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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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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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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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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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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球科技 600556 北生药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忠华（代行职责）   

电话 0779-2228937   

传真 0779-2228936   

电子信箱 bsyy_bh@163.net   

 

1.6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6] 004996 号）。2015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 5,131,893.00 元，2015 年末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788,347,444.48 元；2015 年母公

司实现净利润为 3,345,241.8 元，2015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800,559,913.61 元，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公司 2015 年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此预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尚需提交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 主要业务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智慧城市业务和物业管理业务。公司的智慧城市业务涉及智慧城市级顶层

设计和咨询及智慧城市平台和生态圈体系建设。公司的物业管理服务业务集中于全资子公司杭州

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 经营模式  

公司的智慧城市业务采取“平台+生态圈”的经营模式。“双平台驱动”：两个核心平台，一是投

融资平台，以融资能力为核心、以投资总包为基础的智慧城市投融资平台，分担政府财政压力、

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助力城市升级，获取客户资源；二是核心业务平台，以应用整合与数据整合

为核心、以大数据运营服务为长期定位的核心业务平台，整合合作伙伴，提升应用价值，建立长

期技术优势。“构建生态圈”：以项目合作、投资合作为基本手段，沿着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产业

链发展合作伙伴生态圈，搭建集产业协作、高潜企业孵化及大数据经营三位一体的开放共享、互

融共生、良性协同的生态圈。 公司的物业管理服务业务主要经营模式以住宅物业管理为主，以案

场服务及商业物业管理为辅。具体盈利模式主要包含了物业费收入、车位费收入、案场收入以及

其他收入。   

 

3. 行业情况说明  

（1）智慧城市  

A、智慧城市建设投入提速，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根据发改委等主管部门联手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这项规划

将涉及 20 多个城市群、180 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 1 万多个城镇的建设，预计总体城镇化建设所带

动的投资高达 40 万亿元。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研究数据，未来 10

年，智慧城市建设投资将超过 2 万亿元人民币，具体涉及“产业载体建设、商业配套建设、服务平

台建设、交通设施建设、医疗服务建设、智能电网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生态环保建设、城市管

理建设”等。其中与专属智慧城市载体相关的市场约占 20-30%，智慧城市传感器、仪器、自动控

制设备和相关服务占比约 20-30%，ICT 硬件、软件、服务相关的部分占 40-50%，即未来 10 年 ICT

相关的市场将达到 1 万亿元。  

B、智慧城市需求各异，建设模式多样化  

通过对国内外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的经验分析，公司发现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会因为不同的问

题而选择自己的建设模式。可以这样理解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国情是背景，市情是基础，管理

理念为指导，信息技术是手段。” 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国情的巨大差别上，在中国，城市之间

的差异性甚至大于国别之间的差异，从城市发展问题、信息化基础、政府诉求来看，中国三四线

城市与北京、上海的差异，肯定大于上海、北京与纽约、巴黎的差异。再加上新型城镇化的要求，

中国城市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更加严重，不可能有一种理性的“智慧城市模型”能够适用于大部分城

市。  

C、智慧城市技术复杂，分布式创新是未来主流  

智慧城市不仅要应用几乎所有的传统 IT 技术，更以物联网、大数据等最新的信息化技术应用

为重点，而这些技术本身涉及的面都十分广泛，且并不成熟，表现出足够的复杂性。另一方面，

城市的发展本质是自下而上的，是无数个人和团队的决策结果，虽然政府总是热衷于自上而下的

集中性规划，但绝大部分创新总是从底层开始，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以后，创新的方式进一步去中

心化、自由流动、并具有适应性，从大企业为中心的集中式创新到以个体和中小企业为主的分布

式创新，互联网时代的大企业已经从技术创新的主导者变成了分布式创新的组织者，由此产生了



各种类型的互联网平台战略。 对公司而言，在技术领域的定位要更多考虑如何成为创新的组织者，

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强大的技术创新者、新技术的拥有者，这是平台战略不同于技术战略的地

方。  

D、总包模式成主流，项目以基础设施和垂直应用为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公安部、财政

部、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该《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重视顶层设计。之后，智慧城市普遍采用总包模式：先签订框架协

议，再整体设计顶层规划方案，按项目分步骤落实。主要厂家越来越多采用框架协议跑马圈地，

在当地成立子公司，建设项目则主要落实在“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上，带动当地经济尤其是信

息产业发展为主。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是宽带网络的升级；二是无线网络的覆盖；三是数据中

心或中央数据库，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效率和安全等问题；四是物联网、传感器。  

E、不同厂商策略差异大，市场已经开始分化  

不同厂商，因自身的优势、特长和认知侧重不同，对智慧城市的重点和建设方式也有差别。

对 IBM、思科等国际大企业，智慧城市还停留在概念层面，在营销领域被广泛使用，但对之前的

业务过程基本没有影响——原来的方案、原来的产品、原来的业务结构、原来的业务组织方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智慧城市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没办法大规模销售和经营，商业价值只能体

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上。各厂家根据自己的优势特长，都在抢夺战机，抓紧布局，跑

马圈地，激烈的争夺已经开始。  

F、政策鼓励下，PPP 模式火热推进  

因地方政府债难以为继，2013 年国务院连续发文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领

域投资。财政部从 2013 年底展开对 PPP 模式推广工作全面部署，2014 年 5 月，财政部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工作领导小组正式设立，并连续推出 80 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营运的示范

项目。2014 年 8 月以来，重庆、江苏、安徽、青海等地先后发布了首批 PPP 试点项目计划，计划

投资额千亿左右级。  

在如此频繁有力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关政策催动下，智慧城市领域企业的相关意识和手段也

大大强化加速，纷纷尝试以 PPP 模式为基础的投资总包模式与地方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且势头劲猛。可以预计，在国家政策催动、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和金融创新手段层出不穷的不远的

未来，PPP 模式将在智慧城市领域大行其道。  

（2）物业管理服务  

我国未来的物业管理应涉及到物业设置及使用全过程的管理及服务。根据对国外现代物业管

理实施过程的研究，其发展业务的内容应包括：物业管理战略的制定；为房地产开发建设服务；

为房地产经营服务；物业维修运行管理；综合管理服务等。  

目前，我国物业管理机构以管理物业为主，兼而开展多种经营服务的“一主多副”思路应成为

具有中国特色物业管理服务模式，我国未来的物业管理发展应是专业化、综合性涉及物业建设与

使用全过程的管理和服务。  

物业管理企业小、弱、散、差的现象普遍存在，随着物业管理招投标大力推行和物业管理市

场化的发展，物业管理将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规模、效益型转变，规模化经营的资产重组必然

驱使物业管理企业向品牌化企业方向发展。在有限的市场资源条件下，企业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势必推动物业管理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社会资源配置也将得到进一步优化。随着物业管理范围

和内容的扩展、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物业管理招投标的逐步规范，物业管理行业的竞争将日益激

烈，行业间的兼并、整合现象将逐渐加剧、迅速扩展。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24,606,172.83 54,472,584.15 128.75 54,989,627.39 

营业收入 92,909,443.18 47,368,751.54 96.14 42,540,12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131,893.00 606,772.02 745.77 32,644,80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87,924.10 1,217,437.43 63.29 1,083,07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2,953,228.6 1,981,964.37 1,562.65 1,375,192.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2,438,722.02 -2,521,865.90 -3,565.49 5,929,507.48 

期末总股本 394,793,708.00 394,793,708.00   394,793,708.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3 0.002 550.00 0.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3 0.002 550.00 0.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2.84 36.15 增加76.69个百分

点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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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7,202.69 12,816,867.02 14,390,773.85 43,454,59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3,700.30 661,079.28 -833,286.49 4,070,39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13,266.16 692,946.16 -838,863.95 920,575.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12,353.46 -46,022,485.07 -5,697,964.09 -22,305,919.40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4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7,31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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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吴鸣霄 0 14,000,000 3.5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德邦创新资本－浦

发银行－德邦创新

资本慧金 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8,415,174 8,415,174 2.13 0 无   其他 

上海和熙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和熙成

长型 2号基金 

7,500,000 7,500,000 1.90 0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西壮族

自治区分行 

-3,000,000 6,802,070 1.72 0 无   国有法

人 

华安未来资产－工

商银行－汇增 2号资

产管理计划 

6,436,601 6,436,601 1.63 0 无   其他 

华安未来资产－工

商银行－汇增 1号资

产管理计划 

6,100,000 6,100,000 1.55 0 无   其他 

孙伟 0 6,000,000 1.5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华安未来资产－工

商银行－汇增 3号资

产管理计划 

5,265,100 5,265,100 1.33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广

发策略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193,616 5,193,616 1.32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媒

体互联网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937,748 4,937,748 1.25 0 无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德邦创新资本－浦发银行－德邦创新资本慧金 1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熙成长型 2号基

金、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汇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华

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汇增 2号资产管理计划、华安未来

资产－工商银行－汇增 3号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董事长顾国

平先生一致行动人，以上持股共计 33,716,875。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在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努力下，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净利润等经济指标大幅

增长，其中，实现营业收入 9,290.9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6.14%；实现利润总额 628.42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9.62%。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内新

增智慧城市相关业务板块，且该业务板块于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良好，整体实现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贡献分别为 4,562.1 万元及 291 万元。 

（一）智慧城市业务板块 

2015年是公司自主营业务向智慧城市相关领域转型的起始年，而2015年又恰逢面临国内GDP

数据自 1990 年以来首次跌破 7%，国内经济下滑，整体大环境低迷，政府整体去产能的新形式。

在此背景下，公司管理层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紧抓企业发展和经营大局，积极应对

各种挑战，在逆势中寻求突破，不断创新营销管理，加快主业拓展项目的开发，储备和建设，积

极抓住新形势下的行业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市场环境和行业发展增速放缓的局面，不断优化资本

结构，继续平衡协调好发展与经营质量提升的关系，进一步强化投资风险管控意识，细化控制流

程和预算指标的达成，稳步推进各行业的业务布局和规划。 

1. 全力推进公司在智慧城市业务的全面深入经营。智慧政务结合自身在智慧政务的项目经

验，智慧园区立足于自身和相关项目中为自身以及客户建立统一的工作流程，协同、调

度和共享机制，通过云平台的整合，以云平台为枢纽，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获得

高效、协同、互动、整体的效益。进一步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与日常管理、对内与对外

服务这两大服务和两大管理体系。结合其他智慧城市的相关业务，形成“低成本、集约化、

见实效”为建设宗旨经营理念，达到业内的共识。 

2. 智慧城市各业态通过整合内部资源以及优化外部资源，不断提升我司核心竞争力，提升

服务体系，增加各业态间的协同联动经营效益，有效提升了整体运营质量。 

3. 报告期内，公司智慧城市业务板块整体实现营业收入 4562 万元；2）毛利率达到 36.87%；

3） 利润总额达到 343 万元，净利润达到 291 万元；4）资产总额达到 8877 万元。报告

期内，公司签署了 5 份战略合作协议，分别为《宁波杭州湾新区智慧城市项目战略协议》，

《湖南华容县智慧城市战略合作》，《靖江智慧城市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泰兴智慧城市

合作框架》，《共建智慧宿州战略合作协议》和《宿州市高新区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合作

协议书》涉及总金额高达 76 亿元以上。签署合同 20 个，总金额 2.3 亿元，包括：《重庆

两江智慧政务及智慧金融共建项目》，总金额 2.02 亿元，《泰兴市智慧城市顶层设计》980

万元，《靖江智慧新港城建设顶层设计咨询项目服务合同》总金额 499 万元，《苏州传媒

希尔顿酒店平台系统》963 万元。 

“以人为基础，信息技术为先导，以土地为载体，以资本为后盾”是慧球智慧事业部结合政府

十三五规划，对智慧城市理念的诠释。 

公司将依据行业规模和发展趋势以及自身技术优势和特点，基于 2015 年的基础上，不断进取。

规划在智慧政务市场积极拓展上海、广西南宁等一、二线城市的区域性智慧政务市场。在智慧园

区市场，积极拓展上海松江、广西南宁等二、三线城市和地区的园区建设。在智慧医疗市场，我

司主要在第一、二和三类城市重点布局。在智慧教育市场，积极拓展一、二线城市和区域的教育

信息化教育项目，打造具有慧球特色的智能化教育生态。 

智慧城市业务属于技术、资金密集型业务，主要面向各级政府部门，而行业中的主要模式以

建设-交付的 BT 及相关衍生模式为主，在建设前期需要承建方提前投入资金。此外，智慧城市业

务以城市为单元，整体规模较大，周期较长，整体规划一般在 5 年以上，具体项目从落地到完成

交付以 1-2 年居多。因此，需要承建方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及资金运转能力。尽管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获得审核通过，但公司后续将通过贷款、股东借款等可行的融资方式解决智



慧城市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公司战略转型。 

秉承泛集成和跨界合作的模式，为打造综合，高效，安全，绿色，宜居，美丽城市群贡献慧

球的一份力量。 

 

（二）物业管理服务板块 

公司物业管理服务板块业务集中于全资子公司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该板块营业收入

及盈利主要来源于物业管理收入，盈利规模较小。于报告期内，该板块经营平稳，营业收入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十三户，主要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 决 权 比 例

（%） 

南宁市智诚合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慧球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注）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0.00 85.71 

上海慧球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淮南市慧球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智诚合讯信息技术（徐州）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慧球科技（华容）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93.75 93.75 

慧球智慧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沈阳慧球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90.00 90.00 

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湖南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沈阳辽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成都山外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建德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注：本公司对慧球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与表决权比例不一致的原因为：慧球科技（重

庆）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成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75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人民币 7,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重庆云计算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750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20%；由股东分期缴足出资。2015 年 8 月，公司股东首次货币出资人民币 350 万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占实收资本的 85.71%；重庆云计算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出资人民

币 50 万元，占实收资本的 14.29%。根据公司章程约定，依照公司法规定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

使表决权。本公司对慧球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按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7 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慧球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设立 

上海慧球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淮南市慧球科技有限公司（注） 设立 

智诚合讯信息技术（徐州）有限公司

（注） 
设立 

慧球科技（华容）有限公司（注） 设立 

慧球智慧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注） 设立 

沈阳慧球科技有限公司（注） 设立 

注：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淮南市慧球科技有限公司、智诚合讯信息技术（徐州）有限公司、

慧球科技（华容）有限公司、慧球智慧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沈阳慧球科技有限公司等五家仅

办理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注册资金尚未到位，自成立至今尚未展开经营活动，暂无相关财务数

据。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无。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