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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35                                     证券简称：盈建科 

北京盈建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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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实基金：陈涛、何鸣晓 

时间 2022 年 1 月 14 日 

地点 盈建科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  贺秋菊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V4.0版本发布后，市场反响如何？ 

答：公司建筑结构设计软件系统 V4.0 版本全面支持 2021 年住建部发

布的《工程结构通用规范》《钢结构通用规范》等六本通用规范以及《建

筑隔震设计标准》，并实现了建筑结构设计、施工图设计、基础设计、

装配式设计、钢结构设计等多个产品的两百余项技术更新、功能新增

及改进。YJK V4.0 推出后，市场反响良好，公司将持续推动核心技术

与公司产品的融合创新应用，保持各类产品的持续迭代，并在新业务、

新领域加大技术创新，不断推出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逐步打造多元

立体的应用生态。 

2、公司营业收入是否具有季节性波动？ 

答：公司客户主要为建筑设计单位、地产公司和高等院校等，多数为

国有控股公司、国有企事业单位或经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后的公司制

企业。遵照预算决算体制，公司客户的预算、立项和采购有较强的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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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性特征，第四季度尤其是年末通常是合同签署和交付的高峰期。因

此，公司在每年第四季度会产生相对较多的销售收入。 

3、公司桥梁设计软件与现有产品用户群体是否相同？ 

答：公司桥梁设计软件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目前正处于国内市场推

广应用阶段。公司桥梁设计软件是基于自主的 BIM 平台和自主通用有

限元分析核心，实现了对包括市政桥梁类、高速公路桥类、铁路桥类、

以及公路铁路两用桥类等各种常见桥型快速高效的建模、分析计算以

及构件验算等功能，覆盖桥梁设计整个流程，并在多个环节实现了创

新性的突破，可以显著提高设计效率。 

桥梁隶属于基础设施领域，公司桥梁设计软件与建筑结构设计软件系

列产品分属于不同应用领域，其用户群体主要为交通规划设计院、市

政工程设计院、铁路设计院等，用户群体相对独立。 

4、公司 BIM 全平台产品，包括建筑设计、机电设计、工业建筑结构

设计软件的研发和落地进度如何？ 

答：公司基于自主高性能图形平台、通用有限元分析核心、BIM 数据

中心及参数化建模等方面的核心技术，研发完成了 BIM 数据及协同平

台，支持建筑、结构、机电等多专业数据协同，并支持设计、施工、

运维等多阶段全数字化工作交付和协作。公司推动以 BIM 数据中心、

BIM 核心技术及市场服务为三大基础的盈建科产品生态与赋能平台建

设。目前已推出桥梁设计软件、工程校审软件、市政水池设计软件、

协同设计工具软件、通用二维 CAD 软件、本地端与云端协同的轻量化

BIM 协同平台等多个软件产品，并加快研发建筑、机电、绿建节能、

碳排放、BIM 审查系统等产品。此外，公司在软件智能化、自动化技

术以及二次开发接口方面重点投入，进一步提升软件自动化优化设计、

模型处理以及自动化施工图设计水平，并吸引独立开发商基于盈建科

平台进行二次开发，丰富产品功能，形成综合性的多元应用生态。 

5、房地产调控政策对公司业务是否有影响？ 

答：房地产调控的主要对象是住宅类房屋，公司业务开展不会因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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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生明显变化。公司专业为建筑行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提供 BIM 设

计综合解决方案，除住宅类房屋建设项目外，办公商用建筑、工业类

建筑，以及市政设施、地铁车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公司重点服务的

领域。此外，随着数字化应用不断深入，客户对数字化设计体系建设

的需求日益增加，进而促进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6、“十四五”期间公司的发展机遇？ 

答：“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强调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促

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十

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指出，“重点突破工业软件。

研发推广计算机辅助设计、仿真、计算等工具软件，大力发展关键工

业控制软件，加快高附加值的运营维护和经营管理软件产业化部署”。 

我国建筑业工业化、信息化水平较低，在政策和行业标准日益完善、

数字化技术不断创新应用等因素的驱动下，数字设计、智能建造、建

筑工业化将是建筑业转型的战略发展方向，建筑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

发展阶段，也为公司业务发展带来持续稳定的市场机遇。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