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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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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30,078,57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优博讯 股票代码 3005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镇 王腾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 63 号高
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36 楼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 63 号高
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36 楼

传真 0755-86520430 0755-86520430

电话 0755-22673923 0755-22673923

电子信箱 liuzhen@urovo.com teng.wang@urov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AIDC（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厂商和 IoT 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

商，核心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智能数据终端（PDA）、智能支付终端（智能 POS）、专用打印机、智能自
动化装备等 IoT智能终端产品并提供相关的软件及云服务平台。

公司的智能终端产品是可集成多种软硬件功能的工业级智能终端设备， 根据行业客户需求可实
现数据的实时采集、计算、传输以及打印、金融支付等功能，是公司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以及赋能产业
数字化的核心载体和数据入口。 以智能终端为载体，搭载为行业场景深度定制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
及云服务平台，为行业客户提供多样化、一体化的数据感知采集和边缘计算能力。通过持续的创新，公
司致力于为物流快递、电子商务、零售和服务、生产制造、医疗卫生、食品医药、公用事业、行政执法及
金融等行业客户提供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服务。

1.物联网智能终端产品

2.软件及云服务平台 UEE（UROVO Enterprise Enabler）
为了满足行业客户及合作伙伴对于设备及应用全方位的管理需求， 持续提升智能终端硬件与软

件的深度融合，提供聚焦客户业务需求的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公司打造了业界领先的跨平台、跨终端
的软件及云服务平台 UEE（UROVO Enterprise Enabler）。 UEE 充分发挥云服务高效率、低成本的优
势，助力企业加速业务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1）降低中小型企业 IT成本：中小型企业想获得专业的 IT 技术支持，需耗费巨大的资金、时间与
人力资源，使用云服务平台可实现快速部署，避免大量的技术开发投入，使用过程中也不需支出信息
系统维护成本就可持续获得服务，减少中小企业在信息系统建设和维护方面不必要的开支。

（2）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对移动应用管理（MAM）、移动设备管理（MDM）及移动内容
管理（MCM）模块的运用，为智能终端从注册到回收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管理。 在信息处理、传输、
存储的各环节无缝整合，打造高效、敏捷、自动化的运维，提升运营管理和使用者的工作效率，从而大
幅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3）统一性与可扩展性：涉及跨平台、跨终端的多个设备并发运行时，经常会遇到同一程序需要在

不同类型设备部署的情况，云平台能够将运行的程序与硬件无缝嵌入，打通企业不同工作平台，让业
务具有统一的入口和运行平台，使工作更具协调性与效率性。 同时，云平台可以扩展工作人员对相关
数据的访问方式，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有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

（4）安全性与灵活性：UEE 为用户提供从底层架构、通信协议到上层应用的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并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业务中存在的异常，协助企业进行风险防控。 UEE支持 SaaS云服务和私有化
独立部署模式，满足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客户对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不同需求，无论架设在私
有云还是公有云上，都能保证用户的访问和数据安全。

（二）公司所处行业基本情况及公司的行业地位
1. 公司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的智能终端产品是可集成多种软硬件功能的工业级智能终端设备， 根据行业客户需求可实

现数据的实时采集、计算、传输以及打印、金融支付等功能，是公司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以及赋能产业
数字化的核心载体和数据入口。 以智能终端为载体，搭载为行业场景深度定制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
及云服务平台，公司为行业客户提供多样化、一体化的数据感知采集和边缘计算能力。 通过持续的创
新，公司致力于为物流快递、电子商务、零售和服务、生产制造、医疗卫生、食品医药、公用事业、行政执
法及金融等行业客户提供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服务。

（1）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移动信息化应用是数字经济的典型应用，相关市场进入加速增长
期

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移动信息化应用是企业数字化管理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和产业数字
化的核心内容。智能移动信息化应用融合了信息识别、数据采集、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三者又共同构成人工智能的基础。 随着这三大技术的发展，物联网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在
相关行业内的应用也由浅入深，从基础的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进一步向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当前，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已具规模，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的特
征，各国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抢夺战略高地。国务院印发的《“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移动信息化应用正是数字经济的典型应用，受益于产
业数字化渗透加速，相关市场进入加速增长期。

随着行业信息化和联网水平不断提升，产业物联网连接数占比提高。 根据 GSMA Intelligence 预
测，产业物联网连接数在 2017年到 2025年将实现 4.7 倍增长，大大高于消费物联网连接数预计实现
的 2.5倍增长。海量连接保障物联网各应用场景实现，开启万物互联时代。由于物联网应用需求多样、
设备形态多样、技术选择多样，使其发展呈现割裂、碎片化的特征，随着物联网设备的不断增多，这一
痛点将制约其发展。物联网要实现万物互联，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就需要打破信息壁垒，对物联网数
据进行及时、高效地分析、使用。 OpenHarmony（开源鸿蒙）作为鸿蒙系统的开源版本，定位于面向下一
个十年的泛终端操作系统，首次实现了跨设备的操作系统，并支持消费级产品和工业级产品。 基于其
多终端弹性部署设计理念，OpenHarmony有望实现 IoT 及各类行业场景的广泛应用，加快促进产业数
字化的繁荣发展。

（2）智能移动应用的行业场景极为丰富，各行各业数字化潜力巨大
在物联网时代，传统行业都在以各种形式触网、联网，并向以实现智能化、自动化为主要特征的产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产业数字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基建正在成为经济逆势增长的新动能。以智能数据
终端、智能支付终端和专用打印机、智能自动化装备等 IoT 智能终端产品为载体，通过在企业核心业
务操作流程中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计算、传输以及打印、金融支付、远程控制等功能，协助企业进行
全业务流程的可视化精细化管理、实现降本增效。智能移动应用的行业场景极为丰富，包括物流快递、
电子商务、零售和服务、生产制造、医疗卫生、食品医药、公用事业、行政执法及金融等。

1）物流快递行业逐步从人力密集、资本密集开始转向技术密集，智慧物流产业市场前景广阔
根据国家邮政局数据，2021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3.0亿件，同比增长 29.9%；

2021年快递与包裹服务品牌集中度指数 CR8为 80.5，市场较为集中。头部物流快递企业凭借人才、科
技、资本的优势，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部分中小型物流快递企业逐步退出市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
应”更加凸显。

我国快递行业在初期发展阶段，通过人力密集迅速完成了规模的扩大，近几年，随着快递网络体
系越来越大，劳动成本日益提升，科技运用能力已成为推动行业升级的强大动力，快递行业开始进入
技术密集期。促使快递物流企业在科技方面前瞻布局并持续投入，获得在劳动力日益紧缺的未来持续
领先的强大动力。 因此，国内物流快递企业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保持较大的信息技术建设投入。

智慧物流是工业互联网的重要环节，长期拓展空间广阔。 在智能制造领域，智慧物流是工业 4.0
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工业 4.0 职能工厂的框架内，智慧物流是连接供应和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
智能工厂的基石。 拥有一定智慧能力的物流系统，系统可以通过不断优化的业务规则，有效合理利用
资源，提供物料需求服务，满足企业生产需求，实现物流在供应链各层级的自动化、可视化、可控化。受
益于其在工业互联网中的重要地位，智慧物流产业市场前景广阔。

2）传统零售和服务行业向“新零售”转型，AIDC、移动支付应用更为深入
艾瑞咨询发布的《2021 年中国即时零售行业研究报告》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我

国消费群体逐渐发生变化，新的消费群体对个性化、舒适化、便捷化的需求日益提升。而且伴随着消费
升级，国内消费市场整体呈现出快节奏的状态，加之新冠疫情大大催化本地即时零售需求，消费者的
线上消费、即时性消费习惯逐步养成，让万物到家新时代加速到来。

即时零售业态看似外卖品类的拓展，实则为线下零售场景的延伸。 即时零售对于商品丰富性、配
送时效性的要求更高，其复杂程度超越传统电商、前置仓以及外卖场景，但无论是平台、运力还是商家
终究绕不开“人、货、场”的规则。 后疫情时代，电商平台和新零售企业对供应链管理、客户服务和物流
配送服务水平的要求将会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管控能力、物流配送效率和消费者体验成为电商平台和
新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将促使其进一步加大信息化投入，而 AIDC 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应用
是其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移动支付技术解决零售业务中快捷支付和交易信息闭环的问题。 移动支付技术在线下的高度渗
透大大提升了支付便利性，但单纯的支付信息并不能完整的反映出交易情况，只有基于智能 POS 构
建交易和支付的信息闭环才能真正沉淀客户的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用作消费行为跟踪、 消费信息记
录、联系方式收集、消费习惯掌握，使商家可以进行 CRM客户管理、广告推荐等大数据方面的应用；收
单机构也能通过挖掘商户经营和交易数据，更好的为商户提供多样化的商业信息及金融服务，收单机
构将以商户的需求为导向，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不断创新智能 POS的商业模式、丰富智能 POS 的增值
功能。

3）受益于 5G网络和技术以及 5G与 AIoT的深度融合，将发掘出更多智慧医疗应用场景
随着 AIoT、5G的快速发展和对感知层的融合，智慧医疗技术架构中的传感装置和终端设备在计

算能力、传输能力方面有显著提升，感知层具备更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和传输能力，不仅具备对数据、
信息的持续、快速的采集能力，还具备更强大的实时数据分析和业务计算能力，典型代表产品有无线
医疗设备、医护类手持终端设备等。

自《“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医疗产业提高至国家战略，政策持续加码成为智慧医疗快
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医疗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不可扭转的发展趋势。突发公共医疗卫生事件的发生也
是医疗卫生和医药领域信息化的催化剂，快速、全面、精确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是高效管理和决策的前
提。 新冠疫情发生后， 全球各国将进一步加大医疗卫生和医药领域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资与采购力
度。

4）新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拓宽 AIDC产品和解决方案在智能制造、智能仓储、产品溯源等领域的
应用范围

我国制造业产能巨大，但同时又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有强烈的智能化改造需求。近年来，我国政
府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战略正在大力推进物联网技术向传统生产制造业的深度渗透。 在工业生
产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深度应用以机器视觉等技术为基础的 AIDC 产品和解决方案将成为生产制造
企业的标配。 同时，工业云平台、工业大数据等配套服务模式将逐步完善，进一步整合服务资源，从而
带动我国传统生产制造业的全面转型升级。

机器视觉是指利用相机、摄像机等传感器，配合机器视觉算法赋予智能设备人眼的功能，从而进
行物体的识别、检测、测量等功能。三维机器视觉实现了对物体的三维识别和检测，是机器视觉的发展
方向和热门研究领域。智能数据终端的信息识别技术，也由现阶段二维图像的分析和识别向三维识别
发展，实现对物体的三维识别和检测。 融合了机器视觉技术的 AIDC 产品和解决方案在物流仓储、智
能制造等行业有广泛的应用需求。

DPM（Direct Part Mark）是一种特殊的标识制作技术，该技术可以实现直接在零部件表面上做标
识，而不需要纸张、标签一类的标识载体。 DPM码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直接在零件表面形成牢固的甚
至与零件相同寿命的图形和文字，成为产品本身的固定组成部分，永不丢失也不可涂改，并且在产品
的继续加工时也不会产生干扰，这样产品在整个寿命周期内都是可识别、可追溯的。可识读 DPM码的
智能数据终端产品及相关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和产品溯源等领域。

5）全球移动支付市场蓬勃发展，数字人民币加快落地为智能 POS终端厂商带来新机遇
随着用户群体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及疫情带来的巨大影响， 现金支付的减少在全球各国将是一个

普遍的趋势，非接触支付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普及，数字支付将在未来几年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默认的
支付方式，移动支付正在全球掀起一场革命，POS机具市场需求旺盛。

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移动支付笔数超过 390亿笔，占电子支付笔数比例已超过 55%，为历史新
高。 据统计，当前我国联网的 POS 机具数量大约在 3,500 万台左右，但智能 POS 渗透率仍然较低，伴
随着央行数字人民币的逐步推广，为适配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及相关功能，部分商户的支付终端将面临
着升级或更换为智能 POS 的硬性需求，智能 POS 有望由量变转向质变，迎来生态体系和市场需求的
大爆发。

2.公司的行业地位
（1）公司是国内 AIDC龙头企业，拥有完整的“数据采集+数据生成”软硬件核心技术和产品布局
公司作为国内最早自主研发数据采集终端并提供行业级智能移动信息化应用整体解决方案的企

业之一，在数据采集核心技术积累和软硬件产品布局方面具有较强的先发优势，自 2019 年全资收购
佳博科技之后，补齐了专用打印机这一 AIDC领域必不可少的产品门类，成为全球少有的拥有完整的

“数据采集+数据生成”软硬件核心技术和产品布局的企业之一。
1）智能数据终端（数据采集终端）
从全球市场看，斑马（Zebra）、霍尼韦尔(Honeywell)、得利捷（Datalogic）等欧美老牌厂商仍占据较

高的市场份额，但其收入主要来自欧美地区，在中国、东南亚、印度、俄罗斯、中东、南美洲和非洲等国
家和区域的市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近年来，公司凭借产品的高性价比优势以及一体化、定制化产品
和服务优势，在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尤其在印度、东南亚、欧洲、俄罗斯及南美洲市场保持了较快
的增速，市场地位和品牌知名度得到较大提升。

在国内市场，厂商众多、市场集中度较低，公司作为国内最早自主研发智能数据终端并提供行业
级智能移动信息化应用整体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具有较强的先发优势，尤其是在智能移动信息化应
用最早的物流快递和电商行业，公司产品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处于市场领先地
位；除公司外，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司等国内厂商也占据较强的市场地位。

2）专用打印机（数据生成终端）
从全球市场看，斑马（Zebra）、爱普生（Epson）等美日厂商在海外专用打印机市场占据较高的市场

份额。
在国内市场，厂商众多、市场集中度较低，目前在国内销售的专用打印机以斑马（Zebra）、爱普生

（Epson）、佳博、新北洋等品牌为主，总体上国际品牌仍占据主要地位。 佳博科技作为国内专用打印机
行业的领先企业，在产品研发设计、规模化生产、质量管控以及市场响应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致力
于推动专用打印机国产化进口替代。与国外专用打印机知名品牌相比，佳博科技依托高效的市场需求
跟踪、快速响应能力以及高性价比产品优势，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对国际品牌造成了一定
冲击。

（2）公司是国内最早自主研发并量产智能 POS 的厂商之一，在智能移动支付领域积累了多项核

心技术和丰富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目前智能 POS 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但掌握核心技术并拥有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企业仍然较

少，公司是国内最早自主研发并量产智能 POS 的厂商之一，在智能移动支付领域积累了多项核心技
术和丰富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从全球市场看，惠尔丰（VeriFone）、银捷尼科（Ingenico）等欧美老牌厂商在海外 POS 机具市场仍
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但其收入主要来自欧美地区，在中国、东南亚、印度、俄罗斯、中东、南美洲和非
洲等国家和区域的市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在国内市场，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福建联迪商用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百富环球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厂商占据较强的市场地位。 近年来，国内非现金支付的不
断普及与场景下沉为电子支付机具提供了较大的市场空间，同时支付场景、支付方式不断丰富，传统
POS机具快速更新迭代， 央行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应用将进一步助推 POS 机具的智能化升级换代，公
司的智能 POS产品在以智能 POS为代表的新一代 POS机具市场具有较强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地位。

（三）主营业务分析
2021 年，公司坚持技术引领战略，在 5G、数字人民币、机器视觉、条码识读引擎、DPM 码识别、

RFID等方面着力加大投入，持续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加快新产品的推出速度，不断强化核心竞争
力；进一步巩固物流电商领域领先优势，着力拓展新零售、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新兴行业领域市场并
取得显著成效；持续强化国内外渠道和营销服务网络建设，海外市场发展迎来新机遇；打造 IoT 云服
务平台和软件系统生态，助力企业快速、低成本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积极响应国家强化产业链、供应
链自主可控的号召，加大供应链多元化和安可布局力度，加快国产鸿蒙系统导入适配、积极参与鸿蒙
生态建设；首次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进一步提升了运营效率和团队凝聚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16,568,775.6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670,131.3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94%。

1.持续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加快新产品的推出速度，着力加强对 5G、数字人民币、机器视觉、
条码识读引擎、DPM码识别、RFID等相关技术及产品的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加快新产品的推出速度，发布了 5G 智能终端 DT50
系列、超高频 RFID 智能手持终端 DT50U、新一代工业级安全智能终端 RT40、可穿戴二维扫描指环
SR5600、专用打印机 K329、P8100系列工业平板等多款行业领先且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 其中，
超高频 RFID智能手持终端 DT50U可大批量识读 20米以内 RFID标签，荣获了 2020“物联之星”年度
最有影响力创新产品-RFID手持终端奖；新一代工业级安全智能终端 RT40 搭载超远距扫码引擎，可
轻松识别高货架货物，配备低温电池、专业抗冷凝屏幕，屏幕及扫码窗可低温自动加热，在零下 30℃仍
可正常使用，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冷链及仓储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可穿戴二维扫描指环 SR5600 支持
手指穿戴和手套式穿戴，极大化解放操作人员双手、提升工作效率。

公司推出国内首款 5G医疗 PDA（DT50H 5G）以及医疗专用移动数据终端 i6310H、医保业务综合
服务终端等新产品，着力完善医疗卫生和医药领域数字化产品体系；作为工信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二级节点（特定行业应用服务平台-医药制造行业）项目”承担单位和国家药品溯源体系建设的核心
参与厂商，公司协同珠海复旦创新研究院等创新研发机构资源，持续优化升级药品溯源解决方案及相
关软硬件产品。

公司积极配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以及各大商业银行开展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开发和应
用，积极参与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应用场景设计与落地工作，并根据数字人民币具体应用场景推出定制
化的软硬件产品，公司全系列智能 POS 均已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实现了智能 POS 产品在各个试点
城市的落地使用，为人民币的数字化与线下商户支付场景的升级改造持续贡献力量。公司积极进行数
字人民币“硬件钱包”产品开发、协助商业银行进行商户端双离线试点改造。

公司在条码识读引擎、机器视觉算法、DPM 码识别等 AIDC 核心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
提升了公司数据采集终端产品的识读精度、 距离及极限场景下的解码性能， 大大拓宽了行业应用场
景。

公司参股了全球少有的、已实现自研超高频 RFID识读芯片量产的芯片企业———东信源芯。 基于
和东信源芯在超高频 RFID技术和产品开发方面的紧密协作，公司大大提升了在 RFID 领域的核心竞
争力，进一步实现了公司产品核心供应链的安全可控和 AIDC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公司推出 UWB 精准定位资产管理解决方案，该方案由定位基站、系统控制器、定位标签三部分
组成，可应用于智能工厂、仓储物流、交通运输、体育赛事、司法监狱、工程施工、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

2.进一步巩固物流电商领域领先优势，着力拓展新零售、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新兴行业领域市
场并取得显著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巩固了物流电商领域的领先优势，尤其是在推动机器视觉等 AI（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于分拣、仓储等物流环节方面，在业内广受好评，凸显了公司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优势。
公司继续与国内知名物流快递和电商企业保持深度合作， 中标了多个国内大型快递物流企业的重大
项目。

公司基于在物流电商和仓储领域丰富的技术储备和行业经验， 针对社区电商和即时配送的特定
需求， 以提升物流配送效率和消费者体验为出发点， 结合适用于低温冷链配送环境的 RT40 等新产
品，形成了面向即时配送领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中标了国内大型电商平台和新零售企业项目，助力
其打造适应后疫情时代的即时零售模式。 公司在机器视觉等 AI技术的应用方面也树立了新的标杆，
高拍仪产品和智慧门店系统解决方案已应用于大型连锁餐饮企业门店中， 可帮助餐饮门店等营业场
所自动识别物料、商品并实时采集统计数据，大大提升了门店的可视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公司在进一步梳理并完善医疗卫生和医药领域数字化产品体系的同时，正式推出“优博讯医疗”
这一医疗数字化领域的核心品牌， 着力强化这一行业领域的市场拓展力度。 公司的医疗专用扫码终
端、数据采集终端、移动智能医护终端、医药条码打印终端、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和溯源系统等软硬
件产品已在医药/疫苗溯源、医保结算、疫情防控、移动护理、社区医疗、UDI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码管
理、医废追溯等医疗卫生领域的各个功能场景中实现了广泛应用。 公司推出的国内首款 5G医疗 PDA
（DT50H 5G），基于 5G 网络打造“以病患为中心”的就医流程，帮助医院管理者、医生、护士提升管理
和工作效率，助力医院 5G智慧医疗建设，已应用于华南、华中以及华北数十家医院数字化项目。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通过打通数据采集终端及政府疫情防控平台，公司的智能数据终端产
品及整体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健康码核验、核酸检测、疫苗溯源及接种、人员信息采集、人证核验等
国内疫情防控的各个环节，大大提升防疫效率，数字化助力疫情防控。

公司凭借多年为制造业提供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经验，深刻理解制造行业的特殊需求，针对
生产制程管控、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公司基于自主研发的机器视觉算法、DPM 码识别、RFID 等领先技
术打造的智能终端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已经在智能制造领域取得行业标杆客户的广泛认可。

3.持续强化国内外渠道和营销服务网络建设，海外市场发展迎来新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国内外营销和服务网络布局，提升服务水平与效率，通过加强渠道销售

体系管理和电商网络销售体系建设，推进渠道销售的规范化、标准化。
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海外客户需求和订单交付延缓，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海外业务的开展。 但

在后疫情时代，欧洲、东南亚、印度、俄罗斯、中东、南美洲和非洲等国家和区域的电子商务、物流及电
子支付加速发展，零售、交通、医疗、能源、行政执法等传统行业领域对智能移动信息化产品的应用需
求空间巨大。 报告期内，公司在俄罗斯和欧洲等国家和区域的业务市场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进展、增
长较为迅速，其他国家和区域的业务拓展也在逐步恢复。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新加坡优博讯科技有
限公司，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

4.积极打造 IoT云服务平台和软件系统生态，助力企业快速、低成本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公司的智能终端产品已被广泛部署并应用于全球多个国家和区域的各个行业场景中， 为了满足

行业客户及合作伙伴对于设备及应用全方位的管理需求，报告期内，公司搭建了 IoT 云服务平台 UEE
（UROVO Enterprise Enabler），通过自主研发和赋能开发者、集成商等合作伙伴向行业客户提供面向
各个行业场景的应用软件和解决方案，着力丰富 UEE的生态内容和服务能力，进一步优化应用市场、
远程管理、数据中心、设备归属管理、系统定制、商户信息管理、子商户等服务模块，形成了服务集群，
为行业客户及合作伙伴提供全球化的在线实时安装部署、管理、排障、运维与其他增值服务，大幅节省
人力及时间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助力企业快速、低成本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5.持续加大供应链多元化和安可布局力度，加快国产鸿蒙系统导入适配、积极参与鸿蒙生态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多元化布局供应链体系，将全门类产品线导入国产化供应链体系，着力强化对软

硬件产品所搭载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安可替代。公司新发布的各系列产品均支持国产北斗定位系统，国
产鸿蒙系统正在加快导入适配中，部分智能终端产品已完成鸿蒙系统的适配。

公司以金牌捐赠人的身份加入“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并以项目群 B类捐赠人的身份参与到开源
鸿蒙项目中，在 AIDC、IoT、金融支付等领域积极参与鸿蒙生态的建设。 未来公司将加快相关产品导入
适配鸿蒙系统的进程，借助鸿蒙接入更大物联网生态圈，打开产品应用边界。

6.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进一步提升了运营效率和团队凝聚力
2021 年 6 月，公司发布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 年 9 月首次向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包含外籍员工） 共 70 人以 7.80 元/股的价格授予限制性股票
326.40万股。 公司推出上述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是激励核心人才，催化内生动力，进一步提升了运营
效率和团队凝聚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258,573,013.98 2,024,083,089.80 11.58% 1,900,723,12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9,851,309.65 1,493,095,750.03 11.84% 1,239,802,760.7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416,568,775.67 1,159,288,508.98 22.19% 951,309,60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670,131.31 119,179,890.41 28.94% 51,356,38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1,719,700.61 109,041,697.44 39.14% 23,949,816.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173,150.06 125,575,787.99 20.38% 209,983,213.0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46 0.37 24.32% 0.1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46 0.37 24.32%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9% 8.36% 1.13% 6.6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01,918,007.09 320,374,065.55 416,943,468.08 377,333,23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240,191.27 39,655,318.15 54,506,353.98 16,268,26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171,204.11 29,025,014.70 61,067,064.86 16,456,41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44,629.39 -79,214,043.57 -34,697,951.84 237,040,516.0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522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22,24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优博讯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42.30% 140,049,000 0 质押 32,000,000

陈建辉 境外自然人 3.63% 12,017,171 6,302,679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
元美丽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0% 6,291,385 0

斯隆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9% 5,582,000 0
CHEN YIHAN 境外自然人 1.29% 4,274,400 4,274,400
吴珠杨 境内自然人 1.17% 3,889,100 2,547,14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08% 3,582,586 0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鑫享 3 号资
产管理产品 其他 0.91% 3,022,22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
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8% 2,899,189 0

LIU DAN 境外自然人 0.86% 2,849,600 2,849,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 东中香 港优 博讯科 技控股 集团 有限公 司为公 司 控 股 股 东 ，
CHEN YIHAN、LIU DAN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上述三位股东与股东深圳
市博通思创咨询有限公司 、GUO SONG 为一致行动人 。 除上述股东之
间关联关系外 ，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其
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事项 临时公告名称 临时公告披露日
期 临时公告披露索引

质押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2021 年 1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01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2021 年 9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83

增资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021 年 2 月 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
disclosure/detail?orgId=
9900026566&announcementId=
1209252635&announcementTime=
2021-02-06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2021 年 2 月 11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
disclosure/detail?orgId=
9900026566&announcementId=
1209269962&announcementTime=
2021-02-11

股份回
购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2021 年 2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16

回购报告书 2021 年 2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19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2021 年 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21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3 月 2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22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2021 年 3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27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4 月 2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44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5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50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6 月 3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54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完成的公告 2021 年 6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56

股份回
购、减资

关于珠海佳博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承诺实现情
况说明及业绩补偿方案暨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
公告

2021 年 3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38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2021 年 8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82

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
公告 2021 年 7 月 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65

经营范
围变更

关于完成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
备案的公告

2021 年 3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26

关联交
易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21 年 3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35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1 年 5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53

关于新增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2021 年 8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79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
告

2021 年 9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85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1 年 10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92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
告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113

利润分
配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2021 年 3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36

2020 年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2021 年 7 月 2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67

重大担
保

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为银行授信互相提供担保的
公告

2021 年 3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37

会计政
策变更

关于根据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变更公司会计政策
的公告

2021 年 3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39

股权激
励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2021 年 6 月 15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
disclosure/detail?stockCode=
300531&announcementId=
1210239284&orgId=
9900026566&announcementTime=
2021-06-16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

2021 年 6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63

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公告

2021 年 7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70

关于向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21 年 7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71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
成的公告

2021 年 9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084

董事变
动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2021 年 11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106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111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部分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换届离任的公告

2021 年 12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118

监事变
动 关于选举产生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112

聘任会
计师事
务所

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2021 年 11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1-104

证券代码：300079 证券简称：数码视讯 公告编号：2022-006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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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26,028,06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数码视讯 股票代码 3000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志坚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开拓
路 15 号数码视讯大厦

传真 010-82345842

电话 010-82345841

电子信箱 sumavision@sumavisio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致力于视频技术、安全技术、5G 技术、AI 技术等数字技术方向的创新研发，在广电媒体、通

信新媒体、互联网、应急安全、智能汽车、工业互联网及国家能力建设等领域构建视频技术完整解决方
案，为运营商、企业、政府、金融等客户提供优质、精准的服务。

公司的业务按照行业划分主要涉及传媒科技行业、信息服务行业、公共安全行业、金融科技行业、
特种需求定制及其它行业。

1、传媒科技行业相关业务
主要产品及用途：
软件技术服务，为传媒产业生态提供高端软件迭代开发及新兴信息化服务，通过服务导向的业务

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传媒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产品和服务的深度耦合，推动硬件、软件、应用与
服务协同发展，对已部署软件产品提供持续开发、运行、服务模式及版本的迭代，同时为视频服务商提
供专业的云直播、云转码、云导播等 SaaS服务。

视频技术服务，主要包括应急广播端到端解决方案、8K/4K 超高清视频处理技术、全媒体平台解
决方案、电视台超高清解决方案、传统 DVB 前端平台解决方案、千兆入户整体解决方案、智能收视终
端操作系统解决方案等。应急广播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应急广播端到端解决方案可
实现国家省市县多级平台联动与部署，通过卫星、5G、融媒体、有线、无线等多种渠道传输覆盖链路，
实现应急广播消息到接收终端的速下发与传播覆盖；8K/4K 超高清视频处理技术包括 8KAVS3 端到
端解决方案、8K/4K+5G移动场景采编回传解决方案、8K/4K超高清帧同步解决方案等，通过赋能超高
清产业完整生态闭环，并通过 5G、AI、大数据等技术加持，为重要政务活动、大型活动、多项体育赛事
等提供视频技术服务；全媒体平台解决方案能够为电信、有线、电视台、网络视听等视频服务商提供大
型、专业、智能的流媒体技术与服务；电视台超高清解决方案能够为电视台 4K/8K 超高清频道建设以
及新媒体系统建设提供超高清编码、基带 IP化传输、4K/8K 远程制作、云上导播、转码、公网可信接收
调度以及云直播等相关技术及服务；传统 DVB前端平台解决方案为广电有线运营商前端平台 IP 化、
超高清化、智慧化、国产化替代提供设备与技术服务；千兆入户整体解决方案通过 FTTH 与 C-DOCSIS
技术的统一融合，真正可实现千兆宽带入户，8K/4K 超高清节目入户，为建设下一代广电传输网络高
速公路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智能收视终端操作系统解决方案为电视智能终端操作系统提供定制

化与规模化服务，真正实现了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自主可控与安全保障。
经营模式：公司的产品与技术服务主要采用两种经营模式，产品与设备类采用设计+生产+销售型

经营模式，软件技术服务类采用信息服务类型的经营模式，此外应急广播方案两种模式均有涉及。
行业发展状况：应急广播方面，2021 年 5 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老少

边及欠发达地区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2021-2025 年支持 701 个老少边及欠发达
地区县级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2021年 6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应急管理部印发《应急广播管理暂行
办法》，明确应急广播管理的总则、播出管理、系统构成、技术要求、运行维护、附则等内容。 2021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中指出，“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基
础，社会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推进应急广播系统建设。 ” 引用《应急广播系统
建设技术白皮书（2021 版）》中进展描述：“截止 2021 年 10 月底，全国已建成四川、黑龙江、江苏、安
徽、江西、山东、湖北、广西、新疆、辽宁等 10 个省级平台，1107 个县级平台，部署终端约 214 万个，覆
盖行政村 24余万个。 ” 全国还有广大市场亟待开展。 超高清视频技术领域，2020年 12月，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广播电视技术迭代实施方案（2020-2022 年）》指出利用 3 年左右时间，加快发
展高清/超高清和 5G 高新视频，完善 4K/8K 超高清视频技术标准体系，推进 5G 高新视频落地应用。
2021年 4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牵头制定《8K超高清大屏幕系统视音频技术要求》，这一文件将加速推
动国内超高清产业应用落地，整体产业规模将超 4 万亿元。 目前国内 4K 上星频道已经有四套，总台
及北京台也已经分别有一套 8K频道开播，未来国内超高清频道的建设将持续开展，市场前景广阔。

市场地位竞争优势：数码视讯在超高清领域，拥有业内完全自主算法库的 8KAVS3 编码技术，该
技术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并且参与总台、北京电视台 8K 技术规范起草，同时 4K 超高清
解决方案支持建党 100周年庆典活动、国庆 70 周年庆典活动、两会直播、北京冬奥高铁 5G 移动演播
室、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直播等多项超高清直播活动，全面参与了全国现有上星 4K 节目系统建设
与 4K节目落地以及国内全部两个 8K 频道：总台 CCTV-8K 超高清频道、北京台冬奥纪实 8K 超高清
试验频道的建设；在应急广播领域，深度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能够提供端到端全链路的设备与技术服
务，拥有国家级（总局）项目案例，省级项目占有率 80%以上；在宽带网改领域，全程参与新一代 C-
DOCSIS2.0标准制定，在同轴电缆是广电网络独有的接入资源，依然在全球范围都达到极高的入户渗
透的现有体系下，创新提出同轴+FTTH 光纤融合演进的技术方案，解决了城区海量 HFC 存量网络向
FTTH 演进的困难，具备很强的适应性与高性价比，是现存网络条件下进行 5G 网络改造升级可行性
较高的解决方案之一。

业绩驱动因素：国家政策的驱动、行业发展的需求、领先的技术、深厚的广电系统资源构成公司该
业务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

2、信息服务行业相关业务
主要产品及用途：应用于三大运营商 IPTV/OTT平台的视频编解码、8K/4K 超高清视频处理技术、

转码系统、视频加密终端、4K智能终端产品以及用户管理、广告、终端认证管理等软件系统。
销售对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通信运营商集团以及旗下各专业子公司、省分公司

和三产公司。
经营模式：主要以直销或合作运营的方式向通信运营商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直销方式采用提供

软硬件产品或技术服务获得盈利。合作运营方式采用技术合作、产品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相关业务运
营，从相关业务运营的收入中获得盈利。

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伴随 5G 发展，5G 赋能超高清具备天然优势，运营商在 5G+超高清视频领域
加速布局，作为业内少有可支撑客户视音频类综合业务全面开展的厂商，公司具备 20 余年视频技术
储备，与运营商专业公司成立视频领域合作实验室，合作范围既广且深。视频类相关产品门类齐全，功
能方面具备视音频编、解、转、分发、安全国密、版权保护等相关业务支撑能力，均达到国家广播级标
准。 终端类产品包含机顶盒、网关、路由器、IPC、CPE，产品类型齐全，性能方面具备技术储备优势，覆
盖全国省份的售后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及时优质的技术服务支撑， 已逐渐成为运营商多类终端产品
主流供货商。

业绩变化是否符合行业发展状况： 全球芯片等元器件短缺、 成本上涨等问题仍受疫情有一定影
响。 随着新增产品业务多方面开展，整体情况向好发展。

业绩驱动因素：国家政策驱动、运营用户的覆盖规模、公司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成本及质量控制、
售后服务体系均是影响业绩的重要因素。

3、公共安全行业相关业务
主要产品及用途：
视频安全保护，包括视频内容版权保护 DRM、传输链路数据保护、终端安全保护、数字水印追踪

等，为节目内容提供商提供内容版权保护及水印盗版溯源等服务，为电信、有线、网络视听等视频服务
商提供专网、公网、内外网等多种传输通道链路数据保护，为终端提供软件安全级别、硬件安全级别、
增强硬件安全级别的多种安全保护方案。

公共安全服务，包括应急广播安全保护、5G公网传输安全服务等；应急广播安全保护为应急广播
整体传输链路提供签名验签、 信息加密等安全保护服务；5G公网传输安全服务利用 SRT视频传输协
议适应 5G公网环境，实现安全传输保护服务。

终端安全架构设计及服务， 公司拥有系统底层安全架构方案， 可以实现 OS 系统底层的安全框
架，搭载该系统的所有终端类型以及基于该系统实现的所有业务，在业务触发安全机制的场景中，均
需要符合和调用该底层框架， 这种底层系统安全框架作为基础框架， 具备不可替代和不可删减的特
性。 可面向物联网终端、车载智能座舱系统、V2X车联网等提供底层安全框架，实现对关键数据、信息
流、交互信令、高价值影音娱乐等底层保护，其中，车载系统 DRM 和底层安全架构方案均已具备成熟
案例。

经营模式： 产品与设备类采用设计+生产+销售型经营模式， 安全软件技术服务类采用信息服务
型、项目打包结算型、按终端授权许可收费型的经营模式。

行业发展状况：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
局。”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以单独成段的方式对数字经济进行表述，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可见该方向
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数据安全又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已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其将成为国家大数据战略中至关重要的法制基础，成为数据安全保障
和数字经济发展领域的重要基石，与此同时，也为数据安全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商机。 整体万亿级规
模的数据产业中，安全将占总产业规模的 5%-10%。 公司提供的内容版权保护技术、数字内容水印技

术及数字内容传输链路保护技术为数据安全底层架构、数据传输等方向提供技术支持。
市场地位竞争优势：公司深耕视频安全领域多年，目前是市场上视频安全技术及方案最为全面的

公司之一。传统 CAS市场占有率突出，并且作为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深度参与 CAS相关技术规范
起草，拥有多项商用密码产品认证证书；DCAS 领域市场占有率更高，为多家节目运营商提供支持国
密算法的传输链路保护；DRM方面，公司是国内少有可提供数字内容加密技术、数字内容水印技术及
数字内容传输链路保护技术的厂商之一。作为 ChinaDRM标准主要制定单位之一，成为首个通过广电
总局 ChinaDRM集成研发服务认证的厂商，同时首批通过 ChinaDRMLABChinaDRM2.0 标准安全评估
认证；作为首家通过 ChinaDRM 数字水印安全评估认证的厂商，具有前端水印、终端水印整体数字水
印解决方案。

业绩驱动因素：国家政策的驱动、行业发展的需求、领先的技术、深厚的广电系统资源构成公司该
业务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

4、金融科技行业相关业务
全资子公司北京数码视讯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2 年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互联网支付牌

照、电视支付牌照，同年开始进行支付系统建设，并与支付清算机构合作，形成了覆盖国内银行及业务
场景多样化的产品体系，大力开拓电子商务、直播、社交、新媒体、广电端购物消费、游戏、公共事业代
缴费（单位/机构）、广电运营商等行业市场，积极响应国家跨境贸易政策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并已获
得跨境人民币支付展业资质，支付业务从国内延伸到海外，业务场景更加丰富，市场空间更加开阔。

主要产品及用途：第三方支付业务，为行业客户提供支付综合解决方案以及全线支付产品（包括
境内支付和跨境支付产品）。

销售对象：互联网电商、直播、游戏类商户、跨境电商平台、跨境服务类商户等。
经营模式：采用平台+支付的形式，在商户上线、系统运营之后，运用自身支付能力为商户间交易

提供资金支付通道，收取支付服务费用。 结合行业特点，制定解决方案，深度定制支付功能，收取服务
费用。

市场地位竞争优势：支付公司一直致力于服务企业客户，为行业提供解决方案，具有专业的定制
化能力。依托集团业务背景，深刻理解行业需求，市场优势明显。随着国家对支付市场反垄断的严格监
管，以及数字货币的推广普及，支付格局将会发生深刻变化，支付公司预期可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业绩驱动因素：国家政策的驱动、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政策驱动、行业发展的需求、领先的技术、深
厚的广电系统资源构成公司该业务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

采购控制：公司采购内容包括两部分：运营端为计算机软硬件采购、软件服务外包采购等；成本端
为银联、网联类清算机构和商业银行的通道采购。 由于公司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隶属中国人民银行
管辖，因此采购内容、来源均严格遵守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范。

业绩变化是否符合行业发展状况：支付业务整体市场规模逐年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数字支
付市场，同时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得到进一步发展，促进支付业务同步增长，支付公司在
此背景下实现盈利目标，符合行业发展情况。

5、特种需求及其他业务，包括涉及国家信息安全及特殊需求定制的软硬件业务、影视传媒业务
等。

特种需求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涉及国家信息安全及特殊需求定制的软硬件业务，主要是指涉及
到国家或行业信息保密、特殊需求特殊定制的业务。

经营模式和业绩驱动因素： 主要通过直销的方式向特殊定制需要客户提供软硬件产品或技术服
务获得盈利，国家政策的驱动、行业发展的需求、公司产品技术水平、质量控制、服务质量均是影响业
绩的重要因素。

市场地位竞争优势：长期以来公司积累了一批行业高质量用户，与行业内上下游厂商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深度战略合作模式，形成了完整的技术生态体系，核心技术及解决方案市场占有率快速提升。

业绩变化是否符合行业发展状况：特种需求方面业务报告期内发展情况良好。涉及国家信息安全
及特殊需求定制的软硬件业务在保持既有稳定客户群体的基础上，持续拓展新的客户群体。 同时，随
着视音频在特定行业需求的逐渐旺盛，公司相关产品的市场机遇与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公司将继续紧
抓发展机遇，不断丰富产品线，提升产品配套层级，扩大产品应用范围，承接更多项目。

其他业务主要为影视传媒业务，主要是指公司涉足相应影视剧的出品、联合制作等相关业务。 国
家政策驱动、合作制作方技术水平、作品效果等均是影响业绩的重要因素。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4,569,951,982.44 4,561,214,767.45 0.19% 4,415,684,06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91,555,943.23 3,914,518,798.62 1.97% 3,846,077,871.0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027,704,205.12 986,667,922.96 4.16% 1,016,372,85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785,206.43 76,730,925.94 36.56% 69,871,86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512,856.84 62,790,608.42 52.11% 61,704,463.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884,714.04 234,522,238.25 -37.37% 732,235,139.6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733 0.0541 35.49% 0.0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733 0.0541 35.49% 0.04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5% 1.97% 0.68% 1.8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8,519,389.64 264,601,171.92 238,851,926.32 315,731,71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24,029.96 57,625,723.27 3,729,437.43 31,306,01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01,241.88 35,441,281.66 16,389,963.41 33,280,369.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337,198.45 -19,784,682.50 3,887,607.29 104,444,590.8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107,792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106,619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东总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海涛 境内自然人 15.01% 214,538,518 160,903,888 0

香港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
司 境外法人 0.76% 10,918,169 0 0

吴海燕 境内自然人 0.51% 7,328,000 0 0

中国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 夏中证 5G 通信
主题交 易 型 开 放 式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7,260,586 0 0

安伟 境内自然人 0.40% 5,710,000 0 0

徐建林 境内自然人 0.38% 5,443,000 0 0

柯清丽 境内自然人 0.35% 5,000,000 0 0

北京华 海 德 航 科 技 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0.35% 4,944,822 0 0

张建军 境内自然人 0.31% 4,381,400 0 0

王兰花 境内自然人 0.29% 4,186,9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其中郑海涛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1日

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2288 2022 年 4 月 12 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