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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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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证券：王世杰、陈奕舟； 

3W fund：孙炜； 

海富通基金：于晨阳； 

浦银安盛：胡攸乔、杨富麟、杨达伟、赵宁； 

汇添富基金：樊勇； 

银河基金：田萌。 

时间 2023年 4月 19日 10:30-12:00 

地点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党生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党生先生就公司2022年年度及2023年

第一季度经营情况进行介绍。 

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0,726.83万元，较上年同期同比降

低11.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69.79万元，较上年同

期同比降低48.04%。报告期末，资产总额为388,374.80万元，较上年末

同比增长4.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68,707.46万元，较上

年末同比增长4.83%。受宏观市场因素及部分项目延期验收确认等因素影

响，导致公司报告期内营收水平和利润贡献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分行业客户角度看，报告期内，公司媒体业务收入达1.06亿元，同

比增长33.60%，呈现良好增长态势。金融、制造、能源等企业客户收入

达3.47亿元，同比增长0.88%，与上年基本持平。政府和公共安全行业客

户因受各地政府防疫开支成本加大，项目工程款无法正常支付，导致应

收账款出现逾期情况或原有项目延期；又因宏观市场因素导致公司项目

人员与用户现场见面沟通、上门实施等工作受限，部分项目交付推迟等

原因，政府版块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3.69%，公共安全版块业务收入同比

下降31.84%。报告期内，公司云和数据业务收入达3.84亿元，同比增长

1.4%，占营业收入比例为42.36%，占比同比提升5.52%，云和数据服务收

入占比稳中有升。公司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在多元化场景落地的推进，尤

其是AIGC领域的创新，AIGC领域（机器写作、自动报告生成、对话式AI

机器人、虚拟人播报等）用户数已达103家，业务收入达852万元。在2022

年发布的9款SaaS服务产品中，8款融合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2023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057.24万元，较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10.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19.27万元，较

上年同期同比增长43.76%。 

二、参会机构提问及回答。 

（一）请介绍公司大数据产品的具体服务模式？ 

回答：公司采集的公开信源数据通过加工处理，推送到数家资讯大

数据云服务平台和网察大数据云服务平台中，通过不同专业模型转化成

不同领域的知识数据，实现数据从资源性到经营性的数据资产变现。2022

年度，公司研发了“产业大脑”云服务平台，形成了三大数据资产平台

（媒体资讯、舆情、产业大脑）的格局。目前，大数据服务主要通过 API

接口以按次、按量、按时的收费模式进行销售。 

（二）请问公司在类 ChatGPT 产品方面有哪些投入计划？未来是否

有产品发布？ 

回答：2023年开年，公司启动了“209”工程，计划推出 trsGPT及

基于 trsGPT 生成的系列 AIGC 产品。 

trsGPT 技术栈分为 5层，即应用层、接口层、模型层、框架层和计



算层。在应用层中，可将 trsGPT 生成的 trsGPT-G（政务专业模型）、

trsGPT-F（金融专业模型）、trsGPT-M（媒体专业模型）三大行业模型（可

通过接口）集成到自研云服务或面向用户的应用程序，运行自有模型或

通过第三方接口运行模型，帮助用户使用 trsGPT带来的人工智能协作能

力和生成能力，形成各类行业应用，如公文辅助写作、投研自动报告生

成、智能投研问答、新闻资讯知识型搜索、以文生图配稿等。 

（三）AI 工程化是 AI大规模发展的必经之路，请问公司在 AI 工程

化方面有哪些积累和优势？ 

回答：在业务持续稳健发展过程中，公司已形成一套完整自研的多

模态大数据管理底座和人工智能技术底座，具有成熟的大数据治理和人

工智能服务能力，如通过海蜘大数据采集平台进行互联网公开信源的自

动采集，统一存储在海贝大数据管理系统，经智拓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对

源数据自动分类、自动抽取、自动标注、自动查重、质量校核等处理，

再通过智眼图像分析与处理平台、安拓知识图谱平台、TRS 模型工厂等

提供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业务模型、算法等，将初步处理的数据要素进

行不同维度的融合，包括数据级融合、行业级融合、场景级融合、决策

级融合等，通过不同方式为行业用户赋能。 

公司成立 30年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行业应用工程化实战经验，如

在 AI 数据智能应用领域，公司在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财经）区域产业

分析项目，利用 AI智能技术，融合宏观、中观、微观近百种异构数据，

构建超过 8000 个产业领域图谱，10 大产业类量化模型，上万个产业场

景应用标签，赋能金融高质量营销获客与政府产业招商。在知识图谱应

用项目方面，全国某金融行业监管部门使用安拓知识图谱平台，采用国

产自主可控技术，在该项目中构建了百亿级知识图谱，可对资金往来、

交易对手、异常交易、操纵市场行为以及涉及的人物、组织、关联关系、

上网轨迹等深度分析，实现对所属行业监管对象的全方位监测，打击金

融违法行为和执法专项调查。在大规模数据处理与分析方面，公司实施

的“某部云搜索”项目对接了 Oracle、ES、DB2、MySQL 等多款主流数据

库，汇聚了基础信息、背景信息、活动轨迹信息等 100 多种信息，涵盖



了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所有类型，数据规模达 PB级，总数

据量达 500亿+条，每日实时更新约 5000万条各类信息。 

（四）公司 AIGC 产品的具体应用场景有哪些？ 

回答：公司 AIGC 产品在媒体、政府和金融行业存在多元化应用场景。 

在媒体行业，应用场景分为以文生图和知识搜索和辅助写作两个部

分。以文生图方面，公司面向从业者提供稿件 AI配图服务。系统根据文

字描述，AI自动生成完整的绘画作品，支持写实、照片、国画、水彩、

素描、科幻、素描、油画、卡通等风格。知识搜索和辅助写作方面，基

于公司自有的千亿级官媒、主流媒体、自媒体等新闻资讯数据，面向媒

体、智库等从业者提供高质量的新闻资讯类知识型搜索服务，支持对话

内容自动生图，支持辅助新闻写稿。 

在政府行业，基于公司数据中心采集的全国政府官网政策数据，面

向政府、央企、国企、智库等机构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会话 AI式政策研读

服务，支持政策提纲、政策摘要、政策推荐、政策比对等功能。 

在金融行业，基于公司数星产业大脑平台相关数据，为金融类客户

提供面向产业、企业、个股、宏观等多维度融合的知识智能问答与内容

报告生成服务。 

（五）公司云和数据服务收入规模及占营业收入比重逐年提高，目

前主要客户群体有哪些？ 

回答：目前，公司提供订阅制 SaaS服务可满足政务、金融、媒体、

舆情、公共安全、专利等六大版块的业务场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已经

形成了一套“1+1=N”的数据要素商业模式。“1+1”是指一个大数据底座

和一个人工智能技术底座。“N”是指行业 SaaS服务集群，未来可实现 N

个云服务产品的拓展。“1+1=N”的商业模式主要依托公司自建的大数据

中心，基于自研的大数据底座和人工智能技术底座，面向政府、媒体、

金融、企业等优势行业，根据不同场景封装产品，基于公司成熟营销体

系迅速推向市场。这种模式实现了同一数据资源在数据资产转化方面的

裂变增长，充分体现了公司深耕行业应用，深挖存量客户衍生价值的行

业优势，也体现了公司高质量专业模型和知识数据的优势。公司现有 17



款 SaaS 服务产品通过帐号订阅模式进行销售，包括“数家资讯大数据云

服务”“网察大数据云服务”“海策政策大脑云服务”“政务资讯参考云服

务”“‘冒烟指数’监测预警云服务”“数星产业大脑云服务”等。 

（六）请问公司的数据资产规模多大，数据采集能力在业内处于什

么水平？ 

回答：公司自 2010 年起自建大数据中心，以长期服务多行业用户持

续累积的公开信源数据为基础，拥有了规模及质量均位列业界前茅的公

开信源大数据。 

目前，公司数据中心拥有 3 大专业 IDC 机房，上千台高端机架式服

务器完成对互联网公开数据的 7*24小时不间断采集，同时租用了阿里云

及微软云的服务器实现全球数据采集。数据中心监测的采集站点包括 80

万余家新闻网站、3000余个资讯 APP、1200余家国内报刊、20余个第三

方平台、79语种 50万余个其他站点。数据总量 1400亿条以上，每日新

增数据量高达 1 亿多条，秒级采集更新。数据采集覆盖面、数据存储量

及日均增量都明显高于业内水平。并且，公司拥有 30+大类通用、行业/

领域知识库；31000+标签规则；100+通用 NLP 和 300+行业/领域深度学

习算法模型的模型工厂等，可面向不同行业、不同落地场景对数据进行

知识模型的加工。 

附有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3年 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