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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表概不负责。本数据提供或包含的信息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同时对数据的准确性不作保证。

本资料属于高度机密，仅供您参考并在起草与该公司有关的研究报告时使用，不得复印、复制或以任何

方式散发给其他人。

通过参加本次介业推介会，阁下承诺，阁下对于自己对市场和公司在市场中的地位所作的评估负全部责

任，阁下会开展自己的分析，并对自己对未来潜在的公司业务发展所形成的观点负全部责任。

本演示不构成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境内和香港地区）出售、购买或认购任何证券的要

约或要约邀请，或此要约或要约邀请的一部分，或构成参与投资活动的邀请。本演示的任何部分均不得

构成任何合同、承诺或投资决定的基础，并且任何合同或承诺也不得依赖本演示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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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 Financial Results

丨王新江 副总裁



经营业绩重要指标

营业收入1,749,210千港元

同比增长12.9%

营业收入

5

毛利率37.0%

同比下降2.7个百分点

毛利率

2021年底在手订单22.0亿港元

同比增长6.8%

在手订单

权益股东应占溢利187,535千港

元 同比增长11.3%

权益股东
应占溢利

每股盈利8.9港仙

同比增长11.3%

每股盈利

建议派发每股股息2.7港仙

派息率30.2%

每股股息



86.7%

13.3%

1,516,154
86.5%

13.5%

智慧轨道交通 基础信息设施

209,402

1,340,574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12.9%：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占营业收入的86.7%，收入同比增长13.1%，主要来自几个较大型项目确认收入，包括绍兴市城市轨道交通

1号线、北京轨道交通11号线、佛山市轨道交通线网清分清算中心系统工程等；

 基础设施信息业务占营业收入的13.3% ，收入同比增长11.3%，主要来自民用通信新增4G百兆端口传输业务。

233,056

营业收入

（单位：千港元）

收入构成

2020年 2021年

营业收入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8887；2021年平均汇率0.8293

1,549,976 

1,749,210 

2020年 2021年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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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地域分类）

 京内业务：北京地区业务收入674,723千港元，同比增长27.9%，收入占比约38.6%；

 京外业务（含香港）：京外地区业务收入1,012,114千港元 ，同比增长1.1%，收入占比约57.9%。其中，香港市场业务38,593千

港元，同比下降7.0%；

 海外业务#：海外地区收入占比3.6% ，同比增长逾四倍至62,374千港元，增长主要来自印度等市场。

2021年2020年

38.6%

57.9%

3.6%

京内地区 京外地区（含香港） 海外地区

34.0%

65.2%

0.7%

527,513

#注：2020年海外业务为与中车合作的海外项目，2021年海外业务除中车合作项目外，增加与当地车厂直接合作项目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8887；2021年平均汇率0.8293

674,723

1,012,114

62,37411,411（单位：千港元）

1,01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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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综合毛利率37.0%，同比略下降2.7个百分点：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毛利率32.9%，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主要由于首次承揽总集成商的绍兴地铁1号线项目毛利率低于平均值

（合同金额5.5亿元人民币，2021年入账3.1亿港元，约占智慧轨交通业务收入的20.5%) ，导致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若剔除

该项目毛利率同比略有提升;

 基础设施信息业务毛利率64.0%，同比上升6.2个百分点，主要由于民用通信4G业务增加新开通线路收入，毛利率维持较高水

平。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8887；2021年平均汇率0.8293
8

综合毛利率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 - 毛利率 基础设施信息业务 - 毛利率

39.7% 37.0%

2020年 2021年

36.9%
32.9%

2020年 2021年

57.8%
64.0%

2020年 2021年



加大研发、市场推广力度

 研发费用 1.64亿港元，占营业收入9.4%，同比上升约0.7个百分点，期内集团持续投入构建智慧轨道交通产品加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研

发；

 销售费用 0.9亿港元，占营业收入5.1% ，占比较2020年略下降；

 一般及行政管理费用 1.98亿港币，占营业收入11.3% ，占比较2020年略下降；

 三项费用合计支出同比有所上升，主要原因：1、2021年随着业务规模增长，三项费用合计支出增长；2、由于2020年企业社会保险费用

减免、房租减免，以及2020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多采用线上及远端方式办公，差旅费等相关费用较少等，导致2020年整体费用较低。

研发费用/营业收入 销售费用/营业收入 一般及行政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8887；2021年平均汇率0.8293

8.7%
9.4%

2020年 2021年

5.2% 5.1%

2020年 2021年

11.5% 11.3%

2020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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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一次性商誉减值，经营溢利表现平稳

 商誉减值亏损 为对收购华启智能时产生的商誉计提的减值，华启智能本年度未达成协议承诺的营业收入，因此影响了该部分业务基于

未来项目现金流入估算出的业务价值；

 若剔除一次性商誉减值亏损影响，经营溢利有小幅增长。

经营溢利

（单位：千港元）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8887；2021年平均汇率0.8293

243,251 

182,242 

64,747 

2020年 2021年

商誉减值亏损

24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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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税前溢利上升

 除税前溢利 230,844千港元，同比增加8.4%，主要变动项目如下：

 应占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业绩 2021年收益56,711千港元，2020年亏损108,168千港元；

 或然代价公允价值变动 2021年增加18,627千港元为收购华启未支付的剩余或有对价款的变动，2020年增加106,840千港元；

 商誉减值亏损 亏损64,747千港元，2020年不涉及本项。

 若剔除一次性商誉减值亏损影响，除税前溢利增加约38.8%。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8887；2021年平均汇率0.829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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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67主营业务
+9,054其他收入

+21,704 贸易应收款
项及合约资产减值
(64,747) 商誉减值

+1,981 融资成本
(87,911) 公允价值变

动

212.904

41,321

(59,287)

(43,043)

164,879

(85,930)

230,844



应占合营及联营企业业绩上升

 应占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业绩 扭亏为盈，收益56,711千港元，多项投资收益取得正向回报：

 京城地铁 根据2020年与首都机场线的委托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委托运营方式管理首都机场线，根据客流量，制定了相应的

收益补偿及分享机制。由于2021年客流量未达预期，期内获取补偿款约27,048千港元（含补偿款回拨21,129千人民币）；

 地铁科技 经营业绩同比基本持平，贡献约6,061千港元；

 如易行 乘车金融支付以及数字货币等项目推进落地，收入增加，贡献约7,427千港元；

 基石连盈基金 本年投资收益增加主要为基金所投项目公允价值变动增加导致，约14,098千港元。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8887；2021年平均汇率0.8293

地铁运营平稳有序，2021年
北京首都机场线全年客运量
400万人次，与2020年基本持
平。

地 铁 运 营 ，
持股49%

维护维修再接再厉，地铁科
技收入、利润同比基本持平。

维 修 维 护 ，
持股34.3%

地铁亿通行APP注册用户突
破3000万人，2021年实现
与上海、天津、广州二维码
互联互通。

移动支付，
持股9.8%

持续投资于城市智能交通及
互联网服务领域，主要经营
范围是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基石连盈基金，
持股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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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及资金周转

2020年12月 2021年12月

净资产（百万港元） 2,553 2,772

资产负债率 40.6% 37.2%

速动比率 1.4 1.8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250天 272天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273天 275天

存货周转天数 177天 144天

资产及权益变动

（单位：百万港元）

总资产
4.412 

权益总额
4,412

1,468 1,583 

2,829 2,834 

1,654 1,246 

90 399 

2,453 2,660 

100 
112 

非控股权益

股本及储备

非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权益总额
4,297

总资产
4.297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8887；2021年平均汇率0.8293

2021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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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流

（单位：千港元）

增加 减少

944,489 

79,805 

125,150 

317,123 

15,722 

848,043 

2020年年末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

经营活动净额 投资活动净额 融资活动净额 外汇损益 2021年年末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8887；2021年平均汇率0.8293

 融资活动 净流出3.17亿港元，主要来自偿还贷款2.77亿港元及支付利息26,999千港元、支付房租租赁11,336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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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盈利指标年度比较

 集团各项主要收益指标均保持健康水平。

 注：ROE=净利润/平均净资产；ROIC=
净利润+财务费用
净资产+有息负债

；EPS=权益股东应占溢利/已发行股份。

15

净资产收益率(ROE) 资本回报率(ROIC) 每股盈利 (EPS)

7.6% 7.5%

2020年 2021年

6.8%
7.3%

2020年 2021年

0.8

0.89

2020年 2021年

（单位：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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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回顾 Business Review

丨宣晶 执行董事&行政总裁



一、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轨道交通行业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前沿技术于轨道交通行业应用逐步深入

管理要求精细、服务标准提升

城市轨道交通投资重点逐渐向后市场转变

高铁投资保持相对稳定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技术在轨交领域
内的应用逐步深入，国内已有多个城市在构建城轨
云，推动城轨大范围信息化及全方位数字化

多地业主提高采购要求

低价优质、安全高效、绿色环保成为基本要求

多种业态融合，多重模式重构

轨道交通行业政策环境持续向好

海外环境不稳定

轨道交通多系统、多功能融合趋势，同时，乘
客的出行及行为模式、服务及管控模式进一步

重构，新机遇应运而生

交通强国、智慧城轨发展纲要、中国制造、

新基建、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利好轨
道交通行业的产业政策陆续颁布

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

海内外疫情反复

2021
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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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质量稳步提升，市场拓
展稳中向好

业绩稳健提升

车载PIS业务六年保

持国内行业第一

国内业务覆盖27个省市、

49座城市(新增湖北黄石、

西藏那曲)

1,550

1,749

2020

2021 12.9%

168

188

2020

2021 11.3%

收入（百万港币）

权益股东应占溢利（百万港币）

行业领先

32.6%

2021年度城轨领域车载
PIS系统中标占比

订单充足

20.6

22.0

2020

2021

在手订单（亿港币）

6.8%

新增中标额约人民币10亿 新签合同额人民币18.97亿元

市场拓展稳步

科研成果

核心专利 +25

111项

软件著作权+88

436项

海外业 务覆 盖13个国家

(新增澳大利亚、沙特阿拉

伯、阿联酋及尼日利亚)、

22座城市

聚焦国内智慧轨道交通升级换代，聚焦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智慧轨道交通新技术应用；

持续推动科研项目成果转化及示范落地，带动产业升

级，提升核心竞争力。

国内已开通轨道交通城市覆盖率72%，其中

一线城市覆盖率100%、新一线城市覆盖率

87%、二线城市覆盖率57%。
AFC业务2021年市

场份额有所下降

18

北京业务

新签项目125个，

金额人民币5.2亿元

京外业务

新签项目106个，

金额人民币12.6亿元

海外业务

新签项目11个，

金额人民币1.2亿元



• AFC/ACC、TCC

• PIS

• 运营安全管控系统

• 智慧运维服务

• 智慧地铁创新业务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

• 民用通信

• 智慧基础设施

• 智慧+服务

（智慧工地、智慧社区、智慧TOD等）

基础设施信息业务

三、业务结构

备注：AFC/ACC = 自动售检票/自动售检票清算中心 PIS =乘客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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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轨道交通业务稳步发展，布局全国，构建枢纽

 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项目，助力国家西部开

发建设

 国道109线项目，首次开拓西藏市场

西部地区

 成都地铁3号线、4号线项目，助力成渝都

市圈发展

成渝地区

 郑州地铁10号线、14号线项目，巩固京外

区域枢纽，协同效应显现

 郑许线项目，搭载智能乘客系统的智慧高

铁

中原区域枢纽

 香港业务稳定发展

 深圳12号线及16号线项目，进一步提高深

圳市场份额，持续助力大湾区轨交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

 利用现有优势，持续巩固印度市场，在印度8个城

市实现业务布局

 审慎拓展新市场，首次打开澳大利亚、沙特、阿

联酋、尼日利亚轨道交通新市场

海外地区

 绍兴地铁1号线项目，首次作为弱电总集成商承揽

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

 苏州地铁项目，PHM地面平台实现自研

 杭州地铁项目，助力长三角城市群轨交建设

 温州地铁S2号线PIS项目，助力温台沿海城市群轨

交建设

长三角城市群

 北京地铁11号线（冬奥支线），北京市首条智慧

轨道交通示范线路，是行业内首次应用集约化调度

系统的线路，具有标杆意义。

 北京轨交多线接入生产业务云平台项目，在城轨云

建设及运维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为北京及全国城

轨云建设项目的市场拓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北京地铁12号线项目，4+4灵活编组技术，实现

列车智能运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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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业务稳中向好，华启智能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27.6% 32.6%

2020年vs2021年华启城轨车载PIS市场份额

 国内市场：2021年铁路车载PIS市场规模同比下降约83%、城轨车载

PIS市场规模同比下降约30%，但华启智能市场份额稳步上升，稳固行

业第一龙头地位。

 海外市场：虽然海外业务受到多方因素影响，但公司凭借技术和项目

管理方面的竞争优势，仍于年内新中标澳大利亚昆士兰监控屏项目、

印度班加罗尔地铁项目、印度德里RS1项目、沙特麦加轻轨改造项目、

阿联酋列车项目、拉各斯地铁项目等海外项目。

乘客信息系统已经应用于智能高铁列车、首个系列化标准

列车郑许线以及北京冬奥会11号线智慧地铁列车等多个重

点示范项目。

 乘客计数器及智能分析系统已经陆续应用于沈阳4号线、

北京11号线等项目中。

 智能融合屏已经陆续应用于京雄智能高铁、珠三角城

际车等项目中。

 车载边缘云、智能安全员、PHM智慧运维平台等12项

智慧地铁新产品纷纷示范落地。

数据来源：内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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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础设施信息业务平稳推进，创新业务持续拓展

稳步推进包括北京冬奥会、北京新机场线、北京地铁7号线东延等

多个重点项目。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综合管廊业务北京市场占

有率超过55%。

智慧工地-安全管控平台系统2.0：采用人员轨迹回溯等技术，进行

隐患自动消隐等智慧化操作，预计管理数量超过5万人次，实现智

慧化施工安全管控。

智慧枢纽-北京城市副中心枢纽建设者之家项目：确保枢纽建设管

理者及时、准确了解现场实际情况，预计管理数量超过1万人次。

智慧园区-服务管理系统：通过人脸监控、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便

捷通行、安全管理等智慧化升级，可容纳管理数量1万人次。

探索智慧社区及智慧TOD等领域。

智慧基础设施、智慧+服务民用通信

截至2021年底，本集团民用通信业务覆盖北京地铁27

条（段）线路、237座车站。

2021年，本集团4G百兆资源使用数量增加130条。同

时，本集团与三大电信运营商分别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未来收益稳健。

自主投资建设的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首都机场西延、

昌平线南延清河站等民用通信传输系统已于年底与线路

同步开通。

持续拓展光纤传输、物联网流量转售、机房出租等增值

业务，并于年内贡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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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研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升级产品技术

智慧乘客服务系统

智能安全员摄像机、乘客可视报警器、PHM（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边缘主机等

轨道交通统一数据接入平台2.0

运用可视化配置满足线网和线路各专业系统的数据采集及接入功能

微服务架构的清分系统

太原ACC项目，为国内首个采用PaaS（平台即服务）平台的线网中心系统

智慧轨道交通

基础设施信息

安全管控信息化平台2.0

行业内首个全人员参与、全层级管控、全业务覆盖的全方位、立体化的安全管控体系

智慧社区平台2.0

实现社区人员、空间、环境的全面实时管控和服务

智慧枢纽平台

计划应用于北京副中心枢纽项目

实现基于云边协同和数据驱动技术在轨道交通行业的创新应用，助力轨道交通信息化和自动化系统的全面融合发展以及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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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系统开发，投资3000万元，持股7.14%

面向中高等职业院校提供轨道交通信息化教育系统和教育服务。
以信息化产品为抓手，与院校进行专业、实训基地共建及教学资
源开发，合作院校超过1500家以上。

2021年，智联友道收入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超过
2,500万元人民币，未来收益可期。

孵化投资，投资2500万元，持股9.09%（慧盈基金）

继基石连盈基金之后，公司继续投资基石慧盈基金，投资项目核
心围绕轨道交通相关产业，重点关注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及新材
料、先进装备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等目标行业的成长型企业。

主要挑选相关产业具有高成长性、核心竞争力突出并在未来具有
潜力成长为细分行业龙头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地铁运营，投资2.45亿元，持股49%
开拓京内外新线业务，取得绍兴项目运营权，推进北京地铁
机场线改扩建项目、增购车辆项目等项目。

维修维护，投资1470万元，持股34.3%
持续巩固AFC运维主业，不断提升信息化水平，推动智慧维修
平台在AFC运维领域的应用。

移动支付，投资5000万元，持股9.8%
亿通行APP累计注册用户超3000万人，业务占全路网过闸量
55%。
2021年，与行业领先企业开展技术合作，亿通行APP在轨道
交通领域首次实现先乘后付、无需充值NFC过闸。

孵化投资，投资2500万元，持股8.38%（连盈基金）
基石连盈基金已进入退出期，部分退出项目收益良好。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共持有14家公司股权。

七、投资布局日臻完善，协同发展之势显现

 2021年，本集团为落实“一主体、一中心、一平台”发展战略，继续以推进主业发展为出发点，坚定围绕智能化、信息化为主要投资方向，不断扩展项目发掘渠
道，持续储备潜在投资项目，推动产业升级及格局扩张。

 2021年，本集团完成了对智联友道的投资，智联友道是国内轨道交通职业培训行业中颇具影响力的企业，此次投资行为扩展了集团的业务领域，进一步完善了集
团轨道交通产业链布局。

已
投
项
目

新
增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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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发展稳中向好，政策环境持续优化

 城轨方面，2022年将有杭州、广州、福州、北京、郑州等26座

城市的69条轨道交通线路新增开通运营，总里程超过1442公里，

车站约870座。

 铁路方面，预计至2025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7万公里，

其中高铁约5万公里，将覆盖大部分城市。

“十四五”规划

加快交通、能源、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推动能

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转型。

“双碳”战略目标

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水平,将生态环保理念贯穿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和维护全过程,打造绿色轨道交通。

数字化转型

通过不断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绿色建造和智慧运维水平,搭建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基础

平台,提升运营服务品质, 逐步实现城市轨道交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153 5,033 5,762 6,736 7,970 9,193 10,635 

14.8%

21.2%

14.5%

16.9%
18.3%

15.3% 15.7%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行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情况统计（单位：公里）

 宏观经济及行业波动，国际局势复杂严峻，疫情持续反复等不确定

因素带来的风险

 民用通信5G业务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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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望未来发展，制定方略规划

核心战略目标： 科技 创新

坚定“一主体、一平台、一中心” 三大战略主题，以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双轮驱动，加快数字化、低碳化转型升级，推进科技赋能、

高质发展，实现行稳致远。

使命

用智慧科技为轨道交通赋能

愿景

致力于成为国际一流的智慧轨道交通引领者

定位
聚焦集成创新，成为中国领先的轨道交通

智慧系统服务商

五大发展目标：

27

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盈利指标稳步提升

资产负债率等指标保持健康水平

PIS和AFC行业排名保持前列

不断提升市场覆盖率，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持续拓展国际业务

持续维持高标准的研发投入

知识产权数量持续提升

不断优化收入结构，持续提升京外业务收入占比、新产品收入占

比、运营维护等持续性收入占比

保障重点工程，打造精品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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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市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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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策略

内部管控

 聚焦轨交关键核心节点业务，以控为主，以参

为辅，实现能力补强、范围拓展、高度提升，

构建业务生态联盟。着重提升投后管理水平，

采取差异化+赋能式管控模式，精准匹配资源，

持续创造价值，发挥协同效应。

 发挥平台优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升级产品

应用，开发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台、车载边缘云

等产品，迭代升级AFC2.0、线网乘客服务APP、

车载智能安全员等智慧乘客服务产品，开发城

轨云网络安全、新一代综合监控等系统，并在

智慧运维及智慧+领域持续突破创新。

投资+创新

 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制度建设，控制管理成

本，提升管理效率，加强应收管控，深化经营

责任制模式，实现精细化内部管控。

 持续践行社会责任，及时响应企业管治要求，

严格遵守相关规则及指引的要求。同时，积极

回馈环境社会，降低系统运行能耗、提升系统

运营效率、改善乘客出行体验、升级保障乘客

安全，致力于构建优质轨道交通出行环境，增

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持续扩大市场份额，密切关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成渝都市圈等

核心区域的轨交发展。

 巩固郑州、绍兴等重点布局城市，进一步拓展苏州、厦门等市场，重点关注北京13号线、苏州7号线、滁宁城际

铁路PIS等项目，用产品和技术的更新迭代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逐步实施本地化部署，精准匹配客户需求。

 遵循“联合走出去”的策略，稳定巩固现有海外市场，审慎开拓新市场。



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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