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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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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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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677,923 股为基数（若分配预

案披露后，未来股本有变动，则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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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股份 股票代码 00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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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宁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B4 座 23 楼

电话 0755－33104800
电子信箱 dongmiyhp@tvt.net.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 主要业务与产品
公司定位是面向全球的、可信赖的视频监控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提供商，专注于研发、制

造、销售前端网络摄像机、前端模拟高清摄像机、网络高清高速球、网络拼接摄像机、后端网络
高清录像机，后端模拟高清录像机、视频监控综合管理平台软件及配套服务器等全系列高中低
端软硬件产品。 过去几年，不断强化前端产品资源投入和产品开发力度，逐步形成了前后端结
构比例适中、可持续发展的产品和资源格局，基本形成了面向中小项目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产品
开发和交付的能力。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公司紧跟行业发展和技术趋势，积极部署 AI 的基础能力，AI 产品快
速迭代，陆续发布了可靠、可用的系列 AI 产品，包括全系列人脸抓拍、对比摄像机，视频结构化
摄像机，车牌识别摄像机，智能应用服务器。 依托全系列通用 AI 产品布局，构造基于 AI 的视频
监控系统，极大的改善了视频监控系统的用户体验。 随着围绕视频为核心的技术研发能力的积
累，公司逐步拓展产品和技术品类，持续研发针对中小项目及细分行业的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 核心技术能力
2.1� 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是公司的重要战略发展方向之一， 公司持续增强构建 AI 研发能力， 持续输出可

用、可靠的智能算法实现智能产品和智能解决方案。 2020 年，公司落实 AI 基础设施建设，扩建
用于人工智能算法训练的服务器中心；全方位部署 AI 人力资源，全面发展在大数据处理、算法
研发、模型训练以及嵌入式跨平台布署等全流程全栈式 AI 产品开发能力。

2020 年人工智能开发的工作重点之一方是全面落实公司安防监控产品的智能化升级，进
一步提升通用监控场景的智能功能可靠性、 可用性和覆盖面。 通用场景智能化带来监控效率
高，减少人力监控成本，减少网络传输带宽和硬盘存储容量，有效提升监控系统价值。 AI 算法
实现对监控范围内人、车、非机动车等目标的自动分类检测和跟踪，对特定目标的行动轨迹实
现区域和周界智能化管理。在重点监控场景里，AI 算法还进一步提供对这些自动检测出来的目
标做二级属性结构化，实现对场景的深层语义数据挖掘。

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不断突破和成熟，带来了新的场景和机会。 人工智能开发工作重点要
发展开拓专用场景下的智能解决方案落地。 公司在人脸检测、人脸识别、人脸活体识别、口罩检
测、车牌识别、安全帽检测、电动车检测、烟火检测、红外多模图像目标检测、高空抛物等新兴
AI 领域的都有部署技术研究，并起得良好的效果和深厚的数据和技术积累。

公司在人脸检测、人脸识别算法实现在通行、考勤等业务常景的优化集成，满足业务应用
需求；在 2020 年疫情突发的情况下，算法研发快速实现口罩人脸检测和识别、热成像测温和可
见光多模太 AI 融合等算法，实现商用化落地，帮助客户解决社会问题，加速推进我司产品和业
务 AI 化进程。

基于深度学习的车牌识别算法实现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多语种的高识别率应用， 满足
公司全球多区域范围客户的停车场出入口车辆管理业务、中低速道路的车牌监测业务需求；

电梯专用电动车检测算法解决电动车、摩托车禁止进入电梯、禁止进入小区，防范居民区
火灾安全隐患问题。

烟火检测算法配合热成像技术，实现高灵敏度和高准确度的森林、城市防火的安全
基于热成像的人体检测，实现在夜间等无可见光环境下的人、车等目标检测，提高热成像

摄像机的使用效率。
目标跟踪算法在球机上落地，实现球机自动目标分类跟踪。
安全帽检测算法可供工地等场景提升安全保护的业务应用。
公司着重加强建设算法在边和端设备上的布署能力， 研发保持算法研究和多平产品化台

移植的流水线作业，加大算法研究力度，同时保持高转化率。 2020 年度，得益于掌握算法自主研
发和跨多平台布署能力，在贸易战背景下复杂的芯片供应链情况下，公司拥有灵活主动的智能
产品和智能解决方案的应对策略。 公司将持续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研发的投入，聚焦 AI 技术创
新研究，落地 AI 智能实际应用，开拓 AI 智能行业市场。

2.2� 云平台与云技术
同为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较大用户规模，结合公司现有前后端产品，将传统的视

频监控与视频存储扩展到云上来支持，提供基于云的视频监控与存储，支持全球统一账户、云
升级、消息推送与通知、音视频通信、云存储回放等功能，相比传统视频监控与存储产品，同为
云具有支持千万级视频设备接入、完整功能闭环、快速接入、存储空间按需分配、数据安全等明
显优势。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 5G 移动网络的快速推动与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的出现和运用，物联网行业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各大厂商借助自身的技术优势并
结合当前发展趋势，纷纷尝试业务整合与升级，面向云端化、智能化、开放化与生态伙伴构建整
体解决方案和差异化体验开拓大众应用市场。 但是传统的平台方案由于接入能力有限、兼容性
差、对网络要求高、建设成本和运维成本高、大并发能力弱等方面原因，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各
行业相关业务的发展需求。

同为依托在安防行业以及在大数据，云计算上的多年积累，推出了多场景、大并发、广覆盖
等特点的行业云平台，并可根据客户特点与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真正用技术帮助客户
打造面向民用市场的互联网安防云解决方案。

同为云解决方案以视频监控为基础，整合了安防监控、智能分析、开放平台等多方面的资
源，构建了一个集视频监控、智能分析、资源共享等应用等于一体的面向家庭、商铺与小微企业
的互联网视频监控业务云平台，可以广泛应用于智慧社区、高空抛物防范、明厨亮灶、门禁与通
行、疫情防范、人流管控、联网报警等各种场景中。

同为云解决方案方案优势
全兼容：云平台可以接入中小商铺等社会面视频，也可接入安防行业视频，实现全视频的

管理。
快部署：整套平台系统都搭建在云端，免去了本地部署，非常快捷和方便。
多场景：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满足客户不同的项目需求
大接入：千万级的设备接入
大并发：百万级的转发能力
广覆盖：覆盖全球 100+ 国家和地区
端到端：平台提供 P2P 端到端的处理能力，可以实现视频预览、存储和回放等业务。
可增值：云平台还可以提供智能分析、云存储、视频监控等增值服务。
易运维：因为平台部署在云端本地没有硬件设备，无需运维。
个性化：同时我们提供开放 API 接口可以快速定制客户的专属 APP
2.3� 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
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是公司的重要的生存屏障，是公司的业务竞争力之一，公司产品网络

安全目标是，整个系统的安全。 我们既要保证产品本身安全，也要保证网络安全体系的在公司
持续落地和运营。 我们已经构建除了一个整体的网络安全体系。

第一， 在公司层面成立公司产品安全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总经理担任，并由总经理指定
委员会成员。 成立公司产品网络安全部，负责执行和推动委员会工作的具体落地。 各主要业务
体系，指定 SE 进行产品安全架构设计和维护，负责研发和工厂网络安全的落地和策略的执行。
工厂端的网络安全专员负责工厂的网络安全的维护， 网络安全关键部件的管控以及其他网络
安全标准的落地执行。

第二， 网络安全已经持续的在产品中端到端流程中落地， 公司将持续在网络安全的各种
基础保障上投入，确认各种安全要求和需求和控制措施的持续落地。

围绕安全需求规划，安全测试，服务安全，供应链安全几个方面持续展开了工作，及时运用
和跟进业界最新安全技术手段，及时跟进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满足安全合规性要求。 保
证了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本身是安全的，数据是安全的、协议安全的、隐私也是安全的。

2.4� 软硬一体的视频处理能力
视频监控场景对图像处理的需求跟通用消费类产品存在较大差异， 普通消费者希望照相

机能够拍摄出高质量、生动、色彩鲜艳的图片，照相机会为了美观而改变图像效果，致使所拍摄
图像不能真实重现实际拍摄时的场景画面。 而安防监控相机最注重的就是图像可以反映监控
现场的真实情况，并尽可能提供更多的细节来识别人物，车辆与物体。 这就意味着图像的颜色
要尽可能的与实际监控现场相近。 而且安防监控相机需要工作在各种复杂的高低温及暗光、强
对比光等环境， 对监控摄像机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公司具备多年视频监控图像处理研究经
验，从照明设计、光学成像设计、热设计、图像算法、AI 智能算法等维度统一处理图像，从而得
到更优的图像效果。

混合补光图像融合技术： 通用红外摄像机一般在夜视的时候会采用 850nm 波段的红外灯
进行补光，同为混合补光技术可以有效弥补普通红外灯照明环境下图像细节丢失问题，混合补
光下的图像的信息量会比传统的 850nm 红外补光下图像信息量多， 那些由色彩区别传达的信
息会丢失的更少，混合补光下，图像更立体。

人脸曝光技术：通过 AI 智能分析检测人形及人脸的位置，针对人形及人脸区域曝光，结合
白光灯照明亮度自动调节，可以在各种复杂补光照明环境下准确捕获关键人脸细节。

高清全彩技术：公司持续投入星光及黑光全彩技术研究，从超低照度背照式传感器、超大
光圈镜头、高效散热设计、基于多光谱的补光照明、AI 智能图像增强等环节不断完善暗光环境
成像效果， 目前已经发展到第三代高清星光全彩产品。 公司高清全彩产品具备超高清实时图
像，支持 24 小时日夜全彩成像，各种复杂环境色彩还原准确，能够在夜间各种场景下捕获细节
丰富、真实彩色的视频图像。

夜间户外场景效果
热像融合技术：
新冠疫情对测温的需求，加速了热成像产品的技术发展，公司 2020 年度在人体测温和工业

热像等领域都布局了重要的产品线和加强该领域的技术研究。 为使该类产品的温度数据和可
见光图像的多模数据具备更佳的可视化效果， 热像融合技术是热成像产品的核心关键技术之
一，我司自研突破了以下关键技术：基于热成像镜头和 RGB 镜头的双目镜头多模标定算法、工
具套件； 针对低分辨率热成像的高质量图像超分辨率技术； 第二代多模图像按需动态配准技
术；多模图像仿射变换融合叠加技术等。 公司热成像产品具备高清温度图像展示效果，有效解
决当前业界温度传感器分辨率低的问题。

低分辨率热像融合效果
多目拼接技术：
全景多目拼接摄像机满足了用户更全视野的大场景监控需求， 公司从 2018 年开始布局 4

镜头 180°全景拼接技术，克服各种光机电一体化难题，使用单芯片首次实现 4 目镜头 180°全
景拼接并支持 H.265 编码，多种智能 AI 算法，功耗最低，体积最小，无拼缝，无亮度差。 20 年研
发了 8 镜头 360°全景拼接技术， 采用第二代拼接校准算法 ， 彩色空间 sphere-� cylinder�
transform，除了利用空间几何信息，同时利用空间颜色信息，进一步消除了拼接缝隙，亮度和色
差，取得近似完美的拼接效果。 第二代 8 镜头 360°拼接半球 ,集成先进的 H.265+ 编码为客户
节省存储成本，更强大 AI 智能侦测功能，如高密度人群密度统计，越界，拌线，周界，可减少客
户管理成本。

3.� 软硬件产品
公司具备完善的前后端及平台硬件产品， 不断深化 AI 智能应用， 形成了丰富的系列化产

品线，同时公司不断完善各种视频业务场景解决方，支撑公司视频解决方案快速落地。 同时在
2020 年公司不断扩大视频业务范围，在门禁及热成像产品线持续投入，逐步形成完整的门禁及
热成像解决方案。

3.1� 前端摄像机产品
通用智能摄像机产品
公司具备全系列前端摄像机产品，产品覆盖低端渠道分销产品、中端中小项目产品、高端

行业应用产品，产品分辨率覆盖 200 万像素高清相机到 1200 万像素高清相机，经过多年持续迭
代和发展，前端通用摄像机产品已经在视频图像处理、光学成像系统、照明应用设计、硬件结构
协同、软件安全架构等过个维度形成核心竞争力，随着 AI 智能的持续提升，大部分通用摄像机
产品都具备了基于深度学习的 AI 智能分析能力，包括人脸抓拍、车牌抓拍、人车目标分类、区
域周界、人数统计、异常侦测等主要智能分析功能，在视频监控领域提供全方位的场景感知能
力，全要素细节关注提取，产品广泛应用于园区、教育、连锁、商超、工厂、金融、社区等各种场
所。

AI 场景智能摄像机产品
基于深度学习的 AI 智能应用已经在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普遍应用， 公司持续投入 AI 算法、

硬件层面的研发，从 AI 感知、计算能力、场景融合多个维度推出一系列的基于场景智能的摄像
机产品，满足各种碎片化的智能应用，解决用户实际场景碰到的问题。

人脸识别相机：最大支持 100 个人脸同时抓拍，支持人脸跟踪、去重、优选，支持前端人比
对，智能补光照明，支持人脸曝光。

车牌识别相机：支持中国 / 美国 / 欧洲等总共 55 个国家车牌识别，支持蓝牌 / 绿牌 / 单双
层黄牌 / 军牌 / 警牌等车牌，支持白光灯、红外灯补光照明。

高空抛物相机：能实时检测高空抛物行为，检测快速下落的物体并绘制物体下落轨迹，同
时支持多达 64 个物体检测，高空抛物过程实施录像监控及时报警，检测目标小并有效排除飞
鸟、下雨等干扰。

人车结构化相机：能够实现人脸 / 人体 / 车辆实时抓拍，并能识别人车属性，人形属性分析
包括人脸角度、性别、年龄、人脸特征点信息、人脸清晰度、活体检测、人脸朝向，运动方向、骑自
行车、骑摩托车等分析。 车辆、车牌属性包括车型、车颜色、车标、车头朝向、运动方向、车牌颜
色、车牌遮挡、缺失分析。

电梯智能相机：电动车驶入电梯的不仅占用电梯空间，也会对电梯的使用寿命造成影响，
而入户充电，也有极大的电气火灾、爆炸等安全隐患。 电梯智能相机能够有效识别电动车，根据
算法区分轮椅、120 担架、婴儿车和非机动车等，婴儿车、轮椅等可以正常使用电梯，只有电动车
进入电梯时，才会发出声光报警，并控制无法关闭轿箱门，直到电动车离开电梯。

周界报警相机：能够在出入口、危险区域等重要场所视频中划出周界区域，并设置报警类
型，当有人车等目标出现在该区域时设备将主动引发报警，可以支持各种语音提示、灯光闪烁
告警等，提示相关人员离开，同时通知安保人员及时处理。 基于高算力的 AI 芯片以及基于深度
学习的 AI 智能分析算法，可以有效排除动物、树叶、光线变化等干扰因素，提高系统效率。

违停抓拍相机：城市人口和各种机动车辆增速迅猛，车辆违停乱放等各种违章现象多发，
大量执法和管理工作造成效率低下、人力紧张等诸多问题。 违停抓拍相机依托于公司 AI 智能
识别算法，可以有效识别各种违规停放车辆，根据车辆类型、停放时间等有效发出告警。

离岗检相机：可以有效检测办公室值班人员工作状态，及时发现值班人员在岗时睡觉、长
时间离岗、因疾病等原因导致的活动受限等行为，允许值班人员在设定的时间内短暂离开，如
去洗手间、打水等；可避免因为照明等各种干扰变化引起的误报警。

行业应用摄像机产品
面向中高端行业应用市场，公司根据各种不同应用场景推出了中高端专业摄像机产品，持

续推动技术升级和产品布局。 双目激光球机最大支持 50 倍高倍率变焦， 同时支持 500 米红外
夜视照明距离，有效解决远距离视频场景监控问题；全景拼接及多目环视摄像机，面对各种全
视野的大场景监控需求，能够实现 360 度环视监控；枪球联动相机，定点相机可以监控全局视
频图像，动点球机可以根据视频中的目标物体实现自动跟踪并放大细节进行监控；视频结构化
相机采用大算力 AI 芯片，能够实现对监控范围内人、车、非机动车等目标的自动分类检测和跟
踪，对特定目标的行动轨迹实现区域和周界智能化管理。 在重点监控场景里，AI 算法还进一步
提供对这些自动检测出来的目标做二级属性结构化，实现对场景的深层语义数据挖掘；智能警
戒球机可以有效识别视频中的各种人车目标， 针对设置的规则对目标进行跟踪并发出声光告
警，提示目标离开。

3.2� 门禁通行产品
公司在 2020 年推出了系列门禁一体机产品， 该产品融合了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算法

和远距离大角度点阵测温模块，可以实现非接触无感测温通行，同时集成有人体测温、口罩识
别、活体识别、呼叫对讲、门禁控制、考勤统计等诸多功能，另外，该系列产品融合公司多项音视
频处理技术，可以实现高清低照度图像全彩可视，有效提升人脸识别效率，提供高质量音频对
讲，有效提升用户实际视听体验，支持人脸、触控密码、多种 IC/ID 身份卡等各种身份识别模
式，方便各种应用场景和安全级别，可以广泛用于商业零售、学校、社区、楼宇、医院、企业、政府
等地出入口。

3.3� 热成像产品
公司在 2020 年开始发布非制冷热成像产品， 主要有人体测温热成像及工业安防测温热成

像两个产品线。
人体测温热成像产品主要是应对新冠疫情发布的产品，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人体热成像测

温产品作为大规模体温快速筛查设备，在全球各地得到了广泛应用。 公司的人体测温热成像摄
像机配合公司黑体配套使用，采用可见光、热成像双光成像方案，可见光通过 AI 智能分析做人
体人脸识别定位，热成像做温度测量，可以达到±0.3 度的测温精度，同时测温人数达到 30 人
以上，有效解决快速通行高温发热初步筛查问题。

工业安防测温热成像产品主要用于室内外防火场景及非可见光视频周界监控， 得益于公
司深度学习的烟火识别算法，加上热成像高准确性的测温功能，可以有效的用于各种室内外烟
火防控场景，做到及时甚至提前报告火灾信息及隐患。 热成像周界防范应用则主要基于公司各
种基于深度学习的行为分析算法，在非可见光环境对人、动物、车辆等各种目标进行分类识别，
提供安全可靠的保护。

3.4� 边缘计算产品
随着 AI 智能应用的深化普及和视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智能视频分析下沉到各行各业的

终端场景，各种边缘计算的需求越来越多，2020 年，公司根据市场趋势及客户需求，发力边缘侧
智能产品研发，推出多款智能边缘计算产品，进一步丰富边缘智能计算与存储产品品类，拓展
新业务方向。 包含边缘计算服务器、边缘计算盒子、边缘计算录像一体机等智能产品。

智能边缘计算设备，是同为公司自主研发的边缘计算产品，采用嵌入式架构设计，内嵌自
主研发的先进深度学习算法，具备强大的视频智能分析和结构化能力，支持人脸 / 人体 / 机动
车 / 非机动车 / 结构化 / 行为分析等检测与识别的多种智能算法，兼容市面主流品牌摄像机，
为整体解决方案奠定基础。

3.5� 中心服务器产品
中心服务器产品主要是面向各行各业中小项目应用的中心管理、存储的硬件设备，主要有

平台服务器、中心存储设备、解码显示设备、中心控制设备等。
平台服务器系列是基于”ALL-IN-ONE“理念，全新架构的综合安防管理平台，集主控、转

发、管理、存储于一身，具有建设成本低廉、部署简单、扩展灵活、性能强劲、可靠性高等特点。平
台集成了多个业务子系统， 为客户提供一套功能齐全的 NVMS 综合安防管理平台， 支持
HK/DH� SDK、RTSP、GB/T28181、ONVIF 等设备接入协议。 其中企业版支持第三方子系统集
成。 适用于各类监控项目建设及改造。

同为公司专为视频监控行业打造的大盘位企业级海量存储服务器，支持 16/24/36/48 盘位，
产品集成 Intel 高性能多核处理器，单机高达 384TB�（48 盘位）的存储空间，具备丰富的数据存
储和管理功能。 该系列存储系统灵活便捷、稳定可靠、超大容量、极具性价比，可轻松满足监控
海量数据存储需求。

同为公司自主研发的解码拼接一体化产品，支持 H.265、H.264、MPEG4 等标准，支持 4K 超
高清输出。 支持多台设备级联，单设备最大支持 24 路输出。 具备超强的解码显示能力，可用于
超大型智能安防监控系统，为海量视频流数据提供解码、拼接、分割、画中画、漫游全套解决方
案。

同为公司为监控系统的管理与操作设计的系列键盘， 可无缝对接 NVMS2.0 管理平台，实
现对解码器的上墙控制、对录像的回放控制。

3.6� 疫情测温产品
2020 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防疫、抗疫成为生活的重要环节，

公司针对疫情防控组织研发资源快速发布了一系列体温筛查产品及解决方案， 有效解决测温
环节需要人员干预、效率低下、容易交叉感染等问题。

系统方案具备以下特点：
★ 远距离非接触测温，有效减少交叉感染
★ 测温速度快，可多人同时测温，加快通行速度
★ 集成门禁、考勤、测温等多项功能，性价比高，安装方便
★ 单台 SMT 服务器管理多台设备，无需额外服务器及管理软件

4.� 解决方案
4.1� 视频综合管理平台
综合安防管理平台是同为公司推出的新一代综合安防管理平台， 可无缝接入同为公司全

系列产品和主流厂家编码设备，具备强大的视频监控管理能力，支持实时预览、录像存储、录像
回放、录像下载、报警联动、解码上墙、键盘控制、车辆出入口管理、智能应用等功能；

通过对平台系统版本进行重新规划，将会更好的适配国内外不同场景、不同项目需求下的
应用，使得平台使用更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今年同时针对平台的功能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包括 AI 功能的重构———新增了体温筛查模
块适配前端热成像产品使用、新增离岗检测模块，重构了人脸布控相关应用、停车场模块相关
应用；系统处理逻辑优化———针对智能化数据的存储方式优化、视频响应及监控显示的优化处
理。 通过对平台的功能优化，提升了产品的易用性。

综合安防管理平台同时提供开放的体系架构，提供 SDK/OCX 供第三方二次开发，支持国
标对接上级平台；支持第三方如报警系统、门禁系统、动环监控、可视对讲、一键报警柱、电子围
栏等安防子系统的接入，满足客户对多安防子系统集中管理、多业务融合的需求，可广泛应用
在园区、教育、金融、连锁、楼宇等行业的大中型视频监控系统。

4.2� 细分场景解决方案
测温防疫
针对海内外的疫情防控需求，面对复学、复工时的人员大量流动，传统的手持式测温方式

不仅降低效率，还会影响到正常的上学通行，因此如何进行准确且高效人体体温筛查是急需解
决的问题。 同为基于自研的热成像相机、测温平板，配合 NVMS 管理平台对目标进行高效检测
体温。

对小型园区场景，通过临时搭建快速体温筛查布控系统，对通行人员体温进行快速筛查，
异常数据及时标记复核；对于大型园区场景，基于热成像的测温数据共享，可对区域部署集中
管理设备进行数据的统一汇聚，疫情防控中心更方便做指挥调度。

客流统计
同为根据购物广场、公共交通集散、博物馆、景区、动物园等场景特点，推出了人数统计 E3

系列相机，同时结合 NVMS 管理平台构建人数统计方案。
针对景区、文化场所，通过防疫防控的相关指导要求和景区来设定的客流量限定指标，对

总客流以及重点区域即时客流进行统计，当客流量达到预警值或即将达到预警值时，系统联动
自动预警；针对在商超的客流量应用上提供全场关注热度分析以及历史客流数据分析，能够帮
助管理人员清晰掌握到店消费主要人群需求，有效提高销售额。

客流统计方案辅助应用场景下的高效统计功能，助力精准控流，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的游
览环境氛围。

访客通行
传统信息登记时，到访人员到保安室或前台排队人工录入，前台无法完整记录访客人具体

的来访事宜，整个过程效率低下。 同为采用手机端或访客机进行快捷的人员信息登记，大大节
省人力和管理成本。

提供了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PC 端进行访客登记和审批、一键下发人脸信息到门禁设备

刷脸进出、实现业主授权、访客信息、出入行为的全过程记录追溯等相关功能
人脸考勤
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模式，也深刻影响了企业考勤管理模式。 为保

证员工出勤率，企业方面屡出奇招，签到方式不断推陈出新，从 IC 打卡到指纹打卡、微信打卡，
再到人脸识别打卡，紧跟科技步伐，一步不落。

而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人脸识别考勤也越来越普遍。 同为基于人脸识别比对技术、深度学
习算法，结合 NVMS 管理平台人脸考勤模块，考勤规则支持灵活配置，员工上下班刷脸打卡记
录全面记录，并提供了相关报表，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

4.3� 智慧社区解决方案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其智慧化发展也将推动智慧城市、智慧社会的发展。 智慧

社区是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社区场景下的人、事、
地、物、情、组织等多种数据资源，提供面向政府、物业、居民和企业的社区管理与服务类应用，
提升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管理模式的一种社
区。

智慧社区应用场景

智慧社区系统架构
同为股份智慧社区行业解决方案遵从国家和各地方制定的智慧社区技术标准及建设规

范，并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通过社区内各类物联感知设
备，实现对人脸、车拍、视频结构化、物联传感数据的全面感知和数据采集，以及各类事件的及
时预警及处置，结合“一标六实”数据对人、事、地、物、情、组织的有效管理，以智慧社区服务、社
区技战法等大数据智能应用为核心，为公安、政法委 / 综治、街道 / 社区、物业等多方联合，形
成完善的立体化治安防控及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同时做到第一时间感知防范社
会风险，第一时间发现处置矛盾问题，第一时间了解相应群众诉求，排除互斥和不合作的“碎片
化社区模式”，有效实现社区服务及管理扁平化、精细化、智能化、高效化，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
“整体型社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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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788,394,128.45 636,044,012.31 23.95% 609,800,53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653,528.46 31,234,065.42 126.21% 3,969,26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098,221.81 21,333,559.70 195.77% -5,004,18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833,085.22 101,557,631.54 -29.27% -33,792,987.4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33 0.14 135.71% 0.0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33 0.14 135.71%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7% 4.68% 5.19% 0.6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97,972,463.68 928,460,358.36 18.26% 857,434,17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1,735,752.38 683,186,761.78 10.03% 648,232,2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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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983,620.54 160,349,826.13 241,712,210.58 259,348,47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68,706.65 22,570,717.14 33,909,687.02 7,004,41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05,249.54 19,400,995.51 31,386,647.41 4,805,32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111,248.60 8,098,081.17 40,906,216.35 86,940,0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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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 一个月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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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立志 境内自然人 31.50% 69,190,848 51,893,136
刘砥 境内自然人 24.06% 52,861,736 46,238,052
黄梓泰 境内自然人 7.33% 16,092,724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其他 2.00% 4,394,500 0

广发控股 （香港 ） 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77% 1,697,300 0

张胜利 境内自然人 0.42% 933,500 0
付晶晶 境内自然人 0.38% 843,200 0
张正清 境内自然人 0.32% 702,900 0
朱娜 境内自然人 0.31% 685,453 66,153
罗树暸 境内自然人 0.24% 520,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郭立志与刘砥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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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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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对社会生活、经济活动造成重大影响，公司管理层一方面组织

力量加强防疫、保障员工安全，另一方面，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进工厂智能化改造及企业
信息化建设工作，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7.8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95%，实现净利润 7,06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6.2%，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创公司成立以来最好成绩。 公司主要经营
情况包括：

1、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坚持以技术研发为核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20 年研发投入 1.26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18.37%，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5.93%。 2020 年底研发人员 326 名，占员工总数的 27.39%。
（1） 加大基于深度学习的 AI 智能算法与产品的研发。 依托场景化 AI 算法及前后端产品

系列，开发适用于 SMB 场景的 AI 产品与解决方案，形成园区、楼宇、商超、学校、酒店等场景下
的人脸访客、门禁、考勤、迎宾、测温、客流统计、车辆管理等小场景应用，在国内及海外 SMB 中
小项目市场加强 AI 项目应用能力。

（2） 不断拓展核心产品品类，打造全品类一站式交付。 公司持续投入研发视频相关核心产
品研发，在多目全景拼接摄像机、全结构化 AI 智能相机、双光谱大倍率球机、系列边缘计算服
务器、门禁平板一体机、热成像相机等关键硬件产品，推动业务持续创新发展。

（3）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开发备份芯片平台。 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竞争发展以及对华为的
持续限制，海外较多市场对基于上游芯片供应商海思平台的产品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制约，公司
加大其他芯片平台产品研发，已经发布了全系列网络摄像机、网络录像机等主要品类产品，能
够满足海外不同市场政策的产品需求。

（4）持续关键核心技术投入，以创新增强技术实力。 除了 AI 智能之外，公司持续投入关键
核心技术，包括云平台与大数据、网络安全与隐私、细分行业解决方案、多光谱多镜头相机、软
件统一平台、热成像及技术等各个维度关键技术，持续为用户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

（5）全面落实研发 IPD 流程建设，提升产品研发过程质量。 从产品概念阶段、计划阶段、开
发阶段、验证阶段、发布阶段、生命周期管理全流程管控产品研发流程，全面推进研发项目管理
IPD 流程。

2、加强 AI 智能产品客户合作服务，支持碎片化场景 AI 智能应用
为满足 AI 智能产品碎片化应用需求，公司设置独立的 AI 智能摄像机硬件产品团队、边缘

计算硬件产品团队、 细分场景智能应用解决方案团队， 配合互联网头部企业、AI 智能头部企
业、传统制造设备头部企业合作定制开发基于场景应用的 AI 智能产品，充分利用公司丰富的
视频监控设备产品和解决方案能力，配合合作伙伴智能算法及各场景需求理解能力，共同打造
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场景智能硬件设备及解决方案。

3、积极应对部分海外市场采购政策法规调整带来的机会，加大国内市场投入力度
在海外市场， 积极调整组织资源和政策资源， 积极把握欧美国际贸易政策调整背后的机

会，推进 AI 产品、平台服务器等产品组合进入更多项目。 把握芯片短缺引起的供货不足的机
会，主动布局空白市场，优化重点国家渠道和产品。

加大国内市场投入力度：（1）积极布局 SMB 中小项目市场，规划国内四个大区，以上海、北
京、深圳，成都为核心区域，聚焦学校、医院、政府、企业园区类核心客户，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
的 TVT 品牌为主标准产品及解决方案。（2）开始国内行业市场的开拓：布局医疗，教育，养殖，
环保，能源，智慧社区等细分行业，寻找行业内的核心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为其提供可定制的前
后端硬件产品及软件平台，通过和客户的合作了解和熟悉细分行业，牵引公司行业产品规划及
细分行业解决方案的研发。 目前 SMB 市场及行业市场两个方向均取得一定进展，有一批稳固
的合作伙伴，取得业绩的高速增长，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制造体系智能化，打造智慧工厂
历时一年，投资约 3400 万元进行制造体系智能化改造 ,初步实现人才专业化、管理 IT 化，

全面落实生产、测试自动化，打造智慧工厂，持续进行设备自动化的改造和优化工作，在提高作
业自动化和数字化能力的同时提升效率。 并在二期厂房新增作业场地和线体、扩充产能储备。
2020 年全年生产 274 万台产品，同比增长 16.72%。

5、全面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提升管理效率
投资约 1600 万元， 陆续上线 PL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ERP 系统、MES 生产制造执行

系统、WMS 仓库管理系统并加强 IT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公司的信息化水平，提升管理效
率。 启动交付体系整改，引进人才，建立运营部门，提高交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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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端 视 频 监 控
产品 408,730,312.52 126,696,321.28 31.00% 8.69% -2.16% -3.44%

后 端 视 频 监 控
产品 205,952,201.95 71,017,759.69 34.48% -3.01% 3.51% 2.17%

其他产品 149,085,557.78 89,339,269.24 59.92% 356.45% 690.00%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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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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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在编制 2020 年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规定。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
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新收入准则实施前后， 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主要差异在于收入确认时点由风险报酬转移
转变为控制权转移。 执行新收入准则不影响公司的业务模式、合同条款，新收入准则实施前后
收入确认的具体时点无差异。 对首次执行日前各年（末）营业收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资产总额、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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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公司新成立一家孙公司星视（越南）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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