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安信总裁吴云坤：

高研发投入构建技术壁垒 网络安全产业重要性凸显

本报记者 康曦

“通过持续的高研发投入，公司构建了技术壁垒，核心产品已具备国际竞争力，并以‘零事故’交上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网络安全保障答卷。 目前，研发投入高峰期已过，2025年前公司会实现盈利。 奇安信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第一的网络安全公司’ ，将持续打造网络安全组织平台，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全流程服务。 ”奇安信总裁吴云坤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2021年，奇安信的营收在全球网络安全公司中排名第9位。

订单保持高速增长

今年一季度，奇安信新增订单超9亿元，同比增长逾六成。 吴云坤告诉记者：“二季度尽管受到疫情影响，订单仍然保持高速增长。 ”

订 单 增 长 背 后 是 政 策 和 市 场 的 共 振 。 从 政 策 端 看 ，《关 于 加 快 推 进 国 有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工 作 的 通 知 》 2020 年 8 月 发 布 ， 就 推 动 国 有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作 出 全 面 部 署 。 吴 云 坤 说 ， 国 有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加 速 ， 对 网 络 安 全 的 投 入 加 大 。 目 前 ， 网 络 安 全 占 国 有 企 业 信 息 化 投 入 的 5 % -15 % ， 相 比 过 去 的 1 % -3 % 大 幅 提 升 。

从市场端看，全球都在关注和重视网络安全。 自2021年开始，奇安信在国际市场屡屡取得重大突破。 在国内市场，网络安全产业方面的投资不断扩大。

近年来，奇安信的营收保持稳步增长态势，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公司分别实现营收31.54亿元、41.61亿元和58.09亿元。 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6.59亿元，同比增长44.52%。

“因为研发投入大，奇安信还没有实现盈利。 公司为建设研发平台、布局新赛道产品、提升攻防竞争力、建立全国应急响应中心进行了大量投入。 网络安全产业在国内起步较晚，要与国际竞争对手比拼，就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建立自己的技术壁垒。 ”吴云坤表示。

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公司研发投入的金额分别为10.47亿元、12.28亿元、17.48亿元，占当年营收的比例分别为33.20%、29.51%、30.10%。

在持续的高研发投入下，奇安信的竞争优势逐渐显现。 “2020年，公司营收在全球网络安全公司中排名第14位，到2021年提升至第9位，我们希望在2025年进入前5位。 未来，我们会继续保持一定的研发投入，确保公司高质量发展。 但公司的研发投入高峰期已过，2025年前会实现盈利。 ”吴云坤说。

打造网络安全样板

奇安信是奥运会历史上首家第三方网络安全赞助商，公司以“零事故” 交上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网络安全保障答卷，并首创了融合供应商、供应链安全的冬奥会系统安全体系。

吴云坤告诉记者：“北京冬奥会的网络安全保障实现了模式、架构、产品和服务四大方面的创新。 ”

在奥组委技术部统筹下，内生安全体系建设除了使用奇安信的资源，还调动了国家和社会多方资源，为奥运会提供服务。

吴 云 坤 介 绍 ， 过 去 的 奥 运 会 之 所 以 出 现 网 络 安 全 事 故 ， 是 因 为 网 络 安 全 服 务 由 系 统 集 成 商 完 成 。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首 次 设 立 网 络 安 全 赞 助 商 ， 经 过 竞 标 ， 奇 安 信 成 功 中 选 。 在 这 样 的 身 份 背 景 下 ， 奇 安 信 对 北 京 冬 奥 会 网 络 安 全 所 涉 及 的 技 术 细 节 进 行 全 局 性 、 系 统 性 设 计 和 规 划 ， 建 立 了 相 应 的 网 络 安 全 架 构 。

网络安全产品首先要自主可控，核心是让所有的设备和软件终端联通起来，汇总数据，形成数据中台，在运行过程中确保每台设备没有安全漏洞。 在这个过程中，奇安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北京冬奥会建设网络安全保障系统，集成了公司积累的平台化能力，能够做到体系化协同联动，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吴云坤说，“接下来，公司将在全国范围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推广‘北京冬奥网络安保’样板。 ”

解决三个“我是谁”问题

“网络安全产业未来增长可期。 ”吴云坤表示，未来奇安信将从战略定位、行业定位和市场定位三个方面对业务发展进行规划。

6月18日，A股网络安全上市公司启明星辰公告称，拟向中国移动全资子公司中移资本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数量为2 .84亿股，发行完成后中移资本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3 .08%股份 。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佳、严立夫妇放弃上市公司1 .06亿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若交易成功 ，中国移动将成为启明星辰的实控人。 吴云坤说，国资进入网络安全行业，意味着国家对网络安全产业的重视。

在网络安全赛道，奇安信的目标清晰，就是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三个“我是谁”的问题。

首先是公司战略定位问题。 “2014年至2016年，奇安信是一家场景公司，2016年至2018年成为一家‘服务+产业’的公司。 2018年至2020年，公司聚焦总体规划设计。 2021年，公司确定要打造网络安全组织平台。 ” 吴云坤说，“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我们要聚集更多资源要素，形成产业生态 。 网络安全服务不是卖产品，而是提供从端到端的服务，涉及咨询、设计、建设、运营等环节。 我们要做能提供端到端服务的公司。 ”

其次是行业定位问题。 “在网络安全领域尤其是数据安全领域，我们要建立核心技术壁垒，拥有自己的核心产品。 2021年，公司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产品收入突破11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 ”吴云坤表示。

第三是市场定位问题。 “我们提出在全球市场必须有自己的位置。 央企出海也会面临网络安全的挑战，我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我们已布局海外市场，执行了很多项目，预期海外市场将为公司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吴云坤说。

数字化转型全面铺开，推动网络安全需求井喷。 吴云坤表示，奇安信作为领军企业，将针对新业态、新业务和新场景，继续为政府部门与企业等用户提供全面、有效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向成为“全球第一的网络安全公司”愿景目标不断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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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及预期 铁矿石价格下调

●本报记者 董添

受供需结构改变等因素影响，近期

铁矿石价格持续回调。 机构数据显示，

6月份， 铁矿石价格指数大幅波动，截

至6月底，62%普氏铁矿石价格指数为

120.1美元/吨， 较月初下跌16.5美元/

吨，区间跌幅为12.1%。 1-6月份，普氏

铁矿石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9.8美元/

吨，同比下降23.8%。 供给方面，受疫情

缓解等因素影响，国内铁矿石和海外铁

矿石供应量均回归高位。 但从需求端

看，受粗钢减产等因素影响，铁矿石需

求整体不及预期。

价格下行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6月份，62%普氏

铁矿石价格指数最低为109.4美元/吨，

最高出现在月初， 为147.3美元/吨，月

内最高降幅为25.7%。 铁矿石价格延续

上月跌势，且跌幅有所扩大。

中钢协数据显示，5月份， 国产铁

精矿（62%）平均含税价格为978.17元

/吨， 比上月下降46.47元/吨， 降幅为

4.5%，同比下降23.4%。 5月份，进口粉

矿平均到岸价格为134.72美元/吨，比

上月下降15.14美元/吨，降幅为10.1%，

同比下降35.9% 。 当月最低价格为

124.83美元 /吨， 最高价是月初的

143.79美元/吨，最高降幅13.2%。 1-5

月进口粉矿平均价格为141.07美元/

吨，同比下降19.8%。

国信证券研报显示， 在3、4月份季

节性旺季，由于废钢供应紧张，铁矿石

需求走强，铁矿石库存持续去化。进入5

月，受地产、基建对钢材需求不及预期

等因素影响，钢材价格率先下跌。进入6

月，钢企逐步开始减产，终端需求弱势

反馈到铁矿石，导致其价格快速回落。

供给增加

从铁矿石供给层面看，王国清分析

认为，6月份， 海外矿山企业面临财报

冲量节点，发运量有所增多，海外铁矿

石供应持续增加。 同时，国内铁矿石供

应量也出现增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

生产铁矿石9780.5万吨， 同比增长

5.6%， 环比增长14%；1-5月份累计生

产铁矿石42388.3万吨，同比增长0.2%。

中钢协介绍，1-5月份， 全国生产

生铁36086.9万吨，同比下降5.9%；国内

铁矿石原矿产量42388.3万吨， 同比增

长0.2%； 铁矿石进口量44685.2万吨，

同比下降5.1%；5月末港口进口矿库存

1.35亿吨， 比4月末减少1000万吨，港

口库存连续三个月呈下降态势。我国钢

铁行业继续实施钢铁产量总量控制，粗

钢产量将稳中趋降，对铁矿石需求也将

稳中趋弱。

“目前， 钢铁企业亏损幅度较大，

企业检修减产情况增加， 铁矿石需求

减弱， 预计后期铁矿石价格将延续弱

势震荡格局。” 王国清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订单保持高速增长

今年一季度，奇安信新增订单超

9亿元，同比增长逾六成。 吴云坤告

诉记者：“二季度尽管受到疫情影

响，订单仍然保持高速增长。 ”

订单增长背后是政策和市场

的共振。从政策端看，《关于加快推

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

知》2020年8月发布， 就推动国有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出全面部署。 吴

云坤说，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加

速，对网络安全的投入加大。 目前，

网络安全占国有企业信息化投入

的5%-15%， 相比过去的1%-3%

大幅提升。

从市场端看，全球都在关注和重

视网络安全。 自2021年开始，奇安信

在国际市场屡屡取得重大突破。在国

内市场，网络安全产业方面的投资不

断扩大。

近年来，奇安信的营收保持稳步

增长态势，2019年、2020年和2021

年， 公司分别实现营收31.54亿元、

41.61亿元和58.09亿元。 今年一季

度，公司实现营收6.59亿元，同比增

长44.52%。

“因为研发投入大，奇安信还没

有实现盈利。 公司为建设研发平台、

布局新赛道产品、 提升攻防竞争力、

建立全国应急响应中心进行了大量

投入。 网络安全产业在国内起步较

晚，要与国际竞争对手比拼，就必须

加大研发投入， 建立自己的技术壁

垒。 ” 吴云坤表示。

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公司

研发投入的金额分别为10.47亿元、

12.28亿元、17.48亿元， 占当年营收的

比例分别为33.20%、29.51%、30.10%。

在持续的高研发投入下，奇安信

的竞争优势逐渐显现。 “2020年，公

司营收在全球网络安全公司中排名

第14位， 到2021年提升至第9位，我

们希望在2025年进入前5位。 未来，

我们会继续保持一定的研发投入，确

保公司高质量发展。但公司的研发投

入高峰期已过，2025年前会实现盈

利。 ” 吴云坤说。

打造网络安全样板

奇安信是奥运会历史上首家第

三方网络安全赞助商，公司以“零事

故” 交上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网

络安全保障答卷， 并首创了融合供

应商、 供应链安全的冬奥会系统安

全体系。

吴云坤告诉记者：“北京冬奥会

的网络安全保障实现了模式、 架构、

产品和服务四大方面的创新。 ”

在奥组委技术部统筹下，内生安

全体系建设除了使用奇安信的资源，

还调动了国家和社会多方资源，为奥

运会提供服务。

吴云坤介绍，过去的奥运会之

所以出现网络安全事故，是因为网

络安全服务由系统集成商完成 。

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次设立网络

安全赞助商，经过竞标，奇安信成

功中选。 在这样的身份背景下，奇

安信对北京冬奥会网络安全所涉

及的技术细节进行全局性、系统性

设计和规划，建立了相应的网络安

全架构。

网络安全产品首先要自主可控，

核心是让所有的设备和软件终端联

通起来，汇总数据，形成数据中台，在

运行过程中确保每台设备没有安全

漏洞。 在这个过程中，奇安信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为北京冬奥会建设网络安全

保障系统，集成了公司积累的平台化

能力， 能够做到体系化协同联动，形

成了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 吴云坤

说，“接下来， 公司将在全国范围针

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推广 ‘北京冬

奥网络安保’ 样板。 ”

解决三个“我是谁”问题

“网络安全产业未来增长可

期。 ” 吴云坤表示，未来奇安信将从

战略定位、行业定位和市场定位三个

方面对业务发展进行规划。

6月18日，A股网络安全上市公

司启明星辰公告称， 拟向中国移动

全资子公司中移资本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数量为2.84亿股，发行完成

后中移资本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3.08%股份。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佳、严立夫妇放弃上市公司1.06亿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若交易成功，

中国移动将成为启明星辰的实控

人。 吴云坤说，国资进入网络安全行

业， 意味着国家对网络安全产业的

重视。

在网络安全赛道，奇安信的目标

清晰，就是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三个

“我是谁”的问题。

首先是公司战略定位问题 。

“2014年至2016年， 奇安信是一家

场景公司，2016年至2018年成为一

家‘服务+产业’ 的公司。 2018年至

2020年， 公司聚焦总体规划设计。

2021年， 公司确定要打造网络安全

组织平台。 ” 吴云坤说，“一枝独放

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我们要聚

集更多资源要素，形成产业生态。 网

络安全服务不是卖产品， 而是提供

从端到端的服务，涉及咨询、设计、

建设、运营等环节。 我们要做能提供

端到端服务的公司。 ”

其次是行业定位问题。“在网络

安全领域尤其是数据安全领域，我们

要建立核心技术壁垒，拥有自己的核

心产品。 2021年，公司数据安全与隐

私保护产品收入突破11亿元， 同比

增长超过50%。 ” 吴云坤表示。

第三是市场定位问题。“我们提

出在全球市场必须有自己的位置。央

企出海也会面临网络安全的挑战，我

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已布局海

外市场，执行了很多项目，预期海外

市场将为公司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

吴云坤说。

数字化转型全面铺开，推动网络

安全需求井喷。 吴云坤表示，奇安信

作为领军企业，将针对新业态、新业

务和新场景，继续为政府部门与企业

等用户提供全面、有效的网络安全解

决方案，向成为“全球第一的网络安

全公司”愿景目标不断奋进。

奇安信总裁吴云坤：

高研发投入构建技术壁垒 网络安全产业重要性凸显

“通过持续的高研发

投入， 公司构建了技术壁

垒， 核心产品已具备国际

竞争力，并以‘零事故’ 交

上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

的网络安全保障答卷。 目

前，研发投入高峰期已过，

2025年前公司会实现盈

利。 奇安信的目标是成为

‘全球第一的网络安全公

司’ ， 将持续打造网络安

全组织平台， 为客户提供

端到端的全流程服务。 ”

奇安信总裁吴云坤近日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

2021年， 奇安信的营

收在全球网络安全公司中

排名第9位。

● 本报记者 康曦 ▲奇安信总部办公大楼

▲

奇安信 “内生安全—新一代网

络安全框架”

公司供图

通威股份签逾1200亿元多晶硅大单

●本报记者 康曦

硅料龙头通威股份7月1日晚公

告，签订了两份重大销售合同，美科硅

能源和双良硅材料分别计划向通威股

份旗下子公司采购25.61万吨、22.25

万吨多晶硅产品， 预计销售总额分别

为644.1亿元、560亿元，合计销售金额

超1200亿元。 今年以来，通威股份已

签订5份重大销售合同， 累计销售金

额达2540亿元。

签订多个大单

通威股份近日分别与美科硅能

源、 双良硅材料签订了多晶硅销售合

同。公司称，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多

晶硅产品稳定销售， 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有积极影响。

公告显示， 通威股份旗下四家子

公司近日与美科硅能源签订多晶硅长

单销售合同。根据合同，美科硅能源预

计2022年-2027年向通威股份旗下四

家子公司合计采购25.61万吨多晶硅

产品。具体订单价格月议，如按照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6月29日

公布的国内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

28.42万元/吨（含税）测算，预计销售

总额644.1亿元（不含税，下同）。

另外，通威股份旗下四家子公司

近日与双良硅材料签订了多晶硅长

单销售合同。双良硅材料预计2022年

-2026年向通威股份旗下四家子公

司合计采购22.25万吨多晶硅产品。

具体订单价格月议，如按照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6月29日公布

的国内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28.42万

元/吨（含税）测算，预计销售总额

560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加上

此次签订的合同，2022年以来通威股

份签订了5份重大销售合同， 累计销

售金额达2540亿元。 2021年，通威股

份营业收入为634.91亿元。

3月22日，通威股份公告称，旗下

子公司拟与隆基绿能8家子公司签订

多晶硅长单采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

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多晶硅

交易量为20.36万吨，按照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3月16日公布的

国内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24.53万元/

吨测算，预计销售总额442亿元。

6月18日和6月23日，公司接连公

告称，旗下子公司分别与青海高景、云

南宇泽签订多晶硅长单销售合同，青

海高景预计2022年-2026年向通威股

份旗下子公司合计采购不低于21.61

万吨多晶硅产品， 同期云南宇泽预计

采购16.11万吨多晶硅产品，预计销售

总额分别为509亿元和385亿元。

加快扩充产能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

示，2021年， 通威股份高纯晶硅产量

全球第一，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22%。

截至2021年年底，通威股份已建

成18万吨/年高纯晶硅产能；在建的包

头二期5万吨/年以及乐山三期12万

吨 /年项目预计将分别于2022年 、

2023年投产，投产后公司高纯晶硅产

能规模将达到35万吨/年。

目前， 通威股份硅料供不应求，

处于满产满销状态。 今年以来，硅料

价格一路走高。 对于硅料价格未来走

势，通威股份董事长谢毅表示，硅料

价格取决于供需关系。 目前硅料供给

较为紧缺，价格维持高位。 预计今年

全球硅料总供应量在80多万吨，相较

于预期的终端装机量处于紧平衡局

面。 预计全年硅料价格仍将维持较高

价位震荡运行。 后续随着产能逐步释

放，预计硅料价格会逐步恢复到合理

水平。 但硅料产能建设运行有较高的

技术、资金、人才壁垒，产能建设过程

中存在较多不确定性，硅料价格后续

如何运行，与硅料产能投建情况以及

下游需求息息相关。

三孚股份

拟2.32亿元投建氯丙烯项目

●本报记者 康曦

三孚股份7月1日晚公告称， 拟投

资建设年产3万吨氯丙烯项目，投资总

额2.32亿元，产品氯丙烯用于生产硅烷

偶联剂。 公司表示，建设该项目可以提

高公司硅烷偶联剂产品的原材料自供

占比，降低生产成本及经营风险，增强

产品市场竞争力。 公司同时公告，预计

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167.83%至187.44%。

保障原材料供应

三孚股份控股子公司唐山三孚新

材料有限公司（简称“三孚新材料” ）

投资的年产1.5万吨硅烷偶联剂中间体

项目及年产7.3万吨硅烷偶联剂系列产

品项目将于2022年全面投产， 产品均

以氯丙烯为主要原材料之一。

公司称，三孚新材料对原料氯丙烯

的需求越来越大，外购氯丙烯产品存在

购买途径不稳定的风险，且不同厂家的

氯丙烯产品质量稍有差异，会对下游硅

烷偶联剂产品质量产生影响。 年产3万

吨氯丙烯项目建成后，可保证三孚新材

料硅烷偶联剂的稳定生产，不受原材料

的影响和制约，为硅烷偶联剂产品参与

市场竞争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通过建设硅烷偶联剂项目，近年来

三孚新材料开始涉足有机硅领域，延伸

产品链，提高综合抗风险能力。 硅烷偶

联剂是有机硅材料的四大门类（硅油、

硅橡胶、硅树脂、硅烷偶联剂）之一，已

成为现代有机硅工业、 有机高分子工

业、复合材料工业及相关高新技术领域

不可缺少的配套化学助剂。

硅烷偶联剂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

三孚股份将成为国内规模较大、产品系

列较全、产业链完善的硅烷偶联剂生产

企业之一。

上半年业绩预增

三孚股份同时公告，预计上半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6

亿元至4.25亿元，同比增长167.83%至

187.4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预计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2 亿 元 至 4.2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70.13%至190.12%。

对于业绩预增的原因，三孚股份表

示， 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三氯氢硅、高

纯四氯化硅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均有

所上涨。 其中，三氯氢硅受下游市场需

求增长驱动， 价格同比有较大幅度提

高； 公司高纯四氯化硅产品生产稳定，

产销量及价格同比均有较大幅度提高。

三氯氢硅主要应用于多晶硅行业

及硅烷偶联剂行业。 作为多晶硅的原

料，三氯氢硅需求持续上涨。 由于三氯

氢硅供应端扩产相对较少，三孚股份预

计未来一段时间三氯氢硅产业景气度

将相对较高。

基于市场前景向好，三孚股份启动

了扩产。 6月9日，三孚股份公告称，为进

一步提高公司三氯氢硅产品生产水平，

增强产品竞争力， 把握行业发展机遇，

公司决定在5万吨/年三氯氢硅项目基

础上扩建7.22万吨/年三氯氢硅项目。

三孚股份硅烷偶联剂项目自2021

年四季度开始试生产，目前整体运行稳

定，产能逐步释放，产品向下游推广较

为顺利； 公司气相二氧化硅产品在

2022年上半年产销情况良好， 产品质

量稳定，并获得下游客户的认可。

此外， 公司积极开拓新兴产品市

场， 电子级三氯氢硅产品目前已形成

稳定销售， 电子级二氯二氢硅产品市

场认证工作顺利。 公司产品结构不断

优化，循环经济优势凸显，经营业绩稳

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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