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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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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天九投资、东方证券、东方财富、东北证券、广发证券、广东博众智能科

技投资、国海证券、国金证券、国泰海通、国投证券、国元证券、华安证券、海

南鸿盛私募基金、IGWT Investment、健顺投资、上海禧弘私募、深圳中天汇富

基金、泰康资产、天弘基金、太平洋证券、中邮证券、中信证券、招商证券等 

时间 2025 年 5 月 9 日 

地点 线上交流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 方毅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朱剑敏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王冠鹏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一、公司介绍 

感谢各位投资者，公司 2025 年一季度公司营收 1 亿左右，总体保持平稳，利

润有所下滑，主要是成本项影响，我们在数据资源方面持续投入，2024 年确认的

数据资产在本期也会进行摊销，公司数据资产摊销采用的是类似“水滴形”加速摊

销，符合数据价值的时效性特点，也能让数据资产更好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从

具体业务来看，公共服务 SaaS 产品采购模式切换在主要省份已基本落定，后续会

进入常态化；商业服务也是稳健发展，增能服务客户覆盖了绝大多数头部互联网

平台企业，行业认可度非常高。因此我们今年还是很有信心。 

公司一季度在 AI 方面做了更大布局，早在 2 年前我们就开始布局 AI，公司

是文心一言、通义千问等大模型的首批合作伙伴，也是 ChatGPT 首批直连客户，

在 2024 年上半年就接入了 DeepSeek。公司在 3 月份任命了首席 AI 官（CAIO），

并且抽调了 50 人骨干力量在 AI 领域进行专项攻坚。在 To C 领域，我们打造了个



知 App；在 To B 领域，公司正与产业伙伴共创打造应用场景；在 To G 领域，我

们公共服务产品已经拥抱 AI，积极运用 Agent（智能体）实现多系统和数据的协

同；同时，基于政务权威语料，我们打造了基于可靠内容的交互式公文写作助手

——强国公文助理，该产品通过交互式方式，结合个人和各级政府的知识库，快

速提升公文写作效率；此外，我们基于大模型和知识库的“子母机”，以极低成本

把“满血版”DeepSeek 部署其中，我们正和天使客户进行共创，将在产品体验更好

之后进行规模化推广。 

二、问答环节 

问 1：之前交流时方总介绍过 AI 相关的内容，包括与场景的结合和落地，请

问目前从客户侧的需求和相关产品的落地、回款情况等方面来看怎么样？ 

答：对于 AI 这块，我们更多是在垂直领域里做更有效的产品。To C 方面，

适量用户帮我们强化学习、调优产品，我们将这方面积累的能力在 To B 和 To G

业务中变现。在 To B 和 To G 方面，我们更多会在热点当中进行冷思考，通过接

触战略合作及潜在客户接触，关注他们的真需求和刚性需求，一起共创。比如“数

智绿波”，我们联合生态企业在杭州落地后效果很好后，接下来在全国十几个城市

进行落地。像这种 AI 应用做深做细的场景有很多，我们会选择若干场景，和合作

伙伴一起去把它做透。另外公司结合自身场景优势，依托自身智能化技术及 AI 研

发能力，探索在机器狗等智能产品原有“小脑”基础上长出“大脑”，开发出更多交

互功能，使相关产品变得更聪明、更容易落地，能够在公共服务等领域发挥作用。 

公司应收款有所增加，主要是回款周期相对会长一些，但在合理区间，同时

我们账龄各方面健康度都还不错。我们会继续推动从项目制走向产品化到服务化，

我们内部叫“721”，即七成是标准基线产品，两成是实施，一成是定制。 

问 2：公司创新业务“强国公文助理”相关应用已经有试点和应用，关于这块

的商业模式和收入空间的展望？而且市场上也有竞品，如何看待市场竞争？ 

答：我们对于产品和场景拥有非常强的理解能力，特别是现在有大模型的情

况下，很多技术层面实现平权，更关键是看谁对场景理解和用户体验把握得好，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公司有信心可以拼一拼。另外比较重要的是优质的语料，我们

自己有非常深厚的数据积累。我们在服务于“学习强国”的过程当中与客户建立了

信任，基于政务权威语料，我们打造了“强国公文助理”，这为公文写作的参考、



助写提高了效率。在这块我们会做三个方面：一是写作，其中我们非常有特色的

是有交互性写作，是把自己的思想放进去，不是偷懒式代写；二是个性化的快速

阅读，基于个人知识库，理解个人日常关心的内容，从大量文字中萃取与阅读者

相关的少量内容（比如从几万字中萃取强相关的几百字），方便快速阅读；三是

尝试在会议纪要方面创新。该产品的商业模式目前还在探索，目前已经在几个地

市在做试点，未来可能像公共服务业务一样，面向全国做 SaaS 化服务，而不是到

每个地方做一个项目制服务。 

问 3：公司在数据要素相关的落地方面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展望和信息？ 

答：国家数据局等相关部门在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发展。各个地方数据局目前

更加专注于场景，如 AI 结合数据要素，应用于医疗领域。公司与邵逸夫医院合作

在脑卒中预警预测做出高效模型，场景价值非常大。公司积极探索数据价值的融

合开发创造，在交通领域已得到实现，我们的数据结合多方数据融合计算之后，

数据融合度和丰富度非常好，我们希望在样板打好后推动数据资源的开放。 

问 4：公司财报提到储备购置了数千万元的 AI 算力资源，能否拆解下这个费

用，具体采购了哪些算力资源，投入到什么方向，后续的投入节奏又是怎样的？ 

答：我们不会囤算力，因为算力的价格变化很大；我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

客户的需求去配置相应的算力。首先，我们购置了价值数千万元的显卡，储备这

些算力，一部分是应用在我们自己内部研发和业务中，另一部分是我们可以为客

户进行私有化部署，解决部分客户存在的算力问题；其次，关于信创，我们也在

跟进国产设备的情况，用于公共服务的客户；最后，我们推出了小型的“子母机”，

预计单台机器用低成本就可以部署“满血版”DeepSeek。子母机不仅可以供单人使

用，而且可以多台组成小集群，让一个小型单位可以较低成本使用 “满血

版”DeepSeek。 

问 5：大家都在期待 DeepSeek R2 的发布，发布后公司会和他们有什么新的

合作吗？ 

答：我们也和大家一样期待 DeepSeek R2 的发布。我们认为 DeepSeek 类似于

Linux 系统，对专业人士来说就是成熟的产品，可以直接通过代码进行开发；对普

通用户来说则是个“半成品”。所以，在 DeepSeek 上面应该有一层类似“RedHat”或

者“安卓”的东西，以手机为例，首先手机需要有电话短信的基础功能，大模型也



是需要有自己的基础功能；其次，作为手机来说，用户使用会有自己的通讯录，

而对于大模型来说，如何规模化收集、便捷化处理个性化数据是非常必要；最后，

对于智能手机来说，可以很方便地下载、使用 App，大模型未来也会有多样性应

用。基于此，我们举办了“逐浪 AI AGENT 2025 黑客松创意赛”，就是希望共同发

动行业力量一起去二次开发开源大模型。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在 App 行业

中是非常独立的第三方角色，我们这种独立角色有利于我们和 DeepSeek 以及其

他伙伴形成良性的生态互补，为开发者进行更好的服务。我们在内部提出一个“A 

to A 计划”，即“App to Agent”，面向原来 App 开发者进行 AI 服务，让这些 App 更

快地实现“AI 化”，同时让 AI 能联动各种各样的 App。 

问 6：在 AI 时代下，以公司为代表的软件和计算机行业，用户对于 Agent 模

式会是什么样的态度，未来行业商业模式能否优化？ 

答：回顾 2013 年左右关于移动互联网入口和搜索形态的讨论，那时候我就提

出未来的搜索形态是打开应用商店，在应用商店里搜索 App 进行垂直搜索，所以

移动互联网的入口是 App Store，搜索形态是在 App 里进行垂直搜索。回到 AI 时

代的互联网入口，大模型问答入口极大分流或代替搜索流量，同时大部分门户推

荐还是在生态内，而当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的出现，大家开始积极拥抱 MCP，

探索基于 MCP 协议在提升用户体验和守护自身商业利益之间平衡发展。 

问 7：公司关注的重点问题有哪些，AI 业务的计划和未来结构是怎样的？ 

答：我们重点关注还是数据要素和 AI 相关。在数据要素方面，公司在数据要

素开发的主业上是非常坚定的，也做了一系列人事调整，以更好地去进行数据要

素的开发；在 AI 方面，公司目前更注重务实落地。AI 业务的节奏大概今年一季

度是产创、共创，二季度是落地、实施，三季度会有望形成合同。全年来说，AI

业务今年计划处于投入期，明年预计是收获期。公司不会错过 AI 的机会，但公司

更关注自身在数据使用上的能力，我们认为“开源大模型+闭源小数据”是未来的主

流，也是我们去发力的方向，再加上可信数据空间，未来有希望形成“飞轮”结构，

助推公司发展。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5 年 5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