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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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 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

“四、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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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5 元（含税）。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20,000,000股，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红利总计 45,100,00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金额
占本公司 2021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20.47%。 本年度不实施包括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送红股在内的其他形式的分配。

上述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待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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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星图 68856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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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 郭一凡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机场东路 2 号（产业
园 1A-4号 7层）

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机场东
路 2号（产业园 1A-4号 7层）

电话 010-50986800 010-50986800

电子信箱 investor@geovis.com.cn investor@geovi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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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主要业务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数字地球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的企业，公司长期专注数字地球行业，持续研发数

字地球相关产品和核心技术，陆续推出 GEOVIS 数字地球基础软件系列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
特种领域、智慧政府、气象生态、航天测运控、企业能源、线上业务六大板块业务为核心的 GEOVIS 数
字地球应用软件系列产品，为政府、企业、特种领域以及大众等用户提供软件销售与数据服务、技术开
发与服务、一体机产品，以及系统集成等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的主要产品及服务

图：GEOVIS 6产品体系
报告期内， 公司以北斗网格剖分理论为基础， 以北斗网格码为核心研发了新一代数字地球

GEOVIS iBASE北斗网格时空引擎，打造了“北斗为体、高分为象”的新一代数字地球 GEOVIS 6，为打
造更为丰富的数字地球产品形态和应用模式提供了基础， 为我国自主可控数字地球生态构建提供了
助力。 面向行业应用，研发了 GEOVIS智慧管理系列产品、气象海洋观探测设备和气象信息服务系列
产品、洞察者系列产品、特种数字地球产品以及企业数字地球产品等，增强了数字地球在民用市场、航
天测运控方向、特种领域市场、企业市场的布局；正在研发的 GEOVIS Online 在线服务平台，将拓展
GEOVIS在大众应用领域的布局和场景落地。

（1）数字地球基础软件平台
报告期内， 公司突破了北斗高分融合的若干关键技术， 研制形成了自主可控的 GEOVIS iBEST-

DB时空数据库 V6.0、 GEOVIS iCenter 空天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V6.1，GEOVIS iExplorer 空天大数据
可视化平台 V6.1、GEOVIS iFactory空天大数据智能处理平台 V6.1 和 GEOVIS iBrain 空天大数据智能
解译平台 V6.0、GEOVIS iReal 视景仿真可视化引擎 V6.0、GEOVIS iDataBox 时空大数据云盒 V6.0 等
产品研制，进一步增强了 GEOVIS数字地球产品体系的完整性。

数据承载方面，公司打造形成了自主可控的 GEOVIS iBEST-DB 时空数据库 V6.0，在传统时空引
擎基础上，扩展了北斗网格引擎，通过双引擎驱动，实现了高分影像数据、北斗位置数据等多源异构空
间数据一体化存储计算和北斗网格时空框架下的统一组织。 实现了高分影像数据、北斗位置数据等多
源异构空间数据一体化存储计算和北斗网格时空框架下的统一组织。 基于北斗网格模型，提供网格化
空间分析计算函数和操作符、 北斗网格位置码等多项编码解析与输出能力； 扩展了两类网格空间索
引，将传统外包矩形无限集索引升级为网格有限集索引，在海量数据场景下优势明显，支持数据库中
矢量、栅格、地形、轨迹、点云、三维等传统 GIS模型与北斗网格模型的转换，在数据库中实现多源异构
空间数据的统一网格化组织和高效网格检索。支持单机百亿级时空位置数据的秒级访问和 PB级网格
数据的分析计算，整体性能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GEOVIS iCenter 空天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V6.1，作为数字地球网格引擎对外统一服务输出，提供
数字地球时空大数据的引接、存储、组织、分发、共享、分析等能力，可为新一代数字地球各行业应用提
供稳定、高效的数据服务和应用支撑服务。 在数据存储组织方面，基于多 iBEST-DB时空数据库，对矢
量、影像、地形、地名、倾斜摄影、三维模型、街景、实时位置数据等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时空数
据建立统一的网格索引，实现了多源海量时空大数据的统一时空组织，提供网格化穿透式检索，大幅
提高了数据的查询、浏览、分发效率，实现了多源异构数据实体之间的关联和融合，为不同行业时空大
数据分析挖掘提供基础支撑。 在时空分析方面，将地球剖分编码代数运算封装为时空分析服务，提供
网格编码解析、网格缓冲区分析、网格路径规划、网格空间叠置分析、网格空间关系判断等分析服务或
API，供上层业务系统调用。 在空间数据服务方面，提供实时位置数据服务，支持高通量实时位置数据
的引接、存储、查询、分析、统计等能力，基于北斗网格码实现实时网格热力图、轨迹时空检索、电子围
栏等功能。

数据处理方面，研制了 GEOVIS iFactory 空天大数据智能处理平台 V6.1，突破了海量数据在可扩

展混合异构高性能计算机中进行并行影像处理算法、处理流程自动化调度等核心技术，形成了海量多
源异构影像数据的筛选、 组织以及数据处理的调度平台， 实现了在超大规模集群中对既是计算密集
型、又是 IO 密集型的海量处理任务进行高效、稳定、低耗处理的目标，也将是未来数字地球超级计算
机的计算引擎基础。此外，面向高光谱、微波卫星影像，可见光、航空影像等数据，形成了 iFactory-Basic
基础工具集、iFactory-Optics 光学卫星影像处理、iFactory-SAR 微波卫星影像处理、iFactory-UAV 航空
光学影像处理、iFactory-Hyperspectral高光谱影像处理、iFactory-3D三维建模等产品。

同时，构建了集空天数据引接、在线计算、在线编辑、成果发布一体化的 GEOVIS iBrain 空天大数
据智能解译平台 V6.0，可以提供批量化、自动化快速解译地物、目标等要素边界及时空变化信息的能
力，并集成针对多个典型应用场景的专题监测与成果共享发布服务能力，实现了基于多种广域高清影
像底图形成“AI版数字地球”级体验感，显著提高了空天数据中的信息获取效率，使数字地球实现从数
据维到信息维乃至知识维的提升。

数据可视化方面， 开发了 GEOVIS iExplorer 空天大数据可视化平台 V6.1， 面向中宏观场景开发
者，研制了拖拽式数字地球低代码开发平台，助力生态伙伴快速搭建数字地球应用；面向精细化场景
开发者，研制 GEOVIS iReal 视景仿真可视化引擎 V6.0，结合游戏级引擎在可视化表现和三维渲染方
面的超强能力，能够支持多尺度、多物理量的地理、物理全要素精准映射，超精细还原真实世界场景纹
理细节，为用户提供实时、炫酷、逼真的可视化效果与沉浸式交互体验，为数字孪生地球带来身临其
境、更具交互性、真实感、沉浸感的三维体验；面向内容生产者，研制的 GEOPPT 时空场景编辑器产品，
为用户提供了基于数字地球的互动内容创作及分享平台，在数字孪生地球基础上，拓展丰富的数据源
和主题空间，为用户二次创作提供了内容制作工具，可广泛应用于媒体、工业、教育、旅游、游戏等行业
领域，同时，借助云原生技术实践了从线下数字地球到在线数字地球的技术探索，为 GEOVIS Online
在线数字地球的研发积蓄了深厚的技术储备。

数据方面，构建了“基础数据+专题数据”空天大数据体系，形成了数字地球数据标准规范，可作为
建设数字孪生、数字地球时空大数据标准体系的基础。 同时，形成新一代 GEOVIS iDataBox 时空大数
据云盒产品，以“数据+软件+硬件”的产品形态，提供全面、精准、轻量的多源时空大数据产品及服务，
可实现二、三维平台地图框架模型的快速搭建、并满足灵活更新的数据需求，为各行业的业务应用提
供轻便高效的数据服务。

（2）数字地球应用软件平台
报告期内， 公司不断丰富和拓展数字地球产品的应用领域， 在应用软件平台中不断扩展应用插

件，在原有特种领域、气象、交通、商业航天等行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农业、林业、应急等民用市
场以及大众等方向的布局。

面向农业、应急、交通、水利、林草和智慧城市等行业应用，基于 GEOVIS 6 数字地球基础平台，打
造“GEOVIS+智慧管理”产品线，主要通过空天大数据、时空区块链、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
依托数字地球时空底座，以“GEOVIS+智慧管理”为核心，研发 GEOVIS 智慧农业管理产品、GEOVIS 智
慧应急管理以及 GEOVIS低空通航智慧管理等产品， 为政府智慧治理和服务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空间
信息支撑和智慧决策支持。

面向气象、海洋、环境等行业应用，构建了气象观探测设备研发生产、软件技术开发和专业信息服
务的闭环产品体系。基于 GEOVIS 6数字地球基础平台，全新研制的 GEOVIS气象数字地球应用平台，
突破高分辨率智能气象同化预报技术，打通“同化-气象数值模式-人工智能”链路，融合循环同化、预
报和订正于一体，可以在获得精确的气象初始场同时，提高时空分辨率，保证对中小尺度气象过程的
准确模拟，有助于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提供面向行业服务的进一步扩展升级。 公司自主研制生产
的系列气象海洋观探测设备，广泛应用于气象、水利、环保、航空、公路、铁路等众多领域，凭借稳定的
产品质量、领先的技术水平、快速的响应速度、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得到了特种领域、政府、企业、大
众等各类用户的高度认可。

面向航天测运控系统与服务领域，基于 GEOVIS 6数字地球基础平台，研制的洞察者-空间信息分
析平台，致力于空间态势展示、空间操作仿真、目标特性分析和宇航动力学计算分析，将为航天任务规
划设计、空间信息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手段。 作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国内领先的航天任务规划、空
间试验分析、空间活动支持等专业化任务分析计算系统，打破了航天空间信息分析领域长期以来对国
外技术的依赖，满足我国航天事业科学、快速、安全发展的需要，在航天操作控制、太空交通管理、态势
分析、空间事件推演、训练与仿真等产业和技术领域具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前景。

面向特种领域应用，基于 GEOVIS 6数字地球基础平台，开发了特种数字地球应用平台，搭建了智
能分析业务中台和轻量化服务框架， 实现了特种应用环境中不同类型数据信息的统一汇聚、 时空关
联、组织管理、融合分析、共享分发、可视化表达等功能，进一步增强了陆、海、空、天、电、网等虚拟环境
构建，目标分析、综合态势、北斗导航时频以及特种领域业务数据分析可视化能力，能够更有效地面向
开展作训仿真、辅助决策和后勤保障等业务的特种行业用户提供决策支撑。

面向企业应用，在 GEOVIS 6数字地球基础平台的基础上，根据线性资产管理企业(如石油、燃气、
电力等)的需求，开发了 GEOVIS企业数字地球应用平台，可利用遥感影像数据和北斗导航定位数据构
建管线智能巡检能力，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资产完整性管理。

面向大众应用，公司正在基于自主的数字地球理论、自主的空间基础设施、自主的数字地球软件
和自主的 IT基础设施，研制 GEOVIS Online在线数字地球产品，将向大众用户提供更智能、更精准、更
高效的数字地球应用。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包括：
1、盈利模式
公司通过向用户提供 GEOVIS软件销售与数据服务、GEOVIS技术开发与服务、GEOVIS一体机产

品销售以及系统集成等业务实现盈利。 随着 GEOVIS Online 在线数字地球项目的推进，将逐步探索数
字地球在线运营的盈利模式。

2、销售模式
基于公司集团化发展的战略，依托“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公司进行了营销网络的升

级，将大区和办事处为主体的营销网络，转变为以北京、西安、青岛、合肥四个管理总部为核心，38家参
控股分子公司为主体，全国 20多个办事处为补充的集团化架构，既兼顾行业拓展、又兼顾区域市场覆
盖，一方面能够更大层面获取所在地的政府和市场支持，另一方面，能够发挥集团合力，为所在地市场
提供更充分的产品、方案和技术保障。

3、研发模式
公司建立以数字地球研究院为数字地球基础平台研发主体、 子公司为数字地球应用平台研发和

应用推广主体的研发组织。 数字地球研究院围绕数字地球基础平台产品，研究北斗高分融合的理论基
础和底层架构，攻克在空天大数据获取、处理、承载及可视化等方面的共性关键技术，提供稳定、可靠、
先进的数字地球基础平台产品。 各子公司，在数字地球基础平台产品之上，面向行业共性需求，攻克空
天大数据应用方面的关键技术，面向特种领域、气象海洋、测绘、交通、应急等领域进行技术创新和产
品开发，构建数字地球应用平台及行业应用系统。

公司形成了覆盖产品规划、研制、运营等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产品研发管理模式，产品规划及研制
过程中，研究院与子公司积极互动、高效协作，一方面提升了数字地球平台的技术先进性和架构稳定
性，另一方面也保障了数字地球对行业需求的高度覆盖。

4、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了集团管控、子公司实施的采购管理制度，严格落实项目采购需求评估、项目采购策划、

供应商管理、采购实施、采购产品和服务质量检验和质量控制等活动，既确保项目交付效率、又能确保
所采购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持续满足产品研发、生产和服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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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地理信息行业的交叉行业：数字地球行业。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步入加速创新、快速迭代、群体突破的

爆发期，加快从本地线下形态模式向网络化、平台化、服务化、智能化、生态化演进。 随着云计算、大数
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快速发展和融合创新，先进计算、高端存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加
速突破和应用，进一步重塑了软件的技术架构、计算模式、开发模式、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软件的载
体也逐渐将线上作为主要呈现方式，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日益成熟，加速步入质变期。

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各行业对地理信息技术与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加，我国地
理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较快发展，目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正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地理信息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从业单位、从业人数不断增加。 地理信息产业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
行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尚未形成明显的龙头公司。 地理信息产业市场活跃度保持较高
水平，民营企业占比不断扩大，能力和效益持续同步提升，中小企业发展呈现出较强活力，以地理信息
软件为主营业务的创新型企业效益效率表现突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地理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数
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保持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地理信息产业作为“数据+技术+服务”三位一体
的产业，不仅自身形成一个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生态系统，而且产业上中下游关联度较大，使得产业
发展的市场空间巨大。

作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地理信息行业的交叉行业， 我国数字地球应用产业发展经历了面
向政府、企业的重要发展阶段，主要应用场景已经充分挖掘，市场趋于成熟。 数字地球的市场需求从传
统的国土、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等行业，向数字经济及智慧城市、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渗
透，形成了特种领域、政府和企业等多主体、多层次、多行业的应用格局。 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等国
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数字地球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不仅涉及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还将走出国门，服务
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世界。 由此可见面向政府、企业的数字地球应用市场已经趋于成熟。

根据国际数字地球市场的发展趋势，数字地球的未来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面向政府、企
业的业务通过互联网进行云服务升级；第二个是面向大众服务应用领域，通过技术手段挖掘大众应用
场景，扩大市场规模，更好的服务于数字地球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能够随
时随地使用数字地球与全球各地的用户、场景、信息建立链接和互动，能够便捷的与外太空的卫星资
源进行互动，将很大程度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同时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和应用前景。 因此，
以谷歌公司为代表的国外互联网公司已经在在线数字地球领域深耕多年， 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商

业运营模式。 而根据国内数字地球市场的发展情况，国内数字地球行业和产品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国内大众市场应用条件尚未完全具备， 一些国内知名相关企业对于在线数字地球业务也进行了诸多
有益的技术研究和市场探索，但由于整个行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缺乏完整的经验与体系，故目前市
场上的在线数字地球产品均存在一定局限性。 行业对于整个市场的探索深度有限，且数据搜集、数据
分析、数据处理等技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数字地球提供商的品牌影响力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对
于大多数企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成本挑战。 因此， 国内在线数字地球领域市场仍未形成完整的竞争格
局，国内市场存在巨大挖掘价值。

(2)数字地球行业的主要技术门槛
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步伐，大力推动空天信息、大

数据、 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同时随着国家在民用航天和商业航天等多个方向的快速发
展，遥感卫星、导航卫星、遥感无人机等都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为数字地球应用生态的构建提供了
自主可控的数据源。 目前，自然资源、交通、应急、农业等领域，对卫星能力需求量很大。 而卫星赋能地
面产业存在环节过多、过于专业、过于复杂等问题，导致天上卫星与地面产业需求并未完全适配。

数字地球作为将空天信息基础设施的能力与地面需求衔接的平台，可以基于高分卫星、北斗导航
定位系统、遥感飞机等航空航天设施的数据，把复杂专业的卫星应用环节封装起来，从而大大简化行
业应用对卫星能力的获取手段。 但是需要突破包括数据获取、数据处理、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可视
化、数据应用等多方面主要技术门槛。 首先，从数据获取方面，需要解决数据获取的准确性、稳定性、及
时性难题，实现高可靠、高实时、高精度、高覆盖、高速率的航天测控能力；其次，从数据处理方面，需要
突破空天大数据智能处理技术难点，实现对空间基础设施的数据源进行高效地自动化、智能化的处理
和解译，从而有效缩短数据使用链路和数据信息获取周期；再次，从数据组织与管理方面，需要建立统
一标准的时空框架和技术体系，能够实现空间信息标准划分、统一标识、计算与表达，实现覆盖空、天、
地、地下、水下地球以及度、分、秒全域时空和全域空间覆盖，作为全域时空的数字孪生地球构建的基
础；然后，从数据可视化方面，需要突破空间三维立体建模技术，能够立体表达地理环境、城市环境、大
气环境、海洋环境等动态、静态信息，实现覆盖地面空间、地下空间、水下空间、航空空间、卫星空间等
不同尺寸、不同类型的时空立体构造能力；最后，从数据应用方面，需要突破多源异构数据引接与汇聚
技术，构建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数据组织和分析模型，从而实现不同行业的数据应用模型构建。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数字地球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的企业， 中科星图在国内数字地球行业具有领先

地位。 公司研制的 GEOVIS 6 数字地球在强化高分遥感卫星应用服务能力的同时，拓展北斗导航定位
卫星的应用服务能力，探索北斗高分融合的产品型态和应用模式，促进“GEOVIS+”行业生态圈的构
建。 2021年，在公司集团化战略的指引下，目前已形成以特种领域、智慧政府、气象生态、航天测运控、
企业能源、线上业务六大板块为核心的集团化发展态势。 从产业链拓展方面，公司布局航天测运控领
域，致力于建立国内一流的商业卫星管控中心，将产业链从中下游向上游延展，更进一步实现星图布
局全产业， 形成产业链上下游贯通的商业模式目标。 从核心技术方面，以北斗网格剖分理论为基础，
以北斗网格码为核心研发了新一代数字地球 GEOVIS iBASE 北斗网格时空引擎，打造了“北斗为体、
高分为象”的新一代数字地球 GEOVIS 6。 从行业应用方面，公司依托数据资源及平台优势，不断推进
数字地球与行业应用深度融合，初步建成面向政府、企业及特种领域用户，覆盖空天信息产业全链条
的 GEOVIS数字地球应用生态；数字地球在特种领域的行业拓展保持平稳增长的基础上，拓展了数字
地球产品的适用领域和应用场景，在智慧政府、气象生态、航天测运控等行业呈现高速增长。 从商业模
式方面，公司积极开辟数字地球大众市场新蓝海，将数字地球业务不断向大众应用渗透，探索数字地
球在线应用场景，将实现中科星图数字地球产品的线上运营，提供全球服务和运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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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地球的上游行业主要包括导航及遥感卫星制造业等，下游行业主要包括以特种领域、气象、

海洋、生态环境、林业、农业、交通、应急、航天等众多行业的企业为主的最终用户，以及为最终用户提
供定制系统服务的增值开发商。 卫星的大量发射及其产生的丰富的卫星数据，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
展大力促进了数字地球行业的发展。

（一）卫星行业稳步高速发展，奠定了数字地球行业发展的基石
根据 Bryce公司数据统计，2013年到 2018年全球航天产业投资达到 138 亿美元， 主要集中在火

箭发射和低轨卫星领域，在空间技术发展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市场化力量通过资本推动行业发展。
从数据上看，中国国内投资总额占全球份额 10%，发展空间巨大。 随着卫星开发模式、发射模式的改
变，卫星入门成本大大降低，给供给侧带来利好。

数据显示，2021年度，全球共发射卫星 1336颗，其中中国航天共实施宇航发射任务 55 次，首次达
到“50+”并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卫星发射数量稳步高速增长，数字地球迎来了航天数字时代的新浪潮。
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卫星分辨率不断提高，达到亚米级的影像越来越多。 此外，我国已形成“高分+北
斗” 融合的卫星服务模式。 2020 年全球组网后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已向全球用户提供服务，
2021 年北斗高精度服务全球用户已突破 10 亿，北斗应用领域仍将不断拓宽，以北斗服务为主要内容
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北斗在智慧城市、自动驾驶、立体交通建设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将催生产业新的增长点。 高分系统则统筹建设基于卫星、 平流层飞艇和飞机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
统，完善地面资源，并与其他观测手段结合，形成全天候、全天时、全球覆盖的对地观测能力。 北斗与高
分融合可以构建更加精细化的时空大数据平台，未来将形成更多的数字地球新生态。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地理信息技术加速融合，为数字地球行业发展持续赋能
数字地球就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地理信息技术与航空航天产业深度

融合构建的数字化的地球。 它利用遥感卫星、航空摄影等多种对地观测手段，快速高效地获取高精度
地球观测数据，基于统一的时空基准重建三维虚拟地球框架模型，并根据行业需求承载融合各行业空
间信息，解决待定的应用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地理信息技术与航空航天产业跨界融合，
催生了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为数字地球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首先，后高分时代的遥感，
对地观测技术使我们能够实时、动态地观测和监测地球，实现对各类要素数据的高分辨率获取；其次，
以 5G、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也因深层神经网
络的成功而获取了巨大进步，将促进构建智能化数字地球应用新模式，使之前一些不可能成为可能；
再次，随着国家标准《北斗网格位置码》（GB/T39409 2020）于 2021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北斗网格码
的发展开始加速，北斗网格码由于其高泛用性和高扩展性，获得了学界、政府与相关产业的多方面关
注，数字地球作为打通天上卫星资源与地上行业应用的承载平台，在推动北斗应用融合与产业协同发
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最后，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以虚实互动为主要特征的“元宇宙”理念
正引发着全球新一波科技浪潮和市场空间升维，数字地球涵盖了宏观、中观、微观等时空维度，伴随着
卫星应用互联网化、智能化、实景化等时空应用趋势，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未来融
合虚实交互的应用和服务能力也会同步拓展。

总之，数字地球核心支撑体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数字地球亟待发展，将整合地球演化全
球数据、共享全球地学知识，推动地球科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三）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为数字地球产业开辟了广阔市场
随着空间基础设施不断增强，数字经济快速推进，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地理信息技术加快融合

发展，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不断释放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发展潜力，将
迎来更旺盛的需求和良好的发展机遇。 数字地球是数字经济的一个全新底座，具有时空属性的应用数
据与其进行融合后，会产生新的业态。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数字地球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和下游市场。 数字经济是
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
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 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 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
态。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和治
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十四五”规划和 2035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数字经济的目标、任务和政策部署，相关部委和各地方
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使得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2022年 1月 12日，国务院
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展望“十四五”期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规模将从 2020 年
约 8.14万亿元，增长至 2025年约 14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10%。由此可
以推测国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将从 2020 年的约 7.9 万亿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12.5 万亿元，未
来市场空间巨大，为数字地球行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四）数字地球行业的商业模式正在从离线交付逐步转向线上运营
从技术路线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网络和移动智能终端不断深入普及，以及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

成熟，用户越来越习惯于使用即得性强的在线服务，而传统的桌面程序和重型软件正逐渐让位于以云
服务形式提供的“即用即走”型软件。

同时，随着网络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服务付费的观念正在形成，不仅个人用户已开始习惯于为在
线服务和内容付费，而且机构用户也开始倾向于基于云端服务实现业务流的信息化。 云服务模式改变
了传统软件服务的提供方式， 减少本地部署所需的大量前期投入， 进一步突出信息化软件的服务属
性，或成为未来信息化软件市场的主流交付模式。 技术赋能为数字地球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大众
用户群体。

根据国际数字地球市场的发展趋势，数字地球的未来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面向政府、企
业的业务通过互联网进行云服务升级；第二个是面向大众服务应用领域，通过技术手段挖掘大众应用
场景，扩大市场规模，更好的服务于数字地球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伴随着网络的普及，特别是以智能
手机和平板电脑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 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改变。 在移动互联时
代，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使用数字地球与全球各地的用户、场景、信息建立链接和互动，能够便捷的与外
太空的卫星资源进行互动，将很大程度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同时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和应
用前景。 因此，以谷歌公司为代表的国外互联网公司已经在在线数字地球领域深耕多年，已经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我国数字地球产业也呈现这样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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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2,363,138,597.19 1,689,417,147.63 39.88 613,392,40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34,418,132.05 1,237,778,872.86 15.89 289,041,628.34

营业收入 1,039,947,273.81 702,541,464.91 48.03 489,410,96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20,305,673.15 147,454,351.38 49.41 102,889,45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312,259.95 123,170,527.63 22.04 94,153,288.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6,951,627.60 79,453,332.20 110.13 -3,435,824.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54 21.18 减少 4.64个百分点 43.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0 0.78 28.21 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0 0.78 28.21 0.6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15.26 13.54 增加 1.72个百分点 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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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87,074.75 230,759,935.03 252,856,624.12 456,443,63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67,979.62 21,434,372.79 37,889,991.43 165,649,28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2,944,136.01 14,363,971.50 29,026,776.37 119,865,64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3,892,797.64 -1,081,042.54 -43,643,584.18 355,569,0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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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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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九度（北京）空间信息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0 69,153,082 31.43 69,153,082 69,153,082 无 0 国 有 法

人

共青城星图群英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44,222,260 20.10 44,222,260 44,222,260 无 0 其他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 0 38,424,658 17.47 0 0 无 0 国 有 法

人

共青城航天荟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62,443 10,937,557 4.97 0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朱
雀恒心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924,804 2,924,804 1.33 0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822,216 2,822,216 1.28 0 0 无 0 其他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0 2,449,712 1.11 2,449,712 2,467,612 无 0 国 有 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2,400,057 2,400,057 1.09 0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朱
雀产业臻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182,881 2,182,881 0.99 0 0 无 0 其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朱
雀企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63,825 1,263,825 0.57 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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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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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39,947,273.81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48.0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20,305,673.1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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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2-037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致使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709 号）核准，公司于 2020年 7月 6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40 万张，每
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4,000.00 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0】233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54,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8月 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宁建转债”，债券代码“113036”。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宁建转债”自 2021 年 1 月 11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转股价格为 4.86元/股。

2021年 6月 24 日，公司实施完成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宁建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4.86 元/股调
整为 4.76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建工关
于“宁建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2022 年 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3 月 17 日，“宁建转债” 累计转股 35,538,791 股， 公司股份总数由
976,080,000 股增至 1,011,618,791 股，公司控股股东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交
投”）所持公司股份仍为 292,000,000 股，持股比例由 29.9156%下降至 28.8646%，被动稀释 1.051%，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建工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
例被动稀释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2022 年 3 月 18 日至 2022 年 4 月 6 日，“宁建转债” 累计转股 37,569,182 股， 公司股份总数由
1,011,618,791股增至 1,049,187,973股，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交投所持公司股份仍为 292,000,000 股，持
股比例由 28.8646%下降至 27.8310%，被动稀释 1.033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建工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4）。

2022 年 4 月 7 日至 2022 年 4 月 11 日，“宁建转债” 累计转股 37,610,617 股， 公司股份总数由
1,049,187,973股增至 1,086,798,590股，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交投所持公司股份仍为 292,000,000 股，持
股比例由 27.8310%下降至 26.8679%，被动稀释 0.9631%。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292,000,000 27.8310% 292,000,000 26.8679%

截至“宁建转债”赎回登记日（2022年 4月 11日）收市后，累计转股数量为 110,718,590 股，公司股

份总数由 976,080,000 股增至 1,086,798,590 股，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交投所持公司股份仍为
292,000,000股，持股比例由转股前的 29.9156%下降至 26.8679%，累积被动稀释 3.0477%。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权益变动主要系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致使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不涉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产生实质影

响。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

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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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宁建转债赎回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数量：人民币 12,960,000元(129,600张)
● 赎回兑付总金额：人民币 13,019,616元（含当期利息）
● 赎回登记日：2022年 4月 11日
● 赎回价格：100.46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 赎回款发放日：2022年 4月 12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2年 4月 12日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股票自 2022 年 1 月 21 日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期间，满足连续 30 个交易日内有 15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宁建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即 6.19 元/股。 根据《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宁建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2年 3月 10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前赎回“宁建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本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宁建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
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宁建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 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公告情况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22年 1月 21日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期间， 满足连续 30 个交易日内有 15 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宁建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即 6.19 元/股，已满足“宁建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程序履行情况
2022年 3月 10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前赎回“宁建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本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宁建转债”全部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建
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宁建转债”赎回的公告》。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披露了《宁波建工关于实施“宁建转债”赎回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并
分别于 2022年 3月 30日、2022年4月 1日、2022年 4月 8日、2022年 4月 11日披露了 4次关于“宁
建转债”赎回的提示性公告，相关赎回事项如下：

1.赎回登记日及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2年 4月 11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宁建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2.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100.460 元/张（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1年 7月 6日至 2022年 7月 5日）票面年利率为 0.6%；
计息天数自起息日 2021年 7月 6日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22年 4月 12日（算头不算尾）共 280

天；
当期应计利息=100×0.6%×280/365=0.460元/张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460=100.460元/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面值
每 1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460 元(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 100.368 元
(税后)。 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
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
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面值每 1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
为人民币 100.460元(含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境外
投资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34 号)

规定，自 2021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
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 QFII、
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持有人实际面值每 1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派发赎回金额为
人民币 100.460元。

3.赎回款发放日：2022年 4月 12日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结果和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一）赎回余额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2年 4月 11日）收市后，“宁建转债”余额为人民币 12,960,000 元，占“宁建转

债”发行总额人民币 540,000,000元的 2.40%。
（二）转股情况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2 年 4 月 11 日）收市后，累计共有 527,040,000 元“宁建转债”已转换为公司

股票，占“宁建转债”发行总额的 97.60%，累计转股数量为 110,718,590股，占“宁建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 11.34%。

自 2022年 4月 7日至 2022年 4 月 11 日，共有 179,032,000 元“宁建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
数量为 37,610,617股。 期间因公司因可转债转股引起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可转债转股前（股） 本次可转债转股（股） 可转债转股后（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无限售流通股 1,049,187,973 37,610,617 1,086,798,590

总股本 1,049,187,973 37,610,617 1,086,798,590

（三）可转债停止交易及转股情况
2022年 4月 12 日起，“宁建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尚未转股的 12,960,000 元“宁建转债”将全部

冻结。
（四）赎回兑付金额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公司本次赎回“宁建转债”数量为 129,600 张，赎回兑付总

金额为 13,019,616元（含当期利息），赎回款发放日为 2022年 4月 12日。
（五）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宁建转债”赎回兑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13,019,616 元（含当期利息），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产生较大影响。 本次“宁建转债”赎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086,798,590 股，增
强了公司资本实力，提高了公司抗风险能力。 同时，因总股本增加，短期内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后续事项
自 2022 年 4月 12 日起，“宁建转债”（转债代码 113036）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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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江西紫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紫星”）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为 57,407,3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415%；公司控股股东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江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256,3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1248%（因中江集团实
施存续分立，中江集团所持有 35,224,192 股尚需过户至江西紫星）；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拉萨昆吾
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昆吾”）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5,038,541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1622%； 江西紫星与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 拉萨昆吾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318,775,8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5285%。

●本次质押后，江西紫星与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18,730,000 股，占
其持股总数的 99.9856%，占公司总股本的 73.5179%。

●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系为顺利完成控股股东分立事项涉及的第二笔公司 35,224,192 股股份的过
户，用本次质押股份置换同等数量的正处于质押状态的中江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 目前中江集团持有
的相应公司股份的解押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投资”或“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江西紫星
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通知，获悉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现
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江西紫星系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全资子公司。 江西紫星

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万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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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江 西
紫星 否 5,740 否 否 2022/4/12 2025/10/11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99.9873% 13.2398% 置 换
股份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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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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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集团 256,330,000 59.1248 256,330,000 256,330,000 100.00 59.1248 0 0 0 0

拉萨昆吾 5,038,541 1.1622 5,000,000 5,000,000 99.2351 1.1533 0 0 0 0

江西紫星 57,407,309 13.2415 57,400,000 99.9872 13.2398 0 0 0 0

合计 318,775,850 73.5285 261,330,000 318,730,000 99.9856 73.5179 0 0 0 0

二、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股份质押情况
1、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情况：
（1）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情况
未来半年内，中江集团已质押的 10,000万股将到期，具体情况为：

股东名称 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亿元）

中江集团 100,000,000 39.0122 23.0659% 10

（2）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情况
无
本次质押的具体用途：
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系为顺利完成控股股东分立事项涉及的第二笔公司 35,224,192 股股份的过

户，用本次质押股份置换同等数量的正处于质押状态的中江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 目前中江集团持有
的相应公司股份的解押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2、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
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

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

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
响；

（3）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江西紫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4、江西紫星资信情况
（1）江西紫星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控股股东名称：江西紫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22年 02月 18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董家窑路 112 号紫金城写字楼 A 座 19 层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江西紫星成立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自成立至今不满一年，系因中江集团分立产生，尚未开展业

务，自身尚无财务资料。
（2）江西紫星偿债能力指标

江西紫星成立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自成立至今不满一年，系因中江集团分立产生，尚未开展业
务，自身尚无财务资料。

（3）江西紫星未对外发行债券，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4）江西紫星不涉及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5）江西紫星经营状况良好，有充足的偿债能力，不存在偿债风险。
5、江西紫星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2021年 1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向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入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授权借款额度 10 亿元，资金拆入利率不高于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2022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
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入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授权借款额度 10 亿元，资金拆入利率不高于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江西紫星成立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系因中江集团分立产生，根据《分立协议》，江西紫星继承了
中江集团与上市公司于 2021年 12月 31 日剩余的债权 2 亿元， 江西紫星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
披露日（2022年 4月 13日）的交易往来如下：

新增借款利息 239.25万元，归还借款本金 4,000万元，截止 2022 年 4 月 13 日借款余额 16,239.25
万元。

上述资金往来不涉及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与江西紫星未发生其他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上述资金往来不涉及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6、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系为顺利完成控股股东分立事项涉及的第二笔公司 35,224,192 股股份的过

户，用本次质押股份置换同等数量的正处于质押状态的中江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 目前中江集团持有
的相应公司股份的解押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具备相
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 若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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