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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交流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会议主要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公司管理层及业务专家解读《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十六部门关于促进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行业政策，第二部分是与

投资者互动问答。 

第一部分：公司管理层及业务专家解读行业政策 

近期工信部等十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其

中有一些要点引发了市场的高度的关注，包括“到 2025 年，数据安全产业规模超过

15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30%”以及“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

等。 

奇安信作为 IDC发布的数据安全市场排名第一的网安企业。针对市场关注的问题，

我们想从政策、行业还有业务等层面和大家进行观点的分享。本次会议我们的两位主

讲嘉宾，都是多年奋战在数据安全业务最前线的资深专家，对市场和客户的实际需求

都有着深度的理解。希望通过本次解读能帮助大家对数据安全市场的现状和未来有一

个更加客观的了解和认识。下面有请两位主讲嘉宾，孔德亮总和刘前伟老师。 

 

孔德亮发言： 

我在前边一两年的时间主要是在负责奇安信的创新网络安全领域的一些方向，其

中数据安全是分管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我前两天还提到说数据安全是我们过去一年



2022年，整个网络安全圈一个最火热的一个话题，然后前两天工信部等十六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促进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政策文件就发布了，这两天线

上线下都在讨论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把我们的一些理解和想法跟大家简单分享一

下。  

首先我自己看了相关的文件的内容，之前我们也参与了很多工作，无论是从之前

的数据安全法，三法两条例相关的，在不同的阶段，其实我们都是在参与的背后的一

些工作。  

这次这个政策的颁布我觉得重要的几点：  

第一，我觉得是在原来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合规的升级，也

是因为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要素化的发展，加上去年频发的数据安全的事件，

这几方面的因素。再加上我们整个的疫情过去以后，未来几年我们国家整个经济的高

速发展，我觉得数据安全相关的这个政策的出台，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第二，就是明确的提出来了数据安全产业规模，所有人关心这个数字超过 1500亿，

年复合增长超过 30%的这样的一个令市场很激动，令从业者也很激动的数字。这个数

字背后我是这么看的，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们更多提到数据安全，其实对数据安全的定

义和处于的发展阶段，我觉得前面的一段时间更属于探索期。那其实我们之前就预测

到了 2023 年包括这次的这个政策出来，我们从一个探索期进入到了一个高速的成长

期，然后这个高速的成长期，不仅仅是狭义上理解的数据，而是当数据要素化以后，

从原始的数据资源化到数据资源的要素化，再到数据要素的产品化，未来整个的这个

过程当中，我们的数据安全应该是贯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相比

我们之前的要素。比如说生产要素里最好理解的土地，土地的要素化，在整个几十年

的变化发展过程当中，还产生了很多次形态的变化。我们定义这个产业规模，其实在

我看来可能也不止现在有的数据，因为现在这个阶段有些最后演变出来的形态是我们

现在可能暂时还无法预想到的。 

第三，就是里边政策明确了“建成 5个省部级及以上数据安全重点实验室”、“打

造 8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典型应用示范场景”、“建成 3-5个国家数据安全产业园、

10个创新应用先进示范区”等明确的这些数字。这些数字的引导导向，最终我们看到

的结果，我觉得通过其他的一些经验来去看，就不仅仅是这个数字，然后同时政策中

提到了“到 2035年，数据安全产业进入繁荣成熟期”，那里边对于数据安全的核心技

术，重点产品的发展水平，专业服务能力，这些都提出了要求，就是跻身世界先进行

列，同时也明确了 7个的战略任务和 3个保障的措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经济发

展和数据要素化的整体背景下，我觉得这个政策是从宏观层面和具体的数字层面都明

确的指出了发展方向。这是我个人的一部分解读，然后这个工信部官方的解读里面，

我们也参与了很多的工作，再让前伟把这个官方和他自己的一些东西进行一些补充。  

 

刘前伟发言： 

刚才孔总其实谈到了很多，整个指导意见的出台，其实我们纵观全文来看的话，

它给出了很清晰的一些目标，并且指出来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刚才孔总都谈到了，

这里面背后还有一些逻辑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一方面是随着《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整个合规性的政策出台，可

以看到合规是趋严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孔总谈到的数据作为一个新型的生产要素，那

它势必会成为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了，包括数字化转型会带来的各

种变化，一边是合规，一边是风险的加大，另外一边是要发展，所以出台这个政策也

是更多地从更高利益上去统筹发展与安全。某种意义上说是想整体上给一个指引，一

个把握数字化发展的机遇，先夯实数据安全产业高质量的发展；第二个是说在数据要

素化的过程中，像刚才孔总谈到就是它处于一个探索期，从数据资源化，到数据资源

要素化，未来数据要素产品化，一定会有一系列的各种变化，那这个里面就会牵涉到

要有序地、合法地去使用这些数据，只有这样的数据才能流通起来，然后才能转化它

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要来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养和价值的释放。 

另一方面是因为各行各业都在做数字化的转型，这个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是需要

数据安全的保障，因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数字化的进程中，它的发展有快有慢，这个

时候其实安全的保证能力建设也是有快有慢。在这个层面上就需要提高各行业各领域

的安全保障的能力，进而一方面提高我们数字化的整个的保障，另外一方面对于数据

要素这件事，是数据能够合法利用，能够有序的流通，有一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所以说这几个意义非常重大。还有我们看到整个指导意见给出了 7个战略性的任务，

包括还有 3个关键性的一些保障措施。这里面我想重点谈几个方面，一个是加强核心

技术的攻关，这件事情特别拿出来。我们会看到在数据要素化的整个过程中，从数据

变成数据资源的时候，数据进行及时采集及时归集到存储加工使用一系列的过程，有

一些新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它都是依赖于一个大数据的环境去处理这些数据，我们过

去的一些技术，要进一步的有所提升，比如说你的数据识别能力能否做的更加精准，

能否对数据做很好的分类分级，比如说哪些数据能开放，哪些数据不能开放，哪些数

据能够更加合理的去加工使用。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过去的这些基础的数据安全

的技术，需要在这种大数据的场景下，能够很好地做适配，做好更多的智能化的一些

东西，同时在这个领域里面，数据你要是想让它更有价值地流通起来，那它一定会是

在我们不同的业务载体之间去流转，这个时候如何让它合法合规且安全地去流转，就

非常关键了。指导意见中谈到的例如隐私增强计算，数据流转分析等，奇安信在这些

领域里面是一直深耕细作了很多年，我们不管是在数据的更精准识别，智能化的分类

分级，包括脱敏、权限的管理，以及同时我们很早就在布局像“零信任”这样的技术，

因为当这数据在不同的业务载体之间流转的时候，它一定要做细粒度的访问控制，比

如说哪些数据只能够让哪些业务能够访问到，所以要能够对它的风险，对很多的合规

的情况做很好的预判，我们就可以做很好的防护控制，“零信任”刚好是符合这个特

征的，奇安信很早就开始布局这样的核心技术。不管是在整个业界里面，还是整个 16

个部门联合发文，更多还是想强调在核心技术攻关上，整个产业都应该往前走。  

另外谈的也比较多的是产品体系，产品体系构建的会更加完善和全面。为什么大

家如此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数据安全，它不同于过去我们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因为

它的载体会在终端里面，会在网络里面，会在云里面，会在这些应用和这些服务里面

去流转。数据是在这些不同的载体之间流转的，所以要想保护好它，就需要很多个品

类的产品对其进行安全的防护。就是要求我们有一个体系化的设计，产品布局需要非

常完善，第二个是能力的构建需要非常体系化。所以指导意见里面谈到了两个很重要

的点：一个是产品能否适用不同规模的企业；第二个是对于一些解决方案，能否做到

很好的匹配。因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比如说数据的环境发生变化，过去是在一个

简单的数据库，今天它可能是一个大数据的平台，或者是一个数据的中台，那这里面



就会需要一些新的产品。另外就是我们需要跟不同的新业态或者新领域做一些安全上

的融合，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5G、工业互联网、车联网，这也是一个新的场景，但你的

安全能力，还有你对应的产品，能否以这种新的场景，能否和一些新的数据的通信方

式做很好协同工作，能否把你的安全能力去内置到这些业务的系统、这些应用的通信

里面去，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安全可以发挥到它的极致。这是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面会强调三个东西，一个是核心技术攻关，第二个需要一个完善的产品体系，第三个

是对新型领域的一些融合创新上必须要有一些方案级和一些能力级的融合才能做好。  

另外还有一点是不得不谈的，因为整个数据安全，面临的数字化转型或者数据要

素整个演进的阶段里面，它确实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你的重要数

据资产到底应该分布在哪？你过去的安全的建设是否已经完全覆盖到你当下的场景

里面去。其实在这个时候往往一些客户或者是一些行业，它其实没有那么清楚他能否

应对当下的一些新的挑战，他需要风险评估、合规的咨询这样的一些服务。再加上刚

才谈到了因为数据是流转在端、网、云和不同的应用服务等不同层面，它的整个体系

会比较复杂，但我们要想去构建一个这样的能力体系，往往是需要通过咨询和规划来

告诉客户应该怎么去使用这些数据，怎么把这些数据使用起来会更合规更安全，应该

怎么去构建你的制度和体系，怎么去构建相关的组织结构，怎么让能力和技术更好适

配于当下的需求，包括后续的运营服务应该怎么开展才能够发挥出来相关的价值。因

为整个事情是以客户价值为导向的，上了这些产品这些能力之后，应该去解决数据安

全的风险，确保数据不出事，合规不踩线，打造一个这样的效果，所以就需要做一个

体系化的规划。那这里面需要开展的工作，从数据安全的运行环境的基础防护，数据

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要做好。包括个人信息的保护，数据要素的整个流通的保护都

要做好，就需要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规划。奇安信在这个领域其实也布局了好多年了，

我们三年持续领跑数据安全咨询服务市场，并且在两年前的 Forrester的亚太安全咨

询服务榜单中，奇安信是国内唯一一家入围的安全公司。  

此外，大家也都知道，因为这个领域比较新，人才其实是比较匮乏的，是比较缺

的，所以这里面就会谈到很多关于人才的培养，生态合作等。整个涉及到数据安全的

一些重要的点，我大致去解读了以上这些方面。 

 

孔德亮发言： 

从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参与相关的工作，包括这次发布的政策，我谈一下奇

安信数据安全业务这块我们的一些想法。 

去年包括前年，我主要都在定方向和看一些执行策略，总结下来我们这个定位是

清楚的，然后我们对市场的判断还可以，同时我们的态度也相对比较端正。在一个探

索期的时候，有时候我经常听到一些例如数据要可用不可见，然后就推出来一个产品，

说这个数据左边进了，右边出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涉及数据

安全这块，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千行百业产生的数据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整个的数据

的流转过程当中，整个数据要素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挑战非常大。那这个时候其实我

们比较快速的识别出来了，在原始的数据资源化的这个阶段，为什么出现那么多数据

安全的事故？是因为我们原来根本就不重视，没有基础的防护，所以在制定策略的时

候，虽然我们看的是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但是我们又比较务实的把它圈定到了补短

固底是数据安全 85%左右的行业客户的当务之急，要不然根本没有到系统治理体系规



划和更广泛应用的这个阶段，数据就丢了。所以其实我们当时想着说第一阶段先去止

血。然后第二个阶段，再去系统的治理和体系规划，然后再有序地建设和持续地运营，

这是我们定位的三步走的阶段。  

因为绕过来想，我在定义这个的时候，觉得一个企业它有经营的压力，但是回到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这个事上来讲，还是有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的。就是一切以客户

价值为中心总是没有错，所以我们要先给客户解决当务之急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件事

情它不是买单一的一个产品和一个方案能去解决的，在《数据安全法》出来的前后，

其实投入到数据安全方向的公司就很多，大家其实在一些特长方向都是有优劣势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光靠产品，光靠一些简单的解决方案不行，体系规划和持续的运

营服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相对务实地围绕客户的价值去开展了一些

工作。前伟你那边的案例，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  

 

刘前伟发言： 

刚才孔总说的前面有一个地方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说的分阶段，其实还是

主要是根据客户群体的数字化的发展阶段来去分的，然后我们一定会需要做出快速地

响应不同的安全诉求，就像刚才孔总谈到，可能 85%以上的客户都是需要从补短板开

始干起来。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我们看到的政务上的一些地方的公共大数据的情

况下，很多的数据都是一个大集中，比如大数据局，那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推动地方

的三政惠民、一网通办的这些应用。其实在这里面有几个点，比如说这些数据，要让

这些业务的应用去使用它，那么它是需要去通过一个数据的服务，或者像 API这样的

方式去提供给前台 APP去使用的，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健康码，每扫一次码，其实背

后是有很多个 API调用的，那这个时候 API的安全就会变得极其重要了。我们会看到

雷同这样的 API调用特别特别多，不仅仅是说像健康码，其实企业的所有数据的内部

消费，外部交换或内部的共享，都是通过这种 API，所以 API 的安全就变得极其重要，

那我们就需要去识别出来 API里面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人去滥用这些数据，会不

会有人通过 API去盗用这些数据。所以就需要做好几个事情，比如说首先需要做好 API

的识别，知道到底有多少 API的资产，第二个要知道 API有没有漏洞，别被别人直接

破门而入，直接把有价值的数据拿走了。第三个是攻击防护，有攻过来能赶紧防住它。

这种是非常典型且极其普遍的，我们看到绝大部分，对于数据消费的场景下，都会存

在着 API 的一些安全问题。  

第二个点，我们谈到了很多时候往往会出现数据窃取或者数据的泄露。那有一些

是刚才谈到了像 API这种别人通过攻击的方式往往是窃取的行为，还有一些是主动泄

露的行为，那它往往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每个企业里面特权人员会比较多，特

权的访问会特别多，那这个时候有一些是有意的把这个数据泄露出去，有一些可能是

无意的，错误的操作造成的。像我们常见的有几种这样的行为，一个是特权账号管理

出现了问题。举个例子，一个管理员把他的特权账号设成像 12345、admin这样的弱口

令，黑客攻击很容易就破解它的账号和密码，拿到他的账号就可以访问所有数据，看

起来很简单，但往往是很有效的一个手法，所以像这种特权账号的管理就变得极其重

要，你要能识别出这种弱口令，让他解决掉这个问题。第二类问题就是特权的访问。

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一个恶意的管理员，可能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想把公司的数据

资产直接拷走，或者说他对数据库进行删库，这个我们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这种事件，



那当他批量拷贝这些数据资产到他电脑上或者到他 U盘上的时候能否管控住。还有一

个当你去做很高危的操作的时候，想整库去删数据库，或者想去整个的拖这个库的时

候，那能不能够管控得住，类似于这样的特权访问，就非常的关键。  

还有一个例子其实是我们在合规上往往要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冬奥。其实因为

冬奥里面有很多的数据，需要满足的东西还蛮多的，因为有一些数据是竞赛的一些数

据，还有一些个人的信息，还有一些安全运行数据，业务运行的一些数据。那这里面

就需要我们做几个事，第一个对于这些数据满足合规性的要求，一是国内的合规，还

有满足国外像 GDPR 等的合规政策的需求，那我们就需要很好地满足合规。第二件事

情，是它的安全极其关键，冬奥一定是被世界瞩目的，然后它同时也是各种潜在的攻

击的目标，不管是零散的攻击，有组织的攻击，甚至国家级的对抗，那这个时候我们

其实需要做的一是满足合规，第二是安全，还有一个问题是比较麻烦的，是效率的问

题，比如说竞赛的数据要实时的显示，所以我们需要很好的平衡安全和效率，那我们

做的时候，对于很重要的敏感数据资产，要做很好的隔离性的保护，限制他的访问。

确保所有的访问都可以被审计，外部的和内部的都能被审计。第二件事情是所有的安

全的状况，所有跟数据安全相关的全链条，从终端到网络到服务器，到它的应用和服

务，应该做非常的全面的全链路的安全的监测，用我们的数据安全态势感知可以完全

去覆盖，采集所有的数据，然后去拿下所有的信息做研判分析，去分析风险。指导意

见里面反复强调的两个点，就是大家要加强核心领域的攻关，第二个就是整个产品体

系要足够完善，只有满足这两个点我们才能够解决客户的当务之急。如果没有很完善

的产品体系和技术体系，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们奇安信从刚才谈到的像特权账

号的管理，在沙利文发布的全球特权管理方面，我们在中国区域是排行第一的，包括

Gartner 也会作为一个重要的产品推荐。同时我们自己的产品体系也非常全，在信通

院的 7个品类的认证里面，我们也拿下了大满贯。  

补短板相关的事情，还有一些是数字化进展本身比较靠前的，像一些大型的央企

或是一些部委，是走得特别靠前的。那他们在做的时候，可能需要考虑更多的是，数

字化业务走的比较靠前的时候，过去网络安全建设做得还可以或者相当不错，当我们

面对一些新的合规性的要求，今天谈整个数据要素的流通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

做？那这个时候往往是要做一个整体咨询规划，去做整个的体系设计，比如说它的管

理体系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去优化组织。我们奇安信自己现在也在做组织变革，因

为我们要应对于整个快速增长的客户需求，需要把最能打仗的、这些能力最强的人推

到现场去，同时可能还要来制定制度和流程。比如我们在一些地方的政务的大数据局

客户，我们帮他去做分类分级的一个指南，确保他的制度是完备的，他的组织责任分

工都很明确，这个是管理体系上。另外一方面就是咨询上需要告诉客户技术体系应该

怎么构建。因为刚才谈到的数据流转到终端网络云应用服务上去，各方面的能力都需

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构建这个技术体系，是基础的设施或者基础运行环境应该加

强，还是说数据实体的防护，例如加密脱敏把这些事干好，还是说应该是对数据的流

转的控制做的更加精细化，那这些就往往需要形成技术建设体系化的一些工程。另外

就是运营部分应该如何去构建，把这些产品这些能力应用起来，然后确保整个数据安

全的相关一些工作，所以这种体系化的规划往往是在这种阶段去开展起来的。  

另外一个案例是，数据要素这个事情，刚才孔总说的有三个阶段，第一是原始数

据首先要来资源化，第二阶段资源要素化，第三个数据要素来产品化。这个过程中其

实在第一阶段数字化转型，我们前面这几年已经做得不错了，正在往后面迈进的时候，



大家都在做不同的探索，尤其是在数据要素这件事情上，我们自己其实也在不停地探

索，比如我们这边的鹏城实验室，因为鹏城实验室是一个是国家级的实验室，我们用

自己的数据沙箱的技术与鹏城云脑做对接，我们与多个城市的大数据局，将它的政务

的数据托管到鹏城云脑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沙箱 ，AI 的靶场方式对它的结果进

行训练，然后看到它的哪些数据是能够合规，哪些数据能够开放，哪些数据能够共享，

提高整个数据合规的使用，安全有序地去流转，这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在做的一些事

情。我们还参与了一些国家级的工程，比如说像我们的股东 CEC，他其实在承接一些

像自主计算相关的工作，这是国家级的工程，他们承接自主计算的一个产业链，并作

为一个链长，我们在里面去辅助去做一些网络安全技术策源地相关性的一些技术的探

索和研究，然后为推进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做自己的一些贡献。  

最后我想谈到的一点是，在整个的数据安全里面，其实标准制度还是非常非常重

要的，不管是最早出现的“三法两条例”+两个办法，到最近的“数据二十条”，和最

新的指导意见，奇安信都也参与其中。我们一起去参与制定和研讨数据安全监管工作

的机制和方法，包括重要数据处理的安全要求，和公共数据安全处理的要求等一些很

顶层设计的工作，我们都在积极的参与和推进之中。 我这边要补充的东西大概是这么

多。  

 

孔德亮发言： 

我最后总结下，前面我们讲了很多产品和很多技术，回到指导意见里提到的 1500

亿和复合增长 30%，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个疑问说数据安全之前也进行

两年了，怎么突然发一个文就变成 1500亿或 30%增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一下，就

是我们讲的数据安全是什么？我觉得是数据要素化的 3个阶段的转变和 4种形态，和

整个价值链里面的数据安全。那三个阶段的转变就是原始数据资源化，到数据资源要

素化，到数据要素产品化，这 4种形态就是原始数据，数据资源，数据要素，还有数

据产品和服务。那整个价值链里边，数据安全是贯穿在其中的。对整个价值链我简述

一下，大家去理解一下。就是我们从原始数据的授权采集归集，到数据资源的存储加

工，再到数据要素的要素交易生产，再到数据产品服务的产品交易消费，这整个价值

链里边贯穿着整体数据安全的防护。大家也都了解很多原来我们要素化的东西，比如

说土地，然后到宅基地，然后到房地产商的这个商业地块，然后再到商品房，整个它

也是一个形态的转变。那数据的形态变化，因为它是虚拟的，所以会是更多变的，这

里边我们有很多挑战要去应对。所以我们国家在这个时候，16个部门出这个相关政策，

我觉得是对应的数字经济发展和数据要素化未来的发展，来做出的一个在这个阶段很

重要的指导意见！ 

 

第二部分：投资者问答互动 

问题一、工信部的文件里提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安全产业合作，促进

标准衔接和认证结果，不断推动产品服务技术品牌走出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

想问一下公司领导怎么看待这个数据安全的出海机会。 



答：奇安信在整个国际化的战略方面，已经推进了好几年，尤其刚才提到的一带

一路，我们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披露了接连中标非常大的国际化的项目。所以在数据

安全的出海这个层面，因为我们原来有了一些项目的基础，然后可能侧重点是原来我

们擅长的领域会多一些，但其实里面也包括了一部分数据安全的东西。这里边我觉得

重点的是，我们在前边两三年的布局里已经看到了国际化的布局，其中的这个六化的

建设里面国际化就是重要的一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两年当中自己的一个切身的

感受，就是我们真的是到了这个国际的赛场上，我觉得我们是真正意义上就是以国家

队的身份和我们这个排名第一的网络安全公司的身份去国外真刀真枪的去 PK 了。我

们也发现了实际上我们有一些优势，但是在一些方面也有差距。相信通过持续的投入，

在国际市场上我们还是能证明中国的网安头部企业的力量，然后我们也会坚持的把数

据安全这个方向往国外去走。 

 

问题二、目前整个数据安全市场的厂家概有哪些类型？您对于这数据安全市场的

竞争格局，未来的展望是怎样的？ 

答：我们存在的厂商大概有几类，一个是像奇安信这样的网络安全的综合厂商，

还有一部分是新兴的一些专注于数据安全细分领域的厂商，还有就是原来做大数据相

关的一些厂商，我觉得大概这围绕这三大类，然后里边还有一些小类。我是这么看的，

我们也投资了一些公司，我们也有一些生态合作伙伴，那主要是因为什么？我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数据安全的分类分级治理，各行各业差别非常大，银行的数据，跟

车企的数据，跟能源的数据其实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边它前期的时候其实也需要大

量服务人员的这个人力物力，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光靠一个厂商可能是不够的，需要一

个生态圈。然后另外因为所处的探索期和这个高速的成长期，所以在一些方案和一些

产品的细分领域，其实也很难在这个时期有哪家是完全兼顾的。所以这几类大家是这

么去分的，然后大家各有优劣势。然后也经常有朋友问说奇安信你们跟某某公司好像

在哪方面竞争的比较激烈，其实我并不这么看，可能在某些项目上面，我们确实是在

竞争，但其实在大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这个产业里面，我们这些公司在一起去推动这

个产业的发展，然后在未来的数据安全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也是竞争融

合，可能都会往这些方向去发展。 

刚才谈到了几个点，不管是在我们谈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还是数据要素的市场

化配置的推进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新的场景出现，不管是新的场景还是新的领域出

来之后，它往往是需要多点去融合在一起，去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如

果从方案层面上的话，谁家的能力体系构建的更全，比如说首先从你数据运行技术环



境本身的大数据平台和数据中台，这一类的对它的保护的能否越好；第二个因为数据

流转了，整个访问控制层面你要来去做的能力比较强；第三个就是对于数据的实体，

像数据库文件这些，对它保护的这种技术要掌握的比较好，还有对于隐私合规相关的

工作，对风险的监测做的比较好，只有这几个做的都比较好，才可能做出一个更加贴

合于客户未来支撑出一些新场景上的一些能力的覆盖，才能做到更全面。这个可能综

合性的厂商优势会更明显一些。刚才孔总也谈到了，有一些新兴的领域，一定会有一

些创业的公司或者新兴的企业会出现，它围绕着某些单点，在某一个场景下会做更深

层面的探索，但是它可能会解决其中的一环，这就是回到前面谈到的，数据安全它其

实是一个能力体系，它很难靠单点技术去解决整个面上的问题。那从这一点上，我个

人的理解就是综合性的厂商，核心技术能力越强，门槛就可能会拉得越高。  

 

问题三、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是 16 个部委去联合发布的，那里面也涉及到一些行

业的主管部门，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就是数据安全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未来我们去

看这个推动的话，可能哪些行业领域相对来说它的需求比较旺盛，然后这个推进的速

度和力度会比较快一些，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公司这边的一些观察和理

解？  

答：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一般咱们国家去推动一些产业的发展的时候，我们觉

得有两方面是先行的，一个就是我们政府部门就是我们的政务大数据，各地的大数据

局，是先行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全国各省的市的大数据局都在启动数据安全的专项的

工作，基本上 80%都在启动专项的工作。这里边我们能看到两点，第一是这个合规要

求高，另外就是我们整体的安全防护的情况并不乐观，或者说也比较紧迫。在这个紧

迫下，我们也参与了一些咨询规划，包括一些设计的一些工作，也投入了比较大的资

金和决心来去做这块的一个事情。第二点，您提到的行业，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一定是

我们的国企央企和关基单位。这种关基单位的优先机会比较高。比如说，我们一个城

市的电力的数据，如果泄露的话，它不仅仅是说看耗电量的问题，他可以用一些算法

模型去推断出来这个城市的很多其他相关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他可能涉及

到的更多的是国家安全层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任何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任何的政策

的这个出台，一定是国家安全优先，然后我们的政府，政策的推动以及示范的作用，

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国家级的龙头企业的牵引作用在这里边会起到很重要的点。其

次的话是一些能在经济推动的就是利用这个数据要素化的演进的价值链的过程当中，

产生更多价值的，比如说互联网行业、车联网行业相关的一些行业，这是我简单的一

些看法。 



 

问题四、关于标准方面，就是看到这个政策里面有专门的一项提到了推进这个产

业的这个标准体系的一些建设，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很好去类比就是在网安的网安法

推出和等保的这个体系建立之后，整个行业其实迎来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 那数

据安全这块的话，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就是在这个里面后续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国标，

包括就是国家层面一些标准体系的一些推进，这个方面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

一下，可能后续在这个国家层面的一些标准的一些情况，以及咱们奇安信作为行业龙

头，应该也参与了一些这种标准的建设，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去做一个介绍？ 

答：正在制定跟未来马上快要出台的一些政策，有比如说像重要数据处理的安全

要求。另外大家都知道，因为重要数据它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它可能会涉及到国家安

全公共利益，所以对整个重要数据的处理，然后是明确设成一个国标，这是一个明确

的要求。但是大家也知道其实因为国标的周期会比较长，但是整个的制定已经是有节

奏的开始了一段时间了。包括对于公共数据的安全处理的要求，也正在制定中。过去

其实已经出台了一些，但是更多明确的是对于安全处理应该有哪些更具体的一些要

求，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那还有几个已经出台的，或者说即将还有其他行业来出台

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像工业领域，它就会对重要的数据，包括核心数据的一些

指南，只有把这些东西做了，你才能够对你的数据进进行很好的分类分级，进行开展

这样的工作，你才知道哪一些数据能够安全合规的去使用，那这些都是大的前提。所

以其实是在不同的行业都要去做制定。那还知道的有一些过去比如像金融这个领域里

面，它的分类分级都已经做了这个标准，但是因为随着我们像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这样更高位的一些条例的出台之后，他也需要进行修订。其实这个更多的是因为《数

据安全法》，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一系列的出台之后，那过去的因为先于他们发布

的一些法律性的文件也需要进行修订，甚至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2022年也是做了一版修订，主要是针对于数据安全层面做的一些修订。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刚刚发布的像数据 20条，它更加明确的是从制度上，然

后是对于基础制度建设上，对于数据要素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指导。包括像政务大数

据，刚才谈到的，那其实是说它已经是出台了一些像类似于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的

一些建设指南，其实它会更加的细。因为我们看法规，然后到这个条例，到一些相关

的办法，再到一些建设指南，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不同行业都是逐步细致的往下去做，

相关性的文件的出台，也是想推进这个事情尽快地落地，夯实一些企业的主体责任，

对于数据本身它能够合规合法的去使用，然后保证数据能够有序的流通这样一个目



的。更直白一点，就是国家是统筹安全和发展，其实在细节上往往就体现到这些合规

性的一些标准和制度的出台。  

 

问题五、关于这 1500 亿，它包含的范畴能不能请领导帮我们大概拆解下，或者

说咱们现在有预测比如说像单个机构可能在数据安全的投入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规

模。 

答：您说的 1500亿，细节上我可能现在也没法给一个准确的回答。我先大概说一

下，关于 1500亿里边产品和服务相关的一个份额。前面也提到数据安全是个体系化建

设，然后是个从管理流程到整个方案到产品到运营服务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事情，这

里边我们觉得整个服务的份额会在原有传统的网络安全的一些场景化里面会去加大

的，基本上会变成产品和服务六四开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产品和服务六四开，涉及

到的服务有咨询规划，分类分级治理，风险评估，又是一个多品类的。那产品从基础

安全服务防护型的产品，再到态势感知管控型的产品，还有一些比如分类分级治理工

具型的产品。整体的分类的规模，还是应该基础防护的占比更大一些，数据安全态势

感知和工具类占比稍微小一些，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问题六、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产品，它会是一个综合的产品和服务，这个可能咱们

公司也布局的比较多，我想问一下，咱们从目前公司的产品体系里看，哪些方面相对

是在这个数据安全综合解决方案里面比较欠缺的，或者说以后想去补齐的这样的一些

技术和产品。 

答：我觉得我们基础能力，包括整体的一些积累是够了，但最需要去加强的是两

方面，一个是行业的场景化，就是我们真正的要去以客户价值为导向，深入到不同的

行业类型的客户当中去，然后去跟他们一起走一段，摸爬一段，然后再去给出针对性

的方案和针对性的服务。所以今年奇安信的战略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叫做资源

前移，就是形成灵活的、有能力的前场作战单元，让我们更多的专家然后到一线去，

然后形成一个闭环给客户去解决问题，这个是第一个重点的我觉得需要去加强的就是

行业场景的适配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整体的咨询规划和服务的能力，我觉

得是需要去加强，同时要去加强学习的是整个在数据要素化的不同的形态的转变过程

当中，深入到各个环节的去理解学习。 



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最近在读《数据要素论》的一些东西，所以就又去翻原来的我

们的要素，比如土地、劳动力相关的一些要素当中原理性的一些东西，我去做对比和

推演，去看数据安全跟原来的这个要素有哪些不同，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加强的，

因为我觉得加强补充原理知识，紧跟着这个数据要素的形态的变化，才能更好的去提

供一些服务。 

 

问题七、比如说像密码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技术产品，在数据安全里边这样的一个

重要性，各方面领导怎么看，以及咱们在这块的布局情况是如何的？ 

答：密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防护的手段。在《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里面也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重要数据必须要使用密码的技术进行保护，是

有明确要求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密码相关的技术，应

用都很广泛了，这块其实我认为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了，但是有一些可能

会是新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对于密码的一些新场景下一些新的应用的方法，甚至有些

算法上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会看到一些类似于量子密码等新兴的一些东西。那这块我

觉得一定是说是跟过去是有一点差异的，今天面对的很多是一些海量的数据场景下，

如何去做加密态的数据分析，这个时候可能对它的算力本身会有一些巨大的挑战。其

实在这个领域从技术上来讲，不管是我们的多方计算也好，还是联邦学习、同态加密，

其实都大量运用了密码这种技术。这里面其实你要说从原理和技术上都还是相对来说

成熟，但是回到刚才孔总说的如何让这些技术与我们的这些业务与这些新的场景，能

够更好的作用在一起，跑出来更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应对更多的一些场景，确保它的

安全合规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去做探索。在这个事上，其实从指导意见里面也是再次

谈到了对于有一些重要领域的应用水平，进行进一步的提升。这里面新场景，新的技

术都有谈及，这是我个人在这上面的一些想法，谢谢。  

 

问题八、现在这个试点发布这种多部门的产业级的指导意见，为什么国家会在这

个时点发布？并把数据安全也提到一个如此高的高度，是跟数据要素市场化，或者说

数据经济的未来的高速发展直接相关，所以才会带动这个数据安全这一块的行业地位

或产业地位有如此重要的提升吗？那对这一块未来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剩下的一些政

策支持，或者说对于企业业务来看，会有什么直接的一些政策落地的支持？  

答：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因为首先就是提到了整个数据

要素化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它就在一个时间点上，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疫情过



去以后，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体的经济推力的这个目标，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安全和

强国计划相关的要求。然后这两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确实从之前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就很重视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也去这

个落实了相关工作的情况之下，但是去年我们面临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数据安全出

现的事件，可能如果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也许还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作为从业者，我

们是清楚的知道那些事件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所以我

觉得在高速发展安全威胁两方面的结合的情况下，然后在当下这个时间点赶在我们春

节之前，在 2023年伊始的阶段，把这个推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么多明

确的数字，和一些明确的要求一些其他的指标，都可以快速的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去参与到整个的数据安全产业的发展过程，然后快速的去解

决，已经发现的和未来预知的巨大的挑战。 

简短的总结一下，这个指导意见背后的一些事，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谈到的就

是说是从数字经济高速的发展，还有两个事情，一个是像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

法的出台，需要贯彻落实它。第二个就是数据安全事件频发，很多的数据确实涉及到

了国家安全跟公众的利益，和个人信息相关的一些权益，所以说是需要对这些数据进

行有效的保护。我们谈到数字化的转型，包括这种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价值释放这

件事情，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合法的利用，确保它能有序的去流动起来。

所以它在这个时候推出来，整个产业也需要高质量的发展。对于相关的领域，应该整

个数据安全能力来做很好的保障。那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整个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大逻辑是在这几点上。 

问题九、另外就是数据安全它往往跟业务场景这块会更挂钩，所以大家在推数据

安全产品有别于之前的边界安全是单品可能数据安全这块更主要的是一个解决方案。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像我们这种产品线非常丰富，解决方案能力强的公司可能会

比单独专注在某一如数据监控、数据脱敏单一产品线的产品更具有领先优势。此外我

们跟 CEC在数据要素这一块的合作相关是否会对我们的数据安全业务有比较大的一个

推动，这块有什么展望吗？ 

答：确实我们要是想去应对当数字经济快速高速发展的时候，中间可能会存在的

一些安全挑战的时候，往往是产品品类很全的话，方案层面会覆盖的比较好，但是并

不意味着这些单点的没机会，因为确实是有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这些单品还是能够是

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它可能是这个方案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个点就是谈到这

个数据要素化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前面谈到了数据首先变成资源化的这个过程，它经

过授权、采集、存储、加工、使用，那这些环节里面，每一个环节它都是需要数据安



全相关能力保证的，比如说哪些数据应该合规合法的去采集，对采集完的这个数据你

如何做好分类的分级，确保这些数据都是让他是合规合法的去使用，让他整个传输的

过程中，你来保证是安全，在它的使用的过程中，你要确保对重要的数据能够做有效

的保护，像敏感的这种个人信息，应该脱敏去使用它。在整个的这个链条里面，其实

数据安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底板工程，没有他没办法解决和规安全和隐私相关的一

些问题。  

关于跟 CEC的合作，其实 CEC 在整个数据要素化的过程中，他在不停的做探索，

也开创性的提出了像一库双链的这种模式，然后通过数据元件，也就是一个中间态的

东西，去通过加工数据元件，然后形成最终的数据产品，最终释放价值。其实在很多

地方已经落地了一些试点，比如在德阳，在武汉，在徐州这些地方已经是去做了一些

试点，在他做数据要素整个市场的时候，奇安信其实不管是从网络安全层面，还是数

据安全的每一个环节，我们两边是去做强强的联合，去做一个更好的方案，确保这种

重要的敏感数据得到有效的保护，整个的数据能够被合法有序的去使用起来。 

 

问题十、数据安全的产品，除了咨询规划类的服务产品外，还需要的有形产品是

软件类的还是硬件类的呢？占比大概多少？  

    答：通常这些产品的形态是需要结合着是客户的场景来去看的，就是说安全的能

力，它其实是可以以软件的形式去存在，也可以以硬件的形式去存在。你的客户当下

运行的环境，是根据他的需求，我们可以去做调整，整个业界都是这么做的，也不光

是奇安信独家是这么做的。其实在做软硬件之间，到底它的占比是什么样子，我们看

到的根据整个过程，可能前面是硬件稍微偏多一些，但是在未来整个数据要素推进的

过程中，随着它运行环境的云化，数据整个软件被资源化分配之后，有可能会以软件

的形态会更多一些。甚至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安全类的产品，包括奇安信自己的，现

在已经大量的产品都已经完全云化了，需要去适配更长远的未来市场的一些需要，大

概是这么个情况。  

再简单补充一下关于产品这一块，我想去说明一点，就是数据安全市场下，奇安

信也好，其他的公司也好，它的产品不是说今天全部都是从 0到 1才开始的。而是在

新的要求和新的法律法规，在新的场景下，然后整体的方案可能对原有的老的产品进

行了整合，在原有的老的产品之上进行了提升，同时有新的产品品类的出现。我举个

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堡垒机，拿数据库审计来举例。原来一个朋友跟我聊，

我说这个数据安全下边，数据库审计产品的销量会提升，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你想啊，



在大数据时代和在数据安全数据要素化的时代和等保合规时代，对数据库审计的要求

是一样的吗？我们原来在一定的合规的要求下，虽然环境已经变复杂了，但我们数据

库审计这样的一个产品发挥的价值，我觉得是比较小的，甚至很多都是没启用的，没

有全方面去部署的。但是在数据安全的这个要求下，就像数据库审计的这样一个单一

的可能已经存在了很多年的产品，它发挥的作用，发挥的价值和需要的数量，都是不

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体发展的要求下，我们整体的解决方案下边的产品组合

是多元的，是新老结合的。但是未来不管是我们，还是说其他的合作伙伴或友商或更

新兴的领域，都会随着这个变化，有更多的更好的产品配合方案推出，谢谢！  

——结束—— 

附件清单 

（参会机构人员

单位、姓名） 

附：线上参会机构名单，按所在机构拼音首字母排序 

Alpine 王思坦 

Azimut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刘伟亭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葛广晟 

安和资本 王珏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杨楠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钱宇轩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马诗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夏瀛韬 

百川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唐琪 

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祝景悦 

北京百泉汇中投资有限公司 程伶君 

北京诚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康志毅 

北京诚旸投资有限公司 尹竞超 

北京淙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丁俊 

北京和信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庆铭 

北京泓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徐哲桐 

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符朝阳 

北京凯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杨琳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申路伟 

北京微村智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赵培恩 

北京熙诚金睿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兰丰 

北京壹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蒋俊国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昊 

北京致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朱贺凯 

毕盛（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龚昌盛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笑潇 

渤海创富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王洪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徐中华 

CLSA 季铭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何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苗瑜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佳男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罗云扬 

成都火星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付宇晴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李燕宁 

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星宇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吴东昊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小玉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赵伟博 

第一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梁卓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净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亚鑫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肖思琦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吴雨萌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潘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浦俊懿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超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杜云飞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尹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宋海亮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罗炜斌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宪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汤立其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文佳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盖婷婷 

方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董丰侨 

方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周浩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李飞 

富兰克林华美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沈宏达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郭梁良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赵巍 

个人投资者 李连云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郑勇勇 

观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文倩 

冠达菁华私募基金管理 岳鹏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林晓枫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肖意生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白玥 

广东谢诺辰阳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郭乐颖 

广东银石投资有限公司 丘海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婉云 

广发证券投资部 黄宇 

广州红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虹桥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黄勇 

广州市盈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升科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余卫康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杨惠天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忠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纪超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姜青山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林小聪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楼剑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行辉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钟婷霞 

国新资管 庞立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库宏垚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耿军军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晋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雨婷 

海南大椿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刘俊宏 

海南鑫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陈洪 

海南泽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李思远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杨林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成龙 

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薛翔 

杭州红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杰 

杭州乐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林桦 

杭州遂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蕾 

杭州中财生生资本有限公司 刘福杰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 吴季轩 

合正投资 王晨隆 

弘毅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成璐 

红杉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闫慧辰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俞海海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潇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奇珏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来祚豪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卢毅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戴晨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邓怡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罗泽兰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朱珠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范亮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宗瑾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谢春生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林海亮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范昳蕊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丁星乐 



华西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宁山 

华西证券（自营） 马行川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孟令儒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熹 

华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Nora Li 

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刘逸然 

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张恒 

汇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苏 

IDG 赖明哲 

JefferiesHongKongHoldingsLimited 赵欣欣 

JefferiesHongKongHoldingsLimited Edison Lee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昊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晨 

江苏汇鸿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栋 

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周捷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分公司 杨宜霏 

京华山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李学峰 

开域资本（新加坡）有限公司 徐庆 

开域资本有限公司 王海鸥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逍遥 

LAZARDASSETMANAGEMENT(HONGKONG)LIMITED Zheyu Xi 

蓝藤资本有限公司 胡敏行 

领颐（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奥 

马可孛罗至真资产管理公司 黄晨 

美银证券 庄亚林 

美银证券 李慧群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杨立天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李斐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刘洋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Pamela Huang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罗安安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罗兴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姜瑛 

宁波嘉富行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源 

宁波时通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田肖溪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建胜 

Point72 Hong Kong Limited  Ryan Ma 

磐厚动量(上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杨振永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闫磊 

青岛星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姜国平 

全天候私募证券基金投资管理(珠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圣帜 

全天候私募证券基金投资管理(珠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胡杰 

泉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苏欣 

群益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谢天翎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王冠轶 

赛意产业基金 戴俊杰 

厦门市乾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如丰 

厦门益亨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丘欣远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欣谢 

上海白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屹嘉 

上海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海亮 

上海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薛栋民 

上海辰翔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白晗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青林 

上海乘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付饶 

上海淳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谢伟玉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韩登科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陈宇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秦绪文 

上海敦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包心慈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章斌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亮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志强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赵高尚 

上海固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沙涛 

上海国理投资有限公司 马玉清 

上海海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周文洁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章溢漫 

上海弘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李国斌 

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朝晖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周展立 

上海加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高利盛竹母公司）） 陈科 

上海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邵伟 

上海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冉 

上海金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景柄维 

上海金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人宽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陆家桢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沙小川 

上海领久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魏晓康 

上海弥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徐智元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美风 

上海摩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沈梦杰 

上海磐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默远 

上海泊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孔令全 

上海朴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冯东东 

上海启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海挺 

上海谦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柴志华 

上海乾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常吉 

上海秋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Shirley Lei 

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陆士杰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施鑫展 

上海易同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邢晓迪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王亮 

上海真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莹 

上海致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鸣飞 



上海中域投资有限公司 袁鹏涛 

上海紫竹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葛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景喻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周成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柯瑜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古武 

深圳华强鼎信投资有限公司 周海 

深圳龙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丽莎 

深圳前海博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雍国铁 

深圳前海精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傅晓阳 

深圳前海珞珈方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孔帆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陈庆平 

深圳市蓝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炜兵 

深圳市老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闫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徐利宁 

深圳市同创佳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Jade 

深圳市同利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幸云 

深圳市中兴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丽 

深圳市中兴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朱诚 

深圳市中兴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胡光力 

深圳市中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宋鹏 

深圳市中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吴天增 

世嘉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 王俊杰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星锦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傅梦欣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翟炜 

四川量化思维投资有限公司 宋文嘉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小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程漫漫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徐雨楠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张毅 

腾跃基金 孙博尧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静一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程扬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李伟 

天壹紫腾资产管理（宁波）有限公司 雷芳 

UBS  Brian Lee 

伟星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杨克华 

武汉证国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阜东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邵哲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包戈然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胡亚男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曾尚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邓小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施欣彤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峥青 

信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刘路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庞倩倩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李琳娜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孔文彬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刘跃 

兴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伟绚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桂杨 

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江耀堃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向慧 

易方达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黄柏宁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姿霖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臻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喜阳 

翊安（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张益锋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沈怡 

英大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京乐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霍达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任桀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文龙 

誉辉资本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郝彪 

元兹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黄颖峰 

远信（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赵巍华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丁子惠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肖知雨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子箫 

招商信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林威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秦勉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玉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博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吴彤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石恺 

浙江壁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雯 

浙江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孔凡熔 

浙江盈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沈吉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鲁立 

浙江正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项敬康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曲芳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子超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姚天航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佩京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荆思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李虒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李虹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袁佳妮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刘砺寒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游航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卓德麟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周文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杨桐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仁隽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若宗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徐宝龙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璐昕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戴佳敏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卢正羽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李常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尹西龙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赵晓媛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邹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闻学臣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一哲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仪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韩沛廷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宋忆非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弘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夏明月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孙浩中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曹添雨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庆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甘洋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杨睿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嘉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应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潘儒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朱珏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丁奇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乐天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航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桐彤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肖宛远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嘉琦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朱战宇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张雪峰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孙业亮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陈昭旭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唐月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毛文杰 

 

日期 2023 年 1 月 15 日 20 点 00 分-21 点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