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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78                                   证券简称：龙软科技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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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证券、国信证券、西南证券、华泰证券、中金公司、华商基金、诺德

基金、华夏基金、银河基金、国元资管、国投创合、和谐汇一等 

时间 2022年 10 月 26日、2022年 10月 27日、2022年 10月 31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线上交流 

上市公司

主要出席

人员姓名 

董事长 毛善君 

总经理 姬阳瑞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郭俊英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整体流程： 

一、 介绍公司整体情况 

二、 具体问题交流 

1、目前煤炭企业的智能化建设情况如何？未来的发展趋势？ 

答：根据目前了解和统计，截至今年第三季度，71 对示范矿基本完

成了智能化招标，预计今年年底会完成大部分验收。现在各个省的煤矿也

开始招标，今年整体招标情况处于中高位运行，目前主要是分系统招标。 

未来 2023-2025 年可能会出现两种趋势，一种是已经启动建设的煤

矿，会从初级向中级、中级向高级发展。这种需求和我们公司技术研发方

向是高度正相关的。第二个趋势是很多煤矿会根据示范煤矿的经验，结合

自身需求，择优选择上一部分系统。这也是国家能源局选择示范矿的目的，

对整个行业来说是很有利的。因此，这两种趋势的需求会在未来三年逐步

释放。我们公司会尽快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解决行业内痛点问题，我们

有信心深度参与到由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市场中去。 



 

2 

 

2、关于客户智能化改造的驱动力如何排序？ 

答：首先是政策驱动，很多省份把智能化的指标放入了安全规程和质

量标准化的标准里边，与生产直接关联。核增产能也优先考虑智能化程度

高的矿井。另外国家还有财税政策的支持，把智能化建设费用列入在安全

生产费用支付范围，依据各矿开采的原煤产量按月提取；一些省份有补贴

政策，国家发改委也有一定的国拨资金支持。 

然后是内生需求的驱动。煤矿生产条件相对艰苦，现在主要面临退休

潮和招工难的问题。另外，煤矿面临安全生产的压力很大，不能出现安全

事故。因此从煤炭企业自我保护的角度，智能化能够实现减员提效增安的

目标。 

3、未来煤炭价格的下跌将稀释煤炭企业利润，这对公司智能煤矿业

务会产生影响吗？ 

答：我们觉得未来煤价与智能煤矿业务的供需关系是成正相关的，但

是影响有限。首先，因为从内生需求和外在驱动都要求大家去做智能化；

其次，智能化建设费用已经列入在安全生产费用支付范围，按照产量进行

计提。 

4、公司经营业务哪些环节受疫情影响？ 

答：2022年度，新冠疫情呈现多点多发态势。大多数煤矿都管得非常

严，一直处于封闭管理的状态。个别煤矿由于疫情，完全停产的情况也存

在。公司全体动员，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但在以下环节，还是受到了一定

的影响： 

（1） 销售环节：四五月份很多招标项目根据计划现场开标，但是由

于疫情影响，现场招标推迟，放缓了我们取得订单的进度。下半年来线上

开标项目增多，影响逐渐减少。同时下半年很多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展会也

都推迟到了明年，这些对于公司宣传推广行为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2） 实施环节：目前煤炭主产区新疆、河南、宁夏等受疫情影响，

很多员工都被封控在矿上，流动受到严重影响；很多省份静默，现场实施

受到一定影响。 

（3）验收环节：因为疫情管控，外部专家无法到矿，部分验收会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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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如期举行，导致还有一些矿的重要验收推迟，无法顺利开展。 

5、公司订单转化成收入的转化效率如何？ 

答：基本上定制规模项目订单的收入确认周期在一年以内，如果个别

订单要求比较紧的话，半年左右也是可以完成的。平均周期都在半年到一

年。 

6、公司目前智能掘进的业务发展情况如何？ 

答：智能掘进今年完成了两个项目。山西省目前验收了两个中级水平

的智能掘进项目，均是龙软做的。我们最终目标是按照中高级标准去提供

专业的服务，真正实现掘进工作面的减员增效。 

7、公司在智能掘进方面有哪些技术优势？ 

答：首先，我们是真正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远程控制，目前已经

在七八个矿得到成熟应用；其次，基于煤矿地质资料生成地质模型，类似

于给整个掘进成套装备安装了导航。另外还有掘进机的定姿定位，这个问

题是我们解决比较彻底的。 

8、智能掘进智能化中级需求较低的原因？智能掘进智能化初级和中

级的主要差异点是什么？ 

答：中国煤矿存在一个普遍情况就是采掘失衡，也就是回采快掘进慢。

再加上今年保供任务较重，很少有矿能给到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中级所需要

的工期。目前给我们的工期一般为 25 天一个项目，大多是借着掘进机大

修的时间，改造掘进机，做好软件适配，调试完成就直接投用了。 

初级要求只要完成远程控制就可以了，不要求地质模型，也不要求自

主截割。中级和高级一般可以做到输入一段指令，先把截割曲线做好；启

动按钮后，掘进机自动按照设定的截割路线进行工作，整个掘进工作面实

现无人操作。 

9、公司管控平台技术在哪些方面较为先进？ 

答：我们的管控平台是覆盖生产的各个环节，融合大量数据的综合性

安全生产共享平台，有两个特点：一是基于 GIS平台；二是将所有业务部

门的业务协同起来，把各个业务部门的数据打通，具有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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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是否可以理解为现在煤矿智能化的硬件可以满足需求，但软件现

在无法满足需求？ 

答：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装备不足以支撑智能化软件。硬件只要可以开

放控制协议，软件就可以实现无人控制。矿井智能化，地质保障是基础，

在一些具体场景的智能化上，装备的智能化水平是基础保证和制约因素。 

11、智能掘进和智能开采目前的业务发展情况如何？ 

答：智能掘进需求是相当大，但还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解决，目前来

说一是装备智能化水平不足，二是从经济性上来看还不理想。目前行业内

各个公司都在攻关智能掘进方面的难题，公司也在和一些硬件公司合作，

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尝试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在智能开采方面，今年

公司在执行的两个项目，合同额基本上都在 1900 万左右，一个是国家能

源金凤煤矿，一个是黑龙江龙煤双阳煤矿，这两个项目预计今年年底主要

内容都将完成验收。至此我们研发的自适应割煤系统已经在三个煤矿得到

成功应用。 

12、是否存在智能化只能在地质条件较好的矿推广，但地质条件较差

的矿智能化的必要性也没有那么强这一现象？ 

答：这一现象确实客观存在，但地质条件复杂或者灾害严重的矿更需

要智能化，因为其风险系数更高，因此他们的智能化的意义更高。 

13、公司目前的洗煤厂业务发展如何？ 

答：目前公司洗煤厂业务进展相对较好，新签订单额度较大。洗煤厂

业务属于新发展业务，和井工煤矿、露天煤矿一起都属于煤矿智能化建设

的内容。煤矿生产出原煤后，大部分都需要洗选后再对外出售，我们可以

帮助他们降本增效提高精煤率，目前洗煤厂整体上数量还是非常大的。 

14、智能洗选业务市场竞争情况？ 

答：智能洗选业务市场竞争者较多，比如天津美腾、中选自控等，但

目前公司主要做两个部分内容：一是选煤厂的智能管控平台，二是数字孪

生和三维可视化展示。公司在这两项内容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例如 9月

份验收的一个国家级示范选煤厂，我们得分很高，得到了国家能源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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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高度认可。 

15、今年非煤业务情况如何？ 

答：国内非煤矿山数量庞大，但基本以露天为主。从一季度开始公司

就高度重视非煤矿山业务，并专门组建了专家组，走访调研了山西、贵州、

广东、云南等非煤矿山比较聚集的地方，目前已经完成了针对露天和小型

非煤矿山的整体智能化建设方案。 

今年 8月国家矿山局出台了非煤矿山智能化监察指导办法征求稿，部

分非煤矿山较多的省份都相继出台了非煤矿山智能化建设指南。今年下半

年公司成立了非煤矿山智能化团队。未来，我们希望能利用公司的技术积

累，在非煤矿山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16、今年公司的回款情况如何？ 

答：首先，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的回款创了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超过

了去年全年。根据既定计划，剩余两个月的回款情况应该也是较为可观的。 

17、未来业务的主要增长点在哪部分？ 

答：首先是地质保障业务。作为去年下半年才全面开展的业务类型，

地质保障业务今年无论是合同数量和合同金额都取得了大幅增长。并且地

质保障业务是动态的，除了一次性购买系统费用外，部分客户还会支付运

维费用来保障功能和场景的对接。智能地质保障被视为煤矿智能化的基础

甚至是前提，因此我们认为地质保障项目还会迎来一个大幅的增长。 

第二是智能洗选业务。去年下半年我们才开始研发整体的解决方案和

技术体系，今年订单就达到了八千多万。目前全国有 2800 多家选煤厂，

但目前开展智能化建设的数量和比例都较低，因此选煤厂也将作为我们明

年的重要业务增量。 

第三是智能采掘业务。智能回采系统我们今年又新增了 2-3个项目。

智能掘进业务，我们今年签了一些初级的订单，先满足市场上的初级需求，

同时不断完善我们的技术体系。明年大量的需求是新增的初级智能掘进的

需求，以及初级向中级迈进的需求，这将都是我们的增量。 

第四是非煤矿山业务。今年 8 月国家矿山局出台了非煤矿山智能化监

察指导办法征求意见稿，部分非煤矿山较多的省份都相继出台了非煤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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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建设指南。非煤矿山的数量远超于煤矿的数量，而且智能化水平更

低。我们的产品可以适用于非煤矿山，移植成本较低，因此，在拓展非煤

矿山市场上，我们是具有优势的。 

18、未来技术突破后是否会导致市场快速的爆发？ 

答：从现状来看，目前的行业智能化效果低于大家的预期，这主要是

技术装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如果可以解决行业的痛点问题的话，应该会在

市场上迎来爆发。 

19、公司与华为军团的合作情况如何？ 

答：公司一直与华为密切合作。目前公司的 GIS平台和管控平台均已

进入华为的框采名单。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几个重点产煤省，公司与

华为煤矿军团及当地代表处都有密切接触。除了技术上合作外，在市场方

面也在着手合作，我们与华为的合作在一如既往地推进。 

20、目前从事煤矿智能化建设服务的公司之间的竞争关系如何？ 

答：煤矿智能化建设方面参与竞争的公司主要分三大类：一类是原有

的一直长期服务于煤矿的软硬件厂商；第二类是原先主要从事 IT 行业的

一些大公司，跨行业进入了煤矿行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技术实力强，但

是对于煤炭行业的专有技术和应用场景不熟悉，因此前两类其实是合作大

于竞争关系；第三大类是地方性的公司。龙软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优势，核

心产品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很多大厂商中标之后会把专业软件部分分包给

我们。 

21、目前人员增长情况如何？ 

答：今年年初员工数量为 406 人，截止目前员工总数为 438人，净增

加 32人，新增的 90%为技术人员。 

日期 2022年 10 月 26日、2022年 10月 27日、2022年 10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