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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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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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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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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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80,960,770元，期末未分配利润5,043,489,839元。综合考虑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未来发

展需要，结合公司的现金状况，公司2022年度拟不分配利润，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

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2023年度医疗健康及社会保障、智能

汽车互联、智慧城市等优势业务的研发和市场投入，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视同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2022

年度，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累计支付资金总额199,994,697.35元，纳入

2022年度现金分红相关比例计算，2022年度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占公司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58.33%。 

以上预案，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软集团 600718 东软股份、东大阿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楠 赵昕 

办公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东软软件园 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东软软件园 

电话 024-83662115 024-83662115 

电子信箱 investor@neusoft.com investor@neusoft.com 

 

2、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2022 年，公司继续坚定全球化发展策略，把握数字化时代“软件定义”带来的产业变

革机遇以及“数字经济”的市场空间，持续推动公司在行业和市场的领先地位，进一步提高

细分业务市场占有率和竞争位序。具体经营和业务进展情况如下： 

2.1受外部因素影响，业绩未达年初计划，但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全年经营角度新签合

同额和营业收入均保持增长 

2022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新签合同和主营业务收入仍保持稳定增长。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46,580 万元，扣除东软睿驰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影响后，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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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4.8%。公司前三季度业绩保持快速增长，第四季度受外部因素影响，项目交付验收、

项目回款等方面遭受了较大冲击，导致全年业绩未达年初计划。同时，2022 年人民币汇率

波动加剧，日元汇率下跌持续扩大，对公司国际软件业务的利润造成较大影响。综合上述不

利因素，公司实现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288 万元；每股收益-0.29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52,989万元。 

2.2智能汽车互联业务新签车厂定点保持高位，交付量同比快速增长，助力中国车企出

海业务继续放量 

在智能汽车互联领域，公司持续保持市场占有率领先地位。2022 年，公司获得了比亚

迪、吉利、一汽、长城、奇瑞等众多车厂的定点订单，其中多个定点订单为平台型项目，将

覆盖车厂面向全球销售的多款主力车型。2022年，公司持续与国内自主车厂开展深度合作，

顶住了芯片短缺的产业共性压力，全力保障车厂订单交付，全年交付量同比增长超过 30%。

同时，随着国内自主车厂的量产车型持续出海，东软在国产车出海的车载量产业务也快速放

量。 

2.3持续驱动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信创应用进程，并加速“数

字经济”布局，形成围绕东软智慧城市业务发展的生态圈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以及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东软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城市发展的

深度融合，驱动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并顺应产业生态发展趋势，通过云

计算、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全栈技术融合，构建了端到端的算力基础设施，并主动融入

“生态共同体”，大力推进与运营商、金融机构总部及区域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合作。东软提

出以“中心、平台、生态”协同发展的数字经济新模式，2022 年，以该模式为核心思路的

数字经济发展之路正式开启，以数据要素价值化为核心的地区数字经济创新行动拉开序幕。

年内，公司从医疗健康领域入手，分别在锦州、沈阳与政府联合组建了数据公司，以通过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平台的连接，充分释放健康医疗数据和人力资

源服务要素的价值，积极推动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的城市健康医疗和人力资源数字经济的

发展；东软在河北、山东等地的数字经济新一轮布局也在持续推进中。 

2.4拥抱开源，统一云原生技术架构，打造面向未来的共性技术底座，融合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推动产品与解决方案的数字化升级 

随着数字化时代全面到来，软件赋能千行百业，公司持续提升核心领域专业能力和技术

能力，并使之成为公司业务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与重要生产力，用软件表达客户业务管理与发

展逻辑，表达产品智能化与产业数字化。公司统一云原生技术架构，同时研发面向云原生环

境的安全参考架构，提升云化项目的交付保障能力。公司加强开源 CoE建设，以内源模式共

创东软面向未来的共性技术平台，通过参与标准化组织等方式融入行业、客户生态，在关键

技术领域构建有竞争力的生态伙伴群。2022 年，公司加入了 4 个开源标准组织，参与了 5

个重要开源社区的工作，与 3个行业重要合作伙伴成立了联合实验室，与国内多家优秀软硬

件厂商建立更深入的合作关系，围绕软件国产化构建技术合作生态。 

2022 年内，公司新增登记软件著作权 331 件；新申请专利 197 件，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174件；授权专利 126 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105 件。2022年所获授权发明专利，主要分布

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平台软件、汽车电子、网络安全等领域。截至 2022 年

末，公司申请专利 2,399件，授权专利 1,214件；登记软件著作权 3,281件，居行业前列。 

2.5品牌美誉度与影响力不断获得认可 

公司创新与竞争能力、品牌美誉度与影响力不断获得认可。2022 年，公司被中国软件

协会评为“2021年软件行业应用领域领军企业”；荣获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网“2022推进

数字经济发展杰出贡献奖”“2021 软件出口最具竞争力品牌”“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媒体重点

宣传和推荐品牌”“2022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社会责任奖”；连续三年蝉联“软件出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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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双冠”。在 IDC数字化转型大会上，公司荣获“未来数字创新领军者大奖”。在 Gartner 

2021 全球 IT服务-Application Implementation & Managed Service 市场全球企业位列第

47名，中国企业位列第 4名。公司被赛迪顾问评为“2021-2022年度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军企

业”。根据赛迪顾问《2021-2022 年中国软件市场研究年度报告》，公司被评为 2021 年中国

软件市场品牌第 3名。在赛迪顾问 2022 IT市场年会上，东软互联网综合治理大数据平台被

评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产品”。 

 

3、 报告期内具体经营情况 

3.1医疗健康及社会保障 

在医疗健康及社会保障领域，作为医疗健康技术和商业创新的引领者和赋能者，东软及

东软在医疗健康领域投资的创新公司持续推动信息技术与医疗健康的深度融合。 

3.1.1“智慧医疗”信息化建设：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并在电子病历评测评级等多个

领域保持市场优势地位 

在医疗信息化领域，东软构建了 RealOne Suite、CloudOne Suite、HealthOne Suite

三个行业领先的整体解决方案，实现以软件赋能医疗全场景的发展阶段。截至 2022 年末，

东软智慧医疗业务在全国 31个省级行政区实现业务落地，已服务超过 600家三级医院客户、

2,800余家医疗机构客户，50,000 余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了 30 多个省市的全民健康

信息化建设。 

面向大型医疗机构（集团），随着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一院多区”政策的持

续推进，东软 RealOne Suite 升级至 6.0版本，持续提供“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的同时，

聚焦医院的高质量、专科化发展，以实现不同院区间医疗资源统筹调配、高效运营管理，发

挥集约化管理优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2022 年，公司签约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洛阳市中心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深圳大学附属华南

医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四川友谊医院、黔南州人民医院、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等 30 余

个千万级项目。同时，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持续深入合作，围绕高质量发展共同推进电

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智慧服务、智慧管理的“三位一体”智慧医院建设，加强数字化技术

与医疗健康业务融合的创新。在电子病历评测评级领域，公司已累计助力 35 家医院客户通

过国家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高级别（五级及以上）评价，其中多家获评六级，保持行

业领先。同时，公司持续推动云南省肿瘤医院、桂林市人民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广州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多家医院客户的电子病历六级建设。 

面向各级卫健委、疾控局和中小医疗卫生机构，东软分别通过 CloudOne Suite 和

HealthOne Suite助力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的建设和发展，为 200多家卫健委，其中

包含国家卫健委、22个省级卫健委、75个地市级卫健委提供服务，为医疗卫生一体化赋能。

东软的卫生政务私有区块链解决方案，运用政务私有链不可篡改的技术特性，提供覆盖医疗

流程、药械溯源、处方流转、医保控费等多个场景，助力卫健委全面提升监管能力。东软的

城市级核酸检测解决方案全场景疫情病原体检测信息系统凭借着高可靠性、高效率的服务优

势，应用于 17 个省 120 个地市，助力疾病防控与公共卫生管理。在县域医共体领域，东软

持续打造标杆客户，其中，东软为阳曲提供的包含县乡村一体化医疗集团管理平台在内的整

体解决方案，构建了注重基层的分级诊疗模式，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及县域医共体的价值

重构，已成为全国县域医共体改革样板；东软“襄阳创新数字化、一体化城市卫生健康信息

化项目”构建了新型城市智慧医疗一体化服务体系，为建设新型城市卫生健康信息化提供了

新范本，入选《2022数字医疗产业年度白皮书》。2022年，公司承接卫辉市、鄂托克旗、伊

川县等地业务，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医共体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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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智慧医保：聚焦医保信息平台建设，助力全国统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全面建成上

线及持续深化应用，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东软在医保信息化领域耕耘近三十年，参与承建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深度参与全国

20 多个省级医保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定点医药机构信息化

服务水平。公司不断探索和实践围绕医保、医疗、医药的“三医联动”应用创新，持续推进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根据最新发布的《IDC 中国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市场份额，2021》，公司

持续保持医保信息系统市场份额第一的领先地位。 

2022年，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已全面建成，并在全国 32个省级行政区全域上

线，医保信息化标准化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东软作为全国医保平台的主要承建厂商之一，为

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及在 24个省 200 多个城市的平稳上线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超过 7亿人群和 8,000万参保单位提供医疗保障信息化服务。与此同时，公司持续助力国

家医保信息平台在各省市的深化应用，并全力推进各地医保平台完成验收。2022 年，公司

参与建设的海南、浙江、云南、江西、山东、湖北、陕西、河北等 15 个省级医保平台通过

了国家医疗保障局验收，其中，海南是全国第一个通过国家医疗保障局验收的省份。同时，

公司积极为更多省市医保用户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和服务，拓展了广东、深圳、成都、苏州

等省市的医保信息化建设及服务项目。此外，东软面向医保的大数据分析、面向商保的数据

服务等业务也在持续推进中。 

在医药服务领域，公司为全国 40 多万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提供软件产品与服务，其中 6

万多家为基于 SaaS 模式的云产品客户，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在医保基金监管领域，公司参

与了 9省 30多个城市的医保基金监管类信息化建设项目，并参与了陕西、吉林、黑龙江等

多个省份的医保基金飞行检查项目。 

3.1.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全面解决方案：为人社行业服务数字经济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和动力，持续引领行业创新与发展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东软通过多渠道、全方位的软件服务并采用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等技术，构建一整套服务于社会各类人群和企事业单位，覆盖社会保险、就业创

业、劳动关系和人才人事的智慧人社解决方案。根据《IDC 中国数字政府 IT 解决方案市场

份额，2021：迈入数据引领的云与智能时代》，公司在人社 IT解决方案领域继续稳居市场份

额第一，持续引领行业创新与发展。 

2022 年，全国养老保险统筹整体招标基本结束，东软深度参与人社部多个信息化平台

的规划设计与项目建设，持续发挥典型客户的示范作用，业务规模和技术领先性保持领先。

东软承建国家人社部与 14 个省级核心经办系统，继续保持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已为超

过 7亿人、7,000万家企业提供社会保险服务。目前，东软承建的人社部中台已在全国各省

部署实施，并形成了面向省、市、县各级人社局的多层级服务体系，保持数据服务领域的竞

争优势。2022 年，公司大力推进面向人社领域的数据服务与分析业务，同时在沈阳、锦州

等城市合资设立的数字公司，也将助力数字化卫生健康产业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的快速发

展。 

在人社服务向“数智化”持续迭代升级的过程中，东软凭借多年行业深耕经验和技术沉

淀，以技术赋能变革，以软件持续赋能人社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东软与南宁市人社局共同

打造的南宁市“区块链+人社”应用平台，入选工信部 2022年区块链典型应用案例名单，已

与南宁市多部门搭建了联盟服务链，已上线人社信用授权、人社资金监管等全国性创新的应

用场景，打造人社领域的新标杆和引领行业发展的“科技+民生”新生态。在中国信息协会

主办的 2022数字政府论坛上，东软智慧人社解决方案荣获“2022数字政府方案案例创新奖”，

由东软承建的江苏智慧人社项目荣获“2022数字政府卓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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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东软医疗、熙康、望海：东软大健康生态布局持续拓展，整体业务内涵持续提升，

亮点纷呈 

近年来，公司在“大健康”板块构造了东软医疗、熙康、望海三家创新业务公司，与公

司自有医疗健康业务协同，形成了在“大健康”领域的生态联盟。2022 年，三家创新业务

公司战略性投入效果进一步显现，整体业务内涵持续提升。 

东软医疗作为医学影像解决方案及服务的领先提供商，拥有 CT、MRI(磁共振)、DSA(血

管机)、GXR(X线)、US(超声)、PET/CT等医学影像设备以及 MDaaS平台解决方案。东软医疗

产品销往全球 110 余个国家和地区，历史装机量超 44,000 台；MDaaS 平台解决方案，基于

数据共享和技术赋能，已覆盖 21,000名医疗机构客户。2022年，东软医疗发布国内首款高

端全自研光纤分布磁共振 NeuMR Rena、国内首款高端能谱双立柱 DR北斗系列、NeuAngio-CT

汉·文景一站式多模态综合介入诊疗解决方案等新产品，第六次荣膺“优秀民族品牌金奖”。 

熙康作为中国领先的基础医疗服务平台，打造了中国首个以城市为入口的云医院平台，

并建立云医院网络，连接政策制定者、医疗机构、患者及保险公司，从而实现医疗资源合理

分配以及医疗服务的高效交付。截至 2022年末，熙康已在 29个城市拥有云医院平台，基于

平台的互联网医院服务、远程医疗服务、智慧家庭医生服务及互联网居家护理服务等业务持

续发展。2022 年，熙康宁波云医院模式开始向浙江全省推广，熙康为浙江全省提供“浙里

护理”平台的建设和服务运营。 

望海致力于医疗机构精益运营与供应链管理，在医院智慧运营管理 HRP、医院成本一体

化、DRG/DIP智能分析审核与支付、医疗卫生资源监管等领域保持优势地位。2022年，望海

ODR（以运营数据中心为驱动的医院运营）正式通过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联盟、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等规范安全评估，已在多家复旦百强榜医院落地应用。 

 

3.2智能汽车互联 

东软是“软件定义汽车”时代车企创新的核心合作伙伴和产业变革的赋能者，经过三十

多年的积累与发展，凭借着对汽车产业的深刻理解、对汽车产业变革的前瞻性判断以及始终

保持领先的技术优势，始终保持领先的技术和产品优势。东软构建了以中国、德国、美国、

日本、马来西亚为中心的全球产品研发与交付网络，作为行业领先的 Tier1厂商，东软产品

覆盖 60多个国家、220 多款车型，合作的国内外主流汽车厂商超过 50家。根据高工智能汽

车研究院的市场数据，东软在乘用车智能座舱（单芯片）域控制器前装市场份额国内厂商位

序升至第一名，乘用车前装（国产）车载无线终端（联网功能）一级供应商标配搭载量继续

保持排名第一。 

截至目前，东软已累计牵头或参与 60余项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包括参与国家首部

V2X应用层标准的制定，参与 ISO相关国际标准的起草，并作为中国唯一受邀厂商，参与联

合国国际汽车信息安全标准法规提案建设。作为国家汽车电子安全国标牵头制定单位，东软

的车载技术、网络安全技术和综合实力获得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东软深度参与 HUD国家

标准制定，作为标准核心起草团队中唯一一家软件公司，以软件赋能汽车智能化的创新和突

破。 

3.2.1智能座舱、智能通讯、全球导航、AR-HUD 等量产产品：获得众多车厂定点订单，

交付量同比快速增长，搭载量居行业前列 

公司拥有智能座舱等系列产品，主要包括 IVI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智能座舱域控制器、

T-Box/5G Box、全液晶仪表、全球导航解决方案 OneCoreGo、增强现实抬头显示系统 AR-HUD

等。2022年，东软持续推进产品创新迭代，推出最新一代智能座舱产品 C5整车人机交互平

台，进一步强化多域融合能力，实现软硬件解耦，通过可插拔扩展板的方式以及引入主流生

态应用，满足车企全系车型的需求，并获铃轩奖“智能座舱类优秀奖”。东软全球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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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CoreGo 升级至 3.0 版本，创新迭代车道级导航、AR 导航、AI 导航等多重功能，同时支

持 EV导航和混合导航解决方案，实现东软智能座舱域解决方案产品矩阵的进一步深化完善，

OneCoreGo产品目前已支持 20多种语言，与 50余家国际知名汽车品牌合作，搭载于 100余

款车型，在超过 120个国家及地区应用，并获铃轩奖“车用软件类金奖”。东软 AR-HUD软件

产品已应用于多款量产上市车型，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差异化的人机交互体验，荣获“2022

中国汽车智能创新技术大奖”。 

东软车载量产业务目前已覆盖绝大多数国内车厂以及众多的国际车厂和合资车厂。2022

年，公司顶住了芯片短缺的产业共性压力，全力保障车厂订单交付，持续保持市场占有率领

先地位。随着国内自主车厂的量产车型持续出海，东软在中国车厂出海的车载量产业务也快

速放量。在国内汽车市场，乘用车自主品牌市场份额近半，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2022

年，全力保障车厂订单交付，交付量同比增长超过 30%。2022年，东软智能座舱系列产品与

吉利、一汽红旗、奇瑞、长城、上汽、长安、宝腾、VINFAST等多家车厂签约。东软 T-Box/5G 

Box产品搭载于已上市发售的新一代纯电动车 smart 精灵#1车型，真正实现车辆全场景覆盖

的数据互通。红旗正式上市发售的首款 MPV车型 HQ9搭载了东软智能天线，采用 All-In-One

原则，实现畅通、安全、融合的汽车智能互联体验和全场景覆盖。根据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

的市场数据，东软在乘用车智能座舱（单芯片）域控制器前装市场份额国内厂商占比第一，

乘用车前装（国产）车载无线终端（联网功能）一级供应商标配搭载量排名第一，均保持行

业前列。 

3.2.2车路协同：面向全球持续深度参与 V2X 标准起草，以车路协同的端-边-云全栈产

品，助力车端生态、路侧生态以及测试生态快速发展 

随着“双智”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基于车路协同的智能网联汽车从应用示范走向规模

化商用，生态逐渐健全，成为“双智”的重要支撑。东软拥有完整的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及端

到端 C-V2X 车联网产品，包括智能车载终端 OBU、智能路侧设备 RSU、路侧配套融合感知设

备、车路协同云控平台，依托 C-V2X车联网，通过人、车、路、云的协同，构建新型融合生

态，助力“双智”加速发展。作为 C-V2X标准的重要制定者及产业化推动者，东软在 C-V2X

技术演进、研发与项目实施以及联合上下游生态伙伴推动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

度参与了 40余项 C-V2X行业标准的讨论与制定。 

2022年，东软 VeTalk 产品升级至 7.0版本，采用车规量产级别 V2X软件协议栈，支持

多硬件平台快速适配，算法准确度保持行业领先。公司高度聚焦车端产品，深入研究领先及

创新特性，深化联合生态伙伴超过 30 家。目前，公司全系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各大主机

厂、Tier1、智能网联示范区/先导区、智能网联测试机构，为包括一汽红旗、长城等多个量

产车型提供规模化 C-V2X智能终端产品。 

3.2.3东软睿驰：在汽车基础软件、自动驾驶等领域保持市场领军地位，基础软件产品

NeuSAR 以“软件先行”模式持续获得客户认可，自动驾驶域控制器产品实现规模化发展 

东软睿驰自主研发的汽车基础软件产品 NeuSAR 持续获得市场认可，并于 2022年全面升

级，成为全球首个支持 R21-11版本的基础软件产品。2022年，东软睿驰以“软件先行”的

模式为车厂提供更高效的软件开发平台和更完整的基础软件解决方案，并大力拓展汽车基础

软件生态圈，目前 NeuSAR 已在本田、广汽、长安、岚图、吉利等众多车厂得到应用，东软

睿驰以及多家 Tier1基于 NeuSAR开发的自动驾驶系统、车联网系统、智能座舱和中央控制

系统也已搭载于众多领先车型。根据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的市场数据，东软睿驰凭借 NeuSAR

位列智能汽车基础软件供应商市场竞争力榜单第一名。 

在 ADAS 高级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领域，东软睿驰已推出了 L3/L4 级别新一代自动驾驶

中央计算平台。得益于多年来同步开展的 L4+级别研发，并持续将相关技术/功能导入量产

产品，东软睿驰始终保持着技术领先性，并成为其核心竞争力之一。2022 年，东软睿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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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获得多家乘用车、商用车车厂的 ADAS 量产订单，其中乘用车自动驾驶域控制器产品量产

订单大幅增长。根据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的市场数据，东软睿驰在自动驾驶域控制器研发能

力、商用车法规双预警前装标配搭载量等多个 2022 年度榜单中排名第一，连续三年荣登毕

马威中国“中国领先汽车科技企业 50强”榜单。 

 

3.3智慧城市 

作为智慧城市的赋能者、数字经济的创新者、数字中国的建设者，东软持续推动信息技

术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驱动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先后参与全国 200

多个中心城市的智慧应用建设。东软顺应产业生态发展趋势，通过云计算、大数据、5G、人

工智能等全栈技术融合，构建了端到端的算力基础设施。东软主动融入“生态共同体”，建

立与政府投资公司的紧密合作关系，大力推进与运营商、金融机构总部及区域的优势互补与

协同合作，积极加入互联网企业新赛道，加强跨产业链合作，发挥业务协同、数据共享的整

合优势，形成围绕东软智慧城市业务发展的完整生态圈。 

3.3.1参与多省市顶层设计、标准规范和产业规划，推动新一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治理

现代化深度融合，打造“数字政府” 

智能集约、高效协同、数智融合是政府行业信息化的趋势，东软持续推进数字政府及智

慧城市发展建设的核心生态，助力政府构建立体化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实现社会管理专项横

纵协同，城市运营管理多场景融合，使政府运行与政务公开更加协同智能。东软围绕着全国

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数据治理、数据价值的释放等重点领域持续助力数字政府的建

设。报告期内，公司先后签署覆盖南宁、郑州、南京、昆明、西宁、呼和浩特、锦州等 10

个城市的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助力数字政府建设，

推动全面数字化转型。 

2022 年，东软与国家各部委客户持续保持稳定合作，深度参与国家平台标准制定和顶

层设计，东软政务大数据管理平台参与建设多个国家部委级重点项目，持续推动在民政、财

税、公安政法、国土住建、应急管理等领域与国家各政务服务平台的深度合作，包括国家法

人单位基础信息库、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等，已成为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成功典范。报

告期内，公司承建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平

台项目。东软与河南省开展全面合作，推动信息技术与社会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生态文明

深度融合，打造“数字河南”。东软聚焦核心业务“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一网协同”，成

就政务新方向，形成“一方案、两中心、六基础”的一网统管解决方案，已在大连、榆林等

地区取得突破。东软以软件技术助力数字农业发展，成功建设桓仁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为

软件赋能乡村振兴开创新局面。智慧党校建设作为数字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助力全国

各党校的数字化转型，构建先进的智慧党校培训管理系统，已承建宁波、温州等地区的智慧

党校项目，形成“数智党校”特色应用案例。 

3.3.2助力运营商打造“数字经济”坚实底座，赋能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

发展提速增效 

随着信息服务融合创新发展进入新阶段，运营商以“数智云网”为核心理念，推进网络

转型升级，东软积极融入运营商生态，成为运营商打造算力网络的支撑者与提供能力服务的

生态伙伴，共同构建“连接+算力+能力”为重点的新型信息服务体系，打造以 5G、算力网

络、智慧中台为重点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与运营商共创“智算未来”。 

东软作为运营商新型算力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与服务的提供者，积极协同运营商开展算力

网络的顶层设计，以及相关技术研发与落地实践。东软全面支撑数字经济算力网络建设，在

算力网络调度与编排、多算力运营管理、大数据分析平台等多个领域开展与运营商的深度合

作。其中，东软集中日志存储系统服务于中国移动面向“东数西算”的云计算基础设施，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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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中国移动 19个省分公司的业务。东软与中移云能力中心持续深度合作，承担 20余个省份

的“移动云”“IT云”的软硬件集成服务，以“云-数-智”的数据服务能力，助力中国移动

贯彻落实“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报告期内，公司中标咪咕文化 Ocean智慧服务平台，该

平台定位于算力网络中的算力调度与编排管理系统，为公司业务逐渐向算力网络运管演进奠

定了基础。东软持续深化与运营商总部及专业化公司生态互动，围绕着中国移动上研院、成

研院、中移物联网、咪咕文化、大湾区创新院、联通软研院、联通智网科技、天翼云等专业

化公司，深耕技术前沿，把握技术走向，以典型合作案例推动双方合作模式的深化。报告期

内，东软与中移上研院签署“5G 全连接工厂生态”合作协议，共建产业生态圈，助力工业

互联网行业数智化转型。 

作为运营商在融合网关、云网安全、信息安全等领域的核心合作伙伴，东软持续深耕运

营商及安全领域的核心客户，提升市场占有率，已与国内四大运营商及相关企业实现深度合

作，东软云网安全解决方案已覆盖全国 31个省级行政区。2022年，东软在云网安全和融合

消息领域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移动云网安全领域竞争位序进入第一梯队，面向综合

反诈的复杂形势，提供涵盖总部集中、省、地市的三层反诈体系建设方案，为中国移动 9

省 200 多个 IDC/ISP 机房提供“数据安全”监测设备。2022 年，公司签约中国移动云网安

全策略六期、融合网关三期、中国广电核心网安全系统、中国联通软研院 DevOps 平台研究

等项目，进展顺利。 

3.3.3强化城市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民生领域“数智化”进程 

东软立足民生，支撑城市在电信、交通、能源、金融、教育、环保等众多领域的快速发

展，着力于信息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国民经济尤其是城市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在重要民生领域的信息化水平整体提升。其中： 

在智慧交通领域，东软构建了一整套涵盖城市交通管理、高速公路、轨道交通、车路协

同、航空等领域的大交通解决方案，已成功应用于 60余个城市。在轨道交通方面，2022年，

公司签约沈阳地铁、西安地铁、北京轨道交通、成都轨道交通等客户项目。在航空方面，公

司持续深化与南方航空、四川航空、东方航空、深圳航空等标杆客户的合作，为融入客户连

续性业务场景奠定坚实基础。 

在智慧能源领域，公司充分关注“双碳”目标引领下的能源产业数字化，积极融入国家

电网主导的“能源互联网”生态圈，持续加强与国家电网等核心客户的深度合作，聚焦数字

化内控体系、数字化网格等业务，支撑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金融科技领域，公司为金融监管机构、银行、保险、证券等上百家金融机构提供软件

产品、行业解决方案、云与数据等端到端的金融科技服务。公司拥有金融应用智能运维平台、

金融微服务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产股权交易核心、保险经纪核心、金融风险监测等多款

安全可控的产品及解决方案，持续构建金融与产业在数据化、数智化领域的融合，推动金融

与医疗、金融与教育、金融与基础建设等垂直生态业务的场景构建，助力金融领域客户数字

化转型。 

在智慧教育领域，东软以数据赋能，以业务场景为驱动，构建全新智慧校园，助力各高

校信息化“十四五规划”及双一流建设，同时深入推进在高校数据治理工程建设上的合作，

致力于打造国内先进的高校数据建设样本工程。2022 年，公司签约上海市教育一网通办及

管理系统、清华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平台、武汉理工大学质量评估管理平台、成都大学数据治

理平台、中南大学信息与网络中心、天津大学信网中心平台、东莞智慧校园等多个项目，助

力高校开启数据服务新时代。 

在智慧环保领域，东软持续参与国家级环境统计、应急管理、固废管理、环境监测数据

平台和生态环保大数据平台等大型工程建设，2022 年签约生态环境部固废危废系统改造、

公共安全信息化工程环境应急系统建设、碳排放管理大数据平台、西安市机动车排放监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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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等项目。由东软承建的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应急平台、贵州省移动源综合监测监管平台同

时荣获“全国优秀环保应用案例奖”。 

 

3.4企业互联及其他 

3.4.1通过数据中台和智能运维产品提供跨域数据融合治理和数据服务，助力企数转型 

在数据中台方面，东软依托 UniEAP 业务基础平台、SaCa 云应用平台、RealSight 大数

据高级分析应用平台三大系列几十个行业领先的高级分析应用平台，为企业提供高效、跨域

的数据融合治理和数据服务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2022

年，公司发布数据中台 3.0，进一步提升了数据开发、指标管理及全域数据资产管理等多种

能力，助力企业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和业务价值。 

在智能运维方面，公司构建了一平台、多中心的“监、管、控”闭环运维体系，实现运

维数据的融合，为客户提供从云到端到应用的多重运维保障。公司正式发布新一代一体化智

能运维平台，已广泛应用于金融、运营商、政府、企业等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中标陕西有

色集团企业数字化项目，推动其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全面落地，并以此为契机通过产业数字化

赋能各行业生态系统，挑战新的商业模式。 

在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基于云原生架构、AI 与大数据技术，东软推出全新一代

产品 HCM-X V6.0，从人才数字化定义和识别出发，支撑企业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报告期

内，东软签约鞍钢集团新一代数字人才系统项目，为其超过 40 万员工构建数字化人才选拔

任用体系。东软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提供了以监管要求为基础，融合其个性化业务管理要

求的新一代人才管理系统，推进金融行业人才效能的持续提升。 

在数字档案方面，东软发布了数字档案馆等系列产品，档案数据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最

核心的数据资产，结合数据中台可以提高企业的数据管理效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

支持。报告期内，公司承接浙江省能源集团、浙商银行、山东黄金集团的数字档案室项目入

选了国家首批企业集团数字档案馆（室）建设试点单位。 

3.4.2以数字化、智能化运营驱动变革，以软件技术服务和云管理服务，赋能企业数字

化转型 

东软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具业务场景价值的云化、聚焦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赋能全球数万家大中型客户实现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东软聚焦关

键客户数字化转型需求，通过技术革新和按需而变的软件技术及服务供给，提供研发工程服

务、IT服务、BPO、云管理服务，大力推动业务的新一轮升级与发展，持续为客户创造核心

价值。 

在 BPO服务方面，公司聚焦中国出海企业及大中型跨国企业，构建全球客户参与中心以

及数字化服务能力，持续扩大全球交付版图，逐步形成以互联网、汽车制造、制药三个行业

为中心的企业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业务实现双位数增长。同时，公司通过数字化释放多年累

积的核心能力，运用数字技术创造商业价值，将 BPO 业务升级到 DBTS数字商业与技术服务。 

在云数智化转型方面，公司持续优化业务结构，针对数智化转型服务形成知识资产 80

余项，持续提升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的服务能力。公司已与十余家国内、国际领先云服

务提供商形成紧密的合作，在面向企业私有云、中国企业出海的云资源与云管理服务方面取

得良好进展，积极搭建云数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和能力，持续为客户提供全面优质的数智化转

型服务。 

 

3.5技术创新情况 

2022 年，公司紧紧围绕商业目标，重点投入医疗健康及社会保障、智能汽车互联、智

慧城市等业务方向的产品及解决方案的研发，推动公司应对万物智联时代的技术能力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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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内，公司新增登记软件著作权 331 件；新申请专利 197 件，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174件；授权专利 126 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105 件。2022年所获授权发明专利，主要分布

在大数据分析、区块链、平台软件、人工智能、汽车电子、网络安全等领域。截至 2022 年

末，公司申请专利 2,399件，授权专利 1,214件；登记软件著作权 3,281件，居行业前列。 

 在医疗健康及社会保障领域，公司通过 AI 赋能、基于图谱路径的辅助决策推理、基

于语义特征的医学术语标准、基于患者诊疗信息与诊疗知识融合的图计算推理，构建符合规

范的 PaaS云平台等技术能力，再造围绕患者的业务流程，实现基础资源的统一管理与监控、

应用部署与运维流程的统一化形成、低成本交付运维模式。同时，通过云原生架构理念的落

地实施，提升企业架构的灵活应变能力。研发投入主要在 HIS核心平台暨业务中台、临床辅

助决策支持系统 CDSS、医学影像信息系统 PACS、区域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医保用药监控

系统、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医保云应用管理平台等产品。 

 在智能汽车互联领域，公司启动下一代智能座舱的前沿关键技术研发，并完成技术贮

备。研发投入主要在全球导航、AR-HUD、车路协同系统等产品的升级，在 AI 导航、车道级

导航、车辆动态指引、协作式超车、交通效率、AI应用平台等领域取得突破。 

 在智慧城市领域，研发投入主要在人社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人社核心平台、政务大数

据领域平台、数字档案管理系统、数智化人力资本管理系统、融合网关、语音反诈系统等产

品。通过东软 AI 平台赋能，提升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应用能力；通过东软下一

代数据管理平台赋能，支撑各地人社数据中台、教育数据中台建设。 

 公司继续共性技术平台的孵化与研发，云原生应用平台 CNAP 作为企业级云原生技术

平台，支撑客户构建现代化 IT 基础设施，协助客户完成云原生应用构建平台、云原生应用

运行平台、工程效能平台的建设，推进客户“云原生优先”战略落地。公司持续投入区块链

战略布局，升级 EchoTrust 区块链平台产品 V3.0，形成面向区块链的包括应用平台、数字

身份管理、物联网协同的产品组合，实现分布式的区块链节点可视化部署和运维。 

 

4、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4.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数据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8,872,131,465 18,305,146,392 3.10 16,407,700,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237,841,662 9,579,208,066 -3.56 8,359,943,631 

营业收入 9,465,800,628 8,734,802,910 8.37 7,621,98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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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1,919,325 8,712,104,997 8.49 7,607,457,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42,884,715 1,173,245,291 -129.23 131,183,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29,885,952 35,083,663 -1,610.35 -149,824,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72,577,776 782,735,311 -14.07 560,084,4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62 13.15 减少16.77个百分点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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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98 -129.43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97 -129.49 0.11 

 

4.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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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8,468,881 2,104,622,534 2,180,906,886 3,901,802,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122,182 113,151,339 45,670,708 -471,584,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67,143,488 79,058,543 -2,064,638 -539,736,3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22,905,793 390,115,731 244,842,446 960,525,39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股东情况 

5.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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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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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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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 0 174,202,414 14.2395 0 质押 139,019,9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东北大学科技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0 86,908,172 7.1040 0 无 0 国有法人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

限公司 
0 78,683,547 6.431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光 -307,793 35,125,366 2.87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阿尔派株式会社 0 20,057,144 1.6395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安华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2,992,499 19,194,599 1.5690 0 无 0 未知 

SAP SE 0 16,283,768 1.3311 0 无 0 境外法人 

徐燕超 100,000 12,800,673 1.04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世强 12,000,000 12,000,000 0.980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少先 -490,483 8,550,000 0.69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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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阿尔派电子（中国）有限公司为阿尔派株式会社在中国设立的外商独资投资

性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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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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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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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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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三、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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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