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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研发电力电子测量仪器和提供成套测量系统解决方案，元件参数测试仪器产品收入占比最高1.1 主营业务

3数据来源：同惠电子2022年年报、同惠电子公开发行股票说明书，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1：2022年公司产品类型及用途 图表3：2022年公司前五大客户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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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022年公司分地区销售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占比
（%)

毛利率

元件参数测试仪器 7,878 41% 70.0%

绕线元件测试仪器 2,634 14% 43.4%

电气安规测试仪器 2,928 15% 43.7%

电阻类测试仪器 2,058 11% 56.1%

台式数字多用表 867 5% 34.0%

电力电子测试仪器 1,238 7% 43.5%

其他测试仪器 250 1% 39.8%

仪器附件及其他 1,009 5% 46.6%

光伏发电收入 4 0% 57.7%

技术服务费 142 1% 96.2%

合计 19,007 100%

分地区
营业收入
(万元）

占比 毛利率

鄂闽片 1,764 9% 60.7%

广南片 6,055 32% 49.3%

华北片 1,797 10% 63.5%

华东区 3,795 20% 54.8%

外贸片 1,793 10% 49.0%

西北片 791 4% 57.3%

西南片 1,312 7% 57.3%

浙皖片 1,555 8% 60.9%

合计 18,861 100% 55.7%

Ø 同惠电子成立于1994年，2015年挂牌新三板，2021年在精选层挂牌，2021年在北交所上市。

Ø 同惠电子是一家集电子测量仪器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各类电子测量仪器，其中元件参数测试仪器

产品创收占比和毛利率值最高，2022年占总收入比为41.4%，毛利率值为70.0%；

Ø 公司形成了“经销商模式、直销模式、ODM模式、B2C模式”四位一体的销售模式，其中以经销和直销模式为主，过去几年公司经

销和直销模式占比达九成。

Ø 2022年公司前五大客户贡献占比为22.76%，客户集中度不高。从销售地区上看，产品覆盖区域广，广南片区域销售贡献占比最高。

销售模式及占比 2018年 2019年 2020年上半年

经销 58.53% 59.80% 58.98%

直销 33.54% 31.92% 31.85%

ODM 6.38% 6.85% 7.91%
电商 1.56% 1.42% 1.26%

图表4：公司各销售模式占比情况



产品系列 产品类型 产品用途 产品图示

元件参数测试仪器

（收入占41.4%）

阻抗分析仪

应用于无源器件、半导体材料及元件、介

质材料、磁性材料等的电气性能测试与分

析

LCR数字电桥

电容器测试仪器

电感器测试仪器等

绕线元件测试仪器

（收入占13.9%）

自动变压器综合测试系统

应用于开关电源变压器、网络变压器、网

络滤波器等的综合性能测试与分析
脉冲式线圈测试仪

绕线元件高压测试系统

电气安规测试仪器

（收入占15.4%）

高性能耐压绝缘测试仪

应用于消费电子、变压器、新能源汽车、

电子元器件等行业的产品安全参数测试
常规耐压绝缘测试仪

高低压综合测试

电阻类测试仪器

（收入占10.8%）
直流低电阻测试仪

直流低电阻测试仪应用于元器件等的低电

阻测试；交流低电阻测试仪应用于智能手

机电池等的交流电阻测试；绝缘电阻测试

仪应用于高值电阻器等的绝缘电阻测试

电力电子测试仪器

（收入占6.5%）

可编程直流电源

应用于计算机/服务器/通信电源、开光电

源、3C用电池等产品参数测试

直流电子负载

可编程交流电源

数字功率计

公司主要提供包括元件参数测试仪器、绕线元件测试仪器、电气安规测试仪器、电阻类测试仪器电

力电子测试仪器等多类产品，涵盖三百多个型号,产品种类丰富
1.2 主要产品

4数据来源：同惠电子官网

图表5：公司主要产品类型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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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与合作研发+柔性生产+四位一体的销售模式组成公司的经营模式1.3 经营模式

Ø 公司始终坚持专业化的经营模式，贯彻“以客户为中心，以创新求发展”的经营理念，把公司的优势资源投入到研发、制造、品管

和营销过程中，并充分发挥公司的技术优势，为客户提供电子测量测试方面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图表6：公司业务经营模式介绍

研发模式 采购模式 生产模式 销售模式

公司采取以自主研发为主、合作研发为

辅的研发模式

Ø 自主研发：截止到2022年12月31日，

公司拥有软件著作权58项，拥有授

权专利48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22

件。2022年研发费用2,338.38万元，

同比增长35.28%，研发支出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12.28%

Ø 合作研发：在部分项目研发过程中，

公司采取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研

发的方式。目前，与常州大学、常

州工学院、江苏理工学院等高校及

科研院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进行了阻抗分析仪、精密源表、大

功率直流电源等多个项目的研发

数据来源：公司公开发行说明书，亿渡数据整理

公司采用经销为主、直销为辅，兼ODM

和电商的销售模式（2020年数据为例）

Ø 经销商模式（占比61.67%）：建立

了完善的经销商服务体系。在经济

发达、终端客户数量较多的地区

（如深圳、东莞）有多家非独占经

销商；在经济欠发达、终端客户数

量较少的地区签约独占经销商

Ø 直销模式（约占30.3%）：以高性

能高价值仪器产品的销售、部分重

点终端客户的销售及客户定制产品

的销售为重点

Ø ODM模式（约占7%）：是为了满足

境外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Ø 电商模式（占比约1%左右）：已逐

步建立了互联网营销渠道

公司根据销售预测与生产计划制定采购

计划。在合理控制存货水平的同时，保

证物料供应的及时性

Ø 对于标准件，尤其是从境外进口的

原材料，公司备有一定的安全库存

Ø 从国内采购的材料主要是电子元器

件及模块、金属结构件、接插件、

印制板、PC面板等

Ø 从国外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半导

体芯片、精密电阻等电子元器件

Ø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供应商遴选和评

估制度。公司制定的供应商评价系

统，从品质、交期、价格、服务等

方面综合评定供应商等级，建立合

格供应商名录

公司生产线为柔性生产线，多产品并线

生产，2017-2022年，公司产能利用率

和产销率始终维持在90%以上的水平

Ø 公司每月定期召开一次生产计划会

议，根据各型号产品当前库存、前

12个月月均销售量及市场需求提前

预判制定下月生产计划并提交采购

部安排采购，制造部安排生产

Ø 对于部分非核心零部件及加工工序，

公司采用外协加工生产模式，完成

后由生产制造部门完成最终产品的

组装、调试和质量检测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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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公司任职情况 备注

1 赵浩华 个人 13,457,400 12.37 董事长、总经理

   互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中赵浩
华，唐玥两者是夫妻关系

2 王志平 个人 10,017,000 9.21 董事

3 任老二 个人 9,135,000 8.40 董事

4 高志齐 个人 9,135,000 8.40 董事

5 孙伯乐 个人 9,135,000 8.40 董事

6 王恒斌 个人 9,135,000 8.40 董事、董事会秘书

7 唐玥 个人 6,363,000 5.85 董事、财务总监

8 袁萍 个人 3,189,080 2.93

9
常州同达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员工持股平台 2,700,000 2.48 赵浩华通过持有同达投资合伙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10 夏军兰 个人 2,153,076 1.98

合计 74,419,556 68.42

股权结构相对集中，实际控制人均来自初创团队，各职责分工明确、任职持续稳定1.4 股权结构

Ø 公司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68.42%，股权相对集中。其中八位股东均系公司初创团队成员或员工持股平台。

Ø 公司七位实际控制人均来自初创团队，合作实际长达二十余年，合作关系稳定，核心人才和管理团队稳定。截至2023年3月，7位实控人共持

有61.03%的股份，其中赵浩华先生一直为发行人总经理，王志平、高志齐、孙伯乐、任老二、王恒斌等五人则分别分管负责采购、研发、品

质管理、销售、生产及信息披露等工作，唐玥负责公司财务工作，七人共同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决策施加重大影响,职责分工明确。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7：公司2023年一季报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7

图表8：2017-2023年Q1同惠电子营业总收入情况（万元）

数据来源：同惠电子公开年报、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9：2017-2023年Q1同惠电子归母净利润情况（万元）

1.5 财务情况 公司经营业绩逐年攀升，2022年营业收入和利润双双增长

8,318.59 9,181.91 9,162.03 10,035.79 

14,791.71 
19,046.91 

2,855.30 

22.13%

10.38%
-0.22%

9.54%

47.39%

28.77%

-8.22%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Q1

营业总收入 同比增速

2,890.06 3,011.29 3,251.52 3,178.58 
4,201.77 

5,614.55 

363.77 

41.58% 4.19% 7.98% -2.24% 32.19% 33.62%

-52.44%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Q1

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速

图表10：2017-2022年同惠电子毛利率变化情况

61.53% 61.36%
60.09%

57.38%
54.62%

55.98%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图表11：2017-2022年同惠电子期间费用变化情况

28.2%
31.2% 29.2% 29.2% 27.5% 29.2%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Ø 受益于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游需求增长带动+公司产品创新，过去几年公司经营业绩实现较高速度增长。营收规模从2017年的0.83亿元增长至

2022年的1.9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8.3%，成长性良好。归母净利润规模逐年提升，从2017年的0.29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0.56亿元，盈利能

力显著提升。

Ø 行业内竞争加剧，公司毛利率逐年下滑，但公司整体毛利率在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长期稳定在50%以上。

Ø 公司的费用支出变化相对稳定。2022年期间费用率合计为29.2%，其中研发费用率为12.3%，管理费用率为11.0%，销售费用率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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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存货变现速度一般，客户回款速度及回款质量较好，净利润转化为现金流能力良好1.5 财务情况

图表12：公司存货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官网、硅烷科技年度报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13：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值情况（%）

图表14：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利润情况 图表15：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利润比值变化情况

Ø公司存货变现速度一般。2022年公司存货周转天数为259.7天，处于近五年最高水平；应收账款回款速度较快，2022年有所变慢。2022年应收账

款周转天数为41天。

Ø公司销售收入转化为现金流的能力较强，销售收入回款质量正常。2018-2022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值均大于95%，

2022年为近五年最低值，回款质量正常。

Ø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持续为正，现金流正常、健康。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持续为正，与净利润比值大多接近100%，

2022年有所下降，公司净利润转化为现金流能力良好，收益质量较好。

190.1
240.7 230.0 215.9

259.7

38.8 30.1 30.8 31.3 41.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存货周转天数(天)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122.6 122.7 115.3 122.8

95.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3,493 3,463
4,253 4,116

3,3813,011 3,252 3,179
4,202

5,615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归母净利润（万元）

116.0% 106.5% 133.8% 98.0% 60.2%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归母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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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所属行业

2.2  下游需求

2.3  市场规模

行业分析

2.4  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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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所属行业

资料来源：公司公开发行说明书，亿渡数据整理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测量仪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属于电子测量仪器制造领域，位于产业链中游

Ø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测量仪器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元件参数测试仪器、绕线元件测试仪器、电气安规测试仪器、电阻类测试仪器电力

电子测试仪器等多类产品。

Ø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属于制造业（C）中的仪器仪表制造业（行业编码C40）。根据国家统

计局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属于制造业（C）-仪器仪表制造业（C40）-专用仪器仪表制造（C402）-电子测量仪器

制造（行业编码C4028）。仪器仪表制造业的产品种类繁多，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一般可将其分为专用仪器和通用仪器两大类。

Ø 产业链由上游零部件制造商、中游仪器仪表制造业制造商、下游消费电子、汽车、半导体等应用领域三部分组成。

专用电子测量仪器

通用电子测量仪器

元件参数测试仪器 绕线元件测试仪器

电气安规测试仪器 电阻类测试仪器

电力电子测试仪器 台式数字多用表

万用表 数字示波器

电源与电子负载 其他电子仪器

其他零部件

图表16：仪器仪表制造业产业链组成

上游-零部件 中游-电子测量仪器 下游应用

3C消费电子 5G通讯

半导体封测 新能源汽车

电力电子 家用电器

机箱 面板

显示器 印刷电路板

半导体芯片 接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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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游需求 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连续10年保持工业第一大行业地位，有力支撑电子测量仪器行业发展

数据来源：工信部，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17：2017-2022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万亿元）

13.00 

10.60 
11.40 

12.10 

14.13 
15.40 

11.2%

12.3%

11.0%

11.4% 11.0%
11.2%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营业收入 占工业营收比重

图表18：2018-2022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产品产量(亿台）

19.20 
18.00 17.00 

14.70 

17.60 
15.60 

3.10 3.10 3.40 3.80 4.70 4.34 

0.57 0.73 0.99 1.07 1.40 1.6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手机 微型计算机设备 智能可穿戴设备

Ø庞大的电子工业市场支撑了电子测量仪器行业的稳步发展。2022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突破15万亿元，占工业营业收入

比重达11.2%，连续10年保持工业第一大行业地位。近年来，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保持了较快增长，在工业中所占比重逐步提升。在国内外多

重风险调整下，2022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表现出较好的韧劲，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15.4万亿，同比增长5.5%。电子工业

的发展，无论是产品更新换代，还是新产品开发，都离不开对电子测量仪器的需求。

Ø在我国消费电子产品市场中，目前以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为代表的传统电子产品市场已趋于饱和，出货量增速放缓,但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

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市场逐渐兴起，未来3C消费电子产品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2022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15.6亿

台，同比下降6.2%，其中智能手机产量11.7亿台，同比下降8%；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4.34亿台，同比下降8.3%。新产品以及对健康和健身追

踪产品、可听设备的需求稳定市场增长势头，2022年中国可穿戴市场出货量超过1.6亿台，同比增长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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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游需求
无线电电子通信的高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仪器仪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5G及毫米波技术的突破，

使其发展及应用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数据来源：工信部，中国信通院、亿渡数据整理

Ø 5G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带动作用持续增强，伴随着5G网络建设、6G网络预研的发展，对相关设备进行升级势在必行，高性能的电子测试仪

器的需求随之显著增长，下游市场的快速发展将继续拉动电子测试仪器的需求。2021年，5G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3万亿元，直接带动经济

增加值约3000亿元，成为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预计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将达1.2万亿元，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3.7万

亿元，间接产出6.3万亿元，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相关投资。到2030年，5G带动直接间接经济总产值有望达到16.9万亿元。

Ø 当前国家发展规划和各类行动计划要求保证5G发展，5G基站建设将持续推进。截至2022年底，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数量达到1,083万个，其中

5G基站总数大幅扩大至23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21.3%；随着5G继续大规模推进商用，测试仪器的需求也将同步扩大，同时对于测试仪器

的性能和稳定性要求也在大幅提高。

图表19：2020-2030中国5G直接/间接经济产出规模(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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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18-2022年移动电话基站发展情况（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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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汽车新四化进程不断推进，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向好，增加对电子测量仪器的需求2.2 下游需求

Ø 我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2022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05.8万辆

和688.7万辆，同比增长分别达到96.9%和93.4%，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2018-2022年，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扩张的带动下，我国汽车保有量实

现了稳步增长，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3.19亿辆汽车，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1,310万辆，占汽车总量的4.10%。

Ø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动力电池规模也持续增长，根据GGII统计，2022年中国动力电池市场出货量同比增长超110%，出货量达480GWh；

充电设施在国家及各地方层面逐步出台扶持政策背景下也取得了长足发展，2022年末我国充电桩保有量为521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为179.7

万个。

图表21：2018-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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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2018-2022年中国动力电池出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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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2018-2022年充电桩保有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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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GGII，EVCIPA，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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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LED照明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拉动对电子测量仪器的需求

Ø LED驱动电源所需磁性元器件主要有变压器、共模电感、功率电感等，一般LED驱动电源会比传统电源的磁性元器件用量大，磁性元器件占其元

器件用量的20%到25%，在LED驱动电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元器件的测量要求会更高。

Ø 我国作为LED照明产品最大的生产制造国，近年来产业规模迅速发展，加上在白炽灯替换需求的加持下，我国LED照明产品渗透率不断提升，为

行业规模的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2021年我国LED照明行业市场规模达9,428亿元，同比增长9.3%,预计2022年将超过万亿规模。中国LED照明产

品需求量逐年增加，2020年中国LED照明产量需求量为155亿只/套，同比增长32.1%；公司目前电子测量仪器产品已应用于LED产品驱动电源测

试、生产测试及整灯测试。随着LED照明市场的发展，LED驱动电源的需求将增加，带动电子元器件的发展，进一步拉动对电子测量仪器的需求。

图表24：2017-2022年中国LED照明行业市场规模统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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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2017-2020年LED照明产品需求量及产销率

数据来源：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CSA）、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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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半导体封装测试规模持续扩大，提升对电子测量仪器的需求

图表26：2015-2026年中国封测行业产业规模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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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亿渡数据整理

2.2 下游需求

Ø 半导体封装测试是指将通过测试的晶圆按照产品型号及功能需求加工得到独立芯片的过程，在封装测试环节仍要完成晶圆检测和成品测试。晶

圆检测是指通过探针台和测试机配合使用，对晶圆上的裸芯片进行功能检测和电参数测试；成品测试环节是指通过分选机和测试机配合使用，

对封装完成后的芯片进行功能和电参数测试。

Ø 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向国内转移，封测产业已成为我国半导体的强势产业，市场规模持续向上突破，虽然短期受挫，但未来前景持续良好。自

2021年末以来，虽然汽车、新能源、高性能计算等市场需求仍较为稳健，但消费类通用芯片产品市场需求逐渐放缓，上游晶圆代工产能利用

率走低，整体半导体封测行业订单量也随之出现下滑。2022年中国封测产业规模小幅增长，达到2,995亿元。由于目前市场依旧保持低迷，预

计2026年中国封测市场规模将达到3,248.4亿元。封测测试市场回暖，将有利于带动电子测量仪器的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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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市场规模 全球电子测量仪器市场超千亿，中国市场增速快于全球

图表28：2018-2027年中国电子测量仪器行业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亿渡数据

Ø 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信息通信等领域的加速发展，为电子测量仪器行业同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全球电子测量仪器的市场规模由2018年的

137.4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的146.1亿美元，期间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保持在1.55%。随着5G的商用化、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的上升、信息

通信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全球电子测量设备的需求有望持续增长，预计全球电子测量仪器行业市场规模在2027年突破190亿美元，5年CAGR为

5.84%。

Ø 近几年，受益于中国政策的大力支持，中国的电子测量仪器市场高速增长。电子测量仪器中国市场占全球市场的比重约三分之一，是全球竞

争中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电子测量仪器的市场规模由2018年的295.5亿元增至2022年的355.5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73%；预计到

2027年行业规模会上升至496.4亿元，5年CAGR达到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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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7：2018-2027年全球电子测量仪器行业市场规模(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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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竞争格局

Ø 在中高端电子测量仪器领域，国外龙头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在高端电子测量仪器领域，仍被是德科技、罗德与施瓦茨等公司牢

牢把控，国内公司进入难度较大，国产化率较低。

序号 公司名称 国家 市场地位 基本简介 近2年营业收入

1
是德科技

（Keysight）
美国

第一梯队，产品线覆盖行业内所有类别

产品，且优势产品涵盖高中低端产品

1993年美国惠普（HP）战略重组分立而成的独立科技公司

安捷伦科技和惠普，2004年再次拆分为是德科技并在纽约

证券交易所上市，拥有自主研发示波器芯片能力且不对外

供应，是极少数拥有自主半导体工艺的电子测量仪器企业；

2021年：49.41亿美元（315.76亿元）

2022年：54.20亿美元

2
罗德与施瓦茨

（Rohde&Schwarz）
德国

第一梯队，产品线覆盖行业内所有产品，

其优势产品包括射频微波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矢量网络分析仪等

1933年成立于德国吉尔兴，总部位于慕尼黑，非上市公司，

公司业务覆盖面广，拥有自主研发芯片能力且能将多个电

子测量仪器模块化集成；

2021年：175.33亿元

2022年：未公布

3
安立

（Anritsu）
日本

第一梯队，产品包括微波/射频测试、无

线通信测试、数字传输测试、IP测试、

光通信测试等，其中射频/微波的手持式

测试仪表处于世界领导位置

1895年成立于日本神奈川，196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安立在多个测试领域处于业界领先水平；

2021年财年：1059.39亿日元

2022年财年：未公布

4
泰克

（Tektronix）
美国

第一梯队，优势产品包括数字示波器、

任意波形发生器等，涵盖高中低端产品

1946年成立于美国比弗顿，2016年并入福迪威集团（纽约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拥有自主研发

示波器芯片的能力；

上市公司子公司，无单独披露

5
力科

（LeCroy）
美国

第一梯队，优势产品包括数字示波器，

涵盖高中低端产品

1964年成立于美国纽约，隶属于特利丹（纽约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示波器芯片的能力；
上市公司子公司，无单独披露

图表29：全球电子测量仪器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核心技术由美、日、德等国掌握，中高端市场被海外龙头企业垄断

资料来源：中金企信国际咨询统计数据，百度股市通，公开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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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市场地位 基本简介
2022年营业收入/

营收增长率

2022年
毛利率

市值1 市盈率1

1
思仪科技

（终止IPO）

国内知名电子测量仪

器企业

2015年成立，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下属二级企业，已能对标国

外龙头企业，高中低端产品全覆盖，尤其是微波/毫米波测试仪器

领域整体达国际先进水平，部分细分国际领先；

14.72亿元 40.94% / /

2
优利德

（688628）

国内综合性测试测量

仪表领先企业

2003年成立，亚洲知名且规模较大的仪器仪表公司之一，2022年

公司海外营收占比为56.52%，产品横跨测试仪器、仪表两大门类；

8.91亿元

（5.85%）
36.26% 48.77亿元 35.52

3
普源精电

（688337）

国内技术领先电子测

量仪器企业

2009年成立，国内主要的通用电子测量仪器企业之一，优势产品

数字示波器涉及高端，其余产品主要为中低端；

6.31亿元

（30.30%）
52.39% 87.25亿元 78.34

4
鼎阳科技

（688112）

国内技术领先电子测

量仪器企业

2007年成立，国内主要的通用电子测量仪器企业之一，与力科合

作，优势产品数字示波器涉及高端，其余产品主要为中低端；

3.98亿元

（30.90%）
59.20% 71.78亿元 45.84

5
坤恒顺维

（688283）

国内领先的无线电仿

真测试仪器企业

2010年成立，国内主要的无线电仿真测试仪器领军企业之一，优

势产品无线信道仿真仪、射频微波发生器、定制化开发及解决方

案等；

2.20亿元

（35.28%）
66.47% 55.35亿元 65.41

6
同惠电子

（833509）

国内技术领先电子测

量仪器企业

1994年成立，国内技术领先电子测量仪器企业之一。率先打破是

德科技在国内市场对120MHz高频高性能阻抗分析仪产品的垄断。

1.91亿元

（29.05%）
55.98% 14.83亿元 28.44

Ø 中国电子测量仪器市场中，国外龙头企业拥有绝对领先地位；国外龙头企业披露的中国地区收入，是国内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单个电子测量仪

器企业的收入的数倍至数十倍；中国电子测量仪器企业的竞争力仍在持续提升，但预期短中期内，垄断格局难以明显改变。

国外龙头企业占据国内较大比例市场，国内企业与其业务规模差距大，短期内难有明显改变2.4 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百度股市通，公开信息，亿渡数据整理 备注：1-数据基准日2023年7月18日

图表30：中国电子测量仪器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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