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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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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史益帆 

东北证券：吴源恒 

华安证券：李元晨 

华福证券：袁家亮 

国金证券：陆意 

湘财证券：李军辉 

国联通信：张宁 

富荣基金：郭梁良 

国创联行：谭帅、周影 

深圳德讯：常建武、阮世旺 

深圳融脉：宋冰冰 

时间 2023年7月14日 

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660号汇金国际金融中心9楼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韦子军 

财务总监  邱丽莹 

证券事务代表  吴珍 

财务主管  李婉婷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问题 1：公司三大业务未来增速展望是如何规划的？ 

公司以“一个基础、两大方向”为发展战略，即以“虚拟

商品的综合运营”为基础业务，持续加大“物联网 IOT 解决方

案”和“云终端整体技术解决方案”两大发展方向的研发投入

及产品转化、客户及收入形成。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与生活相关的各种服务将全面

线上化、权益化，将为公司的虚拟商品综合运营业务带来广阔

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从传统的线下模式，逐渐迁移

或逐步转变成为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线上化的过程非常明

显；第三方面是从平台到行业垂直趋势在逐步加强，表现在商

业模式、交易量从平台逐步向行业客户的 APP 迁移的过程。基

于移动互联网以上三个层面的演变，公司数字商品综合运营业

务的发展及商机是乐观的。 

5G 的发展将有效推动物联网应用的快速发展。公司积极布

局物联网应用解决方案，研发及创新物联网通信技术、硬件设

备管理及大流量场景解决方案，并与腾讯联合推出基于物联网

技术、可实现自主无线上网的智能 CPE 机顶盒，为公司物联网

业务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与服务基础。目前公司 CPE 机

顶盒业务在中国联通、湖北广电、湖南广电已达成合作，未来

会更多的项目落地，随着 CPE 机顶盒用户的不断积累，用户后

续使用产生的物联网流量续费场景增加，公司物联网流量规模

效应开始凸显。 

公司从 2019 年已经开始对云终端业务进行人才以及研发

技术方面的储备，目前已经有合作的项目落地，详情见已经披

露的招股说明书。未来，随着算力套餐客户不断增加以及算力

运营的提升，公司提供的云终端技术能力价值也会更大，形成

的业务收入也会增长。 

 

问题 2：公司未来的研发投入是否会主要集中在物联网+云

终端这两大板块中？ 



在数字商品的综合运营方面，公司将持续保证在云平台方

面研发能力的稳定投入，实现云平台建设的逐步完善，以及支

撑能力的持续迭代及更新，保持公司持续稳定的创新能力及市

场竞争力，保证快速响应行业客户在数字商品运营中的各种需

求。 

在此基础上，公司将尽一步加大在物联网解决方案研发能

力、云终端技术研发能力两大方向的投入。在物联网解决方案

研发方面，公司将加大对以 CPE 机顶盒为代表的硬件研发能力

的投入，以及流量调度能力的研发投入；而在云终端技术能力

方面，公司将随着合作项目的落地及业务订单的转化，更大程

度上进行人才的引进、技术的储备。 

通过以上三大业务板块研发能力的不同投入模式，公司将

不断的对现有技术进行升级，探索技术创新，以满足不断变化

的市场需求，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问题 3：公司在虚拟商品的综合运营业务中占行业比重是

多少？对比同行业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在现有的上市公司中，尚无完全与公司在业务模式、产品

结构、上下游客户完全重叠的上市公司，也无细分占比数据的

呈现。 

公司自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公司持续整合“刚需、高频、普遍”服务的虚拟商品，

以整合“流量、视频会员、话费、电商卡、拉新服务”等大类

的虚拟商品为核心，覆盖“生活卡券、音乐会员、阅读会员、

游戏充值、旅游出行、车主服务、便民服务”等普遍覆盖的长

尾服务。 

②通过自主研发的虚拟商品运营云平台，以 SaaS 赋能的

方式快速灵活输出到“运营商、手机厂商、银行、物业”等

APP 应用中，并在各行业超级 APP 应用上嵌入“充值中心”服

务入口（建立虚拟商品超市模式）。助力“支付类/生活类”应



用拉新、促活、提升业务交易量，形成运营型、入口型的渠道

体系，实现公司与渠道双赢。 

③同时，通过嵌入式的整合运营，逐步与渠道平台建立常

态化的营销模式，设计与渠道运营方向一致的融合产品，建立

紧密一致的业务目标，从虚拟商品的整合运营，发展到 2B2C

模式的个人权益融合运营，从交易型发展到连续收费产品模

式，确保虚拟商品业务量持续稳健、快速提升。   

 

 

问题 4：公司采购数字化虚拟商品是否需要提前预付资

金？周转率是多少？ 

虚拟数字商品的商业模式需要预付资金购买资源，做好资

源储备，或者独家资源及折扣锁定。同时，根据不同供应商的

不同政策，预付提前锁定资源，能拿到更低的折扣。 

锁定资源的预付资金，其周期一般是 3 个月-6 个月之间，

少量会超过 6个月。 

 

问题 5：公司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中有数字化虚拟产品综合

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 20,120.43 万元，与虚拟数

字商品采购预付是否有关联？ 

数字化虚拟产品综合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与虚拟数字商品

采购无关联，云平台建设项目主要是公司在数字商品综合运营

及融合运营能力的沉淀和提升，将有利于支持公司创新创造创

意业务的发展，全面提升运营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及盈利能力。 

 

问题 6：随着公司虚拟数字商品综合业务的扩大，是否会

受到预付资金能力的影响和约束？数字商品及服务收入的增长

与预付的增长是否有对应关系？ 

公司业务的扩大不会受预付资金的影响。数字商品综合运



营需要上下游资金的运用，随着公司行业客户的拓展，客户规

模的增大，公司对上游供应商资源的分销能力更强，获得与上

游供应商谈判的主动权更多，未来在数字商品综合运营业务板

块的预付增长的速度会慢于收入或客户增加的速度，存在较大

的改善预期。 

同时，数字商品及服务收入的增长和预付没有对应关系。

一方面，公司在数字商品及服务这一大板块业务中提供的虚拟

数字商品或服务，并不是所有资源采购都需要预付资金；另一

方面，在数字商品及服务板块中，还有分发运营业务、酬金业

务等其他业务。分发运营业务、酬金业务等其他业务无需预付

资金，在公司提供服务能力后，采用直接结算的方式获得收

入。因此，数字商品及服务收入的增长和预付账款没有任何对

应关系。 

 

问题 7：公司获客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公司顺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规划，以技术创新为企业

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把握大数据、5G、人

工智能等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力度，持续推进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的能

力建设，积极探索自身核心技术和服务能力在更多业务场景、

为下游的行业客户解决它的痛点，拉新促活提升交易量。 

同时公司对存量客户进行深度的运营，一方面提供更多的

标准化产品输出，另外一方面为客户的运营服务提供有力的支

撑，助力客户完成考核指标，解决客户的发展痛点，最终通过

资源提供、技术支撑、运营及服务支撑等方面的服务，不断获

得客户的认可及合作的深化，最终在行业内建立了良好的声

誉，塑造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问题 8：公司三大板块业务是否会引进人工智能等技术到

产品中，为产品更好的赋能？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持续的研发创新能力是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之一。目前还没有考虑引进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公司业

务拓展赋能。 

 

问题 9：公司三大业务是否需要地推方式实施？ 

公司大部分业务无需地推，仅物联网小流量运营，需要少

数人员进行地推。 

 

问题 10：公司云终端整体技术解决方案技术能力输出，最

终怎么交付到用户手上？ 

公司将技术能力输出给行业 B 端客户，由行业 B 端客户应

用服务于它的 C 端客户。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3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