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4 年 4 月 

股票名称：智洋创新                                     股票代码：68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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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1、华夏基金：何竞舟 

2、民生证券：丁辰晖 

3、财通基金：吴辉凡 

4、华商投资：石恺、胡中原 

5、海通证券：杨林、魏宗 

6、中银国际证券：袁妲 

7、高熵资产：何金刚 

时间 

2024 年 4 月 25 日 15:00 

2024 年 4 月 26 日 10:00 

2024 年 4 月 26 日 14:30 

2024 年 4 月 26 日 15:30 

2024 年 4 月 28 日 15:00 

2024 年 4 月 28 日 18:00 

2024 年 4 月 29 日 9: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刘俊鹏 

财务总监：胡学海 

证券事务代表：韩美月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1、介绍公司 2023 年及 2024 年第一季度主要业绩情况？ 

2023 年度，公司收入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实现营业收入

79,812.8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90%；通过深化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综合毛利率为 34.89%，较去年同期增加 2.93 个百分

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53.35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48.3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746.3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9.44%。2023 年度公司

总研发投入 10,078.75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5.32%，占公司

营业收入比例 12.63%。在新业务领域，公司持续加大投入，

水利及轨道交通领域 2023 年度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916.52 万元、1,590.4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62.18%、

11,203.14%，实现业绩突破。2023 年股份支付金额为 1,650.55

万元。 

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收入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实现营

业收入 1.0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43%；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250.8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82.12 万元。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总研

发投入 2219.3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67%，占公司营业收

入比例为 20.54%。 

2、公司各个业务领域目前的进展情况？ 

在电力领域，公司已深耕多年，2017 年公司率先实现了

人工智能在输电智能运维领域的落地应用，公司的行业解决方

案融合了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

术，随着电网智能运维分析管理系统的逐步推广和客户需求的

不断升级，对行业公司整体技术研发实力、行业方案适配度、

服务及响应能力等要求不断提高。截止目前，公司电力智能运

维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各个电压等级线路，从市场占有率、装

置在线率、客户满意度等方面均居国内领先地位。 

在水利领域，公司紧抓行业契机，快速建立了基于“人工

智能+无人机+数字孪生”的水利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无人值

守的立体化巡检解决方案，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水利业务的

深度融合。2023 年 8 月，水利部印发《水利简报》，重点推

广了公司参与的山东滨州市河湖数字化管护新路径解决方案。

11 月，2023 中国水利学术大会在河南郑州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隆重举行，公司受邀参加并作《基于“无人机+AI+数字孪生”

的智慧水利解决方案》专题报告，展示公司数字孪生流域、数

字孪生水利工程、城市防洪“四预”、无人机智慧巡航系统、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平台等智能应用及典型案例，获得与会领

导、专家的好评。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3 年先进

计算典型应用案例名单》，公司研发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

水利数字孪生系统”入选城市大脑领域名单。 

在轨道交通领域，以“智能高铁 2.0”建设规划为指引，

以“智能建造、智能装备、智能运营”为核心，公司的轨道交

通运维解决方案，重点围绕铁路行车安全问题，自主研发铁路



运行“云边端”智能运维产品体系，解决铁路行业迫切需求的

“及时发现行车安全风险”运维痛点，通过对场景的多维数据

采集和 AI 智能分析，为客户提供智能化的运维解决方案。2022

年公司参与的贵南高铁“基于多维度和 AI 可视化的智能安防

系统”课题，整体通过课题评审验收，占据市场先发优势。2023

年公司参与国铁集团“线路安全环境管控平台”课题，在多次

评比测试中处于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技术在铁路行业的落地应

用得到逐步推进。 

3、公司与华为的合作情况？ 

2019 年，公司与华为推出了电力场景 AI 应用联合解决方

案，公司部分产品搭载了华为 Atlas200 AI 加速模块，实现了该

加速模块在电力行业的落地应用。同年，公司获得“2019 华

为开发者大赛 Atlas 赛道（商业组）”一等奖；2021 年 7 月，

作为华为昇腾生态体系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公司受邀参加了

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昇腾人工智能高峰论坛。2022

年 6 月，智洋创新与华为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加入昇腾万里合

作伙伴计划。2023 年，公司成为华为昇腾万里伙伴计划优选

级应用软件伙伴，同年 9 月，公司参加了华为全联接大会。2024

年 4 月 26 日，第八届山东软件生态大会—OpenHarmony 城市

大会在山东淄博隆重召开。会议期间，智洋创新作为鸿蒙生态

服务公司电力智能运维领域首家合作伙伴，与鸿蒙生态服务

（深圳）有限公司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

势和技术能力，推进鸿蒙生态在电力智能运维领域的深度应用

和合作，确保电力的安全稳定运行。 

4、公司目前收入结构情况？ 

2023 年度，电力行业收入占比为 91.82%仍为公司主要收

入来源。水利行业和轨道交通行业收入合计占比 8.18%，较上

年同期占比 0.71%大幅增加，新业务领域业务逐步提升。 

5、新业务领域未来发展趋势？ 

水利领域：2021 年开始，水利部先后出台了《关于大力

推进智慧水利建设的指导意见》《智慧水利建设顶层设计》《“十

四五”智慧水利建设规划》《“十四五”期间推进智慧水利建

设实施方案》《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等系列文件，明确了

推进智慧水利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责任单。2023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并提

出：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国家水网总体格局，国家水网主骨

架和大动脉逐步建成，省市县水网基本完善，构建与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水安全保障体系。 

目前水利行业处于信息化基础建设阶段，急需提升数字

化、智慧化水平。预计到 2025 年，水利行业信息化将以“2+N”

整体架构体系，与数字模型、水利模型、智慧使能深度融合，

建立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体系的水利行业数字化

平台，提升基础设施、信息资源、支撑组件及业务系统的应用

水平。2023 年，IDC 发布的《中国智慧水利市场分析与领导者



实践，2023》显示：目前水利行业的数字化投资占比保持在

1%~2%，在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推动下，未来几年将进入信息化

投资加速周期，预计 2025 年投资占比达到 2.2%，届时数字化

投资比重上升会带来每年超 200 亿元规模的智慧水利市场空

间。2024 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提到，2023 年全年落实水利建

设投资 12238 亿元，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1996 亿元，创历史最

高纪录。2024 年一季度，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933 亿元，

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轨道交通领域：中国铁路建设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2023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45亿元，同比增长7.5%；

投产新线 3637 公里，其中高铁 2776 公里。2024 年一季度全

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48 亿元，同比增长 9.9%。2022

年，国铁集团发布“智能高铁 2.0”发展规划，体现了“体系

正向设计、全专业协同、跨行业综合、预测性分析”4 个方面

的代际特征，从技术体系、数据体系、标准体系等维度构建智

能高铁体系架构 2.0，规划了建造、装备、运营等领域智能化

重点攻关任务和实施路径。2022 年，国铁集团工电部研究并

明确启动“铁路线路巡防生产管理系统”，印发《线路巡防生

产管理系统技术要求（暂行）》，要求：“增加视频智能分析、

预警功能，强化视频大数据算法功能应用，推进沿线视频自动

巡查分析，降低人工巡查劳动强度”。根据《线路巡防生产管

理系统技术要求（暂行）》的要求，铁路沿线需部署边缘智能

分析终端，将沿线摄像机分析结果接入路局级线路巡防生产管

理系统，提高智能分析效率与实时性，实现“云边协同”技术

路线，线路巡防业务领域预期市场广阔。 

6、公司业务区域分布情况？ 

在电力领域，除港澳台等地区外，公司业务已基本实现全

国覆盖，包括了西藏、青海、新疆、宁夏等欠发达地区。自

2017 年至 2023 年，山东省收入占比由 43.82%逐年降低至

21.50%，河北、江苏、安徽等山东省外区域的营收稳步上升。 

在水利领域，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山东省内地区，并逐步

向省外进行拓展。 

在轨道交通领域，目前公司产品已经在全国 18 个铁路局

进行试点应用。 

7、毛利率水平情况？ 

2023 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34.89%，较去年同期增加

2.93 个百分点；其中电力行业毛利率 34.28%、水利行业毛利

率 47.81%、轨道交通行业毛利率 30.08%。目前公司的新业务

领域收入规模较小，少数项目的毛利率水平不具备客观性，后

续毛利率水平请以实际数据为准。 

8、未来研发人员招聘规划？ 

公司今年人员招聘政策趋向于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倾向于

高精尖人才的引进。 

9、公司在产学研方面有哪些行动？ 



公司在加强自身研发梯队建设的基础上，重视产学研合

作，先后与山东大学、清华大学珠三角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

武汉大学、河海大学等高校、研究所建立了合作，为公司技术

迭代和可持续发展增加助力。 

10、新领域拓展的底层技术复用性？ 

公司主要业务聚焦于行业智能运维领域，其产品方案在底

层技术上是具备复用性，公司目前拓展的业务领域都属于国家

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巡检效率及安全稳定运行具有较高

的要求，在原有技术基础上，公司会根据行业的场景和要求的

不同对产品方案进行改进、适配和研发。 

11、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铁路建设？ 

在铁路智能运维领域，公司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多源感知

等技术为核心，通过对场景的多维数据采集和 AI 智能分析，

为客户提供智能化的运维解决方案，有效降低各专业的运维难

度和成本，提高线路运行安全管控水平。 

公司研发的轨道交通智能运维解决方案可应用于铁路线

路安全环境管控、配电所智能运维、货运列车装载状态监控等

场景，通过对上述场景的多维数据采集和 AI 智能分析，为客

户提供智能化的运维解决方案，保障了铁路系统安全运行并提

高了运维效率。目前该业务领域处于建设初期阶段。2022 年

公司参与贵南高铁“基于多维度和 AI 可视化的智能安防系统”

课题，整体通过课题评审，占据市场先发优势。2023 年公司

参与国铁集团“线路安全环境管控平台”课题，在多次评比测

试中处于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技术在铁路行业的落地应用得到

逐步推进。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公司具有较为深厚的技

术底座，以及产品工程化的能力。在线路巡防领域公司将依托

深厚的技术基础、有效的数据资源、AI 产品开发能力，深挖客

户需求，持续不断的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附件清单（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