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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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的重大风险。公司已于本报告中详细描述

了存在的相关风险，详见“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关于公司风险因素的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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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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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含税）并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

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562,50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81,250,000

元（含税），占公司2023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49.96%；本次转增后，公司的总

股本为787,500,000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如在本提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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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转增股本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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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科创板 萤石网络 68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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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航标 陈菁婧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启智街630号C

座7楼董事会办公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启智街630号C

座7楼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571-86612086 0571-86612086 

电子信箱 ir@ezviz.com ir@ezvi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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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萤石网络致力于成为可信赖的智能家居和物联网云平台服务商，以 AI和物联网云平台为核心

基础，面向智能家居场景下的消费者用户，提供以 AI交互为主的智能生活解决方案；面向行业开

发者客户，提供开放式 AI物联网云平台服务。 

 

1. 智能家居产品体系 

智能家居是一个融合多维感知、交互决策和执行反馈的系统工程。目前，公司以多维感知 IoT1

设备为基础，结合全新 AI 算法、大数据、云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出四大 AI 交互类自研

核心产品线：智能摄像机，智能入户，智能服务机器人和智能控制。以物联网云平台为基础，结

合其他生态合作产品，萤石网络打造了 1+4+N 产品生态体系，为消费者用户提供面向安全、入户、

清洁、健康、照明等多种场景和需求下的差异化产品和服务。 

 

2. 萤石物联网云平台服务 

作为全球化物联网云服务平台服务提供商，萤石物联网云平台通过构建多数据中心+就近服

务点的方式服务于全球客户。截止到 2023年底，平台上的设备接入数超过 2.5 亿，其中视频类

设备超过 2亿。2023年，公司也正在积极布局物联网云平台的智能化升级。 

                                                             
1 IoT 是 Internet of Things 的缩写，意思是物联网。 



 

面向消费者用户，萤石物联网云平台通过“萤石云视频”应用，围绕生活、工作场景空间

提供安全、便捷、舒适、健康的智能化服务。 

 

面向 B 端开发者客户，萤石云逐步将积累的技术能力和运营经验开放出来，同时通过为设

备制造商提供设备接入和运维保障，形成全栈开放的 PaaS 平台服务，输出平台开放能力。萤石

云为第三方软件开发者、系统集成商等提供 API、SDK、aPaaS2组件、智能算法等技术工具。 

 

                                                             
2 aPaaS： aPaaS 的全称是 application Platform as a Service，即应用程序平台即服务。 



 
萤石开放平台为多行业开发者提供公有物联网云平台的构建和运营支撑服务，支持合作伙

伴利用萤石视音频服务进行自运营和二次开发，让合作伙伴快速拥有属于自己的视音频应用和

场景应用方案，并可结合云存储、AI 等服务进行业务拓展。 

萤石物联专有云为企业级开发者客户提供 PaaS 云平台私有化部署的服务，以视频流媒体应

用为核心，提供设备接入、数据分析、消息传输和 AI 服务等 PaaS 服务能力，以容器封装软件运

行构件，支持私有，混合，公有云等多种部署方式，提供便于租户隔离、资源交付和运营的物

联基础设施。 



（1）萤石云的业务收入数据拆分 

萤石云服务收入拆分 

单位：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度 

C端增值服务收入  43,197.81  36,715.87 29,304.41 

B端开发者客户服务收入   42,436.88   30,297.99 24,491.36 

合计 85,634.69  67,013.86 53,795.77 

 

萤石物联云平台运营数据 

单位：万台、万名 

类别 
2023年 12月 31日

/2023年度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2021年 12月 31日

/2021年度 

连接设备数 25,436.75 20,492.46 15,891.92 

注册用户数 15,686.70 12,454.59 9,573.87 

月活跃用户数 5,446.41 4,393.80 3,530.67 

平均日活跃用户数 2,240.14 1,796.48 1,419.45 

注：月活跃用户是指当月使用过由萤石物联云平台支撑的应用程序的用户数量；平均日活跃用户

数是指当月各日使用过由萤石物联云平台支撑的应用程序的平均用户数量 

报告期内，C 端用户情况 

单位：万名 

类别 
2023年 12月 31日

/2023年度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2021年 12月 31日

/2021年度 

持有萤石设备用户数合计 3,361.11 2,635.52  1,998.72 

持有萤石设备的年度累计活

跃用户数 
2,596.50 2,101.88 1,638.97 

持有萤石设备的年度累计付

费用户数 
259.58 226.60 200.64 

注： 持有萤石设备的用户，是指截止当年年末，账号下有萤石网络智能家居产品的累计用户数量；

持有萤石设备的年度累计活跃用户数，是指持有萤石设备的用户，在当年使用过由萤石物联云平

台支撑的应用程序的用户数量；持有萤石设备的年度累计付费用户数，是指持有萤石设备的用户，

在当年或之前发生过付费行为以在该年获得过相关增值服务权益的用户数量。 

报告期内，B 端客户情况 

单位：名 

类别 
2023年 12月 31日

/2023年度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2021年 12月 31日

/2021年度 

B端客户数量 316,042 272,853 209,201 

年度累计 B端付费客户数 15,507 17,198 14,019 

注：B 端客户数量指萤石云平台上注册过的客户账户数量；年度累计 B 端付费客户数量指该年度

享有萤石云平台服务付费权益的客户数量。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 双主业模式 

萤石网络经过近十年的用心经营，精心打造了“萤石”这一品质智能家居的领导品牌，致力

于成为可信赖的智能家居和物联网云平台服务商，发展了“智能家居+物联网云平台服务”的双主

业，构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了行业内少有的从硬件设计、研发、制造到物联网云平台，

具备完整垂直一体化服务能力的 AIoT
3
企业。 

ToC端，基于智能硬件+云服务的业务模式，公司坚持以 AI交互为主的智能家居产品为基础，

通过多元化的增值服务和开放式 AI算法服务切实赋能用户的智慧生活。 

ToB端，萤石云提供全栈开放的 PaaS云平台服务。公司聚焦于自身擅长的视觉技术，基于 AI

算法能力积累，依托物联网云平台，通过开放云平台服务帮助开发者客户完成硬件产品智能化转

型，或协助开发者客户开发面向复杂场景的智能解决方案。 

 
2. 研发模式 

作为研发驱动型的创新公司，公司自成立起即高度重视技术研发，不断完善研发管理机制,

优化研发组织架构体系，以此支撑公司可持续的技术研发创新。公司横向集中力量研发核心技术

能力，纵向以产品线为基础进行资源拉通，通过技术革新不断实现产品迭代，有计划地扩充产品

品类及应用场景。 

（1）横向技术资源 

 为了响应交互式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公司正式重组了智能算法工程部，逐步构建异构的 AI

推理引擎，在视觉理解、音频交互、及多模态识别等关键技术领域上进行研发覆盖，提升了 AI

交互能力自研化比例，支撑公司的多品类 IoT 设备的基础 AI 能力和物联网云平台的高可靠 AI服

务，保障了公司软硬产品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同时，公司还设置了各类研发支撑类部门，包括研

发管理、质量运营、中台研发、产品工业设计、交互设计、用户体验等，保障公司研发流程的流

程完整及效率提升。 

（2）纵向产品部门 

公司设置了多个产品研发部门，聚焦智能家居产品和云服务两个领域。通过多部门、跨领域

的团队协作和研发管理平台支撑，将开发产品所需的主要研发活动整合起来，保证需求、计划、

交付等研发周期环节的有效管理。 

此外，公司还特别设置了网络安全委员会、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用于统筹负责公

司的信息安全及隐私保护工作。 

 

 

                                                             
3 AIoT: 智能物联网 



3. 销售模式 

公司建立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并举，线上和线下渠道协同的多元化、多层次的营销渠道。 

（1）境内市场 

公司建立了多元化渠道，以多层次的渠道结构推动渠道下沉和终端化建设，提升智能家居产

品及全屋智能解决方案的体验、交付、售后服务等能力。 

线上渠道方面，公司主要通过电商平台及公司官方商城等平台进行零售。在境内市场，公司

加大了直播电商销售的能力建设，通过陈列式销售和内容兴趣牵引式销售相结合的方式驱动电商

业务的发展。 

线下渠道方面，公司高度重视线下多元化分销渠道构建。公司在境内各个城市建立了经销商

合作伙伴生态，通过经销商的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增强对终端用户的覆盖能力。同时，公司

通过自主开发的“萤石派”等应用进行客户的数字化运营，提升渠道客户的销售和服务能力及供

应效率。 

围绕终端能力建设，公司在国内建设全屋智能体验店、商超智能家居店，连锁商超专柜、产

品和系统展墙等多元化的实体终端，不断丰富和完善消费者对智能家居产品和全屋智能系统的购

买体验，实现智能家居产品和全屋智能系统业务的转化，提升萤石品牌影响力。  

此外，公司服务于开发者客户，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运营模式，建立了开发者客户社区，推

动公司云服务销售。 

（2）境外市场 

公司目前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 

线上渠道方面，公司目前线上销售主要通过跨境电商进行销售。公司正在不断加强境外品牌

建设投入，强化境外电商产品的竞争力和销售能力，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跨境电商和本地电商。 

线下渠道方面，公司境外智能家居产品销售采取因地制宜的灵活策略。公司会选择区域代理

商作为核心经销商，根据不同区域和国家的特点，依赖本地化营销团队，拓展经销商、街边店、

电工五金等分销渠道；同时对于连锁零售业发达的地区和国家，有侧重地发展线下连锁 KA零售渠

道（如大型家居连锁超市或家居精品店）。 

 

4. 供应链管理模式 

公司采用自主生产、外协生产、生态产品、外采成品多种灵活的生产及采购模式。目前，自

主生产是公司的主要生产方式。 

为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产业链及供应链环境，公司持续在提升供应商多元化布局和供应链稳

定性上发力。目前，国内重庆工厂逐步投产，重庆和桐庐进行双工厂生产，确保交付的稳定性。

采购端，公司已经建立了多货源 A/B 料互替机制，持续提升供应链本地化比例，供应链内部建立

了物料交付风险预警机制，保障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  

公司持续加强精益化供应链管理，通过对供应链的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实现

计划、采购、生产、内外物流的智能协同生产模式。 

公司逐步建立了以渠道需求为拉动的端到端交付机制，针对渠道差异化进行交付策略调整和

评价。通过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开发了统一管理平台和数据应用报表平台，利用平台对市场大数

据自动差别分析、协同预测并以不同的渠道和业务模块进行展示，助力计划部门更准确地指导生

产和采购，实现计划和调度间的智能协同，提升产能需求预测准确性，有利于工厂合理安排生产

计划，提升产能效益。 

生产制造端，公司供应链通过产线工艺创新、工序自动化升级，努力实现供应链端到端总成

本持续优化，提升产品质量管控能力，充分发挥自有供应链在成本和质量方面的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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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两年，AI 交互式大模型技术快速发展，从文字到视音频，到多模态，其中音视频是感知

和交互的主线技术。未来，AI能够逐步更好的理解真实世界，与真实世界进行有效互动。 

IoT 智能设备在具身智能技术的推动下，会逐步发展为可交互的智能产品，关注消费者个性化

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机械响应。其中，带有智能视觉能力的 IoT产品，比如智能家居摄像机，

结合云端大模型进行深度 AI算法分析,能够提供主动交互能力，成为家庭智能化 AI交互端的关键

入口，并联动其他相关 IoT 协同动作，智能家居未来将走向自主感知、自主反馈、自主交互、自

主控制的阶段。 

我们认为，智能家居的发展趋势可分为四个阶段：智能单品，智能单品系统，全屋智能系统

和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化智能服务。我们相信，随着 AI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以人为中心的个性

化智能服务阶段将加速到来。

 

智能家居系统是一个融合多维感知、交互决策和执行反馈的系统工程，企业需要具备有竞争

力的视觉技术、多维感知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机器人技术、互联互通技术、智能化能力、

云能力、智能制造能力等综合技术能力，以及覆盖硬件研发、生产和软件技术研发的综合 AIoT

技术能力架构，全面掌握这些技术和市场应用对企业而言有很高的门槛。同时，对品牌的长期规

划，跨领域供应链整合，全屋场景跨设备的系统交付、后期系统的稳定、安全和持续迭代，维护

保障服务能力等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智能家居摄像机作为智能家居的核心产品逐步渗透到 C 端用户的各种家居和类家居场景中。

根据艾瑞咨询预测，2020-2025 年，全球家用摄像头产品出货量将从 0.89亿台增长到 2.15亿台，

复合增速为 19.3%，市场规模从 373亿元增长到 721亿元，复合增速为 14.1%。公司的智能家居摄

像机作为公司的现金牛业务及第一增长曲线，市场占有率处于市场前列，且连续多年在双 11、618

等购物节的天猫、抖音等平台相关类目品牌排行中位列第一。 

作为把好家庭入户的第一道关卡，智能入户产品承担起了守护家庭的重任，其安全性、便捷

性程度也是展现全屋智能体验的第一步。萤石智能锁、智能猫眼、门铃、对讲等多类智能入户产

品线历多年的产品打磨和技术创新，在产品品质、体验方面得到了用户和渠道客户的广泛认可，

尤其是智能锁产品，萤石擅长的云视频和人脸识别技术已经成为产品的刚需，萤石多个系列的创



新智能入户产品满足了入户场景下用户对于安全、便捷、智能的全方位需求，智能入户产品竞争

正在朝着有利于萤石的优势领域倾斜，公司的智能入户业务正在成长为明星业务及第二增长曲线。

公司智能门锁在 2023 年双 11、618等购物节的天猫、抖音平台电子门锁类目中位列前五。 

公司在视觉技术方面拥有硬件、软件、云平台高度融合的生态闭环，端云协同，为智能检测、

智能识别、AI分析推理等功能提供了强大支持，奠定了公司在智能家居产品领域的竞争优势。 

除了家居摄像机、智能入户类产品，公司的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控制等创新智能家居产品

也会大量使用视觉和 AI技术，公司该类产品技术在蓄势并积极拓展市场的过程中。 

根据艾瑞咨询的移动 APP 指数数据统计，在智能家居类别的应用程序中，公司的“萤石云视

频”应用目前拥有行业内前两位的月度活跃数量。截止到 2023年末，萤石物联网公有云平台上的

设备接入数超过 2.5亿，其中视频类设备超过 2亿。 

作为智慧生活的守护者，萤石网络在智能家居领域对 AI大模型技术进行持续投入，深入挖掘

应用场景，开发差异化、创新性新品和增值服务，提升用户体验。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AI 大模

型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力，将为个人、家庭、行业和社会带来无限可能，公司也将在这一潮流中不

断创新，引领智能家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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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务院发布加速数字家庭建设，科技部人工智能示范应用从单品智能到全屋智能、

从被动控制到主动学习、各类智慧产品兼容发展的全屋一体化智控覆盖，商务部等发布智能养老

指导建议等。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科技技术成熟，产品迭代更新，及消费者需求变化，我们

在智能家居行业技术端、产品端、业态和商业模式等方面都看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1）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视觉技术方面，从图像逐步走向视频，从 2D 逐步走向 3D，推动空间感知的到来，实现从感

知到认知的技术跨越； 

音频技术方面，逐步从被动响应式到主动交互式的发展，从简单的指令控制到任意的自然语

言交互控制的跨越； 

机器人技术方面，从单纯的多维感知与执行到具身智能发展，使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的思考、

决策和执行任务； 

大模型技术方面，逐步从单点大模型能力到复合的大模型能力的发展，能够驱动实现任意场

景下的多模态交互。 

端云协同方面，边缘侧小模型提供基础推理服务，云端大模型提供高精度能力及多模态服务，

实现云边联动。 

（2）主要产品发展趋势 

智能家居摄像机沿着无线、高清、多摄、智能化方向持续迭代，AI算法融合细分场景，以人

为本满足更多场景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智能看护及智能交互需求; 

智能入户产品进一步向视觉化、智能化升级。在终端 AI算力和云端大模型的加持下，智能入

户产品对于事件的捕捉、判断和描述将更加准确，实现入户场景下更智能化的检测、看护等功能，

满足用户入户的个性化需求； 

智能服务机器人在具身智能技术框架及多模态大模型数字人交互的加持下，用户与机器人的

交互形式将从“单一式提醒”和“对话式交互”升级为“角色式交互”，随着机器人机械控制、

云端协同能力的进一步迭代升级，智能服务机器人将进一步进化成家庭管家、保姆、保安、护士、

教师等多种角色，提升家庭成员的生活品质。 

（3）新业态趋势 

看护和陪伴需求：随着“银发经济”时代到来，居家养老看护陪伴需求日益提升，智能居家

养老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将成为智能家居的重要细分市场需求；同时，养宠家庭渗透率持续提升，



智能宠物看护和陪伴需求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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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192,575,262.24 7,183,539,207.15 7,181,712,908.64 14.05 3,732,846,809.43 3,731,437,147.7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264,992,356.47 4,861,000,653.12 4,859,174,354.61 8.31 1,410,564,091.09 1,409,154,429.44 

营业收入 4,839,744,865.55 4,306,313,778.13 4,306,313,778.13 12.39 4,237,935,652.70 4,237,935,652.7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62,940,763.10 333,489,214.42 333,072,577.56 68.80 452,122,506.01 450,712,844.3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53,314,125.36 296,053,785.43 295,637,148.57 86.90 398,025,772.63 396,616,110.9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0,566,189.69 735,558,043.45 735,558,043.45 31.95 289,042,379.68 289,042,379.6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1.15 20.23 20.22 
减少9.08

个百分点 
38.88 38.7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0 0.74 0.74 35.14 1.00 1.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15.10  14.00  14.00  
增加1.10

个百分点 
11.57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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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187,249.83 1,205,507,115.86 1,223,483,718.18 1,331,566,78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1,170,866.24 167,375,949.47 142,919,345.86 161,474,60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90,132,003.83 161,389,302.00 137,441,134.63 164,351,68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5,551,703.59 213,347,403.35 260,781,523.08 430,885,5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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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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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 270,000,000 48.00 270,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杭州阡陌青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180,000,000 32.00 180,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0 10,427,528 1.85 0   无 0 国有法人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富浙战配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6,951,685 1.2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 4,000,634 4,000,634 0.71 0   无 0 其他 



型证券投资基金 

郭敏芳 1,035,106 3,905,106 0.6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顾青 1,684,268 3,728,276 0.6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2,839,671 3,093,782 0.55 3,090,70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686,849 2,686,849 0.48 0   无 0 其他 

於之华 -42,266 2,373,885 0.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自然人股东於之华与公司法人股东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扬忠先

生系夫妻关系,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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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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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000   270,000,000 48.00 0 无 

2 杭州阡陌青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0,000   180,000,000 32.00 0 无 

3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10,427,528   10,427,528 1.85 0 无 

4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51,685   6,951,685 1.24 0 无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000,634   4,000,634 0.71 4,000,634 无 

6 郭敏芳 3,905,106   3,905,106 0.69 1,035,106 无 

7 顾青 3,728,276   3,728,276 0.66 1,684,268 无 

8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3,093,782   3,093,782 0.55 2,839,671 无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686,849   2,686,849 0.48 2,686,849 无 

10 於之华 2,373,885   2,373,885 0.42 -42,266 无 

合计 / 487,167,745   487,167,74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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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74.4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39%；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294.08 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68.80%；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

资产为 819,257.53万元，比年初增长 14.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526,499.24万元，

比年初增长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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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