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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领域信息化服务商研究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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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交通领域提供信息化产品和解决方案1.1 公司主营业务

Ø 厦门路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路桥信息）成立于2001年7月26日，2016年6月15日新三板挂牌，2023年8月16日北交所上市。

Ø 公司主营业务为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交通领域提供信息化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及运维、运营等服务。公司收入主要来自于轨道交

通、智慧停车、公路与城市交通、创新与衍生业务等信息化产品，2020年至2022年公司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42.44%、46.44%和36.95%。

Ø 公司的客户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一般通过招投标、商务谈判、询价等方式获取合同订单。2020年至2022年公司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分别为50.97%、45.53%和

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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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产品 2023年H1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毛利率 主营收入占比 毛利率 主营收入占比 毛利率 主营收入占比 毛利率 主营收入占比

轨道交通 21.74% 31.65% 39.27% 24.49% 60.08% 28.58% 50.06% 30.19%

智慧停车 28.19% 30.94% 30.47% 27.71% 34.33% 32.62% 27.43% 19.55%

公路与城市交通 32.20% 18.05% 42.54% 33.24% 45.58% 27.07% 44.33% 43.44%

创新与衍生业务 33.68% 19.35% 32.65% 14.57% 48.90% 11.73% 39.76% 6.82%

合计 27.94% 100.00% 36.95% 100.00% 46.44% 100.00% 42.4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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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桥集团 3,470.65 16.75%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4,610.08 23.96 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640.16 16.21
2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3,036.04 14.65% 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719.24 8.94 厦门鹭城巴士集团有限公司 4,136.78 14.45
3 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1,734.07 8.37% 厦门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910.45 4.73 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20.18 8.46
4 上海仪电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35.67 7.89% 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886.97 4.61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627.45 5.69
5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686.47 3.31% 兰州朗青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633.22 3.29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1,044.53 3.65

合计 10,562.90 50.97% 合计 8,759.96 45.53 合计 13,869.10 48.46

图表1：公司各产品或服务毛利率及收入占比情况

图表2：2020年至2022年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覆盖轨道交通、智慧停车、公路与城市交通等综合交通应用场景1.2 公司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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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轨道交通业务、智慧停车业务、公路与城市交通业务和创新与衍生业务（智慧工地、市政、场馆、安防等），具体如下：

应用领域 使用阶段 具体应用 功能

轨道交通

建设期

工地现场管理系统 劳务实名制管理、环境监测、视频监控、升降机和塔吊监测、工地安全行为分析等

智慧工地云平台 对工地现场进度、安全、质量、文明施工等信息的集中管控

智慧工程管理平台 涵盖工程项目前期规划、立项、征拆、施工、竣工验收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

运营期
轨道交通业务管理信息化 地铁保护管理、出行服务管理、设施设备智能运维管理、线网授权管理、新线筹备管理、资源开发管理

轨道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化 提升轨道企业经营决策能力和管理效率

智慧停车

智慧停车管理系统

车场级停车管理系统 解决停车场进出口识别和收费、车位引导、反向寻车等问题

云停解决方案 实现停车场管理的智能化和无人化

城市级智慧停车解决方案 为城市停车场管理者提供停车场备案监管、停车信息共享和道路车辆管理的服务

停车运营服务

云停服务 以SaaS模式为停车场提供远程管理

i车位增值服务 停车缴费服务、错时停车、P+M停车换乘、充电桩运营、广告运营

投资经营 以承包方式经营停车资源或以BOT方式经营停车资源

公路与城市交通

建设期

工地现场管理系统 劳务实名制管理、环境监测、视频监控、升降机和塔吊监测、工地安全行为分析等

智慧工地云平台 对工地现场进度、安全、质量、文明施工等信息的集中管控

智慧工程管理平台 涵盖工程项目前期规划、立项、征拆、施工、竣工验收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

运营期
业务管理信息化 智慧养护、智慧管控、出行服务信息化

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化 提升公路与城市交通企业经营决策能力和管理效率

创新与衍生业务 智慧工地、智慧市政、智慧场馆、智慧安防
对工地进行智能管理；提升市政管理信息化水平；对场馆进行一体化管理；形成涵
盖“人行、车行、物检”为一体的智慧安防综合管理平台。

图表3：公司产品和服务情况



2022年公司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1.3 财务分析(1)

Ø 2018年至2022年，公司收入波动较大，2018年，2019年公司收入分别增长67.26%和127%，2020年和2021年公司收入均出现下降。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48.78%，主要是在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国资国企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公司依托在智慧交通行业二十多年的经营积累，持续进行

市场拓展，加强核心产品的应用创新，打造样板项目，实现了收入和利润增长。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总体上实现了连续增长，除2019年同比下降17.03%。

Ø 2018年至2021年，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2022年均下滑。2022年公司毛利率为36.95%，较2021年下降9.49个百分点。2022年公司净利率为12.78%，

较2021年下降0.48个百分点。

Ø 2018年至2021年公司期间费用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在2021年达到35.20%，较2018年上升12.76个百分点。2022年期间费用率较上一年下滑9.6个百分点至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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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公司收入情况 图表5：公司归母净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6：公司毛利率与净利率 图表7：公司期间费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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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发投入较大，研发费用率较高1.3 财务分析(2)

Ø 2019年至2022年公司平均研发费用为3,213.96万元，平均研发费用率为13.256%。公司研发项目包括公路运行监测与管控一体化平台、一路工程建管养一体化云平台、
一路云停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停车信息共享服务平台等。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研发人员245人，拥有58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6项。

Ø 从资产周转情况来看，公司存货周转速度较快，存货管理效率较高；公司应收账款管理效率较低，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较长。2018年至2022年，公司平均存货周转天数为

80.64天，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231.51天。

Ø 公司收现比波动较大，2018年，2020年，2021年公司收现比高于100%，2019年仅为69.07%，2022年仅为78.24%。2018年至2021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呈逐年增

长趋势，2022年为1,342.69万元，较2021年下降2,875.95万元，同比下降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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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公司研发费用情况 图表9：公司资产周转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10：公司收现比 图表11：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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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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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终端应用场景包括智慧公路、智慧轨交、智慧公交等2.1 智慧交通行业产业链

Ø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交通领域提供信息化产品和解决方案以及运维、运营等服务。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2019年修改版）的分类标准，公司所处行业为“I6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所属的

产业为“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公司具体的细分行业为智慧交通行业。

Ø 智慧交通产业链上游主要是提供信息采集与处理的设备制造商，中游包括软件和硬件产品提供商、解决方案提供商，下游以运营/集成/内容等第三方服务商为主。

Ø 智慧交通产业上游制造商具体包括数据提供商、芯片、电路集成制造商，相关代表企业有商汤科技、腾讯、同有科技、拓尔思、金溢科技等。

Ø 在下游智慧交通服务市场，代表企业如多伦科技、车联网络与大众交通等，为交通领域提供智慧化的咨询与运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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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行业 中游行业 终端应用场景下游行业

咨询服务商

营运服务商

软件开发商

硬件设备制造商

系统方案解决商

图表12：智慧交通行业产业链

智慧公路

智慧机场

智慧停车

智慧轨交

智慧公交

智慧航运

智慧港口

智慧交管

数据提供商

芯片、电路集成制造商

硬件制造代表企业

智慧交通软件开发企业

一体化智慧交通解决方案代表企业



2.2 智慧交通行业市场规模

Ø 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22年全年中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8,545亿元，比上年增长6.4%；全年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7,109亿元，比上年下降5.1%；全年完成公

路固定资产投资28,527亿元，比上年增长9.7%；全年完成水路固定资产投资1,679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全年完成民航固定资产投资1,231亿元，比上年增长0.7%。

Ø 根据艾媒咨询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智慧交通市场规模为2,287.0亿元，比2019年1,918.5亿元提高19.2%，预计2023年中国智慧交通市场规模将突破4,000亿元。

预计2023年中国智慧交通市场规模将突破4,000亿元

图表13：全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图表14：中国智慧交通市场规模（亿元）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公司招股书，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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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情况

Ø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数据，“十二五”、“十三五”十年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共批复各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含规划调整）项目长度8,666公里（不完全统

计），新增计划投资总计59,115亿元。2021年进入“十四五”期间，当年获批城轨交通建设规划线路总长度为314.6公里，新增计划投资额2,233.54亿元。

Ø 截至2022年底，中国大陆地区(以下文中涉及全国数据均指中国大陆地区，不含港澳台)共有55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以下简称城轨交通)运营线路308条，运营线路

总长度10,287公里。其中，地铁运营线路8,008公里，占比77.84%；其他制式城轨交通运营线路2,279公里，占比22.16%。

2022年中国共运营308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达到10,287公里

图表15：2011年-2021年期间城轨交通建设

规划获批情况（亿元）

图表16：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里程（公里）

图表17：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线路条数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亿渡数据整理

1,680.1

8,207.7

4,860.2

2,562.7

12,022.4

7,132.9

4,380.4

8,910.9

4,647.94,709.9

2,233.5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746
3,173

3,618
4,153

5,033
5,761

6,730

7,978

9,207

10,287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81
92

105
124

165
185

211

247

283

308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4 智慧停车发展情况

Ø 根据公安部发布统计数据，2021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95亿辆，其中汽车3.02亿辆。2022年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19亿辆。

Ø 汽车保有量的迅速提升对城市停车位提出更高的要求。2021年我国停车位数量和需求量分别可达1.31亿个和4.07亿个，车位缺口较大。

Ø 从地区看，2021年北京智慧停车覆盖率排名第一为45%，其次为深圳和上海，智慧停车覆盖率分别为37%和34%。此外，重庆、广州、苏州、西安、武汉智慧停车覆盖

率超过20%。

Ø 智慧停车具有较好的市场空间。2016-2021年我国智慧停车市场规模不断增长，2021年我国智慧停车市场规模达17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3.62%，预计2022年市场

规模将达到200亿元。

智慧停车整体覆盖率依然较低，且地区间发展差距明显

图表18：中国汽车保有量（亿辆） 图表19：2016-2021年中国停车位及需求量统计预测

数据来源：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公司招股书、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20：中国主要城市智慧停车覆盖率统计情况 图表21：2016-2022年中国智慧停车市场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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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智慧公路发展情况

Ø 我国公路里程较长，根据《2021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数据，截至2021年末，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528.07万公里。

Ø 2014年中国城市高速公路智慧化市场规模仅261亿元，2020年市场规模增至600亿元，预计2023年市场规模将达到900亿元。随着我国公路智能化、信息化的大力建

设，公路总里程的不断增加以及维护、升级改造的不断实施，未来我国高速公路智能化行业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

预计2023年中国高速公路智慧化市场规模将达到900亿元

图表22：2016-2020年各年公路总公里程及公路密度 图表23：2014-2023中国城市高速公路智慧化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发展年鉴（2020）》、公司招股书、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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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智慧交通竞争格局 多数企业局限于一个细分领域，公司业务涵盖领域更多

数据来源：各公司公告、东方财富网，亿渡数据

Ø 智慧交通行业企业众多，但大多数企业只局限于一个或比较少的交通领域，涵盖轨道交通、智慧停车、公路与城市交通等多方面的企业较少。未来，随着“城市交通

大脑”的发展，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基于不同交通应用领域数据的汇聚分析，能够显著提升交通设施的利用效率，因而涵盖多应用领域的智慧交通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未来市场上将更占优势。

Ø 当前，与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完全相同的可比公司较少，从业务相似度、业务模式、细分应用领域相似性和业务数据可获得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后，将千方科

技、易华录、通行宝和捷顺科技作为公司的可比公司。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或服务 市场地位 技术实力
营业收入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千方科技
（002373.SZ）

智慧交通与智能物联
千方科技深耕行业二十多年，产品和解决方案应用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
地区、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300多个城市，服务超过2,000个行业
头部客户，通过2B2C模式每天为约3亿人次的交通出行提供支持保障。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千方科技累计获得国家及省级科技类（未包含
品牌荣誉类）奖项30项，承担了国家省部级重大专项59项，累计申请
专利4,269项，其中发明专利3,264项，拥有软件著作权1,602项。

70.03 -4.78

易华录
（300212.SZ）

政企数字化、数字经济基础
设施、数据运营服务

易华录智慧交通项目已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已为国内320
多个城市及14个海外国家提供了成熟可靠的技术服务。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易华录拥有38余项发明专利、110余项软件作
权。易华录拥有为全场景数据提供数据资产管理的能力。其打造的数
据湖是具有云计算、云存储、人工智能服务功能的新一代绿色数据中
心。

16.04 0.32

通行宝
（301339.SZ）

智慧交通电子收费业务、智
慧交通运营管理系统业务、

智慧交通衍生业务

截至2022年末，通行宝在全国范围内已发展ETC用户约2,215万。根据交
通运输部2019年公告的情况（2020年暂未公告），用户总量位居全国前
三，市场份额约为8.58%。

截至2022年末，通行宝自主研发11项核心技术，拥有258项专利、软
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先后参与交通运输部7项相关规程与规则、1项
中国公路学会团标编制，主导1项地方标准的编制。

5.97 1.67

捷顺科技
（002609.SZ）

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与智能
门禁通道管理系统

捷停车在智慧停车领域已经形成领先的规模优势。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捷停车累计签约智慧停车场超3.1万个，线上触达车主用户数近亿，线上
月日均交易订单超240万笔，全年线上交易流水人民币81.79亿。各项数
据均处于国内智慧停车行业的市场领先地位。

捷顺科技累计已拥有200多项专利技术和100多项软件著作权，并主导、
参与制定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

13.76 0.25

路桥信息
（837748.BJ）

轨道交通、智慧停车、公路
与城市交通、创新与衍生

公司在智慧交通领域耕耘二十多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覆盖轨道交通、
智慧停车、公路与城市交通等综合交通应用场景，具备“建设、管理、
养护、运营、服务”全周期信息化服务能力。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已取得国家专利62项（其中发明专利
18项）、软件著作权187项。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86 0.37

图表24：公司与可比公司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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