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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特别重大风险。公司已在报告中详细描

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四、风险因素’”部分内容。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60.0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期末可

供分配利润为23,136.42万元。经公司董事会决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5元（含税）。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10,135.6006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58.81万元（含

税）。 

2．2024年度中期分红：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以总股本（扣减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10,135.6006万股，合计派发现金红利506.78万元（含税），已于2024年12月

4日完成权益分派； 

3．本年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2,999.65万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合计4,165.24万元，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110.78%。其中，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的金额0.00元，现

金分红和回购并注销的金额合计1,165.59万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31.00%。 

如在本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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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1.1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景业智能 688290 不适用 

 

1.2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1.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艳秋 李静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乳泉路925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乳泉路925号 

电话 0571-86637176 0571-86637176 

传真 0571-85115275 0571-85115275 

电子信箱 zqb@boomy.cn zqb@boomy.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特种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系统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特

种机器人、核工业智能装备系统、非核专用智能装备系统等，产品主要应用于核工业、国防军工、

核技术应用等领域。公司主要产品构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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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种机器人产品 

特种机器人主要是应用于高放射性腐蚀性核工业、危险作业军工等特定场合的机器人产品，

包括耐辐照关节式机器人、耐辐照坐标式机器人、分析用取样机器人、防爆 AGV 等。 

耐辐照关节式机器人采用多关节联动设计，具备耐辐照、抗腐蚀、远程遥操作和力反馈功能，

广泛应用于核工业热室、手套箱等复杂环境中的工艺操作、设备检维修及事故应急处置。耐辐照

关节式机器人目前已形成 DS 系列电随动机械臂、DM 系列密封型电随动机械臂、SM 系列绳驱电

随动机械臂、ER 系列高精度耐辐照机械臂、HR 系列液压机械臂、SL 系列绳驱主从机械臂等系列

化定制化产品。 

 

耐辐照关节式机器人系列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面向场景研发各系列产品型号，并推广应用。DS 系列产品持续为客户供

货。DM、ER、SL 系列产品则进一步根据实际需求，对不同工作空间和负载能力进行了定制开发，

并应用于更多核工业项目中。基于 ER 系列高精度耐辐照机械臂的“强辐射场快速响应柔性特种机

器人”通过了科技成果鉴定，专家团队评价该成果达到“国际同类技术领先”水平。HR 系列产品方

面，针对特定核设施退役场景需求，完成了全新形式重载液压机械臂样机研发。SL 系列新增了一

款负载能力 7kg 的 SL70 型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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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2.0 重载液压机械臂                        SL70 绳驱主从机械臂 

 

耐辐照坐标式机器人是基于直角坐标形式，采用耐辐照设计、集成智能控制的机器人产品，

具有运动范围大、传动精度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核工业热室、手套箱等环境下的放射性物料自

动化操作。 

分析用取样机器人是基于 SCARA 机器人技术原理，实现放射性物料自动取样的机器人产品，

具有数字化控制、取样精度高的特点，主要用于乏燃料后处理、三废处理过程中的料液自动取样

与发送。 

防爆 AGV 是应用于危险作业环境的移动式机器人产品，具有耐辐照、抗腐蚀、防爆、高精

度、重载等特性。报告期内，公司针对场景需求进一步研发，已定型了具有不同负载能力的 4 款

产品，应用于国防特种物资的自动化转运存储。 

 

防爆 AGV 产品 

 

在防爆 AGV 零部件方面，公司重点开展磁循迹传感器、控制板、IO 采集模块、控制手柄等

12 款核心器件的防爆设计和研制，进行国产替代。目前已完成 5 款防爆器件开发，并取得防爆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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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研防爆元器件 

 

（2）核工业智能装备系统 

核工业智能装备系统是适用于核工业环境的智能化工艺装备系统或定制产品，主要包括放射

性物料转运系统、箱室智能装备、核化工智能化系统、数字化系统等。 

放射性物料转运装备是具有智能控制、辐射防护功能，可长距离、重载、高精度定位的自动

转运智能装备产品，主要用于箱室内外、运输通道等环境下的放射性物料安全可靠转运。箱室智

能装备是安装于热室、手套箱等辐射环境的智能装备系统，具有智能控制、自动化运行、耐辐照、

便于检维修等特点，可用于核燃料循环处理的各环节。核化工智能化系统是具有智能控制功能的

过程自动化设备系统，主要包括溶解、萃取、过滤、离子交换、高温反应等核化工工艺设备，可

用于乏燃料后处理、三废处理等化工过程。数字化系统是根据客户需要，基于智能控制、数字孪

生、模拟仿真、数据采集等技术的软件产品，与核工业智能装备有机集成，提高生产自动化、数

字化、智能化程度和效率，降低操作工人的辐照风险。 

 

核工业智能装备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为核燃料循环各环节和核技术应用领域提供定制化智能装备系统和整体

智能解决方案。公司承接了多个乏燃料后处理新工艺预研项目，为后续产品技术积累和工程化奠

定基础。在核技术应用装备方面，公司成功开发了核药智能分装系统产品，并已推广应用，获得

多个订单。 

     

核药智能分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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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核专用智能装备系统 

非核专用智能装备系统为适用于非核工业环境的智能生产线、智能单机设备、智能装备保障

系统和智能综合信息系统等，可根据各行业客户需求，提供智能化生产的整体解决方案以及专用

的定制智能装备，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国防军工、医药大健康等。其中智能保障系统和智能综合信

息系统主要用于国防军工行业，智能保障系统具有特定场景下物资智能转运、装配、包装、物流、

分拣、仓储等功能，满足高可靠、高速、快速机动部署、极限环境适应性等要求。智能综合信息

系统集成了数据采集、智能巡检、仓储管理、安防警戒、环境监测、指挥决策等模块，具有智能

决策、智能库存管理、智能人员管控等功能，用于各类要地信息化、数智化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布局智能保障系统和智能综合信息系统产品。智能保障系统方面，通过

科研、比测验证等，相关业务已签订了合同，并完成设计。智能综合信息系统方面，公司也已经

承接并交付了要地周边警戒、信息化运行监控类项目，相关军工业务开拓已进入快车道。此外，

公司在火工品行业智能装备业务进一步扩展，向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单位成功交付第一个项目

后，又承接后续类似项目。 

 

2.2 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专注于特种机器人、智能装备系统的研制和开发，主营业务、主要产品、

核心技术、自身发展阶段以及国家产业政策、市场供需情况、上下游发展状况等因素未发生重大

变化，预计未来短期内亦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经营模式保持不变。未来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

关键因素的变动情况，并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1）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可分为直接销售和间接销售。直接销售为公司与产品的最终用户或其关联方

签订合同并供货；间接销售为公司将产品销售给总包方、集成商等直接客户，其再将公司产品与

其他部件、模块集成或组装后销售给最终用户或其关联方。 

（2）采购模式 

公司的原材料采购主要采取以产定购的采购方式，一般不进行生产备货，而是根据客户订单

安排原材料采购。 

公司实行合格供应商管理制度，把通过公司认证的供应商纳入《合格供应商名录》。体系管理

部等相关部门每年定期对供应商进行考核和评估，采用动态和分级管理，将考核结果用于日常供

应商管理环节。采购部负责货源决策及获取竞争性价格，在确定供应商时考虑其制造能力、交货

期限、价格等因素。所有的采购环节均按《采购控制程序》要求并得到相应审批后方可进行。 

（3）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一般在获取订单并完成产品技术设计后，组织生产。每

个订单生产采用项目制管理方式。公司的产品主要为非标定制化的产品，其生产过程主要包括产

品设计、自制加工、外购定制、装配调试等环节，分别由研究院和技术研发中心及下属各研发室、

交付中心及下属各部门负责完成，并由项目管理中心负责生产计划及进度管理。 

（4）研发模式 

公司产品以自主研发为主，具体由技术研发中心、研究院和各事业部负责开展产品和技术研

发工作。各项核心技术是根据行业需求和项目开发需要，通过自主研发而逐步形成的，并经过客

户实际应用与验证，不断优化和完善。研发工作的具体实施由技术研发中心、研究院和各事业部

组织成立研发项目组，立项开展研发工作。研发项目组针对市场和客户需求，按照技术流程，开

展方案设计、试验验证、详细设计、样机试制、测试优化和试制定型等具体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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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所处行业情况 

2.3.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行业发展阶段与基本特点 

核能作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战略选择，持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核工业已进

入规模化、自主化与高质量发展并行的新阶段，体现出以下发展特点：①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

据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增加至 57 台，总装机容量达 6083 万

千瓦；2024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核准 11 台核电机组建设，连续三年核准机组数量达到 10 台及

以上，标志着审批全面常态化；全国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 102 台，总装机容量达到 1.13 亿

千瓦，规模跃居世界第一。②技术创新实现全面突破。以“华龙一号”为代表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实

现批量化应用，国内外在建机组达 13 台；第四代核反应堆技术已取得突破，高温气冷堆实现商

运，钠冷快堆进入示范阶段，具备更高安全性与燃料利用率；核聚变研发加速，EAST 装置实现 1

亿摄氏度 1000 秒运行，技术储备超前；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如 AI 安全监管、耐事故燃料组件）

不断探索，提升核电运营效率。③产业链协同效应显著增强。随着核电建设步伐的加快，核燃料

循环产业链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核燃料生产能力和乏燃料后处理设施的建设力度也在不断增强；

政策支持民企承担技术攻关与参股投资，民企在设备制造领域占比显著提升。 

这一系列积极变化，不仅为核能行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机遇。作为深耕核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领域的领军企业，公司深度把

握行业发展脉搏，构建了覆盖核燃料循环全产业链的完整业务体系。依托在核工业机器人及智能

装备领域的核心技术优势，公司正积极布局核电站智能化运维、核聚变装置配套装备等前沿领域，

持续拓展业务边界。 

核技术应用方面，《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的发布，进一

步推动了行业发展。核技术应用行业正处于快速成长与技术升级并行的规模化发展阶段，体现出

以下发展特点：①政策驱动与市场潜力并重。国家政策大力支持，通过财税金融支持、产业链协

同、创新平台建设等举措，加速技术转化与产业落地；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癌症治疗需求激增

（年新增患者超 400 万），核医学诊疗设备及靶向核素药物的市场空间巨大；我国核技术应用产值

预计将从 2024 年的约 2400 亿元增长至 2026 年的 4000 亿元，年均增速达 15%-20%。②技术密集

型与创新驱动型特征显著。核技术应用涉及核电子学、探测技术、同位素生产、辐射加工等高精

尖领域，依赖基础研究突破（如辐照生物效应、核基础数据测量）和前沿技术融合（如核技术与

AI、云计算结合）；需要在基础应用研究、探测器工程化、核素药物等方面进行技术攻关，研发投

入要求高，需持续推动原始创新与技术迭代，同时技术附加值也较高。 

公司新品事业部专注于核技术应用领域，已成功研发并实现了核药分装仪的产业化，相关产

品在多家核药生产企业实现了工程应用并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事业部已积累了核药智能产线整

体解决方案技术能力，与中核集团、中科院等核技术应用相关牵头单位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相

关产品已在秦山同位素生产基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等重要机构中得到了应用。在此良

好开端基础上，公司正全面开拓核技术应用领域业务，致力于在该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布局与发

展。 

国防军工行业方面，我国目前正处于技术驱动与规模应用并行的加速期。据公开报道，我国

国防预算已连续 3 年保持 7.2%的增幅，推动国防军工行业发展进入快速扩张阶段，其中智能装备

的研发和采购成为重点方向，特别是无人装备、卫星互联网、智能指挥系统等新质作战力量建设

成为热点。我国国防投入通过持续增长与结构优化，为智能装备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行业

从“技术追赶”迈向“局部领跑”，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增强，实战化部署效果显著。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方面，我国正处于技术突破、产业化加速与商业化落地并行的关键发展阶

段，其中特种机器人行业已步入成长期，并在细分领域实现技术突破。行业整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①规模扩张与国产替代双轮驱动。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2024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 55.6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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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同比增长 14.2%；2023 年国产工业机器人份额首突破 50%，达到 52.45%，预计 2024 年国产

机器人销量占比将提升至 55.63%，这充分彰显了国产机器人在技术与性能方面的显著进步；2023

年中国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 203 亿元，近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9.36%，2024 年市场规模

预计已达到 240 亿元以上。②政策赋能与产业链协同效应凸显。国家政策明确支持“人工智能+”与

智能装备升级，工信部“揭榜挂帅”项目推动技术攻关，地方政府通过产业园促进集群效应；产业

链协同方面，上游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加速，如谐波减速器、伺服电机逐步替代进口；中游整机制

造企业集中度高，相关龙头企业已占据工业机器人主导地位，而特种机器人领域则形成差异化竞

争格局；下游应用场景多元化、定制化，工业机器人向智能制造渗透，特种机器人聚焦极端环境

（如排爆、巡检）。 

公司在机器人及智能装备领域深耕 10 年，掌握了针对核与军工特殊场景应用的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形成了系列化特种机器人产品，已建立了较好的行业竞争优势。面对

机器人行业“人工智能+”与国防军工行业日益增长的国产化、智能化、无人化需求，公司已立项开

展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专项攻关，旨在进一步完善特种机器人产品

矩阵，为拓展国防军工业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行业技术门槛 

核工业作为高端科技行业，不仅需要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创新能力，还需要严格的质量管理体

系和安全保障制度，而且受到核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约束，其技术门槛非常高。核工业由

于其放射性、腐蚀性等特殊应用环境特点，核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需满足耐辐照、高安全可靠

性、遥操作检维修、异常工况下手动操作、无传感智能化功能等技术要求。核工业涉及到放射性

物质，安全问题是首要考虑的因素，相关装备的设计、制造、运行和维护都必须遵循严格的安全

标准和规范，以确保人员和环境的安全。核工业装备通常由多个系统和部件组成，这些系统和部

件需要相互协调、密切配合，才能实现整体的功能，因此需要具备高度的系统集成能力。 

国防军工行业基于其特殊性、复杂性和对高性能、高可靠性的要求，技术门槛也非常高。首

先，军工产品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利益，核心技术必须自主可控，不能依赖国外引进。其次，军工

行业涵盖了多个技术领域，如航空、航天、电子、兵器等，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技术要求，军

工装备往往由多个系统组成，这些系统需要高效、稳定地协同工作，因此同样需要具备高度的系

统集成能力。再次，军工产品质量关乎军队战斗力和士兵生命安全，必须建立并实施严苛的质量

管理体系，符合国家和国际标准，如 GJB9001C《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2.3.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作为核工业智能装备领域的领军企业，深度融入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格局。依托在特种

机器人、智能控制等领域的持续创新，公司已构建起覆盖核工业全产业链、辐射国防军工及核技

术应用的战略布局，持续巩固着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拥有一支由核工程、机械、化工、电气、控制、软件、算法、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构成

的专业人才团队，具备雄厚的科研实力、丰富的工程经验以及严格的质量和安全管理能力，掌握

了特种机器人、智能控制、数字化三大核心技术，构建了稳固的技术护城河，并形成了应用于特

殊行业场景的系列化产品，可为行业提供高品质的可靠智能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具有技术含量高、质量稳定、性能优异的特点，在行业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高度

评价，知名度和品牌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目前公司特种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品已推广应用至核

工业全产业链，成为核工业智能化升级的核心供应商。 

在持续注重研发的基础上，公司不断推动产品的技术迭代，以保持其市场竞争优势。在特种

机器人方面，报告期内丰富了核工业机器人和防爆 AGV 产品线，拓展了应用领域，并立项开展特

种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研发，为后续行业应用积累和奠定基础；在智能装备方面，持续加大

数字化、智能化研发力度，新研了核药智能分装系统产品，在核技术应用领域的业务有了新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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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为核医药产业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的智能化解决方案；面向国防军工行业特定需求，开展了

智能保障系统软硬件产品研发，旨在提高军事后勤保障效率和服务水平，具备了为国防军工领域

提供整体智能解决方案的能力。 

 

2.3.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核工业与核技术应用行业 

我国核工业与核技术应用领域正形成自主创新与智慧赋能双轮驱动格局，其发展态势呈现多

维突破特征： 

技术创新维度，我国在夯实三代核电技术优势基础上，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与四代核

反应堆研发取得纵深突破，加速了商业化进程，并促进了核能应用的多样化。借助人工智能（AI）

和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了核电站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管理，加快了智能核电建设的步伐。同时，

在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和同位素分离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完善了核燃料循环产业链，提高

了资源利用率并减少了核废料污染。此外，碳-14 同位素的国产化以及钼-99 等医用同位素供应能

力的增强，加上质子回旋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系统等高端医疗设备的研发取得的进

展，标志着核技术应用领域的关键瓶颈已被突破。 

产业升级维度，“华龙一号”技术品牌全球布局带动装备制造全链升级，核能综合利用开辟全

新赛道——核能制氢、区域供热、海水淡化等创新应用示范项目相继落地，形成“电-热-氢”多能联

供的新型产业生态。《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以顶层设计明确指引，2026 年

产业规模剑指 4000 亿级市场。 

业态创新维度，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巴基斯坦、阿根廷等国合作建设核电站，形成

了“技术输出+设备出口+工程服务”的模式。同时，“核风光储一体化”项目的试点提升了能源系统

的稳定性，促进了核能与新能源融合的新业态形成。引入 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模式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减轻政府财政压力。AI+核医学影像的智能诊断系统和远程放疗计划系统则

提升了诊疗效率，实现了跨区域精准放疗。 

展望未来，我国核工业将继续增加自主研发投入，致力于在核反应堆设计、关键设备制造、

核燃料循环利用等方面取得核心技术突破，推进“热堆-快堆-聚变堆”的三步走战略。核能的多元化

利用将进一步探索和商业化应用，如核能制氢、核能供暖等新型利用方式的发展。政策和市场协

同作用不断增强，核电被纳入绿色低碳政策体系，通过 CCER（中国自愿减排项目）参与碳市场

交易。产学研协同平台将得到强化，核技术将与 AI、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放射性药物

研发、核医学影像装备的国产化将成为重点发展方向，预计到 2030 年，质子治疗中心将达到一定

规模，核医学药物市场规模将突破 300 亿元，实现精准医疗与核技术的深度融合。 

（2）国防军工行业 

作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基石，国防军工行业正经历以智能化升级为引擎的战略转型，并

通过跨领域协同创新重塑产业格局。 

该行业在尖端技术领域已形成突破性发展态势。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构建起

覆盖装备研发、作战指挥、后勤保障的数字化神经中枢。5G 通信技术与云计算平台的应用，使装

备系统实现全域感知和自主协同。无人机和无人战车通过集成 AI 与网络信息战技术，促进了装备

无人化的发展趋势，而在 AI 赋能自主决策能力之后，四足机器人、无人地面装备等已具备复杂环

境下的任务执行能力 

新产业的兴起为国防军工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军民融合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

民用技术被引入到国防军工领域，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业态。例如，无人机、商业航天以及智能安

防等新兴产业的应用日益广泛，既促进了军工技术的创新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完善和提

升。此外，军工企业积极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的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构建了

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同时，积极探索智能化生产、柔性制造等新模式，以快速响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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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客户需求的变化。 

展望未来，国防军工行业的发展将更加多元化和智能化。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

其应用深化，国防军工行业将进一步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面对全球安全形势的变化和

不断升级的军事需求，对核心零部件、关键原材料和技术国产化的迫切需求愈发明显。特别是在

半导体、电子元器件、高端制造装备以及特殊材料等领域，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产业化力度，

旨在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确保供应链的安全稳定。这一系列措施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安全防御

能力，也为国防军工行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革新浪潮，中国更以破竹之势推动技术迭代、产业

跃迁与生态重构。 

技术突破领域，行业正深度整合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催生智能机器人跨

越式发展。多模态大模型赋能下，自主决策系统突破认知边界，实现工作流程的智能优化与人机

协作的范式升级。伴随机器视觉与传感器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环境感知体系完成多模态融合进化，

使复杂非结构化场域的自主导航成为现实。 

产业拓展维度，新产业的迅速崛起为机器人及智能装备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制造业

的转型升级加速了工业机器人需求的增长。特种机器人种类日益丰富，特别是在极端环境作业、

应急救援、深海探测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人形机器人产业化进程

进入快车道，多地“揭榜挂帅”专项行动密集落地，2025 年将成为其商业化元年，到 2035 年全球市

场规模有望达到 380 亿美元。 

模式创新层面，行业生态呈现多点开花之势。租赁共享模式方兴未艾，云端赋能实现远程运

维革新，定制化服务破解垂直领域应用痛点。5G+工业互联网构建集群智能网络，大数据分析驱

动效能跃升，全价值链数字化改造重构产业竞争力。 

展望未来，机器人将朝着“强环境适应性+自主决策”的方向升级，多模态协同（空中/地面/水

下）将成为处理复杂场景的主要解决方案。AI 大模型嵌入高端机器人后，将大幅提升其语义理解

和多模态交互能力，进一步提高智能化水平，使其能够执行更为复杂精细的任务。场景多元化的

发展趋势意味着机器人将在更多领域得到应用，从工业、医疗到养老，人机协同将覆盖更广泛的

领域。人形机器人也将进入家庭服务和特种作业等复杂场景。产业链的升级与成本优化将提速，

通过“补链强链延链”行动降低核心部件成本，完善行业标准体系，解决设备互联互通的问题。这

一系列变革不仅推动了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也为各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1,568,158,790.23 1,571,587,749.46 -0.22 1,384,137,83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283,332,726.65 1,259,739,354.37 1.87 1,056,128,494.49 

营业收入 275,725,673.21 255,442,358.56 7.94 463,491,47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7,600,037.13 34,686,780.54 8.40 121,563,59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17,178,915.98 16,257,710.51 5.67 99,185,6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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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195,921.49 22,334,951.17 30.72 52,447,081.6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00 3.06 减少0.06个百分点 15.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35 5.71 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35 5.71 1.32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11.03 15.89 减少4.86个百分点 9.1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3,259,702.77 71,432,957.59 54,586,587.13 126,446,42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174,381.18 23,653,723.09 -5,418,230.58 30,538,92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4,253,856.23 15,602,891.39 -8,590,330.68 24,420,211.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753,949.04 14,986,264.84 -28,495,693.04 74,459,298.7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4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2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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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行之远控股有限

公司 
- 28,661,917 28.05 28,661,917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中核浦原有限公

司 
- 9,270,000 9.07 - 无 - 国有法人 

杭州一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8,876,952 8.69 -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杭州智航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7,101,561 6.95 7,101,561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来建良 - 5,600,003 5.48 5,600,003 无 - 
境内自然

人 

杭实资产管理（杭州）

有限公司 
-1,530,000 4,959,000 4.85 - 无 - 国有法人 

浙江赛智伯乐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杭

州杭实赛谨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19,315 3,090,170 3.02 - 无 -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二

一零一组合 
-915,640 837,819 0.82 - 无 - 其他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833,708 833,708 0.82 - 无 - 其他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 824,200 0.81 -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法人股东杭州行之远控股有限公司、杭州智

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受公司实际

控制人来建良先生控制。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

量 

表决

权比

例 

报告期内

表决权增

减 

表决权受

到限制的

情况 
普通股 

特别表决

权股份 

1 杭州行之远控

股有限公司 
28,661,917 - 28,661,917 28.05 - 无 

2 上海中核浦原

有限公司 
9,270,000 - 9,270,000 9.07 - 无 

3 杭州一米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876,952 - 8,876,952 8.69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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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杭州智航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101,561 - 7,101,561 6.95 - 无 

5 来建良 5,600,003 - 5,600,003 5.48 - 无 

6 杭实资产管理

（杭州）有限

公司 

4,959,000 - 4,959,000 4.85 -1,530,000 无 

7 浙江赛智伯乐

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杭

州杭实赛谨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3,090,170 - 3,090,170 3.02 -2,019,315 无 

8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二一零一

组合 

837,819 - 837,819 0.82 -915,640 无 

9 杭州景业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833,708 - 833,708 0.82 833,708 无 

10 安徽楚江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824,200 - 824,200 0.81 - 无 

合计 / 70,055,330 0 70,055,330   /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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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572.57 万元，同比上升 7.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60.00 万元，同比上升 8.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7.89 万元，同比上升 5.67%。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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