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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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博时基金  何海怡 

汇丰晋信基金  李凡 

国融基金 陈晓晨 

国寿安保 撒伟旭 

朱雀基金  李萌 

摩根士丹利  李子扬 

上海嘉世私募  李其东 

深圳国晖投资  吴昊龙 

众合创业投资  叶萌 

耕霁（上海）投资  王立 

江苏瑞华投资  章礼英 

鸿运私募  蒋睿 

中信建投  章合坤 

华安财保资管  李亚鑫 

中信建投  章合坤 

太平洋证券  张世杰 

开源证券  张威震 

国联民生  郇正林 

东北证券  张东伟、武芃睿、唐凯 

华泰证券  王心怡 

国盛证券  钟琳 

上海光大证券  尚青 

财通证券  黎来论 

信泰人寿保险  刘跃 

国海证券  张富强 

国华兴益保险  孙玥 

华鑫证券  张振 

深圳嘉信天时  刘敏 

时间 2025 年 5 月 07 日 9:00-10: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线上交流）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黄逸超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王涛女士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公司业绩介绍： 

一、2024 年度的业绩情况及变动原因  

202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21.59 亿元，与 2023 年度的营收规

模几乎持平。实现归母净利润约 1.20 亿元，较 2023 年度下滑 28.02%。实

现归母扣非净利润约 1.01 亿元，较 2023 年度下滑 14.16%。 2024 年归母

净利润较 2023 年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2023 年确认了瑞点精密因为对赌

未达标、瑞点原股东给上市公司的业绩补偿款 3,485 万元，而 2024 年无

相关收入。  

收入方面，2024 年和 2023 年的营业收入规模变化不明显，但收入结

构有所调整。其中 MIM 板块的收入占比较 2023 年度有所下降，主要还是

因为消费电子行业在经历了多年的市场调整与技术迭代后，2024 年各品

牌的市场表现出现了分化，部分品牌的出货量有所放缓。 

但传动、散热类组件及其他的占比较前一年提升了 5.55%，整体收入

规模增长了 27.85%。公司近些年来布局的传动、散热等新兴板块，经过数

年培育，已经逐渐成长。 

二、2025 年 Q1 的业绩情况及变动原因 

2025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4.69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0.66%。实现归母净利润约 -1,750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亏了 35.45%。实

现归母扣非净利润 -2,059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亏了 34.61%。 

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明显，主要是由 MIM 板块、

传动散热及其他的增长贡献的，尤其是受益于终端对折叠屏和穿戴类设备

的持续拉动、以及传动智能家居业务持续增长。 

利润方面，今年一季度明显减亏，其中：①今年一季度营收 4.69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66%，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略有上浮，综

合影响毛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1,882 万元；②今年一季度期间费用（销管

研财）较上年同期增加 1,625 万，主要是研发费用增加 1,284 万元，今年

一季度研发项目增多，研发投入增大；③存货减值今年一季度较上年同期

计提减少 1,804 万。另外，在整体营收规模增长的基础上，收入结构持续

优化，传动、散热类组件及其他的收入占比持续提升。 



今年一季度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7,336 万元，较去年一季度变

动较大。一方面，因为采购业务和销售业务之间存在运营节奏、账期和收

付款方式的差异，一季度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流减少，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流增加。另一方面，公司在今年 Q1 支付的职工薪酬较

去年同期增加 1,977 万元。综合影响下，带来了 2025 年 Q1 的经营性现金

流量净额的变化。 

三、业务的变化和亮点 

2024 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对内集中精力，开展了战略解码工作，厘清

公司各个板块的战略路径和行动方案，明确重点项目并进行目标分解和推

进；全面推行精益管理，减少等待、减少浪费、提高运营效率。 

1、内部运营的持续改善和加强 

从运营结果看，2024 年度，MIM 板块在收入规模不显著的情况下，

整体毛利率水平较上年增长了 1.24%。 

存跌方面，2024 年下半年计提的存跌金额较上半年明显减少，2025

年一季度存跌计提金额相较去年同期也有减少。另一方面，公司在 2024

年新计提的减值金额大部分在后期都被消化了，真正产生呆滞的风险比较

小。 

消费电子行业具有产品生命周期短、上量速度快的特点，一旦终端品

牌客户出现集中上量的情况，在公司的产能上的压力较大，我们会谨慎评

估客户需求，进行适当备库。而终端市场技术更新迭代快，有一定的波动

性和不确定性，很难完全避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我们未来会坚持既定的

策略，即审慎评估需求、谨慎备库、提高存货质量；全面推广精益改善措

施，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减少等待和浪费，提升柔性化运营能力，进一步

缩短产品交付周期，减少备库、降低存货呆滞风险，从而避免大规模地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2、持续的市场开拓和成效 

目前的大环境虽然充满了各种挑战，国际贸易政策变动频发，但是，

我们过往的积累，包括对行业内优质头部客户群体的高覆盖率、对市场趋

势的敏锐嗅觉，加上一如既往地和客户保持密切沟通，积极进行市场开拓，



我们认为市场上不缺乏机会，我们要做的是发现机会、把握住机会。 

（1）以传动散热为例 

2024 年度，传动散热及其他业务的营收规模较 2023 年度增长了

27.85%。占整体营收的比重由 2023 年的 18.48%增长至 2024 年的 24.03%，

提升了 5.55 个百分比。今年一季度，传动散热及其他业务的营收规模较

去年同期增长了 20%，在收入绝对值增长的同时，占整个公司 Q1 营业收

入比重也在稳步提升。 

传动板块，2025 年，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战略规划，以创新为出发

点，持续配合客户进行产品创新和突破，打穿打透智能家居市场的头部客

户群体。目前我们已经覆盖了智能家居清洁品牌的排名靠前的几个重要头

部客户，产品类型也在不断丰富，在扫地机器人、洗地机以外，拓展了割

草机、擦窗机器人等新的品类。短期我们通过智能家居清洁机器人的规模

化量产订单，来支撑动力板块的持续的研发投入。面向未来产业的变革，

我们同步在推进机器人灵巧手关节电机的研发，以及汽车智能座舱中的创

新产品用电机的布局和技术沉淀。 

散热方面，公司已经在储能、边缘计算服务器等产品上实现量产，2025

年我们还是着重开拓储能相关的新业务，以支撑团队长期稳定运营的需

求。从趋势上看，算力的需求增长是确定的，我们也正在积极配合方案公

司、持续推进服务器散热产品的研发和认证。这种技术的开发、沉淀、认

证会需要一定的周期。 

（2）精密金属零部件板块方面 

今年一季度，受益于公司此前的战略布局、持续地研发投入和市场开

拓，主营业务精密金属零部件板块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2%。 

精密金属零部件板块以消费电子、汽车类零部件产品为主，客户群体

覆盖了国内外的头部消费电子品牌。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我们持续加深

和客户的沟通联系，提升采购份额；积极挖掘客户对新材料、新产品的需

求，持续配合进行新品类的开发并取得了成功，满足终端客户对塑胶件、

穿戴、钛合金等新材料新产品的需求；把握行业发展的新动态，服务器用

的 MIM 件已经稳定量产交付。 



面对现在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我们对自己提出了更“卷”的要求，

即提升效率、技术沉淀、市场开拓。我们将持续深耕运营管理、不断强化

自身实力。在创新层面，坚定不移地推进新材料、新技术以及新产品的研

发，练好内功。同时，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加大对前沿业务、创新

业务的拓展力度，尤其是在新能源、新基建、新消费等新兴领域，降低外

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促进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四、对关税问题的回应 

一方面，公司的业务处于产业链上游，公司的产品如金属零部件不直

接出口至北美，而是交付至位于国内保税区的组装厂，之后由组装厂完成

组装后出货。2024 年海外业务占比 23.87%，这部分业务中绝大部分都是

出口到保税区的业务，其中，2024 年由公司直接出口到北美市场的收入占

总营收的比重不超过 3%。 

另外，我们这几年加大了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看到国内还是有很多

新的机会在涌现，公司也开发了一批新的国内客户和客户需求，包括扫地

机器人相关业务、服务器用的 MIM 件业务、穿戴类产品需求等，从结果

看，国内客户的收入规模比重在近三年是持续提升的。 

另一方面，公司在近年来新拓展了动力、精密塑胶、散热、智能制造

服务及电子制造板块业务，打造六大业务板块新发展格局，实现公司多领

域、多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其中，传动、散热类组件业务，这类业务的

收入主要来自于国内客户，收入占整个营收的比重也是由 2023 年度的

18.48%提升到 2024 年的 24.03%，收入规模稳定增长。 

2024 年，公司的海外制造基地也已经投入建设和运营，海外制造基地

的建设初衷是对接海外客户的需求，进行生产交付。未来公司将根据外部

环境变化和客户需求，对海外工厂进行业务布局和产能规划。 

目前来看，关税政策变化对整体经营影响有限，公司将持续关注外国

的关税政策调整以及关税落地的情况，及时地根据形势快速调整策略，与

客户一起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 

 

问答环节： 



1、问：请问今年公司整体折叠屏转轴的订单情况如何？公司未来与

北美客户在折叠屏方面是否有相应的 MIM 订单？ 

答：现在整个折叠市场还是以安卓系品类为主，目前我们看到各大终

端品牌客户还是在持续发力、投入的阶段，产品在未来两年还是会持续的

迭代和发布。目前市场对北美客户推出折叠屏的传闻有很多，我们一方面

在和终端客户保持密切沟通，另一方面，公司也会关注和参考来自资本市

场的信息。目前来看，北美客户如果发布折叠屏产品，很可能对整个产业

起到引导作用，解决当前折叠屏的痛点问题，这个对市场来说是比较好的

方面。 

近几年公司一直在持续配合大客户进行前沿的技术开发，从开发到落

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同时，公司与客户之间有严格的保密协议，具

体的项目情况请大家以官方的信息为准。 

2、问：2025 年公司对转轴业务的量级是否有指引？ 

答：2024 年折叠屏手机销量增速相对平稳，不如往年，但各个品牌还

是实现了前期的目标，2025 年对折叠的需求增速的预测还是比较谨慎的，

主要原因可能是市场有北美客户推出折叠屏的传闻，消费群体会有观望的

情绪。从 2024 年出货量来看，各个品牌的市场表现也有所分化，个别品

牌对 2025 年的需求会比较乐观，公司也会结合整个市场情况综合评估。 

3、问：2025 年公司对电机加齿轮业务的收入展望如何？ 

答：对于传动电机板块，公司短期的布局以智能家居为主，而智能家

居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扫地机器人。传统的扫地机器人电机需求已经竞争

较为激烈。而针对传统扫地机器人的需求痛点进行改善和创新，这方面的

电机需求将会是公司传动业务持续增量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公司也一直在

积极配合终端客户进行持续开发和产品落地，从创新出发，为未来实现业

务增量奠定基础。从公司整体的营收结构来看，传动、散热及其他业务的

营收贡献和占比有希望进一步提升。 

4、问：请问 2025 年安特信的盈利展望如何？精研智行的业绩对

赌情况进展如何？ 



答：我们对安特信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安特信整体技术能力是不错的，

但前几年在内部管控方面的确有需要提升的地方，加上整体收入规模不显

著，未达到盈亏平衡点。一方面，安特信近几年一直在压缩运营成本，节

省开支；另一方面安特信产品多为 OWS 耳机和唱片机，市场上对于 OWS

耳机、AI 耳机的需求一直是有的，安特信近几年也一直在利用技术优势，

积极开拓客户资源和订单需求，提高营收水平，以期尽快达到盈亏平衡点。 

精研智行的对赌周期截至 2023 年年底已经结束，目前已经不在对赌

的周期内。 

5、问：请问如何看待关税对公司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答：这个问题在解读时已做过整体介绍，另外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在 2018 年当时增加的关税也不是由供应商承担，而是由客户端主导解决。 

其次，MIM 在全球的产能的布局有不同的侧重，亚洲地区的 MIM 工

厂以消费电子产业链为主，欧洲及北美地区则偏重于汽车、军工这类产品。

而消费电子类的 MIM 件具有精度高、批量大等特点，目前我们给海外大

客户提供的产品在越南等国家暂时还没有同类供应商。目前来看，对公司

和海外大客户之间的合作影响较小。 

6、问：请问越南子公司的近况如何？ 

答：我们对越南子公司最开始的规划是布局 MIM 一部分产能，到目

前为止，越南精研已经接到了首批订单。 

我们在跟客户的交流过程中也发现有些客户会需要我们在越南去布

局产能，包括传动的组装业务，客户需要我们在越南设点以满足他们对于

原产地生产的需要。 

其次，通过一段时间的市场开拓，越南当地的加工手段并不丰富，所

以我们在越南设点也是许多客户乐见其成的，同时也会有很多原来没有接

触过的客户主动来联系我们，了解我们的工艺和产能布局。 

整体来看，我们认为越南精研未来有望成为集成 MIM、传动、散热和

精密塑胶各方面能力的小综合体。 



7、问：一季度 MIM 件营收有增长吗? 对全年 MIM 件营收及毛

利率有何展望? 

答：2025 年一季度 MIM 板块的营收是有所增长的。从全年来看，我

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公司在新客户的开拓、老客户的渗透率以及新品类（非

消费电子类）的开发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消费电子类的产品中，穿戴这几年的市场需求和容量空间越来越

大。一方面，随着穿戴产品的不断放量，部分客户会开始考虑用一些降本

的方案，而 MIM 技术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一方面，终端客户在穿戴产

品中会有轻量化的需求，由此带来了终端对于新材料的应用，同时这些新

材料产品结构可能会比较复杂，用 MIM 技术可能会比传统的解决方案有

更多的优势。其次，从消费电子以外的方面来看，包括在新能源汽车、通

信服务器上，我们也找到了 MIM 件新的应用场景。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5 年 5 月 0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