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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

荐机构”）作为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恒信息”、“上

市公司”或“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安恒信息上目前的持续督

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

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上

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

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开

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

公司业务情况，对公司开展了持续

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

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3年度公司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

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

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

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

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3 年度公司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公

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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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

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

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依照相关规定

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

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

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

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公司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公

司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

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公司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

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

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

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

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保荐机构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

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3年度，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

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

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3年度，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

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

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

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3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不存

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

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

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

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

2023年度，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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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

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

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

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

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

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之日起15日内按规定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

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涉嫌资金占用；（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

流存在重大异常；（六）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人认为

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上述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1、业绩亏损具体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7,016.47万元，同比增长9.60%，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35,980.51万元，主要系：（1）在当前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市场

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公司总体营业收入实现了稳定增长，但增长幅度未能达

到预期目标；（2）公司2023年第四季度实施了较大力度的降本增效措施，但公

司全年人员基数较大，公司刚性人工成本仍呈增长趋势，对公司2023年净利润产

生一定影响，2024年费用控制将得到有效改善；（3）2023年度，公司为支持杭

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等重大赛事进行了偶发性的较大投入，相关成本和费用有

所增加，对公司短期净利润产生了一定影响。

2、持续经营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努力克服宏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等外部影响，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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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016.47万元，同比增长9.60%，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规模仍保持增长态势。公司

未来能否保持持续成长，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竞争态势等宏观环境因素

的影响，也取决于公司技术研发，产品市场推广及下游市场需求等因素。如果未

来公司现有主要产品市场需求出现持续下滑、市场竞争加剧、技术研发失败或规

模效应未按预期逐步显现，且公司未能及时拓展新的应用市场，公司营业收入、

净利润将面临下降的风险。未来，公司将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及管理能力等以应

对上述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

3、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及所处行业景气情况

由于近年来国际、国内重大网络安全事故的频发，我国政府对网络信息安全

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随着网络安全政策法规持续的完善优化，网络安全市场规

范性逐步提升，政企客户在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上的投入逐步增长。同时，随着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等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遍应用，最终

用户对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将持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核

心竞争力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与网络安全行业整体趋势一致。

（二）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更新迭代风险

公司的核心技术主要应用于网络信息安全行业。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速

发展，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也处于快速成长期，若公司不能准确及时地预测

和把握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趋势，持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将可能面临被竞

争对手赶超或者核心技术发展停滞甚至被替代的风险。

2、技术研发失败风险

网络信息安全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保持市场领先优势，提升技术实力

和核心竞争力，公司需要不断进行新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以应对终端客户日

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近年来公司一直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发生的研发费用直

接影响公司当年的净利润水平。由于对未来市场发展趋势的预测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公司可能面临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失败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

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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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随着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对人才的竞争不断加剧。维持技术人员队伍的

稳定，并不断吸引优秀技术人员加盟，关系到公司能否继续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和

未来发展的潜力。如果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大量流失，将给公司后续新产品的开发

以及持续稳定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三）经营风险

1、新市场开拓的风险

目前公司客户群体主要集中在政府（含公安）、金融机构、教育机构、电信

运营商等单位，公司也正在加大营销网络建设方面的投入，建立多级销售渠道，

以不断拓展中小企业客户，同时服务现有客户软件升级和新增业务的需要。但若

公司的新行业拓展策略、营销服务等不能很好的适应客户需求，公司将面临新市

场开拓风险。

2、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引起股价波动的风险

受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的采购周期影响，该部分用户大多在上半年对全年

的投资和采购进行规划，下半年再进行项目招标、项目验收和项目结算，导致公

司近年来的营业收入呈现出上半年较低，而下半年较高的季节性特征。同时，由

于公司员工工资性支出、固定资产摊销等成本所占比重较高，造成公司净利润的

季节性波动比营业收入的季节性波动更为明显。因此，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季节性

波动引起股价波动的风险。

3、因最终客户发生数据泄密及其他网络安全事件时，公司承担罚款或赔偿

的风险

当最终客户发生数据泄密及其他网络安全事件时，如主管部门认定公司在提

供相应产品或服务时违反了国家与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司可

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可能需根据销售合同的约定向客户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从而给公司的经营带来一定风险。

（四）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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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激励导致股份支付金额持续较大的风险

公司计划通过股权激励吸引并留住核心人才，未来新增对员工的股权激励有

可能导致股份支付金额较大，从而对当期及未来财务情况造成不利影响。

2、税收优惠风险

如果中国有关税收优惠的法律、法规、政策等发生重大调整，或者由于公司

未来不能持续取得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或不满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条件等，

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应收账款风险。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快速增

长，应收账款也出现较快增长。公司内部建立了以资金风险控制为核心的应收账

款管理制度，对客户信用进行有效管理，且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了充足的坏账准

备，但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对客户销售额和客户数量持续增加，应收账款

的总额可能会相应增长。若未来市场环境或者主要客户信用状况发生不利变化，

公司可能面临未来应收账款无法足额收回导致坏账金额增加的风险，从而对公司

未来业绩和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五）行业风险

随着网络信息安全行业的发展，不同细分领域的技术将会融合、协同，不同

细分市场客户的需求将会交叉、重叠，不同细分行业的领先者将展开直接竞争，

行业的发展对公司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公司与行业内具

有技术、品牌、人才和资金优势的厂商之间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加剧，行业整体竞

争加剧可能影响行业总体毛利率，从而导致公司毛利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同时，公司所处的信息安全行业未来保持快速发展的趋势基于目前国家政策

取向、全球信息安全形势和未来技术发展方向，这些因素共同推动我国政府和企

业不断增加对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一旦外部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政

府和企业的购买偏好发生变化，就可能会导致信息安全行业发展不及预期，进而

影响公司业绩。

（六）宏观环境风险

政府一直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鼓励和扶持，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均与公司日

常经营相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如果公司未来不能持续保持较强的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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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或者国家税收政策和相关扶持政策发生变化，则可能对公司发展产生一定

的影响。另外，公司面向的企业级客户一般采取预算制，且部分行业客户的投资

来自于财政拨款，宏观经济环境如出现不景气可能影响部分行业客户的 IT 投资

预算，进而可能对公司的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除上述因素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风险事项。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3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17,016.47 198,001.24 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5,980.51 -25,355.6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781.85 -29,876.12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5,572.87 -17,880.25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55,990.08 290,718.01 -11.95%

总资产 497,826.00 501,410.26 -0.72%

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度 2022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59 -3.2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59 -3.23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4.95 -3.8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0 -8.48
减少 4.12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9 -9.99

减少 3.60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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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度 2022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29.33 32.62

减少 3.29个百

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202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9.60%，主要原因系：（1）产品方面，

公司MSS、信创安全、密码安全等战略新方向的收入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安全服

务等依然保持较快增速；（2）行业方面，公司央国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50%、

医疗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30%。公司行业军团战略也已显成效，其收入增速

显著超越公司整体收入增速，公司运营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30%，其中电

信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70%；网信、交通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均超40%；

电力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有所下降，主要系：在当前宏观经济

增速放缓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公司总体营业收入实现了稳定增长，但

增长幅度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此外公司人员基数较大，公司刚性人工成本仍呈增

长趋势，同时公司为支持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等重大赛事进行了偶发性的较

大投入，相关成本和费用有所增加，对公司短期净利润产生了一定影响。

综上，公司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具备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自2007年创立以来始终坚持持续技术创新的发展战略，紧跟网络信息安

全技术发展趋势和用户需求，不断在行业内率先推出创新产品，更新迭代既有产

品和解决方案，并孵化培育新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设立有安全研究院和

产品研发中心两大研发机构。安全研究院致力于前沿技术预研、创新业务探索和

核心能力积累。研发中心主要致力于云产品线、AiLPHA态势感知产品线、数据

安全产品线、智能检测与终端产品线、基础安全产品线、数据要素、工控安全等

多个新兴领域产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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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研发涉及网络安全专用大模型、攻防研究、应急响应、

安全咨询、漏洞研究、产品研发等。公司拥有美国软件工程学会颁发的 CMMI5

权威认证，在软件开发过程的改善能力、质量管理水平、软件开发的整体成熟度

居于行业前列。公司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形成了应用安全、数据安全、智能

安全等领域的重要技术壁垒，并孵化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

公司技术研发实力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肯定和支持，现已承担“国家发改委

信息安全专项”、“工信部电子发展基金项目”、“科技部火炬计划”、“科技

部网络空间重点专项”、“浙江省重点科技专项”等多项国家级、省市级科技计

划项目。同时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累计参与了超过70项网络信息安全领域国

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制定，并积极引领技术标准在网络信息安全产品的落地工作。

（二）产品及服务优势

公司凭借多年的技术研发沉淀和经验积累，充分将其运用在应用安全和数据

安全产品当中，不断在行业内率先推出创新产品，更新迭代既有产品和解决方案，

既覆盖传统的应用与数据安全领域，同时，还将当前流行的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其中，并将产品拓展至物联网、工控和智慧城市等新型领域。

目前公司已形成了以应用安全及数据安全产品为基础，围绕新监管、新技术及新

服务的完整产品线。公司核心产品在各自细分市场具有领导优势。

在服务方面，公司拥有一支强大的专业安全服务团队，均具备一流网络与网

络信息安全技术能力和丰富的安全攻防经验。多位服务团队成员具有国际注册信

息系统安全认证专家（CISSP）、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师（CISA）、信息安全注册

工程师（CISP）、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27001）及主任审核员及高级项目经

理（PMP）等资质；团队成员长期致力于各方向的安全漏洞研究。公司拥有中国

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安全工程类三级（最高级）、安全运营类一级资质、国家计算

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国家级）、中国网络

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应急处理一级、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风险

评估一级等在内的多项行业最高级别服务资质。公司服务团队先后参与了杭州亚

运会、成都大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连续五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会议、青岛上合峰会、上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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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进口博览会、2018第14届FINA世界游泳锦标赛等世界级重大活动的网络信息

安全保障工作，以先进的理念和专业的服务获得各盛事主办方和监管机构的一致

好评。

安恒信息作为杭州亚运会官方网络安全服务合作伙伴，在亚运会期间为其提

供全方位、全时段的网络安全保障，并圆满完成任务，续写15年重保零事故辉煌

战绩。圆满保障也离不开于众多产品及应用的辅助支撑。其中，公司今年5月正

式启用的MSS亚运天穹——新一代主动防御运营中心，在上线前进行了超50次模

拟演练，在亚运会期间全面协助赛事场馆的各项网络安全工作，实现云端实现资

产的全面发现、漏洞的全面管理、威胁的实时检测响应、“7×24小时”的云端安全

专家持续守护，为杭州亚运会提供全天候、全场景、全过程、全闭环的安全运营

保障服务。

同时，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再次赋能网络安全保障，提升安全运营成效、牢筑

安全守护屏障。2023年8月，安恒信息恒脑·安全垂域大模型首次公开亮相，基于

大模型的安全运营平台全新升级首次发布。在本届亚运会期间，该平台以智能辅

助形式应用于各个方面，安全运营成效提升70%以上。作为一款结合AI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技术与安全编排的产品，不仅有强大的数据整合和分析功能，还能够从

各种安全工具和数据源中收集、整合和分析信息，并与态势感知、资产管理系统、

威胁情报平台、漏洞管理系统等相集成，从而实现全面的威胁情报分析和事件响

应。

杭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收获了各方肯定与赞扬，不但展示了杭城风采，更突

显了中国体育事业繁荣发展。而这一场网络安全保卫战的落幕，也为安恒信息提

供了更多的宝贵经验。未来，安恒信息将持续发挥网络安全保障优势力量，不断

精进自我，专注前沿技术研发、服务水平提升，继续为更多重大赛事、重大活动

提供支持。

（三）综合服务能力优势

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涵盖安全产品研发、销售、

安全服务和安全集成的完整业务体系，各产品线和业务模块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形成了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公司的网络信息安全产品主要涉及应用安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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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安全智能、安全管理、云安全、物联网安全和工控安全等众多网络信息安

全领域，可满足客户多方面的网络信息安全需求。此外，公司在现有安全产品的

基础上还可为客户提供包括安全咨询与评估、安全检测与防护服务在内的网络信

息安全整体解决方案，满足客户系统化、个性化的安全需求。公司通过整合优势

和平台优势，将公司已有的攻防经验、人员经验与外部情报加以整合、固化，完

整的业务体系和丰富的产品种类，基本覆盖了不同行业及不同发展阶段客户的网

络信息安全需求，极大地增强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四）客户资源与行业经验优势

通过持续的市场拓展，目前公司产品及服务已经进入了包括运营商、政府、

能源、金融、教育、医疗等在内的众多行业，积累了上述领域大量优质客户，并

长期保持着深入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些客户自身具有雄厚的实力并在业界拥有良

好的信誉，极大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公司通过在上述行业的长期

耕耘与积累，与行业内的大量客户达成了紧密合作，积累了网络信息安全建设项

目的实施经验，在满足客户信息化业务的发展规划及建设过程中，动态把握主要

领域客户对于信息化建设的技术需求及发展趋势，进一步提高了公司产品、解决

方案及服务的竞争力。

（五）品牌优势

公司凭借自身的产品和技术优势、综合服务优势，获得了国内众多行业及专

业人士的认可，“安恒信息”已成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领导品牌之一。公

司Web应用防火墙、数据库审计与风险控制系统、运维审计系统及网络安全态势

感知预警平台等多款核心产品持续多年保持国内市场占有率领先的行业地位。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3年度，公司研发费用为63,651.59万元，较2022年减少-928.16万元，降

1.44%。2023年度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29.33%，与2022年度研发费

用率32.62%相比，减少3.29%。公司持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

的变动情况符合公司的整体经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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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发进展

2023年度，公司各在研项目如期开展，并取得相应的研发成果。

2023年度，公司新申请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508项，新增获得批准发明专利

209项，新增已登记的软件著作权101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首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2,318.20万

元（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首发募集资金净额 95,157.20

减：募投项目支出 88,317.04

其中：2019年募投项目支出

2020年募投项目支出 25,500.82

2021年募投项目支出 31,985.94

2022年募投项目支出 20,178.08

2023年募投项目支出 10,652.2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5,536.23

其中：2019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261.34

2020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2,425.55

2021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1,631.10

2022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791.91

2023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426.32

减：2022 年募投项目完工募集资金结余补流 0.10

2023 年募投项目完工募集资金结余补流 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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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万元）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2,318.20

2、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再融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9,653.28

万元（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131,101.57

减：募投项目支出 71,815.93

其中：2021年募投项目支出 11,987.31

2022年募投项目支出 24,380.68

2023年募投项目支出 35,447.94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5,167.64

其中：2021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354.17

2022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2,806.32

2023年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2,007.15

2023年 12月 310日募集资金余额 64,453.28

其中：2023年 12月 31日现金管理余额 34,800.00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9,653.28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截止余额 存储形式

工商银行杭州钱江

支行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1202021429900545649 380.28 活期

杭州银行科技支行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3301040160013544641 11,937.92 活期

合计 12,318.20

2、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再融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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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截止余额 存储形式

杭州银行科技

支行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3301040160018504517 2,215.61 活期

浙商银行朝晖

支行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3310011710120100026569 9,701.37 活期

浙商银行朝晖

支行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3310011710120100026600 3,056.15 活期

工行钱江支行
上海安恒互联安全科技

有限公司
1202021429900590394 4,557.55 活期

宁波银行玉泉

支行

上海安恒智慧城市安全

技术有限公司
71090122000202794 8,773.32 活期

宁波银行玉泉

支行

成都安恒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71090122000202850 1,349.27 活期

合计 29,653.28

2023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

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范渊，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其持股结构

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报告期末，范渊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0,096,705股，直接持股比例为12.79%，

报告期内未减持直接持股数量。范渊先生与范小锦女士为夫妻关系，且范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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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宁波安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安恒”）、宁波安恒嘉

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嘉盛”）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故范渊先生合计控制公司19.92%的表决权。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吴卓群持股数量增加25,000股，公司董事张小孟持股数

量增加25,000股，公司董事袁明坤持股数量增加15,000股，公司董事王欣持股数

量增加10,000股，公司副总经理戴永远持股数量增加15,000股，公司原副总经理

楼晶持股数量增加17,500股，公司副总经理刘志乐持股数量增加15,000股，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刘博持股数量增加40,732股，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杨勃持股数量增加

10,000股，原因系股权激励股票确认；监事会主席马敏持股数量减少1,250股，主

要原因为二级市场卖出。除上述人员外，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还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宁波安恒及宁波嘉盛）

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报告期内，宁波嘉盛减持股票937,747股，宁波安恒减持股

票157,500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

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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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佳佳 李 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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