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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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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名单见附件 

时间 2021 年 5 月 16 日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潘磊；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夏如意；副总

经理、董事罗卫红；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锐；技术副总监李志岗；

证券事务代表麻丹华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1、 介绍公司基本情况 

（1）财务方面 

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20 亿元，较上年增长 5.6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5 亿元，较上年下降 21.73%；国内实

现销售收入 5.33 亿元，较上年增长 3.95%；国际实现销售收入 4.66

亿元，较上年增长 7.51%。2020 年度公司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3

点：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汇兑损失较上年大

额增加；2）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支出增加，公司用于现金管理的资金

余额减少，同时理财利率下行导致公司利息收入减少；3）报告期内

公司对外捐赠 500 万元用于新冠疫情的防控。剔除上述对利润指标的

影响因素，报告期内由于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经营利润总额保持正



增长。 

2021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3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4.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6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97.44%；基本每股收益 0.12 元/股，较上年同期增长 100.00%。公

司经营业绩取得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由于突发疫情，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影响，各项收入和利润指标基数较低。2021 年一季

度与 2019 年一季度相比，营业收入增长 50.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增长 87.08%。 

（2）产品方面 

JET20系列产品目前处于量产阶段，2021年 3月底新品发布会后，

公司正组织各个区域的推广活动。在推广活动中，代理商和终端用户

对 JET20 系列产品表示高度认可，尤其是对于技术创新带来的使用便

利性和性能的改善反响很好。 

2、公司就投资者提问做出解答 

问题 1：与传统产品相比，JET20 系列产品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

面？数字化产品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是否具有技术进入壁垒？ 

数字焊机给终端用户带来的好处主要有：（1）使用性能方面的

提升，例如氩弧焊产品载有的“大师引弧”技术，在引弧成功率达

99.99%的前提下引弧速度提高 400%，其效果使终端用户使用效率和

焊缝质量大幅提升；（2）功能与性能结合方面，例如交流方波产品

搭载的具有美国专利保护的二次逆变拓扑技术，将其与数字控制技术

结合，重构传统交流方波焊机的二次逆变部分，重构完成后对电弧的

控制性能得到改善，使电弧在焊接时有更好的表现，同时还能为用户

提供更丰富的焊接波形。 

技术进入壁垒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需要长期积累，清晰

了解终端用户需要解决的问题；（2）通过创新的数字技术手段解决

用户问题；（3）前述过程的实现需要有适当的分工、有规模的研发

队伍、合理的开发体系、有效的测试测评体系以及适用于国内市场的

产品标准。以上几点对于规模较小企业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 



问题 2：公司数字化焊机的研发周期？产品升级后价格有什么变

化？公司资金使用计划？新技术、新产品对市场格局的影响？ 

研发周期：项目从调研到结束总共是 26 个月。 

价格方面：JET20 系列产品研发周期长，公司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和资金，因此销售价格略有提升，幅度不大，主要是成本方面的变化。

目前焊接行业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行业内各企业平均售价增幅

都在 5%-10%之间，公司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资金使用计划：（1）公司致力于在焊接专业领域的发展，焊接

设备方面公司做了大量的数字化技术储备，JET20 系列产品发布后，

公司未来将陆续推出其它新产品。除了焊接设备外，公司在焊接领域

多元化进行了一定的储备，如焊接配件和焊接材料。公司子公司佳士

精密专业开展焊接配件业务，目前正在向常州政府申请工业用地以建

设工业园，未来将扩大配件业务的发展。焊材业务启动相对较慢，目

前销售情况正常，该项业务毛利低，但与设备厂商、经销商及客户之

间有较好的黏性，作为消耗性材料，使用量占比较高，从国际知名企

业的成长历程看，焊材销售比例非常高，因而未来公司也将会进一步

扩大焊材业务的发展。（2）公司一直坚定地在焊接及相关领域寻找

有价值的并购标的，部分项目也曾进入实质谈判阶段，但最终未能真

正落地。总得来说，本着对企业负责、对股东负责的态度，公司在投

资并购方面比较慎重。全球疫情的发生，公司也关注到行业内尤其是

海外出现部分优质标的，公司不会停止投资并购业务。 

市场格局方面：新技术的出现肯定会改变行业格局，逆变焊机替

代传统焊机，是一个硬件对硬件、模拟对模拟的过程，即使投入再深

的技术，还是容易被模仿、拷贝。进入数字化时代后门槛自然而然提

高，数字化需要有系统的投入，对于规模较小企业而言存在困难。据

了解，行业内规模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储备了数字化技术，但多数局限

于在工业领域应用，公司是国内第一家在通用焊接领域全系列推出数

字化产品的企业。JET20 系列 27 款产品直接替换原有对应机型，对

应的国内市场销售占比达到 80%左右，即公司在国内通用焊接领域数



字化产品替代率达 80%，如果加上公司现有的工业机的数字化产品，

公司国内数字化产品的占比将超过 80%，说明了公司数字化产品的更

换速度非常快。公司数字化技术的积累历时 3 年以上，JET20 系列产

品的推出是前期技术积累爆发的结果。公司的数字化战略非常清晰，

JET20 是第一代数字化产品，后续还有其它系列产品推出。数字化技

术一旦进入通用焊接领域后，将大大加快对原有模拟产品的替代，有

利于焊接行业的集中。 

问题 3：公司产品与激光焊的下游客户有重合吗？如有重合，公

司产品与激光焊的优劣比较及对激光焊的冲击怎么看？公司去年毛

利率和净利率下滑的原因？ 

公司关注到激光焊在焊接行业内的应用，在细分市场领域激光焊

对公司业务没有重大影响，原因在于激光焊成本远高于弧焊成本，客

户对于成本比较敏感，激光焊要大规模应用很难，因而在弧焊系统领

域用激光焊进行替代是不可能的。 

公司 2020 年度毛利率下滑是由于会计核算口径发生变化：（1）

产品销售的运费原计入销售费用，新收入准则实施后，调整计入营业

成本；（2）以往返利作为预提销售费用，新收入准则实施后，直接

冲减当期销售收入。剔除上述因素影响，2020 年毛利率略有上涨。 

问题 4：目前普遍存在招工难，数字化产品的推出对于焊接下游

应用领域的用工有何影响？ 

对于焊接领域而言，下游客户招工难正好是焊机数字化的原动

力，数字化技术导致原有焊接工艺发生变化，大大提高了机器的操作

便利性和使用方便性，降低了对工人的专业技术要求。 

问题 5：工业焊机数字化和通用焊机数字化的差异在哪里？同行

业公司通用焊机数字化储备进展如何？ 

工业焊机数字化和通用焊机数字化的差异：工业焊机数字化进

程更早，主要在于提升焊接工艺；通用焊机数字化进程相对较晚，

重点要解决焊机全系统的使用问题，比如提供更好的性能、功能、

减少对人员操作的要求等。工业焊机用户为专业人士，通用焊机存



在大量非专业用户使用。 

据了解，同行厂商都有不同程度的数字化技术储备，但公司是

国内第一家在通用焊接领域全系列推出数字化产品的企业，公司从

技术储备到产品、从产品到系列化产品、从系列化产品到量产推广，

每一步都意味着巨量投入。总之公司从技术储备到量产推广，历经

了多年努力方出成果。 

问题 6：控制系统是公司自主研发吗？其他公司通过做控制系统

切入到数字化焊接领域难度大吗？ 

公司 JET20 系列产品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硬件、软件、外

观总共搭载了 54 项专利技术。 

做控制系统的公司存在进入焊接领域的可能性，但首先数字化

技术积累、沉淀、有效运作的产品开发体系、有效的测试测评体系

以及快速识别客户需求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其次数字化焊机的基础

是焊接，数字化只是一种技术手段，最终是要解决客户端的痛点问

题，而这些问题都跟焊接专业相关，很难运用数字化技术简单的去

解决问题。 

问题 7：公司数字化产品与同行业其它厂商相比有什么区别？ 

公司是国内第一家在通用焊接领域全系列推出数字化产品的企

业，产品真正解决了客户的痛点问题，同时还利用技术解决了客户

的关键性问题，因而产品更易于得到客户欢迎，这是基于公司对客

户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多年的技术积累才可能实现。 

问题 8：公司目前订单情况如何？订单饱满是下游需求拉动？还

是新产品拉动？ 

目前公司订单饱满，排产至 8 月底，原因两者兼而有之，上半年

整个行业情况比较景气，同时公司由于新产品发布，订单量更为乐观。 

问题 9：焊机的型号有哪些？运用的细分领域有区别吗？工业领

域数字化率是多少？  

焊机的型号按照使用场景分为氩弧焊机、气保焊机、手工焊机、

切割机 4 大类。运用在工业领域的焊机通常容量大、设备大；运用



在通用领域的焊机容量小、设备中等，不同的领域对设备的要求不

一样，工业领域对精细度、稳定性、可靠性等要求更高，通用领域

更加注重产品的可靠性、应用性方面。工业领域数字化率具体数据

目前未知，在通用焊接领域，公司通过推出 JET20 系列产品，公司

国内产品数字化率超 80%。 

问题 10：公司新产品提价 5%-10%，是短期内推广新产品的策

略吗？公司海外市场提价空间和拓展计划？公司如何应对原材料价

格上涨？与同行相比是否更有优势？公司新产品推出，对产能是否有

压力？是否有扩产计划？ 

由于成本上升，整个行业焊机销售价格提升 5%-10%，公司

JET20 系列产品成本略有增加，增幅有限，目前公司数字化产品在

国内通用焊接市场的替代率已达 80%，软件和初期研发投入的摊销

速度会比较快。JET20 系列产品成本增长可控，销售价格具有优势。 

目前海外产品已提价 4%-5%。公司继国内 JET20 产品成功发布

后，已经投入海外系列数字焊机的研发工作，预计一年左右的时间

会陆续发布。 

对于物料价格上涨公司具有前瞻性，也进行了一定的储备，2020

年底物料备货金额达 1.9 亿元，部分物料储备 1 年以上，因而原材料

价格上涨对今年一季度的影响有限。未来如果成本持续上涨，公司

也可以通过提价等方式以覆盖成本增长。 

产能是目前公司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目前深圳佳士工业园每月

产能已超 10 万台（加上子公司摩仕达产能为 13 万台），已处于超

饱和状态。对于产能扩张公司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准备：（1）向

政府申请用地以筹建新的工业园；（2）调整工业园区布局，新增生

产线；（3）租赁新的厂房以扩充产线；（4）增加车间工人班次，

提升产能。目前来看公司订单增长给产能带来了较大压力，但仍可

以有效消化。 

问题 11：公司在工业焊机方面的储备情况？工业焊机与通用焊

机的区别？ 



目前国内工业焊机市场近一半被进口厂商占领，实现工业焊机

领域的进口替代是国内厂商的一个重要目标。公司在 3 年前就启动

了工业焊机数字化储备，目前有 3 个项目团队在进行技术研发方面

的工作，工业数字化产品将在未来陆续发布。 

与通用焊机相比，首先工业焊机的技术壁垒较高，售价高昂，例

如应用于高铁或航天领域的单台设备售价高达 10 万元人民币以上，

国内厂商的替代价格预计可下浮 50%，因而将拥有价格优势；其次工

业焊机对焊接的要求更高，主要在以下方面：（1）焊接质量；（2）

重载的稳定性；（3）长期的可靠性；（4）输出规范的一致性。 

公司在工业焊机领域已拥有一定的技术储备，也在考虑产品出来

之后有步骤的进行新品发布，发布的方式视情况可采取单品发布、单

系列发布或全系列发布。预计未来几年时间内公司都将会有新产品发

布。 

问题 12：新产品对老产品是否直接替代，如是，其增速情况？

数字化焊机在工业领域的渗透率目前是多少？数字焊机替代进城的

估算？ 

JET20 系列 27 款产品是直接替代原有对应机型，在国内经济保

持稳定的前提下，新产品自然增速将比原有产品增速高。数字化焊

机的应用会滋生与自动化设备联接的一些产品的应用，这些产品的

应用又会反过来促进数字化焊机的应用，从而使得其增速更为明显。 

逆变焊机用了 10 多年时间，市场渗透率达到现有的 90%以上，

替代时间较长。数字化焊机在工业领域的替代率较高，替代速度也

比较快，目前替代数据暂未得知，但工业机数字化增速非常快的原

因有以下几点：（1）数字化技术储备时间更长；（2）面对的客户

群有实力，应用量大；（3）专业客户的专业焊工更容易操作数字化

产品。 

在通用焊机领域，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将会对原有产品实现快速

替代。公司 27 款产品占公司国内销售额的 80%以上，即公司数字化

替代率达到了 80%以上，加上现有的工业机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替



代率将更高。因而数字化机型对模拟机型的替代比逆变焊机替代传

统焊机的增速要快。数字化替代之后市场竞争格局将发生变化，主

流厂商进入数字化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小厂商的生存空间将被挤压。

当行业内数字化替代率达到 70%以上时，焊接设备行业数字化时代

来临，寡头格局也可能因此出现。 

问题 13：数字替代模拟是代际变化吗？数字替代模拟的主要变

化在哪儿？ 

数字控制系统焊机替代模拟控制系统焊机是代际变化，主要在

于控制手段发生变化，原来的模拟控制系统做成后，控制策略、控

制参数是固化的，没有柔性和灵活性，运用数字控制系统，整个系

统就具有智能的属性，无论是控制策略、控制方法还是对过程的精

细程度、控制的精确性、与人交互的灵活性、与外部进行数据交互

的灵活性，都产生了大幅度的飞跃性的变化。数字系统的变化在于

微处理器替代原来的模拟电路和微处理器与软件相辅相成。 

问题 14：公司未来 3-5 年的战略规划？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清晰，主要体现在专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

三个方面。 

专业化：公司致力于焊接设备领域，在通用焊接领域是国内最

优秀的厂家之一，未来在专业化方面的发展方向为产品的数字化、

智能化和自动化。数字化焊机替代模拟焊机之后，未来产品向智能

化、自动化的联接将更多，如语音技术的应用、大数据平台、云商

店等。数字化焊机在应用场景和工艺上都将发生变化，如远程根据

客户需求提供焊接工艺手段，未来不只是产品销售，更是为客户提

供解决方案。此外，实现工业焊机的国产化替代是公司的重要使命。

目前公司工业焊机的数字化技术储备是国际一流水平，公司有信心、

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未来一定时间内达成这一使命。 

多元化：在焊接上下游领域进行扩张，如焊材、焊配及焊接强

相关产品，都可以在公司现有渠道进行销售，打造“小米生态”模

式。此外由于数字化带来的大数据平台和云商店等，公司也可能会



进入互联网相关领域，以增加公司利润增长点。 

国际化：由于政治和经济等原因，不排除欧美利用标准和专利

等手段来遏制中国企业的发展，公司要在国际上立足，必须做强自

己，成为国际化的公司而非本土企业。公司已制定了国际化的战略，

树立了国际化的思想，国际化的管理模式正逐步落地。公司账面资

金充足，也一直关注海外可能的并购标的，未来也不排除海外投资

建厂。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网上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

通，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1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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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参加调研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公司名称 序号 姓名 公司名称 

1 吴江涛 东北自营 29 谭丽 嘉实 

2 王伟 中银基金 30 桑永亮 华夏久盈 

3 梁勤之 中信证券 31 董辰 华泰柏瑞 

4 孙浩中 中信保诚基金 32 童立 华商基金 

5 王可汗 中融基金 33 王毅文 华商 

6 熊正寰 中庚 34 管俊伟 华商 

7 周诗博 长城基金 35 陈派卿 华富基金 

8 翁善根 长城 36 刘世昌 华宝 

9 石磊 银华基金 37 王斌 华安 

10 张弘 信诚基金 38 孔涛 华安 

11 辛总 五矿证券 39 欧阳潮 好奇投资 

12 耿嘉洲 万家基金 40 产滔 海富通 

13 束金伟 万家基金 41 高亮 国泰基金 

14 王宵音 万家基金 42 林小聪 国泰基金 

15 况晓 万家基金 43 段涛 广发基金 

16 李文宾 万家基金 44 吴栋栋 富国 

17 徐纯波 太平资管 45 赵梓涵 东方证券自营 

18 李德辉 上投摩根 46 王立晟 德邦基金 

19 窦金虎 上海玖鹏资产 47 韩阳 德邦基金 

20 张伟明 青骊投资投研 48 梁辰 财通 

21 张荫先 平安大华基金 49 刘潇潇 华泰保险 

22 张宏钧 鹏华基金 50 何威 广发 

23 杨发鑫 鹏华基金 51 林娟 亘曦资产 

24 郭若 交银 52 邵喆阳 沣谊投资 

25 杨芝廷 交银 53 吴昊 华夏 

26 杨金金 交银 54 朱倩 大成 

27 何帅 交银 55 奚佳 泰康 

28 朱林浩 建信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