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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8      证券简称：电科网安    编号：2023-004 

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华创证券戴晨、邓怡、汇安基金吴尚伟、方正富邦基金李昕悦、

刘畅、浙商资管鲁立、穿石投资任正彬 

时间 2023年 2月 27日（星期一）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投资者关系主管李翊玮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 问答环节 

1、公司 2022 年业绩持续增长的原因有哪些? 

公司以新修订的战略规划为指引，不断提升公司经营质量，加

速业务转型和业务结构调整。在某党政市场取得重大突破，在

行业顶层示范效应下，成功开拓了全国各等省市区域市场。打

造了国内首个在线数据合规服务平台，为互联网公司世纪华通

提供个人信息安全合规服务。公司深度参与车联网、自动驾驶、

无人机、时空大数据平台等行业标准规范制定，在测绘行业实

现数据安全示范项目落地。 

2、公司在密码领域发展情况？ 

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密码技术研究和市场应用的企业之一，拥

有二十余年的密码行业经验，打造了从技术、产品到服务的完

善密码能力体系，具备国家级密码科技创新和工程研究能力以

及拥有完备的密码类权威认证资质。 

3、商密行业发展现状？ 

商密行业存在自身特殊性，行业格局非常分散，商密应用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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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零散，从事相关业务的企业众多。随着国家、行业相关政策

相继出台，商密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对企业能力要求比以

往更高，公司深耕密码领域，具备综合性密码服务能力，在商

密行业居于领先地位。 

4、数据要素在商业化、产业化中存在哪些问题？ 

①数据要素流通复杂，场景千变万化：数字经济底层技术逐步

成熟，我国数据产生和储量加速增长，应用场景爆发式增加，

如何用安全技术来实现数据动态防护及合规高效利用成为数

字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②技术仍需突破创新：数字经济涉及范围广、问题差异性大，

其安全防护是系统化工程，需要安全可信的基础实施作为能力

支撑，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国家网络安

全、经济安全。 

③数据权属确定不明：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数据价值挖掘使用的背后，数据确权、

数据滥用、数据质量、隐私保护、流通管控、舆情管控、共享

开放、交易安全等问题频发，阻碍了数据的安全交互与使用，

阻滞了数据价值的体现。  

5、公司安全芯片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安全芯片发展情况良好，安全芯片是密码泛在化最重要的

抓手。公司安全芯片业务有两个板块，一个是面向专用领域，

在该领域公司占据绝对的市场份额。第二是面向通用领域。持

续发展方向是专用向通用领域的延伸，特殊芯片到广谱市场芯

片的延伸。 

6、密码行业竞争格局？ 

行业内存在产品交叉的情况，公司具备体系化的综合性服务能

力，行业未来的发展不再是以单产品的交付，会朝着综合性能

力输出的方向发展。 

7、密码行业下游客户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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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安全需求的党政客户以及高安全需求的关键基础设施行

业（金融、能源、通信、电力、交通等行业）客户为主。 

8、数据安全业务推广应用情况？ 

数据安全市场规模呈持续增长的态势。党政、医疗卫生、教育

和公检法、关基行业是数据安全项目的主要建设行业。 

9、哪些法规法规涉及到数据安全的相关内容？ 

①国家相继颁布《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

护法》等法规，重新改写了数据安全的定义，对我国数据安全

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②相关主管机构不断制定数据安全标准规范，对数据安全提供

了普适性、合规性要求。 

③各行业/地方的数据安全标准规范持续落地，数据安全在大

部分行业迈入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强监管时代。 

④我国不断完善个人信息保护体制机制，企业在处理个人信息

时，要合法规范的进行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合理

利用。 

10、公司在信创、国产替代等方面有哪些能力？ 

公司以产品提供、解决方案、集成与服务三大能力为核心，贯

穿党政、金融、能源、军工、军队五大重点行业，形成了密码

泛在应用、安全+网络、商用密码、安全保密等核心产品，构

建了在多领域、多行业应用的自主可控替代解决方案。面向信

息系统建设实际应用需求，持续开展国产化产品研制以及应用

推广，打造芯片模块、密码产品、网络产品、安全产品、应用

系统重点国产化产品，支撑数字经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安全体

系。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23年 2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