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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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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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详见附件《参会清单》 

时间 2023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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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负责人  刘海谦 

技术总监    王贤磊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董事会秘书贺秋菊介绍 2022年度及 2023年一季度公司

经营情况 

1、业绩方面 

2022 年，公司在董事会与管理层带领下，凝心聚力，积

极应对充满挑战的市场形势。公司立足于自身战略定位，锚

定既定的任务目标，坚定不移地以技术创新驱动发展，继续

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强化市场开拓，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

能力，不断夯实基础管理。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735.58 万元，同比下降

27.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94.19 万元，

同比下降 146.55%。受外部环境等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的

影响，公司全年特别是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未达预期，但报告

期内公司认真研判市场走势，抢抓国家推进数字化建设及建

筑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持续加强创新研发，积极推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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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技术能力产品化；持续打造自主营销渠道，进一步提升服

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研发费用和销售

费用同比均有所增加。此外，受宏观经济波动等影响，部分

客户回款速度放缓，公司根据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计提

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203.03 万元。 

2023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42.61 万元，同比

下降 18.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35.92 万

元，同比下降 117.91%。虽然去年年底疫情全面放开，但经

济和业务的恢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一季度为建筑

业的淡季，公司一季度的总体体量很小，小的订单波动就会

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2、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2022 年，公司根据整体发展战略，不断加强相关专业领

域的人才引进，推动内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持续建强人才

梯队。在人才激励、薪酬绩效考核、人才结构等方面不断优

化，提升人才质量。截至 2022 年底，公司共有员工 455 人，

较 2021 年底增加 58 人，增长 14.61%，新增人员以研发、销

售为主，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础。基于两年

的人才储备，已基本达到了公司现阶段的人才需求。2023 年

公司将在现有人员规模基础上，积极发挥人才价值，不断创

新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实现人才和公司长期共赢发展。 

3、品牌建设、产学研共创及社会贡献方面 

2022 年，公司开展了一系列品牌宣传及营销活动，进一

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公司承办、参与多场行业会议，受邀发

表主题演讲，自主举办线上线下产品推介活动数十余场，累

计吸引数十万余人次行业用户和专家参会，取得了良好的产

品及品牌宣传效果。同时，公司通过官网、官微、QQ 群、邮

件、主流视频网站等多渠道进行产品及技术问答，分享行业

应用案例等，受到了行业客户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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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多所高校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深化产教融

合，公司百余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获批。公司深度参与

了教育部 1+X 职业技能培训，主办多场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

数字化设计大赛、结构设计大赛。通过支持高校人才培养，

有利于从源头提升产品使用粘性，培养未来工程师使用习

惯，增强产品更广范围内的认可度。陪伴设计软件使用者从

校园到工作场景的全过程。 

2022 年，公司免费向居家办公的行业用户提供 YJK 全

产品线试用码二十五万余个，并在线提供优质的技术支持，

为设计单位的正常业务开展提供有力保障，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 

4、未来展望 

公司将持续关注全球技术与市场的发展趋势，积极拥抱

新技术、新趋势，推进研发与技术创新，丰富产品矩阵，深

化营销服务网络布局，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更好地推动

BIM 等工业软件的国产化进程。 

二、技术总监王贤磊介绍 2022 年度公司研发进展和成果 

2022 年，公司持续投入进行研发与技术创新，在底层技

术平台攻关、新产品快速研发、既有产品迭代升级等方面不

断发展，逐步形成技术与产品双轮驱动、服务与用户共同支

撑的开放多元立体应用生态系统。 

在底层技术方面，公司在通用 BIM 与数字化软件研发平

台、高性能图形平台、通用有限元分析核心、云授权与云服

务等多个领域不断突破和发展。通用 BIM 与数字化软件研发

平台在约束求解与参数化组件、数字化模型、多专业协同、

数字资产对接等方面不断迭代，通过这一技术底座已支撑多

专业应用软件快速开发。高性能图形平台在几何造型、三维

渲染、三维交互、图纸表达等方面继续优化升级，保证技术

领先优势。通用有限元分析核心在超大规模分析求解、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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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形非线性分析、CPU+GPU 异构计算、大震弹塑性显式

动力分析等核心技术上不断突破，为大规模计算分析以及工

业领域 CAE 仿真等提供技术基础。此外，云授权和云服务等

技术的研发为新授权体系、产品形态、服务模式的升级演变

做好技术准备。 

在产品研发方面，公司兼顾既有产品迭代升级与新产品

快速研发。YJK 建筑结构设计软件系统保持持续迭代升级，

在报告期内推出了 V4.1-V5.2 等多个版本升级更新，实现了

建筑结构设计、施工图设计、基础设计等多个产品的技术更

新，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竞争力。绿色建筑设计软件系统在节

能设计、碳排放计算、日照分析、采光、室内外通风、室内

外声环境等方面快速开发，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品体系。

水池设计、桥梁设计、BIM 审查系统、网架网壳设计、变电

架构设计等产品快速迭代与推广。安全性检测鉴定、光伏支

架设计、风机基础设计、石化抗爆设计等产品，紧跟国家政

策与市场动向，满足既有房屋检测、新能源、电力、石化等

领域的市场需求。 

整体上来说，公司 2022 年的研发工作按照既定目标和

计划开展，从技术到产品的相关成果取得了计划之中的目

标，各项工作都在顺利开展。 

三、互动交流 

1、请问公司产品拓展的思路是怎样的，各个产品的亮点

是什么？ 

答：公司产品主要服务于占四分之一 GDP 的建筑和基

础设施领域。公司积极顺应当前国家建筑产业变革新形势和

建筑产业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需求，不断升级

迭代既有成熟产品、推出高级产品模块，并在新领域新行业

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推出新产品。 

公司利用自主研发、自主可控的 BIM 与数字化平台、三



5 
 

维图形引擎、通用力学有限元核心、智能规范设计等核心技

术开发出了智能设计、智能建造和运维软件产品。其中在建

筑结构设计领域的产品具有广泛的客户群体和竞争优势，适

用于民用居住建筑、公共建筑以及各类工业建筑；绿色建筑

系列软件满足节能设计、碳排放计算、建筑通风、采光、噪

声分析等需求，可促进行业节能减排实现双碳目标；在市政

桥梁、模板支撑架、钢结构制造加工、既有建筑鉴定加固改

造等领域都开发了相应的软件产品满足多样化的使用需求。 

总的来说，公司产品研发及拓展的共通思路是，在产品

核心能力上保持优势和竞争力，产品技术水平达到行业比较

高的水平或领先水平，同时产品易用性和效率满足国内快速

设计的时间要求。 

2、公司在 CAE 方向上的相关能力有哪些优势、壁垒，

怎么看待国内 CAE 软件国产替代进程？ 

答：公司产品主要定位于 BIM、CAD 与 CAE 领域，在

通用数字化平台、三维几何与图形引擎、通用力学分析核心、

CFD 仿真等自主核心技术的积累是公司在 CAE 方向上的重

要技术优势和壁垒。目前公司产品已经在建筑结构和桥梁结

构设计领域实现了 CAE 关键计算的国产替代，并在动力设

备基础分析、风环境模拟等方面做了进一步深化发展。CAE

的应用将是全方位的，公司具备研发 CAE 软件所需要的核

心能力，将密切跟踪关注 CAE 领域的发展和客户需求，努力

打磨产品，为 CAE 软件国产替代提供自己的方案。 

3、BIM 产品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到运维三个阶段来看，

目前公司的产品能够覆盖哪些环节，之后是否有拓展的计

划，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答：公司的 BIM 产品目前能够覆盖设计、深化设计、施

工和运维等阶段。在设计领域，公司利用多专业协同方面的

产品优势，不断扩展建筑、机电、绿色建筑以及市政桥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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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实现了多专业协同，并适用于各类民用、工业建筑以及

混凝土桥、钢桥等不同桥梁结构。在深化设计方面，公司重

点研发装配式和钢结构深化等产品，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在

施工领域，公司已经推出了模板脚手架设计、铝模板设计等

相关施工类 BIM 软件并在不断完善。在运维阶段，公司开发

了既有建筑的检测、鉴定和加固改造软件并向桥梁方向拓

展。除此之外，公司在协同、从 BIM 到云端轻量化以及云相

关产品等方面，也有较多的技术储备。 

公司 BIM 产品具有自主技术优势，全部技术自主可控并

且已经过大量验证，技术水平和灵活程度较高。此外，公司

采取开放思维，从多维度全方位开放底层数据、SDK、脚本

等资源，为合作伙伴提供产品应用的空间和资源支持，努力

建立一个具有优势的产品应用生态。 

4、AI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和我们结合，有哪些落地场景

可以靠大模型解决痛点，数据上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积累？ 

答：公司将技术视为核心竞争力，并致力于探索和应用

新兴技术。AI 的应用关系到软件产品的智能化、自动化和竞

争力，公司在 AI 方面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并不断拓展，

例如二维图纸自动转为三维 BIM 模型、自动化设计与审查、

自动化施工图纸绘制、工程自动审查、智能技术支持客服等

方面。 

公司持续关注和探索 AI 大模型的现实场景落地应用，

主要包括自动设计、自动优化和智能助理等。在自动化设计

方面，AI 可以辅助设计师完成设计工作，使用 AI 来自动化

生成建筑模型并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参数进行优化，从而提高

设计效率和准确度。在自动化优化方面，AI 可以利用大模型

来优化复杂建筑的性能和经济性指标。在智能助理方面，AI

可以辅助工程师快速完成建模、数据转换、规范审查等功能，

从而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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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能否实现 AI 技术落地的关键因素，公司多年来

已经积累了大量专业数据，在场景算法和数据方面的积累优

势将帮助公司更好地将 AI 技术应用到实际场景中。我们将

持续关注技术前沿和产品需求，逐步发掘更多可以落地的技

术要点，不断推动 AI 技术在行业中的应用和发展。 

5、23年人员规模大致在多大的规划？ 

答：自公司上市以来，公司人员规模从 2020 年底的 192

人到去年年底的 455 人，在研发、销售和技术支持等方面做

了一定人员储备，从目前看满足了现阶段基本需求。2023 年

公司不会有大规模人员增长计划，会进一步畅通高层次人才

引进通道，持续优化人才结构，提升人才质量，保持人才的

合理流动。公司将持续推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以达到预期

效果，带动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逐步恢复人效水平。 

6、短期看疫后商机的复苏，长期看从业务增长的驱动力

上，管理层会如何展望今年以后长远的业绩发展？ 

答：从历史复盘看，排除疫情因素，公司自成立以来的

收入、利润增速比较可观，和既定目标一致。公司始终坚持

稳健经营，疫情已全面放开，宏观经济向好的趋势十分明显，

各个行业都将会有比较好的贡献体现。公司对全年及以后的

业绩保持较好的期望，全力以赴地抓好生产经营工作，持续

提高内部运营能力，推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着力提升公司

营业收入水平，最终实现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附件清单（如有） 详见附件《参会清单》 

日期 2023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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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参会清单（排名不分先后） 

姓名 机构名称 

张王品 北京鼎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王炜波 恩宝资产 

朱战宇 新华资产 

楼剑雄 国君自营 

卢尧之 明河投资 

冯达 中金公司 

周冬 诺安基金 

谢树平 长青藤资产 

曾尚 西藏源乘 

陈曼 长隽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张松 招商基金 

宋房纺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矣骄 国金证券 

詹鑫 北京金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莲蓉 上海中域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章溢漫 和谐汇一 

刘海啸 海富通基金 

刘蓬勃 海通自营 

贾超 平安理财 

徐哲桐 泓澄投资 

吴迪 鹤禧投资 

顾宝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彭柏文 惠升基金 

冯超 青岛幂加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陆方 上海信托 

赵朝侠 上海星壤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刘洛宁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杨晨 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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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岚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於采 鸿道投资 

武晨 上海久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雄 恒昇基金 

邵进明 平安养老 

王喆 太保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