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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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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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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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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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9元（含税

）。截至本年报披露日，公司总股本710,629,38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1,927,133.77

元（含税）。如在此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

例。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此预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海防 600764 中电广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军成 马凯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号
电话 010-88010561 010-88010561
传真 010-88010570 010-88010570
电子信箱 xiajuncheng@cecgt.com makai@cecgt.com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二、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电子防务装备行业情况

1.行业基本情况

电子防务装备领域相关行业以服务国家安全为主要使命，业务系统与产业链相对独立，行业

上下游的核心供应链大部分处于军工科研生产体系内。相关产品具有高技术、高投入、专业性强、

质量和可靠性要求高、产品附加值大等特点，全产业链涉及研发设计、材料制备、零部件制造、

整机总装、试验检测、维护维修、人员培训、专业服务等多个环节。该行业具有核心技术复杂、

产品工程化程度高、上下游产业链覆盖面广、行业壁垒高准入门槛高的行业特点，以及产品多功

能综合一体化发展趋势迅速，高质量和高可靠性要求全面强化的发展特点。其中：

水声电子防务行业主要服务于我国海洋强国战略，该行业的相关产品作为防务类产品而言，

存在着更新换代周期快，后续维护、修理的售后需求延续性强的特点，且变更供应商需要较复杂

的流程，因此一旦产品被纳入采购计划，客户的采购一般较为稳定，使得行业供应商在较长时间

内能够获得稳定可靠合同。在这些特点之外，水声电子防务行业相比于一般特装电子行业还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从技术发展角度来说该行业是一个对工程性和实践性要求极高的行业，其所依赖

的水声电子技术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实验性学科，从事该行业产品的科研生产，需要基于各类水面

水下防务平台通过试验积累丰富的湖试、海试等试验数据，同时兼顾电子技术、传感器技术、信

息处理技术、海洋物理等多项高新技术领域能力；从应用领域角度来说该行业主要为各类水面及

水下舰艇、有人与无人海洋装备平台提供配套装备，是这类防务平台感知、通信、对抗能力的核

心组成部分。这些特点使得水声电子防务行业具有极高的技术门槛和行业准入门槛。目前行业内

生产企业主要根据特定用户订单生产，产品销售数量与产品价格主要与国防领域相关能力建设布

局密切相关。

特装电子行业是国防科技工业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防战略强调“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

化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包括信息系统、整机、零部件、配套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电子元器

件、电子功能材料等一系列相关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通道中。目前该行业具有国产化需求迫切、

保密性和安全性要求严格、产品定制化特性高、采购行为具有稳定性、市场排他性等特点。在国

产化需求方面，特装电子行业面临着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和核心部件国产化更加迫切的需求，特装

电子行业大力发展自主可控核心技术已经成为行业当前主要方向；在保密性和安全性方面，由于

客户对信息保密性和安全性的要求，使得行业参与者必须具备相应的保密安全资质或认可，不具

备这些条件的厂商只能从事较外围不涉及核心的配套相关工作；在产品特性方面，特装电子行业

对产品的定制化要求高，相关产品相对于民品而言具有个性化、小批量的特点。客户对相关产品

会依据应用环境、指标、参数、性能提出特殊的要求，并要求配套厂商配合研制，定制化的特性

较为明显；在市场准入方面，行业供应商一旦进入客户的《合格供方名录》，一方面意味着被纳入

严格的采购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与客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相关产品一旦列装批产，

如无重大技术更新或产品问题，客户原则上不会轻易地更换产品供应商，并对后续的产品维护、

更新、升级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因此，特装电子产品市场具有一定的行业壁垒。

2.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电子防务装备行业情况

在国防建设向新质战斗力生成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公司主营业务聚焦方向上的水声电子及特

装电子行业都呈现出技术高速迭代，需求更新升级的特点；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体系快速发展导致

新需求不断涌现；深海及无人领域的防务装备正在蓬勃发展；防务类产品全方位自主可控成为行

业刚需。

(二) 电子信息产业行业情况

1.行业基本情况

电子信息行业是我国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支柱产业，规模总量大、产业链条长、涉及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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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广，是稳定工业经济增长、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产业，

以及加快工业转型和现代社会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支撑，在国际环境压力加大、行业转型趋势增强

的关键阶段，该行业近年来呈现产业韧性强、创新推进快、转型升级稳的特点。

公司旗下的电子信息产业相关业务，从业务的具体分类来看，绝大多数还隶属于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行业方向，主要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领域。还具有“科

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共有的特点。

2.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电子信息产业情况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产业创新工程，完

善产业生态，拓展应用场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智慧城市方向上，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行业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智慧城市 ICT

（信息与通信技术）市场规模达到 9,397.10 亿元，较去年有所增长。其中，基础设施及物联设备

投资额最高，为 5,456.2 亿元，ICT 服务投资为 1,624.4 亿元，占比 17.3%。从政策层面来看，国

家不断出台积极政策推动智慧城市各方向应用加快向智能化融合、向数字化转型。在智能交通方

面，交通运输部 2024 年 5 月发布《关于支持引导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通知》，

提出要“推动跨领域产业融合，围绕协同创新发展，实施车路云一体化和船岸云一体化试点”，提

出自2024年起,通过3年左右时间,支持30个左右的示范区域,打造一批线网一体化的示范通道及

网络,力争推动 85%左右的繁忙国家高速公路、25%左右的繁忙普通国道和 70%左右的重要国家高等

级航道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虽然行业整体发展稳定，但在具体细分领域，受国际国内形势变化

影响，出现一定程度行业波动情况，根据交通运输部 2025 年 3 月发布的 2024 年公路水路交通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来看，虽然水运相关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5%，但公路建设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下降 8.7%。在此背景下，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港口整体市场需求应能稳定，但具

体部分行业细分领域可能受到投资规模缩小、项目执行周期延长、项目结算时间延后等多种不利

因素影响。

智能制造方向上，国务院于 2024 年 3 月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

案》、工信部牵头七部委于 4 月印发《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些政策旨在促进先进

智能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加速工业大模型部署，并支持企业在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和高

端装备上的研发。政策还强调了智能制造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以及加强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

探索智能制造“中国范式”。国务院 4月例行政策吹风会上提出“聚焦工业领域重点行业开展四

大行动全面推动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会上特别指出，国家要加快推动智能制造装备普及应用和

更新升级，推广应用数控机床、增材制造、机器人、智能物流、传感检测、仪器仪表等通用智能

制造装备，开发应用针对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专用智能制造装备。在此背景下，智能制造行业

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的需求增长预期。

智慧海洋方向上，2024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4 年 15 个海洋产业增加值 43,733

亿元，比上年增长 7.5%。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实现了 9%以上的快速发展。海洋渔业、海洋油

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等实现平稳发展。智慧港口方面，交通运输部 2023 年底

发布了《关于加快智慧港口和智慧航道建设的意见》，要求到 2027 年，全国港口和航道基础设施

数字化，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和智慧航道，建设和改造一批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和干散货

码头，推进港口信息基础设施及航道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港口智能感知设备及航道智能感知

设备部署应用。深海养殖方面，2023 年农业农村部等 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

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养殖水体 1万立方米以上的深远海渔场建设，2023 年及 2024 年中央一号

文件均提出要“建设海洋牧场，支持深远海养殖”。在此背景下，智慧海洋方向上智慧港口、深

海养殖等方面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的需求增长预期。

油气相关设备方向上，国家能源局相关数据显示，国内天然气 2024 年产量达到 2464 亿立方

米，连续八年增产百亿立方米。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同比大幅增长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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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需求在国家能源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和全球能源转型双重驱动下正保持高速增长。国家能源局

2024 年底新闻发布指出，2024 年前 8 个月，能源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约 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2%，能源网络基础设施投资稳步释放，西气东输三线中段、西气东输四线等天然气骨干管网工

程投资持续释放。辽宁、浙江、广西、山东 LNG 接收站投资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油气勘探、

钻采、储运、管道维修等市场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的需求增长预期。

(三) 主要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业务主要涵盖：电子防务装备领域、电子信息产业领域、专业技术服务领

域，并在这些领域中开展水声电子防务产品、特装电子产品、电子信息产品等方向上的研发生产

并提供相关专业技术服务（如表）。

业务

领域
行业 主要产品

电子

防务

装备

领域

水声电子

防务行业
水声电子

水下信息获取/探测/通信/对抗/导航系统及设备、水声救援设备、水声

换能器、各类水声仪器及器材、航空声信标、压电陶瓷元件等

特装电子

行业

水下攻防 水下信息系统、水下防务系统专项设备、水下攻防配套设备等

卫星通导 卫星综合应用系统与平台、导航与通信终端产品、多模接收机及芯片等

专用计算机 抗恶劣环境计算机、计算机模块等

运动控制 轴角转换器、编码器、运动控制系统、操控设备、综合集成机电系统等

特种电源 雷达电源、三代标准台电源、模块电源、集成电源等

机电设备 舰船机电装备

其他
电连接器、线缆连接组件（深水密封连接器、大电流大电压连接器、电

流传感滤波连接器）、特装电子器材、特装电子元件等

电子

信息

产业

领域

智能制造 智能加工制造系统、自动化生产线等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相关系统（建筑智能化系统、公共安全防范系统、人脸识别预

警系统、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智慧场馆/园区信息化平台、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系统、智能化综合弱电系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方案设计和实施）、

智能交通系统及设备（客流统计系统、交通信号控制设备）、轨道交通智

能运维系统装备、涉密信息系统、工业及特种 LED 照明产品等

智慧海洋
智慧港口智能系统装备、深海养殖智能系统装备、船舶智能信息系统设

备、海洋智能装备、海洋电子信息系统

卫星通导 海洋北斗应用产品

新能源设备 风电制动器、转子锁、发电滑环等

环保设备 海洋环境监测系统、压载水电源、超声波清洗设备

油气相关设备
油气勘探装备、油气储运装备、油气输送设备、油气管道维修设备、油

气钻探和开发装备等

机电设备 烟机电控设备、特种电梯等

加固计算机 加固计算机及相关配套产品

其他 超声用压电陶瓷元件、其他电子信息产业相关模具、材料等

专业

服务

领域

试验检测服务 电子设备环境试验、可靠性试验等试验检测及专业技术服务

其他 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综合集成业务、油气管道施工工程服务

(四)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水下防务类产品

主要用于水下信息探测与对抗、水下信息获取、水下信息传输、水下信息系统控制以及水声

救援。

2.专用计算机

主要产品有抗恶劣环境计算机、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等典型整机类产品，以及模块

级产品相关的硬件、固件、软件、结构等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防务领域，以及航天、航空、电

子等重要行业或领域。

3.运动控制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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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有轴角转换器、编码器、运动控制系统、操控设备、综合集成机电系统等，广泛应

用于船舶、兵器、航空、航天、电子、核电、高铁动车、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等重要行业

或领域。

4.特种电源类产品

主要产品有模块电源、雷达电源、脉冲电源、集成电源、智能电源管理系统等产品，广泛应

用于航天、航空、电子、兵器、船舶等重要行业或领域。

5.卫星通导类产品

主要产品包括卫星通导系统及设备、自主产权多模 GNSS 芯片、多模接收机、北斗终端定位设

备、海上移动平台安全防护系统、海洋观测机动调查设备等，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6.电连接器类产品

主要产品为电连接器、线缆连接组件（深水密封连接器、大电流大电压连接器、电流传感滤

波连接器）等，广泛应用于海、陆、空等防务装备与试验设备等，是防务领域不可或缺的元器件

级部件。

7.油气相关设备

油气储运装备主要产品为 LNG 船岸装卸系统、LNG 输送与转驳系统、LNG 装卸车撬，广泛应用

于 LNG 接收站、LNG 调峰站、LNG 液化工厂、LNG 加注船、LNG 加注站、FSRU（浮式储存气化装置）；

油气勘探装备主要应用于各大油田复杂井况的油气勘探；油气勘探高温高压过钻头测井系统主要

应用于各大油田非常规复杂井况的油气勘探业务；管道封堵抢修成套设备，主要应用于长输油气

管线的正常维修改造和突发事故的抢修；油气钻探和开发装备主要产品为天线罩、造斜器、扶正

器等油气钻采配套产品，主要应用于油气资源的钻探和开发。

8.智慧城市相关产品

主要产品包括智慧城市工程、城市交通集成、高速公路集成、轨道交通智能运维系统装备、

无线智能路灯控制系统、厂房智慧照明系统、港机登机安全管理系统、一卡通管理系统、换热站

无人值守远程系统、智能无线通讯路灯、信号控制设备、交通感知设备、智慧城市软件产品、企

业数字化管理平台软件产品、LED 灯具、特装卡车前照灯、眩目拒止设备等，主要应用于智慧交

通领域、智慧城市领域、政企数字化转型领域以及特种照明等应用方向。

9.智慧海洋相关产品

主要产品包括船海岸一体化智能系统装备系列产品、智慧港口智能系统装备、深海养殖智能

系统装备、船舶智能信息系统设备、海洋智能装备、海洋电子信息系统等，主要用于智慧港口、

智慧养殖、智能船舶、智慧航运、海洋环境观监测等行业领域。

10.智能制造相关产品

主要产品包括智能加工制造系统、工业机器人智能清洗机、智能装配生产线等，广泛应用于

汽车、船舶、航空航天、石油化工、新材料应用等重要行业或领域。

11.其他新兴产业相关产品

主要包括太阳能光热电站镜场智能清洗车，广泛应用于太阳能光热电站运维；风电制动器、

转子锁、发电机滑环等，广泛用于各类风力发电机组；工业烟气净化设备、锅炉除尘脱硫脱硝设

备、污水处理设备等节能环保装备，主要用于冶炼、发电、化工等行业大气污染治理，锅炉除尘

脱硫脱硝以及污水处理。

(五) 经营模式

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主要通过下属企业进行，下属企业经营工作主要围绕研产销开展，还包含

部分工程项目承接、服务项目接单。主要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的订单式经营模式和产销结合、市

场预测的综合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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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防务类业务采购由各子公司专门业务部门负责，严格遵照质量体系管理要求，从合格供

方中采购，遵循价格优先、质量优先和服务优先的采购原则；对于客户指定的供货商，一般按照

客户要求进行定点采购。部分产品采购还会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市场预判，针对长周期物资进行部

分预投产。

公司非防务类业务采购由各子公司专门业务部门负责，严格遵照质量体系的管理要求，以合

格供方采购为主。

2.生产模式

公司业务采取订单式生产为主，先接订单，再依据订单的要求，采购原材料，最后组织生产。

非防务类业务中部分销量较好的产品也会采取预投生产模式。

3.销售模式

公司防务类业务主要依据客户下达的任务和计划，与客户或相关总体单位、总装单位签订订

货合同；非防务类业务则以竞标、业务洽谈等方式获取合同，根据合同要求组织生产并交付，实

现销售。

4.主要产品定价方式

公司防务类业务的主要产品由客户的采购主管部门采用成本加成或招标竞价的方式定价，定

价过程由客户的审价部门进行主导，并最终确认产品的价格；非防务类业务产品主要采用市场化

方式，参与客户项目竞标，以中标价格定价。

5.项目承建或服务接单方式

根据项目竞标中标后所签项目合同或服务接单后所签服务合同，严格按照各下属子公司项目

管理相关制度开展工作。

三、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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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4,280,517.87 11,696,845,438.23 0.41 10,681,934,81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144,757,429.53 8,068,655,912.82 0.94 7,779,984,541.72

营业收入 3,173,112,623.40 3,591,599,697.39 -11.65 4,291,537,87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27,998,515.54 308,583,121.47 -26.11 584,813,62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2,017,563.71 238,605,732.29 -53.05 518,403,96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427,916.28 189,504,239.00 -59.14 965,022,335.5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80 3.88 减少1.08个百分点 7.5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208 0.4342 -26.12 0.823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208 0.4342 -26.12 0.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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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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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290,921.88 799,395,592.07 714,406,106.09 1,301,020,00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10,201.56 71,460,186.79 73,698,738.61 78,929,38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968,205.93 55,659,132.38 55,857,081.03 1,469,556.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02,488,148.60 261,878,588.11 -146,308,715.27 264,346,192.0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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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7,34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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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
0 329,032,461 46.3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一五研究所
0 54,028,216 7.6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船投资管理（天津）

有限公司
0 26,355,612 3.71 0 无 0 国有法人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0 26,130,533 3.68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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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杰瑞科技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24,948,076 3.51 0 无 0 国有法人

江苏杰瑞科技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2023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

户

-1,740,215 23,207,861 3.27 0 无 0 国有法人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

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国新央企运营（广州）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0 15,797,832 2.22 0 无 0 其他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10,986,600 12,561,428 1.7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二六研究所
0 10,944,430 1.5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015,020 7,568,697 1.0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中船重工集团、七一五研究所、七二六研究所、

杰瑞集团、中船投资受中国船舶集团实际控制，按照证券监

管相关规定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国新央

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国新央企运营（广

州）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因受同一控制人控制，按照证券监管相关规定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外，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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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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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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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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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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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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73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1.65%；实现利润总额 2.77 亿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9.7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8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6.11%。基本每股收益 0.3208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117.44 亿元，负债总额 33.31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84.14 亿元，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1.4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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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陈远锦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5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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