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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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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龙 

国泰君安股份有限公司  宋晓 

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向宇、肖德威 

弘毅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樊可 

广东正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亓辰、曹智明 

湖南天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海强、熊征、文瞬林 

湖南甲骨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锐、潘文涛 

湖南华洲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红豆 

深圳宇纳天添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秦子玄 

时间 2021年 12 月 21日 

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青山路 668号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侯  亮 

证券事务代表：廖  芸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来访调研人员参观了公司的产品展示厅，董事会秘书侯亮

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况、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经营发展状况。 

问答环节 

1、 公司的行业竞争优势？ 



在水质监测领域，公司具有突出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牵

头建设的“水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是首批（全国共38家）纳入新序列管理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之

一，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的起草和修订；协助环保部门参加了

数十次全国性重大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工作或重大活动的监督

性监测工作，多次获得生态环境部专函致谢；承担了较多的国

家及各级环保部门地表水水质监测建设项目，在“十三五”国

控地表水监测站建设或改造项目中，力合科技提供仪器数量份

额超过40%，并承担了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平台的软件开

发；积累了丰富的水质监测系统建设、管理、数据应用经验，

在水质监测领域中的技术和品牌得到了广泛的市场认可。 

在气体监测领域，公司是中科院牵头的“大气污染和温室

气体监测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共建单位。公司紧

跟当前市场需求的热点问题，实施差异化市场竞争策略，着力

于技术门槛较高的新赛道。针对空气污染物源解析监测需求，

公司自主研发了颗粒物组分监测及臭氧前驱体组分系统，可实

现 PM2.5、PM10、VOC等污染物百余项指标的组分监测，通过组

分的数据与常规污染物数据进行比较和变化趋势分析，对污染

物具体成分变化及来源进行分析，已在多地取得了较好的应用。 

同时公司着力开拓城市环境监测咨询服务、工业园区生态

环境服务业务，推出了新一代环境监测咨询服务模式，同步推

进智能管控终端、无接触实验室智能水质检测成套装备的优化、

定制工作，采用自动或人工，在线、连续、即时等多方式、多

模式的监测和信息化技术，将排污企业、入河湖口、面源风险

点等环境风险敏感点，组合纳入监测监管方案，获取支撑政府

决策的多维度、准确、可靠、可溯源的数据，应用 AI技术、数

据模型、可视化表征等先进技术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厘清责任、

精准溯源，向相关部门提供专业措施、专题报告。 

2、 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将在夯实环境在线监测业务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第三

方检测、环境监测咨询、环境溯源调查等新业务，持续开展高

端需求和整体解决方案营销，紧抓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持续

推进技术研发。发展方向概括来说主要有三点：1是从环境监测

仪器仪表制造，向先进制造带动先进检测服务方向发展，2是从

数据生产向数据分析和应用方向发力，挖掘数据价值，3是从水

质监测龙头向水、气、土及实验室环境监测/检测分析全面发展。 

3、 公司的销售策略？ 

公司紧跟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步伐，抓住行业发展机遇，

巩固了水质监测领域的行业地位和技术优势，并积极拓展新业

务、新市场，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在空气/烟气监测方

面取得了较多机会，建成了一批示范性项目，为进一步扩大市

场份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司积极开展高端需求营销和整体解决方案营销，着力提

升国家及省部级等高端生态环境监测需求方案解决能力。同时，

公司业务面持续向地市、县区、工业园下沉，着力开拓城市环

境监测咨询服务、工业园区生态环境服务业务。该类业务在雄

安新区白洋淀流域、成都泉水河流域、滇池流域及长沙高新区

“空气污染特护期保障”等项目中开展了应用示范，在生态环

境监管、应用场景拓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4、 环境监测咨询服务、第三方检测新业务预期市场空间有

多大？ 

十三五期间，环境监测监察垂直改革，监测、监察是生态

环境保护部门的两个重要抓手，环境监测事权上收有效解决了

环境监测与地方管辖的独立性问题。但垂改后，事权、人员编

制、财政支出上收，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仍然要承担监管职能、

承受考核压力。地级市环境监测站的隶属关系和职能发生了较

为显著地变化，城区和县城水质、大气等环境质量的监测，还

需要依靠基层环保部门落实，积极承担起污染源的监督性监测，



同时还要应对环境执法监测、应急监测以及信访监测等工作，

因此购买第三方检测服务能作为地方环境监管部门监督辖区环

境的有效手段。 

根据 2020年６月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截至 2017年，我国固定排放源约 358万个，其中各类水污染排

口超过 120万个，目前安装了在线监测的只是其中占数量较少

的重点排放源，2021年 3 月 1日《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正式实

施，覆盖排污许可管理全要素，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

必须按照规范开展自行监测或可委托其他检（监）测机构代其

开展自行监测。2021年 11月，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组织

召开了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牵头编制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

术指南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等 13项标准送审稿技术审查会，

截至目前，为支撑国家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规范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行为，监测司部署配套的 45个大类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标准编制任务已全面完成，正陆续发布，将全面助力

排污许可证后监管的落实落细。同时受县、镇、村三级河长制

管护境内河流制度的推行，现有流域面积 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

流有 4.5万条。目前开展的环境监测，包括自然水体和污染源

的水质监测布点、接入系统的监测终端数量还很少。 

面对中小排放源监管及基层环境监测能力不足的问题，公

司持续推进智能管控终端、无接触实验室智能水质检测成套装

备的优化、定制工作，突破多项自动监测技术，率先实现 100

余项水质指标的自动监测，单条检测线日分析样品能力超过 500

个，且每个样品的检测参数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配置。 

随着当前行业发展、监管需求和企业污染排放自行监测要

求的落地，环境监测咨询业务有较好的发展空间。 

5、公司员工数量有多少？其中研发人员占比？研发费用及

占比。 

截至上年末公司员工 949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 13.17%，



运营维护技术人员占比 63.22%。截至 2021年第三季度，研发费

用为 4236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7.02%；2020年度研发费用

为 5180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6.69%。 

6、行业发展环境如何？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中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

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年）》、《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等一系列重大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文件，为我

国环境监测设备行业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

业支持和政策后盾。 

此外，“碳达峰”、“碳中和”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引发

了碳计量、监测的市场需求。为积极响应碳达峰、碳中和对监

测工作提出的新需求，生态环境部提出总的目标，到 2025年，

基本建成碳监测评估体系，监测网络范围和监测要素基本覆盖，

碳源汇评估技术方法基本成熟，目前正在抓紧研究制定碳监测

试点工作方案。 

2021年 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强调要“建立完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

系。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公众监

督的生态环境监测格局，建立健全基于现代感知技术和大数据

技术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优化监测站网布局，实现环境质量、

生态质量、污染源监测全覆盖。提升国家、区域流域海域和地

方生态环境监测基础能力，补齐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水

生态环境、温室气体排放等监测短板。加强监测质量监督检查，

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全面。” 

近期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征



求意见稿）》要求，强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监控预

警。加快推进废水、废气重金属在线监测技术、设备的研发与

应用。建立健全重金属污染监控预警体系，提升信息化监管水

平。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在涉铊行业企业分布密集区域下游，依

托已建水质自动监测站加装铊、锑等特征重金属污染物自动监

测系统，对有色金属冶炼企业集中的工业园区、重点区域及其

周边水、气、土壤等开展重金属长期跟踪监测。公司的技术和

产品储备充足，重金属等特征污染物的在线监测、应急监测应

用案例丰富。 

接下来一段时期，国家及各省份的“十四五”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以及有关落实《关于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系列政策预计也将要出台。

综上，随着现代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的启动，监测机制的完

善、监测项目的完备和监测要求的提高，带动了我国环境监测

设备市场需求的增长，环境监测设备行业发展机遇良好。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年 12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