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业绩发布会
一家中国领先的轨道交通智慧系统服务商  2021.4.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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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或代表概不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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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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财务业绩 Financial Results
丨王新江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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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1,549,976千港元，
同比增长29.8%。

在手订单 每股股息

在手订单20.6亿港元，  
同比增长3.5%。

权益股东应占溢利168,407
千港元，同比增长73.8%。

股息2.5港仙/股，同比   
增长25.0%。

毛利率

毛 利 率 3 9 . 7 % ， 同 比    
增长4.12个百分点。

权益股东
应占溢利

一、2020年收入与盈利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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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集团各项主要收益指标均健康增长，主要源于集团两大主营业务的稳定增长，及降本增效的落实到位。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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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股东溢利/总股本。

4.94 4.87 4.60

7.62
6.81

8.00

ROE（%） ROIC（%） EPS（港仙）

2019 2020

73.9%2.68个百分点 1.94个百分点

二、主要盈利指标及每股收益均健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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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937 

1,549,976 

2019年 2020年

Ø 主营业务收入超过行业平均增速：

ü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同比增长32.9%，占主营业务的86.5%，主要原因为來自公司京外项目的大力拓展，以及郑州地铁4号

线、太原地铁2号线等多个重点项目于本年确认收入；

ü 基础设施信息业务同比增长13.0%，其中，民用通信业务受益于4G百兆端口传输业务的新增，综合管廊业务受益于多个

重点项目包括北京新机场线、未来科学城及智慧社区项目等稳步推进。

1,008,564

185,373

智慧轨道交通 基础设施信息

15%

85%

13.5%

86.5%

209,402

1,340,574

29.8%

三、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智慧轨道交通业务拓展成效显著

营业收入
（单位：千港元）

收入构成

2019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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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 产品及服务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

AFC/ACC、TCC、PIS

智慧运维

信息系统

信息安全

基础设施信息业务
2G、4G民用通信

综合管廊

智慧+（智慧工地、智慧社区等）

38.6%
35.0% 35.6%

57.8%

36.9% 39.7%

基础设施信息 智慧轨道交通 综合毛利率

2019 2020
Ø 综合毛利率：

ü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板块：保持资源壁垒和商业模式优势，毛利率一直保持相对较高水平；

ü 基础设施信息业务板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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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AFC/ACC = 自动售检票/自动售检票清算中心       TCC = 线网指挥中心       PIS =乘客信息系统

19.2个百分点

分部业务毛利率及综合毛利率

1.9个百分点 4.1个百分点

五、毛利率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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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京内业务方面：北京地区业务收入527,513千港元，占比

34.03%，地铁、市郊铁路等多种业务稳步发展，北京业务大

本营地位持续巩固。

Ø 京外业务（含香港）方面：京外地区业务收入1,011,052千港

元，占比65.23%，京外业务版图持续扩张，区域枢纽逐步建

立，板块协同联动效应显现，全国业务格局逐渐形成。

Ø 海外业务方面：海外地区收入（间接收入）11,411千港元，

占比0.74%，主要来自印度、墨西哥及斯里兰卡等项目。

34.03%

65.23%

京内地区 京外地区（含香港） 海外地区

0.74%

四、“立足京港、深耕全国、探索国际”的市场策略持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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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95 79,853 

2019年 2020年

154,689 
178,014 

2019年 2020年

117,928 
135,300 

2019年 2020年

Ø 研发费用支出约135,300千港元，占比约8.7%，依旧维持较高研发投入水平，为集团持续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奠定基础。

Ø 销售费用有所增长，主要系本集团2020年全力开拓中国内地其他城市的新增市场，但增幅小于收入增长。

Ø 一般及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一方面由于本集团持续引进中高端管理人才，人工成本有所增加，但增幅小于收入增长；另一方面

由于2020年并入华启智能、乐码仕全年一般及行政管理费用，2019年仅为部分并入。

14.7% 10.1% 15.1%

研发费用 销售费用 一般及行政管理费用

六、加大研发、市场推广力度

（单位：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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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82 

-108,168 

2019 2020

Ø 京城地铁：因疫情导致其运营的北京地铁机场线客流量大幅下降，全年客运量456.65万人次，日均客流1.25万人次，同比下滑64%，

票款收入大幅下降。期内，与委托方新签订补充协议，以委托运营方式管理且协议包括处理账务遺留问題，因此出现亏损。

Ø 地铁科技：持续巩固AFC运维主业，发展智慧运维和信息安全测评服务，搭建数据业务平台，但受到集成项目延期及京外市场合作

模式调整等原因，业绩有所下降，但仍然盈利。

Ø 创盈投资：亿通行APP注册用户达到2500万人，上线一码通乘业务，拓展至上海、呼和浩特等多个省市，实现跨省市互联互通，业

绩实现扭亏为盈。

备注：AFC = 自动售检票

七、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业绩

应占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业绩

（单位：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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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4

106,840 

2019年 2020年

Ø 本集团旗下华启智能完成2019年承诺净利润的90%，本集团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关款项。

Ø 华启智能完成2020年承诺净利润的90%，相关款项将于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予以支付，基于华启智能在手订单数量及对市场发展

趋势的判断，根据会计谨慎性原则，2020年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港币106,840千港元。

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或然代价公允价值变动

（单位：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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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3,846

2,272,540

4,297,030

2,553,004

总资产 净资产

 2019 2020

资产负债率 43.7% 40.6%

速动比率 1.92 1.42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261天 250天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310天 291天

存货周转天数 231天 177天

6.5%

九、资产及负债

总资产及净资产
（单位：千港元）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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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569 

323,380 147,314 

71,445 21,094 947,28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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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年末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

减少 增加

十、现金及现金流

（单位：千港元）



02 经营回顾 Business Overview 
丨宣晶   执行董事&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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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促使轨交方面的科技创新
需求被提前释放

乘客出行、服务及管控模式
的进一步重构

业主低成本需求+政府精管理
需求

经济增长放缓，行业投资增速降缓

项目招投标及在建项目实施
进度延缓

受旅行限制，京外市场拓展阻力
增大

危机
并存

Ø 2020年，新冠疫情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较大负面影响，轨道交通客流大幅下降，项目招投标大幅收缩，一季度多个在建项目的
实施与市场拓展基本停滞，境外业务拓展受影响更为严重，经营回款放慢。

Ø 自二季度以来，在有效防控的前提下，集团积极推进项目安全复产复工，二季度末复工率达到95%，发力追赶项目进度。下半
年，持续发力拓展京内外市场，多措并举落实降本增效，在困难局面下仍实现两大主营业务的稳步提升，业绩持续增长。

一、迎“机”解“危”，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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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业绩稳步增长 2020年度收入港币15.50亿元、同比增长29.8%，净利润港币1.83亿元，同比增长66.4%。

02 行业领先优势 市场排名：车载PIS业务国内行业综合排名第一，AFC/ACC业务国内综合排名第三。
市场占有率：PIS高铁41%、地铁28%、城际87%，AFC/ACC14.4%。

在手订单充足03 2020年累计新增中标额人民币7.67亿元，新签合同额人民币16.07亿元。截至2020年底，在手订单
港币20.60亿元、同比增长3.5%。

区域扩张加速04
截至2020年底，业务累计覆盖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47座城市（新增太原、绍兴、
哈尔滨、株洲等8个城市），海外项目拓展至9个国家（新增墨西哥、巴西、保加利亚、罗马利亚
等5个国家），15座城市。国内已开通轨道交通城市覆盖率75%，其中一线城市覆盖率100%、新
一线城市覆盖率80%、二线城市覆盖率60%。

科研成果显著05 截至2020年底，拥有核心专利85项、软著34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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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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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稳致远，经营业绩稳步提升，业务开展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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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轨道交通业务 基础设施信息业务
• AFC/ACC、TCC
• PIS

• 智慧运维

• 信息系统

• 信息安全

• 民用通信
• 综合管廊
• 智慧+应用场景
（智慧工地、智慧社区等）

主营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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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营业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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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业务：
新签项目64个，
金额人民币3.36亿元

京外业务：
新签项目115个，
金额人民币10.37亿元

海外业务：
新签项目2个， 
金额人民币0.0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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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轨道交通业务持续增长，全国格局稳固形成

香港港铁、城巴、新巴、新渡轮等项目
在港业务稳定发展

重庆地铁项目、成都地铁项目
助力成渝双城轨交经济圈协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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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株潭城际列车项目、广深城际列车项目
推进城市群等区域经济发展

杭州地铁PIS项目、苏州地铁PIS项目
巩固长三角轨交发展

        佛山ACC项目、广州地铁十三五新建线路
积极参建大湾区建设

市郊铁路京承线、怀密线、副中心线、东北环线
推动 “两网融合”，助力首都交通新发展

郑州地铁客流智能预测系统、4号线、5号线项目
深挖存量市场，打造区域枢纽

绍兴地铁1号线车载PIS项目
首次打开绍兴轨道交通市场

墨西哥铰链车项目、巴西萨瓦尔多云轨项目
积极探索，择机开拓海外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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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截至2020年底，本集团民用通信业务覆盖北京地铁22条（段）线路、212座车站；

ü 2020年，本集团与三大电信运营商4G百兆资源使用数量增加170条，收益稳健； 

ü 自主投资建设的北京地铁房山线北延民用通信传输系统已于年底与线路同步开通。

ü 综合管廊：稳步推进包括北京冬奥会、北京新机场线及未来科学城等多个重点项目。2020年，
综合管廊业务北京市场占有率超过50%；

ü 智慧工地管理系统：集人员物资定位、视频监控、人员通讯等多种功能与一体，已于北京地铁
11号线、平谷线等工地建设中示范落地；

ü 北京副中心站综合枢纽：安全管控平台系统，具备隐患排查、风险识别、消除隐患等功能，全
方位提升其智慧化管控水平；

ü 智慧社区管控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解决社区管理痛点，实现高效管理目标，切实提升社区
管理水平，已落地北京朝阳公园社区、麦子店街道社区等。

添加
标题

n 持续精细化民用通信业务

n 升级创新综合管廊及智慧+业务

五、基础设施信息业务稳步推进，创新发展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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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太原ACC项目：国内首个使用微服

务架构进行设计的清分中心系统，将传

统清分系统与互联网票务系统深度融合，

充分利用云平台计算，减少资源和能源

消耗，提高地铁运营效率。

l  郑州地铁客流智能预测系统：探

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基于多数

据源，全方位整合内部生产运营数据

及管理数据，实现数据即资产，向数

据要效益。

l 轨道交通统一数据接入平台：构

建北京智慧地铁数据接入平台，提高

数据采集效率，解决传统系统大数据

量、高并发、低延迟的数据采集问题，

打造面向轨道交通的统一数据中台。

l 智慧乘客服务业务：为乘客提供智

慧出行，受电弓智能分析设备、车厢密

度分析系统、5G网络视频存储设备等

一系列面向智慧乘客服务的智能设备纷

纷于年内示范落地。

乘客出行服务
创新智慧升级

”数据“即资产
   指导运营决策

117,928
135,300

2019年 2020年

 

8.73%

2019年 2020年

 
9.88%

注：研发费用占比下降主要是由于
收入大幅增加

85项
新增10

344项
新增53

备注：ACC = 自动售检票清算中心

六、科研成果显现，项目示范落地

首个微服架构
清分中心系统

统一数据中台
切实降本增效

（单位：千港元）

核心专利

软件著作权

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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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加强股权管理和资源整合：2020年，本集团以促进主体业务、拓展新业务为出发点，持续补齐补强业

务板块，推动业务升级和格局扩张，完善战略投资和产业投资，并重点围绕参控股企业与集团全维度

的整合管理进一步加强投后管控，精准匹配资源，提升战略发展匹配度，形成协同发展合力之势，促

进业务协同和资本增值。

备注：PIS =乘客信息系统

七、投资布局日臻完善，协同创新补齐补强



03 未来展望 Business Prospects

 丨宣晶   执行董事&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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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根据公司收集市场数据推算

单位：人民币亿元 AFC设备 车载PIS

2021-2025总需求 197-246 40-50

2021-2025平均需求 49-69 10-14

备注：AFC = 自动售检票     PIS =乘客信息系统

一、行业发展稳中向好，政策环境持续优化

Ø 轨道交通：
ü预测2021年新增金华、合肥、北京等35座城市的69条轨道交通

线路开通运营，总里程约1,700.69公里，总投资额11,468亿元；

新增重庆、济南等25座城市的39条城轨线路开工建设，总里程

1,043.77公里，总投资额5,172.14亿元；

ü随着各地轨道交通逐步网络化运营，线网中心建设需求逐步旺

盛并且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融合，轨道交通智

慧化水平逐步提升。

Ø 智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浙江、山东、湖南等陆续通

过“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智慧城市发展新蓝图，智慧管廊、智

慧工地、智慧园区、智慧社区、智慧商业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度及投资额（单位：公里）

2058 2816 3235 3728
7823

20303

2012 2014 2015 2016 2020 2030E

运营线路总长度

十二五 十三五

十四五&十五五

新增1590公里
投资约1.7万亿

新增4588公里
投资约3万亿

新增1.2万公里
投资约8万亿

ü 中国制造2025: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位列十大重点领域

ü 交通强国: 推进装备技术升级，加速淘汰落后技术和高耗低效交通准备

ü 新基建: 大力发展城际高速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推进先进制造业、智能制造 

ü 智慧城轨发展纲要: 构建智慧城轨发展蓝图

ü 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ü 北京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 到2025年北京整体数据治理能力大幅提升，重
点领域的智慧化应用水平大幅跃升，建设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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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用通信5G业务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由于北京市政府明确新增地铁线路公用移动通信5G传输系统的

投资由北京铁塔公司负责，各电信运营商共享使用，地铁运营单位不再收取地铁传输带宽租赁费，虽然本集

团积极与北京铁塔公司开展5G业务的合作谈判，但未来，本集团民用通信5G业务发展由于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未来5G收益未感乐观。

  随着轨道交通投资建设的逐步放缓，各地轨道交通业主财政资金逐步收紧，降本增效的要求逐步显现，

业主对于成本的敏感性更高，对于服务质量的要求也更高，本集团作为轨道交通智慧系统服务商的市场拓展

压力剧增，未来，估计维持现时毛利率的压力加大。

  境内外疫情尚未结束，或将对本集团业务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境内局部地区仍存在疫情反复风险，如集

团业务落地或拓展城市疫情复发，并采取旅行限制措施，将影响公司投标活动及项目实施。同时，由于境外

疫情仍处于较为严重阶段，国际商务旅行基本停滞，加上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将对集团境外业务的拓展带来

极大阻力，2020年，公司印度及美国地区业务拓展及开展受阻较为严重。

 
业主
要求

 
疫情
影响

 
5G

业务

二、未来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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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AFC/ACC/TCC = 自动售检票/自动售检票清算中心/线网指挥中心       PIS =乘客信息系统       PA =乘客信息广播系统

Ø 巩固北京市场作为集团业务大本营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京业务覆盖领域及市场份额，着力打造北京智慧地
铁示范线一地铁11号线（冬奥支线），助力市郊铁路建设，促进“两网融合”，服务好“四个轨道交通”
建设，助力首都轨道交通新发展。

Ø 投资建设北京地铁机场线西延、11号线、17号线（南段）、19号线一期、昌平线南延民用通信传输系统，
并围绕智慧管理平台持续拓展综合管廊、智慧工地等智慧+应用场景。

Ø 在风险可控、模式成熟的前提下，通过援建、承建、参建等多种方式，利用“联合走出去”的策略，积极
探索海外市场，择机开拓新市场。

Ø 与中车、京车等国内供货商及国际知名或当地整车厂，加强合作，充分发挥自身的产品及经验优势，沿
“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市场。

Ø 全国化布局：持续完善全国市场网络，加快打造郑州等区域枢纽建设，加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地区等重点城市群的业务拓展力度。

Ø 专业线策略：AFC业务开拓全国线路级市场、PIS业务开拓地面市场及PA系统、ACC/TCC业务发挥技术领
先优势持续扩大市场份额。

三、持续推进市场拓展策略，切实提升业务发展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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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业务
迭代升级

补齐补强
延伸产业链

研发

      抓住轨道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机遇，与前

沿技术融合，持续推进技术架构扁平化、业务

方向融合化、专业系统智能化，通过集成创新，

构 建 新 一 代 智 慧 轨 道 交 通 技 术 架 构 ， 打 造

“1+5+N”产品体系，致力于为业主提供轨道

交通全生命周期系统解决方案。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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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采取赋能式+菜单式管

控模式，精准匹配资源，切实提升战略匹配度，

形成协同发展之势。

研发 投资

科技引领
推动产业升级

四、以研发和投资带动产业升级



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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