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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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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美银证券 李慧群 统一证券 郑宗杰 

中信建投 陈思玥 汇丰前海 张恒 

招商证券 周翔宇 上海中域 袁鹏涛 

瑞银集团 陈程智 中广云投资 牛妍菁 

美银证券 庄亚林 上海禾其 王祥麒 

花旗環球 王曉琼 摩根士丹利 林陳悦亞 

复通(山东)

私募 
余音 玄卜投资 韦琦 

上海亘曦 朱登科 建信养老 陶静 

野村国际 段冰 深圳达实 管小芬 

中信期货 魏巍 宁波明盛 李达 

信达证券 姜佳明 青岛中航 吕政和 

东方财富 姜倩慧 华泰证券 郭雅丽 

花旗環球 曾俊栢 上海五中私募 张正权 

民生证券 金郁欣 海通证券 杨蒙 

方正证券 陈嵩 上海明汯 唐毅 

和易瑞盛 季君 和易瑞盛 金若冰 

东方阿尔

法 
潘登 浙商证券 刘雯蜀 

东方证券 浦俊懿 深圳前海 梁正芳 

北京中泽 刘军洁 天风(上海)证券 周春林 

瑞银证券 熊玮 华泰柏瑞 赵楠 

国盛证券 陈泽青 上海循理 安倩 

创金合信 周志敏 开源证券 陈宝健 

兴业证券 陈鑫 平安证券 王佳一 

深圳市领

先科技产

业 

陈聪 国元证券 胡爱军 

浙商证券 刘静一 海通证券 杨林 

山西证券 赵天宇 循远资产 田肖溪 

汇丰前海 刘逸然 高盛(亚洲) 宋婷 



上海申银 徐平平 美银证券 王子涵 

友谊时光 杨越 国元证券 耿军军 

同泰基金 胡薇薇 上海秋阳 郑捷 

中信建投 樊文辉 中国国际金融 王倩蕾 

广发证券 袁玉洁 国金证券 赵彤 

Atebin 

Capital 

Mathew 

Vanover 
群益证券 洪玉婷 

上海榜样 吴诗雨 上海道仁 陈跃雄 

中泰证券 王心悦 华泰证券 谢春生 

大和资本 徐润钊 广州瑞民 黄鹏 

中国国际

金融 
魏鹳霏 信达证券 傅晓烺 

 

时间 2025 年 04 月 29 日 

地点 电话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秘、CFO 王焕欣 

副总裁 杨新辉 

董事长助理 投资总监 Rick MI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 端侧智能产业概述 

1. 端侧智能进化 

智能技术的演进在加速发展, 模型在不断的演进中性能越来越优异，整

个 AI 语言模型向多模态模型在进行演进，推动更多的多模态的产品出

现。2025 年初 DeepSeek 推动产生的模型轻量化技术和模型压缩技术快

速落地, 也加速了端侧智能的发展进程。 

 

混合 AI 能够推动整个操作系统的演进。大模型的出现，首先在云端进

行落地, 进入 2025 年以来, 端侧智能的产品越来越多, 包括在手机，汽

车以及更多的智能硬件设备上体现。端测智能具备无网络限制、低延

迟、数据安全、以及端侧模型的性能不断优化的特点，可以提供更好、

更及时的智能体验。 

 

从端侧智能技术的演进来看, 首先异构计算推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发展。从去年开始看到 AIPC 的快速发展，结合了 CPU、NPU 和 GPU

的能力。公司所定义的端侧智能, 是在高算力的平台上融合 AI 的原生

操作系统，再加上端侧大模型。公司是从智能操作系统迈向 AI 原生操

作系统的路径上不断迭代和演进。由于高算力平台和计算平台一直是

公司专注的重点, 因此, 公司具备完全的实力结合端测模型的能力，进

而推动从芯片到操作系统的系统重构, 以及应用重构。端侧操作系统+

端侧智能的产品和服务, 成为公司持续发展的战略重心。 

 

2. 端侧智能技术和产品 



随着模型本身的能力和成熟度不断强化和完善, 大模型能够在端侧设

备上运行起来。端侧计算的算力和内存空间的需求, 7B 以上的模型，也

越来越多地运行在端侧领域, 包括手机端和汽车端。另外, 随着半导体

厂商对芯片内存带宽的不断提升，可以支持高内存带宽。公司在不断探

索不同场景中的智能化需求, 包括在智能手机、智能汽车和智能硬件方

面的产品演进，也包括 AI 定义汽车的场景, 比如车内的云交互、AI 功

能强化、自动场景推荐、智能场景的生成、智能车机控制等功能。 

 

如今, 更多的端侧智能产品从原型设计阶段走向了量产阶段, 可以看到

广阔的增量市场空间。比如, 2025 年 CES 期间, 就可以看到比以往更丰

富的智能化产品, 包括 AI 手机, AIPC, AI 眼镜, 智能机器人等产品纷纷

涌现。 

 

3. 引领端侧智能方向 

3.1. 端侧智能的领军者 

公司具备一系列端侧智能领域的核心技术, 比如, 快速启动、小内存优

化节电技术，低延迟技术，摄像头调优技术，AI 引擎技术, 3D 图形图

像, 全场景视觉等一系列围绕操作系统和端侧智能的核心模块。同时, 

公司产品集中于面向高算力的端侧产品领域, 可以很好地实现从端侧

到边缘侧到云端的全场景。通过和头部厂商合作, 已经形成了端边云一

体化的综合解决方案。公司将继续布局在端侧和边缘侧的核心技术, 和

头部厂商在云端合作共赢。公司将进一步加速端侧智能计算平台的领

先优势, 依托于一体化的硬件+软件+算法平台，以不断积累的技术优

势和客户共同探索, 持续拓展不断变化的多元化智能硬件+软件平台, 

成为端侧智能计算平台的领军者。 

 

3.2. AI 重塑机器人的领跑者 

在“中科创达 ThunderWorld2025 端侧智能技术大会“上, 公司深度融合

端侧 AI 技术，发布了两款机器人最新产品—GS - 150 - V1 1.5 吨堆高型

叉车和 GP - 150 - V1 1.5 吨搬运型叉车。采用多模态感知融合识别技术，

搭配多传感器立体组合，能够实现精准定位与混合导航，在复杂环境下

也能稳定运行，具备强大的复杂任务处理能力。并且, 公司也发布了面

向机器人的算力模组, 构建起从 12TOPS 至 80TOPS 全覆盖的算力平

台，为 AMR（自主移动机器人）实现更高效的端侧 AI 运算筑牢了硬件

根基，有力地推动了 AMR 智能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满足了 AMR 在

不同应用场景下对算力的差异化需求。 

 

3.3. AI 定义汽车的领航者 

公司最新发布的滴水 OS 1.0 Evo, 以端边云协同 AI 原生架构为核心，

灵活利用主流芯片平台算力，实现从车内外多模态感知到车辆底层能

力，再到生成式 HMI 的座舱系统全面重构，将 AI 融入系统的方方面

面，为最终用户带来“超真实、超智能”的新体验，为汽车产业出海带

来“超融合生态”的完整应用体系。 

 



超真实——以 Kanzi 工具链实现超 650 万面的超级细节和实时光影，主

流场景一镜到底的丝滑转场，行业首创的 SR+AVM 智穹融合实境，搭

载“星光夜视” 视觉增强， 并集成主动降噪，搭配 3D 环绕声等高级

声学技术，从视听到交互，全方位升级智能座舱体验。 

 

超智能——依托端边云协同 AI 框架，深化边缘侧大模型 AI 能力，融

合多模态交互与智能体技术，精准覆盖登车、用车至停车全场景，为用

户提供主动感知、智能响应的全流程服务体验。其覆盖 50+座舱意图域，

集成 1000+语音控制原子能力，实现毫秒级响应（<500ms）与 95%+的

意图落域准确率。 

 

超融合生态——深度整合全球生态资源，构建覆盖底层芯片适配、操作

系统研发、算法模型创新、云端服务协同及场景应用开发的全链条融合

生态，为全球主机厂打造标准化、模块化的量产级开发平台，以高效的

技术解决方案与生态赋能体系，全面加速全球车企智能战略落地。 

 

面对中央计算架构普及与大模型上车的行业浪潮，公司在 2024 年北京

车展全球首发整车操作系统—滴水 OS, 历经一整年的市场实战检验、

技术迭代升级与生态协同共建，公司最新发布的滴水 OS 1.0 Evo, 迎来

重大技术跃迁，正式迈入全面 AI 化新时代。 

 

综上所述, 移动操作系统的核心技术奠定了公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快速增长, 如今, 公司正在构建起"混合 AI"时代的全新基础设施, 将新

型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边缘计算、云计算等技术在操作系统层进行

深度融合, 为公司现有的产品服务矩阵与重点深耕的垂直市场添加羽

翼。 

 

二、 2025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的总结 

2025 年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69 亿元, 同比增长 24.69%；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57.28 万元, 同比增长 2%。AI 产业和端侧

智能的发展, 给公司带来了新机遇。在 2025 年, 公司将进一步巩固优势

并突破瓶颈, 围绕核心业务深化，聚焦高增长领域；继续大力开拓全球

市场；坚定在前沿技术、创新应用方面的投入；精细化管控，持续提升

运营效率等领域不断稳固发展。 

 

同时, 面向丰富多样的智能化场景, 公司通过强大的 Turnkey(一站式交

钥匙)端侧智能平台, 构建起操作系统技术和软硬件通用模块技术，为

众多的企业提供符合自身需求的系统基础软件、模块化产品、端侧智能

创新以及完备的从系统设计到产品交付的全价值链赋能。用一套统一

的、端到端的交钥匙平台来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即使领域不同，也可

以通过一些共性的技术和系统需求，例如摄像头的 AI 算法、5G 连接、

虚拟化、实时连接、端到端安全等需求, 汇聚到一套统一、安全、高效、

便捷的交钥匙平台中，以便各类客户能够快速地搭建自己的设备和相

关的应用平台。这一核心能力 , 使得公司可以基于聚焦且专注的



Turnkey(一站式交钥匙)平台化能力, 不断持续拓展和支撑智能产品和

场景多元化的需求。 

 

三、 问答 

1. 大模型时代到来后, 在各个移动端都看到很多机会。如果在车端平

台上，大模型应用领域是主要在座舱端, 还是座舱和驾驶域都会覆

盖？如果都覆盖的话, 大概是哪些上场景上会用到大模型？ 

答: 在 AI 大模型席卷汽车领域的浪潮中，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从智能

驾驶辅助的自主决策，到车内交互系统的自然交互，对算力的需求呈爆

发式增长。 

大模型采用端云混合架构才能为用户带来最佳体验。首先是模型的交

互能力, 比如语音交互场景, 在语音意图理解方面，通过在端侧部署语

音大模型，能够实现快速响应，满足人机自然交互所需的毫秒级响应要

求。另外, 还包括自主推荐场景, 比如用户记忆功能则通过长短时记忆，

记录驾驶员和车内的习惯，实现自主推荐和操作。在视觉相关场景中，

AI 增强的 AVM 技术能让车辆在夜晚暗光条件下，如同白昼一般清晰

看清周边环境，精准还原物体本来面貌；基于大模型推理的 AI 哨兵，

能够对监控视频进行深度分析，仅在出现真正对车辆构成危害和威胁

的情况时才发出报警。 

 

2. 请问滴水 OS 现在的主要客户包括哪些？如何收费？ 

答: 公司的整车操作系统-"滴水 OS", 将座舱、智驾、舱驾融合等全部打

通, 成为公司汽车智能化的核心系统中枢。滴水 OS 面向的是车厂客户, 

以及全行业合作伙伴。公司通过构建的"OS+域控+生态"的全栈能力，

向客户和行业合作伙伴提供全开放、全白盒的选项，来帮助汽车行业提

高整车软件研发迭代的效率。滴水 OS 可以为客户提供从端云混合架构

的端侧智能开发、软件开发、IP 授权、以及舱驾融合域控制器高性能软

硬一体平台等全栈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 

 

3. 公司如何看待当前形式下的全球化业务发展, 如何看待下一增长曲

线，如何保持持续增长？ 

答: 操作系统是一项全球化技术。这一技术的“基因属性”，注定了操作

系统技术开发和操作系统产品商，不仅需要较长周期的技术积淀和积

累，还需要全球整合的发展逻辑。公司将继续大力开拓全球市场。公司

已在全球 16 个国家或地区设有研发中心，一方面, 公司通过全球团队

向当地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产品和服务, 确保全球化业务的持续增

长。另一方面, 公司会进一步扩充全球整合的研发资源, 根据不同国家

或地区各自的人才特色和优势, 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不断地吸引优质人

才, 助力公司始终站在操作系统技术的前沿位置。 

 

2008 年创业伊始, 公司把握移动操作系统的新兴之势，运用技术研发的

核心能力迈入高速发展的市场，也从此奠定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快速

增长。如今, 智能化计算革命的最新趋势, 公司将发力于第二增长曲线

(现有业务+端侧智能)以及第三增长曲线(端侧智能+创新业务), 沿着全



球化布局、提供领先智能操作系统及端侧智能产品和技术的公司的目

标而奋斗。公司的"操作系统+端侧智能"平台正在不断推动汽车、机器

人、以及以手机、物联网等代表的智能终端的全面发展。 

 

AI 产业和端侧智能发展, 给公司带来巨大的产业机会, 而这个产业 

处于刚刚开始并且不断加速的阶段, 因此未来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并且, 随着 AI 能力嵌入到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智能硬件（手机、汽

车、智能硬件等）中变得更加可行和普遍, 从而带来丰富的嵌入式应用

场景。公司的业务受益于整个 AI 产业及端侧智能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机

会。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5 年 0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