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米集团2021年多项业务收入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杨洁

3月22日晚，小米集团公布2021年四季度及2021年业绩。 尽管受到核心零部件全球供应短缺以及疫情等因素影响，小米集团多项业务收入仍创历史新高。 2021年，小米集团实现总收入3283.09亿元，同比增长33.5%，毛利率增至17.7%；利润达192.83亿元，受投资收益公允价值波动影响，同比下滑5.1%；经调整净利润达220.39亿元，同比增长69.5%。

智能手机业务量价齐升

智能手机业务占小米集团总收入56%，2021年实现量价齐升。 2021年，小米集团智能手机业务收入达到2088.69亿元，同比增长37.2%；全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9亿台，同比增长30%。 根据Canalys数据，2021年小米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三，市占率为14.1%。

在高端市场，小米手机竞争力提升、出货量增加，小米集团智能手机产品组合结构得到改善，提升了毛利率。 2021年，小米高端智能手机出货量占比由2020年约7%增至2021年约13%，智能手机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1.9%。

小米集团总裁王翔在业绩电话会上强调，将持续推进高端化战略。 芯片等零部件供应会在第二季度后加速改善。

IoT业务方面，2021年小米集团IoT与生活消费品业务收入达到849.80亿元，同比增长26.1%。 在高端化战略推动下，2021年小米智能电视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25%。 根据奥维云网数据，小米电视在内地市场出货量连续3年稳居第一，全球市场电视出货量稳居前五。

财报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小米AIoT连接设备（不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及笔记本计算机）数达到4.34亿，同比增长33.6%；拥有五件及以上连接至小米AIoT平台设备的用户数达到880万，同比增长40.4%。

2021年，小米集团互联网服务收入达到282.12亿元，同比增长18.8%，毛利率达74.1%，而2020年毛利率为61.6%。 小米集团表示，互联网业务毛利率提升主要由于广告业务贡献增大。 2021年，小米集团广告业务收入达到181亿元，同比增长42.3%，主要得益于用户规模持续扩大、高端手机占比提升以及商业化能力增强。

加强渠道建设

2021年，小米集团研发支出达到131.67亿元，同比增长42.3%。 小米表示，将坚持以技术为本，预计未来五年研发投入将超过1000亿元。

王翔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21年公司研发投入规模超出原计划，预计2022年研发投入规模仍将显著增长，研发投入的重点包括影像技术、快充技术以及智能汽车等。

除了加大研发投入，王翔表示，2022年小米集团会继续加强渠道建设。 在内地市场，2021年小米集团提前完成一万家线下零售店目标。 2022年，小米集团将继续加强渠道下沉，扩展乡镇市场，推进“销服一体”门店建设，并通过全链路数字化运营、加强店员专业培训、提高IoT产品销售连带率以及加强与运营商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提升线下门店经营效率。

同时，公司将继续稳固境外运营商渠道建设。 根据Canalys数据，2021年小米在欧洲地区运营商渠道市场份额上升至16.8%，在拉丁美洲地区上升12.3%。 2021年，小米集团境外市场运营商渠道智能手机出货量超过2500万台，同比增长超120%。 2021年小米境外市场收入达到1636亿元，同比增长33.7%，占总收入49.8%。

发力电动汽车产业

小米集团介绍，智能电动汽车业务进展超预期。 截至目前，汽车业务研发团队规模超过1000人，未来公司将继续在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核心领域加大研发。

小米汽车已落户北京经开区，将分两期建设年产能为30万辆的整车工厂，一期和二期产能均为15万辆，预计2024年首车将在北京经开区下线并实现量产。

针对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桩充电速度慢、排队时间长、效率低等问题，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此前表示，希望加快新能源汽车大功率快充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大功率快充网络规划布局，加强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推动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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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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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奥普特 公告编号：

2022-004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3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3月30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

邮箱info@optmv.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2年3月30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3月31日上午10:

00-11:0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3月31日上午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卢盛林

董事会秘书：许学亮

财务总监：叶建平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3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3月3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optmv.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法务部

电话：0769-82716188-185

邮箱：info@optmv.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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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八方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20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3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3月17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2-018）。

依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则的要求，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2年3月1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

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 前十大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王清华 48,600,000 40.40

2 贺先兵 19,617,071 16.31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354,740 14.43

4 俞振华 10,383,000 8.63

5 湖州冠群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9,000,000 7.48

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3,762,530 3.13

7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1,098,649 0.91

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五一组合 376,802 0.31

9 长江金色扬帆2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0,369 0.30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康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20,000 0.27

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贺先兵 19,617,071 27.47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354,740 24.31

3 俞振华 10,383,000 14.54

4 湖州冠群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9,000,000 12.61

5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3,762,530 5.27

6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1,098,649 1.54

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六零五一组合 376,802 0.53

8 长江金色扬帆2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0,369 0.50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康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20,000 0.45

10

上海瓴仁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瓴仁卓越长青二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9,987 0.42

特此公告。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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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证券代

码：“002193” ）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2年3月18日、2022年3月21日、2022年3月22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

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近期未主动发布或引导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的重大信息。

3、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4、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2、公司不存在需要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且未向除公司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第三方提供过

公司未公开的业绩信息。

3、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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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证券简称：粤海饲料，证券代

码：001313）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2年3月18日、2022年3月21日、2022年3月22日）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和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3日

德生科技董事长虢晓彬：

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巨大机遇

● 本报记者 武卫红

近日，德生科技董事长虢晓彬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公司将紧紧抓住数字经济的巨大机遇，搭建

政务与民生桥梁，更好地助力民生事业发展。

小卡片托起“大民生”

1999年，广东德生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经过多年

探索和创新，德生科技最终定位为社保民生综合运营服务

商。2017年，德生科技登陆深交所，并迅速发展成为社保卡

领域龙头企业，被称为“社保卡第一股” 。

数据显示，仅2021年德生科技第三代社保卡发卡量就

超过2500万张。 截至目前，德生科技第三代社保卡发卡量

累计达4000万张， 业务覆盖全国28个省级行政区、150余

个城市。

小卡片上做“大文章”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第三代社保卡渗透率已突破

10%。业内预测，随着近期全国各地“一卡通” 平台加速启

动，今年我国第三代社保卡发行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在虢晓彬看来，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第三

代社保卡作为连接政府和百姓日益紧密的信息和金融通

道，将成为重要的数字经济载体。

第三代社保卡应用场景方面，据虢晓彬介绍，德生科

技数年前就已进行战略布局。在最具发展前景的数字货币

领域，借助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数字人民币推广应用

再次获得重大突破。 其中，德生科技参股子公司北京惠民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冬奥通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场景的

主要建设方。

在数字身份证领域，德生科技的访客应用终端、人脸

门禁终端等产品已具有身份证识别功能，同时公司具备相

应的技术储备，目前正在对电子身份证的普及和应用进行

积极探索。“公司在身份识别、智能支付、补贴发放等应用

场景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在芯片、密钥安全、硬件终端等

领域具备丰富的技术储备。 ” 虢晓彬说，数字经济时代德

生科技将大有作为。

2020年以来，德生科技“一卡通” 业务全面发力，目

前已在芜湖、铜仁、东莞、保定、六安等城市落地，先发优

势显著。

凭借全产业链综合运营服务等优势，德生科技吸引了

华为技术、腾讯云、软通智慧、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多家

行业巨头，围绕“一卡通” 展开深度战略合作。“在华为技

术和腾讯云等优秀战略合作伙伴的协同下，未来德生科技

将更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质

量，共同助力民生事业发展。 ” 虢晓彬说。

借力资本市场 和元生物迈向新发展阶段

● 本报记者 黄一灵

3月22日，和元生物在上交所科创板上

市。 截至收盘，和元生物股价报21.91元/股，

涨幅为65.61%，总市值达108亿元。 和元生

物总经理贾国栋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和元生物将借助资本市场谋求进

一步规模化和全球化发展，借助临港产业基

地夯实公司在基因治疗CDMO领域第一梯

队的位置，回报广大投资者。

加大研发投入

和元生物成立于2013年， 聚焦于基因

治疗领域，提供基因治疗载体研制、基因功

能研究等CRO服务， 并为基因药物研发提

供IND-CMC药学研究、 临床样品GMP生

产等CDMO服务。

和元生物董事长潘讴东在上市仪式上表

示，和元生物将借力资本市场，迈向新的发展

高点。 和元生物将继续以基因治疗载体的研

发、改进、工业化生产技术提升为核心，进一

步扩充两大技术集群（基因治疗载体开发技

术、 基因治疗载体生产工艺及质控技术）内

涵，强化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同时进一步优化

商业模式，提高国际化产业整合能力。

“研发是公司长久发展的原动力，未来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吸引全球高端

人才。 ” 贾国栋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一方

面将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走向基因治疗行

业的“无人区” ，进一步开拓具有独创性的

基础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将积极引进新的技

术，快速拓展产能，提高生产效率，为客户提

供更好的CDMO服务， 推动基因治疗行业

快速发展。

行业前景广阔

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2015年以

来，全球基因治疗行业高速发展。 2016年到

2020年， 市场规模从5040万美元增长到

20.8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全球基因治疗市

场规模将达到305.4亿美元。

在和元生物的股东上海正心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林利军看来，基因与

细胞治疗是医疗领域新的发展方向，预计未

来20年将保持高速增长， 而CDMO在其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CDMO是一种新型研发生产外包模

式，主要为药企及生物技术公司提供临床新

药工艺开发和制备，以及已上市药物工艺优

化和规模化生产服务，包括临床前和临床试

验研究用药的生产以及商业化药品生产。

贾国栋看好中国基因治疗CDMO市场

长期发展。“基因治疗行业从基础科研转向产

业应用阶段，产业化人才和技术缺乏，因此基

因治疗行业更加依赖CDMO的支持和推动。

国内基因治疗行业目前以初创型生物科技公

司为主，从加快新药开发、降低研发风险等角

度考虑，对CDMO的需求更强劲。 ”

林利军认为，在科创板上市将进一步激

发和元生物的发展潜力，随着未来临港和元

智造精准医疗产业基地的建成，和元生物的

增长空间可期。

3月22日晚，小米集团公布

2021年四季度及2021年业绩。尽

管受到核心零部件全球供应短

缺以及疫情等因素影响，小米集

团多项业务收入仍创历史新高。

2021年， 小米集团实现总收入

3283.09亿元，同比增长33.5%，

毛 利 率 增 至 17.7% ； 利 润 达

192.83亿元，受投资收益公允价

值波动影响， 同比下滑5.1%；经

调整净利润达220.39亿元，同比

增长69.5%。

● 本报记者 杨洁

小米集团2021年多项业务收入创历史新高

德生科技新办公大楼效果图 公司供图

智能手机业务量价齐升

智能手机业务占小米集团总收入

56%，2021年实现量价齐升。 2021年，

小 米 集 团 智 能 手 机 业 务 收 入 达 到

2088 .69亿元 ，同比增长 37 .2% ；全年

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9亿台 ， 同比增

长30%。根据Canalys数据，2021年小米

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三，市占率

为14.1%。

在高端市场，小米手机竞争力提升、

出货量增加， 小米集团智能手机产品组

合结构得到改善， 提升了毛利率。 2021

年， 小米高端智能手机出货量占比由

2020年约7%增至2021年约13%，智能手

机业务毛利率提升至11.9%。

小米集团总裁王翔在业绩电话会上

强调，将持续推进高端化战略。 芯片等零

部件供应会在第二季度后加速改善。

IoT业务方面，2021年小米集团

IoT与生活消费品业务收入达到849.80

亿元，同比增长26.1%。 在高端化战略

推动下，2021年小米智能电视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超过25%。根据奥维云网数

据， 小米电视在内地市场出货量连续3

年稳居第一，全球市场电视出货量稳居

前五。

财报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小

米AIoT连接设备 （不包括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及笔记本计算机）数达到4.34亿，

同比增长33.6%；拥有五件及以上连接至

小米AIoT平台设备的用户数达到880

万，同比增长40.4%。

2021年， 小米集团互联网服务收入

达到282.12亿元，同比增长18.8%，毛利

率达74.1%， 而2020年毛利率为61.6%。

小米集团表示， 互联网业务毛利率提升

主要由于广告业务贡献增大。 2021年，小

米集团广告业务收入达到181亿元，同比

增长42.3%，主要得益于用户规模持续扩

大、 高端手机占比提升以及商业化能力

增强。

加强渠道建设

2021年， 小米集团研发支出达到

131.67亿元，同比增长42.3%。 小米表示，

将坚持以技术为本， 预计未来五年研发

投入将超过1000亿元。

王翔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21年

公司研发投入规模超出原计划， 预计

2022年研发投入规模仍将显著增长，研

发投入的重点包括影像技术、 快充技术

以及智能汽车等。

除了加大研发投入，王翔表示，2022

年小米集团会继续加强渠道建设。 在内

地市场，2021年小米集团提前完成一万

家线下零售店目标。 2022年， 小米集团

将继续加强渠道下沉，扩展乡镇市场，推

进“销服一体” 门店建设，并通过全链路

数字化运营、 加强店员专业培训、 提高

IoT产品销售连带率以及加强与运营商

合作等方式， 进一步提升线下门店经营

效率。

同时， 公司将继续稳固境外运营商

渠道建设。 根据Canalys数据，2021年小

米在欧洲地区运营商渠道市场份额上升

至16.8%， 在拉丁美洲地区上升12.3%。

2021年， 小米集团境外市场运营商渠道

智能手机出货量超过2500万台， 同比增

长超120%。 2021年小米境外市场收入达

到1636亿元，同比增长33.7%，占总收入

49.8%。

发力电动汽车产业

小米集团介绍，智能电动汽车业务

进展超预期。 截至目前，汽车业务研发

团队规模超过1000人，未来公司将继续

在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核心领域加大

研发。

小米汽车已落户北京经开区，将分两

期建设年产能为30万辆的整车工厂，一

期和二期产能均为15万辆， 预计2024年

首车将在北京经开区下线并实现量产。

针对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桩充电速

度慢、排队时间长、效率低等问题，小米集

团董事长兼CEO雷军此前表示， 希望加

快新能源汽车大功率快充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推进大功率快充网络规划布局，加强

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推动大功率充电基础

设施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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