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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介绍是由京信通信系统控股有限公司准备，仅供参考。在本介绍中包含的信息没有被独立
查证。本公司对此包含的信息或意见的公平性、准确性、适用性、完整性或正确性，不论是
明确表示还是暗示的，不做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任何概要不壹定是完整的、精确的。不
论是公司或是其附属或是其相应的董事、员工或代表将不对因使用本介绍或其内容或因本介
绍产生的任何损失负有责任。 

本介绍包含构成前瞻性声明的内容。这些内容包含公司或其管理层对公司及其相关行业的想
法、观点或目前的期望。这些前瞻性声明不是将来业绩表现的保证，并且受到风险和不确定
性因素的影响，实际的业绩可能因为各种因素或假设（特别是国家政策）导致与前瞻性声明
在重大方面不同。公司没有责任也不保证会修订前瞻性声明来反映将来的事件或情形。 

本介绍并不构成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公司证券的出售或发行要约或邀请证券的购买要约，或引
诱其达成投资活动，任何壹部分内容也不构成任何合约或承诺所依赖的基础。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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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千港元

截至12月31日之年度
变化

截至
2024/6/30
之半年度2024 2023

收入 4,528,263 5,981,974 2,343,455

毛利 1,171,116 1,662,687 622,613

毛利率 25.9% 27.8% 26.6%

总营运费用 (1,855,834) (1,821,820) (845,724)

稅前利润 (538,718) 54,664 (142,672)

所得税费用 (14,856) (39,051) (14,610)

母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 (564,191) 6,696 (158,433)

净亏损率 (12.5%) 0.1% (6.8%)

每股基本亏损 (港仙) (20.41) 0.24 (5.73)

每股股息 (港仙) - - -

总派息比率 - - -

变化

↓ 24.3%

↓ 29.6%

↓  1.9pp

↑ 1.9%

↓>100%

↓62.0%

NA

↓ 12.6pp

NA

-

-

财务业绩        费用情况       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指标       总财务杠杆比率分析      经营性现金流分析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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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FY 24 FY

28.3% 40.9%

费用占总收入比例

财务业绩        费用情况       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指标       总财务杠杆比率分析      经营性现金流分析 

所得税费用：HK$14,856，同比减少 HK$24,195，减幅 62.0%；

原因：本集团本年度的所得税递延税项费用减少。 

其他费用与金融资产减值亏损：HK$374,726，同比增加 HK$167,496，增幅 80.8 %；
原因：京信网络上市终止， 可赎回优先股之公平值变动。

行政费用：HK$471,540，同比减少 HK$19,768，减幅 4.0%；

原因：本集团坚持优化组织管理架构，降本提效。

销售及分销费用：HK$554,012，同比减少 HK$29,626，减幅 5.1 %；

原因：本集团持续升级业务拓展战略、优化成本结构、提升资源投入效率。

研发费用：HK$409,436，同比减少 HK$36,623，减幅 8.2 %；

原因：AI、机器人、物联网、自动驾驶、无人机等技术之应用初具规模，后5G时

代建设需多技术融合创新转变，本集团更聚焦投放资源于高收益相关研发活动。 

融资费用：HK$31,264，同比减少 HK$23,270，减幅 42.7%；

原因：银行借款余额及借款利息減少，持续优化融资结构，资金状况良好。

单位: 千港元                                               ↑ / ↓ =按年同比变化

↓

↓

↑

↓

财务摘要

↓

↓
7.5% 9.0%

9.8%
12.2%

8.2%

10.4%

3.5% 8.3%

0.7% 0.3%
0.9%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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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千港元

截至12月31日之年度 截至
2024/6/30
之半年度2024 2023 变化

净现金 744,759 853,389 ↓12.7% 883,861

总资产 7,439,608 9,039,511 ↓17.7% 8,730,236

总负债 4,726,254 5,524,422 ↓14.4% 5,249,463

净资产 2,652,379 3,360,363 ↓21.1% 3,274,258

每股净资产值/(港元) 0.96 1.21 ↓20.7% 1.19

财务业绩        费用情况       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指标       总财务杠杆比率分析      经营性现金流分析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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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之年度 截至
2024/6/30
之半年度2024 2023 变化

存货周转天数 123 117 ↑6天 132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244 225 ↑19天 260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345 325 ↑20天 364

资金周转周期 22 17 ↑5天 28

经营活动现金流 (港元) 3.39亿 4.93亿 ↓31.2% 1.57亿

总财务杠杆比率
（Gross Gearing Ratio）

11.3% 8.8% ↑2.5pp 10.2%

资产负债率 63.5% 61.1% ↑2.4pp 60.1%

平均权益收益率 -18.8% 0.2% ↓19.0pp -9.2%

财务业绩        费用情况       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指标       总财务杠杆比率分析       经营性现金流分析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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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        费用情况       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指标       总财务杠杆比率分析      经营性现金流分析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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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HK$百万

财务摘要
财务业绩        费用情况       财务状况       主要财务指标       总财务杠杆比率分析      经营性现金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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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收入结构           业务收入结构

客户结构占比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之年度

16.5%

3.9%

9.7%

7.7%
48.8%

13.4%

中国联通 
↓ 76.1 %

国际客户
及核心主设备商

↓ 7.9%

其他客户 ↓ 21.9% 中国移动 
↓ 32.8 %

中国电信 
↑ 9.2 %

中国铁塔
↓ 36.2 %

按客户收入分解

FY24 VS FY23

• 国内客户中：
✓三大运营商收入占总体30.1%，加中国铁塔总占37.8%；
（2023年之年度三大运营商占37.8%，加中国铁塔占46.9%。）
✓中国电信收入同比 ↑ 9.2%；

• 国际客户及核心主设备商占总收入48.8%, 占收入份额同比↑ 8.7% ；
其他客户主要包括电信运营商(ETL)的客户, 其中

✓运营商 (ETL)占总收入3.9%, 老挝基普收入同比增长↑ 32.0% ，
兑换港元之收入同比增长↑ 13.0%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国际客户及
核心主设备商

中国铁塔 其他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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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HK$百万）

财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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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23 % FY24 % 收入变化% 

国内市场 60.1% 58.9% ↓26.8%

国际市场 39.9% 41.1% ↓23.2%

财务回顾

业务结构占比

截至2024年12月31之年度

FY24 VS FY23

按业务收入分解

• 基站天线及子系统业务收入同比↓25.3%
• 网络系统业务收入同比 ↓21.7%
• 服务(室分相关工程及其他项目工程服务)收入同比 ↓42.9%
• 无线传输及其他业务收入同比 ↑ 21.1%

✓其中, 无线传输占总收入13.9% (FY23占比8.5%), 收入同
比 ↑ 23.6%

收入（HK$百万）

42.2%

19.3%

20.7%

17.8%

网络系统 ↓21.7%

无线传输及其他
↑ 21.1%

基站天线及子系统
↓25.3%

服务 ↓42.9%

客户收入结构           业务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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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23 % FY24 % 收入变化% 

国内市场 56.5% 45.2% ↓37.4%

国际市场 43.5% 54.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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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发展

2 3

全球无线网络
✓ 全球5G网络部署稳中有进

中国5G建设
✓  深度覆盖、云网算业智融合的基础网络建设战略

1

发展趋势
✓ 求真务实，穿越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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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趋势
求真务实，穿越周期

• 2024年来，全球电信运营商资本开支整体放缓，5G建设发达地区投资重点转向网络优化、绿色能源转型及AI 与云基础

设施。

• GSMA预测全球运营商资本开支至2030年仍将达到 1.5 万亿美元，此外运营商还必将面对约为资本开支4倍的运营成本

，推动全球运营商进一步加速网络和服务自动化、节电减碳等系列降本增效、节省运营支出的举措。

• 通过满足特定的客户/用途需求实现5G 网络建设投资转化，5G网络性能、深度覆盖、专网及行业应用、云网算业智深度

融合等将成为创造新收入来源的关键

十亿美元
全球运营商收入

与资本开支情况及预测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资本开支 / 收入

资料来源： GSMA 2024年全球移动经济报告、GSMA亚太移动经济报告、
GSMA中国移动经济报告2024、爱立信移动市场报告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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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无线网络
全球5G网络部署稳中有进

• 据GSMA预测，全球独立移动用户连接数将在2025年达23亿，2030年则增至54.6亿，5G采用率上升至56%

• 5G室分持续发展，大型公共新建项目（机场、大型场馆、地铁等）已成为5G数字化有源室分首先应用场景

• 全球5G专网发展提速，2024年市场规模为2.78亿美元，预计2024-2029年年复合增长率达23%，29年规模近8亿美元

• 2024年5G-A商用元年，5G网络演进，AI井喷式发展，加速行业应用产业化进程，2025年6G技术突破与标准化启动渐近

• 授权频谱蜂窝物联网连接数2030年预计达58亿，5G局域网、物联网、专网及边缘计算服务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多领域

全球5G采用情况及预测

总体采用率
占总连接的百分比

IBW专网设备营收预测

资料来源： GSMA 2024年全球移动经济报告、 Ericsson Mobility Report data and forecasts(June 2024) 、GSMA 2023年全球移动经济报告、爱立信行动趋势报告 (2024) 、 GSA Public Networks and Operators: GAMBoD

Database Snapshot (2024) 、Mobile Experts In-Building Wireless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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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行业经济预测

3. 中国5G建设
深度覆盖、云网融合的基础网络建设战略

• 截至2024年底，中国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1265万个，其中5G基站425.1万个占比33.6%，比23年末提升

4.5%，净增87.4万站。5G投入缓中有进，持续推动深度覆盖 ，加强重点场景网络覆盖，2025年约 85% 的

应用将发生在 室内场景

• 5G-A带来机遇，新技术场景(如AI、数据中心、云计算、工业智能、物/车/视联网、无人机等) 成为增长动力

2030 年中国授权频谱蜂窝物联网连接数将达 41 亿，云网算业、天空地海的全场景融合发展，将释放应用潜能

• 5G专网持续发展，工业4.0时代制造业继续引领中国市场发展步伐

57% 2030年中国各行业的5G贡献情况

资料来源：
工信部、
GSMA 中国
移动
经济报告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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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策略

4

公司
展望

1 2 3

发展机遇 网络系统天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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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四大发展机遇

推进从广覆盖到深度覆盖的基础网络建设

发展中国家陆续启动5G规模部署，全球5G室分升级

云网算业智融合，5G+垂直行业快速增长

运营商更注重低碳节能、绿色环保、提效降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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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天线产品
天线市场展望      天线产品形态    场景化绿色天线解决方案

全球运营商启动5G-A建设及规划，未来三年全球BSA需求超600万副

无线网络绿色低碳发展+融合AI的高阶自智网络，绿色天线和智能管理天馈系统成为5G-A时代天线需求趋势

国际市场 国内市场

• 发展中国家陆续启动5G规模部署，带来基站天线的又一轮 替换高峰

• 发达国家5G部署从高容量向中低容量区域发展，BSA 需求占比增加

• 绿色天线 中标多家重点运营商招标项目，已规模商用

• 中低频重耕、广覆盖向深度覆盖和空地海拓展延伸，带来BSA持续稳定需求

• “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推动高铁、交通枢纽、住宅小区及楼宇等高价值场景
规模建设，带来高铁天线和广义室分产品的需求增长

• 绿色天线 商用价值凸显，运营商正将天线采购类型全面切换成绿色天线

客户 项目名称 招标规模 京信中标情况
中国移动2024年至2025年绿色多频段基站天线产品集中采购

（第一批次）
12万副 第1名

中国移动2024年至2025年绿色多频段基站天线产品集中采购
项目（第二批次）

27万副 第2名

中国移动2024年至2025年多频段基站天线产品集中采购项目 25万副 第2名

中国移动2024年至2025年高铁天线产品集中采购 4万副 第2名

中国移动2024年至2025年特殊场景天线产品集中采购项目 114万副 第2名

中国移动2025年至2026年无源器件产品集中采购项目 1808万个 第1名
中国电信基站天线（2023年）集中采购项目 78万副 第2名
中国电信室内天线（2023年）集中采购项目 667万副 第3名
中国电信无源器件（2023年）集中采购项目 887万个 第3名

2022~2024年中国联通基站天线集中采购项目 135万副 第1名

中国铁塔2023年射灯型美化天线产品集中招标项目 70万副 第1名
中国铁塔 2024 年 POI 产品集中招标项目 2万台 第2名

国际运营商基站天线集采中标情况 国内主要运营商基站天线集采中标情况

客户 项目名称 招标规模 京信中标情况

Airtel 2024-2025年度 BSA标案 8万副 第1名

Telenor 2024-2026年度 BSA标案 4万副 第1名

Vodafone 2024-2025年度 BSA标案 4万副 第1名

Turkey 2024年度BSA标案 3万副 第1名

MTN 2021-2025年度 BSA标案 15万副 第1名

Ooredoo 2021-2025年度 BSA框架标案 10万副 第2名

American Movil 2024年标案 2万副 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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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线产品
天线市场展望      天线产品形态     场景化绿色天线解决方案

全新一代 绿色天线 将基站天线能量转换效率提升 20%+

赋能移动通信网络绿色低碳发展和提质增效，带来基站天线升级换代和存量替换需求

全新一代产品平台

环保低损耗低介电
常数天线罩(LGPx)

节电降本（城区、县城等场景，同等覆盖范围）

• 每万站每年节省用电 ↓2,300-3,400万度

扩大覆盖（农村、高铁等场景，同等输入功率）

• 覆盖范围 ↑ 25% ~30%

网络提质
• 深度覆盖、海域覆盖电平提升 1-2dB

• 天线失效节点数量 ↓30%，低PIM值

回收降本
• 节省玻璃钢罩回收专项支出 ↓80元/副

应用侧减碳
• 每万站每年平均减碳 ↓1.3-2.0万吨

物料侧降污
• 物料加工减少高污染电镀表面 ↓80%

生产侧三废
• 生产减少焊锡废气 ↓65%，提升职业健

康水平

回收侧环保
• 环保天线罩，生命末期 回收率100%

客户价值 社会价值全面升级 FPTP 2.0，通过 设计、材料、工艺 和 生产 

等全方位持续创新，引领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高效率免电镀集成穿墙
阻抗变换器辐射单元2.0

超低损耗绿色封装长微
波腔体结构集成电路2.0

环保可焊接免电镀工艺 环保包装材料及成型工艺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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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2

222. 天线产品
天线市场展望       天线产品形态     场景化绿色天线解决方案

空地海 立体全场景绿色天线解决方案全面商用，带来持续业绩增量

扩大覆盖
 提升上行

农村广域覆盖

节电降本 
 深度覆盖 
提升上行

城区基础覆盖 高铁沿线覆盖

扩大覆盖
提升上行

扩大覆盖
提升上行

县城/乡镇/行政村容量覆盖

海域覆盖

低空覆盖

提升上行扩大覆盖

• 中国首例2.1G NR空地一体化立体覆盖组网试点

• 3.5G和4.9G低空立体覆盖组网试点已启动规划

空

地

海

国内运营商已启动低空网络建设规划

与合作伙伴在低空网络联合创新：

扩大网络覆盖范围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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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产品

国际市场：室内覆盖业务稳中有升，

积极拓展室分业务及5G/LTE企业私网市场

• 中性主机模式兴起，共建共享室内无线网络覆盖解决方案在亚太地区及美洲（APAC and Americas）等区域取得増长

• 共建共享主导的大型场馆/基建设施需求的DAS稳定；私网发展推动小基站崛起

• 在全球多个区域推广5G/LTE私网解决方案及搭建实验网络

• 2025-2029年，室内分布产品市场投资规模预计稳中有升

资料来源：Mobile Experts InBuilding Wireless report 2024

网络产品市场展望      网络产品形态     5G私网解决方案     5G-A无源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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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主要经济体5G牌照陆续发放带来的5G室分升级是市场的主要动力，预计未来两年此业务需求将持续增长

• 5G数字化有源室分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大型公共新建项目，成为5G数字化室分重点应用的场景
• 宏网RAN的投资和建设放缓；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5G投资周期刚刚开始，其5G商机未来几年仍呈现增长趋势
• 5G私网（5G Private Network)需求增多，随标准演进，产业链及各类应用逐渐成熟，预见未来有较大市场空间
• ORAN的开放接口和虚拟化，已基本成为业界共识，开放生态链继续扩展并进入私网应用等垂直领域

预计2030年5G连接将达到55亿，届时超过一半

的连接都是5G

资料来源：

5G升级是市场的主要动力 Small cell 业务稳定发展 专网需求呈上升趋势

3. 网络产品

5G-A时代，室内覆盖、热点覆盖、深度覆盖需
求增强。据预测，2022至2029年，小基站数
量将保持年均2%增长

2023: 1.9 Billion USD

2024: 2.7 Billion USD

2030

45.3 Billion 

USD

国际市场态势

5G专网成为垂直行业推动5G创新应用、拓展生
产效能、加快数字化转型不可或缺的手段。其中，
制造，能源及医疗行业具备最大市场增长潜力

small cell 市场价值预测

网络产品市场展望      网络产品形态     5G私网解决方案     5G-A无源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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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产品

◼ 为进一步发展创新，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部署，对5G、千兆等连接类新基

建提出了“覆盖”“感知”的建设要求

网
络
提
升

 信号升格：《关于开展“信号升格”专项行动的通知》：到2025年底，持续加强重点、道路桥梁，农村等实现移动网络深度覆盖和连续覆

盖，上行/下行均值接入速率持续提升

 宽带边疆：《关于加快“宽带边疆”建设的通知》：加强边疆地区行政村、边境管理及贸易机构、农村人口聚居区、沿边过道、海岛等海

域等边远地区5G网络覆盖，到2025年底，边疆地区县城、乡镇驻地实现千兆光网通达 ；行政村、20户以上农村人口聚居区、边境管理及

贸易机构、有人居住海岛通宽带比例达到100%

 电信普遍服务：完善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缩小城乡数字鸿沟；2025年是电信普遍服务实施10周年，该服务会持续

纵深推进

行
业
赋
能

 5G RedCap：《关于推进5G Redcap技术演进和应用创新发展的通知》：到2025年，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实现5G RedCap规模覆盖，打造

行业领域5G RedCap示范标杆

 5G+工业互联网：《“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到区试点建设指南》，24年底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部署2025年重点工作中提出“推

进工业5G独立专网建设”支持基础电信企业与工业企业联合开展5G独立专网建设试点，加快商用

 低空经济：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造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卫星互联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推动下一代移动通信、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等技术产业化应用

中国市场展望：运营商及行业投资有专项政策化支持，网络精准覆盖需求更加明确，京信全场景化产品解决方案优势凸显

网络产品市场展望      网络产品形态     5G私网解决方案     5G-A无源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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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深、厚、弱、盲”精准建设，创新全场景化高性价比产品，打造高效益5G精品网络，助力客户实现“信号升格”

系列创新产品：

✓ 发布极致性价比的5G双模家庭级基站产品，家
庭级基站正式进入5G时代

3. 网络产品

室分热点：扩展型皮基站

城市县城 乡镇 农村

室内消费场景：融合数字微分布（X-DAS）

室分改造：PON室分信源/光直
居民区：低成本信源站对打

电梯：E-Femto电梯小站/电梯宝

地停：PDAS/数字微分布

室外弱覆盖：PON一体化大功率基站
室外盲覆盖：无线直放站

室分：X-DAS/数字微分布

交通枢纽和场馆(国际): Comflex-Max

✓ 推出多频多模5G大功率PON系列基站，快速实
现乡村信覆盖，助力信号升格

✓ 推出 超高带宽大容量共建共享室内分布系列化
产品  ComFlex Max

基于京信与合作伙伴联合设计和共有知识产权基带SoC芯片，以及我司完
全自主研发的全套已商用成熟协议栈开发，推出的业内集成度最高、成本
最低的4G+5G双模家庭基站产品

室外一体化与分布式融合设计，多频多模及4G&5G融合设计，兼容
XGPON/GPON回传，降低传输配套需求，提升上行用户体验，免机房安
装，免专用传输，整体造价约下降50%，功耗约下降20%

采用超宽带数字预失真技术，单射频通道瞬时带宽达400MHz。多频段共
建共享，大型场景（ 2/3/4/5G网络共享）。支持耦合宏基站射频信号及
开放式网络基带信号输入，并可实现共享网络能耗大幅降低

网络产品市场展望      网络产品形态     5G私网解决方案     5G-A无源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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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产品

以能源及教育行业为首，突破多个垂直行业
5G私网部署应用落地

于海外市场与业界领先制造企业，教育机构等
成功完成试验网，卓越系统性能得到客户认可

产业链合作建立：与行业内领先集成商，核心
网及数字化应用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以提
供整套数字化解决方案体现5G私网方案价值

行业5G私网产品系列：产品系列齐全，5GC，网管，涵盖各运营商频段、大小功率、室内外型和定制化基站，行业终端等。

能源电厂

网络产品市场展望      网络产品形态     5G私网解决方案     5G-A无源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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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产品

1、聚焦大型企业客户，“突破集团、复制分支”，通过一码到底工程实施，实现大型仓储场景的规模化商用复制

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效率 数字化资产运营统一物资管控

一码到底

2、开拓鞋服连锁门店场景，通过打通以海澜之家为代表的标杆旗舰店范式，再复制到其它已完成全系物品已贴标的大型

鞋服销售商家

解决方案拓展方向方面，面向“万物智联”的极致低成本方案，从仓储物流、鞋服连锁门店切入，逐步扩大应用场景

• 2024年已基本达成标准化部署方案，为项目可复制性奠定技术基础。
• 已完成14个无源物联网商用合同签署。

网络产品市场展望      网络产品形态     5G私网解决方案     5G-A无源物联网解决方案

“一码到底”是实现全流程精细化、高效数字化管理资产，为精益

化资产运营奠定底层基础，是无源物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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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策略

精益

运营总费用下降
大幅提升组织效能

持续深化领先
的产品研发竞
争力，保持业
界领先地位。

创新发展
继续深耕传统运
营商市场。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
探索企业和消费
级网络产品。

聚焦

优化资源配置，
精准投放

4. 经营策略



3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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