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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分析师交流会） 

                                                      编号：2022-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兴业证券、天风证券、中金公司、中信证券、方正证券、招商

证券、摩根大通证券、东方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申万宏源证

券、广发证券、安信证券、国信证券、海通证券、国金证券、

平安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华泰证券、信达证券、瑞银证券、

中泰证券、中信建投证券、首创证券、华创证券、中银国际证

券、汇丰前海证券、华福证券、光大证券、华西证券、申银万

国证券、浙商证券、国元证券、德邦证券、财通证券、民生证

券、中原证券、开源证券、万联证券、长江证券、红杉资本、

嘉实基金、高毅资产、博时基金、天弘基金、施罗德投资、平

安资管、银河基金、富国基金、淡水泉投资、西部利得基金、

中欧基金、华夏基金、国投瑞银基金、博道基金、上银基金、

方圆基金、宝盈基金、汇安基金、锐方基金、上海和谐汇一资

管、永赢基金、睿远基金、明河投资等券商行业分析师及相关

投资机构的人员共 200余人 

时间 2022年 4月 28日下午 15：00-17：00 

地点 
公司总部会议室（网络形式）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蒋文光 

证券事务代表王思阳 



证券事务部工作人员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王思阳女士向参会人员介绍了公司 2021 年

度及 2022 年一季度财务指标情况、主要产品情况、社会责任

履行情况。公司董事会秘书蒋文光重点介绍了公司 2022 年度

经营计划及发展展望，分析了当前经营和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

挑战、战略演进和管理改进方向，并回答了相关参会者所提出

的问题。相关问题和答复如下： 

 

1. 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速不理想、净利润同比有较大

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长乏力主要是因为公司安全

业务同比负增长。公司网络安全业务占比高，支撑着较高的毛

利，安全业务增长乏力对公司整体经营数据影响很大；云业务

整体保持了比较稳健的增速。 

2022 年第一季度，疫情对公司业务带来了较大影响，影

响了下游客户的招标采购计划和公司业务拓展，尤其是 3月份

深圳、东莞等地的疫情，导致公司 3月份原材料的采购、生产、

发货和交付受到很大影响。 

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三费（即研发费用、销售费用和

管理费用）同比增速均在 20%以上，但这部分投入却没有带来

短期收益，主要是为了加快战略业务的布局而带来的人员大幅

扩张以及薪酬福利的费用上涨。同时，缺芯导致原材料上涨，

而公司市场策略并没有及时调整面向渠道伙伴和客户端的价

格，也导致综合毛利率下降。 

综上，一季度疫情既影响了下游采购计划和业务拓展，也

影响了公司生产、发货和交付，因此，公司一季度营收基本无

增长；各项费用仍大幅上涨，且毛利率下降，最终导致一季度

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2. 2021 年公司网安业务表现较差，尤其是政府及事业单位增

速较低。公司如何看待未来网安业务的发展？ 

答：2021 年一方面主要是公司对行业客户需求的市场洞察不

够准确，导致公司按照惯性在政府和事业单位等部分行业客户

投入较多的资源，但是受外部环境以及我们产品质量提升不明

显、未能很好的满足客户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有限的资源未能

实现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公司 2021 年在市场端向托管云

等创新业务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也间接导致了对传统网安

业务的投入力度有所欠缺。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网络安全行业的需求持续向好。

一方面，随着各行业客户数字化转型的推进，网络安全防护将

是所有客户的必选项；另一方面，随着整个网安行业攻防对抗

进一步加剧，我们认为客户的网络安全需求还是会持续增长，

但客户对网络安全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经济大环境

的影响。 

 

3. 2022 年一季度公司主要是哪些原材料缺货，公司主要的原

材料供应商主要位于哪些区域？预计 Q2 是否会有好转？ 

答：公司缺货的原材料主要是网安产品中的网卡以及设备电源

中的芯片。公司主要的原材料供应商位于深圳、东莞、昆山以

及海外。其中网卡的供应商主要来自海外，受厂商产能不足、

整个芯片大环境尚未完全恢复以及因疫情封控导致的物流问

题影响，导致部分原材料供应不及时，影响了公司产品的交付。 

目前来看，原材料紧缺的情况有望在二季度逐步缓解。 

 

4. 2022 年公司在组织架构重点业务领域方面有哪些调整与

布局？公司 2022 年分业务板块的整体经营策略是什么？ 

答：在组织架构方面，公司在 2022年成立了跨 BG（业务单元）

的战略统筹和协调组织，统筹大云和大安全业务战略规划和战



略执行。 

具体而言，大安全业务方面，公司会持续的推动云化、服务化

的业务模式，加强线上线下的融合，并且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和产品竞争力，致力于向上突破更多的行业头部客户。云计算

业务方面，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大云内部业务的融合以及云和安

全的融合。 

   

5. 公司今年在云和安全这两块业务的策略重点是什么？是否

有新的想法或思路？会如何平衡云和安全这两块业务的协

同作用？ 

答：今年公司在坚持云化、服务化转型方向的同时，也要兼顾

好安全业务。公司的安全业务尤其是安全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毛利以及现金流的来源，所以今年我们的重要的经营目标是让

网安业务可以重回稳健增长的轨道。云业务方面，公司将致力

于打造核心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质量和竞争力，以及补齐我们在

运维上的短板。  

 

6. 公司近两年一直把产品质量作为战略的第一目标，是否有

具体的案例能够体现公司产品提升的效果，以及未来公司

在产品品质方面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答：公司衡量产品质量的提升主要有两个硬指标，一是产品能

否向行业头部客户推广。比如下一代防火墙、上网行为管理、

应用交付及桌面云等产品，我们目前敢往行业头部客户的关键

生产场景去推广，就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二是产品在国际市场

能否得到认可。国际市场的竞争，最主要还是靠产品的竞争力。

2021 年，海外疫情仍很严重，公司的国际业务订单（非财务

报表确认的收入）仍有较快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司产品质量和竞争力的提升。 

 



7. 公司的战略转型是否意味着会 all in 云化？ 

答：在云化及服务化的同时，公司关注产品加服务化，以及线

上线下的融合。无论是安全业务还是云业务，并不是我们有了

XaaS，我们的超融合、分布式存储和安全产品就不发展了。我

们还是希望打造产品加服务以及线上线下融合的解决方案。 

 

8. 在云化及服务化方向转型过程中，公司如何去平衡对于渠

道的利益分配及激励机制？ 

答：公司已经在积极探索对于渠道的管理和激励措施，包括采

用不同的激励方式将传统的安全业务跟云化业务做一些区隔，

并且根据产品和业务的特点去设定相应的激励机制，未来也会

在这方面做持续的改进和完善。  

 

9. Sangfor OS 平台今年在产品研发和新品推出上的主要计

划？ 

答：首先公司的 OS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产品，它其实是我们安

全业务底层的一个共同的平台，过去我们也说过我们想把安全

做成一个共同的平台，目前的 OS 就是公司平台化思路的一个

体现。OS 平台将有助于提升我们整个研发的效率，以及使得

我们的安全业务能够形成一个整体互联互通的形式，让更多的

产品可以去对接和应用这个平台。 

  

10. 从财报上看，公司行政人员增加了 37%。行政人员的增加

是否意味公司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增加了？随着公司人

员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是否存在内部管理上的摩擦和

挑战？另外公司在今年及明年相关的人员扩张和计划如

何？ 

答：公司去年行政人员增加较多的是 IT 人员。IT人员在公司

内部被划归为职能部门，所以被纳入行政人员的范畴，导致财



报中行政人员的大幅增长。IT 人员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从

去年开始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公司整体的组织效率。 

    对于今年和明年的人员规划，公司的首要目标还是提升组

织效率，提升人均销售额和人均毛利水平。目前公司的整体人

员规模偏大，整个组织效率还未达到我们的目标，提升组织效

率是公司主要想去改变的，而不是一味的扩大人员规模。 

 

11. 公司的托管云战略在今年或者明年是否会有方向性的调

整？ 

答：公司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力推广托管云业务，虽然从推广

和落地上来看也面临一些挑战，但是目前从用户需求匹配度来

看，托管云资产可控、安全放心、贴身服务的特点可以满足用

户要求较高的关键业务场景，并且也受到了很多客户（特别是

中长尾客户）的认可。公司认为托管云战略的方向没有问题，

但是在市场推广端我们会做适当的调整，以一个较为平稳的模

式去推广托管云。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