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967                          证券简称：广电计量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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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线上交流会） 

活动参与人员 

特定对象： 

中金证券 严佳、华泰证券 胡知、长江证券 贾少波 

国信证券 吴双、中信证券 朱翀佚、国泰君安 徐乔威 

华安证券 王君翔、西南证券 张艺蝶、东吴证券 韦译捷 

东北证券 刘俊奇、国信证券 王鼎、中信建投 籍星博 

惠生基金 黄竞、东北证券 周兴武、广发证券 蒲明琪 

民生证券 孔厚融、国投证券 宋子豪、东北证券 顾一弘 

海通证券 丁嘉一、方正证券 乐智华、广州产投 于文鑫 

国盛证券 李枫婷、浙商证券 陈姝姝、兴业证券 姜昊 

财通证券 孟欣、兴业证券 吴伟康、信达证券 王锐 

国海证券 张钰莹、兴业银行 邹刚、信达证券 韩冰 

长信基金 何增华、国海证券 王双龙、兴业证券 王俊 

信达证券 张润毅、天风证券 莫然、中金证券 刘中玉 

兴业证券 丁志刚、国泰君安 李煜、兴华基金 崔涛 

高毅资产 吴丹、安信基金 倪瑞超、招银理财 田丰 

中信资管 李旭峰、浙商资管 许运凯、东方资管 李疆 

国泰君安 张越、方正资管 周小锋、招银理财 朱贝贝 

考铂投资 应晓立、淳厚基金 杨泽宇、相聚资本 叶善庭 

西部利得基金 黄浦、创金合信 李晗、信诚基金 陆亚兵 

汇丰晋信基金 徐蕾、中庚基金 杜彩雯、融通基金 钱佳兴 



 

 

华璞资管 殷鹏皓、同巨投资 程凯琦、合众资产 时应超 

上海益和源资管 魏炜、福瑞加成投资 谢可 

国寿安保基金 李丹、北京衍航投资 李响 

国寿安保基金 孟亦佳、景顺长城基金 江磊 

东方阿尔法基金 李名雅、东亚前海证券 曾一赟 

招商信诺资管 刘延波等 75 位投资者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 史宗飞 

财务负责人 习星平 

证券事务代表 苏振良 

时间 2025 年 4 月 1 日，10:30-11:30 

地点 无 

形式 线上 

交流内容及具

体问答记录 

一、情况介绍 

史宗飞和习星平对公司 2024 年度主要经营情况进行说

明。 

二、问答环节 

1.2024年公司净利润率提升的原因？ 

答：2024 年，公司发布了“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

较好执行了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措施，建立以利

润为导向的考核模式，公司营收和利润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且

利润增幅大于收入增幅，净利润率从 2023 年的 7.14%提升至

2024 年的 11.2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公司聚焦科研活动相对活跃、研发景气度较高的下游行

业，包括特殊行业、汽车、新能源、集成电路、通信、商业航

天和低空经济等领域，带动公司的收入增长。公司通过持续的

技术创新，使得代表公司服务能力和服务范围的 CNAS、CMA

等资质参数持续快速增长，以创新的服务能力促进了公司的



 

 

收入增长。公司实施精细化管理，通过有效的人效管控、设备

投入的精准管控，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实现各专业的毛利率

的改善。公司实施内部业务结构优化，生命科学业务实现扭亏

为盈。 

2.公司未来经营计划？ 

答：2025 年，公司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性产业，除加强特

殊行业、汽车、新能源、集成电路等优势领域拓展之外，加大

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等高增长领域拓展，提升深海装备、先进

核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业务规模。 

公司坚持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锚定

“无人+智能+网络+数据+能源”方向，持续保持公司 CNAS、

CMA 等资质参数和计量检测能力的快速提升，构建“计量检

测+产品认证+标准开发+科研创新+工具研制”的综合型业务

格局。构建创新业务能力。 

公司继续坚持精细化管理，持续围绕人效和机效核心指

标，提高运营效率，有效应对市场挑战，提高毛利率和净利率。 

公司持续强化“产业+资本”双轮驱动，积极投资布局优

质项目，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改造提升存量业务，以做强做优存

量带动增量，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3.公司的主要下游行业 2025年度的景气度如何？ 

答：公司的主要下游是特殊行业、汽车、新能源、通信、

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行业。公司受益下游客户的科技创新和

研发活动，整体保持乐观态度。 

在特殊行业，2025 年是十四五发展规划的最后一年，为

了完成十四五既定研发任务，装备研发活动保持活跃，并有明

显加速趋势，公司对 2025 年充满信心。 

在汽车领域，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渗透，新能源成为国

内新车型的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正由价格竞争向质量竞争、

技术竞争、服务竞争转变。传统车型向新能源转型，以及通过



 

 

技术创新打造竞争优势成为各大车企的共识，公司对 2025 年

汽车领域充满信心。 

在通信、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领域，均是国内近几年科

技创新的主要领域，均保持着较高的研发活跃度，公司对主要

下游领域的检测需求保持乐观预测。 

4.公司 2024年单独披露的数据科学业务情况如何？ 

答：公司的数据科学业务包括软件系统测试、网络与信息

安全测试、数据治理与咨询、数据资产入表等服务。2024 年，

数据科学业务增长率约 29%。 

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算法、模型、系统、

网络等在未来数字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各环节的安全

性要求越来越高，公司围绕数据安全、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

全面布局相关技术保障能力，目标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业务

增长点。 

5.公司数字化赋能的具体体现？ 

答：公司持续以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和人

均产出，大力促进经营降本增效。 

一是数字化生产持续升级。公司建设针对材料产品测试

和集成电路测试的数字化工具，实现从样品接收、流转、检测、

留样、归还及销毁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优化检测报告自动化

生成方式，提升报告出具效率；探索自动化机器人作业、实验

视觉辅助等创新性应用方案，有效提升实验室技术水准和服

务质量。 

二是数字化管理不断优化。公司积极推动内部的数字化

系统建设，目前已经形成“经营管理决策系统+业务管理系统

+辅助系统”的矩阵，同时依托“桌面云平台”实现全国一体

化管理及协作。 

三是数字化营销成效明显。公司依托官方电子商城持续

发力网络营销，网络引流效果显著提升。 



 

 

6.2024年公司人员情况及未来招聘计划？ 

答：2024 年公司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适度控制整体人

员规模，以人效提升为主要管理目标，在整体人员数量保持稳

中有降的策略下，通过内部人员结构优化，实现公司业务规模

的扩张。同时，公司持续以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提高工作效

率和人均产出。  

2025 年，公司继续调整人才结构，不断向新兴产业和创

新能力方面倾斜，整体人员数量继续保持谨慎的增长政策，目

标实现人工成本增幅低于收入增幅，不断提高人均效能。 

7.公司在航空领域的布局如何？ 

答：公司在航空领域的业务包括三块业务，分别是： 

一是在低空经济领域，公司构建“数智云”一体化低空飞

行装备测试评价与应用验证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智慧低空、数

字低空、安全低空、互联低空四大技术路线赋能智慧城市和智

能出行等领域，覆盖无人机、eVTOL、飞行汽车等低空飞行产

品全供应链，拓展无人巡检+运维、应急救援等场景应用验证

和测试评价技术咨询业务，提升低空经济+多应用场景领域的

质量保障服务行业影响力。 

二是在民用航空领域，公司紧跟国产大飞机的研发步伐，

从设计、制造到验证，承担 C919 大飞机多个系统部件的复杂

环境试验、电磁兼容试验及软件测试项目。公司致力为航空产

业链各单位提供全链条、全寿命周期的质量管控技术服务，构

建一站式计量检测服务能力，提供伴随式服务，保障国内高端

装备的质量、安全和舒适。 

三是在商业航天领域，公司构建卫星互联网空天地一体

化技术创新成果验证与测试评价公共服务平台，覆盖商业航

天通信卫星关键系统及组件、关键芯片及核心元器件和新材

料，拓展通信卫星系统电子载荷及元器件的极端环境适应性

和可靠性验证业务；建设覆盖卫星平台、发射平台及卫星载荷



 

 

部件级、组件级、子系统及系统级数字孪生仿真平台，建设覆

盖不低于 60GHz 以及 KA、V 波段天线的 OTA 测试能力的卫

星天线、通信终端功能验证平台；建设覆盖元器件结构分析，

无损检测、功性能测试，板级通用验证综合试验能力的商业航

天元器件及零部件质量保证认证体系及验证平台。 

通过低空经济、民用航空和商业航天领域的业务布局，公

司努力打造“十五五”期间的业绩增长点。 

8.公司的集成电路业务的发展情况如何？ 

答：集成电路测试与分析是公司持续投入和培育的新兴

产业领域，2024 年，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5,570.40 万元，

同比增长 26.28%。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业务增长，依托行

业领先的技术水平与开发能力，成功开发出 4 纳米先进制程

芯片解剖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系统投入使用，实现

AEC-Q100 等标准的高端复杂芯片测试能力覆盖，推动业务

保持较快增长趋势。 

在集成电路测试领域，公司持续聚焦高功率、高速度、高

集成和高算力的先进半导体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产自主可

控需求，构建性能功能测试、可靠性及失效机理分析评估、芯

片设计与制程分析、质量等级认证、功能安全评估和量产与批

产测试筛选等全栈式技术咨询服务，拓建智能算力芯片

CoWoS 封装工艺评价技术能力，发展人工智能等大功耗芯片

分析测试前沿领域，突破高集成度芯片检测能力。 

关于本次活动

是否涉及应披

露重大信息的

说明 

无 

活动过程中所

使用的演示文

稿、提供的文

档等附件（如

有，可作为附

件）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