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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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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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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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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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方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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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图新科 68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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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小华 陈尧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

技大学科技园现代服务业示范基地二期5

号楼4-9 层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

园现代服务业示范基地二

期5号楼4-9 层 

电话 027-87179175 027-87179175 

电子信箱 xingtu@xingtu.com xingtu@xingt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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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是“以视频和网络为核心的智能系统产品供应商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报告期内，公

司业务围绕国防军工、军民一体化、民生维稳、通用渠道 4 大板块，覆盖部队固定、机动、车载、

单兵全场景视频指挥建设需要，有效解决了军队指挥、训练、管理及民用司法、能源、交通等领

域相关业务工作的痛点和难点。公司累计获得 240 余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科研水平得到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及科研机构专家的肯定，技术能力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1）视频：以超低延时视频编解码、高压缩视图传输、视频碎片化储存、多元视图融合、多

源视频拼接为重点，开发部署超高清视频指挥、视频会议、视频监控、视频协同会商等系统； 

（2）网络：主要以复杂网络适应、媒体网络多通道传输、高速流量热迁移、低带宽高质量压

缩优化等技术为支撑，开发部署适应军队和地方各类网络的专用芯片、专用接口、保密设备和通

信系统； 

（3）智能系统：以“六智”（智能感知、智能通信、智能显示、智能计算、智能平台、智能应

用）为核心，打造智能多元感知系统、智能泛在汇聚系统、智能分析处理系统、智能辅助决策系

统、智能指挥调度系统。 

（4）解决方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无人技术等技术，研制智能化

云网视平台，打造国防军工、军民一体化、民生维稳、通用渠道 4 个板块的完整解决方案； 

（5）产品：以视频指挥系统为中心，形成智能传感产品、智能传输产品、智能计算产品、智

能系统产品、指挥车等产品，覆盖部队固定、机动、车载、单兵全场景视频指挥需要；同时，将

在军队积累的核心技术应用于民用领域，打造通用产品，通过做渠道推广、行业推广等推广到各

行各业。 



2.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高度关注军队实战、实训场景下的视频指挥应用，以公司视音频中间件为支撑，集智聚

力打通集视频信息感知、通信、计算、平台、显示、应用全产业链流程，形成了包括视频指挥控

制、视频预警控制两大类产品系列。同时，公司在“以视频和网络为核心的智能系统产品供应商和

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总体定位下，规划了公司“一三九工程”（建设一个体系，打造三套系统，

研发九类产品）的产品战略，着眼信息系统从传感层到应用层的全域，在“5 云 1 融”（云平台、

云视频、云显控、云安防、云桌面和融合通信）产品系列的基础上，以视频指挥为统领，着重打

造全场景、全覆盖、全序列的视频指挥产品链，包括云视频融合平台产品、视频指挥产品、显控

和保障产品、传输和存储产品、指挥车和成套装备、无人成套装备和智能应用产品，持续优化产

品体系。 

（1）云平台（云视频融合平台）是面向视讯领域的通用需求，封装了标准视频业务、一体化

运维和安全管理等服务套件，以纯软件或云柜等形态提供的视讯服务平台，是视频指挥控制产品

和视频预警控制产品的基础性支撑平台。为各行业、各领域提供视讯信息化、建设一体化、可定

制、可融合的产品解决方案。云平台可提供会议、指挥、监控、点播 4 类标准业务能力；支持会

议、监控、话音、物联等 4 类异构设备或系统的接入适配能力；具备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 3

种部署模式；提供多云互联、异地容灾、统一鉴权、统一云管等高可靠、高可用能力；提供国产

化硬件平台、操作系统、中间件，以及数据库等适配能力。主要产品有：云视音视频数据分析平

台、云视多媒体实时交换平台、云视多媒体融合汇接平台、云视音视频 SaaS 开放平台、LT 级云

视频指挥平台、云视安防平台、云视图控中心平台、云视直播平台、云视录播平台等。 

（2）云视频。公司紧贴军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需求，深度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按照云-边-端架构设计，着力打造融云、边、端平台设施和透视感知、泛在汇聚、

云存共享、智能分析、业务支持、多域交互、指挥控制等功能于一体的第四代体制的云视指挥系

统。包含云指挥、云会议两个方向。 

云指挥主要依托于云平台，以多种安全网络通讯手段为支撑，满足战备值班、日常办公、大

厅指挥、联合指挥、演习训练、管理保障等灵活多变的现代指挥任务和各种应用场景需求，为各

级指挥机构、任务部队、作战单兵之间提供安全的、可靠的、高效的指挥保障，构建一体化视频

指挥系统，具备链接、适配、服务、指挥、安全的指挥业务能力。产品包括云产品、边产品、端

产品，主要有：网络化视频指挥系统、L/T 级自主视频指挥系统、合成指车载式视频指挥系统、

机动可搬移一体化指挥平台、高集成加固式视频指挥系统、云视指挥系统军兵种拓展型、云视智



能边缘设备、车载加固综合调度设备（LRM）、便携式无人机指挥成套设备等，提供云指挥终端、

云调度终端、移动指挥终端、视频指挥一体化终端、便携式视频指挥终端等多种终端型态。 

云会议依托于云平台，可支撑云视频会议、标准视频会议和专线视频会议。云视频会议可依

托政企事业单位专网、互联网、4G/5G 等传输通信方式，打造基于云原生的视频会议系统。能兼

容现有的视频会议平台、软硬件终端，为政企事业单位远程办公、紧急事件处置提供电视电话会

议、远程培训、远程会商讨论、应急处突指挥、安防监控、即时通讯等视讯服务和技术支撑水平。

标准视频会议是基于 IP 网络，通过部署专用的硬件设备实现异地、多方间视频、音频、数据等实

时交互的系统。可与支持标准协议的第三方会议平台对接互通；同时具备超强网络适应、超大容

量并发、多级级联部署、完备的系统管理等特性，为用户提供极致的通信服务和视频会议体验。

专线视频会议采用专线方式接入，独享专用线路，以有效保障视音频重要业务服务质量的视频系

统，同时具备超强网络适应、超大容量并发、多级级联部署、完备的系统管理等特性，为用户提

供极致的通信服务和视频会议体验。 产品主要有：公网视频会议系统、专网视频会议系统、混合

网视频会议系统、E1 专线视频会议系统、录播系统等，提供兴图云会议 APP、一体式桌面终端、

一体化首长终端等多种终端型态。 

（3）云安防，通过应用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以态势监控、应急指挥、导调控

制为核心的综合安防服务产品。可满足周界防护、人员管理、车辆管理、三维地图、视频巡查、

出入口管理、报警管理、应急处突等安防应用需求。具备对会议、监控、话音、物联 4 类异构设

备、系统及网关的接入适配能力；支持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部署；具备国产化硬件平台、操

作系统、中间件，以及数据库等适配服务能力。可满足各类园区、厂区、军营、边海防等要地的

安防监控、值班值勤和应急指挥等需求。主要产品有：视频巡查系统、出入口管理系统、车辆管

理系统、人员管理系统、报警管理系统、应急处突系统、三维地图系统、库所防护系统、区域防

护系统、低空防护系统、周界防范系统、智慧监狱安全监管与指挥决策平台、智慧小区系统、智

慧场站等综合智能应用方案。 

（4）云显控可分为分布式显控坐席、集中式显控、云指挥中心和机动视频保障设备等。主要

产品有：分布式显控系统、坐席管理系统、集中式显控系统、分布式融合指挥系统、主机服务阵

列、机动视频综合保障设备等。 

分布式显控坐席以超低延时编解码技术为支撑，以双引擎双码流分布式节点设备为核心，构

建的集综合显控和坐席协作于一体的系统体系。彻底解决传统指挥中心信息异构孤立、跨域协作

共享困难、实施部署维护复杂、升级扩容不够灵活等问题，可广泛应用于各类指挥中心、监控中



心、会议中心等。 

集中式显控可针对各类指挥中心、监控中心，可对传统数字混合信号综合处理平台、图像控

制器、信号收发器、中控主机等集中式显控设备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控制，从而实现

信号的传输、交换、处理、控制。该产品已进入国防采购目录。 

云指挥中心是以“聚焦人、泛在厅、连接屏、协同事”为设计理念，依托各种泛在网络和部署

于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上的云视频融合平台，利用云编码盒、云显示盒、云指挥盒或主机服

务阵列等设备，构建出分布式融合指挥系统，实现各类主机桌面的主机后移、云端访问，各类资

源的云端汇聚、全域共享，各类屏幕的云上联动、综合显示，各类人员的云上连接、高效协作，

解决了以往指挥系统与显控系统之间互相异构、互为孤立而无法融合联动的问题，打破传统指挥

中心受限于物理位置的限制，达到资源云化、大厅泛化、厅随人走、指挥伴随、融合联动的全新

应用效果。 

(5)云桌面。主要产品有：VDI 桌面云（瘦客户端）、IDV 桌面云（胖客户端）、GPU 桌面云（超

低延时高清桌面云）。 

(6)多媒体融合通信。基于对视频会议椅系统、电话系统、WS 设备等的融合通信设备接入，

实现拼接、混音会议支持、群组管理、云调度新标业务支持、即时通讯等功能，实现服务软件国

产化编译（飞腾处理器，银河麒麟操作系统）、服务国产化改造（转码服务）、软终端支持国产化。

主要产品有多媒体综合通信系统、车载多媒体综合通信系统。 

(7)通用产品，包括感知类产品和传输与存储类产品，感知类产品有：亿万像素感知设备、AI

相机、智能安全帽、网络设备、云智慧屏、黑光降噪感知设备、多谱透视感知设备、高压缩布控

球等。传输与存储类产品有高压缩传输设备、智能视频网关、编解码器系列、终端设备系列等。 

(8)指挥车及装备类产品。主要产品有察打一体车、视频综合节点车、LRM 车载加固综合调

度设备、堤坝险情隐患快速巡查空中成套技术装备、无人武器站传输与控制成套装备等。 

3.服务保障 

兴图新科始终践行“四随服务”理念，在同行业领域和客户方赢得了良好的企业口碑。公司建

设有专门的核心技术团队，坚持深入客户和市场方向调研走访，在现场一线与用户深入研究与探

讨，确保研发始终保持创新、领先、正确方向；针对国防全时战备、快速反应等特点，公司建有

完善的售后服务和质量管理体系，实行质量全程监控；做到“随叫随到的现场支持、随要随有的备

品支撑、随需随研的产品定制、随新随行的持续升级”，实现全天候瞬时响应。 

公司将依托公司总部及北京子公司，建立更加完善的产品展示、培训、服务保障体系，及时



触达用户，快速了解并及时响应用户服务需求，及时有效地向军队各级机构开展产品展示培训和

技术交流，让客户更全面地了解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理念，提高客户满意度，提升品牌形象，促进

更大规模的产品销售，进一步提升在军队市场的占有率。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自成立之初就专注于视音频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是一家集前端研发、独立生产、后

端销售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体坚持“技术创新引领”的经营模式，坚持“两纵

三横”（战略牵引、资本支持、大力发展公司核心技术、核心平台，广泛建立公司产品技术生态、

销售生态）的经营布局，建立了重点行业领域的营销队伍，并着力加强研发中心产品化建设，规

范产品和技术实施过程。公司现已形成“一个母公司，多家子公司”的发展规模，总部位于武汉光

谷，主要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技术研发、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各子公司聚焦于专业行业领域

的专项业务，在公司战略决策咨询、投融资运营、营销渠道拓展、先进技术引进及产品化、高端

人才吸引上形成了良好态势和发展前景。 

在技术研发方面，采取“需求牵引、技术创新双轮驱动”模式，需求牵引主要是通过分析客户

和市场需求，形成能够准确理解客户和市场需求的产品。技术创新主要是提升视音频传输和处理

能力、提升网络传输和适应性能力、提升平台服务能力。在软件产品的研制上，以国军标为依据，

从产品、需求、规划、研制、测试、发布等各环节都建有完善严格的产品研发管理制度和流程。 

在生产方面，公司采取以销定产模式安排生产，生产任务聚焦视音频系统核心硬件，主要包

括编解码器、服务器、终端等核心设备。除计算机设备及部件、编解码卡、耗材、核心通用配套

设备等具有一定通用性的材料保持安全库存外，其他物料主要根据生产经营需求即时采购,根据订

单形成详细的物料清单，结合库存储备情况下达采购、生产任务。 

在销售方面，公司构建了产品引领、组织赋能、目标明确、协调一致的立体化营销格局，建

立了重点行业领域的营销队伍，覆盖重点行业领域和全国主要中心城市的“点面结合”销售网络。

坚持主赛道，持续在军队重点发展领域着力；同时重点开拓应急、监狱、油田等领域。聚焦重点

发展市场，聚智、聚力做好需求分析、技术研发、产品打造、方案确立、案例建设等工作，实现

公司销售额规模化突破。 

在交付方面，产品经理对项目进行整体管控，充分协调资源，做好人员安排和任务推进计划，

确保产品、项目按时按计划完成。同时做好产品交付前的质量保护措施，确保产品保质保量的按

期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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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业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以来，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成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路径。“十四五”期间，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国防信息化已成为未来国防军工产业的发展重点。

当前，国防信息化以 C4ISR 为核心，包括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七个部

分，集指挥控制、预警探测、情报侦察、通信、武器控制和其他作战信息保障等功能于一体。新

时代国防指挥信息系统的构建，离不开各系统的语音、视频、数据信息资源的集中接入，实现跨

系统、跨网络且互联互通的融合通信系统的应用。 

随着战场规模不断扩大，战场态势呈现出复杂化、瞬变性等趋向，我军视频指挥系统的建设

呈现快速发展趋势，视频指挥系统因其直观、清晰、信息量大，能够及时为指挥员实施及时、有

效的正确指挥提供重要支持。现有作战指挥系统由于互通能力较弱，系统较为封闭，功能单一却

操作烦琐，信息孤岛现象严重，指挥员往往无法全面掌握战场态势，合理调度信息资源，并做出

快速合理的应对决策。 

视频作为军队信息化建设和网络信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俄乌冲突中星链及无人作战

的运用经验表明，贴近实战的视频指挥系统需要运用体系化前沿技术解决战场末端态势难感知、

网络复杂高清视频难传输、海量级数据难处理等军事业务难题，是现代信息化战争联合作战、无

人化作战和末端打控协同的迫切需求。 

当前军队视频指挥系统正在 IP 网络化视频阶段向云视频阶段过渡，指挥系统的建设呈现快速

发展趋势，新型指挥系统建设需满足未来新型“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持续

作战”的需求。军队大力深入研究数据融合、非结构化数据分析、深度学习、太空宽带、系统集成

等一系列新型关键技术，逐渐形成向云视指挥信息系统发展演变的趋势。这一阶段也是云计算、

大数据、5G 和人工智能技术大发展时期，站在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浪尖，视频技术发展趋

势向云化、融合化、智能化、超高清化、业务化等方向演进。第四代系统已经成为以云融合、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超高清视频编解码技术为核心、实现多源信号的随遇接入，深度融合，智能控

制，灵活调度等功能，能够大幅提高指挥机关和指挥员决策能力。 

公司所从事的军工信息化业务正处于国防军队现代化核心地位，相较于民用信息化业务具有

更高的进入壁垒。公司在军队音视频指控领域深耕细作，在客户中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具有了

一定的品牌优势，未来，公司的军工信息化业务将持续受益于国防军队现代化的推进。 

（2）行业基本特点 



军品生产研制难度大、周期长。由于军品的特殊性，从产品的预研到定型的周期较长，通过

反复验证和实践，可能需要多轮研制才能使得产品满足客户的要求。参与军工产品研制的企业对

物料有着严苛的要求，在满足军方标准的基础上，层层遴选合格的供应商持续稳定的提供各类适

应军方使用环境的稳定材料。 

军品生产资质要求严格。生产过程中，军品供应企业需要严格遵守军方在生产方面施行的许

可制度和标准，未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企业，不得从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目录所列

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活动。 

军品订单较为稳定且持久。军方采购具有较强的计划性，要求企业提供从产品设计、生产、

使用到维护和升级的全程服务，并且在不同领域、不同配套装备环境下对于同类产品具有不同的

指标要求，呈现出“多规格、小批量、定制化”的特征，这些要求增加了企业的服务难度，但是也

使得军品供应商体系会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保障了军品供应商订单的稳定性和延续

性。 

（3）主要技术门槛 

a.技术难度大，能力要求高。基础平台软件是用来支撑行业领域各种业务应用软件开发和运

行的独立基础系统，是各类业务能力的支撑平台。相较于普通软件的研发和生产，军工软件基础

平台的提供商需要具备能够研制高标准化、高性能、高稳定性、高兼容性、扩展性、可集成性系

统软件的技术实力；软件基础平台产品从技术预研、到产品开发、到可成熟装备和部署通常需要

较长的时间，研发难度通常远高于一般的行业应用软件；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应用系统呈现云化趋势，对数据实现实时可靠采集、高效处理以及数据质

量的自动检查和持续改进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设计人员、开发人员、测试人员的技术能力

有更高要求，同时需要研发单位建立一套严格客观的质量评价体系，满足军队对系统“六性”（可

靠性、安全性、维护性、保障性、测试性、环境适应性）的要求，这些高标准、高质量、高技术

的要求，进一步推高了企业成本投入。 

b.系统较复杂，需求标准高。军工软件产品并非即插即用的标准产品，不仅要满足通用的行

业要求，更要满足军工独有的行业规范和技术要求，还需兼顾军队体制中的各类旧有应用系统以

实现新老应用系统的无缝融合；此外，不同军兵种的业务差异性，也会导致软件基础平台在交付

时面临不同的场景，使得交付工作具有较高的复杂性。为简化交付工作的复杂性，软件基础平台

厂商需具有完备的军用工程实施方法论体系和成熟的军队项目管理制度和实施经验，而这却是无

法在短时间内具备的能力。 



c.网络架构广，融合难度高。由于基础软件平台是应用系统的底座，全面支撑用户业务应用

的运行，用户的业务流程及体制规范，域内的计算资源、数据资源都依托于基础软件平台，应用

系统的有效运营亦依赖于提供商对用户信息系统架构的深入理解，除非对信息系统进行全面替代

或重建，用户很难用同类产品进行简单替代，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与用户的粘性。 

d.应用场景多，质量要求高。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决定了战场环境复杂多

样、恶劣多变，对军队信息化装备和系统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除了要符合基本的军工 6 大

特性外，还会对军队实战、实训场景下的视频指挥应用提出更高要求。产品需要紧贴军队遂行多

样化军事任务需求，深度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融合云、边、端平台

设施，和透视感知、泛在汇聚、云存共享、智能分析、业务支持、多域交互、指挥控制等功能于

一体的第四代体制的云视指挥系统。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兴图新科是高新技术企业，湖北省国防领域第一家科创板上市企业，是国内和军队知名的以

网络和视频为核心的智能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和产品供应商。公司长期专注于视音频技术创

新和视音频指挥平台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超低延时编解码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公司的无人武器等

产品；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流量热迁移技术、媒体分发源站集群技术等音视频应用服务

可靠性核心技术；公司成功申报了湖北省某创新中心，将助力我司技术创新迈上新台阶，促进和

推动公司在军民一体化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为全面支撑公司在军工、民生维稳、通用

渠道领域谋篇布局打下坚实基础。 

“军队云视系统+”系统产品是军队信息基础设施和指挥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联合

作战的支撑手段、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要手段、战备值勤和日常办公的关键手段、跨域行动的有

效手段。2011 年以来，公司视频指挥控制系统逐步在军队成规模、成建制进行部署，承担着军队

作战、训练任务，担负着军队常态化战备值班工作。公司产品在国防军队客户中知名度和认可度

不断提升，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全军较为先进的水平，军队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形成了较好的

品牌优势。 

军民一体化领域，作为应急保障指挥车和察打一体指挥车的总体单位，今年交付了察打一体

指挥车，参与了某省军区、应急管理厅组织的各项应急演练活动； 

在民用领域，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监狱、社区矫正、油田、应急、交通、消防、金融等行业，

实现了湖南全省监狱、河南全省监狱、河南全省社区矫正中心全覆盖，相关项目通过了国家司法

部的验收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肯定。智慧油田音视讯融合平台在塔里木油田正式验收，实



现了安防、办公、生产等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视频智能网关设备解决了边远油井视频回传的

问题。军民一体化领域，作为应急保障指挥车和察打一体指挥车的总体单位，今年向省军区交付

了察打一体指挥车，参与了某省军区、应急管理厅组织的各项应急演练活动；堤防险情隐患快速

巡查成套技术装备、无人机三维地形快速构建成套设备入选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防汛抢险先

进技术装备推广目录（2023 年版）》。 

公司所处多媒体通信产业，是国家大力扶持的新型战略性产业，随着国防军工、政府部门、

应急管理、大数据中心、智慧城市等领域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本行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基于行业高景气度和公司既定战略目标，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及销售投入力度，加强智能感知、

智能通信、智能计算、智能平台、智能显示和智能应用等方面研究，不断提高综合竞争力，不断

丰富产品线，更好地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并持续开拓新的市场和行业客户，不断提高公司收入

规模和经营质量。 

近年来，公司的产品技术实力、服务保障能力均受到高度认可，参与保障了“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阅兵式”“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以及总部、战区、各军兵种组织的各项演

习演练等数十项重大任务，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保障贡献突出奖等奖励，并获得

总部、战区、各军兵种任务保障表扬信近三百封。“网络化视频指挥系统”荣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该证书是为奖励促进我省科学技术进步的重大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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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近三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化、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

的快速发展，软件的技术应用变成可以快速地拼插，实现多系统的集成、整合以及优化。 新兴技

术的快速进步和商业模式的日趋成熟对基础软件平台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云应用平台、移动

软件基础平台、大数据中台、算法超市、GIS+BIM 平台等产品应运而生，并且已经逐渐成为市场

中各主流厂商争相发展的重点。能够支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减能增效新业务拓展和新业态提

升等要求已经成为软件基础平台产品发展的主要方向。 

另外，随着新基建、智慧城市、安防监控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对高清视频的传输及存储提出

了新的挑战，要求在不改变当前网络基础设施的前提下用更低的带宽传输更多的高清视频，用更

少的存储空间存储更多的视频，从而降低系统能耗和综合运营成本。虽然当前有 H.264\H.265 等

传统视频压缩技术，但是还不能满足视频高压缩的深层次需求，对此国内各科研机构、高校科研



团队运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算法，借以突破视频压缩的极限，将视频压缩 10 倍甚至百倍，

由此视频高压缩技术成为热点研究方向。 

（2）新产业的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2019 年工信部等联合发布的《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了到 2022 年我国超高清

视频产业的发展目标，在政策引导和各方资源积极投入下，产业总体规模有望超过 4 万亿元，超

高清视频用户数达到 2 亿，4K 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8K 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破，

形成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我国视频会议高清化率从 2014 年的 35.6%提

升至 2018 年的 76.8%，更有望于 2024 年达到 97.5%。 

在视频传输与存储相关产业上，未来视频存储的方式将会是本地+云存储的天下，并聚集高

压缩和智能存储。随着视频大数据技术在各领域的快速应用，云计算和云存储正成为重要技术手

段。如何更好的高质量传输与大容量存储视频将成为未来的热点问题，根据《2024-2030 年中国

视频系统行业研究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指出，未来 2024 年视频传输与存储市场规模将达到 600

亿，相比同期增长 20%，预计到 2026 年将达到 900 亿。 

（3）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基于云体制的视频系统在移动性和扩容上具备显著优势，促使视频会议与更多垂直行业应用

场景融合，拓展视频会议行业的边界和维度。随着系统采用技术标准趋于统一，承载网运行稳定，

系统间将实现快速、有效互联互通。各类形态的视频终端设备，能够进行随遇接入，实现在任何

地方与任何人的视频通信。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逐渐把计算机技术与传统通信技术融合一

体，实现电话、传真、数据传输、视音频会议、呼叫中心、视频指挥、应急调度、即时通信等众

多应用服务，打破各种通信网络、制式和频段之间的障碍、彻底消除“信息孤岛”。采用智能化工

具和技术，开展非结构化数据的结构化信息提取，逐步提升实时数据分析能力，实现实时智能分

析、匹配、识别、检索等功能，提升系统的智能化水平。视频与 AI 人工智能的结合更加完美。智

能会控、AI 行为识别、AI 语音识别、AI 人脸识别等一系列智能应用，将在视频指挥、会议、监

控、安防等场景上真正实现智能化，用户使用体验无感化，让用户的体验更好用、更高效、更极

致。 

传统集中式存储显然已经无法适应 5G 时代对视频存储的业务需求，云存储的普及势在必行，

伴随的视频的传输和高压缩存储技术成为了核心关键技术。当前联通、移动、电信、腾讯云、百

度云等建有成熟的视频云存储平台，但是缺少更优化的视频存储方案。将视频高压缩传输与存储

技术应用于云存储平台，形成的新业态、新模式成为一种发展方向，这将实现不改变现有网络状



态的条件下传输更多、更清晰的视频，利用现有的存储空间存储更多的视频内容，达到降本增效，

降低运营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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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630,474,905.66 675,851,382.94 -6.71 753,779,472.7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26,296,915.90 595,212,558.77 -11.58 670,645,167.17 

营业收入 149,440,053.110000 143,510,227.310000 4.13 156,650,2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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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25,051.020000 143,490,798.730000 4.14 156,630,813.8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7,935,979.30 -79,104,778.71 不适用 -45,611,323.8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9,800,496.51 -82,322,233.67 不适用 -50,705,021.8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881,412.09 -56,571,588.13 不适用 -65,069,226.1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12 -12.51 

增加0.39个

百分点 
-6.5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6 -0.77 不适用 -0.4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6 -0.77 不适用 -0.44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27.12 34.57 
减少7.45个

百分点 
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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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66,976.38 14,519,888.43 16,364,255.30 75,488,93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9,603.23 -21,809,362.34 -18,739,498.94 -27,446,72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514,617.21 -20,329,904.59 -20,195,546.51 -27,760,428.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897,156.86 -7,374,386.44 -4,071,422.85 4,461,5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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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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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家明 11,545,160 40,408,060 39.22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武汉兴图投资有限公

司 
1,178,291 11,818,291 11.47 0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陈爱民 930,240 3,255,840 3.16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1,119,182 1,265,317 1.23 0 0 无 0 其他 

平安资管－工商银行

－平安资产鑫享 27号

资产管理产品 

1,211,834 1,211,834 1.18 0 0 无 0 其他 

虞玉明 870,412 870,412 0.84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张伟 218,880 766,080 0.74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王卫军 186,783 698,840 0.68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

司 
587,798 604,925 0.59 0 0 无 0 其他 

林新 530,379 569,746 0.55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程家明为公司股东兴

图投资之实际控制人。陈爱民与程家明系堂

兄弟关系，其直接持有兴图新科3.16%股权，

并持有兴图投资股权。除此之外，公司未接

到其他股东有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协议的声明，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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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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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4.01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4.1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6,793.60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116.88 万元；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63,047.49 万元，较期初下降 6.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52,629.69 万元，较期初下

降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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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