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88007                                         证券简称：光峰科技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互动记录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 4 月-5 月在信息

披露范围内与投资者保持良好的互动交流工作。2023 年 4 月-5 月，公司接待投

资机构包括易方达基金、景顺长城、天弘基金、国信证券等近 30 家机构近 40

名投资者，进行 15 场路演，接听投资者来电咨询近 170 次。 

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答复具体如下： 

1、今年 4 月影院大盘情况如何？ 

答：根据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全国电影票房月报》，2023 年 4 月 1 日-

2023 年 4 月 30 日，全国总票房 28.70 亿元，观影人次 7,493.28 万人次，总场次

1,093.44 万场。去年同期（即 2022 年 4 月 1 日-4 月 30 日）总票房 5.66 亿元，

总人次 1,595.60 万人次，总场次 538.08 万场。随着管控政策松绑，电影市场同

比回暖明显。从公司的经营上看，影院放映服务业务 2023 年 4 月经营状况较去

年同期恢复强势。 

 

2、车载业务团队搭建的怎么样，稳定性如何？ 

答：公司为车载业务的落地搭建了独立、专业的团队，团队成员大多具备

汽车行业或产业链背景。目前，公司车载业务团队稳定、组织建设日趋完善，

以项目组为单位与不同车企推进良好合作中。 

 

3、公司参加上海车展之后，这段时间的车载业务推进是否顺利？ 

答：2023 年 4 月 18 日，公司独立参加上海车展，首次对公众和行业上下游

企业公开展出模组的小型化程度、产品的实际效果、具体的应用场景，以及带

给驾乘者新奇的体验，行业反响热烈。公司相关团队正在接洽众多车企，针对

不同需求进行细化，精准匹配，推动定点落地。 

 

4、请管理层分析 2022 年各业务版块的收入情况，以及展望后续各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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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恢复情况。 

答：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4 亿，同比增长 1.7%。其中，增长的业

务主要体现在：1）光源与光机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2.3 亿元，同比增长 80%，主

要增长来源于家用光机；2）智能微投销售收入同比增加超 7,000 万元，同比增

长 13%，主要是自有品牌的增长幅度较大，弥补了 ODM 业务缺口，最终实现

智能微投整体销售收入增长。 

另外，2022 年收入有所下滑的业务如下：1）首先，激光电视销售收入同

比减少 1.5 亿元，同比下滑 27%，主要系小米 ODM 业务规模缩小；2）其次，

影院放映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减少约 9,200万元，同比下滑 25%，主要是受影院长

时间停摆、片源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3）专显业务收入同比减少近 8,000 万元，

主要系目标院校封闭，影响商教业务拓展及安装，进而导致收入下滑。 

进入 2023 年，随着管控政策松绑，影院市场回暖，片源供给充足，影院业

务快速复苏；公司专业显示业务在 2023 年第一季度整体恢复程度良好。但在家

用市场方面，可选消费仍会面临消费降级、需求暂缓的局面，业务发展节奏将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5、关于盈利能力方面，可否请管理层对 2022 年的归母净利润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 

答：2022 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1.2 亿元，同比下滑 49%，以下从业

务层面、费用层面、非经常性损益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1）业务层面：受影院长时间停摆、片源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影院放

映服务业务受到一定冲击，收入同比减少 25%，毛利率下滑超 11 个百分点；商

教业务因目标院校封闭，影响业务拓展及安装，收入同比下滑 28%。 

2）费用层面：销售费用同比增加约 8,200 万元，同比增长 32%，主要是公

司持续加大 C 端自有品牌市场推广力度；研发费用同比增加约 2,500 万元，同

比增长 11%，主要是公司持续加大核心技术和成长性业务的研发投入，不断增

强公司核心竞争优势。 

3）非经常性损益：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减少 5,446 万元，主

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减少。从同比基数而言，公司 2021 年非经常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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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较高，主要系参股公司的业绩补偿和控股子公司峰米科技落户重庆的一次性

政府补贴。 

即使在外部经营环境影响公司 B 端业务盈利能力的情况下，公司为了长远

发展仍坚持增加投入，上述因素共同影响公司 2022 年归母净利润的表现。 

 

6、公司年报显示，2022 年境外收入为 4.2 亿元，增长不错。公司管理层对

于海外业务拓展有什么规划？ 

答：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的境外收入分别为：0.9 亿、1.8 亿、4.2 亿，复

合增速高达 112%，境外业务实现了高速增长。当前，疫情管控政策的放开增强

中国企业出海的信心；同时，国家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在政策上鼓励民营

企业的技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公司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也会继续积极

响应国家政策，推动 TO B 业务和 TO C 业务进军海外市场。 

TO B 业务层面，公司专显业务 2023 年 Q1 海外收入同比增长约 75%。公司

将继续利用技术优势，加速推进自有品牌产品出海。 

TO C 业务层面，公司成立了专门的海外团队，目前产品已进入欧洲、北美

及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渠道上，公司将在 2023 年大力发展海外线下、线

上渠道，组成赛马模式，彼此促进；内容上，公司从 2022 年开始便对系统和内

容进行了布局，目前已经在系统认证方面取得突破；产品线的角度，公司还将

推出海外小明品牌，布局多条产品线。相对于海外原有的无系统、无内容的投

影产品，公司家用智能投影产品将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7、2023 年一季度收入和利润下滑，请问是什么原因？ 

答：1）关于收入：2023 年 Q1，公司子公司小米 ODM 业务收入较去年同

期下降 53%，是公司收入承压的主要原因。 

从公司 2023 年 Q1 的经营情况来看，毛利率为 35%，同比增加约 3 个百分

点，处于高毛利公司水平，反映出公司的高毛利基本盘业务都在恢复增长趋势。

公司 TO C 业务占比减少，毛利率则上升，也进一步佐证公司短期内受到 TO C

业务和消费不景气的影响。 

从外部经营环境来看，2022 年 Q1 是可选消费行业的高点，行业整体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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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可选消费品公司都表现很好，甚至很多可选消费品公司创下了收入增速、毛

利率和同比增速的新高，之后消费一路增速下滑，直至负增长。 

2022 年 Q1 也是公司 TO C 业务的高点，峰米科技实现收入 2.5 亿，家用核

心器件实现收入约 7,800 万。但受到消费力下行的影响，2023 年 Q1 整个可选消

费行业承压，峰米科技整体收入 1.8亿，其中主要是ODM业务同比减少超 5,000

万元，家用核心器件也受到消费不及预期，同比减少超 2,000万元，进而导致公

司收入承压。 

2）关于利润：受消费环境的影响，峰米科技 2023 年 Q1 收入承压，导致毛

利减少。期间费用方面，公司加大车载光学等成长性业务的研发投入，研发费

用增加 851 万元，同比增长 15%；公司各业务线加大市场推广力度，销售费用

增加 503 万元，同比增长 9%。 

总体来讲，2023 年 Q1 公司 B 端业务恢复良好；C 端家用市场因整体消费

低迷，收入有所下滑；另外，公司费用投入加大，导致短期业绩承压。 

 

8、请管理层简要分析，公司车载业务能够在短期取得成绩的驱动因素都

有哪些？ 

答：在技术层面，公司的 ALPD®显示技术相较于现有的其他光源技术在车

载应用上具备独有优势。具体来讲： 

首先，相比其他光源技术的光机，公司的 ALPD®激光显示技术，能够在体

积相同的情况下，输出两倍或以上的光通量，或在输出相同光通量时，具有更

小的体积。相比主动发光的显示方式，可以用比手机略大的设备，显示出几十

或上百寸的画面，适应车载复杂环境光条件下的显示需要。 

其次，ALPD®可以实现无痕的、无处不在的显示，无需对汽车内饰进行特

别的改造，就能安装上车，将车内的任何表面，转化成数字化交互界面，显示

设备可以隐藏到汽车内饰里，类似于动态星空、智慧表面等，起到增强现实的

效果，打造个性化体验。 

第三，相较其他激光显示技术，ALPD®因架构独特，是目前唯一满足车规

要求的激光显示技术。 

第四，基于激光天然的偏振光输出，相比 LED 等非偏振光源，ALPD®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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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输出的偏振光几乎无损，相较 LED 的偏振效率高出 50%以上，满足未来

HUD、透明显示等应用场景下的特殊要求。 

此外，在专利方面，公司高度重视车载光学技术专利的布局，为业务发展

构筑坚固的专利护城河。2022 年，公司新增车载光学技术相关授权及申请专利

数量 81 项，同比增长 326%；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车载相关累计授权及申

请专利数量为 148 项，同比增长 83%。 

总结来说，公司的车载业务之所以能快速落地，首先是因为公司原创的激

光显示技术具有明显优势，能够进行技术卡位；其次，公司前期在光学领域的

深厚技术积累已经成功应用到影院和专显等领域，如今公司将技术应用到新的

车载领域，与之前的场景创新相比，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最后，相比其他场

景，车载场景对于小体积、高亮度的极致要求，对公司的技术方向和技术积累

适配度更高。公司对车载业务进行了周全而科学的前期规划，制定了合理的推

进计划，所以最终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明显的落地进展。 

 

9、请问公司有没有测算过车载业务相关的市场空间，怎么看待这个赛道？ 

答：车载业务是一个不同于公司现有业务的新赛道，这个赛道空间大，需

求很新颖，而公司的技术切入到这个赛道具备了很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优

势。 

首先，从用户和需求的层面看，汽车消费群体正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SIC

数据显示，2020 年，购车群体中 90 后占比为 26%左右；预计到 2025 年，这一

比例将快速提升至 38%；到 2030 年，将有超过 52%的购车用户为 90 后。随着

Z 世代逐步成为购车主力人群，消费者对于智能驾驶、高科技等配置的偏好更

高，汽车急需进一步提升智能化配置，以及打造出差异化。 

其次，关于赛道自身，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条例，助力汽车产业电动智能

化升级，汽车正逐步从出行工具向第三空间演进。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

Global Market-sights、ICV、Trendforce 等研究机构的报告，总结来看，就全球

智能汽车市场，2025 年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17,000 亿元人民币。而细分市场来

说，车灯领域 2025 年预计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 2,600 亿元人民币；HUD 领域

2025 年预计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 450 亿元人民币；而座舱显示领域，到 202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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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 1,600 亿元人民币。公司车载业务锚定了激光大灯、

HUD 和智能座舱三大发展路线，并已取得初步的成绩，对于车载业务的前景和

确定性充满信心。 

 

10、新能源车价格战，是否会对公司的车载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答：科技进步推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整个行业处于多项变革中。价格战的

出现反映了汽车行业的未来趋势，即消费者对体验和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明显。

从公司与主机厂的接洽反馈来看，主机厂会考虑利用智能座舱展开差异化竞争，

新车型往往将智能座舱的一项或几项功能，作为销售的卖点进行宣传。 

新能源价格战必然会使得汽车的部分基础配件行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

公司的车载光学业务主要锚定在车载显示、激光大灯、HUD 三大产品线，是显

示领域为数不多的能将显示技术应用在车载光学市场的公司。公司的车载核心

器件和产品，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个性化需求，并且带来差异化体验，是能为

新能源车带来卖点的新潮配件。同时，基于公司的显示技术独有性，公司车载

器件的体积、抗光能力、能效等方面，明显优越于现有的显示技术，深受车企

关注。因此，新能源汽车短期的价格战不会对公司的车载业务造成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