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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3                         证券简称：佳讯飞鸿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4-28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国盛证券：赵丕业、黄瀚    盈峰资本：高亚洲   顶天投资：陈逸宁 

韶夏资本：徐志康      

时间 2021 年 4 月 28 日 下午 15:30 

地点 通讯方式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郑文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020 年，疫情的蔓延及反复，给公司所处的通信行业的发展与建设带来了阶

段性的挑战。公司主要客户需求减缓，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进度不一，部分项

目的招投标以及订单交付有所延期，原材料采购、物流配送及项目实施均受到不

同程度影响。公司产品交付进度虽陆续恢复，但合同的落地相对延迟，影响在 2020

年度的收入确认，收入和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149.36

万元，同比下降 28.22%；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719.34 万元，同

比下降 23.47%。2020 年业绩的波动是暂时性的，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没有发

生改变，公司的基本面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沿着既定的战略稳步推进各项

工作。 

在国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下，公司在董事会的带领下，“守正出奇，苦

练内功；精业笃行，蓄势聚变”，紧跟国家内循环、5G、新基建、交通强国等的

战略指引，围绕行业客户 5G 及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需要，以新 ICT 技术为基础，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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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布局“+5G”，深化铁路 5G 专网组网技术研究，并于 2020 年 6 月成立 5G 专项

工作组，围绕垂直行业 5G 应用从研发、产品、市场、投融资等方面多维度、多层

次、全方位开展 5G 专项工作；激活存量、激发增量，拓展新市场空间，开发新业

务领域；保持高水平研发投入，创新能力持续提高，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日益增强。

公司在危中寻机，借势破局，不断克服疫情带来的阶段性影响，在行业大发展趋

势下，积极落实发展战略，推进各项工作。公司业绩在 2021 年一季度逐步恢复，

实现营业收入 16,124.27 万元，同比增长 4.7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4.41

万元，同比增长 79.62%。 

二、问答环节 

问题 1：2020 年公司业绩出现一定下滑，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公司如何看待

所处行业的未来发展空间呢？ 

答：疫情的蔓延及反复，给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诸多企

业的经营发展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给公司所处的通信行业的发展与建设带来了

阶段性的挑战。公司主要客户需求减缓，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进度不一，部分

项目的招投标以及订单交付有所延期，原材料采购、物流配送及项目实施均受到

不同程度影响。公司产品交付进度虽陆续恢复，但合同的落地相对延迟，影响在

报告期的收入确认，收入和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公司所处的主要行业——轨道交通、国防、海关等

行业的投资规模，但未来随着十四五国家战略的推进，新基建战略的不断落地，

公司相关行业投资将持续升温，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仍然起到了坚实的保障。例如：

《十四五纲要》指出，计划到 2035 年，新增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运营里程

3,000 公里，基本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新增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里程 3,000 公里。《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

交通网络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速战略性前沿性颠覆

性技术发展，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等等。 

2020 年，公司深耕存量市场，激活增量市场，在疫情期间，公司及时推出“疫

情防控应急指挥调度系统”，并成为北京市首套系统在海淀区完成部署；升级了 

“公共安全应急指挥管理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打造更加高效顺畅的政府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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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管理平台，助力智慧城市建设，在后疫情时代，持续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在深耕存量市场方面，公司的飞鸿数，飞鸿物联平台已经实现了商用，

兰州三期上了人工智能分析系统，公网应急产品也在沈阳和南宁局部署，同时，

公司产品也涉足了铁路的供电业务，6C 接触网测温产品在济青高铁和青连客专正

式商用等等。在激活增量市场方面，公司中标了 10 个机场的地勤调度，并成功签

约贵阳机场，大兴机场，并且实现了公司指挥调度产品在核工业领域的首单。正

是基于行业的发展空间与良好的发展趋势以及公司在疫情期间苦练内功夯实基

础，创新突破厚植优势，沿着既定的战略布局稳步推进各项工作，2021 年一季度

公司业绩有了较大的恢复，公司管理层对于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问题 2： 在疫情期间公司保持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答：2020 年，虽然受疫情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出现了阶段性波动，但公司

仍然保持了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围绕既有产品升级，垂直行业 5G 应用和国防军工

新产品三个方向，加大研发投入力度。2020 年，公司研发投入总额 12,314.83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 12.8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主要子公司拥有 6 项代表

国际先进水平的专有技术，已注册和被受理的专利 278 项，其中发明专利 205 项，

拥有软件著作权 291 项；新增已注册和被受理的发明专利 8 项，软件著作权 36 项。 

公司持续聚焦行业智能应用，依托智能研究院、公司研发团队及外部科研机

构，并在长沙、成都成立研发分中心，进一步加强以“大、智、移、云、物”为

核心的信息技术攻关及 5G 在行业应用的研究，有机融合“飞鸿云”、“飞鸿数”、

“飞鸿物联”等基础平台能力，打造自主可控的技术中台，推动公司新 ICT 技术

创新成果转化，铁路 5G 行业应用相关产品的研发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在国

防领域，公司加大研发力度，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线，更好地服务和满足国防

客户需求。 

公司全面融合升级“飞鸿云”、“飞鸿数”、“飞鸿物联”等基础平台，打

造了支撑各子公司应用云原生转型的共享技术中台，成功应用于信号设备 PHM 项

目、箱网互联平台原型系统、边坡监测项目及南京物联网研究院合作项目中；并

发布了统一运维平台 V1.0，通过将云平台各环节全量指标数据的采集并结合丰富

的运维经验和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降低客户上云之后的运维难度，提升用云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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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升级并完善了飞鸿数的数据仓库解决方案，并已在包神数据仓库平台一

期得到工程验证，实现商用。包神数据仓库平台作为国家能源集团“十四五”智

慧运输中智慧大脑平台的建设蓝本，成为其数据平台的示范工程。公司推出了基

于 BIM 的综合视频监控应用解决方案，赋能传统视频监控；首款一体化产品轨道

式巡检机器人研发成功并上线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机房设备管理自动化水平。公

司与北京交通大学共同建立 “宽带移动信息通信铁路行业重点实验室”。公司先

后获得市级、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 

问题 3：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公司的“宽带移动信息通信铁路行业重点实验室”？ 

答：2020 年 12 月 15 日，北京佳讯飞鸿智能科技研究院与北京交通大学共同

建立的“宽带移动信息通信铁路行业重点实验室”获得了国家铁路局认定，成为

全国首批信息通信铁路行业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旨在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铁

路深度融合，服务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智能铁路发展。实验室在铁路 5G 专网

技术研究和试验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于 2020 年底率先打通了全球首例基于铁路

5G 专网的多媒体调度电话、铁路 GSM-R 与 5G 专网之间的移动电话，标志着铁路

5G 专网与 GSM-R 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取得了重要突破，对推动铁路 5G 的发展和

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21 年，该实验室将重点围绕铁路 5G-R 关键业务智能化技术、铁路专用宽

带移动通信网络可信技术、智慧重载铁路宽带移动信息通信系统需求和关键技术

等重点领域开展工作。 

问题 4：公司如何看待以 5G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影

响？ 

答：目前，我国高铁客运量、货运量均保持稳定增长，铁路里程持续提升，

5G 系统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相融合的高速铁路系统将应用于

高速铁路智能管控等系统，实现对铁路的集中管理、智能调度等功能，为列车运

行的实施监控提供可能，有效提升高速铁路的安全性及舒适性，使高铁运输更加

高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会议特别指出要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

是 5G、大数据技术在铁路的应用，提高铁路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促进传统产业

提质升级；并在 2021 年 1 月的会议表示已开始着手布局铁路新基建，启动铁路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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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网技术体系及关键技术研究，正加大推进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在铁路领

域的应用。 

公司已经完成了 5G 宽带接入模块的硬件研发；参与主编的《综合轨道交通

5G 应用技术白皮书》就 5G 在轨道交通应用需求、适用于轨道交通的 5G 关键技术、

综合轨道交通 5G 应用等方面做出重要技术引导，是 5G 创新应用领域的权威技术

指标；参与研发的《基于 5G 网络的智慧运维平台》荣获 5G 创新应用大赛优秀奖；

参与研发的《基于 5G 的铁路信号机房智能巡检和故障远程诊断系统》荣获第三届

“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创新先锋奖”。公司将继续加强 5G 在轨道交通行

业应用的研究，助推行业革新，提升我国铁路基础设施水平。 

问题 5：公司国防收入同比出现一定幅度下滑，主要是什么原因？ 

答：2020 年，公司自主研制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先后圆满完成了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及嫦娥五号发射相关通信保障工作，表现良好、

运行稳定，充分验证了公司产品的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和高安全性。在国防行业，

公司所提供的指挥通信类产品部署早于相关装备类产品部署，因此，业绩主要在

2019 年兑现，达到了 2.07 亿元，而 2020 年较之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滑。但公司

相关产品在国防领域内的竞争优势并没有发生变化。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公司

的国防产品结构，公司也加大了对国防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     

未来，随着国防信息化、智能化的推进与落实，有利于扩大公司产品和解决

方案在国防领域的应用空间，公司将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快速的业务发展。 

问题 6：《公司章程》中增加了雷达的相关业务，在这方面公司有新的业务布

局吗？ 

答：《十四五纲要》指出，构建基于 5G 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在智能交通、

智慧能源等重点领域开展试点示范。《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提出，

推进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自主研发智能综合调度指挥系统以及新一代铁路

移动通信系统；加大 5G 通信网络、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统

筹推进新一代移动通信专网建设，构建泛在先进、安全高效的现代铁路信息基础

设施体系，以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铁路深度融合赋能赋智为牵引，打造现代智

慧铁路系统。因此，公司积极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提早布局，为新一代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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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自动运行与安全运营赋能，并与北京交通大学等共同建立了陆地交通智慧感

知实验室，聚焦轨道交通、道路交通等典型的陆地交通领域，主要进行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智能感知的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创新，实现智慧轨道交通在智能装

备与智能运维领域的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此外，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强雷达相关

产品在国防领域的研发与应用。  

问题 7：公司目前在手订单情况如何？ 

答：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沛，为公司 2021 年实现既定业绩目标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比如，在海关领域，今年已中标和新签订单达到了 8,000 万元，在手订单

近 2 亿元，同比增幅超过了 100%。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