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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审议，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70 元人民币现金红利（含税）。截至 2023 年 12

月31日，公司总股本1,463,578,974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户中已回购的股份784,042

股，实际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数为 1,462,794,932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48,675,138.44 元（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463,578,974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8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17,086,317.92 元；公司 2023 年度以现金为对价，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股份回购，回购金额为 17,885,980.63 元。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

规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视同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综上，2023 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为 383,647,436.99 元（含税），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比例为 20.90%。 

本分配方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科曙光 603019 无 

 

 

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翁启南 王伟成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36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36号楼 

电话 010-56308016 010-56308016 

电子信箱 investor@sugon.com investor@sugon.com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如下： 

1.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带动算力需求提升 

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大模型驱动的全新时代。通用大模型的性能依赖于大量参数和数据的训练，

需要大规模算力支撑。模型成功部署后，模型推理也需要大量智能算力做支撑。另外，垂直行业

大模型训练、基于通用大模型微调的行业应用也需要大量的智能算力做支撑。根据 IDC 发布的

《2022-2023 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可看出，各行各业的 AI 应用渗透度都呈不断

加深的态势，势必催生智能算力需求高速增长。此外，伴随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落地，算力需求

呈现更为细分化、多元化的趋势。不同行业的应用场景的差异性要求不尽相同。比如高精尖科研

领域对算力精度的要求最高，而无人驾驶、智慧交通等 AI 主要用于处理语音、图片或视频等，

单精度、半精度、甚至整型的计算即可满足应用需要，另外一些产业数字化的场景对精度要求不

高，通用算力即可满足需求。 

2023 年，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国内外大模型领域的研究与创新突飞猛进，海

外 OpenAI、Anthropic、谷歌、Meta 不断提升大模型性能，国内大模型厂商加速追赶。二是大模

型从技术走向商业化,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步入深化阶段，大语言模型潜力凸显，大量基于国

内语言大模型的应用在 B 端、C 端落地。根据《大模型落地应用案例集（2023）》预测，2022 年-2032

年全球 GenAI 收入复合增速将达到 42%。大模型技术及应用的发展带动算力需求的高速增长，政

府、企业、高校加快智算中心建设。2023 年，工信部等六部门印发的《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提出，2025 年我国算力规模将超过 300 EFLOPS，智能算力占比达到 35%。政府端，

多地发布智算中心发展规划，上海市计划 2025 年智能算力占比达到总算力的 50%以上；企业端，

国务院国资委人工智能专题推进会提出中央企业加快布局和发展智能产业，夯实发展基础底座，

加快建设一批智能算力中心。 

2.人工智能发展带动新技术及新产品创新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新的技术创新。一是大模型实现轻量化创新。尽管万亿参数大模型依然在

许多场景中占据核心优势，许多厂商开始通过 MoE 等技术实现大模型轻量化创新，有望带动人工

智能应用的大规模部署，基于 MoE 模型架构，处理输入数据时少数专家模型被激活或使用，在训

练和推理上能够节省计算资源。二是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部署，带来分布式训练、算力资源调度

等新的需求。根据赛迪顾问《IT2024（1 月刊）》，2023 年从算力需求规模来看，东部地区全国占

比高达 83.5%，但算力供给能力占比尚不足 70%，东西部算力区域差距依然明显，算力调度亟待

加快布局，预计到 2026 年中国算力调度市场同比增长率将达到 21.6%。国内科研院所、企业聚焦

预测和规划、资源负载均衡配置、自动化决策、异常检测和处理等算力调度重要环节不断加强技

术创新。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新的产品创新。人工智能参数规模较大，万亿参数模型本地化部署难度大、

成本高。技术层面 MoE 等大模型技术发展，带动了人工智能进入商业化阶段，也带动服务器、PC

等硬件产品的同步创新，2024 年多家硬件厂商推出大模型训推一体机，集成 AI 芯片、AI 平台软

件及各类模型算法，支持百亿级、千亿级参数大模型私有化部署，大模型开发与应用的门槛被大

大降低。同时，训推一体机本地化部署能满足数据安全需求。终端层面，AIPC 有望成为大模型落

地的另一重要载体，与传统 PC 相比，AIPC 集成混合 AI 算力单元，以支持复杂人工智能算法和大

量的数据处理。赛迪顾问预计，到 2025 年 AIPC 渗透率有望接近 30%。 

3.液冷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占比不断提升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的散热技术已难以解决高密度数据中心的散热问题，液冷技术成

为 AI 硬件和集群散热的必然选择。2023 年，财政部等三部门印发的《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

求标准（试行）》要求数据中心相关设备和服务应当优先选用新能源、液冷、分布式供电、模块化

机房等高效方案；工信部等六部门印发的《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要求提高算力碳

效，支持液冷、储能等新技术应用，探索利用海洋、山洞等地理条件建设自然冷源数据中心。从

国内市场看，根据 IDC 发布的《中国半年度液冷服务器市场（2023 上半年）》，2023 年上半年，我

国液冷服务器市场规模已达 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3%，预计全年将达到 15.1 亿美元；IDC 预

测，2022-2027 年，我国液冷服务器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54.7%，到 2027 年，我国液冷服务

器市场规模将达到 89 亿美元；从海外市场看，海外芯片市场启用液冷方案，英伟达新一代产品将

全面采用液冷散热技术，并认为浸没式液冷技术将成为未来的行业标准，引领整个散热市场迎来

全面革新。 

公司主要从事高端计算机、存储、安全、数据中心产品的研发及制造，同时大力发展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智能计算等业务。报告期内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1.高端计算机 

高端计算机产品主要包括机架式服务器、高密度服务器、刀片服务器、超融合一体机产品等，

能够面向多种应用场景，兼顾性能、能效、应用生态，具有领先的计算密度和节能性，产品整合

高速网络和存储技术，可实现超大规模线性扩展。公司的高端服务器产品也涵盖浸没液冷、冷板

液冷等产品形态，具有节能高效、安全稳定、高度集成等特点。随着国产化替代政策的深入，公

司推出的国产高端计算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运营商、金融、能源、互联网、教育等行业客户，

覆盖基础设施、电子政务、企业信息化和城市信息化等领域。 



2.存储产品 

公司存储产品包括分布式统一存储、多控统一存储、备份一体机等。公司分布式统一存储系

统 ParaStor 历经近二十年自主研发，涵盖海量数据管理、高速网络、存储协议栈优化等核心技术，

具有数百 PB 级超大规模部署实践经验；分布式全闪存储可以为人工智能、科学计算等场景提供

极致性能及成熟的数据服务。近两年，公司存储产品线在 AI 大模型存储、液冷存储研发等领域实

现突破。AI 大模型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多级缓存加速、XDS 数据加速及智能高速路由等多种数据 IO

性能优化能力;公司推出业界首款液冷存储产品，实现冷板式液冷与存储技术深度结合，存储系统

PUE 值降至 1.2 以下。2023 年，公司以两个标段第一中标中国移动分布式存储集采，同时中标中

国移动新型智算中心、华南理工大学液冷存储等项目，为国内多个行业 AI 大模型提供了极致性能

的全闪存储平台，并携手中国移动成功打造行业首个存力智能调度平台。 

3.网络安全产品 

公司拥有流量分析、网络安全平台、工业控制等国产软硬件产品及解决方案。公司研制并迭

代以汇聚分流、网络流量分析系统、网络与计算加速以及行业应用系统为主的多种流量分析系列

产品，为多行业客户提供网络流量可视化、流量回溯分析、5G 信令解析等软硬件解决方案。目前，

流量分析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政法、运营商、金融、科教与其他企业级客户。国产化安全平台已与

多个头部安全厂商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高性能国产化安全产品，并面向数据中心防护、等保、

企业安全、网络审计等多场景推出产品与方案。2023 年，公司发布了工业数智平台“曙睿 SugonRI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以数智底座，加速数实融合进程，赋能新型工业化”的智慧工业战略。 

4.云计算服务 

公司自 2007 年开始从事云计算技术产品研发，具有长期的技术积累，目前已形成全栈云服务

能力。曙光云以建设运营“城市云”为主要业务模式，在全国多个城市布局，基本形成了安全可

信城市云服务体系，基于城市云计算中心为政府和企业用户提供云服务及云技术服务。报告期内，

曙光云荣获“2023 年度中国计算机行业发展成就奖—政务云成就奖”；曙光云平台解决方案入选

2023 年天津市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解决方案项目名单；凭借“工业精益智能大脑先进计算平台与应

用”方案，曙光云入围工信部“2023 年度先进计算典型应用案例名单”；Cloudview 云计算操作系

统和 StackCube-K 超融合系统等多款产品获得可信云首批认证。 

5.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公司参与各地数据中心建设，基于浸没液冷、高密度设计、高效电源管理、大规模算力调度

平台、自动化运维、清洁能源等诸多先进技术，为用户提供整体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支

撑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高质量发展。公司承建的多个先进数据中心采用众多前沿技

术。在节能方面，采用了曙光浸没液冷技术、余热回收、绿色建筑等多种相关技术，使整体能耗

大幅降低；在安全方面，运用曙光提供的全套解决方案，实现从底层硬件到上层运维服务的全栈

安全可靠；在技术层面，先进数据中心提供的多元算力可同时满足科学工程计算、人工智能、云

计算、大数据等多场景应用需求。 

6.算力服务平台 

公司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通过网络链接各类算力基础设施资源，并建立以

应用服务为导向的创新型算力服务平台，降低用户使用门槛、提高算力应用水平，为千行百业提



供“集算力、数据、应用、运营、运维为一体的服务”。报告期内，子公司曙光智算深度参与行业

标准和技术创新，通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可信算力服务-智算平台”评测，成为首批通过的 4 

家厂商之一；2023 年 2 月，曙光智算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打造首个一体化算力交易调度平台；6

月，公司作为“北京算力互联互通验证平台”参建与接入服务商参与二期成果发布，并被授予首

通调度试验成功企业与主要贡献专家、算网云开源操作系统项目首批示范单位等荣誉；10 月，曙

光智算 AC 平台获评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最佳人工智能服务平台”奖项。 

 

三、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21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1,615,458,539.32 31,810,543,676.35 31,810,174,007.19 -0.61 26,319,048,439.20 26,318,444,777.28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18,649,894,203.46 17,017,167,548.79 17,017,389,480.03 9.59 12,688,003,944.02 12,688,311,790.95 

营业收入 14,352,658,228.13 13,007,955,200.90 13,007,955,200.90 10.34 11,268,605,628.21 11,268,605,628.21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1,835,900,702.06 1,544,304,918.88 1,544,219,003.19 18.88 1,176,085,948.09 1,176,393,795.02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1,277,827,919.25 1,151,435,731.36 1,151,349,815.67 10.98 791,017,355.79 791,325,202.72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3,509,828,147.53 1,124,877,783.58 1,124,877,783.58 212.02 -522,882,997.36 -522,882,997.36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10.30 10.21 10.21 

增加

0.09个

百分点 

9.69 9.69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1.26 1.06 1.06 18.87 0.81 0.81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1.25 1.06 1.06 17.92 0.81 0.8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297,997,842.11 3,102,699,850.75 2,357,446,256.66 6,594,514,27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0,967,541.52 413,779,673.64 205,528,139.41 1,085,625,34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48,807,654.09 256,474,015.51 104,306,150.42 868,240,099.23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5,868,046.42 1,231,360,361.66 -163,670,682.57 2,668,006,514.8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2,2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0,058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北京中科算源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0 239,388,281 16.36 0 无   

国有法

人 

北京思科智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0 55,586,600 3.80 0 无   

国有法

人 

历军 0 42,136,093 2.88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葛贵莲 15,980,923 15,980,923 1.0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海珏朔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珏朔

惊帆多策略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1,234,600 11,234,600 0.77 0 无   其他 

张仲华 659,254 10,312,113 0.70 0 无   
境内自

然人 

杜梅 -1,816,000 10,041,672 0.6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葛贵兰 9,798,264 9,798,264 0.67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诺安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070,681 9,070,681 0.62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4,569,600 8,596,075 0.59 0 无   其他 



限公司－华泰柏瑞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科算源与思科智存在关联关系（双方关联关系详见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五章第七部分），其他

股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3.53亿元，同比增长 10.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36亿元，同比增长 18.88%；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8 亿元，同比增长

10.98%。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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