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024                             证券简称：机器人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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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基金 

时间 2025 年 5 月 23 日 9:30~11:30 

地点 公司展厅及会议中心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1、董事会秘书：赵陈晨 

2、证券事务代表：孙莺绮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组织投资者进行参观调研

活动。上述活动内容不涉及应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对主要业务情

况进行简要介绍，并与投资者进行问答与交流，主要互动问答内容

如下： 

1、问：公司半导体装备业务涉及哪些产品？公司此业务板块

主要对标哪些企业，竞争对手主要有哪些？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否对

公司此项业务有影响？ 

答：公司半导体装备业务产品包括大气机械手、真空机械手等

系列产品以及 EFEM、真空传输平台，产品主要应用在刻蚀、薄膜

沉积、离子注入等工艺环节，涉及硅片生产、晶圆加工、封装等半

导体制造全产业链。 

目前公司真空类产品方面，真空直驱机械手、真空传输平台系

列产品已经全面导入终端 FAB 厂，如两轴、三轴真空直驱机械手均

完成在下游工艺设备厂及终端 FAB 厂的验证阶段，已批量进入终端

FAB 厂量产应用；四轴真空直驱机械手实现自主研发，并完成在设



 

备端客户的应用验证；大气类产品方面，目前设备前端模块

（EFEM）、大气机械手已全面导入市场，部分产品开始模块化、

标准化，将逐步为大批量国产化供应提供有力支撑。 

半导体领域内相关产品的外资厂商主要有美国 Brooks、日本

Rorze 等。公司是国内最早能实现半导体机械手产品产业化的企业，

真空机械手等产品也是对标国外产品，初始立项旨在解决该领域的

国产化需求问题，随着近年来国际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刺激芯

片市场的资本开支需求，公司早期布局的半导体业务在此阶段加快

了标准化产品的定型及在下游工艺设备厂、FAB 厂的批量验证，实

现了半导体装备业务领域产品的量产。 

2、问：公司已对半导体装备业务板块引入战略投资者，未来

对此业务板块的规划是什么，会被分拆吗？此业务板块的营收和毛

利率未来预计会保持持续增长吗？ 

答：半导体装备业务是公司发展较快的主要业务板块之一，目

前主要以独立子公司的形式运营，围绕服务下游客户进行布局。公

司为半导体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是为扩大市场份额与下游客户

在产业链端的深度合作，目前没有分拆计划。 

2024 年，公司半导体装备业务板块营收约为 5.74 亿元，同比增

长 99.41%；占公司总体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3.88%，同比提升 5.62%；

公司在下游半导体行业的毛利率约为 26.93%，同比增长 8.32%。未

来，在外部环境及下游需求持续的大背景下，公司此业务板块的规

模化效应将进一步显现，营收及毛利率预计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公司在半导体装备业务领域除实现“国产替代”外，同样注重

产品技术的迭代，在原有真空/大气机械手产品的基础上，面向半导

体工艺制程和客户端的实际需求，开展新产品的研发与成熟产品的

技术迭代优化工作，如对大气机械手进行全新结构设计，旨在提升

大气环境下特殊工艺的晶圆传输精度、如驱控一体化设计优化，旨

在提升工艺设备的产能和空间利用率、如优化软件控制代码，旨在

提高机械手整体运动控制的稳定性等。 



 

3、问：公司主业部分的行业景气度是怎样的？公司主营业务

毛利率近年是在逐步提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未来预期毛利率会

保持增长吗？ 

答：从全球市场角度，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已然成为全球最大

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市场，长期来看，受国际市场对自动化解决方案

的需求推动影响，尽管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预计全球工业机器

人的长期增长趋势仍将持续，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如汽车整车、新

能源等部分终端去年需求增速放缓，部分下游产业如 3C 电子、汽

车零部件等传统领域受益于自动化渗透率提升，保持强劲增长动力。

未来，国内市场仍有足够空间，下游如新能源汽车等下游的自动化

设备、产线的升级需求及配套需求仍很高；对于海外市场，“出海”

仍为国产工业机器人提供重要发展路径和发展空间，国内工业机器

人企业势必将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公司近年来，随着“3+3+N”战略执行的深入，聚焦主业，逐

步实现标准化产品量产、降低成本费用，并根据客户新的需求趋势

进行研发投入，保持行业技术的领先性，实现了近年公司整体毛利

率的逐步提升。现阶段，国内工业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较为成熟、

行业生产厂商竞争较为激烈，未来，随着行业内产品技术的迭代以

及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公司主业毛利率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4、问：公司 2024 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什么进展？ 

答：2024 年，公司秉承开放合作的态度，主要围绕 AI 大模型、

智能视觉感知、数字孪生、结构仿生等前沿、空白技术领域进行研

发。公司 3D 视觉通过 SLAM 技术+AI，基于 3D 激光雷达、视觉、

GPS、IMU 等多传感器融合的导航方案，对导航传感器从 2D 激光

到 3D-SLAM 进行技术升级，使导航方式更加丰富，通过搭建 AGV

车体平台与调度平台，加快实车验证，为更好的适应复杂运行环境

打下基础；在智能物流软件系统方面，对智能仓储物流数字孪生系

统进行升级，利用 AI 方式进行模拟和预判，助力客户提升运维管

理效率；通过 AI 赋能“天眼”技术，实现全面感知与精准定位，



 

为新场景应用提供创新技术基础；公司自主开发的运动模组，集高

功率密度、高速度、旋转机直线模组混合应用功能于一体，可适用

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内产品。公司近期正式成立了具身智能研

究院，将承载前沿技术的研发使命，2025 年将加速推动人工智能技

术及产品的落地。 

5、问：2024 年公司出海方面的进展？现阶段是否受到国际政

策影响？ 

答：2024 年，在海外布局方面，公司推动全球布局步伐，新设

如日本、墨西哥、美国公司。公司以东南亚为始发点，在新加坡、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德国、日本、墨西哥等世界多国构建营销、

服务网络，从产品、技术、人员、服务等多个方面满足客户的本地

化需求。为破除国内行业“内卷”加剧的困局，公司将持续攻坚海

外市场，利用与优质客户合作的先发优势，与客户携手共同实现全

球性业务拓展。 

2024 年，公司实现出口业务收入占比约为 12.25%，受国际政

策影响有限。目前公司海外客户质量及项目执行情况较好，2025 年，

公司将综合海外市场如新能源汽车、锂电领域的扩产需求以及新场

景的拓展应用，持续布局海外市场、继续加大出海力度，更紧密的

服务于客户的海外业务，进一步提高海外收入。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5 年 5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