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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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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年度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风险因素”中的内容。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9股。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77,267,683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816,124股，以此计

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2,935,467.70 元（含税），合计转增 37,461,26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将增加至 114,728,947 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

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同时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调整转增股本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

变化，公司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致远互联 68836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

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芳 李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坞村路甲25号

静芯园M座 
北京市海淀区北坞村路甲25号静芯园M座 

电话 010-88850901 010-88850901 

电子信箱 duanf@seeyon.com liangbj@seeyo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始终专注于企业级协同管理软件领域，为客户提供协同管理软件产品、解决方案、协同

管理平台及云服务，集协同管理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及服务为一体，是中国领先的协同管理

软件提供商。 

公司坚持协同管理软件“平台化和生态化”的发展战略，拥有自主研发的协同技术平台 COP-V5

和 COP-V8，支持混合云部署、可广泛多端连接与服务云化，且通过其低代码搭建能力，为客户实

现业务定制化与应用整合功能，深耕企业及政务两大市场客户。其中，COP-V8 平台采用云原生、

微服务架构等主流技术栈，满足超大/大型集团组织的数字化转型需求，支持超大/大型组织的专

属云部署和支持中小组织的 SaaS 在线订阅的商业模式。 

通过上述平台和产品，为客户提供协同办公应用、协同业务管理和协同运营管理等核心功能，

提升管理效率，助力数字化转型。 

1.公司的平台、产品及其核心应用 

公司秉持“以人为中心”的产品设计理念，基于“组织行为管理”理论，结合客户的成功应



用实践，形成了公司的平台、产品及其核心应用如下： 

 

公司基于协同管理技术平台 COP-V5 研发的产品包括：面向中大型及集团化企业的 A8、面向

政府组织和事业单位的 G6，以及相应的信创产品和移动产品，面向中小企业/组织的 A6 及相应移

动产品。 

公司基于云原生技术平台 COP-V8 研发的产品包括面对超大/大型组织的 A9C 和行业云，及规

划设计中面向中/大型组织的 A8C 等产品。 

（1）协同管理解决方案 

在提供协同办公产品的基础上，深入协同业务管理领域，为客户提供行业及领域解决方案，

进一步满足客户协同管理需求，包括业务管理和运营平台解决方案。 

协同业务解决方案：以协同办公为底座，根据客户业务需求，通过一站式的低代码、可视化

的应用构建工具，构建各种业务应用。例如，构建面向企业客户的费控管理、合同管理、供应商

管理、经销商管理等和面向政府、国企及央企客户的公文管理、督查督办、三重一大管理、外事

管理等协同业务管理应用。 

协同运营平台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数字化运营管理的技术和平台能力，通过建设协同运营

平台，帮助组织实现：统一信息入口、统一流程管理体系、统一系统集成整合、统一业务构建平

台、统一报表和统一数据中心，为组织构建新的 IT 治理架构，整合协同办公和协同业务应用，深

度连接前台和后台，实现组织内外连接、场景化业务连接和异构系统数据连接等，助力政企客户

数字化转型升级。 

（2）协同云服务 

公司基于公有云和专属云为企业和政府客户提供业务、数据和连接等多态融合的云服务，目



前已拥有数智人力云、数据采集云、协同政务云和营销服务云及行业云。其中， 

数智人力云（薪事力）：聚合智能招聘引擎、大数据服务引擎和低代码 PaaS 平台能力的数智

人力资源管理云服务，提供六大应用场景，包括组织人事、薪酬社保、招聘管理、绩效管理、考

勤管理、成本管理等，深度连接协同管理平台，打通 HR“软件+服务”的生态，为组织提供灵活

用工、人才盘点等专业 HR 服务，帮助企业实现 DHR 数智化转型。 

数据采集云（智联云）：基于 Formtalk 打造定位于多级、内外组织的大数据采集的社会化协

同，提供数据采集和数据流转的自定义搭建、智能报表分析等能力，满足客户数据采集的个性化

需求，实现业务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打造产业链、上下游、客户和公众的内外协同。 

协同政务云：依托专属云部署的 G6 打造电子政务云平台，围绕党政机关“办文、办会、办

事”等核心管理工作，全面覆盖党政机关多层级组织管理、公文管理、会议管理、督查督办、行

政审批、信息报送等政务办公与事务处理应用，并且针对政府业务特点，提供智慧党建、政务数

据服务、互联网+政务、拟态安全等创新解决方案，优化政务办公模式，提升行政运行效能，形成

地方党政各级机关核心业务全覆盖、横向纵向全贯通的全方位数字化协同工作体系。 

营销服务云：以“云+端”的方式，提供云营销服务、云交付服务和云生态服务，打通从营销

到交付到生态的线上营销闭环，持续赋能员工、生态伙伴和客户，提供多样化应用定制服务，满

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规模化交付，提升交付效率，有效控制营销与交付成本。 

行业云：依托于 COP-V8 技术平台，基于多云适配能力入驻行业云平台，基于低代码平台，提

供行业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定制，基于微服务和多租户能力提供面向行业协同运营需求的 SaaS 服

务。 

2.交付服务 

将协同管理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按照客户需求进行部署，满足客户使用需求，公司结合成功

实施交付经验和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构建了“1+4+N”实施交付服务体系，达成客户应用价值

主张。基于成熟的低代码平台，推动“云+端”相结合的交付模式，实现多人同时在线实施，并提

供大量可参考或可复制的业务实践成果，以平台化支撑产品化和规模化交付，提升项目交付效率，

为更多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二) 主要经营模式 

由于客户覆盖区域较广，结合不同产品系列适用的销售模式，采取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经营

模式，构建成熟、稳定的营销服务体系，具体情况如下： 

1.直销模式 



直销模式是公司直接与客户签订产品与服务销售合同，并进行相关软件产品交付和服务的模

式。公司的直销模式主要以 A9C、A8 和 G6 等系列产品的销售为主。 

2.经销模式 

经销模式是将产品以买断方式销售给经销商并由经销商直接面向终端用户签署产品服务合同

并进行产品交付和服务的模式。公司与经销商按折扣结算产品额，并充分给予经销商业务培训和

业务支持，目前有普通经销商和城市专营经销商两种。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所属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我国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规模效益稳步增长，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企业实力不断提升，行业应用持续深入，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数字化将成为支撑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重要方式，建设和投

入将会越来越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也将迎来最大的窗口期。协同管理软件与服务行业作为

数字经济重要组成细分行业，目前正在向平台化、移动化、云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成为企业、

政府统一的工作入口和运营中台。 

（1）行业发展阶段 

1）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党的二十大会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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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0%，中国信通院预计 2025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

超 60 万亿元。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统计数据，2022 年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

模以上企业超 3.5 万家，软件业务收入超过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2%，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6.5

个百分点。其中，云服务、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 10,427 亿元，同比增长 8.7%。2023 年 2 月 27

日，中国中央、国务院引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数字经济的发展进入加速落地阶段。

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引领和支持下，伴随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的持续加速发展并相互融合。协同办公作为企业运营中应用最广泛的业务场景，在数字化需求驱

动和政策指引下，迎来新的发展周期。 

2）“数字化+国产化”助力软件产业迈向新阶段 

国产软件在数字经济发展持续推动下，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在国家政策推动下，我国信创

产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关键核心技术展开自主研发从而实现国产替代，各种软硬件设施在党政、



金融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已经实现规模化落地，并逐步向电信、能源、交通、航空航天、教育、医

疗等关系国计民生行业领域拓展。长期来看，信创产业将逐步向全面市场化驱动转变，厂商将凭

借成熟的产品和服务获得市场认可，以客户需求为推动力来构建信创产业全生态发展。涉及国民

经济命脉的国企、央企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大企业，将共赴数字化赛道，为国产软件带来更大的

增量市场空间。 

3）云计算、大数据和 AI 等技术变革带给行业更高的成长性 

全球 IT 技术与产业创新进入以云计算、大数据和 AI 为中心的时代。随着我国软件服务化进

程不断加快，传统的软件产品开发、部署、运行和服务模式正在转向云计算和移动应用为代表的

新模式，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相应的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数

据资源、软件应用等服务。根据 Gartner 公布的数据，我国 SaaS 产业市场规模达到 29 亿美元，

2016-2020 年复合增速达到 55.2%。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走入各种业务与管理场景，在数字化的基

础上，智能化成为企业与公共组织新的创新焦点。人工智能成为新一代企业服务应用的必备特性，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人类对数字内容总量和丰富程度的整体需求不断提

高，据 Gartner 估计，到 2025 年人工智能生成数据占比将达到 10%。 

（2）行业基本特点 

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加快向垂直行业渗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转变，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背景，大量垂直行业将会重新

寻找自身的创新驱动力，数字化转型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国家各部委也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厂商凭借对新兴技术的把握、理解及服务经验，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具体

场景应用进行研发和实施，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水平，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以及服务型制造发展，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2）信创全面推广 

2022 年以来，“科技创新”和“信息安全”相关政策密集出台，为党政、金融信创全面推广助力，

也为其他行业信创的加速发展明确了发展路径。2022 年 10 月，二十大报告多次提及信息安全问

题，强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信创进入全

面推广新阶段。 

3）信息技术服务赋能客户，逐步形成合作伙伴生态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普及，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商通过新技术应用，升级原有服务内容，

提升服务能力，与客户的合作将不局限于成本控制，而是共同创造新价值，形成伙伴式的合作模



式。特别是生态伙伴赋能，将在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中逐步提高服务附加值，在用户追求更完

善的产品和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下，服务内涵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模式，

主动挖掘跟踪客户需求并提供与之匹配的服务，实现从单一交付实施到整体方案服务的技术赋能

提升。 

4）云原生架构助推企业向云转型 

随着云服务商业模式日益成熟，基于云架构的解决方案和应用系统正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用户

的选择。云原生的平台架构能够帮助企业用户完成一系列关键性云计算转型与变革。云原生架构

能够提供一套完整的、面向混合 IT 环境的管理框架，利用适用于分布式应用场景的以“高效交付

云服务”为目标的运营模式，助力企业在短期内构建起面向云服务的管理规范和技术框架。除此

之外，云原生架构还将帮助企业平衡云计算带来的便利性与挑战，助力企业的 IT 部门充分释放云

生产力的同时对高度分布式的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管控。 

（3）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所在行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行业进入需要较高的技术层次。核心技术的积累、不断创

新的技术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作为管理软件，协同管理软件的研发需要具备组织管理思想，

并以软件为工具，进行管理思想的表达；协同管理软件研发需要对企业管理、组织模型、业务流

程等需要的深刻理解和长期实践积累；作为应用软件，协同管理软件需要跨越软件业自身技术与

不同行业客户需求融合的技术门槛，跨越多重标准、异构平台、多源数据融合的技术门槛，从而

确保应用软件系统实用性、稳定性和安全性，以上是企业在协同管理软件领域能否持久发展的重

要因素。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协同管理软件与服务行业领先的解决方案、软件产品与服务提供商，公司经过多年的

行业深耕，已在创新能力、产品技术、客群基础、市场品牌、营销体系、服务体系等方面构筑了

竞争优势。发展至今，公司拥有 5 万多家企业和政府客户，业务范围基本覆盖全国大部分省、自

治区及直辖市，客户涵盖了制造、建筑、能源、金融、电信、互联网及政府机构等众多行业及领

域，并获得各行业内知名客户的认可，广泛的客户资源为公司在同行业的竞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低代码平台化 

公司的技术平台具备低代码平台属性，根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海比研究院联合软件开发技



术和低代码平台提供商发布《2022 中国“低代码”领域十大趋势报告》：2022 年中国低代码市场规

模预计达到 42.6 亿元；未来五年，中国低代码市场复合增长率为 49.5%，预计 2025 年达到 142.2

亿元。在低代码垂直领域，目前有如下特点及趋势：2022 年将有 40%-60%的大型企业使用低代码

开发应用；从独立应用到数字化平台，低代码将成为中大型企业的数字化应用基础设施；企业级

低代码平台大量出现，加速企业核心业务系统开发；差异化竞争是诸多厂商的战略之一；核心关

注点在 AI、物联网、数据接口集成、数据分析等技术。 

（2）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信创） 

随着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国家信息规划”》《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的指导意见》及工信部发布的《关于开展“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2-2025

年）》等文件的发布，政策扶持对于信创产业发展推进的意义重大，我国信创产业竞争力不断突破，

国产化进程稳步推进。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结合 2022-2027 年我国信创产业预计国产化率，测算 2022-2027

年我国信创产业市场规模。在保守估计下，我国信创产业市场规模在 2027 年或将超 2.62 万亿，

2022-2027 年年复合增长率为 41.0%；在一般估计下，我国信创产业市场规模在 2027 年或将突破

2.76 万亿，年复合增长率为 41.4%。 

（3）云化/SaaS 

随着我国软件服务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软件产品开发、部署、运行和服务模式正在转向

SaaS 云计算和移动应用为代表的新模式，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相应的服务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数据资源、软件应用等服务，逐步成为软件服务的主要模式，降低

了企业在协同产品方面的支出与使用成本，相较传统软件更具优势。 

（4）移动化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企业精细化管理和高频移动办公需求的产生，最初的基础办公工具

和流程化的传统管理软件走向移动化。根据艾瑞咨询《中国综合移动办公平台行业研究报告》，2020

年我国综合移动办公平台市场规模达到 98 亿元，增速有所放缓为 24.1%，未来市场将以年复合增

长率约 26.6%的速度继续稳健增长，预计 2023 年将达到 201 亿元。 

（5）AI 技术 

云计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提升了协同管理软件的智能化程度。语音

办公助手、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电子发票、名片等 OCR 识别，成了头部协同产品的标配，分别

应用于智能审批、智能推送、智能数据分析、员工行为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办公设备连接的软硬一



体化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950,457,729.87 2,070,020,132.60 -5.78 1,841,894,055.3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48,456,357.67 1,430,425,088.86 1.26 1,310,895,760.24 

营业收入 1,032,429,773.92 1,031,229,259.91 0.12 763,291,342.0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4,080,587.34 128,789,371.84 -26.95 107,599,190.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4,400,330.12 120,370,909.32 -29.88 88,557,511.7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9,292,003.19 135,454,873.06 -188.07 125,196,454.6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53 9.49 减少2.96个百分

点 

8.5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22 1.67 -26.95 1.4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21 1.66 -27.11 1.40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19.85 17.56 增加2.29个百分

点 

15.6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41,827,617.74 281,398,290.73 221,021,030.75 388,182,83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896,449.50 61,397,674.35 -5,738,788.45 66,318,15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9,687,215.34 59,848,199.47 -5,610,070.34 59,849,416.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0,494,730.03 5,669,810.93 -101,672,159.79 197,205,075.7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1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数

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徐石 -1,140,000 16,670,000 21.57 0 16,670,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万

家自主创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733,330 3,733,330 4.83 0 3,733,330 无 0 其他 

深圳市前海信义

一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

信义一德信智一

号创新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 3,478,165 4.50 0 3,478,165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欧养老产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85,419 3,411,772 4.42 0 3,411,772 无 0 其他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庚价

值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668,886 2,678,651 3.47 0 2,678,651 无 0 其他 



用友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35,000 2,455,000 3.18 0 2,455,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万家经

济新动能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2,000,000 2.59 0 2,000,000 无 0 其他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睿

见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5,558 1,915,540 2.48 0 1,915,540 无 0 其他 

胡守云 -460,000 1,415,000 1.83 0 1,415,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陶维浩 -320,000 1,035,000 1.34 0 1,035,000 无   

境 内

自 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请参见本节“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