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计算服务商青云科技冲刺科创板

连续三年净利润亏损

本报记者 杨洁

继优刻得之后，又一家云计算服务商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青云科技”）拟冲刺科创板。 4月7日晚，青云科技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上交所受理。 招股书显示，公司是一家平台级混合云 ICT厂商和服务商，致力于为企业用户提供自主可控、中立可靠、性能卓越、灵活开放的云计算产品与服务。

不过，青云科技2017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净利润亏损，2018年至2019年连续两年经营性现金流为负。 公司提示，由于所在行业竞争激烈，未来仍有继续亏损风险。

混合云业务具备优势

招股书显示，从2012年创立至今，青云科技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具备了全维度的云产品与云服务交付能力：在技术层次上，公司自主研发形成跨越智能广域网、 laas和 Paas的云网一体技术架构体系，拥有全面的 ICT服务能力；在交付形态上，以统一技术架构形成云产品、云服务两大标准化业务模块，根据客户需要满足私有云、公有云和混合云的部署需求，并针对多个行业形成了完善的行业云计算解决方案；在场景纵深上，公司正着力布局发展集云、网、边、端于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能力，实现更广义的数据互联。

青云科技 称，混合 云是云 计算行业 发展演 变的重 要趋势 ，已成为各 个云计 算厂商 争相布局 的方向 。 公司是 布局混 合云业务 的领先 厂商，对 比国内 其他云计 算厂商 ，公司并 非单方面 发展公 有云或 私有云 ，而是在两 类业务 中均有 不俗表 现，且由于 其统一 的底层 架构，以及 多年所 积累的 服务大 中型传统 企业的 经验 ，在 混合云 领域具有 显著优 势。

在具体的技术储备方面，青云科技表示，公司在超大规模数据中心P2P机器人资源调度技术、超大规模软件定义网络技术、超高性能分布式数据块存储技术、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存储技术、企业级分布式ServerSAN存储技术、智能广域网SD-WAN调度技术、云应用开发及运行平台技术、跨多可用区Region多活技术、高并发负载均衡集群技术、SDN容器网络直通技术等技术领域已取得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在此基础上积累了1项注册专利及38项软件著作权，另有11项专利在审核中。

近年来，公司研发费用持续增长，2017年至2019年，青云科技研发费用分别为3067.42万元、6426.93万元、6954.25万元，呈较快上涨趋势，分别占当期营收12.82%、22.81%及18.45%。

目前 ，公司 已经积 累了大 量客户，既 包括大 型企事 业客户 ，如光大银 行、中国 银行、招 商银行、泰 康保险 、中国太 平 、中国 移动 、中国 联通 、广 东省公 路局、中 国国际航 空等 ，也 包括新 兴行业及 互联网 企业，如 好未来 、VIPKID 、人民网、升 哲科技 、有棵树 、 e城 e家等 。

尚未盈利

招股书显 示，由于 云计算 业务前期 固定资 产投入 及研发 支出较大 ，公司目 前尚未 实现盈利 ，且预计 公司经 营会持 续产生大 量开支 。

2017年至2019年，青云科技的营收规模分别为2.39亿元、2.82亿元、3.77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亏损9647.78万元、1.49亿元、1.90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亏损5360.63万元、1.27亿元、1.38亿元。 公司表示，截至招股书签署，由于公司新技术与新产品研发投入较大，所处云计算行业尤其是公有云领域竞争较为激烈，该亏损情形尚未消除。

青云科技 解释 ，由 于云服 务所需计 算、存储 、网络等 硬件基 础资源更 新迭代 迅速 ，公 司需根据 市场环 境 、业务 发展预 期和固定 资产更 新计划 ，对固定 资产进行 持续性 的采购 和部署。 2017年 至 2019年，公 司固定 资产新 增金额分 别为 6625 . 70万 元 、 5489 . 20万元 、 6483 . 87万元 ，并 对应产生 数据中 心及网 络资源租 赁费 ，导 致固定 资产折 旧和数据 中心成 本占比 较高 ，影 响了公司 的毛利 率表现 。

2017年至2019年，青云科技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22.27%、11.01%、12.51%。 其中，云产品业务毛利率分别为40.28%、33.59%、33.02%，云服务业务毛利率分别为2.30%、-18.92%、-26.53%，整体呈下滑趋势，主要是公有云领域竞争激烈、客户结构调整、前期固定资产投入较大等因素所致。 青云科技对此表示，公司未来将通过深耕私有云市场、丰富产品线并探索交叉销售机会、强化成本控制和提高经营效率等策略，优化公司的毛利率表现。

云计算是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受到产业各界高度关注。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金山软件、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华为、新华三、联想、VMWare等传统大型IT软硬件提供商，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国有电信运营商，均积极布局云计算领域，云计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青 云 科 技 表 示 ， 随 着 众 多 巨 头 进 入 云 计 算 领 域 ， 行 业 竞 争 越 发 激 烈 ， 价 格 战 逐 渐 升 级 ， 尤 其 公 有 云 行 业 更 为 明 显 ， 对 公 司 造 成 一 定 影 响 。 据 介 绍 ， 2016 年 11 月 ， 亚 马 逊 宣 布 全 面 下 调 主 力 产 品 EC2 的 价 格 ， 其 中 中 国 （北 京 ） 区 域 作 为 降 价 重 点 ， 最 高 降 幅 为 10 ％ ； 2017 年 11 月 22 日 ， 阿 里 云 在 云 栖 大 会 疒 东 分 会 上 再 度 宣 布 大 幅 降 价 ， 包 括 云 服 务 器 的 ECS 企 业 级 实 例 、 RDS 数 据 库 及 CDN 服 务 ， ECS 实 例 优 惠 40 % ， CDN 服 务 降 幅 为 25 % ， 价 格 再 一 次 刷 新 行 业 低 点 。

现金流堪忧

青云科技目前尚未盈利，主要通过股权融资及债权融资方式获得营运资金，保证较为充裕的现金流。

天眼查显示，自2012年成立至今，青云科技总共完成四轮融资。 2012年成立之初，获得来自蓝驰创投的200万美元A轮融资。 最近一次D轮融资是2017年6月，青云科技获得包括招商证券国际、招商致远资本、阳光融汇资本等机构投资10.8亿元。

青云科技表示，公司业务运营所需资金量较高，2017年至2019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051.19万元、-6239.70万元及-8700.04万元，2018年和2019年均为负数。公司表示，未来，公司为了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规模、丰富产品线、完善销售渠道、提升公司核心技术先进性与市场竞争力，仍需要继续投入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销售投入、固定资产支出和其他日常经营支出。

本次科创板上市，青云科技选择第四套上市标准，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30亿元，且最近一年营收不低于3亿元。 中金公司为青云科技保荐机构，公司计划募资规模约为11.88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云计算产品升级项目、全域云技术研发项目、云网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青云科技由黄允松、甘泉、林源三人在2012年携手创立。 招股书介绍，黄允松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CEO，是中国云计算领域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在创立青云前曾任职于IBM，为 IBM创始人之一；公司首席架构师、CTO甘泉及运营副总裁林源曾在华为、IBM、百度、腾讯等公司任职，均深耕云计算相关领域多年。

A06

公司新闻·科创板 Company

■

2020

年

4

月

9

日 星期四

■

责编：钟志敏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277

□本报记者 杨洁

混合云业务具备优势

招股书显示，从2012年创立至今，青云

科技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具备了全维度的云

产品与云服务交付能力： 在技术层次上，公

司自主研发形成跨越智能广域网、laas和

Paas的云网一体技术架构体系， 拥有全面

的ICT服务能力；在交付形态上，以统一技

术架构形成云产品、云服务两大标准化业务

模块，根据客户需要满足私有云、公有云和

混合云的部署需求，并针对多个行业形成了

完善的行业云计算解决方案； 在场景纵深

上，公司正着力布局发展集云、网、边、端于

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能力，实现更广义的数据

互联。

青云科技称， 混合云是云计算行业发

展演变的重要趋势， 已成为各个云计算厂

商争相布局的方向。 公司是布局混合云业

务的领先厂商，对比国内其他云计算厂商，

公司并非单方面发展公有云或私有云，而

是在两类业务中均有不俗表现， 且由于其

统一的底层架构， 以及多年所积累的服务

大中型传统企业的经验， 在混合云领域具

有显著优势。

在具体的技术储备方面， 青云科技表

示， 公司在超大规模数据中心P2P机器人资

源调度技术、 超大规模软件定义网络技术、

超高性能分布式数据块存储技术、海量非结

构化数据存储技术、 企业级分布式Server-

SAN存储技术、 智能广域网SD-WAN调度

技术、云应用开发及运行平台技术、跨多可

用区Region多活技术、 高并发负载均衡集

群技术、SDN容器网络直通技术等技术领域

已取得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在此基

础上积累了1项注册专利及38项软件著作

权，另有11项专利在审核中。

近年来， 公司研发费用持续增长，2017

年至2019年， 青云科技研发费用分别为

3067.42万元、6426.93万元、6954.25万元，呈

较快上涨趋势， 分别占当期营收12.82%、

22.81%及18.45%。

目前，公司已经积累了大量客户，既包

括大型企事业客户， 如光大银行、 中国银

行、招商银行、泰康保险、中国太平、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广东省公路局、中国国际航

空等，也包括新兴行业及互联网企业，如好

未来、VIPKID、人民网、升哲科技、有棵树、

e城e家等。

尚未盈利

招股书显示， 由于云计算业务前期固

定资产投入及研发支出较大， 公司目前尚

未实现盈利， 且预计公司经营会持续产生

大量开支。

2017年至2019年， 青云科技的营收规

模分别为2.39亿元、2.82亿元、3.77亿元；归

母净利润分别亏损9647.78万元、1.49亿元、

1.90亿元；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亏损

5360.63万元、1.27亿元、1.38亿元。 公司表

示，截至招股书签署，由于公司新技术与新

产品研发投入较大，所处云计算行业尤其是

公有云领域竞争较为激烈，该亏损情形尚未

消除。

青云科技解释，由于云服务所需计算、

存储、网络等硬件基础资源更新迭代迅速，

公司需根据市场环境、 业务发展预期和固

定资产更新计划， 对固定资产进行持续性

的采购和部署。2017年至2019年，公司固定

资产新增金额分别为6625.70万元、5489.20

万元、6483.87万元， 并对应产生数据中心

及网络资源租赁费， 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和

数据中心成本占比较高， 影响了公司的毛

利率表现。

2017年至2019年， 青云科技的综合毛

利率分别为22.27%、11.01%、12.51%。其中，

云产品业务毛利率分别为40.28%、33.59%、

33.02%， 云服务业务毛利率分别为2.30%、

-18.92%、-26.53%，整体呈下滑趋势，主要

是公有云领域竞争激烈、 客户结构调整、前

期固定资产投入较大等因素所致。青云科技

对此表示， 公司未来将通过深耕私有云市

场、丰富产品线并探索交叉销售机会、强化

成本控制和提高经营效率等策略，优化公司

的毛利率表现。

云计算是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受到产

业各界高度关注。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金

山软件、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华为、新华

三、联想、VMWare等传统大型IT软硬件提

供商，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国有电信

运营商，均积极布局云计算领域，云计算市

场竞争更加激烈。

青云科技表示， 随着众多巨头进入云

计算领域， 行业竞争越发激烈， 价格战逐

渐升级， 尤其公有云行业更为明显， 对公

司造成一定影响。 据介绍，2016年11月，亚

马逊宣布全面下调主力产品EC2的价格，

其中中国 （北京） 区域作为降价重点，最

高降幅为10％；2017年11月22日， 阿里云

在云栖大会疒东分会上再度宣布大幅降

价，包括云服务器的ECS企业级实例、RDS

数据库及CDN服务，ECS实例优惠40%，

CDN服务降幅为25%，价格再一次刷新行

业低点。

现金流堪忧

青云科技目前尚未盈利，主要通过股权

融资及债权融资方式获得营运资金，保证较

为充裕的现金流。

天眼查显示，自2012年成立至今，青云

科技总共完成四轮融资。 2012年成立之初，

获得来自蓝驰创投的200万美元A轮融资。

最近一次D轮融资是2017年6月， 青云科技

获得包括招商证券国际、 招商致远资本、阳

光融汇资本等机构投资10.8亿元。

青云科技表示，公司业务运营所需资金量

较高，2017年至2019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051.19万元、-6239.70

万元及-8700.04万元，2018年和2019年均为

负数。公司表示，未来，公司为了进一步拓展公

司业务规模、丰富产品线、完善销售渠道、提升

公司核心技术先进性与市场竞争力，仍需要继

续投入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销售投入、固定

资产支出和其他日常经营支出。

本次科创板上市，青云科技选择第四套

上市标准， 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30亿元，

且最近一年营收不低于3亿元。 中金公司为

青云科技保荐机构，公司计划募资规模约为

11.88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云计算产品

升级项目、全域云技术研发项目、云网一体化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青云科技由黄允松、甘泉、林源三人在

2012年携手创立。 招股书介绍，黄允松目前

担任公司董事长及CEO，是中国云计算领域

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在创立青云前曾任职于

IBM，为IBM创始人之一；公司首席架构师、

CTO甘泉及运营副总裁林源曾在华为、

IBM、百度、腾讯等公司任职，均深耕云计算

相关领域多年。

中信博科创板申请获受理

拟募集不超过6.81亿元用于主业拓展

□本报记者 董添

4月7日晚，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中信博” ）披露《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申报稿)》

（简称“招股书” ）。公司拟通过科创板首发

上市募集资金约为6.81亿元，将用于太阳能

光伏支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江苏中信博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项目及补

充流动资金。

专注太阳能光伏支架业务

招股书显示，2017年至2019年 （简称

“报告期” ），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5.81亿

元、20.74亿元、22.82亿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

为4318.14万元、9724.24万元和16225.34万

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在研发投入方面，报告

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3.15%、3.1%和3.57%。

在上市标准方面，招股书显示，结合公

司的技术水平、盈利能力和市场估值水平合

理估计，预计上市后的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

亿元。 因此，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上市规则》中“（一）预计市

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

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一

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1亿

元” 的上市标准。

公开资料显示， 公司立足新能源行业，

是专注于太阳能光伏支架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营业务为光伏支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

销售， 主要产品为光伏跟踪支架和固定支

架。 公司销售模式为直销，下游客户主要为

国内外的电站工程总承包商（EPC）和电力

投资公司（业主），公司为其提供定制化的

产品服务。 2016年至2018年，公司光伏跟踪

支架年度出货量分别位列全球第五、第四及

第四；全球市场占有率从2016年的6.33%上

升至2018年的8.59%。

公告显示，公司上市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事务所

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资

产评估机构为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募资巩固主业

招股书显示， 公司拟公开发行约

3392.89万股， 本次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不低于25%。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约为6.81亿元，将用于太阳能光伏支

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项目及补充流动

资金。

公司表示，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

大，公司现有厂区和设备已经难以满足下游

市场增长的需求，产能瓶颈已经成为制约公

司业务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太

阳能光伏支架生产基地的建设，将有利于公

司突破产能瓶颈制约，提高产能，减少对外

购部件的采购，并依托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品

牌优势，抓住全球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机

遇，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具体来看，太阳能光伏支架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是由公司子公司安徽融进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实施， 建成达产后将新增年产

2.8GW高品质光伏支架的生产能力。项目拟

投资5.01亿元，包含建设投资1.66亿元、软硬

件及设备投资2.77亿元、 预备费投资1382.7

万元以及铺底流动资金4511万元。项目经济

效益测算的计算期为11年， 其中建设期为2

年，第2年达产约为50%，第3年满负荷生产。

研发中心项目总投资8006.73万元，其

中建设投资3024万元、 软硬件设备投资

3783.55万元、预备费189.18万元以及研发费

用1010万元，项目建设期为18个月。 项目不

单独核算经济效益。项目建设将着眼于公司

战略及行业发展趋势， 配合公司生产技术、

工艺流程、质量控制，进行研究开发，目的是

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品质、丰富产品结

构、吸收高端人才，确保公司产品及技术始

终符合行业需求。 项目效益主要是通过强化

公司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核心竞

争力，间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

在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方面，公司拟用部

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1亿元。公司指出，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发展较快，营业收入复

合增长率超过20%；未来三年，公司营业收

入预计仍然将保持增长，营运资金需求预计

将存在较大缺口。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

位后，公司可依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将流

动资金用于扩大生产、技术研发、市场开拓

等方面，将有效缓解未来公司营运资金紧张

的局面， 有利于公司的进一步持续健康发

展； 同时将有效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优

化资产负债结构， 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降

低公司的营运风险。

受政策影响大

招股书显示，公司主要存在行业政策变

化风险、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和应收账

款回收风险等三大风险。

在行业政策变化风险方面，随着光伏发

电技术的逐步成熟、 光伏发电成本持续下

降，部分地区已实现或趋近平价上网，但部

分地区现阶段的发电成本仍高于传统能源，

政府政策扶持和推动对光伏发电产业仍具

有积极作用。 同时，光伏新能源行业与相关

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形势及产业政策关

联度较高，光伏行业发展受政府政策影响较

大，如果宏观经济或相关的政府补贴、扶持

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行业的发展和公司的盈利水平。

在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方面， 公司

主营业务为光伏支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为光伏跟踪支架、固定支架。 公

司在生产过程中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为钢材，

报告期内， 外购的钢材占采购总额的比例较

高。目前，公司已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签订了

框架协议以确保主要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

及时性。 但如果公司在签订销售订单并确定

销售价格后，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而

销售价格无法随原材料价格同步调整， 将导

致公司光伏支架产品毛利率存在下降的风

险，从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在应收账款回收风险方面，受公司业务

规模扩大的影响，公司存在一定的应收账款

回收风险。 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

余额分别为4.14亿元、9.3亿元、9.1亿元，占

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6.18% 、

44.83%、39.87%。 尽管目前公司已制定并执

行了谨慎的销售政策和授信审批政策，但若

未来下游行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者客户

财务状况恶化，公司将面临部分客户所欠的

应收账款难以收回的风险。

多项技术实现进口替代

艾索信息闯关科创板

□本报记者 刘杨

4月7日， 上交所受理艾索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艾索信息” ）科创板上市申请。 雷达信号与信息处理系统

是雷达的“大脑” ，对雷达探测、跟踪等性能有着根本影响，

决定了雷达装备的智能化水平。 艾索信息专注于军工电子

信息行业的信号与信息处理技术与产品研发， 其多项技术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实现了进口替代。 此次闯关科创板，艾

索信息拟募资4.24亿元投向 “iTHOR�先进技术实验室项

目”“信息化弹药研发及生产项目”等四大项目。

部分产品实现进口替代

艾索信息成立于2009年2月28日，由自然人李锋林、张

焕颖、何波、李亮、宋晓伟、赵海军、夏金艳、杨晓伟、朱伟共

同出资设立。 公司主营业务为信号与信息处理技术的开发

及应用，主要从事复杂高速信号与信息处理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服务。

根据招股书， 艾索信息主要为国内大型军工集团及其

下属单位提供雷达装备、雷达对抗装备、信息化指控装备的

核心组件、系统整机及技术开发服务，并通过军用技术向民

用领域转移，形成多种先进的民用电子信息产品。公司主要

客户包括军队、中国电科、中国电子、中国兵工、中国兵装、

航空工业、航天科工等国有大型军工集团下属的研究所、军

工厂及大专院校。

公司指出，凭借其在信号与信息处理领域的开发经验，

形成了复杂电磁环境抗干扰技术、某电子对抗技术、高速数

据采集存储技术、多源信息处理技术等核心技术体系，其中

多项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实现了进口替代，并成功应用

在我国军方多个重点型号装备中。

在雷达及其信号与信息处理产品方面， 公司已成功实

现进口替代。 据了解，2016年以前，我国民航机场场面监视

雷达几乎被丹麦Terma等国外公司垄断。 公司作为雷达核

心部件信号与信息处理系统提供商， 协助国产雷达整机单

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A2单位，成功研制出具

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X波段机场场面监视雷达。

2017年，该雷达整机产品获得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

导航监视设备临时使用许可证， 截至目前已成功应用于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等国内多个民航机场， 打破国外在该领域

数十年的垄断。

研发投入占比高

财务数据显示，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简称“报告

期”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7593.63万元、10697.60万元

和10740.51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515.63万元、3687.25万元和3259.29万元。

军工产品具有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高、研发风险大等

特点， 公司存在研发投入不能获得预期效果从而影响盈利

能力的风险。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6.18%、21.91%和24.40%。

艾索信息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目前已取得专利共7项，

其中包括1项国防发明专利， 拥有经登记的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共54项，并且通过自主研发突破多项核心技术。

受技术驱动的行业特征影响， 行业内可比公司的研发人

员占公司人员数量的比例通常较高。在可比公司中，除高德红

外（研发人员占比为27.02%）、淳中科技（研发人员占比为

30%）外，其余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处于53.19%-69.47%的

区间内，艾索信息的研发人员占比为64.85%，相对比较高。

公司表示，当前公司正处于业务发展的关键时期，多项新

产品和新技术处于研发阶段。因此，核心技术的保密对公司的

发展尤为重要， 若公司未来因核心技术人员流动或专利保护

措施不力等原因，导致公司核心技术泄密，将一定程度上削弱

公司的技术竞争力，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在客户集中度方面，受国防科技行业体制的影响，公司

客户集中度较高。报告期内，公司来自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83.62%、97.15%和85.08%， 其中，

第一大客户的收入占比分别为45.59%、39.07%和26.83%。

值得注意的是， 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国内大型军工集团及

其下属单位等。 受军工客户采购政策影响， 货款支付周期较

长。报告期内，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6953.21万元、

12472.45万元和14202.54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91.57%、116.59%和132.23%。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增长，报

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增长较快。公司表示，未来如受客户回款

支付周期变化的影响， 公司将可能面临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

回的风险，将影响公司的资产周转速度和资金流动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方面，公司表示，年初受防疫管控

措施的影响，公司原材料采购、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短

期内相比正常情况有所延后，但由于公司及主要客户、供应

商均不在主要疫区，截至目前疫情对公司的采购、研发、生

产和销售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下游市场持续释放

艾索信息本次选择第一套上市标准，公司拟募资4.24亿

元投向“iTHOR�先进技术实验室项目”“信息化弹药研发

及生产项目”“雷达智能传感系列产品研发、 生产及服务项

目” 和“信息化指控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及服务项目” ，以扩

充现有产品线，寻找新的收入增长点，实现未来的持续增长。

艾索信息表示， 通过 “iTHOR� 先进技术实验室项

目” ， 公司将巩固其在信息处理系统技术方面的核心竞争

力，保持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对核心技术研

发资金和人员的持续投入， 着力培养一批高水平的项目管

理专家、技术专家，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国防信息化体系建设的推进，我国军

队一方面现有武器装备存在换代更新的需求， 另一方面新型

电子化装备不断推出，军工电子行业整体产值占比有望提高。

因此，公司的业务未来将受益于下游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

军工电子信息行业一直是我国科技创新规划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重点关注领域。《“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将从2015年的8%提升至15%， 形成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5个产值规模

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 平均每年带动新增就业100万人以

上。 《军队建设发展“十三五” 规划纲要》也明确指出，到

2020年， 军队要如期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三步

走” 发展战略第二步目标，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

任务，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凭借在军工细分领域领先的技术实力， 艾索信息已获

知名创投的关注。达晨财智创投董事兼总经理肖冰，以及由

达晨财智创投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达晨恒胜，在2014年

1月便携手入股艾索信息。 目前，达晨恒胜和肖冰分别持有

艾索信息7.44%和0.83%股权。

云计算服务商青云科技冲刺科创板

连续三年净利润亏损

� 继优刻得之后， 又一家云

计算服务商北京青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青云科技” ）

拟冲刺科创板。 4月7日晚，青

云科技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上

交所受理。招股书显示，公司是

一家平台级混合云ICT厂商和

服务商， 致力于为企业用户提

供自主可控、中立可靠、性能卓

越、 灵活开放的云计算产品与

服务。

不过，青云科技2017年至

2019年连续三年净利润亏损，

2018年至2019年连续两年经

营性现金流为负。公司提示，由

于所在行业竞争激烈， 未来仍

有继续亏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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