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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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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业协会、汇杰投资、光影资本、粤民投基金、黄石基

金、国泓基金、初华资本、恒德投资、辰锋资本、汇杰投资、

冠丰私募、熙宁投资、得润私募、亿方富投资、泽恩控股、恒

泰永成基金、友博私募、华承控股、潮商投资、中义鼎盛私募、

证金投资、北山常成投研院、弘扬投资、中肯私募等 38 位机

构及个人投资者 

时间 2025年 5月 23日 15：00-16：30 

地点 深圳软件大厦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周建林先生； 

科研项目部部长：朱文君女士； 

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建林先生与科研项目部部长朱文君女

士带领各位投资者参观了公司展厅并介绍了中美航空航天实

力对比与挑战、超材料产业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前景与战略

意义以及公司在超材料产业的领军地位。 

另外，公司就投资者主要关注的问题进行答复，主要问题

如下： 

1、超材料规模化量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 

答：超材料产业链的规模化量产具有显著的系统性挑战，

其核心在于产业链的全环节协同能力。以公司生产的某复杂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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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结构为例：单产品复合了识别、定位、告警等36大类别功能，

同时还需满足可靠性、耐久性、安全性等要求，涉及1917项性

能指标，指标文件多达602页共26.85万字。因此，与传统材料

不同，超材料的产能提升不能仅以单一环节的产量（如吨位）

衡量，而是需要上中下游各环节的技术适配性、产能匹配度和

供应链韧性同步增强。公司在24年新增了株洲905、天津906

以及乐山106基地、设立的专业公司都分散在产业链上中下游

不同的环节，以解决应对全链条上量的需求。 

2、未来五年对超材料技术迭代有什么规划吗？ 

答：超材料技术的迭代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其技术迭代

基于两个方面考虑。 

1）自身技术及相应配套能力建设：包括a）进一步完善超

材料电磁调制理论和相应技术体系，增加超材料设计的复杂

度；b）工艺技术开发需求；c）测试技术：精度、效率及测试

范围的扩展；d）研制及产能的能力建设（高精度的仪器设备

开发等，内部开发效率、生产的降本增效等）；e）产业链的

整体能力提升（如原材料的性能提升、成本降低等）； 

2）基于客户需求进行产品技术攻关：包括a）面向极端条

件复杂环境的超材料产品设计开发技术；b）跟随新装备发展

需要进行的超材料定制化产品开发。 

3、超材料在汽车、无人机等民用领域上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什么？ 

答：公司的超材料产品已经在航空尖端装备领域实现大规

模生产与使用，相关技术的实用性与可行性已得到验证。民用

方面，公司正在推动超材料产品与先进检验检测技术在智能汽

车检测以及无人机等民用领域的应用。智能汽车检测方面，相

关国家标准已经通过立项评审，目前公司正在与中汽研共同推

进标准的起草与相关征求意见稿的形成，标准审定函评审通过

后，报批国家标准委审批。审批通过后将在国标委网站公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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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实施日期；无人机方面，公司致力于打造拥有长航时的大

规模无人机蜂群，相关产品正处于试飞阶段。 

虽然公司的超材料技术已展现出了赋能航空航天等多个

非标制造领域的潜力，但现阶段由于尖端装备领域的任务较为

繁重，因此，公司仍将聚焦主航道，持续扩建产能，优先满足

其相关需求。 

4、民用产品的营收占比目标？ 

答：2018-2024年，公司的超材料业务相关收入实现6年近

11倍的增长，并将超材料技术成功应用在了航空尖端装备领

域，实现规模化生产。超材料技术作为一门前沿学科，其应用

领域是多样化的。超材料技术在尖端装备领域的成功应用验证

了其具备经济与商用价值，但目前仍有许多潜在的应用方向值

得公司去探索与验证。超材料技术既是一门前沿学科，也是一

个仍在成长阶段的行业。因此，公司认为，当下探讨民用产品

的营收占比还为时过早。 

5、与竞争对手相比，在超材料领域有什么优势或成果？

技术差异化体现在哪？ 

答：目前，公司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家实现超材料产品大

规模生产的企业。超材料作为一门前沿学科，其产业链上下游

配套还有待成熟。公司及创始人团队为实现超材料产品的大规

模生产，下设了8大子公司覆盖了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

建立了超材料研发制造的超级平台，包括6000项专利、728.8

亩产业基地、55.2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616台定制专用设备、

8646套特种专用工装、161款自研定制材料、7.74亿字的设计

技术文档数据库、38.28亿字工艺制造大纲、11.72万张设计图

纸、1331.08万行设计源代码、54.50万个仿真模型、7979.93

万条目标特性曲线大数据库、219.58万幅各类实测成像图。产

品技术应用覆盖了所有新一代航空航天装备。 

6、对于一季度应收账款的上涨有什么措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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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目前的业务类型涵盖产品的生产、研制和测试等，

均属于国家重点项目，大部分应收帐款均系列装项目形成，列

装项目资金系由上级机关按照要求节点分阶段拨付主机厂，主

机厂收到款项后，对公司进行同比例支付。目前款项均在正常

信用账期内，2025年一季度销售回款收到现金流量4.89亿元。 

7、公司有与哪些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吗？ 

答：公司先后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

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深圳

大学等国内双一流高等院校及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

中科院体系的相关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合作形式包括项目研

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 

8、超材料生产过程中是否有智能化计划以降低成本？ 

答：公司已实现从“全数字化经营管理”到“全智能化经

营决策”的转变，通过公司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

不仅推动了“AI工艺师”的发展，化解了整个行业工艺专家现

场跟产的难题，而且公司还正研发AI人形机器人所需的超材料

关键部件，推动全新的基于AI的人形机器人实现超材料的全方

位智能制造，提升公司各大基地生产效率。 

9、公司是否面临过关键原材料的供应瓶颈，是否存在进

口依赖，是否有备选供应商或者国产化替代计划？ 

答：原材料方面，由于公司近几年的持续扩产，部分上游

零部件存在供应较为紧张的情况，目前公司正在建设新的生产

基地以用于补充上游关键零部件的产能。设备方面，早年公司

部分生产设备存在进口需求，目前已实现全面国产化。 

10、近年全球芯片短缺是否影响公司产品交付，有什么应

对措施吗？ 

答：目前，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强大超算中心，凭借4200

万亿次/秒的峰值计算能力，在全球生产制造型企业中处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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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位。公司利用强大的超级计算能力平台，对超材料进行精

准的模拟和分析。这些模拟数据能够帮助科研人员优化设计方

案、缩短研发周期，通过自主研发的检测技术和设备，积累了

大量检测数据，为产品的质量控制和性能提升提供了有力保

障。 

11、研发费用占营收的比例？ 

答：公司2024年、2025年第一季度的研发费用分别为

9,615.12万元、1,908.48万元；占总营收的比例分别为6.17%、

5.13%。 

12、超材料技术是否受出口管制影响？ 

答：公司产品是否受到出口管制取决于超材料技术应用的

领域以及终端产品的型号。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5年 5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