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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 

落实函中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容诚专字[2022]100Z0472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出具的《关于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

核）[2022]523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根据贵所出具的《落实函》

的要求，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申报会计师”或者“我

们”）作为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

的申报会计师，对落实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就

《落实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逐条回复如下（以下如无特别说明，

货币单位均为万元）： 

 

问题一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结合研发活动的认定依据、研发人员与业务开发人

员、技术支持人员的区别，说明研发人员认定和研发工时核算的准确性，相关

内控制度是否完善并有效运行。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研发活动认定的依据 

（一）研发活动的认定依据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基础软件产品与服务提供商，主要从事中间件软件产品研

发及销售、与中间件相关的定制化开发服务及运维服务。公司所处中间件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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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活动主要为中间件技术和产品、软件算法的研制和开发活动。 

具体而言，公司研发活动系指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自行进行

中间件核心技术研究积累并形成标准化中间件软件的一系列活动，这些研发活动

的核心目标是推动国产中间件技术发展、形成自主可控的中间件核心技术，并形

成可以面向金融、电信、石油、电力、交通、航空航天、医疗、教育等为代表的

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领域推广应用的标准中间件产品，从而实现对国外中间

件技术和产品的替代和赶超。研发活动主要包括中间件核心技术的趋势研究、竞

品分析、研发策划、方案设计、技术开发、应用适配、验证测试等活动。 

研发活动的持续开展，可以提升中间件产品的技术含量、丰富中间件产品功

能、提高中间件相关服务质量，保证中间件产品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二）非研发活动的认定依据 

由于软件行业的特点，非研发活动主要是围绕研发活动产生的软件技术和产

品进行的，非研发活动与研发活动关系紧密，存在一些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业

务活动，往往需要研发人员参与其中。基于中间件相关的技术能力和研发经验，

公司研发人员参与的非研发活动主要以参与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为主，也存在参

与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售前售后相关服务的情形，具体分析如下： 

1、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 

公司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系指公司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对基于研发活动

形成的标准化中间件软件进行的二次开发。项目成果均基于公司核心中间件技术

的应用，且定制化开发活动系围绕中间件产品功能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主要包括

定制化产品或功能模块的个性化需求分析、软件设计、软件开发、内部测试、集

成测试、用户测试等活动。 

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的持续开展，可以为公司带来丰富的业务机会，在实践

中夯实研发经验并积累核心关键技术优势，形成典型案例及核心产品，不断开拓

军工市场，并为广义中间件产品在商业领域应用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综上，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围绕公司研发活动形成的中间件核心技术和产品

开展，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定制化开发业务在为公司带来新的业务机会的同时，

还能推动公司新产品拓展。基于此，公司需要投入一定的研发人员参与定制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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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业务活动，作为推动公司中间件相关业务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2、售前售后服务活动 

售前售后服务活动系指公司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围绕中间件产品提供专业性

和技术性较强的售前售后服务工作，这是软件产品销售模式的行业惯例。由于中

间件产品支撑应用软件开发运行的特性，中间件软件的使用场景主要是面向客户

信息系统的开发和运维，主要面对的是应用软件的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其售前

售后工作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一般销售人员无法完全满足客户需求，需要了解

中间件运行机理的研发人员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一般销售人员的工作做进一步

的延伸。例如，提供信息系统架构方案建议、POC 测试分析、故障诊断分析、

性能优化分析等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服务。 

中间件产品相关的售前售后服务活动的持续开展，可以进一步了解客户个性

化需求、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把握前沿技术方向，同时了解客户的产品使用情况、

常见问题和缺陷、客户对产品的意见和建议等。基于此，公司需要投入一定的研

发人员参与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售前售后服务工作，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

也对其研发工作紧贴市场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研发活动与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的区别 

1、研发活动与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的演变过程及原因 

在公司创立初期，中间件行业整体处在技术积累和标准中间件产品成型阶

段，公司不断适配、调优各种场景下国内外主流应用软件厂商和基础软硬件厂商

产品，持续提高公司研发活动的技术水平和开发效率。通过深入推进自主研发以

及大量适配调优，公司最终开发出可满足绝大多数客户需求、可量产、可复制的

标准化中间件软件。 

近年来，公司研发重点主要是围绕中间件核心技术和基础中间件产品等方面

展开，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标准化的中间件软件销售，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按照业务类别列示如下：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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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件软件

销售 
2,408.98 52.38 10,020.10 83.38 7,433.97 90.80 6,307.82 91.40 

中间件定制

化开发 
2,067.90 44.97 1,779.91 14.81 359.17 4.39 387.32 5.61 

中间件运维

服务 
121.74 2.65 217.55 1.81 393.66 4.81 206.50 2.99 

合计 4,598.62 100.00 12,017.56 100.00 8,186.80 100.00 6,901.64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中间件软件销售，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分别为 6,307.82 万元、7,433.97 万元、10,020.10 万元及 2,408.98 万元，占比分

别为 91.40%、90.80%、83.38%及 52.38%，中间件软件销售业务规模不断提升。 

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广义

中间件的概念逐步形成，中间件产品走向平台化、服务化，开始更关注行业领域

的不同应用场景。与此同时，随着广义中间件市场需求日益增加，面对更加复杂

的运行环境和功能需求，客户需求也不再满足于标准化中间件产品，开始围绕中

间件核心技术提出一些个性化需求，中间件的个性化定制市场逐渐产生并发展起

来。由于军工行业技术体系、保密性等方面存在特殊要求，为更好地保障国防信

息领域的规模化部署及常态化应用，军工客户对软件的定制化开发需求日益增

加。为顺应上述行业发展趋势，公司将基于中间件核心技术和成熟中间件产品的

定制化开发业务纳入了公司的战略布局之中，开始在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中增加

研发人员的投入，部分研发人员在开展研发活动之外会参与到定制化开发业务活

动中。由于公司产品核心代码系 100%自主研发且作为国内唯一具备系列军工资

质的中间件厂商，公司很快切入中间件定制化开发市场，并在军工领域取得较多

的业务机会。 

2、研发活动与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的区别 

基于广义中间件的市场发展以及军队信息化建设需求，公司研发活动逐渐延

伸出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研发活动与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的主要区别在于，研

发方向决定权不同以及研发内容不同。 

（1）研发活动的研发方向由公司自主决定，定制化开发业务的研发方向由

客户决定 

研发活动的研发方向系公司针对中间件行业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为导向自

主进行中间件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而非根据个别客户的需求进行的定制化研发。



 

8-2-3-5 

 

公司根据自身的主营业务方向自主决定研发内容，通过不断优化研发方向并调整

研发内容，自行进行中间件核心技术研究积累并形成标准化中间件软件。 

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的研发方向系公司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确定，公司可

以根据是否符合自身中间件产品发展方向选择是否承接此类定制化开发项目，但

无法改变客户需求。定制化开发的中间件产品的研发方向由客户决定，公司无法

自主决定。 

（2）研发活动的研发内容为研发中间件核心技术并形成标准化的中间件软

件，定制化开发业务的研发内容为运用中间件核心技术并形成满足客户个性化需

求的软件产品 

研发活动的研发内容系公司根据自主决定的研发方向，研发中间件核心技术

并形成标准化的中间件软件，并且能够面向通用中间件软件市场进行销售。 

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的研发内容系公司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确定具体的

研发内容，运用中间件核心技术，按照客户个性化需求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满足

客户自身特定场景需求的软件或功能模块。 

二、研发人员与业务开发人员、技术支持人员的区别，说明研发人员认定

的准确性 

（一）研发人员的认定标准 

公司研发人员的认定标准如下：研发人员的主要职责为从事中间件核心技术

研发、软件算法、产品验证测试等工作。因此，公司将直接从事上述工作以及非

专职从事与上述工作高度相关的工作（如与上述工作高度相关的定制化开发、解

决产品专业性和技术性难题的售前售后服务）的人员，均认定为研发人员。 

公司研发人员均来自研发中心，公司的研发中心下设 5 个部门，承担中间件

技术的预研、攻关以及中间件产品的开发、测试等职能。研发人员所在研发中心

各部门的主要职能、研发人员的具体工作如下： 

研发中心部门 部门主要职能 部门人员的具体工作 

基础中间件产品部 

主要从事应用服务器中间件、工作流中间件、

消息中间件、企业服务总线、数据存取管理中

间件等产品的研发工作，具体包括趋势研究、

技术研发、软件算法、应用适配等 

主要从事该部门产品的趋势研究、技

术研发、软件算法、应用适配等工作，

同时参加该产品与上述工作高度相

关的定制化开发工作，以及该产品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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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平台产品部 

主要从事物联网监管平台产品的研发工作，具

体包括趋势研究、技术研发、软件算法、应用

适配等 

及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售前售后

服务 

协同平台产品部 
主要从事交换传输平台的研发工作，具体包括

趋势研究、技术研发、软件算法、应用适配等 

云平台产品部 

主要从事 PaaS 平台中间件等产品的研发工作，

具体包括趋势研究、技术研发、软件算法、应

用适配等 

测试部 

主要从事各中间件产品的测试工作，具体包括

产品测试方案设计、测试用例开发及产品架构、

功能、性能、环境适配等验证测试工作 

主要从事各产品验证测试等工作，同

时参与定制化开发、售前售后服务中

与验证测试高度相关的工作 

综上，公司对于研发人员的界定标准符合研发人员的职能定义。 

（二）研发人员与业务开发人员、技术支持人员的区别 

研发人员与业务开发人员、技术支持人员的主要区别在于从事的工作内容不

同。研发人员主要从事中间件技术和产品研发工作，部分研发人员根据业务开发

需要从事定制化开发的工作，公司不存在专门从事业务开发的人员。技术支持人

员为销售人员，主要从事售前售后服务中与销售相关的工作。相关人员的区分情

况如下： 

人员

性质 
人员类型 工作内容 从事工作内容 费用核算情况 

研发

人员 

专职研发人员 研发工作 

专职从事研发工作；工作内容

是研发中间件核心技术并形成

标准化的中间件软件 

计入研发费用 

进行业务开发

的非专职研发

人员 

研发工作、

定制化开发

工作 

主要从事研发工作，非专职从

事定制化开发工作；定制化开

发的工作内容是运用中间件核

心技术并形成满足客户个性化

需求的软件产品 

从事研发工作的相关费

用计入研发费用，从事

定制化开发业务相关费

用计入营业成本 

进行售前售后

服务的非专职

研发人员 

研发工作、 

专业化售前

售后工作 

主要从事研发工作，非专职从

事售前售后服务工作；专业化

售前售后的工作内容是提供信

息系统架构方案建议、POC 测

试分析、故障诊断分析、性能

优化分析等服务 

从事研发工作的相关费

用计入研发费用，从事

售前售后服务相关费用

计入销售费用 

销售

人员 
技术支持人员 

一般售前售

后工作 

从事售前售后服务中与销售相

关的工作；工作内容是提供售

前技术交流、售前适配测试和

售后培训维护等服务 

计入销售费用 

公司研发人员从事研发工作和从事定制化开发工作的工作内容存在差异，研

发人员从事售前售后工作和技术支持人员（销售人员）的工作内容存在差异，具

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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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研发人员从事研发工作和从事定制化开发工作的工作内容存在差异 

公司研发人员从事研发工作的主要内容为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进

行中间件核心技术研究积累并形成标准化的中间件软件。 

部分研发人员根据业务开发需要从事定制化开发的工作，主要内容为运用中

间件核心技术，按照客户个性化需求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

软件产品。 

因此，公司研发人员从事研发工作和从事定制化开发工作的工作内容存在差

异。 

2、公司研发人员从事售前售后工作和技术支持人员（销售人员）的工作存

在差异 

公司研发人员从事专业化售前售后工作。部分项目的售前售后工作专业性和

技术性较强，由于技术服务人员（销售人员）无法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需要了

解中间件运行机理的研发人员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技术服务人员的工作做进一

步的延伸，只能由研发人员提供信息系统架构方案建议、POC 测试分析、故障

诊断分析、性能优化分析等售前售后服务。 

技术支持人员（销售人员）从事一般售前售后工作，主要提供售前技术交流、

售前适配测试和售后培训维护等与销售相关的服务，相关售前售后服务专业性和

技术性较低，由一般销售人员完成。 

因此，公司研发人员从事售前售后工作和技术支持人员（销售人员）的工作

存在差异。 

综上，研发人员与业务开发人员、技术支持人员的主要区别在于从事的工作

内容不同。公司研发人员从事研发工作和从事定制化开发工作的工作内容存在差

异，研发人员从事售前售后工作和技术支持人员（销售人员）的工作内容存在差

异。 

（三）说明研发人员认定的准确性 

1、公司关于研发人员相关认定具有准确性 

研发人员的主要职责为从事中间件核心技术研发、软件算法、产品验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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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公司将直接从事上述工作以及非专职从事上述工作高度相关的工作（如

与上述工作高度相关的定制化开发、解决产品专业性和技术性难题的售前售后服

务）的人员，均认定为研发人员。公司不存在专职从事定制化开发业务和解决产

品专业性和技术性难题的售前售后服务的人员。 

公司关于研发人员相关认定具有准确性，具体分析如下： 

（1）公司处于软件行业，业务发展依赖于研发人员投入 

公司致力于中间件产品研发和销售，公司所处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属于

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公司以研发驱动业务发展，业务发展依

赖于研发人员投入，因此公司在招聘员工时主要招聘研发人员，主要考虑将研发

人员投入中间件技术及软件产品的研发活动中，引进并培养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

中间件研发人才，为公司的关键技术攻关及产品研发提供强力支撑。因此在组建

研发团队、招聘研发人员时，对研发人员的研发经验、专业背景、研发创新能力

等方面要求较高。 

（2）公司根据岗位职责和所属部门对研发人员进行划分 

公司组织结构健全，岗位职责分工明确，严格按照岗位职责和所属部门对研

发人员进行划分。研发人员隶属于研发中心，该部门负责软件开发、技术创新等

研发相关工作。研发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主要从事研发活动，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

发展趋势，进行中间件核心技术研究积累并形成标准化中间件软件。报告期内，

公司研发活动主要以项目制形式开展，公司综合考虑研发项目具体内容、项目紧

迫性、研发人员的研发经验、专业背景、研发创新能力、时间安排等因素后整体

安排研发人员，组建研发团队开展具体的研发项目。 

（3）研发人员除从事研发活动外，还参与定制化开发工作和售前售后工作

的合理性 

随着公司中间件技术和中间件业务经验的不断积累，公司标准化中间件软件

逐渐获得客户认可，同时客户开始围绕中间件核心技术提出一些个性化需求，中

间件的个性化定制市场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基于广义中间件的市场发展以及军

队信息化建设需求，公司研发活动逐渐延伸出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公司将基于

中间件核心技术和成熟中间件产品的定制化开发业务纳入了公司的战略布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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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始在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中增加研发人员的投入，部分研发人员在开展研

发活动之外会参与到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中。同时，由于中间件产品支撑应用软

件开发运行的特性，存在一些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售前售后服务工作，一般技

术服务人员无法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往往需要了解中间件运行机理的研发人员

参与其中。因此，研发人员除从事中间件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活动外，也会非专职

参与定制化开发项目的实施和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售前售后服务等相关工作。 

综上，研发人员的主要职责为从事中间件核心技术研发、软件算法、产品验

证测试等工作。公司将直接从事上述工作以及非专职从事与上述工作高度相关的

工作（如与上述工作高度相关的定制化开发、解决产品专业性和技术性难题的售

前售后服务）的人员，均认定为研发人员，具有合理性，公司关于研发人员相关

认定具有准确性。 

2、同行业可比公司关于研发人员相关认定 

公司同行业可比公司宝兰德和东方通披露了研发人员相关认定的内容，具体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披露内容及相关分析 

宝兰德 

（688058） 

1、披露内容： 

报告期内（2016 年至 2019 年 1-6 月），按员工专业构成可以分为销售人员、

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宝兰德开发成本主要归集了为客户差异化需求提供

的技术开发服务所耗费的研发人员人工薪酬及为进行研发活动使用的设

备的折旧费。2019 年 1-6 月宝兰德无新增定制开发类业务，研发人员薪

酬公司全部在当年研发费用中核算。 

2、相关分析： 

宝兰德未常设生产人员，由研发人员开展定制化开发业务。 

东方通 

（300379） 

1、披露内容： 

报告期内（2010 年至 2013 年 1-6 月），东方通员工构成可以分为销售人员、

管理人员和技术研发人员。软件开发定制服务是指东方通在产品销售过程

中，如果用户对东方通所提供的产品提出特定的功能需求或模块，东方通

可能会为满足其上述需求而进行定制化开发。 

2、相关分析： 

东方通未常设生产人员，由研发人员开展定制化开发业务。 

注：上述内容取自招股说明书、反馈回复等公开信息。 

由上表可知，同行业可比公司宝兰德和东方通均未常设生产人员，而是根据

定制化开发项目的具体要求，统一安排研发人员参与定制化开发项目，并将研发

人员从事定制化开发工作耗用工时部分薪酬计入营业成本核算。研发人员除了从

事研发活动以外，还会存在从事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等非研发活动的情况，符合



 

8-2-3-10 

 

软件行业惯例。由于软件行业的特点，公司研发人员往往会参与定制化开发业务

活动，符合业务开展的需要。 

综上，公司研发人员主要从事中间件技术和产品研发，同时存在参与定制化

开发项目的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宝兰德和东方通一致，符合行业惯例。 

三、说明研发工时核算的准确性 

（一）公司研发人员薪酬核算方法 

由于公司研发人员除主要从事研发工作外，非专职从事中间件定制化开发工

作以及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售前售后服务工作，公司对于研发人员薪酬按照其

从事的各类工作耗用的工时进行分摊。 

为了保证工时记录及相关人工成本分配的准确性，公司设立了工时系统，以

准确记录公司员工的日常工作情况。各月末，财务部根据日志考勤表中记录的研

发人员日常工作情况，将研发人员当月薪酬按工时分配至不同的研发项目、定制

化开发项目或售前售后服务中，并将各项目的人员薪酬归集计入相应研发费用、

营业成本或销售费用中。其中研发人员从事研发工作耗用工时对应分摊的薪酬计

入研发费用；研发人员从事公司定制化开发工作耗用工时对应分摊的薪酬计入营

业成本；研发人员从事公司售前售后服务工作耗用工时对应分摊的薪酬计入销售

费用。 

公司研发人员薪酬分配情况如下： 

研发费用=研发人员当月职工薪酬*（当月研发人员从事研发工作工时/当月

研发人员总工时）； 

营业成本=研发人员当月职工薪酬*（当月研发人员从事定制化开发工作工时

/当月研发人员总工时）； 

销售费用=研发人员当月职工薪酬*（当月研发人员从事售前售后服务工作工

时/当月研发人员总工时）。 

（二）公司研发人员薪酬分配及工时情况核对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薪酬分配与参与各类工作耗用工时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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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工作内容 薪酬分配 

薪酬分配

金额 

（万元） 

薪酬分配

比例 

（A） 

工时数量 

（小时） 

工时占比 

（B） 

差异比例

（C=A-B） 

2022 年

1-6 月 

研发工作 研发费用 1,102.95 78.61% 138,765.00 78.28% 0.33% 

定制化开发工作 营业成本 66.59 4.75% 9,326.00 5.26% -0.51% 

售前售后服务工作 销售费用 233.48 16.64% 29,173.00 16.46% 0.18% 

2021 

年度 

研发工作 研发费用 1,770.90 76.99% 258,948.20 77.59% -0.60% 

定制化开发工作 营业成本 235.68 10.25% 32,517.50 9.74% 0.50% 

售前售后服务工作 销售费用 293.61 12.76% 42,293.00 12.67% 0.09% 

2020 

年度 

研发工作 研发费用 1,550.32 80.39% 225,971.50 77.78% 2.61% 

定制化开发工作 营业成本 309.36 16.04% 51,648.50 17.78% -1.74% 

售前售后服务工作 销售费用 68.80 3.57% 12,914.00 4.44% -0.88% 

2019 

年度 

研发工作 研发费用 1,402.40 78.25% 206,369.81 79.35% -1.10% 

定制化开发工作 营业成本 308.09 17.19% 42,050.00 16.17% 1.02% 

售前售后服务工作 销售费用 81.66 4.56% 11,654.00 4.48% 0.08% 

针对公司研发人员从事多项工作的情况，公司按照工时记录将相关人员的薪

酬在成本费用间进行归集核算，相关工作内容耗用的工时占比与计入对应成本费

用的薪酬占比差异均在 3%以内，上述差异主要系不同研发人员的单位工时工资

不同所致，差异比例较小，不影响公司相关成本费用归集的准确性。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工时核算具有准确性，研发人员薪酬分配合理，

研发人员薪酬分配与各项目耗用工时情况具有匹配性。 

（三）专职、非专职研发人员的情况 

1、专职、非专职研发人员的分类情况 

公司根据研发人员的工时填报情况，将当年全部工作工时均用于研发活动的

人员界定为专职研发人员，将当年部分工作工时用于研发活动的人员界定为非专

职研发人员。 

由于软件行业的特点，往往需要研发人员在研发活动以外，利用其相关专业

技术能力和研发经验，参与到一些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项目开发或者售前售后

活动中去。公司亦存在上述非专职研发人员根据业务需求将部分工作工时用于从

事中间件相关的定制化开发业务和售前售后服务的情形。 

具体而言，一方面，随着广义中间件的市场发展以及军队信息化建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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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将基于中间件核心技术和成熟中间件产品的定制化开发

业务纳入了公司的战略布局之中。为了更加高效地开展定制化开发工作并推进项

目研发进度，公司根据在定制化开发业务的开展过程中不同项目的具体需求，安

排具有相关中间件技术能力和研发经验的研发人员参与到定制化开发项目中。另

一方面，部分项目的售前售后工作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由于技术服务人员无法

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只能由研发人员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技术服务人员的工作

做进一步的延伸，并且提供信息系统架构方案建议、POC 测试分析、故障诊断

分析、性能优化分析等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售前售后服务。 

2、专职、非专职研发人员的数量情况 

报告期内，研发人员中，专职研发人员以及非专职研发人员数量及占比如下： 

类别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研发人员 数量合计（人） 186 173 150 129 

其中：专职研发人员 
数量（人） 90 43 46 49 

占比（%） 48.39 24.86 30.67 37.98 

非专职研发人员 
数量（人） 96 130 104 80 

占比（%） 51.61 75.14 69.33 62.02 

注：上表的研发人员数量为年度平均人员数量，研发人员数量合计=（期初研发人员数量+期末研发人

员数量）/2 

报告期内，研发人员数量合计分别 129 人、150 人、173 人以及 186 人，其

中非专职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 80 人、104 人、130 人以及 96 人，占比分别为

62.02%、69.33%、75.14%以及 51.61%，存在一定波动性，且占比较高，主要原

因系受公司业务开展需要以及不同项目技术性要求等因素影响，不同年度参与非

研发活动的研发人员的数量存在差异所致。 

具体而言，在统计时只要工作工时中部分工时涉及非研发活动即认定为非专

职研发人员，且不考虑工时占比大小的统计口径下，在相关年度定制化开发或者

专业化售前售后的业务需求较多，或者涉及需要提供的技术更为广泛的情形下，

公司相关年度非专职研发人员的人数上会有所增加。以 2021 年度为例，该年度

非专职研发人员数量较多，主要原因系 2021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整体增长较

快，公司为进一步开拓中间件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并保持客户粘性，研发人员

参与到售前售后服务和定制化开发业务中的人数增加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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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非专职研发人员数量在各年度存在一定波动性，且占比较高，具

有合理性。 

3、专职、非专职研发人员的工时情况 

报告期内，研发人员中，专职研发人员和非专职研发人员的工时情况如下： 

类别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研发人员 工时合计（小时）（A=B+C） 177,264.00 333,758.70 290,534.00 260,073.81 

其中： 

专职研发人

员 

工时小计（小时）（B） 83,973.00 77,978.00 88,107.30 96,167.60 

工时占比（%）（D=B/A） 47.37 23.36 30.33 36.98 

非专职研发

人员 

工时小计（小时）（C=F+G） 93,291.00 255,780.70 202,426.70 163,906.21 

工时占比（%）（E=C/A） 52.63 76.64 69.67 63.02 

研发活动工时小计（小时）（F） 54,792.00 180,970.20 137,864.20 110,202.21 

研发活动工时占比（%）（H=F/C） 58.73 70.75 68.11 67.23 

非研发活动工时小计（小时）（G） 38,499.00 74,810.50 64,562.50 53,704.00 

非研发活动工时占比（%）（I=G/C） 41.27 29.25 31.89 32.77 

研发人员进

行研发活动

的情况 

专职研发人员及非专职研发人员的

研发活动工时合计（小时）（J=B+F） 
138,765.00 258,948.20 225,971.50 206,369.81 

工时占比（%）（K=J/A） 78.28 77.59 77.78 79.35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工作工时合计分别为 260,073.81 小时、290,534.00

小时、333,758.70 小时以及 177,264.00 小时，随着公司研发人员不断增加，公司

研发人员工作工时呈逐年上涨趋势。其中，专职研发人员的工作工时小计分别为

96,167.60 小时、88,107.30 小时、77,978.00 小时以及 83,973.00 小时，占公司研

发人员总工时合计的比例分别为 36.98%、30.33%、23.36%以及 47.37%，随着公

司定制化开发业务增加以及专业化售前售后业务的开展，研发人员部分工作工时

用于非研发活动的情形增加，导致非专职研发人员数量增加，专职研发人员统计

口径的工作工时及占比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整体的工作工时主要用于参与公司的研发活动。报

告期内，公司专职研发人员和非专职研发人员用于研发活动的工作工时合计分别

为 206,369.81 小时、225,971.50 小时、258,948.20 小时以及 138,765.00 小时，占

公司研发人员总工时合计的比例分别为 79.35%、77.78%、77.59%以及 78.28%，

工作工时随着研发人员增加逐年增长，占比保持基本稳定且占比均在 70%以上，

公司研发人员整体的工作工时主要用于从事研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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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非专职研发人员工作工时主要用于参与公司研发活动。报告

期内，公司非专职研发人员工时小计分别为 163,906.21 小时、202,426.70 小时、

255,780.70 小时以及 93,291.00 小时，其中研发活动工时占比分别为 67.23%、

68.11%、70.75%以及 58.73%，占比均在 50%以上，非专职研发人员在工时投入

上主要从事研发活动。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整体的工作工时主要用于从事研发活动，合计

工时占比均在 70%以上，非专职研发人员工作工时主要用于投入研发活动，工时

占比均在 50%以上。 

4、专职、非专职研发人员的薪酬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研发人员中，专职研发人员和非专职研发人员的薪酬分配情况如

下： 

类别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研发人员 薪酬合计（万元）（A=B+C） 1,403.01 2,300.19 1,928.48 1,792.15 

其中： 

专职研发人

员 

薪酬小计（万元）（B） 631.84 498.89 648.36 588.39 

薪酬占比（%）（D=B/A） 45.03 21.69 33.62 32.83 

非专职研发

人员 

薪酬小计（万元）（C=F+G） 771.17 1,801.30 1,280.13 1,203.76 

薪酬占比（%）（E=C/A） 54.97 78.31 66.38 67.17 

研发活动薪酬小计（万元）（F） 471.11 1,272.01 901.96 814.01 

研发活动薪酬占比（%）（H=F/C） 61.09 70.62 70.46 67.62 

非研发活动薪酬小计（万元）（G） 300.06 529.29 378.16 389.75 

非研发活动薪酬占比（%）（I=G/C） 38.91 29.38 29.54 32.38 

研发人员进

行研发活动

的情况 

专职研发人员及非专职研发人员的

研发活动薪酬合计（万元）（J=B+F） 
1,102.95 1,770.90 1,550.32 1,402.40 

薪酬占比（%）（K=J/A） 78.61 76.99 80.39 78.25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薪酬合计分别为 1,792.15 万元、1,928.48 万元、

2,300.19 万元以及 1,403.01 万元，随着公司研发人员不断增加，公司研发人员薪

酬呈逐年上涨趋势。其中，专职研发人员的薪酬小计分别为 588.39 万元、648.36

万元、498.89 万元以及 631.84 万元，占公司研发人员总薪酬合计的比例分别为

32.83%、33.62%、21.69%以及 45.03%，随着公司定制化开发业务增加以及专业

化售前售后业务的开展，研发人员参与非研发活动的情形增加，导致非专职研发

人员数量增加，专职研发人员统计口径的薪酬及占比存在一定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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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计入研发费用的薪酬较多，主要系研发人员的主要

精力是在进行研发活动上。报告期内，公司专职研发人员和非专职研发人员用于

研发活动的薪酬合计分别为 1,402.40 万元、1,550.32 万元、1,770.90 万元以及

1,102.95 万元，占公司研发人员总薪酬合计的比例分别为 78.25%、80.39%、76.99%

以及 78.61%，薪酬金额随着研发人员增加逐年增长，占比保持基本稳定且占比

均在 70%以上，公司研发人员主要从事研发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非专职研发人员计入研发费用的薪酬较多，主要系非专职研

发人员的主要精力是在进行研发活动上。报告期内，公司非专职研发人员薪酬小

计分别为 814.01 万元、901.96 万元、1,272.01 万元以及 471.11 万元，其中研发

活动薪酬占比分别为 67.62%、70.46%、70.62%以及 61.09%，占比均在 50%以上，

非专职研发人员主要从事研发活动。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计入研发费用的薪酬较多，研发人员的主要精

力是在进行研发活动上，合计薪酬占比均在 70%以上，非专职研发人员主要从事

研发活动，薪酬占比均在 50%以上。 

四、研发活动相关内控制度完善并有效运行 

公司为了保证研发人员工时记录的准确性，专门设立了工时系统，以准确记

录研发人员的研发活动工作情况。公司要求研发人员在工作日志中详细记录从事

的研发项目以及研发工时。为了保证研发人员的成本费用归集的准确性，定制化

开发项目等非研发活动参照研发项目进行立项并统计工时。研发人员的研发工时

填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研发项目立项 

在研发人员填报研发工时前，公司首先需要在系统中将研发项目立项。公司

进行项目立项时需项目经理在系统中提交项目立项申请，需研发部经理、企管部

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分管质量副总、财务部负责人等对项目的必要性、可行

性及项目预算的合理性等内容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予以立项。研发项目立项完

成后，研发人员在填报日志时在系统项目列表中选择对应研发项目，填报相应项

目的研发工时。 

（二）工时填报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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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规定研发人员需根据参与项目的实际工作情况在日志中填报实际工作

内容、选择相应项目以及耗用工时等信息。人力资源部会定期检查工作日志填写

情况，并督促公司员工及时填写日志，确保工时填写的及时性。 

（三）工时审核与检查 

项目经理可随时查看研发人员填报的工时情况并进行逐月审核，项目经理审

核通过后，交由研发部经理审核。工时审核过程中，若项目经理或研发部经理发

现填报内容存在问题，会及时与研发人员进行确认，直至工时填报结果无误，确

保工时填写的准确性。 

综上，公司完善的工时系统及多层级的工时复核机制保证了研发人员工时填

报的准确性，公司研发活动相关内控制度完善并有效运行。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公司研发活动、定制化开发业务活动以

及售前售后服务活动的具体定义，明确不同业务活动之间的认定依据和区别； 

2、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研发项目和定制化开发项目的明细以及相关的立

项文件或合同等相关资料，检查上述资料的具体内容与公司研发活动、定制化开

发业务活动以及售前售后服务活动的定义是否相符； 

3、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了解研发人员与业务开发人员、技术支持人

员的区别，综合公司研发人员实际工作内容判断发行人对研发人员相关认定的准

确性； 

4、获取并查阅发行人花名册以及日志考勤表，查看发行人的工时系统，分

析各期研发人员的人员数量，专职、非专职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数量情况、工时

情况和薪酬分配情况； 

5、获取并查阅发行人研发工时相关的制度，分析相关制度是否完善并有效

运行。 

（二）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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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研发活动系指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自行进行中间件核

心技术研究积累并形成标准化中间件软件的一系列活动，主要包括中间件核心技

术的趋势研究、竞品分析、研发策划、方案设计、技术开发、应用适配、验证测

试等活动； 

2、公司将从事中间件核心技术研发、软件算法、产品验证测试等工作的人

员认定为研发人员。公司将直接从事上述工作以及非专职从事与上述工作高度相

关的工作（如与上述工作高度相关的定制化开发、解决产品专业性和技术性难题

的售前售后服务）的人员，均认定为研发人员，具有合理性，发行人关于研发人

员相关认定具有准确性。研发人员与业务开发人员、技术支持人员的主要区别在

于从事的工作内容不同。发行人研发人员从事研发工作和从事定制化开发工作的

工作内容存在差异，研发人员从事售前售后工作和技术支持人员（销售人员）的

工作内容存在差异。发行人研发人员主要从事中间件技术和产品研发，同时存在

参与定制化开发项目的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宝兰德和东方通一致，符合行业

惯例； 

3、发行人研发人员工时核算具有准确性，研发人员薪酬分配合理，研发人

员薪酬分配与各项目耗用工时情况具有匹配性。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人员的主

要精力在进行研发活动上，合计工时和合计薪酬的占比均在 70%以上，非专职研

发人员主要从事研发活动，工时和薪酬的占比均在 50%以上； 

4、发行人完善的工时系统及多层级的工时复核机制保证了研发人员工时填

报的准确性，发行人研发活动相关内控制度完善并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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