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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8      证券简称：电科网安    编号：2023-006 

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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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商用密码市场变化与机遇）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共 121家机构 139人（详见附件参会人员名单） 

时间 2023年 5月 26日（星期五）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志惠 

总经理助理、研究院院长石元兵 

战略市场部总经理陈昌祥 

投资者关系主管李翊玮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 《商用密码管理条例》情况介绍 

5 月 25 日国务院颁布了修订后的《商用密码管理条例》，我

们判断本次条例修订对商密产业将会带来显著增量变化。 

条例主要体现了 9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推进放管服的改革，取消国家密码主管机关负责

的商密产品生产单位审批，产品销售单位许可等行政许可事项

的要求。 

第二个变化是管理体制上，由国家级和省级的两级管理体系变

成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 4级管理体系。另外明确了网信、

商务、海关、市场监督等部门要在各自的职权职责范围内，负

责商用密码相关管理工作的专项管理，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各行

业业务发展。 

第三个变化是明确商用密码不再属于国家秘密，不再规定商用

密码为国家密码，不再将商用密码技术纳入国家秘密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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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第四个变化是细化检测认证制度，优化了商密产品的类型鉴

定，明确了国家推进商用密码检测认证体系建设，制定商用密

码检测认证技术的规范规则，鼓励商用密码从业单位自愿接受

商用密码检测认证，将有利提升市场竞争力。 

第五个变化是加强电子认证管理，提升电子认证服务，电子认

证服务机构应经国家密码管理部门认定并取得相应的资质。 

第六个变化是批准制变为清单制，放宽进出口管控的要求，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第七个变化是强制推进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与改造，具体

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明确非涉密的关基系统，要自行或者

委托商用密码检测机构开展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第二要

求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使用

商用密码保护网络安全。 

第八个变化是强调国家安全审查规范，关键基础设施行业运营

者采购相关产品服务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依法通过国家

网信部门会同国家密码管理部门等部门组织的国家安全审查。 

第九个变化是创新监督管理方式，聚焦监管检查内容，顺应放

管服的指导思想，取消审批的要求，转化监管思路，更加注重

商用密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条例明确要使用商用密码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规定了一系列

商用密码应用与途径的相关内容，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推荐

性要求上升为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规范，同时密码在数据要素、

数据流通、数据交易等环节也将起到核心性关键作用，将有利

推动商密产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公司拥有深厚的密码基因和

能力积淀，是国内最早从事商用密码技术研究、产品研发与行

业应用的企业之一，目前已形成了“平台+服务”的赋能型服

务模式，通过“一个服务平台、一套技术体系、一套管理制度、 

一种交付模式”简化密码应用难度，将密码融入到行业生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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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生态之中，公司将持续深挖商密市场，积极推进新领域、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应用，夯实商用密码技术支撑，进

一步提升密码业务持续发展。 

二、 问答环节 

一、《商用密码管理条例》实施之后，市场将会面临的是怎样

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增量有多大？ 

整体会呈现加速发展的格局，一方面是各行各业需求广泛，结

合当前数字经济大背景，会带来整体需求的提升。另一方面过

往从推荐性的要求变成了强制性要求，比如关键基础设施行业

必须采用商用密码相关保护措施，存在持续性的需求增长。 

二、未来 2-3年，哪些行业会有较大投入和需求的增长？ 

目前行业整体覆盖率依然较低，能源、电力、金融等领域应用

的相对广泛，但是随着政策的调整和行业的发展，以上行业会

加进一步加大应用范围和持续性的投入。第二在政务领域推进

速度是比较快的，各地方政府在持续加大投入。另外教育、医

疗、公安、交通、水利等等这些行业，已陆续发布具体的实施

指南和要求，例如交通行业发布了《公路、水路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医疗行业有《信息安全技术健康医

疗数据安全指南》对智慧医院的建设要求进行保护，其他行业

也都在陆续制定出台详细的计划和指南。 

三、当前市场机会下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产品和新的方案？公

司有哪些布局和思考？ 

随着商用密码应用逐渐的推广和广泛使用，会逐渐去解决产品

部署端，产品应用端一些问题，使产品更加高效。会逐步推进

一些软件化、服务化的产品，这会比硬件类产品增速更快，这

是一个趋势。商用密码也是数据安全的基础技术，在数据库脱

敏、数据防泄漏等方面也有相应应用，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密评

作为等保的前置条件，也将推动密码在数据安全业务中起到更

重要的作用。同时公司亦在跟踪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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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区块链、5G、云计算等新场景下涌现的新需求。 

四、公司在商密改造方面具备哪些能力？ 

公司向客户提供全链条包括密码软件、密码芯片、密码模块、

密码板卡、密码整机及密码系统的软硬件产品和服务，同时面

向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下提供体系化解决方案能力的输出。 

五、公司在密码业务的发展规划情况？ 

公司战略定位是以密码为核心的数据智能安全服务商，密码业

务是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另外两个板块是数据安全及网络

安全。其二从商用密码本身来看，公司已经形成了密码全产业

链软硬件产品并具备技术支撑到咨询服务的整体服务能力，会

持续推进业务发展、资源投入和产品研发。有了政策颁布，需

求就会得到提升，我们把它称之为双轮驱动，另外数字经济发

展要解决数据要素流通共享等相关问题，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数据价值就难以实现，所以这是一个必

要条件，针对关键核心领域的数据资产，商用密码也有望实现

资产本身的唯一性、完整性和不可抵赖性，从而在数据资产确

权等方面有所助力，公司会把握好行业机遇。 

六、需求变多后，是否会存在产品存在缺口的情况？  

目前看不存在该情况，我们在业务发展，包括年度工作计划和

要求里面是有相应的准备和预判的。另外客户需求也是持续释

放的。 

七、人员方面今年有什么变化？ 

会根据业务和项目实际需求情况，在重点领域加大人员的招聘

和投入，把握住政策端和市场端机会。 

八、下游客户预算以及支付能力情况怎样？  

从目前看，各地方政府都在陆续进行预算报批和实施，和之前

比较有一定程度提升的，之前客户方面比较少存在商密改造方

面的专项经费，但今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和关基行业陆续有了

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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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从厂商的角度来看的话，怎么去看待未来的行业竞争的情

况？ 

首先国家政策“放管服”的变化，商密领域会朝着市场化方向

发展，企业进入的门槛是降低了，但行业内能够像电科网安具

备密码全产业链，综合性体系化能力输出的厂商是比较少的，

公司会不断增强我们的综合性体系化能力的建设。在应用模式

方面，从原先简单的单一卖盒子卖产品，到现在提供整体的解

决方案和服务，我们会进一步加大与行业应用的融合，包括在

面向信创这种基础软硬件相融合的场景，例如我们的安全 SE

与龙芯中科合作，都是在体系化增强公司整体能力。 

十、商用密码领域是否存在核心技术壁垒？ 

首先商用密码技术算法标准是完全公开的，像 SM2、SM3、SM4

等等。另外涉及到产品研发方面，密码主管部门有相应的行业

技术规范和标准，去支撑我们。从算法基础理论到工程实现方

面再到产品本身实现的角度看，是没有太多可以用核心技术壁

垒这个角度去衡量的。对于算法实现的途径有很多种，可以软

件实现，也可以硬件实现。所以对于密码从业者来说，对用户

和应用场景的理解，提供支撑客户安全防护体系的能力建设和

配套的应用系统的输出并得到客户认可，我们认为这是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电科网安作为“信息安全国家队、密码产业主力

军” 自公司成立以来深耕密码领域，储备了大量的项目经验，

对行业的理解和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附件清单 

序号 机构 人员 

1 中信证券 潘儒琛 

2 安信证券 夏瀛韬、马诗文、徐啸航 

3 华安证券 王奇珏、来祚豪、李元晨 

4 广发证券 李婉云 

5 国金证券 李忠宇 

6 华泰证券 范昳蕊、岳铂雄、郭雅丽 

7 万联证券 潘云娇 

8 国信证券 库宏垚、黎洲榕 

9 国盛证券 张凯、蔡梦琦 

10 东兴证券 刘蒙、郑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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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招商证券 石恺 

12 汇丰前海证券 张恒 

13 光大证券 孙啸 

14 中航证券 卢正羽 

15 浙商证券 翁晋翀 

16 华福证券 魏征宇 

17 海通证券 杨林 

18 兴业证券 桂杨 

19 中金公司 符新悦 

20 开源证券 刘逍遥 

21 国元证券 王朗、耿军军 

22 甬兴证券 黄伯乐、张恬 

23 平安证券 李峰 

24 东海证券 刘希辉 

25 华创证券 杜郁坤 

26 德邦证券 郭晓月 

27 中信建投证券 徐博 

28 东北证券 吴源恒 

29 东莞证券 钟革敏 

30 中泰证券 王逢节 

31 长江证券 冯源 

32 华西证券 马行川 

33 嘉合基金 王欣艳 

34 明亚基金 陈思雯 

35 兴银基金 蔡国亮 

36 西藏东财基金 包戈然 

37 上银基金 李炤圻 

38 长盛基金 杨睿琦 

39 华泰柏瑞基金 杜聪 

40 兴合基金 侯吉冉 

41 兴业基金 高圣 

42 西部利得基金 吴桐 

43 华富基金 范亮 

44 永赢基金 张海啸 

45 中信保诚基金 孙浩中 

46 东海基金 何泽材 

47 中邮人寿 朱战宇 

48 新华资产 陈朝阳 

49 建信保险 杨晨 

50 泰康资产 邵文静 

51 中华联合保险 李东 

52 中国人寿 赵花荣 

53 国泰证券投资信托 鄭宗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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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方圆基金(香港) 董丰侨 

55 复华证券投资信托 陳俊諺 

56 京华山一国际(香港) 李学峰 

57 国新投资 李甑紫、黄晗星 

58 上海弥远投资 杨渝 

59 共青城鼎睿资产 王可丹 

60 上海景林资产 雨晨 

61 杭州乾璐投资 陈少楠、李翔 

62 和创数字基金 李泽鹏、郑凌雄、胡可臻 

63 北京金安基金 彭波 

64 鸿运基金 张永波 

65 珠海世豪基金 刘秋君 

66 凯恩资本 阮金阳 

67 上海冰河资产 刘春茂 

68 上海牛乎资产 徐磊 

69 郑州云杉投资 李晟 

70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 章溢漫 

71 浙江国信投资 张潘婷 

72 淡水泉投资 任宇 

73 杭州上研科领基金 王炜波 

74 航天科工投资基金 陈鹏 

75 华夏财富创新投资 程海泳 

76 
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

控股集团 
杨谠峰 

77 深圳征途投资 康浩平 

78 招银国际资本 杨春晖 

79 上海泊通投资 孔令全 

80 浙江沃金投资 程华 

81 上海沣杨资产 吴亮 

82 上海趣时资产 陈凯艺 

83 上海崇山投资 廖思颖 

84 上海肇万资产 崔磊 

85 上海拾贝能信基金 杨立 

86 
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

发区 
潘振华 

87 上海真滢投资 李莹 

88 上海沣杨资产 赵高尚 

89 上海德汇集团 张英杰 

90 深圳丞毅投资 胡亚男 

91 中关村协同发展投资 程相闯 

92 上海谦心投资 柴志华 

93 赛伯乐投资集团 程凯 

94 上海亘曦基金 朱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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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中盛晨嘉(深圳)基金 王方略 

96 东方国际(集团) 章斌 

97 海南鑫焱创业投资 陈洪 

98 江苏天麒基金 毛明震 

99 上海明河投资 姜宇帆 

100 上海大朴资产 陈星宇 

101 上海嘉世基金 李其东 

102 齐集投资 孙健 

103 上海名禹资产 陈美风 

104 重庆穿石投资 任正彬 

105 武汉证国基金 陈阜东 

106 海创(上海)基金 谢涵韬 

107 深圳市尚诚资产 杜新正 

108 华夏财富创新投资 刘春胜 

109 广州睿融基金 许高飞 

110 北京鸿道投资 於采 

111 上海健顺投资 邵伟 

112 上海启石资产 刘青林 

113 海南鸿盛基金 丁开盛 

114 深圳前海海雅金融 杨靖 

115 深圳市尚诚资产 黄向前 

116 海南富道基金 方何 

117 广东富业盛德资产 吴亚林 

118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 陈志 

119 福州开发区三鑫资产 冯强 

120 广东哈福投资 李可航 

121 郑州智子投资 李莹莹 
 

日期 2023年 5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