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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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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演示材料由人瑞人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基于现行有效的经济、法律、市场及其他条件编制，仅供参考用途。 阁下应当理解，后续发展可能会影响本次演示中包含的信息，而本公
司、本公司的顾问或代表均无义务对其予以更新、修订或确认。

本演示材料所含信息未经独立核实。本公司无意提供，且阁下也不得依赖本演示材料获得，有关本公司财务或交易状况或前景的完整或全面分析。本公司、其股东、其顾问、连络人士、董事、监事
、高级人员、雇员、代理、顾问或代表概不就本演示材料所含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公平性、合理性或正确与否作出任何明确或隐含的声明、保证或承诺，且本公司、其股东、其顾问、以及彼等
各自的成员公司、连络人士、董事、监事、高级人员、雇员、代理、顾问或代表概不就直接或间接使用或依赖该等材料向阁下承担任何责任。

本演示材料包含一些具有或可能具有前瞻性的陈述。这些陈述通常包含“将要”、“期望”和“预期”及类似含义的词汇。前瞻性陈述就其性质而言包含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爲其涉及将在未来发生
的事件幷依赖于未来发生的情况, 幷基于对未来的假设及因素。该等假设及因素乃基于管理层现时获得有关本公司业务及行业的资料得出，有可能被证实爲不正确、不准确或不完整。无法保证该等
预期正确、准确或完整。任何对本公司的投资均涉及一定的风险。可能另有一些重大风险尚未被本公司认爲构成重大风险，或本公司及其顾问或代表尚未意识到该等风险。针对这些不确定因素，任
何人不应依赖这些前瞻性陈述。本公司及其顾问或代表不承担任何更新前瞻性陈述或使其适应未来事件或发展的责任。 阁下参加本次演示的会面，或通过阅读演示材料，即表示 阁下承认会全权负
责自行评估本公司业务、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经营和市场状况或公司前景，亦表示 阁下会自行分析幷自行负责达致有关本公司业务日后表现的观点。

本演示材料未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存档、提交、注册或批准，本演示材料的接收方应瞭解幷遵守任何适用的法律或监管要求。本演示材料幷不构成或组成任何对本公司证券的出售要约或发行或对本公
司证券的购买或认购要约的招揽或邀请的一部分。本演示材料仅提供给 阁下作爲参考，应严格保密，且不得被全部或部分的以任何形式複制或以任何方式分发给其他任何人。特别是，在本次演示
中出现的任何信息或本演示材料的任何副本均不能在美国、日本、香港或任何有相关禁止性规定的其他司法管辖区直接或间接地複制或传播给任何人。任何对以上限制的违反都可能构成对美国或其
他国家证券法律的违反。本演示材料及其所载的任何信息不构成对任何的金钱、证券或其他对价的招揽，且任何基于本演示材料及其所载的任何信息而提供的金钱、证券或其他对价均不会被本公司
接受。本演示材料及其包含的信息不构成对任何购买、取得、处置、认购或包销任何证券或结构性産品的任何协议的订立或要约订立的邀请，亦未就公司的任何证券（无论是股份或债券）的购买或
认购发出任何要约或作出任何游说。

本演示材料中提及的证券幷无亦不会根据《1933年美国证券法》及其修订本（“证券法”）或任何州的法律进行注册，且不得在美国境内提呈发售或出售，惟根据适用豁免或不受证券法登记规定所
限者则除外。证券不会在美国境内公开发售。通过审阅本演示材料， 阁下将被视爲已表示幷认同 阁下及 阁下代表的客户是（a）香港法例第571章证券及期货条例及该条例任何规则所界定的 “专
业投资者“，（b） “合格机构投资人”（依据美国证券法144A规则的定义），或（c）非美国人士（依据美国证券法S规例的定义）且身处美国境外，幷且不基于美国人士（依据美国证券法S规例
的定义）的帐户或利益而行事。在香港，除非与认购本公司股份有关的发行通函或招股说明书已获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正式批准及已在香港公司注册处妥爲登
记，否则不得向公衆人士提呈发售本公司股份。

根据中国法律及法规项下的其他适用限制，本演示材料仅会在中国派发予指定合资格机构投资者。其他人士不应根据本演示材料或当中任何内容行事或对其加以依赖。不会就本演示材料的交付或派
发在中国采用任何大衆媒体或作出其他形式的公开分发或公告。本演示材料或当中任何内容均无意作爲或构成任何提供证券投资的谘询或顾问服务。除前文所述外，本演示材料的派发幷不构成中国
证券法项下的股份公开要约，而且无意亦不构成中国法律界定的提供证券投资的谘询或顾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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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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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归属本公司股东经调整净利润/ (亏损)指撇除根据首次公开发售后购股权计划和首次公开发售后股份奖励计划的股权支出，以及投资并购相关无形资产摊销、商誉减值及股权投资公允值损益变动后的年内净利润/ (亏损)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 2021

销售收入 3,638.2 4,739.1

毛利 184.7 251.8

净利润 6.9 102.3

归属本公司股东净利润/ (亏损) (7.3) 101.7

归属本公司股东经调整净利润/ (亏损)1（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5.7 108.5

毛利率 5.1% 5.3%

净利润率 0.2% 2.2%

归属本公司股东净利润/ (亏损)率 (0.2%) 2.1%

归属本公司股东经调整净利润/ (亏损)率1（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0.2% 2.3%

每股盈利（以每股人民币元列值） (0.05) 0.66



2022年迎来挑战，集团积极推进业务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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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2022年收入约人民币36.4亿，同比下降23.2% ，主要由于：
 集团向一名主要客户提供信息审核及客服代表的综合灵活用工服务的合同已于2022年1月中旬届满（“有关服务”）
 在2022年疫情叠加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部分客户的用工需求放缓

 如撇除有关服务收入，2022年收入同比上升23.0%，反映市场对综合灵活用工的需求仍不断增长：
 集团积极推进业务升级，新兴业务数字技术与云服务录得高速增长，
 传统的通用服务外包业务依然保持增长，主要来源于老客户合作加深及若干新增客户

收入承压，同比下降23.2% 撇除有关服务的收入后，收入同比上升23.0%

251
288

2021 2022

2,877
3,538

(人民币百万元)

776

1,616
2,288

2,830

4,739

3,638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内生数字化

并购数字化

-23.2%

+23.0%



收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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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细分
(人民币百万元)

备注：
1. 数字化专业服务包括数字技术与云服务和数字化运营及客服业务

 聚焦重点战略领域，优化收入结构

 2022年，数字化专业服务1收入占综合灵活用工收入的22.4% ，较2021年的7.8%有显著增长

4,622
3,574

27
90

2021

19
45

2022 77.6%

15.1%

7.3%

通用服务外包 数字技术与云服务 数字化运营及客服

92.2%

2.1%
5.7%

2021 2022

其他人力资源解决方案专业招聘综合灵活用工

综合灵活用工



毛利率全年同比基本持平，下半年较上半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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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人民幣百萬元)

 2022年毛利率约5.1%，较2021年略微下降。2022年上半年毛利率约3.8%，下半年毛利率约6.2%，毛利率水平逐步恢复。主要原因如
下：

① 2022年的综合灵活用工服务毛利率基本维持了2021年的水平，约为4.5%。2022年上半年毛利率约3.1%，下半年毛利率显著上升至约
5.7%，主要因为业务升级使得较高毛利率的数字化人才业务占比提升、客户结构优化、以及上半年实施的降本增效措施初见成效

② 专业招聘服务毛利率由2021年约28.3%略微下降至2022年约28.1%。毛利率由2022年上半年的约23.4%提升至下半年的约36.7%，主要
由于服务费较高的数字化及信息技术人员招聘需求增加，招聘入职人数占所有招聘入职的比例提升

2021 2022

5.3% 5.1%

-0.2ppt

2022H1 2022H2

3.8%

6.2%

+2.4ppt

全年毛利率略微下降 2022年下半年毛利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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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其中7.9%来自内生增长，6.9%来自并购增长

战略升级，数字化专业服务收入占比显著提升

 聚焦高价值数字化专业服务

 2022年，数字化专业服务收入占比显著提升至22.0%

 内生增长及通过并购提供的数字化技术与云服务收入分别为7.9%及6.9%

通用服务外包 数字技术及云服务1 数字化运营及客服 专业招聘与其他

综合灵活用工

76.2% 14.8% 7.2% 1.8%

收入：+453.2% yoy

vs 2021: 90.0% vs 2021: 2.0% vs 2021: 5.5% vs 2021: 2.5%



业务板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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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与云服务 数字化运营及客服 通用服务外包 专业招聘

(人民币百万元)

注:

1. 不包含为一名主要客户提供信息审核及客服综合灵活用工服务所涉及的收入，该合作协议已于2022年1月届满

 收入同比增长453.2%，主要
由于新增了多个客户，以及并
购思芮带来的增长

 技术及数字化人才在岗人数由
2021年底的885人增长至
2022年底的2,033人；思芮于
第四季度纳入集团合并报表，
其2022年底在岗人数约为
4,353人。服务岗位涵盖技术
研发、运维、测试等，服务单
价高

 收入同比基本持平，在疫情中
保持了业务稳定推进

 多元化的客户组合，覆盖互联
网 以至金融等多个行业

 持续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自
主 研发的瑞博业务管理平台已
投入使用

 信息安全智能审核平台上线，
能 有效服务更多中小型长尾客
户

 受有关服务届满影响，综合灵
活用工人数减少，导致收入下
滑约34.9%。如撇除该有关服
务，收入同比增长约11.4%，
增长主要来自于老客户的深度
合作拓展至多个城市及业务部
门，及若干新签客户

 继续深耕我们的优势领域，拓
展更多高价值客户

 受经济环境影响，客户招聘需求
下降，我们亦难以为客户开展招
聘活动，因此招聘入职人数从
2021年的41,300下降到2022年
的10,829

 专业招聘服务的平均单价由
2021年的2,180元/人提升至
2022年的4,195元/人，反映招聘
岗位多元化，已拓展至更多高价
值的数字化人才岗位、职能岗位
等专业岗位，包括技术研发、人
事、财务、法务等岗位

97 288

251

2021 2022

539

+453.2%

261 261

2021 2022

-0.2%

4,263

2,4012,774 2,674

-34.9%

+11.4%

90 45

2021 2022

-49.5%

并购增长 内生增长 收入 去除有关服务收入1

2021 2022 2021 2022



聚焦高增长业务：数字技术与云服务加快扩张，获得CMMI5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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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9月，通过全球软件领域
最高级别CMMI5认证

13
97 288

251

2020 2021 2022

539

549.9%

 数字技术与云服务：收入年复合增长率：549.9%

通过内生和并购实现快速增长

内生增长
① 成功发掘了多个千万级大客户

② 超过500万客户10+

③ 行业分布在高科技及高端制造、互联网、

金融等多个行业

并购增长
① 多元化客户群 (金融、先进制造、医疗健

康等行业)；过去三年，客户续约率维持稳

定；2020及2021年获得超过100名新客户

② 成熟的行业专家管理团队

 技术创新里程碑

并购增长内生增长

 成为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第八届
理事会成员

 标志着公司持续强化的数字化产
品研发与项目管理能力迈入崭新
阶段



通用服务外包：收入承压，HRO向高价值职能岗位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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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有关服务届满影响，通用服务外包员工人数减少，导致收入下滑约34.9%。如撇除该有关服务，收入同比增长约11.4%，增长主要来
自：

 高价值岗位拓展：从客服、信息审核、标签标注、销售等通用岗位向人、财、法等之职能岗位延申
 高价值客户合作：老客户的深度合作拓展至多个城市及业务部门及若干新增客户

收入

注:

1. 不包含为一名主要客户提供信息审核及客服综合灵活用工服务，该合作协议已于2022年1月届满

4,263

2,4012,774 2,674

-34.9%

+11.4%

收入 去除有关服务收入1

2021 2022 2021 2022

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56.3%

前十大客户持续合作

老客户收入贡献占比90%+

高价值职能岗位拓展至人事、行
政、财务、法务等岗位，在岗人数
约749人



 客户结构优化

~33.0%

2022年
前五大客户收入佔比

注：
1. 其他行业包括消费零售、医疗健康及文娱教育等
2. 2019-2022年前十大客户平均合作年数，不包括当年新增的客户

 客户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大客户收入占比约为12.4%，单一客户集中度风险可控

 客户行业覆盖多元化，聚焦多个行业，专注服务业内的重点大客户，藉以降低行业波动所带来的经营风险

 设立行业人才事业部，进一步提升行业服务能力及拓宽收入渠道，抢占更高市场份额并提升服务价值

 中国众多知名企业及增长型企业的HR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与前十大客户的平均合作年数超过6.6年，助力更多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需求

2022年客户行业分佈，
按收入

 行业分布多元化

客户结构优化，聚焦多个行业重点大客户

12

~46.2%

2022年
前十大客户收入佔比

vs 2021: 41.7% vs 2021: 59.4%

38%

17%

34%

11%

高科技及高端制造 金融 互联网 其他

 长期合作伙伴

前十大客戶平均合作年数2

3.8
4.9

5.6
6.6

2019 2020 2021 2022

1



得益于强大的系统平台，经营效率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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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水平4

2022

人均收入1

(人民币千元/人)
3,290 2990

人均管理的

综合灵活用工员工人数2
189 ~150

综合灵活用工员工
流失率3 9.8% >15%

注：
1. 人均收入 = 全年收入 / (当年截至12月31日内部员工人数+前一年截至12月31日内部员工人数) /2；
2. 人均管理的综合灵活用工员工人数 = （（当年截至12月31日综合灵活用工在岗人数+前一年截至12月31日综合灵活用工在岗人数） /2）/ （（当年截至12月31日的综合灵活用工内部员工人数+前一年截至12月31日
的综合灵活用工内部员工人数）/2）。以上并不包括于2022年收购思芮，2021年收购江南金科及上海领时的相关数据；
3. 综合灵活用工员工流失率 = 全年12个月流失率的平均值。以上并不包括2022年收购思芮；
4. 根据灼识谘询报告，2021年行业平均水平数据

营运效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项目管理流程标准化

实现全面在线项目管理，在线监
控重要运营指标

基于数据驱动，提升服务效能，
降低流失率

人均管理效能中，基于业务特
点，通用服务外包人均效能更
高，而数字人才服务要求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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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HR科技生态系统持续升级：瑞智和瑞搏系统上线，助力数字化业务发展

专为数字技术与云服务业务搭
建的系统平台

从数字人才招聘、薪酬服务、
人员管理、项目管理、信息安
全等多方位实现数字化管理，
提升运营效率及客户体验

专为数字化运营与客服业务搭
建的系统平台

从项目运营、人员管理、成本
管控及利润分析、风险预警等
多方位实现系统化管理，提升
运营效率及项目盈利水平

升级香聘平台为“青云网聘”

为客户及候选人提供更加精准
的招聘服务，拓展行业领域至
智能制造行业，人才库持续增
长



透过成本控制措施及架构重组，积极提高效益

15

实施成本控制

严谨成本控制及
优化组织结构,
提升盈利能力

 透过关闭部分城市的办事处，把其覆盖市场整合至更大的区域
服务中心，实现服务点的整合

 精简内部架构，控制人员成本

 优化资源配置，对部分盈利能力较弱或亏损的项目进行调整

 分别管理拥有较高利润水平的数字化专业服务相关业务，以及
服务表现相对完善的非数字化外包业务

 建立数字人才中心和服务部门，实现集中式交付和管理

 提升通用服务外包业务的客户体验，并推出创新产品和服务

优化组织结构



人民币百万元 于2022年12月31日 于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值 2,127.9 1,992.9

负债总额 678.3 715.2

经调整流动比率1（倍） 1.6 1.6

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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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经调整流动比率按截至2021及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经调整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计算。经调整流动资产界定为扣除已收取且未使用的所得款项净额后的流动资产；
2. 计算方法为将期初及期末的贸易应收款项（不包括提供劳务派遣服务所产生的劳工成本）的平均结馀除以期内收益再乘以期内天数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 2021

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淨额 118.9 (9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54.4 638.4

经调整贸易应收款项周转天数2 8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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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业务亮点

撇除有关服务影响，收入同比增加23.0%

战略升级，数字化专业服务收入占比显著提升至22.0%，其中，数字技术与云服务
收入同比增长453.2%

2022年毛利率由上半年的约3.8%提升至下半年的约6.2%

综合HR科技生态系统持续升级：瑞智和瑞搏系统上线助力数字化业务发展

客户结构持续优化，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下降，客户行业更多元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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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拓展高价值客户，夯实服务体系矩阵

19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信息技术及数
字化服务外包

通用服务外包 + 专业招聘

数字化运营

庞大的人才市场

• 拓展更多行业客户的需求，更多岗位服务能力，特别是
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提供全方位的用工及招聘解决
方案

2026年中国人力资源服务市场规模达15,100亿元
CAGR 2021 – 2026: 18.0%

• 加强技术+服务能力，提升人均单产及人均利润

• 拓展更多行业，除了互联网行业，重点开发金融、现
代服务等行业商机

• 利用产教融合，与院校、平台等多渠道合作，降低成
本，提升利润率

• 大力拓展高毛利的DTO业务，逐步形成规模效应，

2023年收入占比目标超过总营收的30%

2026年灵活用工（HRO）市场规模达2,500亿元
CAGR 2021 – 2026: 20.4% 

2026年市场规模达12,600亿元
CAGR 2021 – 2026: 13.4% 

2026年市场规模达840亿元
CAGR 2021 – 2026: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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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大力拓展DTO业务

人瑞“快+准”的招聘优势与思芮的行业专家经
验协同，迅速抢占市场

增强服务价值，提高人员利用率，不断扩大盈利

通过系统精细化管理，严格控制风险，与同行差异化的
竞争优势

拓展高价值客户，助力各行业领先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

2022年数字技术与云服务营收同比增长453.2%，占收入比重约14.8%，2023年目标占收入比
重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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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O 以高价值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策略

挖掘高价值客户

• 服务好现有客户的同时，
寻找高价值客户

%

拓展岗位类型

• 传统客服、内容审核、销售等通
用岗位

• 拓展至更多高价值的职能岗位及
专业岗位，包括人事、财务、法
务、采购、工业研发等岗位

提升运营效率

• 持续提升管理效率

• 控制成本

丰富客户群

• 从传统互联网、新经济行业延
伸至其它行业，包括智能制
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

庞大的人才库

• 高质量的人才储备

• 精准快速匹配

高价值

现有客户新业务线

• 较高的现有客户满意度，
增加客户粘性

• 凭借服务优势，赢得现有
客户新业务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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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工智能及数据挖掘技术，实现更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一体化

 为了提升招聘效率，持续改人岗匹配方法，我们将继续投

资开发人工智能及数据挖掘技术

 加强行业洞察及数据分析能力，精准把握行业人才特点，

赋能我们的人力资源招聘及综合解决方案服务

 建立多行业人力资源与技术解决方案能力，凭借思芮的丰

富行业经验带来协同

 不断提升数字化能力，打造一支优秀团队

 持续开发并推出紧贴业务发展的增值服务

 计划聘请更多技术人员及专家顾问，进一步升级青

云网聘、瑞智管理系统、瑞博管理系统

一体化人力资源生态系统

人工智能及数据挖掘技术

引领行业标准，推出
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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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供应链
（人才端）

一体化技术
解决方案
（企业端）

核心竞争力

打造人才生态链，构建竞争壁垒，加快数字化转型

打造人才生态链，探索行业人才解决方案，加强人瑞竞争壁垒

加强技术开发投入，加速人瑞技术的产品化和平台化建设，构建生态系统

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特殊
人才
基地

提升盈利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