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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图网联（835508.BJ）

电网运行智能辅助监控系统企业研究

北交所个股研究系列报告：



公司基本情况
1.1  主营业务

1.2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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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财务情况



序
号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客户 金额（万元） 占比 客户 金额（万元） 占比 客户 金额（万元） 占比

1 国家电网 6,618.76 72.40% 国家电网 7,077.55 77.95% 国家电网 2,841.80 38.86%

2 福建和盛高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626.64 6.85% 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31.11 4.75%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164.91 15.93%

3  成都中联华睿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44.25 5.95% 成都中联华睿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98.23 4.39% 南京磐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9.92 9.71%

4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供电段 358.44 3.92% 福建和盛高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295.61 3.26%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60.70 6.30%

5 厦门中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11.01 2.31% 北京智盟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176.04 1.94% 合肥瑞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16.81 5.70%

合计 8,359.10 91.43% 合计 8,378.54 92.29% 合计 5,594.14 76.49%

项目
2020 2021 2022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系统集成 6,361.00 69.58% 5,499.30 60.63% 4,819.00 65.89%

系统配套设备销售 - - 1,671.81 18.43% 1,291.09 17.65%

技术服务与咨询 2,599.62 28.44% 1,819.16 20.05% 1,016.43 13.90%

软件开发与销售 180.85 1.98% 79.62 0.89% 186.81 2.56%

合计 9,141.47 100% 9,069.89 100% 7,313.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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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营业务 系统集成业务收入占比最高，软件开发与销售业务毛利率最高，国家电网是公司第一大客户，近

三年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占比超过76%

Ø 殷图网联成立于2004年11月，2016年1月挂牌新三板，2021年11月在北交所上市。

Ø 公司主营业务是围绕变电站在电网运行智能辅助监控系统领域提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系统集成业务收入在总营收中占比最高，2020-2022年分别为69.58%、60.63%、

65.89%。软件开发与销售业务的毛利率远高于其他业务类型，2020-2022年分别为88.03%、98.22%、96.37%。

Ø 公司主要面向电力行业提供产品服务，通过招投标及商务谈判方式开拓市场业务。

Ø 国家电网是公司的第一大客户，2022年对国家电网及其下属单位的销售额占比达到38.86%。2020-2022年公司的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分别为91.43%、

92.29%、76.49%，客户集中度很高。

图表1：公司产品收入构成情况 图表2：公司产品毛利率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亿渡数据整理

项目 2020 2021 2022

系统集成 32.56% 36.77% 33.09%

系统配套设备销售 - 18.52% 20.26%

技术服务与咨询 57.73% 29.82% 33.72%

软件开发与销售 88.03% 98.22% 96.37%

图表3：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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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品介绍

资料来源：公司公开发行说明书，亿渡数据整理

公司核心产品是以电网运行智能辅助监控为核心的电网智能化系统集成服务

产品服务类型 细分类型 简介 功能

电网运行智能辅助监控系统

集成解决方案

电网运行可视化多维综合监控系统

集成解决方案

主要应用环节为智能变电站自动化体系中的辅助监控系统。针对变电站传统视频监

控系统侧重于被动安保防盗用途的情况，将视频监控与电力生产应用深度融合，通

过方案设计加深各子系统间集成度和实用性，挖掘辅助系统的主动性和综合效能，

推动变电站设备运行实现由传统定期检测及被动报修模式向常态化状态检测和主动

监控的转变。

ü 远程巡检自动化

ü 调度操作可视化

ü 告警管理智能化

电力安全工器具智能综合管理系统

集成解决方案

针对电力安全工器具传统手工管理方式的弊端，结合物联网技术手段建立了一套可

实现多维信息监测管理的电力安全工器具智能化管控系统。该系统分为硬件平台及

软件监控平台。其中，硬件平台利用光电技术、RFID 技术，配合仿真图像、语音

提示、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等辅助监控方式进行实时监控；软件监控平台可实现工

器具及备品备件日常管理的数字化、流程化和网络化，可与两票系统、生产 MIS 

等电力系统结合，实现数据共享、业务无缝衔接以及对安全工器具全生命周期的管

理。

ü 实现安全工器具的全生命周期自动化管理

ü 实现与电力“两票”相关的管理

ü 实现安全工器具实时监控

ü 优化工器具资源配置

开闭所多维立体巡检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公司围绕供配电环节开闭所在智能巡视、出入管理、设备及环境管理等方面的远程

维护管理需求，结合我国巡检机器人的技术发展积累以及公司对电力场景中室内轮

式智能巡检机器人的相关研究，通过自主集成创新形成了关于开闭所多维立体巡检

解决方案。

ü 使相关人员及时了解供电设备运行及环境状况，进

行实时监测与控制

ü 实现远程监控巡检、一次设备红外测温、一次设备

局部放电检测以及告警和联动，保障开闭所的可靠

运行、提高运维工作效率

技术服务与咨询

服务实施对象为已建成的辅助监控系统 对现有辅助监控系统的升级、改造、技术咨询及运行维护。
ü 使客户业务所需的软硬件设施保持在最佳运行状态，

有效提升客户智能化系统的效能。

服务实施对象为新建的辅助监控系统
客户在进行电网运行智能辅助监控系统建设过程中，会根据自身需求对如系统配置、

系统调试等特定环节进行单项的技术服务采购。
ü 协助客户搭建电网运行智能辅助监控系统

软件开发与销售
--

软件开发属于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
ü 实现客户个性化需求

ü 根据客户需要提供相应的系统测试等服务

图表4：公司主要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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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财务情况 近五年营收年复合增长率仅为0.07%，毛利率和净利率逐年下滑，成长性和盈利能力均表现较差

图表5：公司营业收入情况 图表6：公司净利润情况

图表7：公司毛利率及净利率情况 图表8：公司期间费用率情况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亿渡数据整理

Ø 2019-2022年，公司营收增速持续下降，年复合增长率仅为0.07%，2022年营收为7,339.64万元，同比下降19.16%；净利润自2019开始持续负增

长，2023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330.79%，公司成长性较差。

Ø公司盈利能力弱化，毛利率和净利率逐渐下滑，2022年毛利率32.45%，净利率8.83%，相比2018年分别下降22.00个百分点、18.78个百分点。

2018-2022年，公司期间费用率基本处于较高水平，近五年均值为28.38%，在毛利率逐年下滑的情况下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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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财务情况 公司研发投入增加，资产周转速度较慢，回款情况较好

图表9：公司研发费用情况 图表10：公司资产周转情况

图表11：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情况 图表12：公司收现比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东方财富Choice，亿渡数据整理

Ø公司研发投入逐渐增强，研发费用整体增长，从2018年的691.43万元增长至2022年的1,106.8万元。当前公司研发项目共5个，其中2个研发项目

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国家电网中的市场份额，1个研发项目是公司在新能源领域业务的开拓。截至2022年末，公司共拥有5项发明专利，研

发人员占比为26.53%。

Ø从资产周转情况来看，近五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存货周转天数均值为299.80天、449.38天，周转速度较慢。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账面价值逐

年降低，2022年在总资产中占比23.16%，相比于2018年下降25.82个百分点。近五年公司收现比均值为104.69%，公司回款情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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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所属行业及产业链

2.2 电网智能化行业发展情况

2.3 智能变电站发展情况

2.4 竞争格局

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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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下游主要是电力行业，产品主要应用于变电、配电环节2.1 所属行业及产业链

数据来源：公司公开发行说明书，亿渡数据整理

Ø 殷图网联主营业务是在电网运行智能辅助监控系统领域提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主要产品服务应用于电网智能化。

Ø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Ø 电网智能化系统集成行业向上游采购摄像机、网络硬盘录像机、服务器、监控主机、网络设备及线缆等，供给充足，可选择范围较大。

Ø 电网智能化系统集成服务流程主要涵盖电网运行智能辅助监控系统的方案设计、软件开发、系统联调、运行维护等环节，下游行业主要是电力

行业，客户群体是各电网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变电、配电环节，使用场所为变电站、配电房、开闭所。

上游 中游:电网智能化系统集成 下游

硬件设备

第三方技术服务

摄像机 网络硬盘录像机

服务器 计算机

监控主机 网络设备及线缆

线缆敷设 立杆及设备安装

客户需求调研

方案设计

软件设计

硬件选型与采购

设备配置

系统联调

现场实施

现场勘查

售后运维

业
务
流
程

图表13：电网智能化系统集成产业链图谱

电网运行可视化

多维综合监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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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安全工器具

智能管理系统集

成

开闭所配电房智

能立体巡检系统

集成

发电

变电

高压输电

变电

低压配电网络

用电户

电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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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电力系统是一个由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等环节组成的电能生产与消费系统，从发电环节至用电环节之间的所有网络及设备的有机整

体可称为电网。电网智能化是指将通信信息技术与电网相融合，通过对传感和测量技术、智能设备、控制方法的应用，使电网实现信息化、自动

化、互动化。我国电网智能化工作主要由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实施。

Ø随着中国可再生能源电源接入比重提升，电力系统平衡存在不确定因素，电网建设重要性凸显，2020-2022年，中国电网建设投资持续上升，

2022年达到5,012亿元。据国家电网董事长辛保安表示，2023年，国家电网的电网投资超5,200亿元。

Ø电网智能化对电力系统起到调节，保障电力稳定供给的重要作用，国家电网智能电网投资规划，2016-2020年规划电网智能化投资在规划总投资

额占比逐渐上升。并且，《“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对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做出了“以电网为基础平台，增强电力系统资源优化配置能

力，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推动电网主动适应大规模集中式新能源和量大面广的分布式能源发展”规划，电网智能化投资有望进一步提升。

2.2 电网智能化行业情况 电网智能化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强

6,081 5,752 4,652 5,569 5,757 5,609
4,854 4,889

4,473
4,605 4,882

80% 85%
96%

83% 85%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发展总投入（亿元） 电网投资（亿元） 电网投资占比

图表15：国家电网近五年投入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公开发行说明书，国家电网《社会责任报告》，国家能源局《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国家能源局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2017-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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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国家电网智能电网投资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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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中国近五年电网建设投资情况（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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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变电站是实现变电环节智能化的关键内容，2016-2020年新增变电站将

100%实现智能化,带动智能变电站在线监测系统市场需求

Ø电网智能化涵盖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环节以及电网信息化建设，其中，变电环节的智能化可显著提高电网稳定性、可靠性、输送能

力以及设备健康水平，是实现电网智能化的重要环节。据国家电网电网智能化规划，2016-2020年，变电环节的投资金额将达到366亿元，占全

部环节投资总金额的20.9%。

Ø智能变电站是实现变电环节智能化的关键内容。根据国家电网规划，自2011年起新建变电站需要按照智能变电站技术标准建设，2016-2020年，

新建智能变电站超过7,700座，新建变电站智能化率100%。

Ø公司主要产品“电网运行可视化多维综合监控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的用途在于通过设计视频监控等子系统实现变电站远程巡检的自动化、调度

操作的可视化和告警管理的智能化。随着智能电网建设的推进，智能变电站数量有望进一步上升，带动公司产品市场需求。

2.3 智能变电站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杭州柯林公开发行说明书，公司公开发行说明书，国家电网《国家电网智能化规划总报告》（修订稿）

环节
2009年-2010年 2011年-2015年 2016年-2020年 合计

投资 比例 投资 比例 投资 比例 投资 比例

发电  6 1.9% 28 1.6%  25 1.5%  60 1.6%

输电  22 6.6% 91 5.2%  125 7.2%   239 6.2%

变电  17 5.0% 365 20.9%  366 20.9%   748 19.5%

配电  56 16.4% 380 21.7%  456 26.0%   892 23.2%

用电  101 29.5% 579 33.1%  505 28.9%   1,185 30.8%

调度  33 9.6% 62 3.5%  52 2.9%  146 3.8%

通信信息平台  106 30.9% 244 14.0%   221 12.6%   571 14.9%

合计  341 100.0% 1,749 100.0%   1,750 100.0%   3,841 100.0%

图表16：电网智能化各环节流程图 图表18：智能电网各环节智能化投资及比例（亿元）

图表17：国家电网新增智能变电站的规划
2016年-2020年规划内容 110kv 220kv 330kv 500kv 750kv 其他kv 合计

新增智能变电站数量（座） 2,300 1,000 60 200 20 4,120 7,700

发电环节 输电环节 变电环节 配电环节 用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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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据来源：可比公司2022年报，东方财富Choice，市值和市盈率TTM日期为2023/8/24

企业 简介 市值（亿元） 市盈率TTM(倍) 2022年营收（亿元） 营收同比增长（%） 毛利率（%）

亿嘉和
（603666.SH）

1999年成立，2018年上市。主要从事特种机器人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智能化
服务，面向电力、商业清洁、新能源充电、轨道交通等行业领域，提供多样化的智
能产品、智能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公司主要客户包括电网公司、发电企业及其下
属企业等。截至2022年末拥有授权专利232项（其中发明专利86项）、软件著作权
128项，另有数十项非专利核心技术，公司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技术体系。

65.42 亏损 6.69 -47.96 32.79

国电南瑞
（600406.SH）

2001年成立，2003年上市。国电南瑞是以能源电力智能化为核心的能源互联网整体
解决方案提供商，是我国能源电力及工业控制领域卓越的 IT 企业和电力智能化领
军企业。公司产品及服务主要面向电网及及其他行业客户，亿嘉和是公司2022年前
五大供应商之一。2022年，国电南瑞获专利授权434项，其中发明专利403项；申请
PCT专利20项；登记软件著作权242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47篇；获各级各类科技
奖励111项，其中省部级以上奖励71项；22项科技成果通过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
的技术鉴定，核心技术国际领先；牵头和参与发布标准22项，其中国际标准1项、
国家标准7项、行业标准14项。

1824.00 27.66 468.29 10.42 27.04

申昊科技
（300853.SZ）

2002年成立，2020年上市。主要从事工业设备检测及故障诊断领域的智能机器人、
智能监测检测及控制设备的研发、制造、推广及应用，为工业设备安全运行及智能
化运维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深耕电网领域，产品覆盖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等电
力环节。公司于2020年被工信部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浙
江省智能运维机器人重点实验室”经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 2022 年度省级重点
实验室。公司主导参与12项国家标准，其中8项已成功立项；主导参与 15项行业标
准，其中6项标准已发布。截至2022年末，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获授专利合计 352 项，
其中发明专利80项，实用新型专利180项，外观设计专利92项。

39.47 亏损 3.91 -49.12 49.68

殷图网联
（835508.BJ）

2004年成立，2021年上市。公司是以电网运行智能辅助监控系统为核心领域的电网
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产品服务主要面向电力行业，主要客户为国家电
网公司相关下属单位，2021年和2022年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合计占当期销售
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2.29%和76.49%，存在单一客户依赖性。2022年新增发明专利10
项。

3.00 74.95 0.73 -19.16 32.45

2.4 竞争格局 与同行相比，殷图网联在行业应用范围的广度、营收规模及市值方面都逊色于竞争对手，

处于较为劣势地位

图表20：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



格物致知，笃行致远 12

法律声明

Ø 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投资者参考之用，不构成对买卖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出价或征价或提供任何投资决策建议的服务。该等信

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或投资操作性建议，投

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自主审慎做出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投资者在依据本报告涉及的内容进行任何决策前，应同时

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并就相关决策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Ø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相关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益亦可能会波动，该等意见、评估及预

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在不同时期，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

Ø 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通过口头或书面发表

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除非另行说明，本报告中所引用的关于业绩的数据均代表过往表现，过往的业绩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回报的预示。

本报告由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对这些

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次报告仅供参考价值，无任何投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