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云科技副总裁林源：

云计算行业发展已经迈入深水区

本报记者 杨洁 实习记者 潘懿锟

科创板“混合云第一股”青云科技日前发布系列云原生产品，并专门针对信创场景发布了“全维信创云” 。 发布会后，青云科技副总裁林源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他认为，云计算行业发展已经迈入深水区，客户从技术行业延伸到传统行业，“深水区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技术翻译成能直接为客户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 ”林源表示，此次青云科技发布的产品具有全栈、全域、全态特征，希望联合上下游的硬件、终端设备、芯片、应用等企业，将打包完整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客户。

云原生时代来临

7月29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从CIC� 2021云计算峰会上获悉，青云科技发布端到端云原生战略，包括KubeSphere容器生态家族、云原生块存储QingStor� NeonI0、云原生分布式文件系统HydroFS、云原生数据库RadonDB、低代码全象云平台等云原生产品。

青云科技还与中国信通院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以新一代云原生信息技术为驱动的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数字新基建等发展。

所谓云原生（Cloud� Native），是一套技术体系和方法论。 Cloud表示应用程序位于云中，而不是传统的数据中心；Native表示应用程序从设计之初即考虑到云的环境，原生为云而设计，在云上以最佳姿势运行，充分利用和发挥云平台的弹性+分布式优势。

在青云科技董事长兼CEO黄允松看来，数字经济时代即意味着整个IT技术已经从工业时代、互联网时代进入到云原生时代，企业 IT系统逐步从支撑业务转变为引领业务，甚至与业务融为一体，以容器、微服务、Serverless、DevOps等为代表的云原生技术和理念全面推动云原生技术蓬勃发展。

黄允松认为，数字化是一场颠覆式创新，企业想实现战略数字化、业务数字化、组织数字化目标，战略视野和思路的转型尤为关键。 “‘一把手’不仅需要率先成为数字化领袖，还需要在顶层设计上，统一建设数字基建底座。 在技术路径上，需要采用云原生技术来实现业务应用开发、管理模式的颠覆性创新，并通过汇聚全域数据，让数据切实产生智能，改变业务决策认知与方法，实现业务流程的数字化。 ”

林源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解释了青云科技在数字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如果将数字化转型抽象成哑铃型结构，哑铃结构的两端分别是终端设备和应用，中间的连接部分则是枢纽，“作为连接左右两端的平台，青云科技可以接入所有设备和应用厂商，将异构化的数据有序化地管理起来。 ”

青云科技成立于2012年4月，是一家企业级ICT服务商与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通过一套自主创新、中立可靠、灵活开放的全维云平台，为数字世界高效运行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加速推动百行千业数字化转型。

从技术到解决方案

云原生产品是青云科技提供的标准产品，青云科技还专门针对信创场景发布了“全维信创云” 。 发布会介绍，青云全维信创云整体架构具有“全栈、全态、全域”的特点。

林源以“买房子”为例，对全维信创云的特性进行了说明。 他介绍，以前消费者购买房子，有的买的是毛坯房，但是如今市场也会提供装潢完善、支持拎包入住的精装房，这种产品与服务就可以理解为“全栈” ；消费者既可以租赁房子，也可以购买房子，而购买又分为全款购买、贷款购买等不同方式，“全态”即指产品支持各种交付形态；消费者购买房子不仅需要考虑房屋本身质量，还要结合交通、物业、周边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全域”指的就是针对不同行业的不同特点，向客户提供多维度的产品与方案组合。

落实到青云的全维信创云，其在服务层次上，可纵向跨越 IaaS、PaaS和应用平台的全栈云架构，覆盖众多品牌 ICT服务；在交付形态上，以统一架构实现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和托管云的一致化交付与管理；在服务场景上，集结云、网、边、端一体化能力，实现全域智能数据互联。

林源表示，云计算行业发展已经迈入深水区，客户从技术行业延伸到传统行业，谈论的内容也从技术问题变为场景和应用问题。“早年公司面对的是专业客户，需要提供的是产品和技术。 今天，越来越多的客户需要解决具体场景具体问题，青云科技需要响应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联合上下游的硬件、终端设备、芯片、应用等企业，将打包完整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客户。 ”

林源认为，深水区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技术翻译成能直接为客户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云计算在深水区落地最大的挑战在于，传统行业的人不懂数字化，而做技术的人不懂传统行业的架构和逻辑。 ”

对此，青云科技的策略是“先低代码，再无代码”，低代码开发平台主要面对开发者，具有更强的技术属性，较弱的行业属性；而无代码开发平台主要面对业务人员，非编码者可以快速构建和运行业务应用程序。

“IT（Internet� Technology，互联网技术）+� OT（Operation� Technology，操作技术）才能够解决问题。 ”林源强调。

林源还表示，青云科技坚持通过开源社区的方式拥抱数字化生态，降低开发商建立信任的门槛，并采取应用的视角，主张“小步落点，快速迭代” 。

上市增加信任感

2021年3月，青云科技登陆科创板，被称为“中国混合云第一股” 。 对于科创板上市的收获，林源表示，一方面，上市增加了公司知名度，有助于快速增强客户的信任感，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新用户；另一方面，上市缓解了客户对公司经营持续性的担心，客户开始考虑与青云进行深度绑定的合作。

2018年、2019年、2020年青云科技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82亿元、3.77亿元、4.29亿元，公司尚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且亏损规模相对较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49亿元、-1.90亿元、-1.63亿元。

青云科技在招股书中表示，预计公司在收入规模达到13亿元以上时，有望实现盈亏平衡。 公司表示，2021年后，在云产品业务高速（55%）、中速（40%）、低速（25%）增长三种情形下，云服务业务保持低增速，毛利率保持稳定，各项费用稳定增长，公司有望实现盈亏平衡的时点分别为2023年、2024年、2028年。

目前，云计算市场竞争激烈。 青云科技公告称，公有云领域规模效应突出，青云科技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面临阿里云、腾讯云等资本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 2019年公司云服务业务收入为1.3亿元，而阿里云云计算业务收入则高达400.16亿元。 在私有云领域，IDC数据显示，2019年公司在超融合整体市场中份额为3.4%，远低于华为（23.6%）、新华三（21.0%）、深信服（15.0%）等大型企业。 混合云领域未来前景广阔，各大厂商正在加速布局。

“巨头的逻辑是让自己的闭环生态更稳健，而青云科技在商业上的准则是‘有边界感’ 。 传统行业并非‘赢者通吃’ 。 我们不做应用，不做终端设备，专注在自己的领域上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让其他合作伙伴能够基于青云平台一起为客户服务。 ”林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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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泽医药：

深耕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产业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实习记者 郭霁莹

浙江和泽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和泽医

药” ）专注于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业务，目前其科创板上市

申请进度显示为“已问询” 。公司此次拟募集资金约5.43

亿元，用于药学研究及申报平台、临床研究与检测平台、

多肽及口溶膜技术研发平台等医药研发生产项目的建

设，并补充流动资金。

药物研发平台布局广泛

和泽医药是一家以药品研发为核心的专业CRO（合

同研究组织）企业，拥有超过1万平方米的药物研发实验

室和450人的研发及管理团队。

CRO是一种学术性或商业性的科学机构，负责实施

药物研究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活动， 受客户委托进行全

部或部分科学或医学试验，以获取相应报酬。医药行业的

高速发展加速了CRO行业的迅速成长。 目前，该行业的

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了创新药及仿制药研究与开发的各个

阶段和领域。

和泽医药立足于药品研发领域， 结合国内医药行业

一致性评价、仿制开发和创新药物发展的需求，截至报告

期末（2018年-2020年），搭建起多个具备核心关键技术

的研发平台，包括多肽药物研发平台、小分子药物研发平

台、 液体制剂平台、 固体制剂平台以及临床试验服务平

台，并持续推动缓释和肠溶制剂平台、吸入制剂平台、复

杂注射剂平台、渗皮及口溶膜片平台、局部给药平台等先

进技术平台建设以及相应核心技术研发、创新药研发；布

局中药研发、CMO（合同生产业务组织）/CDMO（合同

研发与生产业务）基地建设，完善研发服务体系，延伸服

务链条。

依托研发平台和核心技术， 除协助客户完成多个高

端仿制药、创新药研发项目外，和泽医药自主研发的高端

仿制药、创新药项目已有多个项目处于IND（研究性新

药申请）或待申报阶段，并实现多项高端仿制药技术成

果转化。

报告期内，公司包含药学研究、临床试验、技术成果

转化在内的主营业务快速增长，分别实现营收7081.42万

元、15076.61万元和28320.01万元，占总营业收入比重分

别达99.36%、81.09%和98.4%； 其中，2019年、2020年分

别增长112.9%和87.84%，年复合增长率达99.98%。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CRO业务对研发人员的素质、 研发能力要求较高，

为了提升公司业务承接能力， 和泽医药持续强化科研团

队建设、引进技术团队、充实项目人员数量。 报告期各期

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168人、245人、390人，占比

达76.36%、72.27%和79.59%。

同时，和泽医药还不断完善研发产业链，增加临床试

验、技术检测、生产验证等服务内容。 公司于2018年5月

成立了子公司颐源医药，搭建临床试验服务团队，并逐步

成立了技术检测团队，形成一支覆盖药品研发、项目管理

的研发团队，具备向客户提供综合和多元化服务的能力，

满足其多样化需求，增强获客能力和客户黏性。 此外，鉴

于药学研究、 临床试验等业务间的协同效应能够提高药

品研发效率和研发成功的概率， 和泽医药各项业务承接

能力均得以进一步提升。

为持续提升研发能力， 和泽医药还投入了大量经费

用于药物研发。 2018年至2020年，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

1276.34万元、1813.42万元、2857.39万元， 最近3年累计

投入达5947.14万元，占近3年累计营业收入的10.91%。

2015年至今，和泽医药共参与了多个仿制药及新药

项目的研发，64个项目完成申报并获得受理号，15个通

过了一致性评价，13个获得生产批件或原料药登记号。

其中，14个研发的药品项目系国内前三家通过审批或一

致性评价。

目前，公司服务的客户包括山东金城医药、杭州英柏

医药、苏州东瑞制药、福建全通生物、昆山龙灯瑞迪制药

等多家大型制药企业和新兴医药研发投资企业。

扩展深化主营业务

此次和泽医药拟募资约5.43亿元用于医药研发生产

项目建设并补充流动资金 ， 具体将以募资金额的

54.64%、13.43%、7.97%分别投入医学研究及申报平台、

临床研究与检测平台、 多肽及口溶膜技术研发平台的项

目建设中，并承诺项目建设期为两年。

和泽医药称， 此次募资是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全

面扩展和深化，有利于提升其技术研发能力，提高公司核

心竞争力。

针对在临床研究与检测平台建设子项目上的投资，

和泽医药表示， 公司的生物样本分析长期委托其他生物

样本分析公司进行， 而生物样本分析的质量直接关涉仿

制药、创新药的研发，甚至最终影响上市产品质量。 公司

将通过此次募资采购相应设备仪器，引入研发人员，提升

其在临床研究及检测领域的综合服务能力， 解决市场需

求旺盛与公司产能不足的矛盾，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并为

公司提供良好的投资回报和经济效益。

此外，此次募资将进一步增强和泽医药的多肽药物

研发能力。公司目前多肽药物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糖尿病

领域，此次募投项目将通过新建相关实验室并引进先进

实验室仪器设备，加强客户服务能力。 同时，引进一系

列国内外先进的仪器及行业优秀人才，研究开发口溶膜

剂领域产品，助力提升公司的整体研发实力，增强竞争

优势。

未来三年， 和泽医药将分别向产业链纵深和行业横

向方向发展布局。一方面，牢牢把握医药研发服务行业的

发展机遇， 积极践行MAH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 继续加强其在高端仿制药、 创新药等方面的药学研

究、临床研究能力及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推动高壁垒复杂

剂型平台建设，并建设高端制剂生产车间，往高端制剂、

特殊制剂的CMO/CDMO方向发展，为药品持有人制度

下的新持证人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服务， 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国内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在药品研发15年积累的

技术平台及研发经验的基础上， 向大健康领域的医疗器

械、医美产品、中医药CRO等领域布局，满足不同客户的

多样化需求，赋能产品迭代力和创新力。

拟募资20.3亿元扩充产能

丛麟环保：力争成为危废处理行业全国龙头

●本报记者 刘杨 实习记者 彭思雨

危废处理龙头企业上海丛麟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丛麟环保” ）日前在

科创板IPO审核状态变更为已问询。 根据招

股书，丛麟环保专注于危废无害化处置和危

废资源化利用业务， 客户包括华虹半导体、

宝武钢铁、中芯国际、特斯拉等。

本次闯关科创板，丛麟环保拟募资20.3

亿元投入上海、山东、山西等地项目建设，实

现第一轮产能扩张。 公司表示，将以子公司

上海天汉为示范，逐步在全国推行危废综合

处理新模式，提升市场占有率，逐步发展为

全国性领军企业。

专注危废处理领域

招股书显示，丛麟环保致力于危废处理

的资源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两项主营业务的技术水平业内领先。公司自

主研发了废有机溶剂资源化利用工艺技术、

废包装容器再生回收工艺及关键技术装备

和含铜废液深度净化循环再生工艺关键技

术三项无害化处置核心技术，以及回转窑危

废焚烧结焦防控及在线清灰清渣技术、危废

焚烧烟气低成本协同处理工艺技术两项资

源化利用核心技术，均已投入日常危险废物

处理。

据介绍，相比一般固废和水废，危险废

物具有种类多、处理技术难度高的特点。 丛

麟环保目前已形成科学配伍、 精稳进料、疏

散焦块和在线清理以及定制耐材和主动维

护等无害化处置专有技术，实现了焚烧工况

稳定、耐材持续使用时间长、装置运行费用

低、能量与其他工艺装置循环利用等技术突

破。 同时，公司烟气排放污染值多年来远低

于行业排放值标准，净化效率高于危废处理

行业均值。

相较同行业公司往往集中于单一品种

资源化产品，丛麟环保开发了多介质、复杂

组分的资源化技术和装备，可资源化生产有

机溶剂、无机盐类、基础油、重金属和包装容

器等超过20类产品。公司凭借多工艺协同的

模式优势，保证废有机溶剂利用过程中产生

废气焚烧处置的整体处理效率达到99.9%，

远超行业水平，“碳减排” 作用显著。

招股书显示，2019年-2020年， 丛麟环

保研发费用分别为3153.48万元和3253.20

万元，占营收比重分别为5.17%和4.86%。 公

司表示，将基于现有核心技术和长期处理经

验，大力发展行业领先的深度资源化利用技

术，通过危废在研项目全面攻坚芯片、光电、

高端装备制造和PCB等众多行业危险废物

处理的难点和技术瓶颈， 提高技术处理效

率， 并通过产品的深度加工提高产品附加

值， 实现高端制造业危废的深度循环利用。

同时，不断加强关键方面的技术升级，落地

全新的危废处理方法，通过前瞻性的技术储

备，不断满足市场对于公司的动态需求。

业绩不断提升

招股书显示，2018年-2020年（报告期

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稳中有升。 报告期

内， 得益于技术创新优势和综合处置模式

优势，公司毛利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存

在一定波动性， 分别为22.52%、55.98%和

53.16%。

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2018年主营业

务收入全部来自危废无害化处置业务。公司

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较快， 系2018年

末合并上海天汉所致。 2020年，公司收入总

体略有增长，其中无害化处置业务的收入金

额和占比均有上升，是由于上海临港地区工

业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示范基地再制造

能力升级项目中焚烧产线在2019年下半年

以及2020年陆续投产；同时，行业标准改变

及业务结构变化使资源化利用业务收入金

额和占比短期内有所下降。

丛麟环保表示，在定价模式上，公司向

上游产废单位收取危险废物处理服务费，并

结合危废的特性、 组分安排相应的处置方

案，根据处置方案和处置量与产废单位协商

定价。 报告期内，公司无害化处置业务平均

单价分别为5139.84元/吨、6225.89元/吨和

5356.51元/吨，2020年处置单价有所下降主

要系行业内竞争加剧。

公司表示，对于具备再生利用价值的危

险废物，公司不但向上游产废单位收取危险

废物处理服务费，也对资源化利用产生的有

机溶剂、无机盐类、基础油、重金属和包装容

器等资源化产品对外销售取得收入。 2020

年，公司资源化利用处理危废超4.6万吨，资

源化产品年销售量超过1.4万吨， 是未来大

力发展的业务方向。

招股书披露，安亭环保、华虹半导体、宝

武钢铁是公司前三大客户，中芯国际、特斯

拉（上海）、中国商飞、齐鲁制药等企业亦与

公司有良好合作。 同时，公司为上海交通大

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大批科研单位

提供一站式危险废物处理服务，支持高校和

科研单位的基础研究与科研工作。 目前，丛

麟环保已布局上海、江苏、山东、山西等区

域，累计服务客户6000余家。

行业发展潜力大

招股说明书披露，近年来，随着国民经

济的高速发展， 我国危废产生量快速增长。

2007年-2017年， 我国工业危废产生量从

1079万吨增加至6937万吨，10年累计增长

542.90%，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45%；据相

关预测， 我国2021年和2022年危废产量为

12953.86万吨和15788.93万吨，相较2017年

水平存在86.74%和127.60%的涨幅，处于持

续上升阶段。

据了解，2019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排

在前三位的省是山东、江苏、浙江。 丛麟环保

通过子公司山东环沃、蓬莱蓝天已经将业务

版图拓展至山东省，并且依托长三角区域间

合作的政策趋势逐步发展江苏等区域的业

务，逐步达成业务覆盖国内主要产废区域的

目标。

招股书显示， 丛麟环保本次募集资金

20.3亿元，拟使用募资加快上海、山东、山西

产业项目建设，提高产能，布局全国，提升市

场占有率。 投资项目包括上海临港地区工业

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示范基地再制造能

力升级项目、阳信县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二期

资源化项目、运城工业废物综合利用处置项

目、运城工业废物综合利用处置基地刚性填

埋场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

丛麟环保表示，公司将向上游延伸产业

链， 扩展危废处理品类； 同时公司正参考

Clean� Harbors等欧美发达国家危废处理

企业的经验，逐步开展产业链上游现场分拣

与预处理服务、安全运输服务等，提高危废

处理的整体安全性和效率。

结合上游产废企业的具体需求， 公司

将通过母公司与项目子公司之间的人才交

流、技术交流、集团统一管理等关键措施，

将上海天汉的成功经验定制化复制至全国

各地，实现全国范围内的高端产能布局。 本

次募集资金将用于第一轮扩张； 未来公司

将通过已有项目扩能、新建项目子公司、项

目收购或集团并购等多种方式稳健扩张公

司在全国各地的业务版图， 实现第二轮扩

张，力争成为危废处理行业的全国龙头。

青云科技全维信创云产品展台。 本报记者 杨洁 摄

云原生时代来临

7月29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CIC�

2021云计算峰会上获悉，青云科技发布端

到端云原生战略， 包括KubeSphere容器

生态家族 、 云原生块存储 QingStor�

NeonI0、 云原生分布式文件系统Hy-

droFS、云原生数据库RadonDB、低代码

全象云平台等云原生产品。

青云科技还与中国信通院宣布达成战

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以新一代云原生

信息技术为驱动的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数

字新基建等发展。

所谓云原生（Cloud� Native），是一

套技术体系和方法论。 Cloud表示应用程

序位于云中，而不是传统的数据中心；Na-

tive表示应用程序从设计之初即考虑到云

的环境，原生为云而设计，在云上以最佳姿

势运行， 充分利用和发挥云平台的弹性+

分布式优势。

在青云科技董事长兼CEO黄允松看

来，数字经济时代即意味着整个IT技术已

经从工业时代、互联网时代进入到云原生

时代，企业IT系统逐步从支撑业务转变为

引领业务，甚至与业务融为一体，以容器、

微服务、Serverless、DevOps等为代表的

云原生技术和理念全面推动云原生技术蓬

勃发展。

黄允松认为，数字化是一场颠覆式创

新，企业想实现战略数字化、业务数字化、

组织数字化目标，战略视野和思路的转型

尤为关键。“‘一把手’不仅需要率先成为

数字化领袖，还需要在顶层设计上，统一建

设数字基建底座。 在技术路径上，需要采

用云原生技术来实现业务应用开发、管理

模式的颠覆性创新，并通过汇聚全域数据，

让数据切实产生智能， 改变业务决策认知

与方法，实现业务流程的数字化。 ”

林源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解释了青云科

技在数字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 如果将数

字化转型抽象成哑铃型结构， 哑铃结构的

两端分别是终端设备和应用， 中间的连接

部分则是枢纽，“作为连接左右两端的平

台， 青云科技可以接入所有设备和应用厂

商，将异构化的数据有序化地管理起来。 ”

青云科技成立于2012年4月， 是一家

企业级ICT服务商与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提供商，致力于通过一套自主创新、中立可

靠、灵活开放的全维云平台，为数字世界高

效运行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 加速推动百

行千业数字化转型。

从技术到解决方案

云原生产品是青云科技提供的标准产

品， 青云科技还专门针对信创场景发布了

“全维信创云” 。 发布会介绍，青云全维信

创云整体架构具有“全栈、全态、全域” 的

特点。

林源以“买房子” 为例，对全维信创云

的特性进行了说明。他介绍，以前消费者购

买房子，有的买的是毛坯房，但是如今市场

也会提供装潢完善、 支持拎包入住的精装

房， 这种产品与服务就可以理解为 “全

栈” ；消费者既可以租赁房子，也可以购买

房子，而购买又分为全款购买、贷款购买等

不同方式，“全态”即指产品支持各种交付

形态； 消费者购买房子不仅需要考虑房屋

本身质量，还要结合交通、物业、周边环境

等因素综合考虑，“全域”指的就是针对不

同行业的不同特点， 向客户提供多维度的

产品与方案组合。

落实到青云的全维信创云， 其在服务

层次上， 可纵向跨越IaaS、PaaS和应用平

台的全栈云架构，覆盖众多品牌ICT服务；

在交付形态上，以统一架构实现公有云、私

有云、混合云和托管云的一致化交付与管

理；在服务场景上，集结云、网、边、端一体

化能力，实现全域智能数据互联。

林源表示， 云计算行业发展已经迈入

深水区，客户从技术行业延伸到传统行业，

谈论的内容也从技术问题变为场景和应用

问题。“早年公司面对的是专业客户，需要

提供的是产品和技术。今天，越来越多的客

户需要解决具体场景具体问题， 青云科技

需要响应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联合上下

游的硬件、终端设备、芯片、应用等企业，将

打包完整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客户。 ”

林源认为， 深水区的关键问题在于如

何将技术翻译成能直接为客户解决问题的

解决方案，“云计算在深水区落地最大的

挑战在于，传统行业的人不懂数字化，而做

技术的人不懂传统行业的架构和逻辑。 ”

对此，青云科技的策略是“先低代码，

再无代码” ， 低代码开发平台主要面对开发

者，具有更强的技术属性，较弱的行业属性；

而无代码开发平台主要面对业务人员，非编

码者可以快速构建和运行业务应用程序。

“IT（Internet� Technology，互联网

技术）+� OT （Operation� Technology，

操作技术）才能够解决问题。 ” 林源强调。

林源还表示，青云科技坚持通过开源

社区的方式拥抱数字化生态，降低开发商

建立信任的门槛，并采取应用的视角，主张

“小步落点，快速迭代” 。

上市增加信任感

2021年3月，青云科技登陆科创板，被

称为“中国混合云第一股” 。 对于科创板

上市的收获，林源表示，一方面，上市增加

了公司知名度， 有助于快速增强客户的信

任感，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新用户；另一方

面， 上市缓解了客户对公司经营持续性的

担心， 客户开始考虑与青云进行深度绑定

的合作。

2018年、2019年、2020年青云科技的

营业收入分别为2.82亿元、3.77亿元、4.29亿

元， 公司尚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且亏损规模

相对较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1.49亿元、-1.90亿元、-1.63亿元。

青云科技在招股书中表示， 预计公司

在收入规模达到13亿元以上时，有望实现

盈亏平衡。 公司表示，2021年后，在云产品

业务高速 （55%）、 中速 （40%）、 低速

（25%）增长三种情形下，云服务业务保持

低增速，毛利率保持稳定，各项费用稳定增

长， 公司有望实现盈亏平衡的时点分别为

2023年、2024年、2028年。

目前，云计算市场竞争激烈。青云科技

公告称，公有云领域规模效应突出，青云科

技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面临阿里

云、 腾讯云等资本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

2019年公司云服务业务收入为1.3亿元，而

阿里云云计算业务收入则高达400.16亿

元。 在私有云领域，IDC数据显示，2019年

公司在超融合整体市场中份额为3.4%，远

低于华为（23.6%）、新华三（21.0%）、深

信服（15.0%）等大型企业。 混合云领域未

来前景广阔，各大厂商正在加速布局。

“巨头的逻辑是让自己的闭环生态更

稳健，而青云科技在商业上的准则是‘有

边界感’ 。 传统行业并非‘赢者通吃’ 。 我

们不做应用，不做终端设备，专注在自己的

领域上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让其他合

作伙伴能够基于青云平台一起为客户服

务。 ” 林源表示。

青云科技副总裁林源：

云计算行业发展已经迈入深水区

科创板“混合云第一股” 青云

科技日前发布系列云原生产品，并

专门针对信创场景发布了 “全维信

创云” 。 发布会后，青云科技副总裁

林源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他认为， 云计算行业发展已经迈入

深水区， 客户从技术行业延伸到传

统行业，“深水区的关键问题在于如

何将技术翻译成能直接为客户解决

问题的解决方案。 ” 林源表示，此次

青云科技发布的产品具有全栈、全

域、全态特征，希望联合上下游的硬

件、终端设备、芯片、应用等企业，将

打包完整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客户。

●本报记者 杨洁 实习记者 潘懿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