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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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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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90,639,775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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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方科技 股票代码 00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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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兴明 康提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
关村软件园一期 27 号院千方大
厦 B 座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
关村软件园一期 27 号院千方大
厦 B 座

电话 010-50821818 010-50821818

电子信箱 securities@ctfo.com securities@ctf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千方科技主要从事智慧交通和智能物联业务。 其中智慧交通业务提供从交通

运输行业管理到绿色出行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综合解决方案和服务，为交通行业
管理决策以及社会公众服务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在提升交通系统运行效率、优化
交通管理系统、 保障交通运行安全、 提高公众出行效率和体验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智能物联业务提供以视频感知及应用为核心的智能物联产品及综合解决方案，
助力政府客户治理及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帮助加强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赋能
企业客户智能化升级，实现综合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为消费者构建美好安全智能生
活。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公司的主要产品
1.1� 智慧交通产品、综合解决方案及服务
千方科技基于客户及用户在交通运输、 交通管理、 出行服务等领域的实际需

求，打造端、边、网、云自主协同控制的智慧交通系统产品与解决方案，为智慧交通
行业提供产业互联网技术与产品、解决方案、工程交付以及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
业务支撑，相关产品、解决方案及服务已累计服务全国 6,000 多个智慧交通项目，遍
布 200 余座城市。

1.1.1� 智能终端产品
公司依托对客户应用场景及业务价值的全面深刻理解， 提供多个系列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智慧交通终端产品，核心产品目前已覆盖信息感知采集、智能处理与
管理管控等多个领域，为构建高效稳定的智慧交通运行系统提供基础产品支撑。

1.1.2� 综合解决方案
公司以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和业务理解为基础，加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与行业发展深度融合，目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智慧交通解决方案供应商，助力
多层次综合交通系统的安全、便捷、高效、绿色和经济运转。

公司道路交通解决方案涵盖智慧交运、智慧路网及智慧交管等多个细分领域。
智慧交运解决方案以交通系统运行情况监测、运行状况评价、辅助决策等交通

运输行业的价值场景为中心，承建或服务于 TOCC、智慧枢纽等重点项目，为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掌控交通行业运行情况、发现潜在风险、感知未来趋势等需求提供重
要支撑和核心保障，并为公众提供丰富的信息服务提供方案支持。

智慧路网解决方案则是在传统的公路信息化系统基础上，积极顺应大数据、车
路协同等技术发展方向，响应客户基于交通大数据的计费稽查、车路协同等场景应
用需求，承建或服务于视频上云、智慧高速、车联网等重点项目，满足各类道路业务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应用的需要，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全要素全周期的数字化升级，
保障路网运行安全效率，维护路网资产价值。

智慧交管解决方案以“缓解城市拥堵、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创新交通管理理念”
为目标，以交通大数据的感知分析预测为核心，主要解决交通指挥管控应用、交通
信号优化应用、 交通缓堵治乱应用、 预警预测研判应用等场景的交通管理业务痛
点，承接或服务于城市交通综合治理、城市交通大脑等重点项目，帮助实现路网交
通流的均衡分配，提升对交通流的动态管控能力，降低交通拥堵风险，减少交通安
全隐患。

此外，在民航业务领域，公司为机场、航司等民航客户提供智慧民航解决方案
服务，在解决客户信息化及安全类的需求基础上，深入挖掘业务及数据的价值，通
过业务复盘等方式助力客户精细化管理的同时通过数据的高效整合利用为客户未
来运行提供决策，推动客户数字化转型升级；在轨道交通领域，公司为客户构建了
围绕指挥中心、轨道交通资产管理、一体化信息管理等价值场景的智慧轨交解决方
案，通过智能的物联设备、智慧的数据融合分析以及生动的可视化方式，促进轨道
交通数字化进程，全面提升智慧轨交运营能力。

1.1.3� 数据及运营服务
公司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采集和整合了海量的交通行业大数据， 日均产生超

过 100 亿个浮动车定位数据，形成业内领先的交通数据基础，并通过开放的合作生
态关系强化领先地位。 在此基础上，公司为互联网企业、车企、政府等客户提供基于
交通大数据的动态信息服务和数据分析应用等创新服务， 为公司业务开展提供全
面有力数据支撑，构建数据驱动下的智慧交通新业态。

此外，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交通行业在基础设施信息
化的基础上逐渐迎来深层次变革阶段，公司持续创新业务模式，挖掘业务场景深层
次价值，强化数据及运营服务方案设计，目前已实现针对交管客户的信号灯配时优
化运营服务、针对航司客户的机载大数据运营服务等运营服务方案的落地，有效的
强化了客户粘性，助力市场优势持续累积构建。

1.2� 智能物联产品及解决方案
公司以全景、数智、物联产品技术为核心，强化资源协同，加大 AI 等核心技术

创新研发投入，持续丰富公司产品线，深化全球化战略布局，推动价值行业价值场
景业务的快速落地应用， 目前已成为全球领先的以视频感知和应用为核心的智能
物联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遍布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2.1� 智能物联产品
公司业务领域持续拓展，技术产品布局持续深化，核心产品与 AI 等技术加速融

合，已打造形成面向政府、企业及消费者等多个客户领域，端边网云协同发展，贯穿
感知传输到存储计算的全链条智能物联产品体系。

公司前端产品主要用于以视频为核心的数据感知，包括网络摄像机、热成像摄
像机等产品，并结合行业智能化应用的发展升级趋势，以工程化落地为支撑，加强
实际场景适配，推出深度智能摄像机产品，捕获和抓拍等感知性能显著提高。

公司边缘计算产品主要用于边缘侧数据处理，包括人脸速通门等产品，主要通
过高性能计算芯片和智能算法赋能边缘设备， 满足部分业务数据实时高效处理要
求，提升系统整体运行效率。

公司网侧产品主要为适应融合业务网络发展趋势， 助力搭建安全可靠的智能
物联网络，提供包括交换机、无线网桥等产品，同时也针对当前智能视频业务的需
求升级，打造出视图安全准入网关燕山系列产品，助力全路径网络防护。

公司云端产品主要针对存储计算环节，其中存储产品覆盖高端固态存储、文件
及大数据存储、视频存储等领域，帮助客户从容应对海量数据的存储需求，应对业
务系统不断变化对存储平滑升级的挑战， 同时打造超融合视图云存储秦岭系列产
品，应对智能时代的业务场景需求变化，在计算产品方面，不仅提供通用服务器等
产品， 也持续推动具备高并发处理能力和集群化管理能力的智能分析服务器昆仑
系列产品的迭代升级，产品竞争力保持领先。

为保障公司硬件产品高效可靠运转， 公司推出了面向多层次客户领域的软件
平台产品， 主要包括城域级视频监控管控平台、 中小系统监控解决方案管控软件
等。

1.2.2� 智能物联解决方案
公司以融合宇视业软、存储、智能、安全和 UNISEE 开发接口的核心平台 IMOS

为基础，深度集成阿里云平台能力，搭建包含 IoT 引擎、视频云引擎、视觉智能引擎
和数据智能引擎的业务数据双中台，围绕行业客户的痛点需求，支撑行业综合解决
方案构建。 公司通过增强开放能力、降低开发难度、提供更有力的支撑等措施，加强
与合作伙伴技术、资源等全面协同，赋能合作伙伴更多的增值能力，共同完成行业
的定制化交付，共建智能物联业务生态圈。

针对政府侧客户，公司依托在公共安全、智慧交通、应急管理、司法监狱、教育
等多个城市管理领域的深度理解和挖掘， 通过以实现客户价值为中心的业务应用
系统构建， 推动政府数据整合和应用创新， 提高政府政务管理水平和政务服务能
力。

针对企业侧客户，公司聚焦价值行业客户价值场景，在满足企业安全管理的需
求基础上，把握企业客户在智能制造、提质增效等方面的深层次业务需求，在业务
端及场景端创新解决方案应用，实现业务价值闭环，目前行业领域覆盖商超零售、
仓储物流、工业生产等多个领域。

2、经营模式
2.1� 智慧交通业务
研发 + 销售型经营模式。
公司扮演着系统集成商和产品供应商的角色，只负责研发和销售，不涉及生产

领域，以此保持对市场动态和客户需求敏感性及快速响应。
公司通过投标方式从交通建设单位或主管部门承接项目， 并为客户提供一揽

子系统集成服务。 公司自行设计解决方案；自行开发或定向采购软件系统，在公开
市场采购通用设备，委托有相应系统硬件设备生产资格的厂家生产专用硬件设备；
最后通过总体协调、管理、安装和调试，将三者组成一个完整的智能交通信息系统。
部分专业性强的系统则由专业公司分包完成。

2.2� 智能物联业务
研发 + 生产 + 销售型经营模式。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 自行开发出市场需要的产品， 同时对以往的产品进行改

进。

公司采取“自主生产 + 外协加工”的生产模式，柔性控制生产能力。 公司内部生
产中心承担新产品试制及部分生产职能，合约制造商主要实施大规模产品生产。 公
司自建的桐乡智能制造基地启用后自主生产规模有所增加。

公司通过自建的营销体系销售产品，建立自己的客户群体。 在国内，公司通过
两级渠道的方式销售产品及视频监控解决方案；在海外，公司通过当地分支机构及
分销渠道销售产品。 通过与合作伙伴合作，公司扩大了销售团队的覆盖面，有效解
决了直接管理广泛销售网络所产生的成本和复杂性，建立了以政府单位、公共交通
机构、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为主的客户群体。

3、业绩驱动因素
智慧交通领域，《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持续落

地，取消省际收费站等政策红利快速释放，新兴技术与行业发展加速融合，智慧交
通行业数字化变革快速推进，市场格局迎来重塑，给公司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良
好的发展机遇；公司数字化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数字能力持续提升，供应链管理持
续改善，业务流程持续优化，组织管理体系持续完善，核心能力得到有效沉淀；与阿
里等战略合作伙伴加速合作开放， 协同效应陆续体现； 深刻理解把握行业客户需
求，以满足客户需要、实现客户价值为导向，加大市场销售力度，创新业务发展模
式，持续优化公司业务组合，为业务长期快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智能物联领域， 以视频感知和应用为核心的智能物联产品及解决方案逐渐成
为信息化的基础设施，物联化及智能化推动行业打破安防属性天花板，行业需求保
持快速增长；AI 等新技术与行业快速融合，产品迭代加速，技术壁垒不断提高，行业
集中度持续提升，行业领先企业充分受益；公司海外业务高速发展，销售渠道持续
完善，解决方案占比快速提升，全球竞争力不断加强；公司产品线持续丰富，供应链
管理进一步优化，规模效应逐渐体现；价值行业价值客户群持续拓展，战略协同快
速落地，业务机会持续开拓。

（三）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周期性、区域性特点
智能交通行业主要客户为各地政府、交通管理部门、道路规划和建设管理部门

等。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建设，目前大多属于政府采购的内容，需要依据政府采购
的流程采取招投标的方式进行。 项目实施、验收、收款主要集中于下半年，尤其是第
四季度。 上述情形使得本行业的经营特点具有周期性和季节性特征。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水平不平衡， 导致目前我国智能交通
管理系统的投资、建设在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体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点。

智能物联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但是存在一定的季节性，主要表现在
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较高。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扎根于行业多年， 凭借扎实的项目经验、 技术创新优势及优质的客户资

源，公司已发展成为行业内的领先企业，从技术服务到产品到解决方案均处行业领
先地位。

智慧交通方面，公司在 TOCC、高速公路信息化、城市轨道交通 PIS 业务等多个
细分领域均位于行业第一梯队，子公司北大千方、千方捷通等均成为各自细分领域
的行业龙头企业。

智能物联方面，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在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大数据、云存储、智
慧物联等领域具有技术领先优势，并面向全球政府、企业及消费者用户提供智能物
联产品及解决方案。 2019 年，市场研究机构 IHS� Markit 发布《2019 全球视频监控信
息服务报告》，宇视科技位列全球视频监控设备市场第 4 位，公司全球品牌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四）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公司的应对措施
2019 年，《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等政策密集出台，数字化采集、网络化传输及智

能化应用逐渐成为智慧交通行业建设重点内容， 以全国高速一张网建设为代表的
行业需求快速释放，5G、车路协同、AI 等新兴技术全面赋能，智能网联示范区等战
略项目加快落地，运营服务等创新业务模式不断涌现，智慧交通行业进入变革深水
区，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以充分把握行业快
速发展及行业格局重塑的双重发展机遇。

2019 年，广泛的场景应用为智能物联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基于安全的
业务需求稳定增长，高速收费稽查等业务需求不断释放，同时行业也面临着复杂的
国际贸易环境。 建筑工地实名制、保障性住房实名管控等政策的颁布实施带动智能
化应用需求快速上升，智能化综合成本持续下降，产品功能形态加速迭代升级，行
业智能化升级快速渗透， 数据智能与视觉智能融合应用共促客户价值实现和商业
闭环成型，价值场景持续衍生，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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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8,722,189,767.58 7,251,295,291.37 20.28% 5,357,375,67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13,374,155.73 762,614,387.43 32.88% 465,569,70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1,808,761.79 637,700,972.63 17.89% 269,896,30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37,207,167.51 191,481,363.95 389.45% 793,534,964.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54 27.78% 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54 25.93% 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3% 10.86% 1.07% 10.6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6,220,412,885.9
8

13,601,337,891.9
9 19.26% 11,911,397,506.6

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004,665,599.02 7,946,630,697.68 13.31% 4,887,855,3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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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506,560.91 1,941,547,651.74 2,107,447,929.05 3,028,687,62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2,411,561.59 221,893,349.58 217,021,812.23 422,047,43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4,892,051.53 188,540,005.75 209,586,093.30 228,790,61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25,519,066.34 323,432,652.25 -250,984,535.74 1,290,278,1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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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5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2,80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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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夏曙东 境内自
然人 16.08% 239,692,806 239,692,806 质押 159,830,0

91
阿里巴巴
（中国）网络
技术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96% 222,993,866 0

北京千方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21% 137,336,276 137,336,276

芜湖宇仑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1% 43,398,216 29,851,281 质押 29,851,281

芜湖宇昆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1% 43,376,116 29,851,281 质押 29,851,281

建信（北京）
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
公司－芜湖
建信鼎信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2.91% 43,346,406 0

北京电信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72% 25,620,304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60% 23,838,872 0

赖志斌 境内自
然人 1.52% 22,691,933 0 质押 15,799,999

夏曙锋 境内自
然人 1.46% 21,773,836 16,330,377 质押 7,90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夏曙东、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夏曙锋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在上述股东中,重庆森山投资有限公司是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股东,其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687,814 股，通过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38,752 股，实际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13,026,56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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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

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

利率

北京千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千方 01 112622 2022 年 11 月
27 日 10,000 6.5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
息兑付情况

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支付了自 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7
日期间的利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9）》，经公司
债券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审定，上调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调整为稳定；上调“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等级为 AA+。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8）》，经公司
债券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审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正面。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债券信用
等级为 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2.57% 37.51% 5.06%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44.46% 209.86% -65.40%

利息保障倍数 34.77 30.63 13.5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国外政治经济等不确定风险加大，国内经济转型持续推进，公司业

务需求面临多重因素影响；同时面对公司所处行业以 AI、物联网、云计算、5G、大数
据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公司坚定贯彻落实“双引擎 + 双驱
动”发展战略，以人工智能 + 云计算 + 大数据核心技术为引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和人才、技术储备，加快技术、产品及业务模式创新步伐，推进公司数字化升级转
型，为公司未来的全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公司加大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
积极把握取消省际收费站政策推动、城市交通综合治理需求旺盛等行业发展机遇，
经营业绩保持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7.22 亿元， 同比增长
20.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3 亿元，同比增长 32.88%。

随着 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产业的加速融合，传统行业产业链被
重新解构，从产品、解决方案到运营服务的产业链价值被重新定义，新的行业巨头
企业依托技术、市场资源等方面优势纷纷入局，行业格局面临重塑。 公司基于对产
业趋势和业务发展的考虑，引入阿里成为战略股东，为公司在未来行业格局重塑的
过程中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公司与阿里云达成全面深度合作，进一步强化云计算
等核心技术能力，推进智能交通和边缘计算领域的协同发展，共同打造国内领先的
智慧交通及智能物联综合解决方案。

1、智慧交通 + 智能物联，战略协同效应显现
2019 年，公司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实现公司业务体系高质量的快速成长，基于

智慧交通及智能物联两大业务主线，一系列解决方案不断推出，标杆项目频现，两
大业务的深度整合持续推进，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速。 报告期内，智慧交通业务实
现收入 43.57 亿元，同比增长 24.73%，智能物联业务实现收入 43.65 亿元，同比增长
18.11%。

（1）把握多重发展机遇，智慧交通业务稳健增长
在智慧交通领域，公司核心传统业务智慧交通业务稳健增长，千方捷通、北大

千方等子公司继续保持在相应细分行业的领先优势。
抓住 ETC 市场机遇。 响应国家推进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 全力拓展

ETC 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应用，实现相关业务快速增长；承担交通运输部高速公
路收费系统“双活中心”的工程建设，深化“云 - 边 - 端”协同，为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智慧交通产业互联网奠定重要基础。

大数据价值进一步释放。 凭借在智慧交通领域的深厚积淀，公司积累了海量交
通大数据及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为智慧路网、智慧交管、智慧城市、交通规划、公
众出行等提供精准化、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 目前，千方大数据平台数据规模超过
10PB，日均采集终端设备超过 5000 万，具备覆盖全国全路网服务能力。

在综合性标杆项目方面持续突破。 公司深度参与了北京海淀城市大脑的顶层
设计与规划，破解城市交通治理难题，实现北京多个标杆项目落地，显著提高了城
市交通综合管理水平，受到主管部门的充分认可，成为国内综合交通治理的标杆案
例。

战略合作，携手产业创新。 2019 年，与吉林高速等共同出资设立吉高千方，加速
开展吉林及全国新一代智慧高速公路建设；与黑龙江交投集团的合作，为“数字龙
江”注入新活力；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面支撑和保障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智慧路网建设。

（2）海外业务维持高增长态势，智能物联业务快速成长
在智能物联领域，公司坚持技术领先与精工品质，强化面向具体场景的应用解

决方案构建，加大国内外渠道市场拓展力度，研发、生产及销售布局进一步完善，业
务实现快速成长，全球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AIoT 智能硬件持续升级，规模化 AI 应用逐渐落地。2019 年，宇视科技持续推动
智能化产品迭代升级，AI 系列核心产品“六山 - 两关” 升级为“九山 - 四关 - 两
湖”，产品核心竞争力持续领先。 同时，公司深度参与大兴机场建设，打造全球机场
最大规模 AI 部署，实现机场安全、机场运营、旅客服务等方面的全面提升，并为 AI
规模化工程化落地树立标杆案例，助力产业发展。

在海外市场方面，2019 年公司在墨西哥、荷兰新设 2 家子公司，销售服务网络
持续完善，并拓展多个价值行业客户，新增多项高端项目，海外营收结构持续优化。
公司将继续夯实渠道，重点突破项目市场，继续增加对海外市场的投入，提升公司
品牌的影响力，更好地服务本地客户。

（3）资源全面整合，战略协同效应显现
2019 年，公司持续加强内部资源整合，推动内部业务协同，强化整体资源价值

挖掘，延伸业务领域，提升公司整体效益，助力公司实现快速成长：一方面，业务板
块内部云化平台化转型持续推进，通过中台体系的构建充分聚合公司数据资源，融
合先进的技术能力和实战经验，赋能各细分领域业务应用，充分匹配项目及解决方
案综合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智慧交通业务与智能物联业务战略协同持
续强化，技术能力与市场资源进一步打通，客户需求共同响应机制持续构建，AI 子
公司博观智能承担集团 AI 核心能力平台搭建，智能物联产品规划、供应链管理等
能力持续助力智慧交通业务高质量成长，智慧交通行业理解、客户需求等积淀持续
助力智能物联，赋能智慧交通行业发展，机场安全大脑等细分领域联合解决方案持
续推出，联合创新标杆项目案例取得持续突破落地。

2、推动与阿里的深度业务融合
2019 年 5 月，公司获得阿里网络 36 亿入股，并与阿里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基于各自资源、技术、市场、品牌等核心优势，在智能交通及边缘计算领域展开深
度协同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近半年来，公司携手阿里云加速业务融合创新发展，生态资源持续丰富，综合
能力有效提升。 在智慧交通领域，双方深入协同，技术能力、架构与阿里充分融合，
面向交通行业客户痛点需求， 加速覆盖智慧交通全场景、 全产业链的解决方案构
建，交通大脑，TOCC，智慧高速、智慧民航等联合解决方案密集发布，市场资源能
力进一步匹配，实现项目运作能力的共同提升，标杆项目不断落地；在智能物联领
域，宇视科技携手阿里云合力共建 AIoT 战略联盟，业界领先的阿里云平台和宇视
行业解决方案充分融合，加快边缘智能产品布局，为客户提供端云协同的综合解决
方案，目前已实现实现 AIoT 联合解决方案在智能交通、智慧园区、智慧机场、智慧
小区等诸多细分场景的成功落地，成就合作标杆典范。

3、持续强化技术产品领先优势，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等战略成长业务落地
公司坚持技术创新与科技引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研发效率，构建企业

核心竞争力，强化行业领先优势，推动软硬件产品标准化模块化发展，提升满足多
元的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能力，助力客户成功。

同时，公司持续优化公司业务组合，推动对智能网联汽车等战略成长业务的持
续布局和重点突破，也取得较大阶段性成果。 2019 年，公司积极参与 V2X 产业生态
建设与产品研发，目前已形成涵盖路侧单元、车载终端的全线 V2X 产品体系，涵盖
了网联化路端设施与车载终端、智能化交通管理与行车服务等多领域应用，自主研
发的 V2X 系列核心产品已通过国内 V2X“四跨”互联互通测试；联合中国移动、亦
庄开发区加快推进亦庄核心区全域 5G 智能网联测试道路建设；参与海淀区环保园
100 平方公里自动驾驶创新示范区建设，全力助推我国智能网联事业发展；参与发
起成立的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完成自动驾驶道路测试里程超 12 万公里，携
手合作伙伴推进自动驾驶配送等商业模式落地，加速生态构建，推动产业落地。

4、推进业务组织变革，支撑业务长期有效增长
公司推进事业部规划战略变革，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

流程性组织，进一步贴近市场和用户，将内部组织机构建设成矩阵型组织，前中后
台适当分离，前台综合化、中台专业化、后台集中共享，以促进组织核心竞争力的不
断积累与发展，提升组织的效率和效益，形成组织合力，更好的支撑业务长期有效
增长。

5、科技助力疫情防控，落地千方疫情防控云平台
面对春节期间爆发的新冠疫情，公司全力行动，充分发挥技术产品优势，持续

释放技术效能，携手各方积极助力疫情防控，共同保障社会复工复产。
公司陆续发布全自动热成像测温筛查热影系列防疫产品， 部分设备已纳入国

家工信部推荐防疫产品清单，目前已在 100+ 城市落地；公司强化内部资源协同，携
手战略合作伙伴阿里云，以宇视热影 66 系统人脸识别测温一体机为支撑，以阿里
云云基础设施为依托，结合公司大数据挖掘与智能 AI 等领先技术，形成“感知—传
输—分析—决策—行动”一体的疫情防控协同体系，全面推广落地千方疫情防控云
平台，提升社区、学校等重点场所疫情主动防控能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系统集成 2,379,187,95
8.52

425,619,455.
63 17.89% 17.78% -10.20% -5.57%

技术开发及
服务

440,406,909.
87

189,843,567.
54 43.11% -15.69% -32.38% -10.64%

产品销售 5,889,099,08
3.04

2,087,342,07
8.60 35.44% 28.08% 30.33% 0.6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

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以
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批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
行了调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三、10。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
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 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
相关规定。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2019 年 1 月 1 日， 本公司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

际已发生减值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
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
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 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
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

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
（即 2019 年 1 月 1 日） 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
综合收益。 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 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如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权益工具）

9,678,750.00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9,678,750.00

以成本计量（权益
工具）

159,504,859.4
2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203,388,217.
55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31,927,811.
43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51,554,699.6
8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57,249,865.
36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94,272,299.
5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462,280,39
1.54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453,144,4
76.25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28,160,008.5
1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3,149,308.2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21,892,079.
05

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566,486,811.4

6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439,300,000.
00

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127,186,811.

46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
如下：

项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
产 ——— 442,449,308.22 -- 442,449,308.22

应收票据 251,554,699.68 -94,272,299.57 -32,534.75 157,249,865.36

应收账款 2,462,280,391.54 -- -9,135,915.29 2,453,144,476.25

应收款项融资 -- 94,272,299.57 -- 94,272,299.57

其他应收款 228,160,008.51 -3,149,308.22 -3,118,621.24 221,892,079.05

其他流动资产 566,486,811.46 -439,300,000.00 -- 127,186,811.46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169,183,609.42 -169,183,609.42 -- ———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 46,380,000.00 -14,452,188.57 31,927,811.43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 122,803,609.42 90,263,358.13 213,066,967.55

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5,503,713.95 -- -18,804,774.65 -13,301,060.70

盈余公积 68,567,068.71 -- 7,375,338.32 75,942,407.03

未分配利润 2,156,803,805.10 -- 66,378,044.91 2,223,181,850.01

少数股东权益 553,427,127.34 -- -332,347.32 553,094,780.02

本公司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 2018 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
准则确定的 2019 年年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节表列示如下：

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 -- 32,534.75 32,534.75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223,141,271.71 -- 9,135,915.29 232,277,187.00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5,861,692.01 -- 3,118,621.24 8,980,313.25

②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2018 年 6 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1 号）
同时废止。 根据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
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

等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处置子公司
单次处置至丧失控制权而减少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
款

股权处
置比
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
制权时
点的确
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
置投资对应的
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

额的差额

合并财务报
表中与该子
公司相关的

商誉

北京千方智通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 货币 2019.12.17 控制权

转移 -10,653,867.34 --

重庆交凯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 67.96 货币 2019.7.31 控制权

转移 -3,594,448.11 --

厦门千方智通
科技有限公司 -- 72.00 货币 2019.12.17 控制权

转移 1,063,423.20 1,884,325.27

续：

子公司名称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账面价值

丧失控制
权之日剩
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

按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产
生的利得/损

失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的确
定方法及主要

假设

与原子公司
股权投资相
关的其他综
合收益转入
投资损益的

金额

北京千方智通科技
有限公司 -- -- -- -- -- --

重庆交凯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 -- -- -- -- --

厦门千方智通科技
有限公司 -- -- -- -- -- --

2、注销子公司
福州千方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 8 月 7 日，北大千方之子公司福州千

方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收到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榕）登记内注核字（2019）
第 19764 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注销登记。

3、新设子公司
①Heng� Fang� Holding� Limited：2019 年 1 月 3 日，由千方科技认缴出资 10 万港

币成立，登记证号码为 70259805-000-01-19-3，注册资本 10 万港币，法定代表人夏
曙东，注册地址：Room503,5/F,WaysonCommercialBuilding,28ConnaughtRoadWest,
SheungWan,HK。

② CSI� Parking� Investment� d.o.o：2019 年 4 月 1 日， 由千方科技认缴出资 510
塞尔维亚第纳尔，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490 塞尔维亚
第纳尔成立，公司登记号为 21469564，注册资本 1000 塞尔维亚第纳尔，法定代表人
张建超，注册地址：塞尔维亚。

③济南博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 11 月 1 日， 由千方科技认缴出资 2000
万元，济南博观知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 1000 万元，济南博泰岳明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 1000 万元，北京中慧交投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750 万 元 ， 叶 月 琴 认 缴 出 资 250 万 元 成 立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70100MA3QW24CXH，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谢会斌，注册地址：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东路汉峪金谷 A2-5 区 3B 层 02 号。

④河北雄安千方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 1 月 16 日， 由千方科技认缴出资 1000
万元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629MA0D5MXU1D，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定
代表人韩婧，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城关镇上坡村上坡街 88 号 326 室。

⑤兰州市北斗星瑞后勤服务有限公司：2019 年 12 月 19 日， 由甘肃紫光智能交
通 与 控 制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认 缴 出 资 20 万 元 成 立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620100MA72TGRC3D，注册资本 20 万元，法定代表人苗葳，注册地址：甘肃省兰
州市城关区飞雁街 98 号甘肃紫光科技大厦一层。

⑥2019 年宇视科技投资设立 UNV� Technology� EUROPE� B.V. 以及 Corporate�
By-laws� Uniview� Mexico,S.A.� DE� C.V.。

法定代表人 ：
夏曙东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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