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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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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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中金公司、东北证券、中泰证券、创金合信基金、汇丰晋信基金、汇泉

基金、华安基金、甬兴资管、进化论资产、尚诚资产、国投信托、鹏泰

投资、藏源乘投资、Sequoia Capital、BRILLIANCE - BRILLIANT PARTNERS 

FUND LP、KING TOWER CHINA GROWTH FUND CO., LIMITED、Elephas Global 

Fund 等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 2024-10-25 

地点 公司会议室&进门财经会议系统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何  欣 总经理 

刘楠楠 董事会秘书 

李  广 证券事务代表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 

校准与测试业务                                                  

（1） 请介绍一下三季度整体检测业务的营收体量，包括数字压力检

测、温湿度检测和过程信号检测几大类产品的增长情况 

答：前三季度校准测试产品收入 3.43 亿元，其中压力产品 2.63

亿元，依托国际石化行业的场景拓展及高附加值订单，同比增长 14%；

温湿度收入为6200万元，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相对平稳，同比波动-3.9%；

过程信号收入为 1863 万元，尚处于补产品线阶段，且新产品上市仍需

磨合迭代，同比波动-3.6%。 

数字化平台收入 1032 万元，交付验收略有滞后，同比下降 23%，



7-9 月同比增长 7%，环比增长 3.6%。今年新产品上线后，我们已经交

付了南京地铁、江淮汽车等几家用户，同时意向性客户也较多，目前正

在积极推进。 

（2） 请再补充拆分下国内外中下游行业的变化情况 

答： 国内市场，计量检测 23%，其中以计量院所等事业单位为主；

电力 20%，传统强势市场，整体增量放缓但存量有保障；石化 11%，石

油石化领域一般维保工作主要委托给第三方，正在积极进行拓展；机

械冶金 17.6%，其中冶金行业有周期性，汽车民航轨交也是相对主要市

场；仪表及传感器 11%，以民企为主，相比央国企用户更注重质价比且

采购周期短，新产品推出后正逐步开始释放业绩。 

国际市场，以经销为主，行业方面主要以石化、生物医药、电力及

校准测试为主，尤其是这两年石化领域的新订单为石化行业渗透率的

提升助力很大。 

（3） 为什么国内生物医药相关占比较少、海外占比较高，是有特殊性

么？ 

答：主要两个因素：其一，国外医药企业体量更大；其二，国外的

监管更严，对于校准测试过程中的数据要求越高，对中高端产品的需

求也就越大，例如爱尔兰的药企一次就采购百万美元的校准测试设备，

国内药企在海外分厂一般的采购量也远高于国内。 

（4） 公司三季度现金流、净利润以及毛利率提升的主要因素有哪

些？以及未来整体如何展望？ 

答： 首先是展望，国外市场中高速增势会延续，整体收入占比会

继续超过国内。10 月公司刚在北京召开完全球代理商大会，主要区域

近百位代理商对未来几年的需求增长保持乐观，信心也较足，期间公

司同步发布了几款新产品，国内也将在明年 1 月开始陆续正式发布。

针对美国大选落地后加税程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新加坡公司已全力

加强建设，计划在明年 1 月中旬前，非美国市场的订单全部由新加坡

子公司管理；国内市场，三季度的订单会对四季度的业绩形成一定助

力，但低价竞争仍是主要问题，今年二季度陆续出台的产业政策目前



体感有限，设备更新政策对仪表行业的规模增长有一定的迟滞期，预

计明年会逐步产生落地效果。 

其次在管理端，在夯实原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提炼国际石化行

业高附加值订单的优秀经验，继续拓展新兴领域的应用场景及拓展优

质大客户，针对一些应收周期长、净利低的订单，公司会更加侧重于现

金流管理，有所取舍；同时，整体研发投入强度会维持 18%~20%，随着

研发主体平台的搭建完毕及重点研发产品的攻关阶段结束，精力重点

也会放在具体应用场景中解决方案的优化，部分研发人员也会调整到

其他工程性岗位，侧重产品质量提升。 

（5） 新加坡子公司类似于我们产品中转站的定位，但在销售时其他

地区是否会对产品进行原产地溯源？ 

答：目前除了美国加征关税以外，未看到有其他国家对我们这类

产品有贸易的特殊限制。当然，针对这种可能性我们也有预案，储备方

案中新加坡子公司也会做进行部分生产以及简单服务，主要产能仍会

在国内，但现阶段仍会将资源投向解决美国关税的问题。 

（6） 行业毛利率较高，是否会有一些竞争对手想进入到这个行业，未

来的毛利率会不会有这种下行的风险？ 

答： 存在可能性但实际概率很低，首先，行业竞争格局基本已形

成，而且还要考虑投入高但回报周期长的财务因素，更重要的是越细

分的行业越需要经年累月的产业与口碑积淀。同时，中高端市场基本

以机电一体化产品为主，产品质量就是一大关，想确保机电一体化产

品的质量，以国内友商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在国际市场实现销售也是

同质化严重的中低端产品。 

影响国内市场毛利率的主要因素，还是在“程序公正、免责为主”

国企招投标体制背景下的低价内卷式竞争，性能优异的中高端产品很

难提高渗透率。面对供给端内卷严重的情况，公司只能将专业性产品

销售到愿意为创新和效率买单的国际市场，同时公司也在完善产品结

构与价格梯度，并已完成软硬结合的智慧化实验室的方案组合，整体

解决方案绝对领先于国内友商。 



（7） 压力产品中对中高端产品的定义是什么？ 

答： 高端要达到行业的先进水平，主要有三个特征： 

1、准确度、分辨力、测量范围等技术指标； 

2、稳定性，以年为单位，指标波动变化不能超过一定水平，承诺

的指标就一定要做到。仪表尤其是标准级，如果波动很大，称之为高端

产品就不合适； 

3、可靠性，仪表要适应现场各种恶劣的环境，例如这些仪器仪表

连续 8 小时或者加班、两班倒，十几个小时都要保证连续工作，需要

具备可靠性，现场如压力变送器等仪表对可靠性的要求更高。 

（8） 关于数字压力表、压力检验仪与新一代压力控制器的客户是否

重叠，以及他们在技术和应用上有怎样的关系？ 

答： 实验室的校准、检定场景中的应用规模要远小于现场的测试

场景，新压力控制器主要受众是仪表和传感器企业，应用场景是产线

现场的测试上，因此与数字压力表及压力校验仪的实验室场景不重叠。 

在国外或部分行业中，我们有部分产品是现场的校准应用，但这

类产品应用并非我们的新控制器，在这一方面未来会继续发力。 

（9） 结合今年新压力控制器的交付节奏，预计对后续业绩的贡献程

度如何？ 

答： 新压力控制器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采购周期远低于国企，

控制器今年预计增加交付 150 台，目前仪表及传感器行业收入占比 6%

提升到 10%以上，我们对整体进展相对满意。这款产品主要应用在产线

上，竞争格局上基本就英国 DRUCK 和德国 WIKA 两家友商，我们也在同

步做迭代及功能扩升，目前高压已经可以做到气压 40MPa，即将会逐步

开始向国际市场拓展。 

（10）低成本压力表产品进展如何？ 

答：这款产品主要定位在测试场，已有少量销售，因为我们一直以

做校准产品为主，测试市场正在积极探索拓展，后续规划会将这个系

列产品和我们高精度压力传感器相关产品整合到一个业务单元。  



（11）海外厂商体量较大，他们是否也自己做压力传感器，或者也都是

外购？ 

答： 英国 DRUCK 在行业内具有完成的硅制程能力，技术路线主要

以硅谐振为主；德国 WIKA，在其矩阵式生产体系下也有长期的合作伙

伴，技术路线与公司一样，以硅压阻为主；美国 Paroscientific，以

石英路线为主，量程宽，与其他一些国际友商也有合作，但价格较高，

单只价格近 1万美元。  

传感器垂直一体化                                             

（1） 传感器今年主要还是自用的业务状态，自用比例大概是多少？

后面这个产品会往什么方向去发展？ 

答：今年自用目标是 15%左右。在技术端，中量程已实现覆盖，正

在向微压 3kPa 进行研发拓展，变送器等产品也在开始以工程实用为主

的产品研发，会更加注重现场环境的指标设计；在应用端，公司本身就

是传感器的主要应用客户，也正在探索气象、海洋等领域中数字型压

力传感器的应用场景，处理在特殊情况下材料变化对于准确度的影响

等。 

（2） 公司的传感器芯片是与国外联合设计，未来是否有考虑向芯片

设计方向拓展，还是说会一直沿用这种模式？ 

答：虽然是和国外联合进行芯片设计，但我们的芯体设计和工艺

是整体规划，尤其是在测量电路设计部分我们有核心技术，具有独特

性；晶圆流片现在是在国外代工，国内多数的代工能力很难达到要求，

同时国内对于工艺技术的保护机制也不完善。目前，我们正从封装端

往前做，希望未来三五年随着利用率的提升，逐步将流片线建立起来。 

（3） 芯片设计与国外合作，是否会涉及到专利障碍？ 

答：传感器的芯片设计不是主要难点，工艺和材料才是保证参数

指标的主要因素。行业拆解进行逆向分析，会发现同一技术路线差别

并不大，即使设计出来也制造不出来，因为设计与工艺是在同步进行

的。 



（4） 贸易战的风险是否会导致海外流片出现供货问题？ 

答：供货的问题不大，现阶段欧洲流片的主要问题是效率低，国内

合作方我们在同步考察，但基于国内创新保护环境尚有待完善，我们

还无法将部分工艺告诉对方，所以关于国内流片的问题，我们现在相

对谨慎。后续随着需求放量，我们也会自建流片线。 

（5） 公司在传感器及仪表方面是否会进行并购？ 

答： 一直在保持关注。国外传感器行业，基本已完成整合，结合

外部环境，公司已降低了国外并购意愿；国内方面，现有传感器产业相

关供应商主要以满足中低端需求为主，与公司匹配度不高，公司初期

会以双方合作为契机，逐步深入。 

附件清单（如

有） 

公司参会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日期 2024-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