增长势头

较好，2022 年订单占公司总订单的 30%左右；民政业务和智

慧城市业务订单增长也比较快速。 

 

问：政府在人社业务方面有何规划？公司在人社业务的推

进情况如何？ 

答：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021 年 6 月发布了《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其重点工作包括

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深化企事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质量等。在信息化方

面，实施社会保险经办能力提升工程，建设国家社会保障服务

中心，构建全国一体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加快推动

社会保险经办数字化转型，提升社会保险数据分析应用能力；

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全数据共享、全服务上网、全

业务用卡”，促进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与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深度融合；启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服

务信息化工程（“金保工程三期”）建设等。人社部的规划将

有力促进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体系更加科学完善，形成社会保

障全民共建共享的发展局面。 

2022 年，人社部门积极推进落实人社信息化便民服务创



新提升行动，创新社会保障卡服务能力，强化大数据应用能力，

切实提高便民服务水平。公司积极参与人社部门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省级信息化建设，中标多个省份项目；依托社保

卡覆盖面广、实名制和金融卡优势，重点拓展社会保障卡居民

服务“一卡通”应用场景，中标多个省级社保卡管理系统升级

和运营项目；继续推进四川省、天津市等社保卡惠民惠农资金

“阳光审批、阳光发放、阳光监督”工程，提升社会保障卡社

会服务能力，促进与相关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充分释放发

挥数据效能。未来公司将继续研发并落地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

的创新应用，探索包括社会保障、待遇发放、养老助残、 惠

民惠农、城市生活、交通服务以及金融服务等多卡合一和一卡

通用等场景和服务的落地。 

 

问：公司如何看待国家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公司在这方面

有无应用场景？ 

答：数据要素的重要性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国家发

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国务院《“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

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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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和信息化部《“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国务院《关

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同时

全国已设立多家数据交易市场，并出台了多部地方性数据实施

条例，这将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推进实现数据社会

化、规模化、市场化应用落地。 

公司主要业务是为政府部门提供政务信息化服务，人社、

医保、医疗、民政等行业沉淀了大量的信息化数据。公司应用

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积极探索和创新大数据应用服务，如



在天津市创新“金医保”模式，实现“三医融合”，极大地方

便了市民看病、挂号、医保报销、购药；在天津、云南、山西

等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推进“商保直赔快赔”应用场景的应

用落实，极大方便了商保公司、商保参保人员报销；利用社会

保障卡、线上社保卡覆盖面广、实名制和金融卡优势，推进财

政惠民惠农资金的“阳光审批、阳光发放、阳光监督”工程应

用场景的应用。上述应用场景均已落地，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 

 

问：2022 年公司 DRG/DIP 业务的推进情况？ 

答：公司积极参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信息化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发布以来已中标多个地州医保局的 DRG/DIP 项目并

已上线运行。2022 年公司重点推动院端 DRG/DIP 项目，并在

多个区域突破，帮助医疗机构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公司将抓

住支付方式改革机遇，服务更多用户，助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的稳步推进。 

 

问：医疗医保板块未来信息化重点方向有哪些？ 

答：公司将医疗健康板块，作为三大战略方向之一，继续

深入推进“服务大三甲、深耕医共体、创新卫健端”的行业发

展战略。重点拓展智慧医院（包括 HIS、电子病历、HRP）、

医共体、全民健康平台等业务； 

在医疗保障行业，重点拓展医保便民服务（包括医保电子

凭证应用场景、医保移动支付）；医保端和医院端 DRG/DIP、

医保大数据风控；双医融合服务平台（医保+医疗）、医保+

慢特服务、医保+融合支付，以及各地州新医保系统的建设和

完善等。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3-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