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润和软件研究报告：深度参与华为生

态链建设_鸿蒙+欧拉商业版开局之年

1 公司行业优势地位，深耕金融、能源领域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并于 2012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作为一家国家重点规划 布局内的大型软件企业，

润和软件在软件开发、金融科技等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 公

司主营业务是向国内外客户提供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品

、解决方案和服务。公司 聚焦“金融科技”、“智能物联”和“智

慧能源”三大业务领域，依托从芯片、硬件、操 作系统到应用

软件的软硬件一体化产品与解决方案能力，以及涵盖需求、开

发、测试、运 维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赋能金融、能源、

通讯、汽车、工业制造、教育、医疗等行业 客户，满足客户

数字化升级转型的需求，帮助客户实现价值提升。公司始终以

创新为核心 驱动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保障产品、技术和

服务的竞争力和领先性。近年来，在技术 服务业务稳定发展

的基础上，公司重点在开源鸿蒙、开源欧拉、AI 中枢平台为

主的创新业 务领域发力，打造新一轮增长驱动的主力。

1.1 营业收入持续上升，利润增速亮眼



营业收入突破 30 亿元，增速受环境影响相对放缓：2019 

年到 2023 公司营业收入逐 年上涨，增长态势较好，营业收入

从 2019 年的 21.21 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31.06 亿 元。2023 年

受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增速较 2022 年放缓，但仍然处于增长

状态，2023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42%。增长率同比下降 

3.40pct。

归母净利润增速大幅提升：公司 2020、2021 年归母净利

润呈持续增长状况，2022 年 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40.18%，截

至 2023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 1.64 亿元，同比增长 55.24%，

扣非归母净利润 5609.70 万元，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增长。

经济大环境逐渐改善，归母净利率呈向好趋势：受经济

大环境等相关因素影响， 2020 年-2022 年公司毛利率及归母

净利率略有下降趋势，但在 2023 年有明显向好趋 势，2023 年

毛利率和归母净利率分别为 25.40%和 5.27%，同比增长 0.7pct 

和 1.73pct。



公司费用率维持在相对合理区间：2019 年-2023 年销售

费用率维持在 3%-4%之间， 销售费用率较低，公司产品具有

较高竞争力，管理费用率维持在 8.3%-9%区间，公司管理和流

程较为合理高效。2023 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 3.7 亿元，

2019-2023 年五 年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13.74%、12.97%、13.74%、13.37%、 11.92%。公司研发项目

主要以开源鸿蒙标准发行版、欧拉操作系统发行版 HopeStage 

V2.0 等项目为主。

1.2 数字经济浪潮下，三大主要业务稳健发展

公司聚焦“金融科技”、“智能物联”和“智慧能源”三大业务

领域：在数字经济



 的浪潮下，润和软件作为向国内外客户提供新一代信息

技术为核心的产品、解决方 案和服务提供商，坚持以国产化

、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战略定向领航，以国产操作 系统、人

工智能等核心技术为引擎动力，坚持自主创新，赋能行业，繁

荣生态，通 过在金融、能源、工业、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

推动产业赋能，满足行业客户数字 化升级转型的需求，帮助

客户实现价值提升，实现了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

金融科技业务：公司金融科技业务按收入类型，主要分

为产品与解决方案销 售、工程交付、综合服务等三大部分，

其业务涵盖金融测试工具、软件全生命 周期自动化交付平台

、金融业务中台/数据中台、新一代分布式核心、数字产融 服

务平台、小微与普惠信贷平台等系列软件产品进行研发与迭代

升级；各类软 件工程及信息化项目的整体建设与交付业务；

面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咨询、 开发、测试、营销服务、渠

道管理、风险管理、数据服务、云平台实施部署运 维、数字

化运营等信息技术服务。 2023 金融科技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7.06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54.92%，同 比增长 13.53%

。

智能物联业务：基于 OpenHarmony、openEuler，依托自

身芯片与终端设备开 发、操作系统、中间件、边缘计算、云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



 域的长期实践积累，建立了从端到边到云、从底层技术

到上层应用的物联网解 决方案全栈技术能力，针对未来物联

网发展所带来的大量行业定制终端及万物互联需求，不断推出

多种软硬件产品，面向智慧金融、智慧能源、智慧城市、 智

慧医疗、工业互联、智慧教育、智慧园区、智慧商业等行业领

域打造“云-边端”高效、安全、协同的解决方案。 2023 年智能

物联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10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9.30%， 同比减少 8.91%。其原因主要系智能物联业务中的

传统技术服务业务因客户需 求减少，业务量相应下降。

智慧能源信息化业务：公司智慧能源信息化业务以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以“物联传感”

和“数据分析”为核心，向以电力为主 的能源行业客户提供数

字化解决方案，包含但不仅限于能源物联网、电力 AI、 电力

营销、电力信息化及信息安全、数据采集与分析、电网优化、

生产移动作 业管理、营销移动作业管理、综合能源服务等范

围内的产品与方案。客户涵盖 发电企业、电网企业、新能源

企业、研究院所等。智慧能源信息化业务的商业 模式包括研

发项目整包、人力技术服务以及解决方案和产品等多种模式。 

2023 年智慧能源信息化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43 亿元，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11.05%，同比增长 9.34%。

2 华为软件生态助力数字化产业发展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 ICT 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是

我国信创领域四巨头中唯一一家民 营企业：华为致力于把数

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

能 世界。在研发领域，华为围绕硬件开发、软件开发和芯片

开发三条研发生产线，努力打造 工具，保障了研发作业的连

续。在此基础上，华为在芯片、系统、软件和服务等多个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创新成果。 华为基于鲲鹏与昇腾两大基

础芯片族，构建了包括欧拉、鸿蒙等基础软硬件在内的开源开 

放生态。“欧拉+鸿蒙”是华为着力打造的两个基础系统。

两大操作系统不同战略规划：欧拉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

的操作系统，鸿蒙是面向万 物互联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欧

拉与鸿蒙的进一步打通可以更好地服务数字全场 景。 华为对

于欧拉和鸿蒙在商业化方面的发展计划不一，华为已就鸿蒙发

布商业发行版 HarmonyOS，但不计划推出欧拉操作系统的商

业发行版，即华为只为繁荣欧拉操作 系统提供底层技术支持

，不参与服务器操作系统领域的市场竞争，也就是华为并不 

打算通过欧拉进行盈利，而是保持基础设施的底色，来协助操

作系统厂商们进行商 业化。

2.1 欧拉生态：在数字化的浪潮中崛起

欧拉是定位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自 2010-

2012 年 EulerOS 诞生以来，欧



 拉目前覆盖服务器、云计算、边缘计算和嵌入式等场景

，致力于打通数字基础设施 的端边云的全场景协同，体现了

数字世界的跨场景、跨设备的无缝连接和协同。 openEuler 起

源于华为自研的服务器操作系统 EulerOS，2019 年 9 月开源。

2021 年 9 月，华为宣布升级 openEuler，从服务器操作系统升

级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操作系统， 支持 IT、CT、OT 等数字基

础设施全场景。2021 年 11 月，华为携社区全体伙伴，将 

openEuler 捐赠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自此欧拉实现了由企

业主导向产业共享共建的转变。过去一年，欧拉加速发展，在

技术创新、生态发展、社区合作、商业落地 上建立了完善的

发展体系，形成了产业正循环。

openEuler 在智能化方面深度结合，操作效率不断提升：

openEuler 在智能化方面发 挥引领作用，率先支持英伟达、开

腾等主流 AI 处理器。通过异构资源统一管理和调 度，

openEuler 可实现 CPU 和 XPU 的深度融合，打通通用算力和 

AI 算力，有效提升 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效率。 当前，欧拉已

经与 AI 深度结合，一方面使用 ChatGLM 基础模型，基于大

量欧拉操 作系统的代码和数据，训练出 EulerCopilot，初步实

现代码辅助生成、问题智能分 析、系统辅助运维等功能，让

欧拉更智能:另一方面，欧拉通过异构资源统-管理与调 度，统

筹内存和算力实现 CPU 和 NPU



 的深度融合，充分挖掘空闲资源，提升有效利 用率，进

而提升 AI 训练和推理性能，使能 AI 更高效。

openEuler 在多领域优势明显，未来发展趋势较好： 随着

欧拉在各行各业规模应 用，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创新实践，有

力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欧拉系统已经在 通信、金融、

电力、交通、信息化等领域规模化商用创造了显著的经济和社

会效 益，生态不断发展和壮大。2023 年，openEuler 在电信领

域占有的份额超过了 70%， 在能源和电力行业的份额则超过

了 40%。 2023 年，openEuler 开源社区已吸引了 16800+名开

源贡献者，成立了 100+个特别兴 趣小组(SIG)，1300+家头部

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加入社区，贡献社区，社区版本下 载

量超过 200 万。 根据沙利文预测，预计 2024 年，欧拉累计装

机量约 200 万套，2020 年-2024 年复合 增速约 174.84%。根据 

IDC 预测，2023 年 openEuler 系在中国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份

额达到 36.8%，Centos/红帽的份额为 20.7%，Windows 的份额

为 19.3%， Ubuntu/Debian 的份额为 10.1%，其他 Linux 操作

系统为 13.1%。 欧拉成为中国首个达成市场份额第一的基础

软件，这是中国基础软件产业发展的重 要里程碑，为数字中

国打造了坚实可靠的软件底座。

2.2 鸿蒙生态：赋能千行百业 促进万物互联繁荣发展



鸿蒙系统为万物互联提供坚实底座：鸿蒙自 2012 年开始

研发，鸿蒙包括 HarmonyOS 和 OpenHarmony，华为将鸿蒙系

统的基础能力部分开源出来，开源部分也就是 OpenHarmony

。 OpenHarmony 指开源鸿蒙，HarmonyOS 指华为闭源鸿蒙，

二者在应 用开发上互相兼容。 华为鸿蒙生态的建设包括华为

自研产品“1+8”以及合作伙伴基于 HarmonyOS 和 

OpenHarmony 形成的各个行业的万物互联“N”。华为聚焦于鸿

蒙系统以及大众消费 电子的开发与升级，具备底座作用；而

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则负责将系统打通至行 业内部，致力打

造万物互联。

Harmony OS：“万物互联”为最大优势：华为于 2019 年发

布 Harmony OS（即鸿蒙 系统），最早应用在华为智慧屏上，

2021 年开始应用在华为手机领域。但是鸿蒙的 使命并不是简

单的成为单独的手机操作系统，其目标在更广阔的万物互联的

全场景 上。目前，鸿蒙生态设备数量已达 8 亿，2021 年-2024 

年 3 月设备增长量复合增速超 50%，包括手机、穿戴、平板

、智慧屏、车机、以及各种行业智能终端，在万物智联 时代

真正实现了“换道超车”。



致力于打造鸿蒙原生应用生态：打造鸿蒙原生应用生态

是华为 2024 年最关键的事 情。华为希望通过 2024 年一年的

时间，在中国市场把智能手机上使用超过 99%时间 的 5000 个

应用全面迁移到鸿蒙原生操作系统上，真正实现操作系统和应

用生态的统 一，并真正成为除了苹果 iOS 和谷歌安卓外的全

球第三个移动操作系统。 华为内部通过技术评估、历史分析

、市场调研得出了 16%的生死线，只有鸿蒙系统 在终端的适

配超过 16%才能视为生态成型鸿蒙才有成功的可能。研究机

构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2022 年一季度，鸿蒙在国内手机

市场的占比只有 3%，到 2022 年四季度增长到 8%，而到 2023 

年四季度提升至 16%，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不再兼容安卓：2024 年 1 月 18 日，华为自主研发的鸿蒙

星河版（HarmonyOS NEXT）面向开发者全面开放申请，并预

计在今年第二季度发布开发者 Beta 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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