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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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4 月 2 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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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 日-3日交流

情况如下： 

一、 参会人员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钟喜玉女士 

战略发展总监：吴浩先生 

投资者关系经理：张乐维先生 

 

机构参会： 

2025 年 4月 2 日 华商基金、富达基金 

2025 年 4月 3 日 Mackenzie Financial 

 

二、 2024 年年报主要情况介绍 

2024 年，公司核心经营指标全面增长，营收实现 27.45 亿元，同比增长超 

23%；净利润 6.31 亿元同比增长超 20%，净利润率为 23%。剔除员工持股计划

股份支付费用摊销的影响后，24年净利润为 6.5亿元，同比增长 24%。截止 24

年底，在手订单结余 40.17亿元，为后续业绩提供坚实基础。 

自上市以来，公司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 23.74%，连续八年营收净利双增

长。截止 2024年底，公司累计现金分红 7 亿元、股份注销 2亿元，实现股东总

回报率（TSR）26.66%、净资产收益率（ROE）20.39%的双提升。同时，公司拟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20元，同比增长 21%。 

在经营质量方面，2024年实现经营性净现金流入 4.74亿，提升 13.52%，

占到净利润的 75%。 

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围绕“物联网 + 芯片 + 人工智能” ，每年投入

超 8% 的营收用于研发。通过加持 AI创新技术，2024年成功推出近 50 款创

新产品和解决方案，新品营收入达 13.38 亿元，占总营收 49%。在新产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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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有 30%是 AI相关产品。 

威胜信息在 2024 年的第一大单品更迭为通信芯片产品，芯片与模块共实

现营收 7.76 亿元，同比增长 18%。新一代双模通信芯片通过国网和南网两大

电网检测认证，自研通信芯片覆盖全球 70% 以上国家电力 AMI 通信方案。公

司与国家实验室合作，共同研发内嵌 NPU 及 AI 算法的新型 SoC 芯片。 

2024年威胜信息入选上证 380指数、科创板 100指数。同时还入选科创

板人工智能指数，该指数布局科创板人工智能龙头，覆盖 AI产业链上游算力

芯片、中游大模型云计算、下游机器人等各类创新应用。 

全球化战略落地也实现海外国家多点突破，成为 2024年威胜信息国际化

发展的重要里程碑，2024 年公司境外业务收入 4.21 亿元，创历史新高，同

比增长 85.4%。公司积极参与国际客户交流与合作，积极推进海外建点布局，

已设立 10 余家境外子公司及销售代表处，沙特、印尼等海外工厂正在产能建

设中。预期未来有更多的满足海外需求的创新应用解决方案落地生根更多的国

家和境外客户。 

公司当前海外市场业务布局于西北非，中东，南非，东南亚等国家，通过

与这些地区的紧密合作，实现业务的拓展与深耕。 

威胜信息在践行 ESG 理念、回报股东等方面同样表现出色，入选上证科

创板 ESG 指数并获万得、华证 ESG“A”级评级认可。上市五年以来，含回购

注销累计分红 9 亿元，达 IPO募资净额的 1.48倍。同时，公司在 2025年提

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中提到，拟定未来五年 40% 的基准分红率。25年 1月

再次发出回购计划 1-1.5亿元，彰显公司信心。 

三、 投资者问答 

 

Q:公司如何看待配网侧投资机会以及公司在其中的优势情况？ 

A: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市场机会，电源结构向可再生新能源

转变，电网形态从传统单向潮流电网转向复杂分布式混合电网，电网调度也从

人工管理转向实时在线管理。这些变化对供电可靠性和电力系统稳定性提出了

更高要求，公司的技术和产品适时应对这一格局，推出透明配网、新能源接

入、负荷管理以及有序用电解决方案，满足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需求。2025年

国家电网投资预计将首次超过 6500亿元,将聚焦优化主电网、补强配电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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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电网将围绕数字电网建设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1750亿元，均创历史新高。且投

资重点聚焦于配电网与新能源发展领域 ，这为威胜信息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目前威胜信息在配电网、新能源发展等领域已提前布局，并已经形成批量

应用。在配电网领域，威胜信息的输电线路监测、配网 V3.0、透明台区解决方

案，已在多个省份批量应用；在新能源领域，威胜信息新能源有序接入方案、

有序充电解决方案等，在多省完成试点与验收，在湖南、辽宁、河南等省牵头

推进相关标准制定并实现规划推广应用。国南网在新型电力系统下对配网、新

能源的投资倾斜将为我们带来大量增长机会，进一步促进威胜信息在该领域的

产品应用，助力整体实力提升。 

 

Q:如何看待新能源入市政策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有哪些产品和方向有望受

益该政策、能够在未来 2-3年持续放量？ 

A：新能源入市政策将促进能源结构优化，这与威胜信息的发展战略高度契

合。一方面，政策引导下新能源装机量快速增长，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波

动性特点，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调节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威胜信息作为能源

物联网龙头企业，凭借在通信芯片、智能终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等方面的技术

优势，打造分布式光伏并网解决方案，能够助力电网提升对新能源电力的消纳

能力，实现新能源电力的高效接入与稳定运行，从而迎来更多业务拓展机会。 

另一方面，政策鼓励能源数字化转型，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公司持续投入

研发，打造的 “物联网 + 芯片 + 人工智能” 核心竞争力，正好满足新型能

源体系建设中对数字化、智能化的需求，为公司打开广阔的市场空间。 

 

Q:公司已有哪些人工智能的应用技术和业务场景？ 

A:威胜信息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布局，已取得诸多成果，在应用技术与业

务场景方面亮点突出，商业化应用前景也十分广阔。 

（1）自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 

智能算法与模型：公司深入研究负荷预测、光伏发电功率预测技术，通过对

海量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的分析，运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构建精准预测

模型。这些模型能够为电网调度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帮助合理安排发电计划，

提升电网运行效率，减少能源浪费 。例如，在分布式光伏项目中，利用该技术

提前预测光伏发电量，使电网提前做好接纳和调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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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图像处理技术：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公司实现对环境和设备状态的智

能监测。在电网设施运维场景中，通过摄像头采集图像，运用图像识别、目标检

测等技术，实时监控电网设施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设备故障、异常行为等情况，

如识别电力设备的过热、破损、放电等问题，实现设备的及时维护，提升电网运

行的安全性 。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台区拓扑识别技术：研究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

术，对台区拓扑结构进行精准识别，提升台区精细化管理水平。通过分析台区内

电力设备之间的连接关系、用电数据等信息，准确掌握台区内电力传输路径和设

备运行情况，优化电网运行效率，为电力故障排查和电力资源分配提供有力支持。 

有源配电网接地故障智能识别和保护技术：针对有源配电网的特点，研发出

接地故障智能识别和保护技术。当配电网发生接地故障时，能够快速准确地识别

故障位置和类型，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如切断故障线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

行，减少因故障导致的停电时间和范围 。 

（2）业务场景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在新型电力系统中，从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到用电

各个环节均有 AI 技术的应用。在发电侧，通过对新能源发电设备的运行数据进

行分析，运用 AI 技术实现设备的智能运维和发电效率优化；在输电环节，利用 

AI 技术对输电线路进行智能巡检，及时发现线路故障和安全隐患；在配电侧，

通过智能拓扑识别和接地故障保护等 AI 技术，提升配电网的运行效率与可靠

性；在用电侧，运用负荷预测技术，实现对用户用电需求的精准预测，帮助电网

企业合理安排电力供应 。 

数智城市领域：研发了 AI 边缘计算网关和智慧安防管理平台。AI 边缘计

算网关能够在靠近数据源的边缘侧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减少数据传输量和延迟，

提高数据处理效率，为城市中的各类智能设备提供高效的数据处理支持；智慧安

防管理平台利用 AI 技术对城市中的安防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城市安全风险

的实时监测和预警，如人员入侵检测、火灾预警等，显著提升城市安全管理能力 。 

 

Q: 公司海外的业务布局、发展战略以及目前海外工厂最新进展？ 

A：2024年，威胜信息通过组织国际化、思想国际化和战略国际化，海外

业务持续取得突破，实现境外业务收入 4.21 亿元，同比增长 85.4%。境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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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占比从 2023年度的 10%，提升到 15.38%，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关键驱动

力。截至 2024年末，公司已设立公司已设立境外子公司及销售代表处 10余

家，沙特、印尼工厂已在建设中，2025年将投入使用。同时，在中东、印尼、

埃及等已投入市场的重点地区，将投放最新的智能配网产品。同时，威胜信息

会加强对南南国家的产品推广，利用 AMI2.0 和 1.0融合的机会提升竞争力。 

公司当前海外市场业务布局于西北非，中东，南非，东南亚等国家，通过

与这些地区的紧密合作，实现业务的拓展与深耕。在国际业务版图构建过程

中，基于自身战略规划与市场定位，聚焦优势区域集中力量发展。 

 

Q: 公司海外重点面向的 AMI2.0 有哪些特点及发展机遇，以及从战略规划

和业务布局来看，公司有哪些具体措施精准把握这些市场机遇 

A：AMI2.0 是指新一代高级量测体系（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

e 2.0）。它是在 AMI1.0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旨在解决早期 AMI 系统面临的问

题，并提供更强大的功能和更多的应用场景 

AMI2.0 主要特点：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先进的网络连接、增强型安全

性、高效的电池、改进的客户参与、分布式智能、支持分布式能源资源 (DER)

等。 

AMI 2.0 的发展前景包括提高电网可靠性、促进电网去碳化、提升客户体

验、推动能源市场创新、促进数字化电网建设等。国际市场 AMI2.0 与中国新型

电力系统遥相呼应，需求相似。 

面对全球对清洁能源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 AMI 2.0的发展趋势，公司在战

略规划和业务布局上已经做出了积极响应，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精准

把握市场机遇，确保海外业务的稳健高效发展： 

1、加大研发投入，快速迭代产品与解决方案，引导 AMI 2.0的发展：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在智能电网、智慧水务和能源管理领域的研发投入，推

动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持续迭代，特别是在 AMI 2.0 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引领行

业发展。持续优化现有的 AMI产品并拓展新的应用场景，使其更加智能化、模

块化和适应未来的电力和水务需求。通过加速技术的升级和产品创新，我们力

争成为 AMI 2.0发展的先锋。 

2、市场与产品联动，尽可能多找到 AMI 2.0 的试验田，打造标准化程度高的解

决方案： 

    我们将在多个新兴市场中积极寻找 AMI 2.0 的试验田，推动标准化解决方



6 

案的落地应用。通过在不同地区的试点项目，我们能够收集宝贵的数据反馈，

不断完善产品功能和适应性。借助这些试点项目，打造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

用的标准化 AMI解决方案，从而提升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竞争力。 

3、在多个市场快速复制，扩大战果： 

一旦我们在某一市场实现了 AMI 2.0解决方案的成功应用，我们将迅速复

制这一经验到其他市场，扩大成果。 

  

Q:看过往通讯模块 2-3 年就开始有新的标准和要求，所以在目前双模更换

和迭代过程中，会不会再出现新的技术要求带来新的机会？ 

A：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进程推进，智能低压配电网建设、新能源接入与

消纳、充电桩控制等新的需求出现，对电力物联网本地通信技术提出了更高速率、

更低延时、更强稳定性的需求，本地通信也将继续向前演进，在未来可能出现更

高速/更低时延双模，甚至多模通信产品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