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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1 日投资者交流会纪要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 3月 11 日与投资者

沟通情况如下： 

一、 参会人员 

董事长：李鸿女士；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钟喜玉女士；战略发

展中心总经理：吴浩先生；投资者关系经理：张乐维先生 

机构参会：华商基金、鹏华基金、南方基金、大家资产、国泰基金、泰康资

产、华夏基金、华安基金、泰达宏利基金、广发基金、大成基金、汇添富基金、

兴全基金、易方达基金、银华基金、宝盈基金、东方资管、华泰柏瑞、景顺长城、

融通基金、新华资产、玄元投资、安联投资、长江养老、国投瑞银、华夏久盈、

东方阿尔法、建信养老、诺德基金、慎知资产、国金基金、合远基金、寰泰基金、

寰璞私募、中信建投基金、朱雀基金、圆成基金、西藏合众易晟基金、新华保险、

博时基金、招商基金、中欧基金、新华基金、中意资产、天弘基金、盘京资本、

招商信诺、国寿资产、华贵人寿、西部证券 

二、投资者问答概要 

Q: 2023 年度公司业绩情况如何？  

A：公司收入净利持续双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22.2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26%；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实现毛利率 40.79%，同比提升 3.67个百分点；归母净利润

率 23.6%，同比提升 3.63个百分点。实现经营性净现金流量 4.17亿元，同比增

长 62.21%，经营性净现金流持续优化。净资产收益率 18.92%,同比提升 27.3%。

在手订单持续充盈，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手合同 34.83 亿元，同比增

长 38.4%，为后续业绩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Q:公司发布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在股东回报上主要有那些体现？ 

A:股东回报方面，公司 2023 年度计划每 10 股派息 4.3 元，同比增长 30%，

至此，公司自上市以来，预计将累计派发现金红利 7亿元，已超过威胜信息 2020

年 IPO 时取得的募集资金净额 6.1 亿元。同时公司计划 2024 年度按 40%现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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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率进行派息。 

同时，公司推出首期员工持股计划，向董监高及核心骨干授予 400万股，分

三年解锁，管理层真金白银拿钱出来认购，同时还计划 25年、26年连续三年分

别推出 400万股、431.48万股的长效股权激励，实现义利共生、共担共赢。 

  

Q:从目前国南网已发布的投资金额，公司有感受到向配用电侧重点投资的

趋势吗？ 

A: 电网可分为发、输、配、用等环节。发电厂生产出电能，经变电、输电及

配电等环节配送到用户，从而完成电能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发电环节与用

户环节之间的网络及设备即为电网。其中输电主要用于电力输送，通常为 220kV 

以上的高压；配电主要用于电力分配，配电网按电压等级的不同，可又分为高压

配电网(110kV、35kV)、中压配电网(20kV、10kV、6kV、3kV)和低压配电网

(220V/380V)。智能配用电业务即为公司的优势及深耕业务。 

目前国南网均规划十四五期间提升电网投资金额，且 2022 年投资额均创新

高。国网规划十四五期间投资 3500 亿美元（约合 2.23 万亿元人民币），平均

到每年为 4460 亿元。“十四五”期间电网对配网侧的投资加大。国网预计约 30-

50%将投向配用电侧。2021 年强调投资 4730 亿元，实际投资 4882 亿元，完成

率 103.21%；2022年强调投资 5012亿元，实际投资 5094亿元，系首次突破 5000 

亿元，完成率 101.64%。2023 年，国网投资额再创新高，达到约 5200 亿元。

南网规划十四五期间投资 6700 亿元，以加快数字电网建设和现代化电网进程，

推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南网将配电网建设列入“十四五”工

作重点，期间配电网的规划投资达到 3200 亿元，占到总投资近半。十四五总体

投资相比十三五实际完成投资 4433 亿元，增长了 51.14%，将带来明显的市场

扩容。2021 年南网完成电网投资 995 亿元；2022 年南网完成电网投资 1250 

亿元，2023-2025 年期间年均将投资 1485 亿元。 

当下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下，1）从电源侧来说，随着新能源大量增

加，微电网、有源配电网等新形态电网与大电网协同发展有利于新能源消纳，同

时对配电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2）从负荷侧来说，新型电力系统下充电桩、

用户侧储能等新型负荷大量增加，控制复杂度大幅上升，需要加强配用电侧智能

化、信息化提出更高要求；3）建设坚强电网，提高用电可靠性，尤其是针对偏

远地区和农村配电网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公司数字电网业务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趋势是相互契合的，重点布局配电网

和负荷侧，通过能源物联网应用技术、芯片设计与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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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提供各类电力应用场景的综合解决方案。 

  

Q:新能源并网下会给公司带来哪些新产品的增量机会？ 

A: 目前分布式光伏发展迅速，监控手段未能及时跟上，导致光伏发电消纳

不足，易造成反向过载，冲击配电网，带来安全隐患。采用“一刀切式”的方式

既限制分布式光伏接入又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并违背了双碳目标。因此需要采

用有效的监控设备，实现对光伏并网的可观、可测、可调、可控，确保配网安全

运行。我司目前推出的光伏协议转换器、分布式电源接入单元等设备可以对不同

生产厂家的逆变器设备进行协议及接口转换，实现光伏并网的监测与柔性调控。 

国家发改委 2023 年 12月正式颁布的《电能质量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新能源

并网前电能质量要达到并网要求，比如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因素等参数均有

所要求，早期公司在监测电能质量方面是单独的电能质量监测仪，现在公司把电

能质量监测功能模块化，植入到传统的电力设备里去，使这些设备具备电能质量

监测功能，实现安全可靠并网，这是一个增量机会。 

  

Q:公司芯片模块业务 23 年取得了不错进展，能否简单做下公司模块发展进

展，以及怎么来看通信芯片未来的持续性 

A: 通信是物联网关键环节，公司提供面向物联网的通信芯片、通信模组及

整体通信解决方案，同时拥有免布线最后 1km 的局域网通信解决方案和广域网通

信系列产品。我们提供的通信芯片，持续迭代，性能指标领先。 

宽带、HPLC、双模通信模块，全面应用于国内数字电网；海外，在美洲，提

供性能优异的 Wi-Sun 无线模组，在欧洲布局 G3-PLC电力线模块。 

2023 年，公司双模通信模块实现无缝切换全面上市，已成为通信业务支柱

产品；Wi-Sun产品海外批量交付，有望成为通信板块第 2支柱产品。 

2024 年，我们将在市场方面继续做增量广开源。国内，做好传统省网业务

外，积极做好南网通信模块深化应用业务。海外，既做好美洲和东南亚自主 AMI

项目市场，又紧握抓好国内出海企业合作项目市场。在产品技术上不断迭代创新，

满足客户深化应用需求，牢牢形成国内领先、国际主流的竞争优势。 

  

Q:目前双模和国际相关技术水平相比处在什么水平？欧美厂商是否有类似

产品？ 

A：双模是国内电表通信厂家在中国电科院牵头下集体制定的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技术，在智能电表采集通信这个细分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欧美厂商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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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发类似载波和无线混合组网的双模通信。 公司的通信业务布局也是除国内

集抄市场领域外，也在积极推进海外市场的批量应用，通信模块也已出海多个海

外国家，目前基于宽带载波通信模组产品已规模化应用于孟加拉电力市场，有效

解决了当地复杂人居环境下的用电信息采集问题，显著提高了当地电力通信的实

时性、可靠性和稳定性，有力提升了孟加拉电力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Q：公司在海外市场优势及海外市场的持续性？  

A：:公司的海外市场战略定位，由一带一路和亚非拉，正进一步布局到欧洲

市场。产品和业务发展策略是充分发挥公司在智慧能源和智慧城市领域的综合纵

向全贯通解决方案能力综合性价比优势。 

面向一带一路和亚非拉相对经济发展滞后的国家，其有快速发展智慧电力和

水务以促进其工业和经济发展以及满足民生的刚性需求，而其本国在标准体系、

本地工业支撑能力方面存在不足且不平衡，正好可以充分发挥公司在纵向技术和

产品层面全覆盖的技术和能力优势。而针对经济较好且有一定本地产业基础的市

场，以及在亚非拉相对不发达市场所面临的来自国际领先企业的竞争方面，公司

可发挥产品及技术覆盖面大、综合性价比高、市场响应速度快、国际多元化市场

开拓经验相对丰富、智能制造水平较高等竞争优势。 

未来的趋势，用户将会逐步从关注末端智能设备，向通信的可靠和实时行、

数据的多样性和更加丰富的系统应用方面转型，给公司海外市场带来可持续性的

发展机遇，同时，多行业拓展也给持续发展建立了多点支撑的保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