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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表现 财务表现

会议议程

总体介绍



总体介绍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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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创新转型，整体业绩再创新高

科技研发成果显现，产数业务较快发展

主要指标全面向好，毛利润率企稳回升

加快数字中国布局，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积极提高股东回报，股息增长达双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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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概述（1）：实现高质量经营业绩

(1) 在本材料中，净利润指本公司股东应占利润。

(2) 自由现金流=本年利润+折旧及摊销-营运资金变动-资本支出

除特别说明，本材料中所有金额所指是人民币。

(人民币百万元, 

每股盈利及每股股息除外) 2021 2022 变化

经营收入 133,991 140,746 5.0%

毛利率 (%) 11.0% 11.4% 0.4pp

净利润
1

3,157 3,358 6.4%

净利润率 (%) 2.36% 2.39% 0.03pp

自由现金流
2

4,060 4,353 7.2%

ROE (%) 8.4% 8.5% 0.1pp

每股盈利 (人民币元) 0.456 0.485 6.4%

每股股息 (人民币元) 0.1732 0.1939 12.0%

毛利率扭转下降趋势

近10+年

首次回升

ROE

企稳回升

净利润增幅

高于

收入增幅

自由现金流

高于

净利润

净利润率

稳中有升

股息分红

双位数增长

收入和净利润规模均创历史新高

主要经营业绩、效益和股东回报指标全面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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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1

133,991

140,746

(+15.3%)

(+6.0%)
+3,289

+2,448
+1,018

(+1.4%)

+5.0%

收入增长 – 按业务
(人民币百万元)

ACO BPO TIS20222021

133,991

140,746

(+5.5%)

(+4.6%)

+3,137

+3,362

+5.0%

+256

(+9.3%)

收入增长 – 按市场
(人民币百万元)

运营商 集客 海外

业绩概述（2）：各市场及业务增长稳中有进

抓住数字经济和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机遇，三大市场均取得增长

在产业数字化带动下，ACO业务继续成为收入增长最大驱动

(1) 在本材料中，TIS、BPO 和 ACO分别代表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电信基建服务)、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Services (业务流程外判服务)

和 Applications, Content and Other Services (应用、内容及其他服务)。具体内容请参阅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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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1202020192018

12.1%

11.2%
11.0%

11.4%

11.7%

运营商市场

4.6% 4.3%

集客市场

5.5%

14.2%

收入

⚫ 市场侧: 加大高价值业务、高毛利项目拓展

⚫ 交付侧: 加强分包、集采、项目管理

⚫ 管理侧: 优化考核激励机制、加强正向引导

集客市场为整体毛利润
增量贡献中最高的市场

集客市场新增
毛利润贡献占比

2022年

收入增长 vs 毛利润增长

毛利润

63%

业绩概述（3）：提质增效见成效， 毛利率企稳回升

追求高质量发展，努力降本增效

集客市场毛利率显著回升，带动公司整体毛利率向好

毛利率扭转下降趋势，近10+年首次回升



每股股息

(人民币元)

董事会建议：

⚫ 加大对股东回报的承诺，优化股息政策，把以往特别

股息常态化，提高末期股息分红比例

⚫ 合计分红比例：继续提高2个百分点至40%

⚫ 合计股息：每股人民币0.1939元，同比上升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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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回馈股东，股息双位数提升

派发可持续、相对稳定的股息

根据业绩表现、现金流和未来发展需要等因素，

适度提高股息

股东能共享公司发展与改革成果，努力使股东回

报能持续稳步提升

2018 20212017 2019 2020 20222016

+12.0%

0.1732
0.1939

0.16020.1585
0.1508

0.1411
0.1318

分红比例(%)

末期 30% 30% 36% 40%

特别 6% 6% 2% -

合计 36% 36% 38% 40%

CAGR 5.6% 
2016 – 2021

特别股息

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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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流智慧服务创新型企业”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价值创造为主线

追求“有合理利润的收入、有匹配现金的利润”

总体思路

聚焦发展

增强“五力”

✓ 数字基建建设主力军

✓ 智慧城市服务排头兵

✓ 产数服务头部企业

✓ 智慧运营可信专家

立足新一代综合智慧服务商定位

深化“一商四者”内涵

实现“量的合理增长、质的有效提升”

成为

市场竞争力 科技创新力 改革推动力 生态协同力 风险控制力

• 聚焦三大市场、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 攻坚物联网等战略
平台、打造智慧城
市等重点行业拳头
产品

• 推进供应链、物业
和设计等下属企业
进行改革

• 打长长板，推进内
部生态、行业生态
和资本生态协同

• 加强治理能力，提
升管理，优化资源，
提质增效

抓住数字中国、产业数字化等机遇，聚焦数字基建、智慧城市、绿色低碳和应急安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一流智慧服务创新型企业”



持续加大研发创新，促进业务快速增长

2022年研发费用约50亿元，同比增长约17%；十三五以来，研发投入累计近2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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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水平获业界认可

(1) 中国软件百强所指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竞争力百强企业」， 由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发布。

⚫ 荣获2022年中国软件百强(1)第四名

⚫ 多项省部级试点项目和科技奖项表彰

研发投入促发展

⚫ 智慧城市项目新签合同超百亿

⚫ 数字基建项目新签合同超百亿

⚫ 网信安全项目新签合同达到31亿

⚫ 应急项目新签合同达到13亿

⚫ 软件开发及系统支撑收入同比增长超31%

⚫ ……

以客户和市场需求为导向，聚焦研发投入，打造核心产品

产业数字化应用研发投入：30+亿元

数字政府 | 智慧村镇社区 |智慧园区 | 智慧交通 | 智慧教育 | 智慧体育 …

研发中台+ IoT平台+区块链平台 + 行业AI平台：6+亿元

数字基建+双碳：6+亿元

网信安全：3+亿元

网络空间资产测绘类产品 | 安全运营类平台

数据安全监测类产品 | 商密改造类产品

……

应急：2+亿元

应急管理及救援指挥类产品 | 安全生产类产品

园区安监类产品 | 自然灾害预警类产品

……



智慧城市顶层规划/咨询

成效: 2022年智慧城市新签合同额167亿，35%

咨询+总包+软件+平台+服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1）
为“数字中国”建设融智赋能，做智慧城市服务排头兵

平安城市

城市公共应急管理

城市大脑/数字政府

智慧交通 智慧园区

某市政务数据大脑暨智慧
城市运行中心建设项目

雄安某片区数字道路
智能化项目

某省应急指挥协调
能力提升项目

某市雪亮工程咨询
及设计服务项目

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智慧园区管理平台项目

⚫ 智慧城市智能运行中心（ IOC
中心）为底座，实现政务数字
化、存储网络化、服务平台化

⚫ 城市全域智能感知数字道路案
例，首个城市级车路协同区域，
覆盖面积17平方公里、道路
153公里

⚫ “云+大数据+物联网+ICT”总
包交付，服务全省监管企业超3
万家；风险监测预警效能提升
20%，云化部署，节省财政开
支近30%

⚫ “城市大脑”的重要组成，打
造城市大脑视觉中枢，新建3.4
万路各类前端，近百种AI算法
和50余种物信融合模型

⚫ “1+1+4”的架构，1个经开
数字底座、1个综合运营管理中
心，4个政务与公共服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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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全生命周期 超算中心/云计算全过程咨询

成效: 2022年数据中心新签合同额超百亿（141亿，23% ）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2）
筑牢“数字中国”关键底座，成为数字基建建设主力军

提供数据中心全过程全生命周期服务，做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总包领跑者

建设机架数量超过100万个，全面覆盖东数西算8大枢纽、10大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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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城市（超算云）中心
项目

数字青海“零碳”
大数据中心项目

某新区大数据产业园
数据中心

某市政务云建设与
运维项目

某低碳大数据中心

项目

⚫ 首例园林化生态机房大厅及全
国PUE最低（PUE低至1.09）

⚫ 首创的超算、云计算和边缘计
算的“边云超三位一体”计算
框架体系

⚫ 设计+机电总承包

⚫ 全国首个“零碳“智慧数据中
心100%清洁能源引入；光储充
电，削峰填谷

⚫ EPC总承包

⚫ 位于全国数据中心八大节点之
一，总建筑面积48000+㎡，
7000+ 个机柜

⚫ PC总包

⚫ 城市超级大脑底座平台
⚫ 打造了智慧城市底座能力平台，

支撑N个智慧城市应用

⚫ 建设IT机架1188架，湖北省首
个以自然水冷代替电力为机房
制冷的大数据中心

⚫ PUE值≤1.2

一体化总包/总集/运维



⚫ 新基建节能

⚫ 合同能源管理 ⚫ 咨询服务与培训认证

⚫ 节能降碳平台⚫ 新能源建设⚫ 能源电力

⚫ 工业制造 ⚫ 交通运输

⚫ 信息通信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3）
为“数字中国”贡献绿色智慧，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

成效: 2022年双碳（电力+）新签合同额超百亿（104亿，39% ）

拓展5大业务聚焦4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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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某客户数据中心
节能改造

辽宁沈阳某工厂分布式
光伏发电

某国际机场
智慧能源管理平台

某市能耗监测

工业互联网平台

⚫ 咨询、设计、施工、运营维护一体化
服务

⚫ 改造后能耗节省20.5%、PUE下降到
1.235、年节省电量2623万千瓦时

⚫ 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性项目，采用光
伏停车棚及BIM技术

⚫ 项目年均发电量相当于7223吨标准煤，
减排二氧化碳18003吨，环境效益显
著

⚫ EPC总承包

⚫ 全国首家智慧能源管理机场
⚫ 能耗下降>27.1%
⚫ 节约标煤>3111吨
⚫ 降低碳排放>7558吨

⚫ 对某市210家企业能耗监测，节约用
煤近十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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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数字中国”机遇、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实现收入增长的
两条增长曲线

传统业务 产业数字化业务

⚫ 数字基建

⚫ 智慧城市

通信、市政
电力等工程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维护、

供应链、物业管理
…….

⚫ 绿色低碳

⚫ 应急安全

时间

中国通服
传统业务

中国通服
数字化业务

数字经济发展推进
社会数字化转型

第一增长曲线

第二增长曲线 传统业务: “稳”且价值提升

新兴业务: “进”且价值突破

把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遇

构建国内与国际双循环促长远持续发展

收入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 打通数字基础设施

大动脉

• 筑牢可信可控数字

安全屏障

• 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 数字经济

- 数字政务

- 数字文化

- 数字社会

- 数字生态文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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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带动价值提升

盈利前景：
毛利率触底回升，盈利能力和ROE逐步改善

现金流：
自由现金流近年持续保持健康且高于当年净利润水平

增长催化剂：
数字中国、产业数字化带来持续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公司核心竞争力逐步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正逐步提升

企业估值：
传统业务稳定增长且效益改善，新兴业务快速发展并向高价值
领域拓展，高质量发展迎来价值提升的重要机遇



业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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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入明细

2021 2022 增长率 占收比

TIS (电信基建服务)

工程设计 10,521 9,621 -8.6% 6.8%

工程施工 57,310 59,232 3.4% 42.1%

工程监理 4,058 4,054 -0.1% 2.9%

合计 71,889 72,907 1.4% 51.8%

BPO (业务流程外判服务)

网络维护 16,678 18,158 8.9% 12.9%

设施管理 7,127 7,740 8.6% 5.5%

供应链 11,964 12,849 7.4% 9.1%

商品分销 4,855 4,325 -10.9% 3.1%

合计 40,624 43,072 6.0% 30.6%

ACO (应用、内容及其他服务)

系统集成 13,278 15,211 14.6% 10.8%

软件开发及系统支撑 3,634 4,781 31.6% 3.4%

增值服务 2,386 2,554 7.0% 1.8%

其他 2,180 2,221 1.9% 1.6%

合计 21,478 24,767 15.3% 17.6%

总计 133,991 140,746 5.0% 100%

(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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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及市场整体表现

(人民币百万元)

21,478
24,767

140,746
133,991

+1.4%

+15.3%

+6.0%

2021 2022

43,07240,624

72,90771,889

+5.0%

51.8%

17.6%

30.6%

53.7%

16.0%

30.3%

2022

2021

TIS

ACO

BPO

业务结构

ACO占比持续上升，

占比达到17.6%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带动业务增长

集客

海外

140,746
133,991

57,446

46,047

2,742

+9.2%

+9.3%

+5.5% 60,583

50,268

2,998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和
中国铁塔

运营商

中国电信

26,89727,756 -3.1%

2021 2022

(人民币百万元)

35.7%

2.1%

42.9% 34.4%

2.0%

43.0%

2022

2021

19.2%

20.7%

市场结构

来自运营商和非运营商（集客+海外）

各占约一半

双轮驱动带动收入增长

+5.0%

按业务

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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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运营商集客市场 (1/2):
优化业务结构，提升业务价值

30,258

TISACO BPO

14,329

57,446

12,859

+1,268
+1,379

(+10.7%)

+490

(+3.4%)
(+4.2%)

60,583

31,526

14,238

14,819

+5.5%

TIS

ACO

BPO

2021 2022

收入增长动力来源

抓住数字经济广阔机遇，强化市场拓展拉动高质量发展

⚫ 数字基建
打造“咨询设计+总包+集成+运维”优势，聚焦数据中心、5G/工
业互联网、新能源等，抢占东数西算战略机遇

⚫ 智慧城市
发挥“咨询+软件+平台+服务”优势，以中大型智慧城市标杆案例
为引领，强攻县域市场，聚焦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需求

⚫ 绿色低碳
加快双碳产品及解决方案服务能力构建，聚焦四大行业，提升双碳
智慧平台服务、咨询管理能力

⚫ 应急安全
围绕自有产品优势，加快资源和产品布局，以“产品+服务+生态”
向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集客市场取得平稳增长，收入同比 +5.5%

毛利率有显著提升，毛利润同比 +14.2%

聚焦社会数字化变革以及产业数字化机遇

(人民币百万元)



交通

电力

其他行业 (1)

政府

建筑

互联网与IT

新签合同

行业分布

云计算、数据中心

项目分布

产业数字化、智慧城市项目

建筑 政府

校园 交通

2022集客市场新签合同

超过822亿、

同比增长约8%

2022新签亿元级项目

金额超过70亿，同比增长约15%

非运营商集客市场 (2/2):
攻坚重点领域，取得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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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 其他行业包括中小企、金融、教育、制造业、水利和农业等

政府
• 广东某市政务数据大脑暨智慧城市IOC运行中心建设项目

• 浙江省某市便民中心智能化项目

交通

• 粤港澳大湾区某口岸及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工程通关智能信
息化工程项目

• 雄安某片区数字道路智能化项目

园区
• 重庆市某工业园区智慧园区平台服务项目

• 浙江省杭州市某园区五期项目智能化工程

产业数字化、智慧城市相关典型案例

政府
• 甘肃省兰州市某大数据产业园数据中心项目

• 某城市（超算云）中心项目

能源电力 • 广东省某大学城分布式能源站一号冷站及其数据机房总承包项目

金融 • 某银行总行金融科技中心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项目

互联网与IT
• 广东省深圳市某科技公司大数据分析系统服务项目

•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数据传输枢纽” 某节点项目

信息通信
• 某运营商浙江杭州大数据处理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项目

• 青海省数字青海“零碳”大数据中心项目

云计算、数据中心典型案例



运营商市场：
转换发展动能，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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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 BPO TIS

39,454

26,011

73,803

8,338

+1,995

+1,908

(+7.3%)

-541

(-1.4%)

(+23.9%)

77,165

38,913

10,333

27,919

+4.6%

TIS

ACO

BPO

2021 2022

运营商市场收入同比增长4.6%，保持相对平稳增长(2021：+5.5%）

⚫ 深耕云网建设、综合
装维等传统业务空间

⚫ 加强内部数字化升级
改造以提升效益

⚫ 协同运营商产业数字
化领域拓展

⚫ 新型基础设施数字化、
云迁移等

⚫ 零碳数据中心、老旧
机房绿色改造

⚫ 双碳节能平台及双碳
业务培训

收入增长动力来源

深耕传统业务领域 打造新兴领域增长点 助力运营商绿色低碳

5G投资高峰期过后，抢抓产业数字化等新增长动能

传统业务
提质增效

积极布局
产业数字化领域

坚持“CAPEX + OPEX + 智慧应用”发展策略

(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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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2,998

2,742

2021

+9.3%

2022

海外市场：
持续优化布局，把握市场需求

机遇

海外业务企稳回升（2021：-11.4%）

中资企业出海投资稳步增长、“一带一路” 沿线数字经济需求旺盛……

海外客户收入

⚫ 亚太、中东等区域

⚫ 东南亚、沙特等根

据地

⚫ 数字基建

⚫ 数据中心

⚫ 电力新能源

⚫ 智慧产品/服务

⚫ 退出高风险地区

⚫ 持续优化安全与

风险防范体系

聚焦优质区域 实现安全有效益发展聚焦重点业务

稳步推进海外项目实施，包括在沙特和阿联酋的电力、新能源和

通信工程以及菲律宾等地区的其他项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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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亿元)

十二五
十三五

十四五

坚持“价值引领、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总路线

实现经营业绩的稳步提升

810

1,226
1,340

持续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1,407

收入

指标 十四五期间之目标
2022年
完成情况

收入 持续稳步增长

结构 高价值业务占比逐步提高

毛利率 逐步企稳回升

股东回报 稳健上升

收入结构 – 按市场 收入结构 – 按业务

TIS

ACO

BPO

运营商

海外

集客

2011………………………….………………………....…2022 2011………………………….………………………....…2022

43.0%

17.6%



财务表现



2021 2022 增长率 占收比

经营收入 133,991 140,746 5.0% 100%

经营成本 119,207 124,765 4.7% 88.6%

直接人工成本 8,805 8,558 -2.8% 6.1%

材料成本 19,166 21,657 13.0% 15.4%

商品分销直接成本 4,614 4,065 -11.9% 2.9%

分包成本 71,240 76,546 7.4% 54.4%

折旧与摊销 908 961 5.8% 0.7%

其他 14,474 12,978 -10.3% 9.1%

毛利润 14,784 15,981 8.1% 11.4%

销售、一般及管理费用 12,952 13,960 7.8% 9.9%

净利润 3,157 3,358 6.4% 2.4%

每股盈利(人民币元) 0.456 0.485 6.4% -

自由现金流 4,060 4,353 7.2% -

26

主要财务指标

(人民币百万元)



27

直接人工成本 材料成本

分包成本 折旧与摊销及其他

商品分销直接成本

成本结构

⚫ 商业模式转变（积极以总承包模式承接大项目）以及系统

集成业务较快发展带动材料成本增长较快。通过采购系统

数字化、集中采购等方式，加强管控材料成本

通过全面加强成本管控、包括项目全过程管理、

分包管理、集中采购、划小核算，以及数字化管理，

着力管控成本

⚫ 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建设完善IT系统、加强成本分析、压

降分包商数量等强化分包全流程管理，管控分包成本

分包成本

材料成本

⚫ 控制员工总量，提升劳动生产率

直接人工成本

20222020

88.6%

-0.5pp

+1.2pp

-1.7pp

+1.1pp

88.8%

-0.5pp 6.1%

15.4%

54.4%

2.9%

9.8%

2021

89.0%

6.8%

12.3%

54.8%

3.3%

11.6%

+0.1pp

-1.6pp

-0.1pp

+2.0pp

-0.2pp 6.6%

14.3%

53.2%

3.4%

11.5%

经营成本占收比



28

202220212020

SG&A费用占收比

9.6% 9.7% 9.9%

3.1% 3.2% 3.5%

经营效益

6.5% 6.5% 6.4%

扣除研发费用的SG&A占收比 研发费用占收比

2021

经营收入及净利润增长

20222020

+4.5%

+9.2%

+1.1%
+2.5% 经营收入

净利润

+6.4%

+5.0%

2021 20222020

毛利率

11.2%

11.0%

11.4%

⚫ 提升业务价值和控制经营成本，毛利率

止跌回升

⚫ 持续加大科技研发以提升核心竞争力，

研发费用占收比提升至3.5%

⚫ 加强管控销售及管理费用，扣除研发费

用SG&A占收比下降至6.4%

⚫ 经营效益显著改善，经营利润
( 毛 利 润 -SG&A) 同 比 增 长
10.2%

⚫ 净利润增长提速，并高于经营
收入增速



自由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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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自由现金流大幅改善 ,
2022 年 实 现 自 由 现 金 流
人民币43.5亿

⚫ 盈利现金比率继续保持在健康
水平

2H20 1H22

-1,596 -1,515 (1)

-2,607

6,960

2021 2022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3)

144

110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111

135

自由现金流

(人民币百万元)

盈利现金比率 (2)

(%)

2020 2021 2022

177.0%

142.7% 146.2%

2020

134

106

1H20

⚫ 细化对应收账款考核与责任奖惩机制

⚫ 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应收账款分析与预警能力

⚫ 持续重点加强长账龄应收账款管理

4,226 (1)

5,575

1H21 2H21 2H22

(1) 本公司于2020年购置物业作为智慧生产运营研发基地，并分别在2020年支付了人民币2,527百万元以及在2021年支付尾款人民币663百万元。

(2) 盈利现金比率 = 经营活动所得的现金净额 / 净利润

(3) 应收账款数据包括财务报表中的“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净额”和“合同资产净额”两项之合。详细情况请参阅财务报表。

在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下，
现金流继续获较大提升，
体现公司较强管控能力

对应收账款进行有效管控



31.12.2021 31.12.2022

总资产 100,028 110,264

其中：现金及存款(1) 23,528 24,254

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 39,789 45,579

总负债 60,418 68,641

其中：应付账款与合同负债 47,769 55,479

付息债 813 881

股东权益 38,407 40,359

资产负债率(%) 60.4% 62.3%

债务资本比(%)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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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稳健的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抓住数字中国以及产业数字化等机遇，

促进企业长远持续发展

财务状况

(1) 现金及存款指流动资产中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和短期银行存款及受限资金的合计数。



谢 谢!

《机构投资者》
『二零二二年度亚洲区公司最佳管理团队』评选

⚫ 最受尊崇企业
⚫ 电信业总体（中小市值公司）组别第一名
⚫ 最佳首席执行官
⚫ 最佳首席财务官
⚫ 最佳投资者关系专业人员
⚫ 最佳投资者关系企业
⚫ 最佳ESG

二零二二年《财富》中国ESG影响力榜

⚫ 40家中国企业上榜公司之一

二零二二年度《财资》ESG企业奖

⚫ 金奖
⚫ 最佳科技创新项目奖
⚫ 最佳投资者关系团队

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基准指数成份股(2022-2023)



附 录



2021 2022 增长额 增长率

TIS (电信基建服务)

运营商市场 39,454 38,913 -541 -1.4%

非运营商集客市场 30,258 31,526 1,268 4.2%

海外市场 2,177 2,468 291 13.4%

合计 71,889 72,907 1,018 1.4%

BPO (业务流程外判服务))

运营商市场 26,011 27,919 1,908 7.3%

非运营商集客市场 14,329 14,819 490 3.4%

海外市场 284 334 50 17.8%

合计 40,624 43,072 2,448 6.0%

ACO (应用、内容及其他服务)

运营商市场 8,338 10,333 1,995 23.9%

非运营商集客市场 12,859 14,238 1,379 10.7%

海外市场 281 196 -85 -30.3%

合计 21,478 24,767 3,289 15.3%

总计 133,991 140,746 6,755 5.0%

业务收入明细 - 按市场

33

(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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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希望就以上的某些陈述的前瞻性提醒读者。上述前瞻性陈述会受到各种不受本公司控制的风险，不确定

因素及假设等的影响。这些潜在的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自然灾害、相关行

业的增长情况、监管环境的变化及我们能否成功地执行我们的业务策略。此外，上述前瞻性表述反映本公司目

前对未来事件的看法，但非对将来表现的保证。我们将不会更新这些前瞻性表述。基于各种因素，本公司实际

业绩可能与前瞻性表述所述存在重大的差异。

前瞻性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