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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 Financial Results

丨王新江 副总裁



营业收入518,272千港元，同比略

降2.2%

在手订单

在手订单26.7亿港元，较2020年

年底增长29.6%

营业收入

经营业绩重要指标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3.82港仙，同比增长

144.9%

毛利率

毛利率44.5%，同比增加2.5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稍微下跌2.2%：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占营业收入务的79.9%，同比下降10%，主要由于个别项目受疫情影响，部分项目延期交付验收，重大

项目如绍兴项目、北京11号线西段云平台项目、佛山ACC项目等；

 基础设施信息业务占营业收入的20.1% ，同比增长49.1%，主要由于民用通信4G业务持续增长。

460,181

69,879

智慧轨道交通 基础设施信息

13.2%

86.8%

20.1%

79.9%

104,190

414,082

营业收入

（单位：千港元）

收入构成

2020年中期 2021年中期

营业收入

530,060 518,272 

2020年中期 2021年中期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907；2021年平均汇率0.8333



营业收入（地域分类）

 京内业务方面：北京地区业务收入199,602千港元，

占38.5%；

 京外业务（含香港）方面：京 外 地 区 业 务 收 入

290,287千港元；占56.0%。其中，香港市场业务

27,200千港元，较去年同期上升28.9%；

 海外业务方面*：海外地区收入28,383千港元，占比

5.5%，来自印度及哥斯达黎加项目。

34.8%

65.2%

0.9%

* 注：海外业务收入包含直接收入及提供服务予中车海外项目的间接收入

2021年中期

38.5%

56.0%

5.5%

京内地区 京外地区（含香港） 海外地区

2020年中期



毛利率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分部业务毛利率及综合毛利率

35.0%
38.6%

35.6%36.9%

57.8%

39.7%
42.0% 42.1% 42.0%40.0%

62.4%

44.5%

智慧轨道交通 基础设施信息 综合毛利率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0年中期 2021年中期

 综合毛利率：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维持在较高水平；

 基础设施信息业务：民用通信业务中的移动4G增量业务毛利较高，对公司整体毛利率有较大提升。



56,405 
78,523 

2020年中期 2021年中期

加大研发、市场推广力度

31,467 
39,978 

2020年中期 2021年中期

66,671 
75,709 

2020年中期 2021年中期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15.2%，主要投放于智慧轨道交通业务相关软件、系统及产品标准化的研发，及综合管廊等成熟产品的升级迭

代，智慧工地、智慧园区、智慧+产品的拓展；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7.7%；

 一般及行政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14.6%；

 三项费用同比有所上升，部分原因由于去年企业社会保险费用减免、房租减免，而本期正常缴纳；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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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研发费用 销售费用 一般及行政管理费用

（单位：千港元）

27.0% 13.6%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907；2021年平均汇率0.8333



89,924 

59,046 

-14,537 -14,118 

-28,308 

41,805 

-4,734 

880 

经营溢利 融资成本 应占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之业绩 或然代价公允价值变动

除税前溢利大幅上升

（单位：千港元）

 纵然经营溢利下跌，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贡献显著，除税前溢利大幅改善，同比上升106.9%；

 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业绩扭亏为盈，京城地铁贡献35,740千港元（包含2021年度补偿款26,400千人民币），同比增加60,260千港

元。期内采用新的收入风险分担及利益共享机制，以及客流量有序回升，带动利润显著上升；

 或然代价公允价值变动增加88万港元为收购华启智能未支付的剩余或有对价款的变动。

87,613106.9%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907；2021年平均汇率0.8333

42,345

2021年中期2020年中期



资产负债及资金周转

2020年12月底 2021年6月底

净资产（百万港元） 2,553 2,603

资产负债率 40.6% 42.5%

速动比率 1.4 1.2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250天 428天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273天 454天

存货周转天数 177天 280天

资产及权益变动

（单位：百万港元）

1,468 1,509 

2,829 3,016 

1,654 
1,858 

90 
64 

2,453 
2,506 

100 
97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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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2021年平均汇率0.8333

总资产
4.525 

权益总额
4,525



现金及现金流

944,489 1,105 

172,297 40,124 
6,319 1,08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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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

（单位：千港元）

增加 减少

* 注：港元/人民币兑换率2020年平均汇率0.907；2021年平均汇率0.8333



主要盈利指标同比持续改善

 集团各项主要收益指标均健康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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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7.6

1.6

3.0

4.9

6.8

1.8

2.9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0年中期 2021年中期

ROE（%） R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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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回顾 Business Review

丨宣晶 执行董事&行政总裁



前沿技术于轨道交通行业应用逐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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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业态融合，多重模式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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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行业政策环境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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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行业增速逐步放缓

同“十三五”期间的高速增长相比，“十
四五”期间，轨道交通行业增速已呈现逐

步放缓趋势

管理要求精细、服务标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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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行业竞争加剧

海外疫情肆虐，国际业务拓展受阻

受海外疫情影响,
本集团国际业务拓展受阻,

在施项目进度放缓

一、砥砺奋进，危机并存

危机
并存



2021年上半年收入港币5.18亿元，同比下降2.2%，净利润港币77.90百

万元，同比增长123.3%
净利显著提升

行业领先优势
2021年上半年车载PIS业务国内行业综合排名继续保持第一，服务城轨车辆数约1310辆，

市场份额由28%提升至34.91%

在手订单充足 2021年上半年累计新增中标额人民币4.68亿元，新签合同额人民币15.02亿元。截至2021

年底，在手订单港币26.7亿元，较2020年底增长29.61%

市场拓展稳步

截至2021年上半年，业务累计覆盖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48座城市（新增
西藏那曲1个城市），海外项目拓展至10个国家（新拓展澳大利亚1个国家），18座城市。
国内已开通轨道交通城市覆盖率74%，其中一线城市覆盖率100%、新一线城市覆盖率
86.6%、二线城市覆盖率60%

科研成果显著
截至2021年上半年，拥有核心专利100项、软著392项；
聚焦国内智慧轨道交通升级换代，聚焦大数据、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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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营质量稳步提升，市场拓展稳中向好



• AFC/ACC、TCC

• PIS

• 智慧运维

• 信息系统

• 信息安全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

• 民用通信

• 综合管廊

• 智慧+应用场景

（智慧工地、智慧社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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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智慧轨道交通业务稳步发展，布局全国，构建枢纽

佛山地铁3号线、广州地铁PIS项目
持续助力大湾区轨交建设

香港港铁、城巴、新巴、冠中巴士等项目
在港业务稳定发展

深圳地铁16号线、12号线PIS项目
助力”东进拓展“,提高深圳市场份额

粤港澳大湾区

北京地铁11号线（冬奥支线）
智慧地铁示范线，轨道交通新模式

北京轨交多线接入生产业务云平台项目
在云技术领域积累宝贵经验

北京地铁12号线车载PIS项目
4+4灵活编组技术，实现列车智能运营

北京

郑州地铁17号线PIS项目
巩固京外区域枢纽，协同效应显现

郑许市域铁路站台门项目
首个城轨交通以外的站台门项目

中原区域枢纽

绍兴地铁1号线项目
首次作为总集成商，京外首个屏蔽门项目

温州地铁S2号线PIS项目
助力温台沿海城市群轨交建设

杭州地铁2号线
助力长三角城市群轨交建设

长三角城市群

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网络安全等级改造项目
助力国家西部开发建设

成都地铁4号线
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轨交建设

西部地区

澳大利亚昆士兰DTT列车项目
首次打开澳洲轨道交通新市场

印度班加罗尔、浦那、孟买地铁PIS项目
持续探索海外市场，择机拓展新市场

海外地区
北京业务：
新签项目33个，
金额人民币1.69亿
元

京外业务：
新签项目53个，
金额人民币9.11亿
元

海外业务：
新签项目6个，
金额人民币1.03亿
元



五、基础设施信息业务平稳推进，创新业务持续拓展

 稳步推进包括新机场高速管廊、北京地铁7号线东延管廊等多个

重点项目。2021年上半年，综合管廊业务北京市场占有率超过

55%

综合管廊

 智慧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结合智慧化技术推动项目的开发

建设，上半年签署北京城市副中心枢纽建设安全管控信息化平台

项目，实现该领域重要突破

 智慧社区管控平台：相容更多标准化产品，满足大多数社区业务

的形态

 园区服务管理系统：园区服务管理系统已于京投公司园区等上线

运行

智慧+民用通信

 截至2021年上半年，本集团民用通

信业务新签约7个项目，金额约为人

民币5,208.23万元

 本集团投资建设首都机场线西延、

11号线西延等5条民用通信传输系统，

预计年底与线路同步开通。



100项
核心专利
(新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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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社区人员、空

间、环境的全面实时

管控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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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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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企业安全管理、便捷通行、绩效优

化、协同办公、行政服务等业务于 一体

六、科研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升级产品技术

智慧

轨道
智慧

城市

微服务架构

的清分系统

轨道交通统

一数据接入

平台

智慧乘客服

务业务

智慧园区服

务管理系统

平台

智慧社区平

台2.0

安全管控信

息化平台

2.0

392项
软件著作权
(新增48)



京城地铁运营的北京首都机场线上半年客流

恢复至疫情前状态，并开拓京内外新线运营

权，上半年收入及利润均同比显著回升。

地铁运营，投资2.45亿
元，持股49%

亿通行应用程序注册用户数累计约2900万，

其二维码乘车占北京全路网过闸量的38%。

目前已实现北京与上海、天津、广州地铁的

二维码互联互通服务。

移动支付，投资5000万元，持股9.8%

基石连盈基金已进入退出期，部分退出项目

收益良好。同时，本集团已继续参与基石慧

盈基金的投资。

初创期投资，投资2500万元，持股
8.38%

地铁科技在巩固AFC运维和系统集成主业基

础上，积极拓展智慧运维、信息安全测评服

务等业务。

维修维护，投资1470万元，持股
34.3%

七、投资布局日臻完善，协同发展之势显现

 2021年上半年，本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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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细分领域，

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推动产业升级及格局扩张。

 同时，本集团亦打造赋能式的投后管理模式，匹配战略发展要求，加强集团管控，构建主业生态圈，形成各业务单元的协同发展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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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Business Prospects

丨宣晶 执行董事&行政总裁



一、行业发展稳中向好，政策环境持续优化

市场环境 2021年城轨运营里程

下半年预计新增 上半年新增

700公里

478.97公里

2021年铁路投资

下半年预计投资 上半年投资

4811亿元

2989亿元

政策环境

 国家层面：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融合建设，运营管
理和服务融合

数字经济、新基建：

 数字经济：“新基建”是数字经济基础，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
核心动能

 新基建：建设新一代智慧型城市轨道交通，构建安全、便捷、
高效、绿色、经济的新一代智慧型城市轨道交通，由城轨大国
迈向城轨强国

 地方层面：

首都智慧地铁发展白皮书：

 面向乘客出行提供智慧化服务;

 面向列车运行提供智慧调度和在途监测;

 面向设备运维提供应急保障和资产智慧管理;

 面向企业管理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流程监管。

北京“十四五”规划纲要：

 提供智慧高效交通服务：轨交运营里程预计达1600公里，市郊铁路达600公里

 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推动疏解整治促提升，并将于
2022年建成京唐及京滨城际铁路，推动形成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

 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加快建设“三城一区”主平台和中关村示范区主
阵地

 轨道交通：

 根据市场预测，预计下半年城轨交通将新增运营线路长度约700公里，并将新增开通运营城

市1个

 预计全年铁路方面投资额约人民币7800亿元，预计将有赣深高铁、京港高铁安徽段等新线

开通运营，铁路投资仍将维持高位



持续完善集团“十四五”战略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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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科技赋能、高质发展，实现行稳致远
战略规划

市场策略

产品计划

二、展望未来发展，制定方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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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拓展武汉、西安、成

都、南京、绍兴等市场

加速集团在手订单的实施进度，重点关注绍兴项目、北京地铁11号线项目、北京地铁8号线、3号线随轨

管廊等重要项目的施工及落地工作

依托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加强市场销售的内部协同性，延展业务覆盖领域，探索在智慧社区、智慧街区、

智慧枢纽等「智慧+」领域的创新业务及产品

不断升级产品应用，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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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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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新一代综合监控系统等，

并在智慧运维及智慧+领域持续突破创新

降本增效
下半年本集团将持续优化内部管理，合理控制各项费用及支出，通过信息化手段切实提升运营效率，全面

做好降本增效，着重提升经营质量



 着重提升投后管理水平，采取赋能

式+菜单式管控模式，以中短期发展

目标为导向，精准匹配资源，切实

提升战略匹配度，持续创造价值，

并形成协同发展之势。此外，聚焦

轨道交通关键核心节点业务，以控

为主，以参为辅，有针对性投资并

购优质企业，实现业务能力补强、

业务范围拓展、业务高度提升，构

建业务生态联盟

主体业务
迭代升级

补齐补强
延伸产业链

投资

与时俱进
引领优质发展

创新

三、以创新和投资带动产业升级

 抓住轨道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机遇，

开展前瞻技术体系规划，引领科研

管理能力提升，促进研究成果高效

转化，协同核心产品自主化落地，

构建“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科

研运行模式，重点研发数字轨道云

操作系统、新一代路网调度技术及

智慧AFC技术、集成创新智慧乘客

服务技术等，打造科技创新的策源

高地和发展引擎

创新 投资



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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