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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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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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晋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闫廷洋 

北京恒业智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殷畅 

北京中合信诺管理有限公司 王铨 

北京岩泉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郑其松 

矩阵(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胡庆通 

浙江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钧 

中粮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周俊安 

北京本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刚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鹏 

北京盈立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许冬晓 

上海倍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杨晓琪 

北京禧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煜森 

励京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王芹 

启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郭尚雷 

北京飞旋兄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红鑫 

北京皓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经 

凯聪（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博 

时间 2024 年 3 月 15 日 

 

地点 

 

 

九州一轨第一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张侃、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证券

事务代表林静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

内容介绍 

一、公司的简要介绍  

回复： 

九州一轨成立于 2010年 7月 23日，为推动“阻尼

钢弹簧浮置板道床隔振系统”科技成果转化、打破外资

公司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减振降噪领域的技术壁垒和

市场垄断而设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2023 年 1 月 18



日登录上交所科创板，成为新噪声法时代下科创板首只

轨道交通声学环保新股。公司坚持声学这一基础学科在

轨道交通、建筑、隧道等运用场景的研发创新，致力于

深入解析声音的物理属性和信息属性。 

公司总体来说有四大特征： 

1、产业协同，拥有多元化的股东结构。 

公司自北京市属科研院所孵化而来，现阶段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为北京市

地铁业主方；第二大股东为广州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发展

基金（有限合伙）。此外，公司的主要股东包括广州越

秀智创升级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

君岳共享高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创

投基金。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将国有资本的雄厚优势和创投

基金的灵活机制完美结合，准确掌握市场需求及轨道噪

声振动痛点，以资本优势赋能国内轨道交通声学环保市

场。 

    同时，公司管理层和核心员工通过直接持有、股权

激励或战略配售等多种形式持有公司股份，展现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

科技人员股权激励试点单位之一，公司曾被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北京卫视北京新闻等节目多次报

道，成为股权激励科技创新的示范企业。 

2、打破垄断，始于核心科技成果转化 

    公司为推动“阻尼钢弹簧浮置板道床隔振系统”科

技成果转化、打破外资公司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减振降

噪领域的技术壁垒和市场垄断而设立。在轨道交通（特

殊、中高等级）减振降噪领域，已实现全部技术、产品

国产化、系列化，并参与了《城市轨道交通弹簧浮置板

轨道技术标准》（2014年、2017年、2020 年）的制定

工作。 

3、立足研创 建立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创新是九州一轨发展的不竭动力，公司分别于 2012

年、2017年两次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20

年荣获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环境技术进步一等奖，并

于 2021 年入选国家级、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名单。 

2023年 8月 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同

意依托九州一轨建设国家环境保护城市轨道交通振动

与噪声控制工程技术中心，围绕技术装备创新平台、自

动检测创新平台、智慧维保创新平台、升级改造创新平

台、技术标准支撑平台等五大技术研究方向，面向我国

城市轨道交通振动与噪声控制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需

求，在轨道交通减振降噪全生命周期管理、声纹解析与



轨道病害治理、车辆站场上盖开发振动噪声专项精准防

治、行业装备研发制造等领域开展系统性研究，突破一

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以减振降噪基础

材料创新、关键工艺创新、设计方法创新、制造技术突

破等推动我国城市轨道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建立城

市轨道交通振动与噪声创新技术评估与验证平台，培养

专业化人才团队，为国家和地方环境管理提供政策、标

准、规范以及工程技术、设施运行管理等多维度支撑。 

4、市场驱动 拓展声学信息数字化发展方向 

为紧握智慧地铁建设运营新纪元的发展机遇，解

决城轨运营期噪声投诉、病害识别和治理、安全保

障、工务运维降本增效等问题，九州一轨研发了承载

智慧交通属性的“轮轨状态在线监测系统”，此系统

基于轨道动力学、电子工程学、信号分析学、信息技

术学等前沿交叉学科，可实现城轨线路噪声振动实时

监测，快速分析和预警报警，评价减振轨道的性能状

态，辅助轨道工务和车辆异常状态的识别。该系统已

应用在北京、郑州、兰州等城市的多条线路，部署轨

道监测断面近 40 个，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轨道交通声

学信息数字化领域头部企业。 

 

二、公司生产基地的介绍 

回复： 

公司现阶段建有一北一南两大智能化生产研发基

地，以匹配公司北京、广州双中心发展的运营模式。2023

年，为降低综合制造成本，公司收回大部分委外加工工

序，在保证生产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大幅度提升闭环

生产效率，实现了降本增效的目标。 

北京市房山区智能化制造中心配以机械手、数控激

光切割机等高自动化、高精度生产设备，实现全自动化

生产模式。广州市白云区智能生产研发基地筹建于 2023

年 3 月，2024 年 1 月试运行，预计于 2024 年第二季度

投产，主要研发、生产用于轨道和建筑两个应用场景的

聚氨酯减振垫。公司已获得相关订单，广州生产基地投

产后，将确保订单按时保质完成。 

 

三、请介绍公司 2023 年主要研发情况 

回复： 

2023 年，公司重点研发完成了“轮轨状态在线监

测系统”和“轨道智慧运维管理信息系统”两套系统

的基础软件模块和配套硬件的研发工作，上述系统的

核心是为城轨运维提供设施设备的真实状态数据。 

“轮轨状态在线监测系统”系统搭载分布式采集

设备、无线式传输系统和云端式存储服务，搭载轨道



状态、车辆状态和轨旁敏感点状态等三大模块，针对

轨道声源（振源）结构的声纹信息进行实时在线采

集、监测，形成噪声振动数据库，以实现运维、环

保、安全和评价四大功能 

轨道智慧运维管理信息系统以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基础，依托“一个系统，

两项智能”（一套智慧运维管理信息系统、一个基于

大数据的智能决策算法池、一套智能化检测装备和生

产管理装备）的技术路线，以“一张图”为信息载

体，提供轨道设备全生命周期信息的追溯，建立多维

可视化的运维管理平台，实现一维、二维与多媒体信

息等联动，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可视化呈现，建立

基于大数据的维修决策模型库，提供数据驱动的辅助

维修决策，以实现轨道运维的基础数据管理、智能检

测集成、设备状态质量分析、运维生产闭环管理等目

标。 

上述系统已在北京、郑州、绍兴、杭州等全国 7

个城市的 40 余条城轨线路提供智慧运维服务和轮轨状

态在线监测服务，获取大量的城轨噪声振动数据。持

续的数据积累将激发公司城轨声纹信息的探究和研发

能力，并赋能轨道噪声和病害的物理防治工作。 

 

四、根据业绩快报，公司 2023 年业绩指标下滑，请简

要介绍下滑原因 

2023 年，受行业周期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所处

城市轨道交通业务所受影响较大，虽截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在手订单和现金流充足，但轨道项目施工进度放

缓，导致收入无法及时确认；收入下滑，主要产品价

格下降，导致毛利率下降；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

长，主要系新增上市相关费用支出；部分客户回款进

度不及预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较

多；下属参股公司 2023 年内毛利下降、回款减少导致

信用减值损失计提较多，影响公司损益较大。 

 

五、请简要介绍后续发展规划 

近年，轨道交通建设领域需求放缓的同时，轨道

运维期的数字化、智慧化管理要求提升。后续，公司

将顺应时代发展规律，凭借声学研究基础，借助“轮

轨状态在线监测系统”和“轨道智慧运维管理信息系

统”两套系统，向轨道交通声学信息数字化方向转

型，以期优化主营业务结构，培育打磨公司新的业务

成长曲线。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 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