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2 年 11 月） 

证券代码：688291                                   证券简称：金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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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时间、地点 

2022年 11月 

线上形式：电话会议、腾讯会议 

现场参观：北京市丰台区科兴路 7号 308 

参与单位名称 

易方达基金、平安资管、招商基金、中金公司、嘉实基金、

中欧基金、大家资产、交银施罗德、汇添富基金、天弘基金、

中信证券、和沐投资、太保资产、博时基金、国泰基金、东

方资管、民生加银、中信保诚、农银汇理、海富通、申万菱

信、新华基金、长江证券、华西证券、安信证券、西部证券、

华安证券、西南证券、长盛基金、泰达宏利、华安财保、光

大永明资产、中金基金、中加基金、中邮证券、平安养老、

泰康资管香港、招商信诺资管、财通基金、凯丰投资、汇泉

基金、永安国富、烟台东凯新企业管理、上海五地投资、中

意资产、彤源投资、财通资管、国联安基金、世纪证券、华

西基金、碩腾投资、中银资管、亘曦资产、君茂资本、国信

资管、华泰保兴、兴业基金、信达澳亚、华泰柏瑞、聚鸣投

资、上海冰河资产、国华人寿、华富基金、禾永投资、汇丰

晋信、泓澄投资、上银基金、汐泰投资、浦银安盛、广发证

券、中信建投、东北证券、财通证券、天风证券、民生证券、

国金证券、国信证券、中航证券、东方证券、华福证券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总经理 吕文杰 

董事会秘书 程鹏  

副总经理 陈坤 

证券事务代表 高瞻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一、基本情况介绍 

 

对比去年，公司的客户结构有所调整。海外新增很多小

客户，而国内则是大客户订单量上涨。客户数比较多，订单

量有增有减，整体来看呈现与去年持平的状态。利润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增加了较多研发人员，相比去年减少的部分主要

是研发费用的增加。公司整体的技术和产品研发都在按序推

进。 

 

二、请问公司的激光振镜控制系统和伺服控制系统有哪些具

体差异？ 

 

振镜控制系统最大的优点是速度，也就是效率的提升。

振镜本身是一个光学系统，更加符合光加工的特质，但缺点

是加工幅面不会太大。所以一般在追求高效高精度的应用方

面一定会用振镜来做。伺服控制系统的运用场景主要是和传

统 CNC机床相匹配的，传统机床的负载惯性比较大，速度相

对比较慢。两种系统的运行速度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半

导体、光伏、3C消费电子等领域中，只要能够使用振镜控制

系统的一定会优先使用振镜控制系统。 

 

三、公司下游应用相对广泛，大概的分布情况如何？  

 

过去几年智能手机、智能穿戴等发展火热，我们合作的

客户把主要精力投入到 3C消费电子，因而显得 3C 消费电子

的占比较高，这块占比大约 50%。振镜控制系统可以应用的

领域十分广阔，公司目前已经进入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除了 3C消费电子，公司产品目前还应用到五金电子、仪器仪

表、汽车领域、航天航空、半导体等，甚至一些大众消费品

等都有广泛的应用，大部分行业占比大约 5-6%左右。未来我

们也是把精密微加工作为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 

 



四、请问振镜控制系统的行业空间如何？ 

 

第一，对于不同行业来说控制系统产品的价格和附加值

差别比较大，而市场空间的数据主要是通过激光的行业报告

数据进行推算，只能是作为一个参考。 

第二，激光整体来说是新兴行业，细分领域一旦有了市

场容量和需求就会迅速发展。从激光二十年发展来看，在新

的应用领域很多都是处在前沿摸索阶段。精密微纳加工领域

的挑战和潜在的市场容量非常大。 

第三，现有应用领域中，激光加工的渗透力也在进一步

扩大。 

 

五、盗版产品的情况如何？未来如何应对？ 

 

2019年做过盗版打击，效果比较明显，但是打击盗版需

要投入的成本和精力较多。现在上市后，公司会聘请专门的

律师来处理。 

目前市面上的盗版产品是我们 10 年前的老产品，发现

问题后我们对新产品的加密方式进行升级，硬件层面重新处

理，目前新产品是没有盗版的。 

 

六、公司对于进入伺服控制系统领域是如何考虑的？ 

 

公司做伺服控制系统主要出于市场需求，很多合作伙伴

在沟通中提出希望我们去做伺服控制系统。经过我们在市场

上的调研，整个切割市场还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未来市场

空间可观。我们哪怕只做很小一部分市场份额，可以给公司

带来一定收入。如果往高端领域延伸，也可能做到更多。这

对公司现阶段的收入规模来说，是很好的补充。此外我们本

身也有这方面的技术积累。 

 

七、公司在高端领域未来打算如何突破？ 

 

高端领域的激光应用在国外可能相对成熟，国内只是缺

少应用场景。我们已经开始往这些领域去突破，这些领域比

较高端，产品附加值也比较高。未来高端应用领域最核心的

技术突破之后，主要就是产品迭代、技术升级与合作伙伴的

配合，更多取决于自身技术能力。另外过去我们与合作伙伴



互相支持的力度都很大，未来这方面还会持续努力。 

 

八、请问公司产品是否在替代海外供应商？ 

 

一方面，高端领域逐渐实现进口替代。在高端应用领域，

德国依托于其完整的产业链，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国内激光

领域过去十几年高速发展，很多海外华人科学家把前沿的应

用和技术带回国内，对于控制系统很多沿用了原有合作厂商

的产品。这部分是我们肯定要对国外产品进行替代。 

另一方面，国内新兴产业和应用场景需要自主创新。我

国是目前制造业最大的国家，很多前沿应用都是直接在国内

产生，很多细分领域需要我们去自主研发、攻克难题，这些

很多场景是国外所不具备的。 

 

九、请问研发费用的投向主要是哪个方面？全年和明年的研

发费用规划如何？ 

 

公司目前的研发主要就是两个募投项目。一个是高精密

数字振镜，另一个是激光柔性精密智造控制平台，其中涉及

的技术范围比较广。另外在软件层面有很多算法的迭代需要

投入人力，包括一些控制算法、实时算法。往高速高精领域

延伸的话，如何对庞大的数据量进行快速处理，同时满足速

度和精度的要求，对于控制器的设计和软件算法都是很大的

挑战。 

 

十、请问公司产品的交付周期是否很短？当前所有产品可见

的订单有多少？ 

 

公司控制系统产品的交付周期很短，基本都是先做好库

存，客户下订单后，我们基本上会在两三天内发货。比较少

出现客户先下订单我们再去生产的情况。只有子公司北京锋

速会有一些是先接订单后再去生产的情况。 

 

十一、控制系统产品下游客户和调阻设备客户是否一样？为

什么选择做调阻设备而不做其他设备？ 

 

控制系统产品下游客户主要是激光加工设备厂商。调阻

设备客户主要是一些电阻的生产厂家和部分科研院所。两者



没有重合。 

做通用设备会直接与客户产生竞争，这个是我们不会去

做的事情。选择做调阻设备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市场开拓有

客户提出需求，二是目前国内能做好的厂商比较少，而我们

正好有能力做。 

 

十二、公司新产品的市场空间如何？ 

 

激光柔性精密智造控制平台项目是通过机器人的柔性

给激光加工提供更多自由度。要保证三维曲面加工精度会有

额外要求，例如在汽车、航空航天领域去除涂层，只去除最

表层不伤及内层，这对激光控制要求十分精准。市场空间包

含所有三维精密加工领域，但很多尚待开发。 

高精密数字振镜作为执行部件，和高端振镜控制系统是

一一配套的。从产品本身角度来说市场空间是远大于控制系

统的，还可以用于医疗、灯光舞台等更多场景。 

集成化硬件方面，国内自动化趋势愈加明显，无人工厂

会是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成套配件是未来趋势。 

 

十三、振镜控制系统的精度要求是否对马达要求比较高？目

前主要依靠进口还是国内供应？ 

 

振镜和振镜控制系统是两个不同的产品。振镜可以分为

四个部分，核心是三部分。一是精密电机，在很大程度决定

了振镜性能（速度、漂移、稳定）；二是驱动器，和伺服驱动

器一样，和电机是配套的，也很大程度决定了振镜性能；三

是光学系统及附加的安全设计，在精细微加工领域可以简化

安全设计，但是在宏观加工领域安全设计是不可忽视的；四

是支架外壳机械部件。 

在标准机市场，国内振镜基本占据主导地位。但在高端

的高速高精密领域，国产振镜暂时无法满足要求。公司募投

项目高精密数字振镜方面，与日本专业做精密电机合作伙伴

合资成立公司捷恩泰，希望把精密电机技术引进。其他部分

如光学系统、驱动部分都有专门团队开发。 

 

十四、公司的底层 CAD、NC、CAM 内核部分来源哪里？ 

 

公司产品从底层的内核开始都是自主研发的。 



 

十五、公司目前在 3C 消费电子领域份额比较高，未来这块

是否比较难提升？ 

 

3C消费电子对激光应用的需求量很大，相对传统行业来

说它的利润率较高，能够支付起激光这种成本相对高昂的技

术。3C 领域现在对高精高速的产品和技术创新需求层出不

穷，对于激光技术的需求短期会有波动，但从长远来看是一

直持续存在的。市场份额主要是跟随下游市场的扩大而扩

大，依靠新的高端应用拓展。 

 

十六、半导体领域的应用对控制系统等要求是不是更高？ 

 

半导体领域的加工对精度要求很高，除了对控制系统有

要求以外，对激光器、光学系统、运动平台等整个要求都非

常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部件能够解决的。其中

对光学系统的控制要求是十分严苛的。 

 

十七、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有哪些？ 

 

目前主要业务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激光加工控制系统，

二是振镜等集成硬件产品，三是激光调阻加工设备，四是针

对不同行业的解决方案。 

 

十八、振镜产品其中的自产比例有多少？ 

 

我们与日本合作伙伴的合资公司苏州市捷恩泰，主要做

高精密振镜电机，这部分以及驱动板我们会自己生产。其他

大部分原材料都是外购。 

 

十九、振镜控制系统和伺服控制系统的底层技术是否有相通

性？  

 

软件层面，主要分为 CAD和 CAM。CAD的差别不大，主要

是图形和参数设计；CAM 要把图形转换成运动轨迹和数据，

这方面两种技术路线差别是较大的。 

应用层面，控制的精度、速度以及运动方式都有很大的

差异。 



 

二十、公司提供的控制卡和软件都是配套的？为什么不考虑

做电脑主机？ 

 

公司一直有在做一体机，把控制系统和控制卡都直接集

成在电脑上。 

 

二十一、去年招人比较多？后面的招人计划如何？ 

 

前期增加了较多的研发人员，研发费用也增加了很多。

目前研发人员逐渐稳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变化。 

 

二十二、振镜控制系统的竞争对手有哪些？ 

 

国外竞争对手主要是德国 SCANLAB 和 SCAPS。国内竞争

对手主要是台湾兴诚科技、长沙八思量、深圳易安锐。 

 

二十三、公司下游在 3C 消费电子应用比较多，都是标刻吗？ 

 

过去几年智能手机、智能穿戴等发展火热，我们合作的

客户把主要精力投入到 3C消费电子，因而显得 3C 消费电子

的占比较高。3C消费电子的应用中，包含了切割、焊接、标

刻等很多种应用类型。除了手机外，还涉及智能手表、VR、

AR等很多可穿戴设备。 

 

二十四、公司进入 TYKMA 供应链合作很久了，对方为什么不

选择当地企业而是选择公司进行深度合作？ 

 

主要原因还是对方认可我们的技术实力。美国和中国的

公司创新意识都很强，起初 YTKMA对我们的产品是持怀疑态

度，经过一次深度交流讲解后，发现他们当时提出的很多问

题我们都早就已经解决并融入软件产品了，之后他们就开始

全面转向使用我们的产品。 

另外，客户对我们海外销售部门的服务也十分认可。认

为我们是他们接触的激光企业中响应最快、态度最好的。 

 

二十五、公司出口占比较多，从国家分布上有什么趋势特

点？ 



 

海外出口业务中，北美和东北亚地区占比比较大，其次

是欧洲和东南亚地区。 

 

二十六、切割控制系统近年来下游需求不好，未来随着竞争

加剧是否会导致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对于成熟产品来说，市场打开之后，产品价格曲线一定

是下行趋势。但激光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领域，会不断往新的

应用拓展，一旦新的技术点被突破后，在新的应用领域又可

以创造比较好的收益。 

从历史规律来看，对于过往比较成熟的平板切割市场，

价格下行但市场容量会进一步增加，可能利润率会下降，但

利润整体还是可以保持增长。 

 

二十七、公司对于振镜产品未来是如何考虑的？ 

 

对于控制系统来说，如果振镜选型不好或者使用不正

确，加工效果和加工效率都会大打折扣。我们开始做高精密

数字振镜也是往光学系统延伸，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破现

有性能的天花板，确保装备的精度和性能达到预期。 

 

二十八、是否低功率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而高功率产品

技术含量相对较高？ 

 

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技术含量的高低更多取决于加工

的精度和速度，很多光伏、半导体、脆性材料等精密微加工

新领域对激光器功率要求并不高，而这些新领域对振镜加工

控制系统的精度和速度要求越来越高，这对技术本身提出了

更高要求。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