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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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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一沟通 

□其他（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参与单位及人员 详见附件 1 

时间 2025 年 4 月 28 日 

地点 公司一层飞燕厅 

接待人员 

总经理：王智宇 

董事会秘书：黄勍 

财务总监：曹润林 

资深系统专家：刘超 

财务部部长：张帅 

证券事务代表：张瑾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第一部分  行业情况、经营成果、核心竞争力以及财务业绩介绍 

公司领导针对公司行业情况、经营成果、核心竞争力以及 2024 年

度及 2025 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情况向参会投资者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2024 年，公司累计中标金额为 27.75 亿元，其中信号系统项目新增

中标额 25.29 亿元，此外以非中标方式直接新增签订天津地铁 8 号线一

期工程、济南城市轨道交通 8 号线一期工程和香港迪士尼线信号系统改

造项目合同，金额总计 5.45 亿元。2024 年公司共完成合同签订新增总

金额 35.36亿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合计 71.44

亿元（不含税，不含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已中标尚未签订合同的订单



6.71 亿元）。按中标金额统计，2024 年公司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 

公司在专注轨道交通主业的基础上，积极拓展第二增长曲线，2024

年低空业务开展初见成效，公司中标“天津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无人

机巡护项目”和“建德市新安江水域无人巡检服务采购项目”，合计中

标金额 1,219.89 万元，公司低空领域的产品已逐步完成从研发到应用场

景落地的转化，为后续业务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经营业绩情况介绍 

202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6 亿元，同比增长 9.59%；实现归母

净利润 8357.22 万元；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4740.35 万元，同比增长

76.10%。 

2025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3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1770.14 万元，同比增长 42.58%；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1104.57 万元，

同比增长 93.13%。 

第二部分 问答交流 

问题 1：公司 2024 年毛利率相比之前年度有些下降，2025 年第一

季度的毛利率又比较高，公司主要是交付了哪些比较高毛利的项目？政

府也在推进一些地方债券的发行，这些对于公司全年项目的交付和验收

是否有一些推动作用？公司对全年的交付验收有什么预期？ 

答：公司的毛利率变化主要受当年项目交付影响。信号系统总承包

业务毛利率受各项目供货进度影响在各年之间存在差异，项目毛利率受

客户个性化需求、合同技术标准、自产设备占比、市场竞价等因素的影

响。2024年度部分低毛利率项目处在供货集中阶段，收入确认金额占比

较高，因此导致毛利率略有下降。2025年第一季度交付的项目集中在高

毛利率的项目，所以 2025 年第一季度的毛利率就有所上升。 

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对于公司工程项目的按计划执行和如期完成，

具有积极影响。2025年预计开通线路包括天津、济南、北京、成都、太

原、沧州（朔黄铁路）、宁波、深圳、东莞、乌鲁木齐、南宁等 11 个



城市合计 16 条新建及分段开通线路，预计开通里程 692 公里。（具体

数量和进度可能根据建设方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问题 2：公司在 2024 年中标北京地铁 10 号线的改造项目，中标金

额也比较大，公司对今年至明年改造项目招标的预期是什么？公司在改

造项目中的竞争力体现在哪里？ 

答：《2024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24 年的

信号系统改造项目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改造项目在全年招标项目的占

比由 2023 年的 6.75%提升至 2024 年的 30.56%。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统计，内地已开通运营 15 年以上城市有 10 个，共 31 条线，其中已

开通运营 20 年（含）以上的线路共有 9 条，约 335 公里；开通 15-20 年

的线路共有 22 条，约 834 公里；开通运营 10 年以上的城市 19 个，开

通运营 10 年-15 年的线路共有 51 条，约 1,832 公里。这些已开通 15 年

以上的线路相关设备设施系统的设计使用寿命和服役年限已接近期限，

10 年以上的线路也将陆续进入设备更新周期，更新改造需求已较为迫

切。因此我们认为随着城轨线路投入运营的年限逐年增长，信号系统改

造市场的空间正在逐步显现。 

目前，国外的轨道交通改造线路也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公司正在

与部分海外国家进行接触，交流他们的改造需求，公司还是比较看好海

外改造市场的。 

公司正在实施北京地铁 13 号线改造项目、北京地铁 10 号线改造项

目，具有丰富的轨道交通改造项目工程实施经验，并在 2024 年与港铁

签订了香港迪士尼线改造项目合同，这是第一次将公司的 PB-TACS 新

技术用到境外改造项目中，这其中用到了公司的 PB-TACS 的无感改造

解决方案。该方案的主要特点为：（1）最大程度缩减地面设备，减少

计轴、信号机，应答器的布置，减少夜间安装调试工作，解决现系统改

造成本高，维护成本大的问题。（2）系统采用主动感知设备进行定

位、测速，雷达、相机等主动感知设备可独立安装，相比传统车载外

设，便于车辆安装，极大缩短列车设备安装时间，有效改善改造时间



长、难度大的问题。（3）新增的感知系统在运营期间可采集数据、验

证功能，最大幅度减少现场调试工作。（4）系统在故障情况下通过高

可靠感知，仍能够维持基本运行能力，“看多远、运行多远”，真正实

现提高故障情况下运行效率的同时简化设备。公司在改造项目方面在降

低成本、不影响现有线路征程运营的基础上，又做到了安全可靠，多方

面满足业主的需求，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问题 3：公司在低空经济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发展方向？以及近两年

预计会有哪些落地的新项目？ 

答：在低空经济领域，公司主要聚焦以下三个方面：基于无人机和

AI 应用场景赋能应用、数字化起降场、低空空域的调度管理。2024 年

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到今年为止其实整个行业的标准规范等顶层设计

还不是很完备，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在一段时间内，基于“人工智能+

低空”的行业赋能应用会是一个相对主流的发展方向，所以公司近期内

低空应用重点落地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六大方向：轨道巡检、高速巡检、

边境边防巡检、湿地林业巡检、河道巡检、政务一体化服务。随着国家

的“两重”“两新”政策以及各个地方政府自身发展的规划，数字化基

础设施平台和空域管理平台也会逐步去推进，但是今年落地比较多可能

还是场景应用方面。 

2025 年 2 月，中国低空经济联盟召开“全国低空交通一张网”项目

论证会，并正式启动该项目。项目旨在统一全国低空交通网络指挥平台

和地面飞行服务设施的标准，推动低空交通网络建设。作为中国低空经

济联盟的副理事单位，公司将积极参与“全国低空交通一张网”的建设

中，与其他联盟单位合力聚拢产业上下游资源，突破低空经济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参与并促进产业标准体系建设。 

问题 4：公司低空经济的商业模式、应用领域以及订单情况。 

答：低空方面和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商业模式略微有些差异，轨道

交通信号系统业务板块的商业模式是公司在自主研发和生产关键设备的

基础上承接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工程项目，从分包商采购部分信号系



统子系统，与公司自主研制和生产的核心子系统进行系统集成，同时根

据用户需求对信号系统产品进行再开发，为城市轨道交通用户提供定制

化的信号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大部分是交付式的项目，公司把系统交付

完成之后，由用户方自行进行后续的运营和维护。 

低空主要分为两种模式，有一些会采用交付式项目的模式，公司把

系统做完之后交付给业主方，业主方自行运营维护；另一种，就像公司

去年中标的七里海、建德新安江两个项目，公司会以持续服务包的形式

向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包括运营人员、平台的使用、硬件的维护、

维修、更换等，这也是行业在场景应用方面相对比较常见的两种模式。 

低空空管平台和数字化起降场目前主要计划采用和信号系统类似的

交付式项目方式执行。 

问题 5：公司的车车通信列车运行控制系统，观察到一些同行业公

司同行也在做，不同公司在这个产品上的差异性体现在哪里？单公里造

价处于什么水平？ 

答：公司的车车通信系统将 ITE（列车主动感知技术产品）与车车

通信技术相结合，公司产品为基于感知的车车通信列控系统（PB-TACS

系统），该系统应用了多传感器融合的智能感知、线路资源数字化管

控，实现了列车追踪间隔、折返间隔等系统性能的有效提升，主系统故

障后运行能力的提升，可支持轨旁设备的精简。 

PB-TACS 系统首个实现工程开通的项目太原 1 号线已于 2025 年 2

月开通。PB-TACS 系统能有效降低系统全生命周期的成本。 

问题 6：公司 2024 年新签订单的情况还不错，公司对于 2025 年的

经营情况是否有预期？ 

答：和往年一样，公司会在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的 2025 年

预算情况，详情请您关注公司后续发布的《2024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相关公告。 

问题 7：公司目前的存量订单中改造线路的占比大概有多少？未来



改造项目收入的占比大概是多少？ 

答：据 RT 轨道交通统计，2024 年大修改造线路共有 6 条线路，涉

及金额达到 32.18 亿元，公司中标金额为 10.36 亿元，占比 32.19%。改

造线不同于新线建设具有迫切性，改造线路的实施时点具有弹性，有很

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和当地的资金的落实情况、改造的迫切性等许多因

素有关，因此每年的改造市场具体的金额比较难预计。但是如北京、上

海、深圳这样的大型城市，有些线路运营时间已经较长，相对来说对于

改造的诉求会更强烈一些。总体而言，我们对改造市场还是持乐观态度

的。 

问题 8：公司董事会成员 2024年也进行了调整，而且增加了董事会

席位，是什么原因呢？ 

答：2024 年，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达到 5%以上，

成为公司大股东。作为轨道交通行业上市公司，佳都科技期待与公司加

强合作。为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公司将董事会成员人数由 9名增至 11

名，其中非独立董事人数由 6 名增至 7 名，独立董事人数由 3 名增至 4

名，其中新增的一名非独立董事由佳都科技公司推荐。2024 年 12 月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正常进行换届选举，同时为了公司治理结构

更加完善，公司独立董事中新增法律等专业人士，更利于公司内部治理

结构的完善。 

问题 9：公司在空管方面的投入大概能有多少？包括后期空管市场

的预期情况。 

答：公司 2024 年 9 月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

项，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 8000 余万元用于公司新的募投项目“低空智

能运行系统与装备研发及应用项目”。除此之外，根据低空相关项目的

发展需要，公司后续也会结合相关发展需要、资金安排利用自有资金进

行相关的投入。 

空管平台目前处于需求的培育期，目前来看，空管平台不会有大规



模的铺开应用，主要还是因为现在低空应用的场景和数量还在积累阶

段，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相应的行业的标准规范也都逐步建立起来之

后，才是空管平台进入大规模部署应用的时期。公司作为中国低空经济

联盟的副理事单位，积极参与“全国低空交通一张网”的建设，目前各

个联盟其实都在尝试从行业的角度去建立一些标准性的规范，以期能够

为行业的参与方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指引，加速低空经济的行业发展及场

景落地。 

 

附件清单 

（如有） 
有 

备注 

本次业绩交流会活动中，公司管理层积极回复投资者提出的问题，

回复的内容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文件的规定，回复的信息

真实、准确。 

 

  



附件 1： 

与会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公司名称 

1 王霞举 银河证券 

2 王一鸣 东北证券 

3 杨  震 东方证券 

4 汲  萌 光大证券 

5 刘建伟 申万宏源 

6 王浩宇 中信证券 

7 黄晓萍 广发证券 

8 刘崔彦博 广发证券 

9 陈姝姝 浙商证券 

10 彭元立 国盛证券 

11 严  佳 中金公司 

12 张杰敏 中金公司 

13 余沛鸿 中金公司 

14 邢博阳 中泰证券 

15 屈  奇 长江证券 

16 鲁  佩 银河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