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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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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云从科技”）董事会对
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22]333 号文注册同意，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05 月 18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普通股（A 股）股票 11,243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5.37 元。 截至 2022 年 05 月
24 日止，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172,804.91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10,095.42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62,709.49 万元。

截止 2022 年 05 月 24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2]000266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250,459,722.69 元，其中：公司于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445,119,800.00 元， 于 2022 年
05 月 24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805,339,922.69 元；本年度
使用募集资金 1,250,459,722.69 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61,823,952.97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云从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 2022
年 7 月 21 日第一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并于 2022 年 11 月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其进行修改。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工业大道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云山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
河工业园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徐汇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冉家坝支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便于公司对不同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管理， 并于 2021 年 9 月 12 日、2021 年 10 月 9 日、
2021 年 10 月 15 日、2021 年 10 月 15 日、2022 年 6 月 8 日、2022 年 6 月 24 日、2022 年 8 月 19 日
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工业园支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云山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徐汇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冉家坝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龙穴岛支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
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2022 年 6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注销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龙穴岛支
行开设的用于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综合服务生态项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工业大道支
行 3602002929200447541 68,034,763.89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云山支行 3602006029201598887 20,862.31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工业园
支行 44050147051300000250 94,991.58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徐汇支行 98300078801900005036 17,441,842.74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冉家坝支行 8111201012100488339 1,469,322.65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120913060210505 1,658,927,136.00 141,573.70 活期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802110010122728348 1,523,759.62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110940443010603 5,015,977.73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120914250810302 14,408,220.83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123911732910401 8,850,780.96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120921866610401 14,441,967.01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121935361210303 12,472,142.16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121934350710402 20,122,657.76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 121945456110903 23,795,294.38 活期

合 计 1,658,927,136.00 187,834,157.32

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中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的差异， 系利
息、银行手续费、闲置资金理财及公司部分发行费用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出等累计形成的金
额。

2022 年，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金额 购买日期 到期日期 收益金额

云从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30,000,000.00 2022/6/21 2022/9/21 1,739,178.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云山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30,000,000.00 2022/6/21 2022/9/21 1,739,178.0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徐汇支
行

结 构 性
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50,000,000.00 2022/6/14 2022/9/14 1,387,5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冉家坝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00,000,000.00 2022/6/18 2022/9/19 1,426,849.3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天河工业园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300,000,000.00 2022/7/1 2022/9/27 2,097,534.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00,000,000.00 2022/9/23 2022/12/23 1,454,794.5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徐汇支
行

结 构 性
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00,000,000.00 2022/10/9 2023/1/10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工业大道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00,000,000.00 2022/12/27 2023/3/29 0.00

合 计 1,510,000,000.00 9,845,034.25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20,000.00 万元。
三、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

理不存在重大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云从科技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及相关格式指引
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云从科技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云从科技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
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重大违
规情况。

特此公告。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8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27,094,945.8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50,459,722.69
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50,459,722.69
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总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 -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人机协同
操作系统
升级项目

否 813,315,40
0.00

760,000,00
0.00

760,000,00
0.00

517,817,77
3.56

517,817,77
3.56

-
242,182,2
26.44

68.13
%

2023 年
12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轻舟系统
生态建设
项目

否 831,064,80
0.00

220,000,00
0.00

220,000,00
0.00

86,941,94
9.13

86,941,949.
13

-
133,058,0
50.87

39.52
%

2023 年
12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人工智能
解决方案
综合服务
生态项目

是 1,412,172,
100.00 0.00 0.00 不适用 0.00 0.00 不 适

用
2023 年
12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动
资金 否 693,447,70

0.00
647,094,94
5.89

647,094,94
5.89

645,700,00
0.00

645,700,00
0.00

-
1,394,945.
89

99.78
%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3,750,000,
000.00

1,627,094,9
45.89

1,627,094,
945.89

1,250,459,
722.69

1,250,459,7
22.69

-
376,635,2
23.2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
原因 （分具体募
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44,843.40 万元。 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业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2]0011634 号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 《关于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 现 金 管 理 ，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实
施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60,000 万元（包含本数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 、通知存款 、结构性
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 本次现金管理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
期限范围内 ，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
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
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

致。
注 4：公司的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升级项目、轻舟系统生态建设项目均属于公司核心技术研

发项目，无直接经济效益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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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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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如下：
一、 增加注册资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资

本公积转增 4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740,670,562 股，以此计算本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1,036,938,787 股（转增后总股本数系公司根据实际计算结果四舍
五入所得，最终转增后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结果为准），公司注
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74,067.0562 万元增至人民币 103,693.8787 万元（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实施完毕金额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涉及股份总数、注册资本条款进行修订，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4,067.0562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3,693.8787 万元。

第十八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740,670,562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 元，均为普通股。

第十八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036,938,787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 元，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列举的条款外，《公司章程》中的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同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述因本次转增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并以特别决议方
式审议，同时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的议案》为生效前提。

公司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人士办理相关的变更及备案登记等全
部事宜，具体变更结果需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特此公告。
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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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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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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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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二）项上市标准

上市，上市时尚未盈利。 公司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52,638.5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86,891.43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4,
626.45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尚未实现盈利。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第三
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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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尚存在未弥补亏损，且公司未来在研发投入等方面资金需求依然较大，为更好地维

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公司总股本
为 740,670,562 股，以此计算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1,036,938,787 股（转增
后总股本数系公司根据实际计算结果四舍五入所得， 最终转增后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结果为准）。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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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特殊安排情况：
√本公司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
（一）特别表决权设置情况
1.� 特别表决权设置的基本安排
2020 年 9 月 1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实施特别

表决权制度及累积投票制度暨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并修改《公司章
程》，设置特别表决权。

根据特别表决权设置安排，公司控股股东常州云从持有公司的 146,505,343 股股份为 A 类
股份，其他股东（包括首次公开发行对象）所持公司股份均为 B 类股份。 除《公司章程》规定的
部分特定事项的表决外，每一 A 类股股份享有 6 票表决权，每一 B 类股股份享有 1 票表决权。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曦通过常州云从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等决策事项拥有控制权， 能够影响
公司股东大会表决的结果。

2.� 特别表决权持有情况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职务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数量 每份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表决权数量 合计持有表决权数量 合计持有表 决 权
比例(%)

常 州 云
从 董事长、总经理 146,505,343 6 879,032,058 59.67

3.特别表决权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普通股股份拥有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常州云从持有公司的 146,505,343 股股份为 A 类股份， 扣除 A 类股份后，公

司剩余 594,165,219 股股份为 B 类股份。 具体比例安排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表决权（票） 表决权比例 （%）

1 常州云从 146,505,343 19.78 879,032,058 59.67

2 其他股东 594,165,219 80.22 594,165,219 40.33
合计 740,670,562 100.00 1,473,197,277 100.00

4.其他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当公司股东对下列事项行使表决权时，每一 A 类股份享有的表决

权数量应当与每一 B 类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
（一）对《公司章程》作出修改；
（二）改变 A 类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
（三）聘请或者解聘公司的独立董事；
（四）聘请或者解聘为公司定期报告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
（五）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
（六）更改公司主营业务；
（七）审议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股东大会对上述第（二）项作出决议，应当经过不低于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将相应数量 A 类股份转
换为 B 类股份的不受前述需要三分之二表决权以上通过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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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从科技 68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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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桦 周阳帅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和路 55 弄张江人工智能岛 11 栋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和路 55 弄张江人
工智能岛 11 栋

电话 021-60969707 021-60969707
电子信箱 ir@cloudwalk.com ir@cloudw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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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提供高效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和行业解决方案， 致力于助推人
工智能产业化进程和各行业智慧化转型升级。 公司一方面凭借着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核心技
术打造了人机协同操作系统，通过对业务数据、硬件设备和软件应用的全面连接，把握人工智
能生态的核心入口，为客户提供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人工智能服务；另一方面，公司基于
人机协同操作系统，赋能智慧金融、智慧治理、智慧出行、智慧商业、数字城市、泛 AI 等应用场
景，为更广泛的客户群体提供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行业解决方案。

1.� 人机协同操作系统

公司向客户提供自主研发的基础操作系统、 基于人机协同操作系统的应用产品和核心组
件以及技术服务。 同时，公司推出轻量化且功能全面的基于人机协同操作系统的通用服务平台
引入生态伙伴共同开发 AI 应用及配套 SaaS 服务。

从系统构成看，云从人机协同操作系统是公司立足云从人机协同理念，自主研发的集合人
工智能应用设计、开发、训练、运行和管理而构建的智能操作系统，包含了 AIoT 设备管理、算力
和资源管理、人工智能算法和引擎、人机协同感知 API、AI 模型训练学习、开发工具与 API 服
务、AI 数据湖分析、AI 业务流程引擎和知识决策系统等核心模块，通过建立数据接入、云边端
一体协同计算、高性能文件存储、实时任务调度等基础能力，实现 AI 能力的自动部署、监控和
边端感知设备控制。

从产品功能看，云从人机协同操作系统结合了多模态感知数据及业务数据的推理和决策，
通过底层 AI 业务流程引擎和知识决策系统，深入行业应用场景对业务流程各个节点进行智能
化改造，优化人机交互体验，提升业务流程执行效率。 同时，伴随各类业务流程数据的持续沉
淀，对人机协同操作系统的反馈、训练和提升，使人机协同操作系统的知识决策系统逐渐具有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产品分类看， 云从人机协同操作系统一方面包括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客户需求提供的多
种人机协同应用产品和整体操作系统， 服务于客户单点业务效能提升和整体业务场景智能化
升级；另一方面也包括轻量化且功能全面的“轻舟平台”（即通用服务平台），通过开放式地引入
生态伙伴共同开发 AI 应用及配套 SaaS 服务，使人工智能服务惠及更广泛的各行业客户。

2.�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公司提供解决特定行业客户业务问题的智能化升级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会将人

机协同操作系统作为方案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操作系统提供的 AI 能力，再结合智
能 AIoT 设备和第三方软硬件产品等为客户解决特定行业问题。

2.1 智慧金融领域
公司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方主要为金融机构客户提供数字化身份认证及生物特征识

别、业务合规与智能稽查、AI 与数据中台、信贷风险管理等场景的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新增代表性解决智慧金融解决方案如下：
2.1.1 云之盾金融 AI 反欺诈解决方案，是云从科技新一代活体安全产品，通过整合移动端

安全核验、后端防 hack 算法、业务安全策略，帮助客户建立多层次防护体系，提升安全水平，
2022 年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张家口银行、中信银行等国有大行和城商行、股
份制银行上线部署，防攻击效果得到客户广泛认可。

2.1.2 数字员工解决方案，为金融客户提供基于企业微信，结合 AI 及机器自动化将公域流
量向私域流量转化，并实现客户差异化、精准化、智能化的持续营销管理平台，解决客户营销人
员不足、产品同质化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打通线上线下营销渠道。

2.1.3 双录质检，为金融客户提供一站式音视频生态系统解决方案，通过音视频中台、AI 能
力、视频客服、智能质检等核心能力并配合硬件设备助力金融、保险等泛金融企业安全、合规、
高效的进行临柜及远程经营。 方案已覆盖多家城商行银行客户，及西南证券等券商客户。

2.2 智慧治理领域
公司为公安、政法、交通、应急、文教卫、社区园区等政府和大型企事业客户提供可闭环的

业务应用产品和解决方案，提升政府和企事业的智慧化治理水平和效率。
报告期内新增代表性解决智慧治理解决方案如下：
2.2.1 智慧工地解决方案：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建

筑领域的融合应用，对施工人员出入通行、穿戴服装、施工安全操作等与安全生产和环境生态
相关的场景进行智能化管理监控及可视化管理，工地情况及建设进度一目了然，异常情况报警
推送，全面提升建筑工地施工安全防范水平。

2.2.2 智慧应急解决方案：构建以 CWOS 为核心，输出“能感知、会分析、可记忆、善思考、
有行动”的系统能力。通过安全防范、监管执法、监测预警、联合智慧数据的全融合，铸就智慧应
急数字底座，构建“知、析、存、思、动”的智慧应急平台。 该方案在成都天府新区防汛等场景成
功应用落地，建立标杆。

2.2.3 数字城市领域：公司以智慧城市数字底座为基础，面向政府、企业、百姓三类用户，提
供民生服务、城市管理、产业发展三大类服务，具体包含但不限于城市一网统管、智慧社区（如
智慧社区环保算法服务，基于深度学习的 AI 算法实现垃圾分类投放督导闭环）、应急指挥、智
慧

生态管理、智慧政务、智慧校园等场景。

2.3 智慧出行领域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主要应用场景以机场、航空公司作为切入口，探索“空陆联运”，联动

客运公交、地铁、高铁、高速，逐渐实现对城市内部轨交、公交及城市间交通运输的覆盖。主要产
品类别包括民航机场 AI 视频平台、民航机场智慧运行、城市智慧公交运营管理、智慧地铁运营
管理等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新增代表性解决智慧出行解决方案如下：
2.3.1 航站楼视频感知解决方案， 为机场客户搭建视频智能感知系统， 基于计算机视觉对

航站楼内人员进行结构化感知，实现旅客定位、轨迹还原、人群密度分析、安检排队、异常行为
告警、仿真预测等一系列功能，提升机场的安全管理能力。在芒市、呼和浩特机场进行方案验证
工作，取得较好的实际效果。

2.3.2 地铁视频监控智能化方案， 为地铁行业客户提供视云数据管理平台产品及视图云存
储产品，提供视频解析（含全结构化、行为、长尾等算法）能力授权，提供地铁行业场景应用功能
并支持个性化需求定制服务。

2.4 智慧商业领域
主要围绕商业地产、智慧无人零售的各类线下消费场景，例如购物中心、连锁门店、百货商

超、工业园区等。 主要产品为智慧园区、智慧无人零售、智慧购物中心、智慧商业连锁等解决方
案。 以智能货柜解决方案为例，为零食品牌商或运营商提供基于视觉 AI 的新型无人布货销售
渠道，在大大降低商品销售渠道成本的同时，提升商品市场覆盖度，帮助客户实现经济收益。

2.5 泛 AI 领域
公司积极探索新的行业，基于人机系统操作系统强大的 AI 能力，赋能不同行业的智慧化

转型。2022 年，公司初步进行了工业智能、能源等行业的探索，基于行业特性研发出智慧工业数
字人、智慧矿山等解决方案，为公司业务长期发展做长远布局。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 研发模式
公司技术研发主要由技术中台（感知研究院、数据研究院、AI 平台中心和硬件产品部）负责

执行，前台业务线的下属产品和解决方案部在产品设计开发方面提供行业经验和技术支持。 技
术中台重点推进算法引擎、大数据分析技术、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和 AIoT 设备及模组研发。产品
和解决方案部主要基于云从人机协同操作系统针对金融服务、城市治理、交通出行、商业零售
等应用场景进行具体产品的定制化设计开发，打造契合客户具体场景需求的解决方案。

2.� 生产模式
2.1 人机协同操作系统服务模式
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客户交付基础操作系统、 应用产品和核心组件或向客户提供相关技

术服务。 部分项目根据客户要求需进行定制化开发，公司按需定制开发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及应
用产品，同时根据客户需求的不同，会将部分非人机协同操作系统相关技术的配套系统功能委
托给独立软件开发商等行业生态伙伴进行定制开发或向独立软件开发商采购配套软件产品。

2.2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服务模式
公司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业务包含方案设计和规模销售两个阶段：
（1）方案设计阶段：公司通过行业研究并结合 AI 技术难度与应用成熟度聚焦行业客户智

能化转型的重点需求，将自主研发的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智能 AIoT 设备和服务器
等第三方软硬件进行系统性的适配与产品 / 系统测试，形成行业解决方案的初步框架，并经与
行业客户沟通和实验性交付部署，验证并优化解决方案，进而通过多个典型项目打磨，逐步形
成行业标准化解决方案。

（2）规模销售阶段：公司基于已积累的行业经验，以行业标准化解决方案为核心，针对不同
行业客户需求进行软硬件功能的定制化开发，并提供与客户现有系统对接开发等技术服务，形
成适配客户的解决方案。

2.3 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和服务的销售采用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模式：
（1）直销模式：对政府、公安、银行、机场以及其他大型企业等政企客户以及直接面对中大

型终端客户的厂商或集成商，公司一般采用直销的方式，通过招标或竞争性谈判等方式取得相
关项目，与客户直接签订合同，安排专门的销售及技术团队为其服务。

（2）经销模式：公司存在极少量客户采用经销模式，经销模式下，公司的直接客户为经销
商，由经销商向终端客户或集成商进行销售。

2.4 盈利模式
公司基于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为政府、公安、银行、机场以及其他大型企业等政企客

户和直接面对中大型终端客户的厂商或集成商提供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以及人工智
能解决方案，从而获得销售收入。

2.5 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内容主要分为非生产性物资和生产性物资：
（1）非生产性物资主要为公司日常办公和研发过程中所需的服务器、办公电脑等相关硬件

设备和部分外包服务以及办公用品，主要用于公司日常办公和技术研发等；
（2）生产性物资主要为各类软硬件设备，主要用于解决方案项目交付。 主要包括两类：一类

为向合作供应商采购智能摄像头、刷脸 PAD 等公司自主研发的 AIoT 设备；另一类为解决方案
业务项目交付中所需的服务器等第三方软硬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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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

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所属行
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 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软件开发（1.5.1）/ 人工智能系统服务
（1.5.3）”。

1.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处于高速建设阶段，核心产业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 根据中国

信通院预计，2022 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 5,080 亿元，同比增速为 18%。 目前，中国
人工智能产业模式探索已基本完成，产业焦点从技术研发转向各行业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 未
来随着新兴技术逐渐成熟应用并形成协同效应，更多的创新应用将成为可能，中国人工智能产
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增长点。 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预测，2026 年，中国人工智能核
心产业规模将超过 6,000 亿元。

1.1.1 智慧金融领域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方主要为金融机构客户提供数字化身份认证及生物特征识别、智

慧网点数字化运营管理、刷脸支付、信贷风险管理等场景的解决方案。 根据深圳市中研普华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咨询报告，《2021-2025 年中国智慧金融行业发展态势与前景展望研究报
告》，预计 2023-2025 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18.1%，到 2025 年金融科技市场整体规模将超过 8,900
亿元。

1.1.2 智慧治理领域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方主要服务公安、政法、交通、应急、文教卫、社区园区等政府和大

型企事业客户。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分析，中国智能安防软硬件市场规模在 2022 年达到 616 亿
元，2023 年预计达到 728 亿元，实现增速 18%，在 2025 年预计整体智能安防软硬件市场规模达
到 913 亿元。

1.1.3 智慧出行领域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主要应用场景以机场、航空公司作为切入口，探索“空陆联运”，联动

客运公交、地铁、高铁、高速，逐渐实现对城市内部轨交、公交及城市间交通运输的覆盖。根据艾
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智慧交通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3,520 亿元，到 2023 年预计整个市场
为 4,367 亿元，增速高达 24%。

1.1.4 智慧商业领域
主要围绕商业地产、智慧无人零售的各类线下消费场景，例如购物中心、连锁门店、百货商

超、工业园区等提供各类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根据艾瑞咨询的研究，智慧商业 SaaS 市场规模，
经历了 2020 年的宏观经济波动影响，2021 年市场增速相比 2019 年放缓，增速为 29.8%，其背后
原因主要是市场已初具规模，未来将保持近 30%的增速稳步发展。 2021 年市场规模为 213 亿，
预计 2024 年达到 465 亿。

1.1.5 数字城市领域
以智慧城市数字底座为基础，面向政府、企业、百姓三类用户，提供民生服务、城市管理、产

业发展三大类服务。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发布的《全球半年度智慧城市支出指南》显示，
2022 年预计中国智慧城市支出市场总规模在 2353 亿元人民币， 占全球总市场的 20%以上，预
计 2023 年中国智慧城市支出达到 2,674 亿元，增速为 14%。

1.2 主要技术门槛
人工智能行业在人工智能平台、人工智能行业解决方案均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
1.2.1 人工智能平台
人工智能平台指为研发或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而构建的一套软硬件环境，通常涉及算力、算

法、数据、知识等一个或多个要素。人工智能平台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领域之一。
深度学习框架是一种帮助人们更容易、 更快速的构建和使用深度学习模型的工具， 由于

GPT-3 等模型的引领， 超大规模模型的训练能力也将成为深度学习框架构建竞争门槛的关键
点。 算力算法平台通常以开源软件为基础研发，包含算力资源调度引擎、算法仓库和配套的数
据平台，可以完成 AI 算法从处理数据原料到部署算法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知识中台着眼
于将 AI 技术从感知、认知深度拓展到复杂决策环节，形成客户业务价值的闭环。

根据人工智能平台领域产品类别和技术特点， 云从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属于算力算法平台
和知识中台相结合的产品。 公司的技术储备集中在感知和认知领域，具备构建有竞争力的算力
算法平台的能力；而行业经验的积累为发展认知和决策智能进而构建知识中台奠定良好基础。
因此，公司选择发展将算力算法平台和知识中台相结合的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努力形成感知、
认知、决策的技术闭环，为客户解决复杂业务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1.2.2 行业解决方案
在智慧金融、智慧治理、智慧出行、智慧商业、数字城市、泛 AI 等领域，行业客户在智能化

升级方面要求解决方案提供商具备较强的 AI 技术能力和行业应用场景的深刻理解，能够提供
更具前瞻性和性价比更优的综合方案。 综合来看，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在海量数据智能解析及数
据治理、知识计算及智能服务、嵌入业务运营的数字化身份认证等方面具有技术门槛。

数据智能解析及数据治理的主流技术包括人脸识别、 全量视频结构化、 自然语言理解、
OCR 等技术， 技术重点在于如何实现全链路（数据汇集 / 清洗 / 转换 / 标签计算） 的高效处
理、混合存储、检索查询，相关技术的识别效率以及在具体场景的实战效果是主流 AI 厂商技术
实力比拼的重点。 目前，行业客户需求已经从最初的“数据可被解析”逐步发展成了“数据准确
解析 + 数据可治理”，对解决方案供应商提出了较高要求。

知识计算及智能服务的重点在于将海量的结构化数据通过实体抽象以及概念提取转化为
知识。 需要运用 AI 技术将感知、视图、业务数据进行深度融合，并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和机器学
习方法，为客户提供面向行业的知识推理和知识建模能力，有效挖掘数据价值，提供决策支持
和智能服务。 知识计算容量和推理建模智能化程度是技术竞争重点。

数字化身份认证需要针对客户在业务运营流程中嵌入人脸比对、活体检测、OCR 识别、语
音识别等多元数字化身份认证手段的需求，由于涉及到不同行业客户的关键业务流程，对于算
法识别的精准度、软件开发性能及处理效率、对多渠道多设备的兼容性及安全性、对于客户内
部系统架构的熟悉程度等方面都有较高要求。

公司人工智能行业解决方案，具备业界领先的视图感知数据分析能力，面向行业的知识存
储、建模和推理应用等知识计算能力，针对不同业务场景形成快速技术创新与通用解决方案的
能力，为行业客户提供可闭环的业务应用产品和解决方案，带来极大的效率提升。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2.1 人机协同操作系统
人机协同操作系统从行业属性上属于人工智能平台领域。 目前人工智能平台领域形成了

丰富的产品形态，如人工智能芯片平台、深度学习框架、AIoT 操作系统、算法算力平台、知识中
台、自动驾驶平台、机器人开发平台等。 人工智能企业根据自身技术积累和发展战略选择的人
工智能平台发展路径存在差异。

根据人工智能平台领域产品类别和技术特点， 公司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属于算力算法平台
和知识中台相结合的产品，支持主流的多个深度学习框架。 感知智能、认知智能和决策智能相
结合，帮助用户系统性的解决更复杂的业务问题，是人工智能行业发展最重要的趋势之一。

2.2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2.2.1 智慧金融
智慧金融领域，公司智慧金融解决方案将相关算法能力落地为技术平台，持续推进创新技

术到工程化产品的转化，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来形成技术壁垒，并尝试针对不同业务场景形成
通用解决方案，通过标准化方式提高交付效率。 公司智慧金融解决方案于 2022 年度获得艾媒
咨询颁发的“中国信创产业拳头奖———最佳操作系统品牌”、第三届中国零售金融发展峰会颁
发的“2022 银行科技服务商 TOP30”、OFweek 维科网 ＆ 人工智能网颁发的“维科杯 .
OFweek2022 第七届人工智能行业最佳赋能 AI 解决方案奖———齐鲁银行 AI 中台”、金融界颁发
的“2022 金融界“金智奖”数字化创新实践奖”等荣誉。

2.2.2 智慧治理
智慧治理领域，公司智慧治理解决方案具备安全高效的海量异构智能设备的数据接入、联

网和存储能力，业界领先的视图感知数据分析能力，面向行业的知识存储、建模和推理应用等
知识计算能力，为行业客户提供可闭环的业务应用产品和解决方案，提升政府和企事业的智慧
化治理水平和效率。 公司智慧治理解决方案在 2022 年度获得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颁发的
“‘首安杯’2021 年北京安防优秀应用品牌奖”、CPS 中安网颁发的“荣耀安防技术创新奖———人
脸人体聚类研究与应用”等荣誉。

2.2.3 智慧出行
智慧出行领域，公司的解决方案基于人脸识别、视频结构化、行为动作分析、物体识别、飞

行器识别、NLP、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对出行领域的场站服务资源、交通工具运行状态的全域感
知认知，通过大数据、知识图谱、深度学习等技术实现决策闭环，在具体出行业务场景实现技术
赋能，实现交通出行在安全管控、生产运营、旅客服务三大方向上的效率最大化。

2.2.4 智慧商业
智慧商业领域，公司的优势在于算法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和储备，以及金融、治理、交通等行

业经验的积累。 公司充分考虑自身技术和客户积累，兼顾长期战略价值和短期风险控制，选择
深耕人工智能平台建设和深入行业场景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2.2.5 数字城市业务
数字城市领域，公司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以城市大脑为核心，将人、环境、资源与产业等多个

要素综合融汇，以理念先进、资源集约、平台开放为纲领，基于统一的泛感知、汇数据、智平台的
能力，构建智慧城市 4.0 的城市大脑数字底座，打造智慧城市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能力，为城市
治理创新提供核心引擎，为智慧城市的各类场景业务应用提供强力支撑。 公司智慧城市解决方
案在 2022 年度获得 20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颁发的“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2022 年度
SAIL� TOP30 榜单———天府新区数字城市项目”、人民网颁发的“第十九届人民匠心奖———匠心
服务.天府新区数字城市项目”等荣誉。

2.2.6 泛 AI
泛 AI 领域，云从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工业智能、能源等，主要产品包括

智慧工业数字人解决方案、智慧矿山解决方案等。 公司充分发挥自身在人工智能领域积累的深
厚优势，将沉淀多年的 AI 核心技术闭环、全面的人机协同解决方案，应用于智能网联汽车场景
的开拓。 公司以高效人机协同操作系统为核心竞争力，基于“多模态数据感知、多领域知识推
理、人机共融共创、数据安全共享”四大核心技术，助力 AI 在不同场景下的快速渗透，提升客户
整体业务场景的智能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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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人工智能操作系统
第一， 深度学习框架领域目前已经阶段性的形成了 Google� TensorFlow、Facebook� PyTorch

两大龙头垄断的局面， 框架的易用性和开源生态是下一阶段的发展重点。 2022 年底， 美国
OpenAI 公司发布的 ChatGPT 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其底层技术是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有效解
决了当前人工智能边际效用低的难题，大模型催生了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新范式，推动了人
工智能进入工业化应用时代。

第二，随着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决策智能的演进，平台将集成更全面的 AI 能力，形成综
合性较强的技术闭环，帮助客户更深入的解决业务问题。

第三，在与数据相关的采集与处理、标注与反馈、安全与隐私保护等环节，将逐步形成适用
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业级标准，并在平台落地实践。

第四，随着算力基础设施技术的发展以及算法生产流程工具的逐步成熟，基于平台研发人
工智能应用的门槛、周期和成本持续下降，平台技术的进步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发展的核心
推动力。

公司正在研发全新自主的大模型技术，作为人工智能操作系统的重要底层框架。 同时，人
机协同操作系统逐步从提供单一人脸识别能力，演进成提供较为完整的智能化升级能力，解决
客户特定场景下的综合性的业务问题。 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已规划引入迁移学习、无监督学习、
多方安全计算等公司前期有所储备的技术方向， 在摆脱数据依赖以及落实隐私保护方面进展

迅速。
3.2 行业解决方案
智慧金融领域，金融机构较为青睐兼具自主可控算法、智能硬件以及边云结合设备管理体

系及算法自动化升级机制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智慧治理领域，面向公安、政府、应急、科教文卫等领域的综合化平台和应用产品通常要求

能够融合多维数据，提供多细分场景应用的资源管理、图上作战、智能预警、态势预测、智能搜
索、发现推荐、全息档案等服务，并可向行业生态合作伙伴提供标准接口、智能应用、数据分析
和数据内容等服务。 相关细分市场较为多样导致用户需求差异较大，应用平台需具备弹性灵活
的架构，便于横向扩容及轻量化，同时快速响应用户的定制化要求。

智慧出行领域，随着多种类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技术的成熟，目前人脸识别技术的应
用已经成为出行领域的常态，语音交互、物体识别、跨镜追踪、行为动作识别、智能调度等技术
也逐步开展试点，并且已经开始出现基于多模态算法技术的行业解决方案。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行业市场空间将保持快速增长；并且会结合自身痛点需求提出各类长
尾算法和多模态算法融合的需求，要求厂商更加了解出行场景下的行业知识。

智慧商业领域，近年来，随着计算机识别技术的成熟和商业地产基础设施的完善，大量线
下场景希望通过 AI 技术来补齐线下零售数字化管理方式不足的短板。 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和
更广泛的工程化落地， 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和线下零售公司在未来将会持续合作推出更丰富的
应用，从成本、效率、体验等多个环节改变线下零售的业务模式，甚至可能会形成更先进的商业
模式。

数字城市领域，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入推进、“数字中国”战略持续实施、“双碳”目标加快
落实、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的背景下，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未来
发展趋势往“智能化、绿色化、场景化”方向演进。

拥有强大创新能力的中国科技领军企业持续加码，通过数字孪生加快智慧城市升级演进、
元宇宙探索促进城市空间精细化治理、智能平台与算力中心建设增强城市基础支撑、新兴技术
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智能变革、数字技术融合应用驱动城市场景创新提速，共同迎接中国智
慧城市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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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8,285,848.22 2,312,643,430.48 47.81 2,491,134,46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93,195,854.35 1,170,985,823.33 78.76 1,624,861,884.74

营业收入 526,385,791.31 1,075,500,138.73 -51.06 754,770,956.30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525,148,107.09 1,070,425,503.77 -50.94 751,146,71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68,914,303.95 -632,128,411.39 不适用 -812,933,29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6,264,456.37 -753,026,765.71 不适用 -866,545,474.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22,995,572.72 -546,797,482.12 不适用 -461,887,767.30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53.40 -45.55 不适用 -44.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27 -1.01 不适用 -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27 -1.01 不适用 -1.3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106.45 49.67 增加 56.78 个百分点 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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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05,594.11 178,003,250.00 64,790,299.58 70,486,64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5,814,894.83 -209,544,384.75 -264,040,240.72 -279,514,78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8,031,368.68 -224,227,619.66 -291,851,286.33 -302,154,18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4,350,683.99 -159,086,987.42 -165,951,742.12 -93,606,1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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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6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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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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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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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云从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0 146,505,343 19.78 146,505,343 146,505,343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0 49,118,058 6.63 49,118,058 49,118,058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云逸众
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0 47,423,069 6.40 47,423,069 47,423,069 无 0 其他

北京旺泰恒辉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珠海鼎盛信
和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

0 25,253,380 3.41 25,253,380 25,253,380 无 0 其他

刘益谦 0 24,278,406 3.28 24,278,406 24,278,406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新疆汇富云鼎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 0 20,604,561 2.78 20,604,561 20,604,561 无 0 其他

北京创领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新余卓安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0 20,135,994 2.72 20,135,994 20,135,994 无 0 其他

广州南沙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0 13,891,306 1.88 13,891,306 13,891,306 无 0 国 有 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释天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0 13,428,689 1.81 13,428,689 13,428,689 无 0 其他

广州大昊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13,076,204 1.77 13,076,204 13,076,204 无 0 其他

广州高丛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13,076,204 1.77 13,076,204 13,076,204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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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量 表 决 权 比
例

报告期内表
决权增减

表决权受到 限
制的情况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1 常 州 云 从 信 息
科技有限公司 146,505,343 146,505,343 879,032,058 0.5967 -0.0493 无

2 佳 都 科 技 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 49,118,058 0 49,118,058 0.0333 -0.0028 无

3

宁 波 梅 山 保 税
港 区 云 逸 众 谋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47,423,069 0 47,423,069 0.0322 -0.0027 无

4

北 京 旺 泰 恒 辉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珠
海 鼎 盛 信 和 股
权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 ）

25,253,380 0 25,253,380 0.0171 -0.0014 无

5 刘益谦 24,278,406 0 24,278,406 0.0165 -0.0014 无

6

新 疆 汇 富 云 鼎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20,604,561 0 20,604,561 0.014 -0.0012 无

7

北 京 创 领 资 本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新 余 卓
安 投 资 管 理 中
心（有限合伙 ）

20,135,994 0 20,135,994 0.0137 -0.0011 无

8
广 州 南 沙 金 融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13,891,306 0 13,891,306 0.0094 -0.0008 无

9

宁 波 梅 山 保 税
港 区 释 天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13,428,689 0 13,428,689 0.0091 -0.0008 无

10

广 州 大 昊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13,076,204 0 13,076,204 0.0089 -0.0007 无

广 州 高 丛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13,076,204 0 13,076,204 0.0089 -0.0007 无

合计 / 386,791,214 146,505,343 1,119,317,92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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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2,638.58 万元，较上年同比下降 51.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86,891.43 万元，亏损较去年扩大 23,678.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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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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