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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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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的6个月 截至2018年12
月31日的年度 

单位：千港元 2019 2018 变化(%) 

收入 2,751,224 2,493,733 10.3% 5,663,310 

毛利 840,253 753,992 11.4% 1,458,601 

毛利率 30.5% 30.2% 0.3pp 25.8% 

经营利润/(亏损) 117,252 53,271 120.1% (77,277) 

所得税开支 24,535 16,417 49.4% 48,402 

母公司拥有人应占利润/(亏损) 82,214 21,028 291.0% (171,384) 

净利润率 3.0% 0.8% 2.2pp (3.0%) 

每股基本盈利/(亏损)(港仙) 3.35 0.86 2.49 (7.07) 

拟派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1.0 Nil 不适用 Nil 



费用结构 

费用占总收入 %  

32.5% 

= 按年同比变化 

32.7% 
HK $24,535       HK $8,118 所得税支出 

•经营溢利增加及递延税项支出增加 

HK $77,579      HK $11,714 其它费用 

•ETL折旧摊销费用 

•部分应收账款减值处理 

HK $53,679        HK $24,380 财务费用 

•短期贷款转换为三年期銀團贷款导致的银行借款利率上升 

HK $280,968       HK $24,597 行政管理费用 

•组织架构重组 & 员工优化 

HK $279,763      HK $25,732 销售费用 

•销售收入增加 

HK $176,718      HK $34,898 研发费用 

•新产品发布 

•紧跟最新5G技术发展 

49.4% 

17.8% 

83.2% 

10.1% 

24.6% 

6 

HK$’000 

8.0% 

5.7% 6.4% 

10.2% 
10.2% 

12.3% 10.2% 

1.2% 
2.0% 

2.6% 2.8% 

0.7% 0.9% 

1H18 1H19



财务状况 

截至6月30日 截至 
2018年12月31日 

单位：千港元 2019 2018 变化 

凈(债务)/现金 (131,610) (786,320) ▼83.3% 179,310 

总资产 11,372,743 10,999,355 ▲ 3.4% 11,302,641 

总负债 7,490,629 6,825,171 ▲9.8% 7,497,027 

净资产 3,402,539 3,626,655 ▼6.2% 3,278,153 

每股净资产值(港元) 1.37 1.50 ▼8.7%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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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6月30日的6个月 截至2018年12月31

日的年度 
2019 2018 变化 

存货周转天数 126 156 ▼30天 116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285 331 ▼46天 280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412 386 ▲26天 347 

总财务杠杆比率 

(Gross Gearing Ratio) 
16.6% 18.9% ▼2.3pp 17.7% 

平均权益收益率(ROE) 4.9% 1.1% ▲3.8pp (4.9%) 

派息率 29.9% Nil 不适用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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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财务杠杆比率分析 
 

单位: HK$百万(比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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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14 FY14 1H15 FY15 1H16 FY16 1H17 FY17 1H18 FY18 1H19

凈现金/(负债） -687.5 -17.1 -411.5 647.8 179.8 260.8 -304.8 -72.3 -786.3 179.3 -131.6

计息银行借贷 1555.5 1651.0 1661.1 1370.8 1097.4 1366.8 1403.2 1582.4 2082.1 2000.1 1884.4

总财务杠杆比率 14.8% 16.3% 16.5% 14.3% 12.1% 15.3% 15.0% 14.5% 18.9% 17.7% 16.6%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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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客户收入分解 

按业务收入分解 

2010-2019年业绩分析 

财 务 回 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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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16.6% 

9.7% 

28.1% 

16.6% 

 681   797  

 209  

 456   393  

 267  

 945  
 774  

 266  

 457  

1H18 1H19

其他 
国际客户&核心设备制造商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 

按客户收入分解 

 

 国内客户 

         三大运营商及其他国内客户收入占比68.9%，同比增长31.0%； 

 国际客户 & 核心设备制造商 

         剔除印度市场的影响，其他国际客户&核心设备制造商收入占比27.3%, 同比增长9.6%； 

 其他(主要包括中国铁塔、轨交通信客户、电信运营商(ETL)) 
         中国铁塔占总收入3.9%，同比增长33.4%；轨交通信客户占总收入3.5%，同比增长384.5%； 

         运营商(ETL)占总收入2.9%，同比下降20.1%；其他企业客户占总收入6.3%, 同比增长167.5%。 

2,494 

2,751 

收入 (HK$百万) 

中国移动 

17.0% 

中国电信 

32.0% 

中国联通 

国际客户 &  
核心设备制造商 

其他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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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 

18.1% 

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6个月 

按年同比变化 



 1,332  
 1,517  

 411  

 376  

 575  

 649  

 176  

 209  

1H18 1H19

天线及子系统 网络系统 服务 其它 

 
按业务收入分解 
 

2,751 

2,494 

 网络系统业务  (包括无线接入&无线优化) 

         无线接入占总收入2.8%， 同比增长 11.9% ； 

          无线优化占总收入10.9%，同比下降  12.4%。 

 其它 （包括电信运营商(ETL)、无线传输、轨交通信业务） 

          运营商(ETL)业务占总收入2.9%，同比下降20.1%；  

         无线传输业务占总收入1.2%，同比下降39.0%； 

         轨交通信业务占总收入3.5%，同比上升384.5%。 

收入 (HK$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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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同比变化 

19.0% 

其它 

天线及子系统 

13.9% 

网络系统 

8.4% 

12.9% 

服务 

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6个月 

55.1% 

13.7% 

23.6% 

7.6% 



 
2010 – 2019年业绩分析 
 

净利润 
(HK$’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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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HK$’百万)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H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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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后期 — 流量驱动 

运营商 5G 规划及进展 

5G 面临的机遇 

5G 面临的挑战 

行 业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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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后期—流量驱动 

中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及当月DOU情况 

单位：GB/月/户 单位：亿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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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工信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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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移动数据流量（EB/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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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tatista 2019 

单位：EB/月 

2019

上半年
重点 
项目 

2 中国联通：大量集采L900 及 L1800 基站天线以及”4+6”基站天线进行低频重耕 ，为LTE网络扩容，并发力VoLTE 
和物联网；同时，部分省份已开始通过“电子商城”方式采购小基站室分产品。 

中国移动：大量集采包括城区基站天线、高铁天线、特定场景天线以及高端的多频多制式定制化”4488”天线
等，为LTE网络扩容及补盲，也为5G部署做准备；同时根据部分室内盲点和弱覆盖地区持续加强室分产品落地。 

1 

中国电信：根据网络覆盖情况采购L800基站天线进行低频重耕，提升网络覆盖质量；同时，为加强室内覆
盖，已开始为4G室分小基站集采做积极部署。 3 

流量消费攀升继续推动运营商不断提升4G网络的覆盖能力，同时为5G的网络商用部署做准备。 



全球 5G 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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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 2018年2月平昌冬奥会上
首次展示5G应用； 

• 2019年4月推出世界首个
覆盖全国范围的5G手机； 

• 计划2020年在全国范围
内有5%的移动用户使用
5G网络。 

美国 

• 2018年12月AT&T在美国

12个城市推出5G服务； 

• 2019年4月Verizon在芝加

哥和明尼阿波利斯推出

5G服务。 

欧洲 

• 2019年4月瑞士在54个城

市和社区启动5G网络建

设； 

• 2019年5月英国在6个城

市启动5G网络建设； 

• 2019年6月西班牙在15个

主要城市启动5G网络建

设。 

日本 

• 2020年NTT DoCoMo计划
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场
馆推出5G服务。 

 
国家 

5G频谱 商用时间 

低频 中频 高频 2019 2020 2021- 

√ √ 

√ √ √ 

√ √ √ 

√ √ 

√ √ 

5G商用 

5G商用 

5G商用 

5G商用 

5G商用 

5G试商用 

中、美、欧、日、韩积极抢占5G商用部署 



中国内地 5G 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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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2019 

• 低频重耕 

• NB-IoT 

• 5G组网标准制定 

• 5G频谱分配 

• 5G测试&试商用 

• 5G商用牌照发布 

2020 - 2022 

• 5G大规模商用 

• Sub 6G 大部分城市全网

覆盖 

• 低频深度覆盖 

• LTE基础层全网覆盖 

2023 - 

• 高频毫米波超高容量覆盖 

• 毫米波超密集组网 

• 毫米波热点小范围覆盖 

• 行业应用场景大规模覆盖

（eMBB, uRLLC, mMTC ） 

2019年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2020年5G开始全球规模商用，2020 - 2023将是 5G 建设高峰。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 

中国移动 

• 5G+计划 

• 2019年：在全国建设5G基站>5万
个，实现5G商用城市>50个； 

• 2020年：在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
市提供5G商用服务。 

中国电信 

• 坚持SA为目标组网方向 

• 2019年：将在超过40个城市以

NSA/SA混合组网方式建设5G； 

• 2020年：率先启动面向 SA的网络升

级。 

中国联通 

• 宣布7+33+N的 5G 网络部署计划，

2019年将在北京、上海等 40个

城市开通 5G试验网络，在 n个城

市定制 5G网中专网，搭建各种

行业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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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VR,  高清视频、 

智慧医疗、智慧交通、
智能制造、无人驾驶等 

5G 面临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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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将带来产业的全面结构性改革及升级，商业模式的创新将成为5G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边缘计算

(MEC） 

芯片模组、5G智能硬件、
5G新型终端、物联网 

操作系统等 

5G新编码、新频谱、
新型网络架构、SDN、

网络架构等 

数据层 应用层 

网络层 终端层 

5G不仅是通信技术的演进，更

是从终端层、网络层、数据层
到应用层的跨行业革命。 

5G不仅满足“人的需求”，同
时还要满足“物的连接”，5G

将渗透到各个行业，为各个行
业赋能。 

5G将带来网络的大带宽和高速

率，同时推进物联网的建设，
从而给生产及服务领域带来
“颠覆式”的创新。 

1 

2 

3 

4 

5G商业模式的变革将带来产业

链各方的深度合作，将引爆全
新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给
经济增长带来乘法效应。 



5G 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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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智能化、高灵活的无线网络生态环境将给京信带来巨大机遇。 

覆盖成本 

站点资源 

“5G+” 商业模式 

• 预计5G宏基站数量会比4G 高 20%-50%； 

• 随着5G高频带来的新技术、新器件的演进，预计单站成
本将比4G提升1.5-2.0倍； 

• 新型数字化室分将成为5G室内覆盖的主要方案，5G小基
站将进一步推升5G的建网成本。 

• 天面资源：目前50%站点的天面空间不足以再增加新
的5G天线； 

• 能源：目前电源柜剩余容量不足以供应5G设备； 

• 承重：增加Massive MIMO天线，对现有站点的承重提
出挑战。 

• 在提速降费持续推进，4G投资成本还未完全收回的影
响下，运营商建网资金压力大； 

• 相比于5G技术本身的成熟度，5G的应用领域的发展还
比较慢； 

• 5G大规模商用，还需要寻找更多与垂直行业应用深度
融合，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应用。 



天线产品 

网络系统产品 

市场拓展 

业务经营战略 

公 司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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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时代天线部署趋势技术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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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场景：智简天面  
“1+1双子星”布局 

• 4G和5G网络仍将长期共存，未来10年，4G仍然是重要

的基础承载网络，5G是4G网络的叠加; 

       为解决站址资源的问题： 

 主流场景下，所有非5G需求将高度集成为1副天线，

所有5G需求将高度集成为1副天线，形成5G时代简智

天面架构“1+1双子星”布局； 

 特殊场景下，所有需求高度集成为1副天线，形成5G

时代极简天面架构” ALL-IN-ONE” 布局。 

01 

02 

   特殊场景：极简天面 
“ALL-IN-ONE”布局 



5G 时代天线产品形态 

5G 时代天线将以有源天线和无源天线两种形态存在，京信的Massive MIMO天线已在全球实现规模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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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滤波器 

应用形式：AFU集成 

介质滤波器 

表贴集成 

有源电路 

介质滤波器与天线一体化集成
是实现AAU的技术关键 

介质滤波器 

传统金属腔体 
滤波器 

京信将凭借在天线领域以及介质滤波器领域的双重优势，为5G时代修筑更高的护城河！ 

 

 5G或以介质滤波器为主： 

        为满足5G时代天线通道数增多以及天线有源化
的设计 需求，小型化和轻量化是基础。 

 介质滤波器 

         体积小、重量轻、高性能、易集成 

 去年底，京信已正式推出面向5G的中高频基站介
质滤波器。 

 

5G 介质滤波器 

城区：16TR天线 

郊区及农村： ≤8TR 无源天线 
≤16TR的特定波束天线 

64TR/32TR AAU/多波束或混合波束 

天线/龙伯透镜天线 

广域覆盖、连续覆盖 深度覆盖 热点覆盖 

水平 
扫描 



5G 时代室分技术演进 

 数字室分将成为室内建网标准：                      

•        2G/3G覆盖：室外宏站+室内DAS; 

•        4G覆盖：室外宏站+室内DAS+小基站 

•        5G覆盖：室外宏站+小基站         

                

 室分网络共享部署：  

• 帮助运营商节省资本开支 

• 提升网络部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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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区域 
容量不足 

5G 时代 

室分建设需要解
决的问题 

 

5G更高频谱造

成宏站弱覆盖
或者覆盖盲区 

语音和数据业
务70-80%都发
生在室内 

密集部署宏站
会造成部署难，
成本高 

类型 单载波 
发射功率 

覆盖能力 
(理论半径) 

应用
场景 

宏基站 12.6w以上 200m以上 室外 

微基站 500mw-12.6w 50-200m 室外 

皮基站 100mw-500mw 20-50m 室内 

飞基站 100mw以下 10-20m 室内 

5G时代基站类型 

京信多年来致力于小基站的研发和探索，将迎来室内容量覆盖需求激增带来的机遇。 



新型数字化室分 — 5G 云小站 

2019年6月26日，京信在上海世界移动大会（MWCS）发布业界首款商用5G开放平台小基站-5G云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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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DP（远端单元） 5G SW 
（扩展单元） 

5G AU 
（接入单元） 

5GC 
（核心网） 

5G DP（远端单元） 

5G DP（远端单元） 

时间领先 

全球首款商用5G云小站。 

平台通用 

基于X86架构数字化室分解决方案。 

高性价比 

降低5G室内建网成本50%以上； 
用电需求降低32%以上。 

扩展性强 

可结合移动边缘计算，智慧室分，泛
在物联设备，释放更强网络能力开放。 

京信5G云小站 

 

• 率先完成商用核心网、终端IoT

测试，中国移动实验室测试，
外场测试，满足商用条件，并
联合中国移动研究院以及intel
在MWCS上推出了业界首款商
用5G云小站。 

• 2019年7月与中国联通携手完
成了首款5G扩展型微站商用终
端业务测试. 

 
2019年上半年 

 
 

• 计划将开展： 

1)中国移动：5G云小站的示范性

外场试点工作（包括室分试点和
垂直行业应用试点）； 
2)中国联通：5G小基站外场试点
工作； 
3)中国电信：5G小基站的实验室
测试及外场试点工作。 

 

2019年下半年 



5G Open RAN开放网络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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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联盟 

Open 
RAN生态 

运营商 

系统集成
商 

软件 

RRH  

& 

AAU 

基站  

& 

 小基站 

与全球领先的网络解决方案供
应商Parallel Wireless, Inc.合作
推出了4G和5G Open  vRAN解决

方案，助力全球移动网络运营
商实现最低网络综合成本。 
 

2019年上半年 

 
 

• 根据客户Open RAN RRU产品需求，
加大研发力度； 
 

• 完成上半年已取得的Open RAN的
商用订单的发货； 

 
• 参与Telefonica、Vodafone 等国际

大型运营商的Open RAN项目试点、
试商用。 

2019年下半年 



中国内地市场  

 

 2019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内地三大运营商及国内其他客户的收入同比上升 31.0%，主要受益于国内三大

运营商不断加强4G网络的扩容及优化，在4G无线网络建设方面的资本开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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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进中移动4G扩展型皮基站的集采项目落地； 

 积极推进中电信和中联通的4G小基站集采和省采； 

 积极加强与中国铁塔在室分项目方面的合作； 

 继续推广DAS优化产品在各种中小场景的应用（譬如地下室、停车场
等）； 

 打造示范案例、推动5G小基站客户价值认可以及与垂直行业应用结合、
联合客户探索政企应用等。 

 

网络系统产品业务 

 

 继续巩固在中国内地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和市场份额，积极推进FDD/TDD

混合制式天线、FDD超多端口天线、5G新型高铁天线等高端天线的需求，

为客户增值； 

 加强新技术产品研发投入，不断推出各类丰富的5G Massive MIMO天线

产品、4G/5G一体融合天线、5G介质滤波器、AFU一体化天线等新产品，

满足4G/5G网络各场景需求，占领市场先机。 

 

天线业务 

2019年下半年
策略 



 

 

 2019年上半年，来自国际及OEM业务的收入同比下降 18.1 %，剔除印度市场的影响，其它国际客户&OEM

业务同比增长 9.6%；虽然部分区域4G网络建设趋缓，但主流运营商合作取得了重大突破，重点区域譬如

欧洲、亚太、中东业绩提升。 

 

 

国际及OEM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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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各个重点区域市场继续深耕拓展共建共享网络系统业务以及发达
市场的公共安全产品业务； 

 继续推进与全球领先的OpenRAN 厂商合作，获取更多的商用订单； 

 布局海外5G小基站产品等。 

 

网络系统产品业务 

 继续巩固深化与国际运营商的合作，推进现有产品升级，进一步提升

市场占用率（超多端口、FDD+TDD、混合波束天线等) 

 聚焦重点区域目标客户，积极拓展目标新客户，深挖市场机会，引导

客户占领先机； 

 与主设备商持续加强战略合作关系，为客户提供最高性价比的产品及

解决方案，加强5G天线及介质滤波器产品的市场布局与扩张。 

天线业务 

2019年下半年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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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务 

智
能
制
造
业 
务 

 致力于为制造企业和工业产业园提供柔性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和工业互联
网解决方案；  

 2018年，推出AGV移动机器人、智能相机等智能产品； 

 2019年将加大市场拓展工作，积极挖掘行业客户。 

 2017年年底，京信集团宣布投资建设ETL的4G网络； 

 2018年，ETL完成骨干光纤承载网、核心网及综合计费运营系统的建设； 

 2019年上半年继续对万象及南北主要城市无线网络进行部署及配套建设； 

 2019年Q3开始逐步正式商用4G网络，预计业绩将会逐步开始实现反转。 

轨
交
通
信 
业 
务 

运 
营 
商 
ETL 
业 
务 

 致力于全力、高效的为客户提供专业轨道交通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包括技术方案

设计、设备供货、工程安装、集成服务等一站式的服务； 

 2019年上半年，来自轨道通信业务的收入同比大幅增长384.5%，成功中标昆明、

杭州、北京、南宁等多个轨道交通通信项目，业绩规模持续显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业务经营战略 

创新发展 深耕主业 

轨交通信 

运营商ETL 

智能制造及其它 

网络 

系统 

天馈 

服务 

 
 
   

 
 
 
 
 

稳健经营 

收入 
增长 

效率
提升 

费用 

控制 

业绩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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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Email: ir.cthl2342@comba-telecom.com; 

Website: www.comba.com.cn; 
                www.comba-tele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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