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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3                                     证券简称：蓝思科技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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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接待对象 

建信基金：陈韶辉；鹏华基金：陈大烨、刘文昊、肖沛、林伟强；

沃源基金：熊潇；华福证券：鲁星泽；华创证券：姚德昌、卢依

雯；中信证券：唐萤、李品科、赵兵兵、江自牧、吴文芳、方敏；

华安基金：刘潇、雷蒙；民生加银：王悦、李君海、尹涛；百年

资产：李翘楚、蒋捷；工银瑞信：丁洋、李乾宁、李昱、曾剑宇；

长盛基金：王远鸿、李雨辰；浙商资管：鲁立；源峰基金：张冲；

华夏久盈：赵佳、张宇；国海证券：李晓康、李千慧；信达证券：

莫文宇；海通证券：张晓飞、余文心 

时间 2025 年 1 月 22 日-1 月 23 日 

地点 长沙县黄花镇漓湘东路 319 号蓝思科技办公大楼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江南 

证券事务代表：周天舒 

证券投资部高级经理：李源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问：公司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有哪些布局？目前有哪些客户和

产品？ 

答：2025 年 1 月 21 日，公司与智元机器人公司在长沙举行了

灵犀 X1 人形机器人套餐交付仪式，成功批量交付灵犀 X1 人形机

器人相关产品。公司深度参与了灵犀 X1 机器人的关节模组、D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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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OmniPicker（夹爪）等核心部件的生产组装与测试控制。

依托卓越的技术研发团队与顶尖的生产设施，公司不仅满足了智

元对于产品品质的严苛要求，而且确保了大规模量产的顺利进行，

助力智元实现 2024 年产各类机器人超千台。 

公司早在 2016 年就已布局智能机器人领域，自主研发和量产

应用六轴机器人、AOI 视觉检测机器人、无人搬运机器人、智能

复合机器人等工业机器人，为人形机器人的研发和量产奠定了基

础。并且，公司凭借在新材料研发、结构件制造、触控与指纹模

组、显示模组以及精密组装与数据测试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通过

智能感知、智能分析和智能决策等软件交互，打造 AI 驱动的智能

化装备与系统，能够为机器人产业提供从设计到量产的一站式垂

直整合服务。结合公司自身丰富的生产应用场景与自动化需求，

公司正逐步构建起一个涵盖产品集成与生态闭环的完整体系，全

力支持机器人产业的创新发展。 

目前公司已与国内外头部人形机器人公司建立合作，建立专

门团队研发人形机器人关节、灵巧手、躯干、头部壳体及面罩等

结构件、模组，为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提供一站式垂直整合服务。 

 

问：可否介绍公司与小米在消费电子和汽车方面的合作情

况？ 

答：小米是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在手机零部件及组装、

电脑结构件、智能家电、智能驾舱等众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并

通过小米蓝思联合研发中心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

新设备，产生了一批创新成果并应用在产品上。 

在手机端，公司以行业领先的自动化组装产线，和高效率、

高良率的生产品质，赢得客户信任和更多的中高端机型合作机会，

不仅成功地以组装业务带动金属中框等结构件的导入，也持续在

ODM 等多种合作模式进行开拓。 

新能源智能驾舱是公司重点发展的业务板块，主要产品包括

中控屏、仪表盘、多媒体屏、B 柱、C 柱、无线充电模组、侧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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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夹胶玻璃等，未来会导入更多公司的结构件和模组，进一步

提升单车价值量。 

 

问：请介绍公司在折叠屏方面有哪些合作客户和产品？ 

答：在折叠机方面，公司早已布局多年，掌握上下折、左右

折、多折的 UTG 和 CPI 折叠屏核心制造工艺，具备保护膜及贴合、

铰链、钛铝合金中框及玻璃背板等关键配套部件及相关贴合组装

能力，相对于只能提供单一零部件的厂商更有优势。 

公司的技术和垂直整合能力得到了客户高度认可，部分产品

已应用在国内重要安卓客户的量产机型上。未来在国内外客户的

新机型方面，公司将持续深度配合客户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研发，

不断优化核心外观件和结构件的生产工艺，提升性能和降低成本，

并努力供应更多的核心外观件和结构件的品类，增厚公司的经营

业绩。 

 

问：公司未来战略是什么？ 

答：公司未来会继续以组装业务为抓手，进一步推进全产业

链垂直整合，驱动公司玻璃、金属等结构件与模组的渗透率提升；

通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领域研发创新，不断增加产品

价值量和利润率；通过提升精益生产水平，实现更好的降本增效；

通过持续推进自动化，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良率。通过深化产

业链垂直整合，向更多客户提供垂直整合方案，从产品规划、ID

结构设计、硬件设计、软件开发、生产加工及品质管理等方面提

供一站式服务。 

研发方面，公司将继续围绕主营业务开展，秉承公司创始以

来一贯坚持不懈创新的理念和实践，从过去的四新“新产品、新

材料 、新工艺、新设备”，升华到如今的四新“新技术、新工具、

新装备、新领域”，巩固公司的技术领先地位。从专注于消费电

子领域的脆性材料加工，延展到多种金属、聚合物等加工；从各

种材料的零件加工，到多种模组，并基于完备的垂直制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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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到智能汽车、智能家居、光伏新能源领域。 

未来公司将紧抓智能手机、AIPC、新能源、人形机器人、支

付终端、智能家电等新机遇，努力实现长周期的健康、平稳可持

续发展。 

日期 2025 年 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