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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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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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证券—曾庆亮 

银河证券—孙灿宇 

时间 2023 年 9 月 5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郑文 

证券事务代表：王雯玥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 

一、参观公司展厅 

二、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2023 年是实现《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的，到 2025 年数字中国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的关键之年。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拓展 5G 应用，加快工业互联

网、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逐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

撑。公司紧抓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乘“新基建”加速发展的东风，以“+5G”

策略为核心，自主研发了大数据平台—“飞鸿数”平台，智能视觉平台—“飞鸿

安视”平台、私有云平台—“飞鸿云”平台、物联网平台—“飞鸿物联”平台等

多个基础平台及应用平台，以高质量发展穿越周期，助力行业客户实现智慧化运

营、智慧化运维、智慧化管理，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02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714.83 万元，同比增长 3.27%；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7.09 万元，同比增长 32.82% ；剔除员工持股计划及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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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费用影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2.05 万元，同比增长 80.96%。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手订单近 7 亿元。 

三、投资者提问 

问题 1：公司归母净利润大幅增长，同比增长 80.96%，7 亿元左右的在手订

单，在市场开拓上具体都有哪些进展？ 

答：上半年，公司深耕交通、国防、海关等传统优势行业，通过数字化、信

息化技术赋能行业提质增效，拓展 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品的行业应用

场景，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 

公司为“神州 16 号载人飞船”提供了强有力的通信安全保障支撑；携十余款

自主研发产品与解决方案参加了 2023 第八届中国（北京）军事智能技术装备博览

会。 

全资子公司航通智能中标滁州保税物流中心智能化采购及安装项目、二连浩

特智慧口岸综合管理平台（软件系统）项目、承建天保口岸国际货场建设项目（EPC）

海关信息化系统及配套设备工程等，提升园区跨境贸易、口岸物流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其自有知识产权软件产品——在途监管系统软件首次走出国门，应用于

海外市场，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贡献力量。 

公司紧跟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高速发展趋势，前瞻性的布局数据安全行业市

场，通过构建数据价值共享生态，达成数据要素价值的最大化商业应用，进一步

完善公司战略业务布局及产业链条，投资了入选国际知名信息技术研究与咨询公

司 Gartner 安全技术成熟度曲线隐私计算代表厂商——杭州锘崴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并与其开展联合研究中心战略合作。未来，通过双方的优势资源互补，达成

从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到数据应用与保护的产业化链条打造，形成

更加全面、综合性的智慧化解决方案，更完善的数据服务能力，打造数据和价值

之间最安全可靠的桥梁，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及数字中国建设。 

问题 2：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占营收 17.78%，公司也一直维持高水平的研发

投入，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答：2023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总额 7,418.92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7.78%。

公司研发费用主要用于 5G 相关产品的研发，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

术行业应用的研发，相关军工类新产品的研发，既有产品的升级维护等，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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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主要子公司拥有多项代表先进技术水平的知

识产权。截至报告期末，已注册和被受理的专利 235 项，其中发明专利 157 项；

未申请专利以技术秘密保护的专有技术 8 项；软件著作权 399 项。 

公司与包神集团共同开展的“重载铁路车站关键行车设备自动检测与监测技

术应用研究”进一步拓宽了 AI 和大数据技术在行业的应用场景，并首创了基于 5G

网络下的工电供监测数据回传，开辟了 5G 网络时代，重载铁路行车设备监测数据

的高效利用先例。 

公司与京港地铁签订“城市轨道交通道岔转换设备故障诊断与健康管理系统”

合作研发协议，聚焦城市轨道交通关键基础信号设备道岔转辙机的运维需求，为

智能装备加快迭代升级，赋能智慧城市建设。 

问题 3：交通行业的营收占比达到了 75%，公司如何看待铁路行业的发展呢？ 

答：2023 年 1-7 月，全国铁路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713 亿元，同比增长 7.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提出，2023 年铁路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完成

国家铁路投资任务，投产新线 3,000 公里以上，其中高铁 2,500 公里。《加快建设

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 年）》提到，到 2027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

达到 17 万公里，其中高铁 5.3 万公里，普速铁路 11.7 万公里。而截至 2022 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为 15.5 万公里，其中高铁 4.2 万公里。由上述数据计算，未来

五年每年将新增铁路里程 3,000 公里左右，其中每年新增高铁里程 2,200 公里左右。 

 我国铁路领域关于科技创新的首个五年发展规划——《“十四五”铁路科技

创新规划》提出了“十四五”铁路科技创新六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智能铁路”

建设层面，将大力推进北斗卫星导航、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

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与铁路技术装备、工程建造、运输服务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加

强智能铁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应用，推进大数据协同共享，促进铁路领域数字经

济发展，提升铁路智能化水平。  

市域铁路是推进都市圈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

铁路加快发展的意见》指出，发展市域（郊）铁路，对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促进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扩大有效投资等具有一举多得之效。2018-2022 年，

市域快轨线路长度持续增加，制式占比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 656.50 公里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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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46 公里，累计新增 566.96 公里；市域快轨系统在城轨交通系统中的制式占

比也由 11.39%提高到 11.89%。2023 年上半年，新增市域快轨 99.83 公里，同比增

加 448.52%。 

公司一直致力于交通领域的解决方案应用，凭借其对国内轨道交通领域的深

刻理解、对传统业务以及未来业务的无缝扩展、技术和业务场景的创新融合，灵

活多样的组网方式以及快速服务响应等独特优势，相关产品已覆盖铁路 18 个路局，

并已在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重庆等多个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市域（郊）

铁路、城际铁路项目中提前布局、全面投入并参与相关建设。公司相继参与北京

大兴机场线、重庆地铁、成灌快速铁路、广珠城际、莞惠城际、佛莞城际以及山

东济莱市域、青连城际等市域、城际铁路项目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市场拓展经验

及成功应用案例。 

随着轨道交通行业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攀升，将为公司

带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释放更大的市场活力，助力公司实现在该业务领域的持

续快速发展。 

问题 4：请简单介绍一下公司牵头申报团体标准《城际、市域（郊）铁路调度

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规范》的情况。 

答：为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公司聚焦作为运输指挥关键系统之一

的调度通信系统，从城际和市域（郊）铁路运输组织和建设管理的实际需求出发，

联合中铁设计牵头申报团体标准《城际、市域 (郊) 铁路调度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规

范》，充分发挥优势技术的引导作用，助力解决城际、市域（郊）铁路与其他轨

道交通制式的跨线运行难题。近日，该标准已通过铁路卫星应用专委会的立项和

大纲审查。 

审查专家认为该标准反映了调度通信系统融合发展的技术发展趋势，符合城

际、市域（郊）铁路技术发展政策和应用需求。编写工作大纲充分考虑了城际、

市域（郊）铁路的调度通信系统特点，主要采用 MCX 核心技术构建有线无线合一

的多媒体调度通信方式，对推进四网融合建设有技术指导意义。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3 年 9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