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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70 证券简称：天玛智控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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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电话会、券商策略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

东方财富证券、方正证券、浙商证券、海通证券、平安银行、东方基

金、中欧基金、泓德基金、融通基金、安远基金、中信保诚基金、北

信瑞丰基金、深圳中天汇富基金、北京方舟基金、青岛宁泽私募基金、

粤佛私募基金、上海道合私募基金、上海远海私募基金、上海方物私

募基金、北京泾谷私募基金、尚艺私募、太平养老、太平资管、外贸

信托、建信信托、甲骨文投资、东方引擎投资、榕果投资、风炎投资、

耕霁(上海)投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信石投资、杭州长谋投资、鹏石

投资、红林投资、明大投资、禹田投资、远策投资、上海天猊投资、

久阳润泉、明世伙伴、国寿资产、玖鹏资产、涌贝资产、茂源资本、

木叶山资本、同系资本、康曼德资本、北京江亿资本、磐厚动量（上

海）、恒生前海、弘毅远方、上海六耳、中承东方、同元汇金、博润

银泰、青岛金光紫金创投、瑞信方正证券投资交易部门、上海杭贵投

资管理、上海琦轩投资管理、深圳亘泰投资管理、北京风炎投资管理、

北京华诺投资管理、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理、华泰证券（上海）资管、

上海天驷资管、上海证券资管、深圳前海溋沣资管、深圳市恒盈富达

资管、深圳市尚诚资管、阳光资管、中信资管、中再资管、IGWT

Investment、北京财智聚、北京津育投资、北京量化投资、北京龙赢

富泽、北京橡果资产管理、北京鑫翰资本管理、北京鑫顺和康投资管

理、第一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深圳）

时间
9月 5日

9月 11 日

地点
9月 5 日：天玛智控顺义创新产业基地

9月 11 日：北京万达文华酒店 7楼太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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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王绍儒

证券事务代表吕文平

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高宏远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交流提问情况整理如下：

1.请问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相较于去年有大幅度好

转的原因？

公司上半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有所好

转，主要系公司面对市场竞争，积极采取措施强化营销工作，重

塑营销体系架构，销售与服务分立运行，团队专业化程度和组织

运行效率提升。锚定年度营销目标，组织实施“抢市场降应收”

系列专项行动，强化营销激励，调动营销人员积极性，扎实开展

一线营销工作，效果有所显现。

2.请问公司对煤炭企业在智能化改造意愿的展望？

近年来我国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显著,落后产能逐步

淘汰，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煤炭机械工业协会预计我国的煤炭消

费总量将于 2027 年左右达峰，达峰后将经历约 10 年的峰值平台

期。煤矿智能化是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技术支撑和必由之

路。国家八部委《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

至 2035 年，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但受资源赋存条件、开发

与利用工艺的复杂度、技术与装备水平等因素制约，我国煤炭自

动化、智能化水平仍然较低，目前煤矿智能化开采工作面普及率

不高，人员生产环境仍有较大改善空间，煤炭行业仍面临较大安

全生产挑战和招工难题。伴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最早一批实施

智能化改造的矿井也面临现有装备水平无法满足生产要求的问

题。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少人，大幅减少井下作业

人员数量与劳动强度成为行业共识。受煤炭价格短期波动影响，

煤炭企业设备采购节奏有所放缓。根据相关机构对于后期煤炭市

场走势的预计，全年煤炭需求有望保持增长，煤炭企业为了保证

年度设备更新采购预算计划的完成，预计年底前采购节奏有所恢

复，公司产品市场需求随之回升。

从长远来看，煤矿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不会改变。未来

10 年，煤矿智能化仍处于发展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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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问公司上半年主营业务的地区分布情况？

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集中在东部、中部、陕蒙和山西

地区，合计 6.95 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84.29%，主要系

上述区域煤炭客户相对集中，且公司在以上区域深耕多年，有良

好的客户基础，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4.请问公司备品备件和维修服务的是否具有稳定性？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 SAC 型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

累计在 400 余个大型煤矿应用了 1065 套。其中近一半正在井下运

转或者供货安装过程中，为后期备品备件和维修服务业务提供稳

定的来源。

5.请问公司在非煤领域的具体拓展情况？

公司加快构建世界一流专业领军示范企业特色产业体系，积

极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以机电液

软一体化技术优势向非煤产业延伸，积极拓展新产业。

一是积极发展智能制造产业，围绕去毛刺、自动化清洗、走

心机后处理及 FMS 系统等场景，构建智能化生产单元、生产线、

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致力于成为行业知名的智能工厂整体方

案咨询、设计、实施、服务一体化供应商。

二是大力推动油压数控产品的多元化拓展和广泛应用，完成

多路控制阀、液压电液控制元件和系统级控制方案的研发，形成

多系列产品，着力在非煤领域推广应用，加速产业规模扩张，做

强公司数字液压阀系统产业的品牌影响力。

6.请问目前采煤工作面智能化渗透率是多少，大型煤矿是否渗透

率已经处于高水平，后续智能化改造的意愿如何。

根据民生证券研报统计数据，2022 年采煤工作面智能化渗透

率约为 14%，预估目前采煤工作面智能化渗透率不到 30%。按照国

家八部委《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至 2035

年，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

采用智能化开采控制设备已成为煤矿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具

有必要性，一是缓解安全生产压力，采用智能化生产方式能全面

提升综采工作面的智能化水平和安全作业水平，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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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采煤效率及人员工效；二是缓解招工难问题，采用智能化生

产方式能有效减少工作面作业人数，降低作业人员劳动强度，减

少采煤现场粉尘导致尘肺病的发生，极大提升煤矿职工的安全感、

幸福感；三是提升企业生产管理水平，采用智能化生产方式能够

利于管理者更全面掌握煤矿生产实时数据和情况，成为煤矿数字

化转型的必要内容。

英国能源研究院《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4》显示，世界煤炭

的产量和消费量依然在增长，2023 年均创历史最高水平。煤炭一

直是我国的主体能源，2023 年我国原煤产量为 47.1 亿吨，能源

消费中煤炭占比为 55.3%。煤机产量与煤炭产量呈现较强的正相

关性，在煤炭消费仍未达峰的大背景下，煤机行业仍处于发展的

“窗口期”，装备需求具备持续性。采煤工作面智能化控制设备

寿命通常为 3-5 年，随采煤工作面智能化渗透率逐步提高以及设

备的使用消耗，将产生大量更新需求，同时随着智能化技术水平

不断提升，也将产生原有智能化设备升级为技术、功能更高端、

更先进设备的需求。

7.请问未来公司三款主要产品的价格趋势？

公司三款主要产品短期内价格趋势不会有太大变化。短期来

看，近年公司根据营销策略主动调整价格，提高市场占有率，通

过成套设备的销售积累，为备件和维修服务提供稳定的业务来源，

目前产品价格已达到相对稳定区间。长期来看，公司持续的研发

投入使得产品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功能不断迭代，有助于系统价

值提升。

关于本次活动是

否涉及应当披露

重大信息的说明

不涉及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 年 9 月 5 日

2024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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