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手科技发布 2022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 

 

香港，2023 年 3 月 29 日/美通社/--领先的内容社区及社交平台，快手科技（香港联交所股票代码：

1024）（简称“本公司”或“快手”），今日发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第四季度及 2022 年全年业

绩。 

 

2022 年第四季度业绩摘要 

 

• 快手应用平均日活跃用户为 3.662 亿，较去年同期 3.233 亿增长 13.3%。 

 

• 快手应用平均月活跃用户为 6.400 亿，较去年同期 5.780 亿增长 10.7%。 

 

• 每位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1)为 133.9 分钟，较去年同期的 118.9 分钟增长 12.6%。 

 

• 平台上促成的电商交易的商品总交易额(2)为人民币 3,124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2,403 亿元增

长 30.0%。 

 

• 本季度总收入为人民币 283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244 亿元增长 15.8%。从对总收入贡献比

例来看，线上营销服务占比 53.4%，直播业务占比 35.5%，其他服务占比 11.1%。 

 

• 本季度毛利为人民币 129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101 亿元增长 26.9%。毛利率较去年同期的

41.5%增长至 2022 年第四季度的 45.5%。 

 

• 国内分部经营利润(3)为人民币 13 亿元，去年同期录得经营亏损人民币 8.474 亿元。 

 

2022 年全年业绩摘要 

 

• 快手应用平均日活跃用户为 3.557 亿，较 2021 年的 3.082 亿增长 15.4%。 

 

• 快手应用平均月活跃用户为 6.127 亿，较 2021 年的 5.442 亿增长 12.6%。 

 

• 每位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1)为 129.2 分钟，较 2021 年的 111.5 分钟增长 15.9%。 

 

• 平台上促成的电商交易的商品总交易额(2)为人民币 9,012 亿元，较 2021 年的人民币 6,800 亿元增

长 32.5%。 

 

• 全年总收入为人民币 942 亿元，较 2021 年的人民币 811 亿元增长 16.2%。从对总收入贡献比例

来看，线上营销服务占比 52.1%，直播业务占比 37.6%，其他服务占比 10.3%。 

 

• 全年毛利为人民币 421 亿元，较 2021 年的人民币 340 亿元增长 23.8%。毛利率由 2021 年的

42.0%增长至 2022 年的 44.7%。 

 

• 国内分部经营利润(3)为人民币 1.921 亿元，去年录得经营亏损人民币 87 亿元。 

 



快手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程一笑先生表示:“2022 年我们不惧挑战，坚持致力于强化我们包容且多

元的生态系统，并优化用户、内容创作者、广告主及商家的体验与回报。伴随着在商业生态上的耕耘以

及运营效率的持续提升，2022 年全年经调整 EBITDA 实现转正。2022 年第四季度，快手应用的平均日

活跃用户与月活跃用户以及每位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皆创历史新高。此外，得益于线上营销服务、

直播业务及电商业务的稳健增长，我们 2022 年的总收入同比增长 16.2%，达到人民币 942 亿元，全年电

商商品总交易额同比增长 32.5%，达到人民币 9,012 亿元。与此同时，我们将社会责任根植于企业文化

和日常运营，推动可持续性、平等性及包容性增长。未来，我们将乘势而上，加速为我们生态系统的参

与者和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2022 年第四季度财务回顾 

 

线上营销服务收入由2021年同期的人民币132亿元增加14.0%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人民币151亿元，主要

是由于平台流量增长、多元化的产品组合及基于行业属性的精细化运营，推动广告主数量及广告主投

放增加，尤其来自我们电商商家的投放。 

 

直播业务收入由2021年同期的人民币88亿元增加13.7%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人民币100亿元，由于平均

月付费用户同比增长20.4%，并得益于内容供给的持续丰富以及直播生态和算法持续迭代。 

 

其他服务收入由2021年同期的人民币24亿元增加33.7%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人民币32亿元，主要来自我

们电商业务的增长，得益于电商商品交易总额的增加。电商商品交易总额增加是由于动销商家数量、

活跃买家数量以及客单价的增加。 

 

 

2022 年第四季度其他主要财务资料 

 

经营亏损为人民币 12 亿元，较去年同期人民币 58 亿元大幅收窄。国内分部经营利润（3）为人民币 13 亿

元，去年同期录得经营亏损人民币 8.474 亿元。经调整亏损净额（4）从去年同期人民币 36 亿元大幅收窄

至人民币 45.3 百万元。经调整 EBITDA（5）为人民币 19 亿元，去年同期经调整 EBITDA 为人民币负 13

亿元。 

 

2022 年全年财务回顾 

 

线上营销服务收入由2021年的人民币427亿元增加14.9%至2022年的人民币490亿元，主要是由于平台流

量增长、多元化的产品组合及基于行业属性的精细化运营，推动广告主数量及广告主投放增加，尤其

来自我们电商商家的投放。 

 

直播业务收入由2021年的人民币310亿元增加14.2%至2022年的人民币354亿元，由于平均月付费用户增

长19.4%，并得益于内容供给的持续丰富，与公会合作策略不断发展以及直播生态和算法持续迭代。  

 

其他服务收入由2021年的人民币74亿元增加31.4%至2022年的人民币98亿元，主要来自我们电商业务的

增长，得益于电商商品交易总额的增加。电商商品交易总额增加是由于动销商家数量和活跃买家数量

增加，以及重复购买率的提升。 

 

2022 年全年其他主要财务资料 

 



经营亏损为人民币 126 亿元，较去年人民币 277 亿元大幅收窄。国内分部经营利润（3）为人民币 1.921 亿

元，去年录得经营亏损人民币 87 亿元。经调整亏损净额（4）从去年人民币 189 亿元大幅收窄至人民币 58

亿元。经调整 EBITDA（5）为人民币 18 亿元，去年经调整 EBITDA 为人民币负 130 亿元。 

 

可利用资金总额（6）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人民币 447 亿元。 

 

附注： 

（1）运营数据为所示期间内快手应用的相关数据。 

（2）于我们平台交易或通过我们平台跳转到合作伙伴平台交易。 

（3）不包含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开支、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亏损）净额的未分摊项目。 

（4）我们将「经调整亏损净额」定义为年内或期内亏损经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开支、可转换可赎回优

先股公允价值变动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净额调整。 

（5）我们将「经调整 EBITDA」定义为年内或期内经调整亏损净额经所得税开支/（收益）、物业及设

备折旧、使用权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及财务（收入）/费用净额调整。 

（6）可利用资金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定期存款、金融资产和受限制现金。金融资产主要

包括理财产品及其他。 

 

 

业务回顾 

 

面对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我们依靠强劲的执行力，以稳健的第四季度业绩圆满收官。我们的用户

与内容生态系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这得益于我们持续不断扩展内容深度及广度、提升平台服务以

及采取了更高效的用户获取战略。2022年第四季度，快手应用的平均日活跃用户，平均月活跃用户，以

及每位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均创下历史新高。我们的流量在保持高基数的同时继续实现稳定增长，

为释放流量的巨大价值，我们于品牌推广、基础设施及生态治理等领域实施了更长期的策略，同时继续

深化线上营销服务及电商业务的运营手段，以强化广告主及商家对于平台的认可心智，并进一步获取市

场份额。 

 

尤其是，尽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业内供应链及履约受阻，2022年第四季度电商商品交易总额仍同比

增长30%。这使我们成功实现全年电商商品交易总额超过人民币9,000亿元。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实现了

增长目标的同时，提高了运营效率及实现更合理的支出。2022年第四季度，我们国内业务的经营利润环

比增长至上季度的三倍多，也使得国内业务的全年经营利润转正。本集团2022年全年的经调整EBITDA

亦实现转正。 

 

用户与内容生态系统 

 

2022年第四季度，我们不断通过升级用户增长策略以提升获客效率；继续丰富社区创作生态，强化优

质内容供给；并针对不同人群进行算法强化学习，协同优化时长和互动等多项指标，以提升用户留存。 

快手应用在2022年第四季度的平均日活跃用户和平均月活跃用户分别创下3.662亿及6.4亿的历史新高，

同比分别增长13.3%和10.7%。2022年第四季度，快手应用的每位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同比增长

12.6%至133.9分钟。用户流量的稳健增长，彰显了快手短视频及直播社区属性的强大吸引力，越来越

多的用户把快手作为寻找有用有趣的短视频及直播内容，并获得相关服务的一站式平台。  

 

在用户增长策略方面，我们继续通过算法优化个性化策略进行精细化运营，持续优化用户维系成本。 

此外，我们积极探索通过更加优质的原生短视频和直播内容作为素材投放，以吸引新用户。在高质量



用户增长基础上，快手的社区活力也在持续增强，截至2022年底，快手应用的互关用户对数累计达到

267亿对，同比增长63.4%。此外，2022年第四季度的短视频日均互动（包括点赞、评论和转发等）总

量同比增长超50%。  

 

基于良好的创作生态，我们不断丰富各品类的内容供给。我们继续强化在短剧行业的领先地位，2022

年，我们的星芒计划总共出品200多部短剧，其中，截至2022年底单部累计播放量破亿的短剧有超过

100部。此外，我们也在积极尝试广告、电商和内容付费等多种短剧内容的商业化变现方式，以实现

创作者和平台共赢的可持续生态。在知识内容垂类，「快手新知」是快手重磅打造的泛知识IP，目前

已覆盖教育、人文、艺术和科学等10余个领域。2022年第四季度，媒体机构提供的资讯相关视频上传

量同比实现超翻倍增长，重大事件带来的资讯消费用户也逐步转化成了平台忠实用户。在综艺方面，

综艺爆款内容对于新用户获取和用户品牌心智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例如，2022年11月举办的周杰伦

线上哥友会，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超1,130 万，总点赞数超11亿，成为全网热点。  

 

除了以上方面的努力，我们还对搜索功能进行持续优化。2022年第四季度，快手应用平均每月有近4

亿用户使用快手搜索，日均总搜索次数同比增长接近翻倍。用户搜索心智的形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理解用户，并为其提供更精准的内容解决方案，也为在线营销服务和电商等业务的增长提供了更多

空间。  

 

线上营销服务 

 

2022年我们面临宏观经济疲软，线上广告市场增速放缓的挑战。随着2022年12月国内疫情政策全面放开

后的消费复苏，快手凭借持续增长的流量优势、丰富的产品矩阵和进一步组织提效，取得了优于行业增

速的增长。2022年第四季度线上营销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4.0%，总收入占比达到53.4%。  

 

通过深耕、精细化行业管理，同时在算法和产品侧深度结合行业属性，我们为广告主提供行业综合解决

方案，提升广告解决方案的经营转化效率。我们推出了对客户更友好的投放保障，并配合底层算法策略

升级，提升客户投放的稳定性。我们积极关注广告的生态健康度指标，多渠道推进客增项目，通过积极

的行业政策扶持等措施，持续拓展广告客户，2022年第四季度广告主数量同比保持高速增长。 

  

为内循环电商商家提供的营销服务的健康成长，是2022年第四季度线上广告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随着消费和宏观经济逐渐复苏，以及2022年第四季度多个电商营销活动节点拉动，平台上电商商家贡献

的线上营销服务收入持续健康增长，其中快消品、食品饮料等行业表现突出。我们通过多元发展短视频

和直播双开策略，提高转化效果，短视频收入占线上营销服务收入比重持续提升。推进内容原生项目，

通过撬动自然流量池，助力内循环电商广告主提升全域流量效率和实现长效业务目标。  

 

品牌广告方面，借助2022年第四季度重要营销节点和自建招商项目的拉动，及品牌相关的产品能力迭

代，使品牌广告的产品库存提升，售卖率得以优化。例如双11期间我们联合河南卫视，根据广告主需求

定制《国潮盛典》晚会，结合快手特色内容策划和达人共创，达到优质内容传播和商业价值的深度共

融。快手平台品牌传播价值进一步获得广告主认可，带动品牌广告收入同比增长超20%。  

 

电商 

 

我们致力于创造消费者、商家及平台之间的长期信任环境，通过商品基建和生态治理等措施，打造让商

家安心经营、让消费者放心购物的「信任社区」。第四季度是传统电商旺季，但2022年疫情给电商的供

给端及履约服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们迅速应对、确保物流运力和电商主播供给、算法精准推送，最



大程度上降低疫情对用户体验的冲击。2022年第四季度电商商品交易总额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增幅达

30%，全年电商商品交易总额成功实现超过人民币9,000亿元。具体来看：  

 

在供给端，我们主要做好商家运营、品牌化和商品基建等长期运营工作。我们持续吸引商家入驻，尤其

关注有动销的高质量商家数量增长。我们将服务商团队升级为商家发展部，整合服务供应商、产品、流

量等能力，为商家，尤其是为有增长潜质、需要扶持的中小商家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商家顺利度过冷

启，实现销售额跃迁。我们综合商品质量、物流速度、服务能力等升级店铺分体系，更好地识别优质商

家进行流量扶持，实现更精细化的梯度运营。我们在算法侧继续强化长效高价值用户与商家关注关系建

模，显著撬动大盘商品交易总额增量; 同时，持续提升人货匹配精准度，2022年第四季度公域流量的直

播千次曝光成交额同比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因此，2022年第四季度月均动销商家数量同比增速超50%，

头部商家月均店效更实现双位数的同比增长。  

 

2022年第四季度，在大促的助力下，我们在电商品牌化方面取得了亮眼成绩，利用公域的优质流量和私

域信任属性，在双轮驱动下完成「种草」、「拔草」的全链路，包括快品牌在内的整体品牌商品交易总

额占比环比持续提升，贡献2022年第四季度大盘商品交易总额近30%。快品牌方面，我们聚焦优质快品

牌的发展和扶持力度，推出了超级快品牌活动，增加品牌曝光，并通过线下线上联动强化品牌认知。

116大促期间，快品牌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长超80%。同时，我们对于不合格商家设置淘汰机制，确保

快品牌持续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2022年快品牌品退率显著低于大盘，复购率远高于大盘。品牌商家

方面，2022年第四季度我们充分利用优质达人资源，针对快手生态和用户做更精细化的货品及内容运

营，打造爆款，沉淀私域粉丝，实现品牌声量与销量的双爆发。2022年第四季度，商品交易总额破亿品

牌数量同比增速超50%，越来越多的品牌认可快手的用户价值和独特的电商生态。2022年入驻品牌数量

保持高速增长，其中知名品牌动销率达90%以上。  

 

通过加强商品力建设，我们持续提升商品类目属性的准确性、丰富度、覆盖率，结合商品价格、品牌属

性、交易趋势等，更加深入地理解货品。同时围绕售前、售中、售后的用户需求，刻画适合快手用户的

「好商品」。从商品入驻即开始优化，向用户提供可用、可信、优质的商品信息，提升用户购物体验。 

我们将商品特征引入算法推荐体系，提升人货匹配效率以及用户对商品的认知，强化购物心智。  

 

在消费端，得益于高效识别潜在消费者，通过精细化用户运营策略和持续优化补贴算法，提升用户转化

效率。2022年第四季度，月活跃买家数同比环比持续提升，渗透率达高双位数。月购买频次环比取得进

一步提升，客单价同比环比持续提升。本季度用户评分系统逐步成熟，同时我们在算法中加大了用户满

意度指标的权重，商品负反馈评分持续下降，整体的消费者负反馈率有明显下降，快手电商整体购物体

验有显著改善。此外，我们以「品质放心、售后无忧」为标准，平台已推出20余项权益保障服务，电商

信任权益订单覆盖率较2021年增长460%。 

 

直播 

 

2022年第四季度，直播业务录得收入人民币100亿元，单季度直播收入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7%，直

播业务平均月付费用户同比增长20.4%至5,840万。这主要得益于直播供给的持续丰富、直播生态的持续

优化和直播算法的持续迭代。我们继续加强行业头部公会和头部主播的引入，并进一步牵引更多优秀主

播入驻。我们也推出了行业优质主播招募政策，大力推进主播职业化发展。为了丰富平台的优质直播垂

类供给，我们在年度直播盛典中专门设置了民乐、戏曲和舞蹈等赛道。  

 

我们日益重视直播生态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例如，通过百大主播评选，鼓励各行各业的优质主播持续

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直播内容；通过对新主播的流量倾斜，帮助他们在快手平台迅速成长并长期留存；通



过对传统达人的正向引导，使其进一步提升直播内容质量。通过优化推荐算法，我们基于打赏兴趣泛化

建模，提升用户在公域的打赏行为转化，使得2022年第四季度公域的直播收入同比增长超150%。  

  

我们持续深化直播使用场景的拓展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更好地满足用户和业务伙伴的需求。2022年

第四季度，快聘业务的日均简历投递量较2022年第一季度实现超翻倍增长；理想家业务开展仅半年累计

交易额破百亿元。  

 

海外 

 

海外业务方面，我们持续聚焦核心国家发展，优化资源分配，提升运营效率，海外亏损金额进一步缩

窄。在全渠道获客成本持续优化的同时，海外用户健康、稳健增长。通过丰富有效内容供给，打造用户

在新闻、短剧等优势垂类内容消费心智，同时产品、算法端不断优化，用户参与度持续提升，海外市场

的每位日活跃用户日均使用时长增长至65分钟以上。  

 

逐步完善商业生态体系，深化变现能力，海外市场收入规模迅速爬升。在广告方面，我们不断打造广告

投放成功案例，拓展广告主规模的同时精细化运营客户，赋能广告主扩大品牌影响力和打开营销增长空

间。直播侧通过引入更多公会和主播，丰富内容供给，直播渗透率逐步提升。同时，通过精细化运营和

丰富的运营活动，使直播营收持续增长。此外我们还在探索海外电商业务的机会。 

 

企业社会责任 

 

依托先进的短视频+直播技术能力和公平的流量分发机制，快手为数亿用户建立了一个普惠且充满信任

的数字社区，助力各行业挖掘新使用场景、新机会和新业务模式，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做出贡献。 

  

快聘业务自2021年推出以来，为用户构建了以信任为中心的招聘关系和直播带岗模式，为用工企业和求

职者搭建了数字招聘平台。基于线上招聘的效率和体验优势，直播带岗在江苏省昆山等地已成为企业招

聘、蓝领群体就业的主要渠道，形成了人力资源数字化服务+企业数字化招聘+平台数字化赋能的直播

带岗昆山模式。  

 

业务展望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于升级基础设施、算法、使用场景及业务的多个增长引擎方面取得进展，同时努

力进一步优化成本架构及提高运营效率。我们相信，我们努力为所有生态系统参与者创造的价值，加上

包容公平的流量分配策略，将吸引更多用户及创意人才加入我们的平台，引领我们独特、以信任为基础

的用户及内容社区迈向新高度。  

 

随着用户体验及商业生态系统的不断增强，我们期待通过我们于私域及公域的巨大流量、强大的用户参

与度、平台的高电商重复购买率以及卓越的广告转化表现，以进一步解锁重大变现机会。2023年，我们

将通过不懈努力，满足用户需求，甚至超越用户期望，并为我们的商业伙伴带来更大回报，我们将努力

加强于线上营销及电商领域的市场地位，并通过提升变现能力及实施效率增强措施，创造额外股东价

值，推动长期的可持续盈利能力。  

 

关于快手 



快手作为领先的内容社区及社交平台，其使命是成为全球最痴迷于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公司。快手坚持不

懈，专注为客户提供服务，并通过持续创新和优化其产品与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在快手，任何用户都

可以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来记录和分享他们的生活，呈现和发挥所长。透过与内容创作者和企业紧密合

作，快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满足用户自然产生的各种需求，包括娱乐、线上营销服务、电商、网络游

戏、在线知识共享等。 

前瞻性声明 

除过往事实的陈述外，本新闻稿载有若干前瞻性陈述。前瞻性陈述一般可透过所使用前瞻性词汇识别，

例如「或会」、「可能」、「可」、「可以」、「将」、「将会」、「预期」、「认为」、「继续」、

「估计」、「预计」、「预测」、「打算」、「计划」、「寻求」或「时间表」。该等前瞻性陈述受风

险、不确定因素及假设的影响，可能包括业务展望、财务表现预测、业务计划预测、发展策略及对我们

行业预期趋势的预测。该等前瞻性陈述是基于本集团现有的资料，亦按本新闻稿刊发之时的展望为基

准，在本新闻稿内载列。该等前瞻性陈述是根据若干预测、假设及前提作出，当中许多涉及主观因素或

不受我们控制。该等前瞻性陈述或会证明为不正确及可能不会在将来实现。该等前瞻性陈述涉及大量风

险及不明朗因素。鉴于上述风险及不明朗因素，本新闻稿内所载列的前瞻性陈述不应视为董事会或本公

司声明该等计划及目标将会实现，故投资者不应过于依赖该等陈述。除法律要求的情形外，我们并无责

任公开发布可能反映本新闻稿日期后发生的事件或情况或可能反映意料之外事件的该等前瞻性陈述的任

何修订。 

 

投资者及媒体问询 

快手科技 

投资者关系 

邮箱：ir@kuaishou.com 

 

 

  

mailto:ir@kuaishou.com


 

简明合并损益表 

 

 未经审核 经审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个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收入  28,292,284  23,128,413   24,430,260  94,182,522  81,081,513 

销售成本  (15,415,716)  (12,425,410)  (14,281,697)  (52,051,359)  (47,051,808) 

毛利  12,876,568  10,703,003  10,148,563  42,131,163  34,029,705 

销售及营销开支  (9,739,839)  (9,130,341)  (10,229,580)  (37,120,984)  (44,175,898) 

行政开支  (1,034,485)  (1,059,353)  (919,756)  (3,921,001)  (3,400,316) 

研发开支  (3,445,952)  (3,533,090)  (4,016,063)  (13,784,176)  (14,956,247) 

其他收入  450,616  687,184  222,516  1,547,498  1,026,742 

其他（亏损）/收益净额  (350,201)  (279,595)  (995,834)  (1,410,452)  (225,251) 

经营亏损  (1,243,293)  (2,612,192)  (5,790,154)  (12,557,952)  (27,701,265) 

财务收入/（费用）净额  106,772  68,258  (56,730)  165,574  (38,536) 

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公允价值变动  -  -  -  -  (51,275,797) 

分占按权益法入账之投资的亏损  (26,585)  (31,386)  (24,771)  (138,683)  (86,658) 

除所得税前亏损  (1,163,106)  (2,575,320)  (5,871,655)  (12,531,061)  (79,102,256) 

所得税（开支）/收益  (383,908)  (137,081)  (331,088)  (1,158,299)  1,025,155 

期內亏损  (1,547,014)  (2,712,401)  (6,202,743)  (13,689,360)  (78,077,101) 

以下人士应占 : 

—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 

 

(1,547,078)  (2,713,263)  (6,202,042)  (13,690,732)  (78,073,643) 

— 非控股权益  64  862  (701)  1,372  (3,458) 

  (1,547,014)  (2,712,401)  (6,202,743)  (13,689,360)  (78,077,101) 

 

  



 

简明合并资产负债表 

 

 

 

 

 经审核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资产 

非流动资产 

物业及设备  13,214,811 

 

 

11,050,654 

使用权资产  10,805,724 12,561,745 

无形资产  1,122,667 1,171,754 

按权益法入账之投资  268,355 1,411,141 

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之金融资产 3,625,743 3,300,623 

按摊余成本计量之其他金融资产   669,655  - 

递延税项资产   5,095,406   5,405,224 

长期定期存款   7,870,000  4,00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6,263  603,367 

  43,448,624  39,504,508 

 

流动资产  

贸易应收款项  

  

6,287,770  

 

 

4,450,092 

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项及其他流动资产   4,106,202  3,278,318 

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之金融资产  13,087,444  8,842,203 

按摊余成本计量之其他金融资产   726,130  - 

短期定期存款   8,318,078  3,825,420 

受限制現金   58,771  2,41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3,274,269  32,612,419 

  45,858,664  53,010,867 

 

资产总额  

  

89,307,288  
 

92,515,375 

     

 

 

 

  



 

 

 

 

经审核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权益及负债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权益  

   

股本  145  142 

股本溢价  274,473,174  274,407,796 

其他储备  29,238,970  20,853,674 

累计亏损  (263,882,584)  (250,172,236) 

 39,829,705  45,089,376 

 

非控股权益 

 

8,063  

 

6,595 

 

权益总额 

 

39,837,768  
 

45,095,971 

    

 
负债  

非流动负债  

租赁负债  

 

 

8,720,685  

 

 

 

10,079,847 

递延税项负债  23,346  28,477 

其他非流动负债  15,819  55,560 

 8,759,850  10,163,884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22,868,452  

 

 

20,021,082 

其他应付款项及应计费用  10,189,552  9,123,367 

客户预付款  3,240,402  3,502,642 

所得税负债  936,459  1,079,591 

租赁负债  3,474,805  3,528,838 

 40,709,670  37,255,520 

 

负债总额  

 

49,469,520  
 

47,419,404 

    

 

权益及负债总额  

 

89,307,288  

 

92,515,3 
    



按分部划分的财务资料 

 

 
 

  未经审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国內 海外 未分摊项目  总计 国内 海外 未分摊项目 总计 国内 海外 未分摊项目 总计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收入 28,007,591 284,693 - 28,292,284 22,939,050 189,363 - 23,128,413 24,384,103 46,157 - 24,430,260 

经营利润/（亏损） 1,267,205 (1,499,133) (1,011,365) (1,243,293) 375,070 (1,686,912) (1,300,350) (2,612,192) 
 

(847,358) 

 

(2,427,007) 

 

(2,515,789) 

 

(5,790,154) 

 经审核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 年 2021 年 

 国內 海外 未分摊项目  总计 国内 海外 未分摊项目 总计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收入 93,557,462 625,060 - 94,182,522 81,006,397 75,116 - 81,081,513 

经营利润/（亏损） 192,110 (6,637,993) (6,112,069) (12,557,952) (8,677,389) 

 

(11,995,118) 

 

(7,028,758) 

 

(27,701,265)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计量与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最接近计量之对账 

 

未经审核  经审核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个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人民币千元） 

    
 

    

期内亏损  (1,547,014) (2,712,401)  (6,202,743)  (13,689,360)  (78,077,101) 

加： 

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开支  1,111,780  1,707,939  1,742,471  6,249,115  7,830,249 

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公允

价值变动  -  -  -  -  51,275,797 

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1) 389,912  332,516  891,504  1,688,811  119,286 

 

经调整亏损净额 (45,322)  (671,946)  (3,568,768)  (5,751,434)  (18,851,769) 

          

 

经调整亏损净额  (45,322)  (671,946)  (3,568,768)  (5,751,434)  (18,851,769) 

加： 

所得税开支/（收益）  383,908  137,081  331,088  1,158,299  (1,025,155) 

物业及设备折旧  890,959  810,387  1,077,220  3,212,104  3,985,910 

使用权资产折旧  776,176  779,714  776,990  3,221,589  2,735,442 

无形资产摊销  36,968  36,307  36,554  139,734  163,665 

财务 (收入 )/费用净额  (106,772)  (68,258)  56,730  (165,574)  38,536 

 

经调整EBITDA 1,935,917  1,023,285  (1,290,186)  1,814,718  (12,953,371) 

 
附注：   

 

(1) 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净额指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之金融资产之上市和

非上市实体投资的公允价值（收益）/ 亏损净额、视为处置投资的（收益）/ 亏损净

额以及投资减值拨备，其与我们的核心业务及经营业绩无关，且会受市场波动所

影响，而剔除该数据可为投资者提供可评估我们业绩表现的更相关及有用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