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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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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 敬请查阅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四、风险因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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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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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最终以公
司实施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时， 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计算基数， 以公告为
准）。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
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截止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00,010,000 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 2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9,999,750 元（含税；最终以公司实施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
时，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计算基数，以公告为准），占公司 2022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15%。 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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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信安全 688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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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京 李宝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一街 10 号院 11 号楼 13
层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一街 10 号院 11 号楼 13
层

电话 010-57550972 010-57550972

电子信箱 ir@asiainfo-sec.com ir@asiainfo-s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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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专注于网络空间安全领域，主营业务为向政府、企业客户提供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 客户

广泛分布于电信运营商、金融、政府、制造业、能源、医疗、交通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 公司是中
国网络安全软件领域的领跑者，作为“懂网、懂云”的安全公司，致力于护航产业互联网，成为在 5G
云网时代，守护云、网、边、端的安全智能平台企业。

公司提出了“安全定义边界”的发展理念，以身份安全为基础，以云网安全和端点安全为重心，
以安全中台为枢纽，以威胁情报为支撑，构建“云化、联动、智能”的产品技术战略，赋能企业在 5G
时代的数字化安全运营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网络安全产品、网络安全服务、云网虚拟化三大部分。 其中网络
安全产品包括数字信任及身份安全产品体系、端点安全产品体系、云网边安全产品体系。

1、网络安全产品
（1）数字信任及身份安全产品体系
数字信任及身份安全产品体系以身份识别与访问控制、数据安全相关的产品为主，为用户提

供与数字身份相关的账号管理、接入认证、权限控制、访问过程审计以及数据安全管控等功能，保
障用户以可信的数字身份接入网络或系统，在授权的范围内操作系统、访问和使用资源，同时能够
对用户访问记录和使用数据情况进行监控分析，从入口和出口两个方向为政企用户的系统和数据
提供安全防护，为用户打造可信任的数字化应用体系。

产品主要解决客户在数字身份及数据资产管理的网络安全建设方面需求，如确保具备权限的
用户才能访问网络、登录系统、访问资源和执行业务操作；对用户访问系统和数据的记录进行审计
分析，防止敏感数据泄露等。 该体系产品主要应用于电信运营商、政府、金融、 能源等中大型企业。

（2）端点安全产品体系
端点安全产品体系以终端安全、云安全、高级威胁治理和边界安全产品为主，通过在不同的位

置部署该体系产品，可以为用户的 IT 系统、资源和终端设备提供多方面的安全防护；通过在内网和
外网的边界处部署高级威胁治理和边界安全产品，可以对进出组织的网络流量进行深度识别和分
析，阻断带有一般恶意程序和高级威胁的流量进入内网；通过在终端设备上部署产品，可以有效发
现和查杀入侵终端设备的恶意程序，保障终端设备的正常运转；通过在云主机、云计算服务器等介
质上部署产品，可以增强云端资源抵御恶意程序攻击的能力。

该产品主要解决客户在终端、网络节点和云上的网络安全建设方面需求，该体系产品广泛应
用于政府、电信运营商、金融、能源、医疗、制造业等各行业客户。

（3）云网边安全产品体系
云网边安全产品体系主要聚焦在 5G 技术发展体系和云网融合的网络架构演进趋势下， 利用

威胁情报及大数据技术，提供智能化的态势感知分析、安全事件闭环管理及综合性网络安全管理
能力。 云网边安全产品体系着重于从用户进行安全运营及网络管理的全局视角出发，解决网络空
间资产及网络设备管理、安全事件及威胁情报的关联分析及决策响应、安全管理及运营自动化、基
础网络运维管理等问题。 综合采集处理多源数据，实现对安全对象的主动管理、安全空间内外部威
胁与行为的实时监测，威胁事件智能分析和通报处置，联合威胁情报狩猎追踪，精密编排自动响应
准确检测及制止威胁。

该产品主要解决客户在安全管理及网络管理的建设方面需求， 如通过建设态势感知平台，联
动其他安全设备能力，实现客户全天候、全方位的网络威胁识别、预警和处理能力；通过建设域名
解析及网络准入系统，为运营者提供域名解析、安全防护、数据分析、安全监管等网络管理能力。 该
体系产品主要应用于电信运营商、政府、金融、能源、制造业等中大型客户。

2、网络安全服务
公司提供全面的网络安全服务，包括威胁情报、高级威胁研究、红蓝对抗、攻防渗透、互联网资

产弱点分析、风险评估和安全培训服务等多项业务，通过这些服务，能够有效提高客户的安全意
识，增强客户抵御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

网络安全服务主要解决客户在网络安全服务方面的需求， 主要应用于电信运营商、 金融、能
源、政府等中大型客户。 该体系产品的主要交付形式为根据客户需求，通过专家团队及能力中心为
客户提供网络安全咨询等一系列服务。

3、云网虚拟化
为满足现有客户提出的云化转型及安全合规的需求，公司拓展与云基础架构领导厂商的业务

合作，共同推进运营商及行业客户云网基础设施和云化管理运维方案的落地，以及和公司现有安
全产品服务结合的探索。 用户通过将该产品安装在通用的物理服务器上，将计算、存储、网络等功
能与物理服务器进行解耦，虚拟成可灵活调用的云端计算、存储和通信资源，增强其 IT 系统的灵活
性和可拓展性。

云网虚拟化产品主要解决客户在云计算虚拟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求。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公司盈利主要来源于网络安全产品的销售，以及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和安全

服务。 公司采取直销与渠道代理销售相结合的方式，对于电信运营商、金融、能源等领域的头部大
型客户，公司一般采用直销的方式，安排专门的销售及业务团队为其进行服务。 对于其他客户，公
司一般采取渠道代理销售的方式。

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主要内容为两大类：（1）服务器、U 盘、产品包装物及第三方软硬件等产品；（2）技

术服务。 公司制定了《采购管理制度》《供应商管理制度》及《招标管理制度》规范采购行为，需求部
门提出采购申请后，由供应链管理统一负责采购的执行。 供应链管理根据公司可能采购的所有货
物进行详细的市场调研，明确不同供应商可能供应的材料的质量、价格及供应商的供货能力，制定
采购策略并为公司提供决策依据。 负责建立供应商管理档案，定期对供应商的货物品质、交货期
限、价格、服务、信誉等进行分析，为公司采购优选供应商。 最终公司主要通过招标、询比价、议价谈
判等市场化方式进行采购。 针对部分项目采购，如果客户有明确要求，则会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指
定采购。

3、研发模式
公司的研发遵循统一的流程架构，同时对于网络安全产品和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不同特点和

要求实行差异化的管理方式。
（1）统一流程架构
公司研发流程主要分为需求阶段、设计阶段、开发阶段、测试阶段及交付阶段。
1）需求阶段：公司的市场营销团队和售前团队主动调研客户的痛点和需求，作为设计产品和

解决方案的基础； 同时基于公司管理层与研发团队对于未来网络安全行业前沿技术发展的调研、
理解与预测，提出针对性的研发需求。

2）设计阶段：基于前沿的网络安全技术与发展趋势，并结合客户和市场的需求，由研发团队进
行需求与技术整合，完成规划方案，架构师根据规划方案进行架构设计。

3）开发阶段：由各研发团队相互配合，根据设计方案进行代码编写；交互设计团队负责产品方
案整体交互、原型、视觉、页面效果设计、优化、开发工作，确保产品方案的可用性、易用性及美观
性。

4）测试阶段：测试部门在产品方案开发完成后，对产品进行测试，保障产品方案的安全性和质
量。

5）交付阶段：公司根据产品方案的实施难易程度，进行发货或派遣人员至客户现场实施安装
适配工作。

（2）网络安全产品
公司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广泛采用持续集成、自动化测试、敏捷开发与瀑布开发相结合的方

式，同时在部分产品开发中积极推进 DevOps 实践，以有效地提升研发效率，缩短产品的发布周期。
公司遵循产品质量和安全是不能逾越的红线原则，对于产品研发有着一套严格的过程管理和质量
控制机制，所有产品在发布前，需经过产品经理、安全测试团队、第三方模块评审委员会、QA 团队
和技术支持团队的层层把关，只有符合发布标准的产品才会被推向市场，以保障产品交付版本的
质量和安全性。

（3）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针对行业客户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公司采用“产品研发+系统开发+专业服务”三位一体的研

发体系。 其中：产品研发以技术为驱动，负责统一框架、核心功能、标准化方案等的研发工作；系统
开发以行业为驱动，负责行业场景方案设计、接口开发、方案交付等工作；专业服务以客户为驱动，
负责客户关系、项目管理、项目实施、项目节点测试以及客户需求和反馈的收集。 三个团队紧密配
合，有力地保障了公司提供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过程组织能力、研发能力和质量管理能力。

4、生产模式
（1）安全产品生产模式
公司的产品生产主要包括纯软件模式和软件灌装模式：纯软件模式由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客

户交付软件；软件灌装模式是由硬件设备供应商将软件产品灌装到外购的硬件设备（工控机、服务
器等），再交付给客户。 硬件设备作为安全软件的硬件载体，是为了方便客户部署和应用，使客户无
需准备软件运行环境。

（2）安全服务模式
公司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为客户提供的技术、咨询及安全保障等服务，包括咨询与规划、评

估与测试、分析与响应、情报与运营等。 公司与客户洽谈、沟通达成合作意向后，成立安全服务项目
小组开展前期调研、制定服务方案及组织服务的实施工作。

5、盈利模式
公司的盈利模式分为三类，具体如下：
（1）销售产品：主要系公司基于用户采购需求，向其销售产品，以产品销售方式与用户签署购

销合同，产品的增值部分即为公司的盈利来源。
（2）提供解决方案：主要系针对客户需求，公司综合自身各个产品线和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

一揽子解决方案。 公司盈利来源主要为项目收入与成本费用之间的差额。
（3）提供网络安全服务：根据用户需求，提供网络安全相关服务。 公司盈利来源为网络安全服

务收入扣减人员成本及项目费用后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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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数字化的蓬勃发展，以及 5G、云计算、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

的日益完善，社会、经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持续加速。 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网络安全问题日
益凸显，网络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十四五”时期，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安全行业长期向好；网络安全作为国家战
略，顶层设计和全面布局持续加强；在日益不稳定的全球网络安全冲突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成为
各国关注的焦点；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数据安全领域将保持快速增长；网络安全理
念发生重大改变，网络安全建设从碎片化的安全产品堆砌，向以安全平台为核心的整体防御思想
转变；安全 SaaS 服务将成为新的商业模式，网络安全服务将成为产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1）“十四五”迈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我国网络安全市场增速持续领跑全球
“十四五”时期，我国迈入由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成为

大势所趋。 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保障，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推动网络安全行业发展。《“十四
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政策提出，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
能力建设，为网络安全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国内外网络安全市场未来将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全球方面，网络安全市场迎来复苏，知名
研究机构 IDC《全球网络安全支出指南》 指出，2022 年全球网络安全 IT 总投资规模 1,955.1 亿美
元，并有望在 2026 年增至 2,979.1 亿美元，五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 11.9%。

中国网络安全市场增速持续领跑全球。 2026 年中国网络安全 IT 支出规模将达到 288.6 亿美
元，五年 CAGR 约为 18.8%。 在全球主要网络安全市场中，中国市场增速持续领跑全球。

（2）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顶层设计和全面布局持续加强，铸牢行业发展的政策基础
全球各国深化政策法律体系建设，发挥政府在网络安全中的主导作用，出台法规推进网络安

全事件强制汇报机制。 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相继通过立法，2022 年 3 月，美国通过《关键基础设
施网络事件报告法》，推动建立强制性的网络安全汇报机制，明确运营商安全事件报告要求，提升
国家网络安全态势感知能力。

我国加强顶层设计，网络安全政策法规和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是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框架性、综合性法律，之后相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截至 2022 年 9 月，发布 340 余项网络安全国家标准，基本构建起网络安全政策法规的完整体系。

（3）关键基础设施网络防御已经成为网络空间对抗的主战场，已成为国家网络安全保护的重
点

围绕关键信息基础的网络攻防已成为网络空间对抗的主战场，因此确保基础设施对网络威胁
的防御至关重要。 2022 年 7 月，美国提出建立跨政府部门的网络风险管理机制，确保关键基础设施
的安全。 七国（G7）发布联合声明，将加强在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方面的配合与防御。

关键基础设施已成为国家保护的重点，也是网络安全投入的重点。《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
例》 确立了我国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法治基础。《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提及电信等行业的安全投入比重不低于 10%，其目的也在于提高关键基础设施保护
的水平。 针对金融、电信、能源、交通、水利等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家建立了网络安全信息共
享机制，加强风险评估和安全检测，强化监测预警能力，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体系和能力建设成
为国家网络安全建设的重中之重。

（4）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数据安全领域将保持快速增长
随着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数据丢失与泄露、数据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合规等问

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数据安全防护内容不断增加，数据安全领域将保持高速增长。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已成为全球各国和企业非常重视的问题，根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欧盟可对最严重的违规行为处以高达企业年营收 4%的罚款，亚马逊、Meta、谷歌、苹果等
科技企业曾遭到过欧盟或相关国家的处罚。

我国网络安全市场在“十四五”期间逐步迈入高速发展阶段，受益于国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
展，数据已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国家陆续出台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等法
律和政策文件，逐步铸牢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屏障，数据安全逐步迈入高速发展阶段。

（5）传统碎片化防护方式难以应对新型网络威胁，以安全平台为核心的整体防御思想成为新
的网络安全理念

随着网络攻击的复杂化、产业化、多样化，传统的碎片化防御手段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威胁，

不同的防护设备和系统之间相互孤立，无法形成合力，难以适应新的网络安全形式。 面对逐渐模糊
的网络边界、数量庞大的接入终端、无处不在的攻击面、日益复杂的攻击手段，需要建立数据驱动、
智能分析、协同联动的整体防御体系，才能真正帮助客户全面提升网络安全综合防护能力。

全球领先的网络安全企业纷纷把建立安全平台， 构筑整体防御体系作为企业新的发展方向。
CrowdStrike、Palo Alto、Fortinet 等国际领先企业纷纷构建了自己的安全平台， 实现了产品的协同联
动。 这些平台化企业在收入增长、客户粘性、盈利能力等方面远远高于传统的网络安全企业。

网络安全理念向整体防御思想演变， 网络安全思想从被动式转变为主动式， 注重从防御、检
测、响应和预测四个维度解决构建网络安全体系，业界开始认识到安全建设需要走向更加体系化
的道路，以平台为核心的“整体防御体系”已成为新的网络安全理念。

（6）商业模式面临突破，安全即服务（SECaaS）将成为云计算时代下的新型服务模式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企业的 IT 架构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选择上云。将

安全产品功能模块部署在公有云，以订阅制方式向客户提供安全能力，已逐渐成为海外网络安全
厂商的新商业模式。

安全即服务，通过订阅化方式为安全厂商带来可持续性收入，同时在成本上，可降低厂商的边
际成本。我国目前主要以私有云为主，与国外以公有云为主有明显差异。我国网络安全产品的 SaaS
化仍处于萌芽期，面临商业模式的突破。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核心产品与技术以及公司整体市场影响力获得了国内外市场研究机构的广泛认可，在身

份和数字信任软件市场、终端安全软件市场、网络安全检测与响应（NDR）、云安全市场等领域均位
于市场领先地位，奠定了在中国网络安全软件市场的领先地位。

目前，在第三方研究机构最近时期的评选中，公司核心产品及企业市场地位排名位居前列：
（1）身份安全：市场份额位居第一
2023 年 4 月在 IDC《2022 年下半年中国 IT 安全软件市场跟踪报告》，公司身份和数字信任产

品市场份额连续 6 年排名第一；
（2）终端安全：市场份额位居第二
2023 年 4 月在 IDC《2022 年下半年中国 IT 安全软件市场跟踪报告》，公司终端安全产品市场

份额连续多年排名第二；
（3）威胁情报：综合型代表厂商
2022 年 8 月在 IDC《IDC Perspective：中国网络安全威胁情报市场洞察，2022》，公司威胁情报产

品入选综合性代表厂商；
（4）NDR：市场份额为排名第五
2022 年 7 月在 IDC《中国网络威胁检测与响应市场厂商份额概况，2020—2021》，公司 NDR 产

品市场份额排名第五；
（5）云工作负载、态势感知、云安全资源池：模范厂商
2022 年 10 月在 Gartner《Hype Cycle for Security in China, 2022》公司云安全资源池、云工作负

载、态势感知产品入选以下三个技术领域的 Sample Vendor（模范厂商），再次证明技术创新与市场
实践能力；

（6）云安全资源池：代表性厂商
2022 年 6 月在 Gartner《中国云安全资源池创新洞察》，云安全资源池入选代表者厂商；
（7）2022 年 03 月在 Gartner《Toolkit：Vendor Identification for Cloud Security,Data Security,IAM

and Security Operations in China》云主机安全、零信任身份安全产品、数据脱敏系统、数据安全治理
平台、态势感知（威胁情报、漏洞管理作为功能之一入选）；

（8）身份安全：代表性厂商
2023 年 1 月安全牛《数字身份治理与管理（IGA）应用实践指南》，数字身份治理与管理领域代

表者厂；
（9）SOAR：代表者厂商
2022 年 1 月安全牛《企业安全运营自动化（SOAR）应用指南》，SOAR 领域代表者厂商；
（10）2022 年 3 月，安全牛《2022 年中国网络安全行业全景图》，入选其中的 12 大安全领域，47

个细分领域，综合实力及各细分领域进一步得到认可；
（11）2023 年 2 月，FreeBuf 咨询《CCSIP 2022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全景图》（第五版）中入选其中

的 17 大安全领域，61 个细分领域；
（12）2022 年 11 月，在安全牛《2022 中国网络安全百强企业》中入选 10 强企业；信创能力位十

强位列第二名，细分领域代表性优秀安全企业。“基础安全防护”，“身份与访问安全”，“安全服务与
运营”；

（13）2022 年 6 月，在数世咨询《2022 年中国数字安全 100 强》报告中，公司凭借领先的技术优
势和综合实力，位居领导者象限、领军力量企业；

（14）2022 年 6 月，在 CCIA《2022 年中国网安产业竞争力 50 强》，领导者企业；
（15）零信任：科技标杆企业
2022 年 11 月在 CSA《2022 中国零信任神兽方阵》中，国内零信任领域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

标杆厂商。 公司成功入选“零信任科技标杆企业”；
（16）CSA2021 安全金盾奖
2022 年 3 月，亚信安全凭借统一身份认证解决方案、云安全一体化解决方案、大终端一体化解

决方案、XDR 解决方案的核心竞争力，荣获国际云安全联盟大中华区 2021 年 CSA 安全金盾奖；
（17）ESM、Officescan、AISEDGE：赛可达优秀产品奖
2023 年 2 月， 信端病毒防护（OfficeScan）、 信端端点安全管理系统（ESM）、 信舷防毒墙

（AISEDGE）在评选中表现卓越，在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以突出的产品能力和技术实力成功登榜；
（18）运营商行业、制造业综合型厂商
2022 年 12 月，嘶吼《中国网络安全产业势能榜》入选制造行业、运营商行业综合型安全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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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业客户需求发生重大变化，从以合规驱动向实战化转变
行业客户的安全需求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在网络安全建设的前期，网络安全的合规是主要驱

动力，主要是通过购买不同的网络安全产品满足合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防护设备和系统
之间相互孤立，无法形成合力。 随着网络攻击的复杂化、产业化、多样化，传统的碎片化防御手段难
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威胁，难以适应新的网络安全形式。

针对愈发复杂的网络安全问题，需要基于网络安全实战化需要，构建体系化的整体防御体系。
为此，公安部提出“三化六防”的安全思想，以“动态防御、主动防御、纵深防御、精准防御、整体防
御、联防联控”为指导方针，深入推进等保和关保的落地。 在此背景下，国家主管部门主导的网络安
全实战演习数量显著增多，参与演习的行业与企业也愈加广泛。 实战攻防演习成为政企客户网络
安全保护的常态化工作，也成为政企用户检验网络安全防御体系有效性、实战性的重要手段，有效
推动了政企用户对网络安全实战化、体系化建设的投入。

（2）国际网络安全形势日益紧张，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成为行业投入重点
全球网络空间局部矛盾冲突接连不断，在日益不稳定的全球网络安全格局中，大规模针对性

网络行动大幅增加，网络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美国提出 2024 年建立跨政府部门
的网络风险管理合作机制，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 G7 国家将加强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方
面的配合与防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一旦遭到网络攻击，很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和公共利益，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越来越成为保护的焦点和重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信息
安全技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要求》国家标准将于 2023 年实施，这些政策的实施将推动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建设投入快速增长。

（3）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数据安全产业迎来高速增长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数据安全越发受到重视，数据安全产业增速明显。 随着我国数字

化转型步伐加速，数据规模持续扩大，金融、医疗、交通等新兴领域数据安全投入持续增加，稳定增
长的市场需求吸引越来越多的网络安全企业推出数据安全产品和服务。

随着数据安全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数据安全的理念也发生重大变化，从对静态数据进
行保护的狭义数据安全，向基于数据全生命周期进行保护的广义数据安全转变。 企业需要基于数
据安全管控平台，构建以数据为核心的数据安全保护体系。 具备综合的安全能力、能够为客户提供
完整解决方案的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023 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有望出台，在政策法规和企业数据保护需求的双重驱动下，
数据安全产品和服务市场需求更加凸显，数据安全领域增速有望进一步提高。 在下游需求及国家
政策推动下，各行业对数据安全的投入占比将持续增加。

（4）网络安全 SaaS 服务逐渐接受，将成为未来重大发展机遇
云计算已经成为新型 IT 基础上设施，在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环境中保障安全已经成为刚

需。 网络安全厂商需要积极应对软件化趋势，提升产品的虚拟化、云化、SaaS 化，从而把握网络安全
市场的下一个发展机遇。

云化为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提供了重大机遇。 安全即服务，将安全产品功能模块部署在云上，
以订阅制方式向客户提供安全能力，已逐渐成为海外网络安全厂商的新商业模式。 通过订阅化方
式为安全厂商带来可持续性收入，同时在成本上，可降低厂商的边际成本。

（5）安全数据成为核心能力，人工智能将扮演关键技术角色
在网络安全的整个攻击链中，各个环节都积累了大量的安全数据。 从边界防火墙、网络流量监

测、端点安全、邮件网关、云主机安全等等，存在着大量的日志数据、流量数据、威胁数据，这些网络
安全数据蕴藏了威胁攻击的完整信息，从中可以识别网络攻击的完整链条。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发现和检测网络攻击的安全威胁，来提升自身网络安全保护水平。 同时，人
工智能也可能被恶意用于创建更加复杂的攻击，增加网络攻击监测发现的难度。 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攻击方将利用人工智能更快、更准地发现漏洞，产生更难以检测识别的恶意代码，发起
更隐秘的攻击。另一方面，防守方则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检测、防御及自动化响应能力。未来，人
工智能将在网络安全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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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1,530,966.95 2,489,526,807.56 47.88 1,970,252,60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46,021,699.68 1,458,075,252.77 81.47 1,230,747,760.16

营业收入 1,720,951,997.61 1,667,467,958.09 3.21 1,274,594,67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550,790.37 178,685,242.30 -44.85 170,377,72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647,434.71 94,995,540.59 -91.95 140,012,72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712,946.69 143,648,403.06 -281.49 205,070,00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8 13.29 减 少 9.41
个百分点 1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483 0.4963 -49.97 0.4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483 0.4963 -49.97 0.477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8.74 13.92 增 加 4.82
个百分点 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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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761,842.78 308,153,528.01 435,840,109.69 692,196,517.1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 的净
利润 -78,257,613.43 -92,344,933.83 4,126,610.96 265,026,726.6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 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
润

-93,814,551.67 -103,003,246.91 -8,955,434.26 213,420,667.55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 流量
净额 -224,648,376.03 -134,299,588.42 -44,364,727.37 142,599,7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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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8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54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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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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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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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信信远（南京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 80,948,488 20.24 80,948,488 -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南 京 亚 信 融 信 企 业 管 理 中 心
（有限合伙） - 62,013,649 15.50 62,013,649 - 无 - 其他

天津亚信信合经济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 30,656,621 7.66 30,656,621 -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 - 19,328,859 4.83 19,328,859 - 无 - 其他

广州亚信信安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 - 16,912,752 4.23 16,912,752 - 无 - 其他

成 都 亚 信 融 安 企 业 管 理 中 心
（有限合伙） - 11,466,297 2.87 11,466,297 - 无 - 其他

成 都 亚 信 安 宸 企 业 管 理 中 心
（有限合伙） - 11,454,684 2.86 11,454,684 - 无 - 其他

北京亚信融创咨询中心 （有限
合伙 ） - 11,073,117 2.77 11,073,117 - 无 - 其他

广州亚信铭安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 - 10,316,718 2.58 10,316,718 - 无 - 其他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 10,147,655 2.54 10,147,655 - 无 -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控股股东亚信信远及其一致行动人亚信融信 、亚信信合 、亚信融
创均为受实际控制人田溯宁先生控制的同一控制企业 ；2、亚信融安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亚信融安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安宸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为北京亚信安宸咨询有限公司，亚信铭安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为北京亚信铭安咨询有限公司，亚信融安、亚信安宸 、亚信铭安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公司董事长何政先生持股 60%的公司 ；3、除
以上说明的关联关系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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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信信远 （南京 ）企业管 理有限
公司 80,948,488 / 80,948,488 20.24% / /

2 南京亚信融信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62,013,649 / 62,013,649 15.50% / /

3 天津亚信信合经济信 息咨询有
限公司 30,656,621 / 30,656,621 7.66% / /

4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 19,328,859 / 19,328,859 4.83% / /

5 广州亚信信安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 16,912,752 / 16,912,752 4.23% / /

6 成都亚信融安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11,466,297 / 11,466,297 2.87% / /

7 成都亚信安宸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11,454,684 / 11,454,684 2.86% / /

8 北京亚信融创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 11,073,117 / 11,073,117 2.77% / /

9 广州亚信铭安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 10,316,718 / 10,316,718 2.58% / /

10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 ）

10,147,655 / 10,147,655 2.54% / /

合计 / 264,318,840 264,318,84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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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2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21%。 整体毛利率略有下降，从

53.35%降至 52.79%。 公司大力投入销售和渠道体系建设，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28.34%，同时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38.88%。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9,855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44.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4.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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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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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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

利。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
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98,550,790.37 元，母公司实现的
净利润为人民币 143,697,193.75 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29,960,899.00 元。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 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25 元（含税；最终以公司实施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时，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数为计算基数，以公告为准）。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
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截止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00,010,000 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 2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9,999,750 元（含税；最终以公司实施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
时，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计算基数，以公告为准），占公司 2022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15%。 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
调整情况。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
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
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況说明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98,550,790.37 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

利润为 129,960,899.00 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20,000 股，
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计算）为 9,999,750 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例低于 30%，具体原因说明如下：

签于公司目前处于快速发展及新业务拓展阶段，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拓展均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为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保障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公司未来资金支出计划、经营及资
金状况、股东中长期回报等因素，公司拟留存适当的经营利润，将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
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助力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持续盛
利能力，以更优异更稳定的经营业绩水平回报广大投资者。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案》，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量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发展阶段、

自身经营状况、盈利水平等各方面因素，从公司实际出发，兼顾了公司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
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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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利于保障和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所履行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
预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

序合法，兼顾了公司现阶段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资金需求与股东投资回报等综合因素，符合公司
发展需求，充分考虑了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现金流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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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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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业务，主要按照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交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1,230 万元。 关联董事蒋健、黄海波、刘东红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预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确认及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进行回避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就上述预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
认为：公司 2023 年预计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销售商品/服务，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实
际情况，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日常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
程序合规，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对公司未来的财务
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有积极而长远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
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二）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集团 本 年 预 计 金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例（%）

本 年 初 至 2023
年 3 月末与关联
方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22 年 度 实
际发生额

占 同 类 业
务比例（%）

本 次 预 计 金
额 与 上 年 实
际 发 生 金 额
差 异 较 大 的
原因

关联方销
售

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及
其附属企业 2,000.00 1.1621 79.26 427.70 0.2468

根 据 公 司 业
务 需 求 并 结
合 市 场 情 况
按 照 可 能 发
生 关 联 交 易
的 金 额 上 限
进行预计

北京中科视云科技有 限公
司 50.00 0.0291 - 1.28 0.0007

恒安嘉新 （北京 ）科技股 份
有限公司 200.00 0.1162 - - 0.0000

上海富数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0.2905 - - 0.0000

广东明日联合数字科 技有
限公司 300.00 0.1743 - - 0.0000

亚信创新技术 （南京 ）有 限
公司 1,000.00 0.5811 0.33 4.88 0.0028

关联方采
购

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及
其附属企业 2,500.00 5.0224 37.74 673.30 1.3526

北京中科视云科技有 限公
司 150.00 0.3013 - - 0.0000

恒安嘉新 （北京 ）科技股 份
公司 500.00 1.0045 - - 0.0000

上海富数科技有限公司 600.00 1.2054 - 222.10 0.4462

亚信创新技术 （南京 ）有 限
公司 3000.00 6.0269 962.26 216.98 0.4359

北京信书科技发展有 限公
司 250.00 0.5022 - - 0.0000

亚信远航软件 （北京 ）有 限
公司 100.00 0.2009 - 26.42 0.0531

宁夏西云算力科技有 限公
司 30.00 0.0603 0.30 12.11 0.0243

关联方租
赁

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及
其附属企业 50.00 1.0161 16.61 961.50 19.54 -

注 1：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本次预计金额/2022 年度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注 2：在上述关联交易在总额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

联方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可实现内部调剂（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的调剂）。
（三）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联方集团 2022 年度预计

金额
2022 年 度 实 际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关 联 方 销
售

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2,000.00 427.70

公司在进行 2022 年度 关 联
交易预计时 ， 系基于当时市
场需求 ， 以与关联方可能发
生 业 务 的 上 限 金 额 进 行 预
计， 但因市场与双方需求变
化等影响， 公司关联交易预
计 与 实 际 发 生 情 况 存 在 差
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

北京中科视云科技有限公司 50.00 1.28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

上海富数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

广东明日联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

亚信创新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1,000.00 4.88

关 联 方 采
购

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2,500.00 673.30

北京中科视云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100.00 -

上海富数科技有限公司 600.00 222.10

关 联 方 租
赁 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1,200.00 961.50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人的基本情况
1、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AsiaInfo Technologies Limited）
注册资本：10,000 元港币
企业类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国际商业公司
注册地址：Craigmuir Chambers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法定代表人：田溯宁
成立日期：2003 年 7 月 15 日
主要股东：Skipper Investment Limited 持股 23.13%等
经营范围：软件产品及相关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溯宁先生同时担任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
2、北京中科视云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1 号十七层南 1713
法定代表人：黄正
成立日期：2014 年 6 月 11 日
主要股东： 北京中科海力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21.00%、 北京中科智网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0.00%、北京宏声致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0.00%、中科信息安全共性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持股 20.00%、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持股 19.00%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
机械设备、通讯设备；产品设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持有北京中科视云科技有限公司 19%股权，
公司董事刘东红女士同时担任北京中科视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3、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981.4466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25 号 27 号楼五层 5002 室
法定代表人：金红
成立日期：2008 年 8 月 7 日
主要股东：金红持股 23.66%、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3.68%、北京红杉盛

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11.13%等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

卡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务；软件开发；通讯设备租赁；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电脑动画设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黄海波先生同时担任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上海富数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24.2743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银翔路 655 号 1 幢 4 层 416 室
法定代表人：张伟奇
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29 日
主要股东：杭州金顾恒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8.33%、成都晨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 9.90%、上海聚熠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9.46%、上海三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股 9.15%、北京晨山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8.52%、亚信安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8.52%等

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软件技术、环保技术、通信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计算机服务（除互联网上网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企业管
理咨询，网络科技（不得从事科技中介），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
调查、民意测验），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上海富数科技有限公司 8.5172%股权，公司董事蒋健先生同时担任上海富
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5、广东明日联合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南江二路 6 号自编 1 栋 2139(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张华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9 日
主要股东：明日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35%、广州明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6.11%、广州明数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5%、宁夏诚贝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13.90%、广州明智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0%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溯宁先生过去 12 个月内为广东明日联合数字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

6、亚信创新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 98 号 1 栋 203 室
法定代表人：徐猛
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7 日
主要股东：ASIAINFO INTERNATIONAL PTE.LTD.持股 100%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及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数据处理；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管理咨询，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溯宁先生为亚信创新技术（南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7、亚信远航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 万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亚信联创全球总部研发中心大楼 4 层 A 座

A1 区
法定代表人：张纯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2 日
主要股东：亚信科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及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数据处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管理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溯宁先生为亚信远航软件（北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8、北京信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谷一街 10 号院 11 号楼 12 层 1202（北京自贸试验区

高端产业片区亦庄组团）
法定代表人：田溯宁
成立日期：2022 年 8 月 11 日
主要股东：田溯宁持股 85%、何政持股 10%、张纯持股 5%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

发；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图文设计制作；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销售；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溯宁先生为北京信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9、宁夏西云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原名：宁夏天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188.5547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关村科技产业园中卫云中心 A 座 306 室
法定代表人：鄂立新
成立日期：2016 年 1 月 5 日
主要股东：宁夏诚贝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99.5115%、田溯宁持股 0.4885%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服
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图文设计制作；数字文化创意软件
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对
外承包工程；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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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田溯宁先生为宁夏西云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良

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 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
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与相关关联方 2023 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采购设

备、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租赁场地等，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将遵循公允、公
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和合理的收费标准确定。 公司及子公司将在每次
交易前与各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单项协议，对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包括各关联方直接或间接
控股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交易定价原则等予以约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维护双方利益，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具体合同或协议，届

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条款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四、日常性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经营活动需要， 属于正常性业务，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结算时间和方式的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和合

理的收费标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相关关联董事已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

认可意见》
（二）《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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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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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现根据审计结果对相关内容修正如下：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 正 后 的 增 减
变动幅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172,451.24 172,095.20 166,746.80 3.21

营业利润 9,969.16 9,568.82 21,226.19 -54.92

利润总额 9,892.72 9,555.69 21,227.03 -54.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311.08 9,855.08 17,868.52 -44.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516.70 764.74 9,499.55 -91.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67 0.2483 0.4963 -49.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 3.88% 13.29% 降 低 9.41 个 百
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 正 后 的 增 减

变动幅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370,822.37 368,153.10 248,952.68 47.8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64,019.95 264,602.17 145,807.53 81.47

股 本 40,001.00 40,001.00 36,000.00 11.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6.60 6.61 4.05 63.33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业绩快报修正原因说明
（一）业绩快报的差异情况
公司本次修正后的业绩快报与公司在 2023 年 2 月 28 日披露的《2022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3）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存在差异，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由 516.70 万元修正为 764.74 万元，修正幅度为 48.01%，修正后较上年同期降低 91.95%。

（二）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
随着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深入， 部分业务活动的会计处理结果与前期业绩快报有所差异，主

要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变动影响所得税费用等，按会计准则要求如实对相关财务指标进行修
正，并与年审会计师沟通达成一致。

相关变化影响较小，变动金额占 2022 年营业收入的 0.14%，但由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数绝对值较小，较业绩快报披露金额变动幅度超过 10%。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更正公告的数据是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沟通后审慎确认的结果，具体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