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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96                                                                           证券简称：普联软件 

 
 

编号：2024-002 
 

 

投资者关系

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媒体采访 

□新闻发布会 

□现场参观 

■分析师会议 

□业绩说明会 

□路演活动 

□其他  

参与单位及

人员 
具体参与单位及人员见附件 

时间 
2024年4月14日  16:00-17:00 

2024年4月15日  13:30-14:30，15:00-16:00，16:30-17:30 

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大街1号江苏广电11层  会议室 

济南市高新区舜泰北路789号20层  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   蔺国强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乔海兵 

财务总监  聂玉涛 

证券事务代表  张庆超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 

2024年4月14日、15日，公司通过线上的方式，与多家券商分析

师及投资者就公司2023年年度业绩情况、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

及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主要内容记录如下。 

一、公司2023年年度业绩情况简要介绍 

（一）2023年年度业绩解读 

1、从收入端分析 

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4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80%。 

在石油石化行业，深耕战略客户，积极向业财融合领域、战略

规划与综合统计管理等领域拓展，努力扩大公司战略客户数量，巩

固公司在石油石化行业信息化领域的地位。受部分项目招投标进度

、项目验收时间推迟影响，营业收入有所下降，实现营业收入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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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80%，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51.33%。 

在建筑地产行业，建筑行业两个战略客户现有核心业务具有稳

定性和持续性，地产行业共享服务领域市场业务规模基本趋向稳定

，但由于主要客户业务拓展未达预期，营业收入有所下降，实现营

业收入1.2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25%，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7.03%。 

在金融行业，监管与保险业务稳定增长，积极拓展期货、债券

等相关行业监管披露系统，财务公司与境外财资中心业务顺利开展

，为进一步发展打开空间，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实现营业收入0.8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44%，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0.82%。 

在煤炭电力行业，持续拓展冀中能源、山东能源、陕煤集团、

晋能控股等客户群体，市场机会进一步显现，收入有较大增长，实

现营业收入0.6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9.23%，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比例为9.18%。 

随着公司解决方案的多样化和产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交通运

输、装备制造等其他行业市场空间逐步释放，收入实现较大增长。

公司收入的行业分布进一步多样化，但受石油石化、建筑地产两大

主要优势行业收入阶段性下降的影响，导致公司收入增长速度有所

放缓，整体未达预期。 

2、从成本端分析 

公司为进一步提升项目交付能力、产品竞争力和市场拓展能力

加大相应投入，成本费用支出保持了较高水平。报告期营业成本累

计发生4.6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82%；毛利率为38.43%，较上

年同期下降9.23个百分点；随着公司新业务领域和市场的开拓，市

场竞争更加激烈，项目毛利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公司的盈

利空间。  

从成本构成上来看，职工薪酬占比高达73.77%，同比增长

20.40%，差旅费占比9.82%，同比增长27.64%，合计占营业成本比

重高达83.6%，人工成本是公司营业成本最主要的构成。2023年末

，公司人数达到2,651人，较年初人数新增180余人，新增人数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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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压缩，但因为2022年全年新增人数较多，导致2023年人月加权

人数较2022年增加500多人，从而职工薪酬同比增加较多。 

为配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及业务拓展目标，研发投入强度不断

扩大，2023年全年研发投入1.22亿，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25.62%，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6.26%。在营销体系建设等方面加大投

入，销售费用同期较大幅度增长，全年销售费用0.67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277%，剔除建造一体化项目终止结转销售费用因素，较上

年同期增长91%；四项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

务费用）累计发生2.2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45%；同时，部分

客户回款不及预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800万，较上年同期增加

1,200余万。上述因素导致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3、从经营成果分析 

收入的未达预期和成本费用的增加导致公司2023年度利润出现

较大幅度下降，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6,21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59.9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5,914万元，较上年同期

4,895万元下降220%。2023年受部分客户项目合同的签署、项目验

收的组织、项目回款的审批有一定滞后的影响，应收款项有较大增

加，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5.12亿，较期初账面余额4.07亿新增1.05

亿。成本费用支出增长和项目回款不够理想共同导致经营活动现金

净流量下降。 

（二）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解读 

2024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7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10%

；报告期营业成本累计发生4,4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79%；实

现毛利3,257万，较上年同期增长46.41%；毛利率为42.01%，较上年

同期提高0.95个百分点。销售费用累计发生7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16.62%，主要系公司加强销售团队建设，销售人员增加导致薪酬

费用增加，办公费、中标服务费等增加所致。管理费用累计发生

2,0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31%，主要系公司规模扩大，增加租

赁用房，房租增加等因素综合所致。研发费用累计发生1,486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48.13%，报告期研发项目研发支出资本化1,371万元

，考虑该因素后，报告期公司研发投入2,857万元,与上年同期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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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三项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累计发生4,26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98%。本报告期累计回款1.08亿，信用减

值损失净冲回556万。综上因素，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32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7.54%。 

公司业务呈明显季节性分布，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收入

规模有所增长，但公司的收入主要还是来自四季度。一季度销售额

、利润贡献与全年相比占比较低，符合公司的业务特点。 

2023年，各种因素叠加，导致公司业绩出现较大下降，但公司

客户群体主要为大型央国企和金融企业，信誉度高，履约能力强，

业务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2024年随着公司新客户、新领域业务拓展的陆续推进，以及经

营风险的充分释放，影响公司利润水平的阶段性不利因素在逐步消

除，公司的组织结构、业务布局、人员规模已基本调整到位并处于

相对稳定状态。研发投入对客户转化、业务拓展、市场推动作用逐

步显现。公司将立足于自身发展需求，持续稳健地优化组织机制和

人才结构，努力将人员规模保持在合理水平，不断提升人效，拓展

业务模式，提升组织战斗力，有效控制经营风险，努力推动实现公

司业绩稳健持续健康增长。 

二、公司2023年及2024年第一季度主要业务开展情况 

（一）2023年业务开展情况 

2023年年末公司在手订单2.97亿元，其中预计在2024年确认收

入的有2.53亿元；2023年年末公司项目存货7,553万元。 

2023年公司继续围绕“两个聚焦”开展工作，下面为大家介绍一

下主要业务的推进情况： 

1、战略客户业务推进情况 

公司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管网、中国建筑

和中国中铁六大央企战略客户的传统优势业务稳健发展，并努力开

拓新业务领域，设备管理、战略与计划管理、智慧油田等多个业务

领域的项目建设工作有序推进。但由于部分战略客户采购与项目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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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进度的延迟，对公司2023年确收、回款造成了阶段性影响。 

2023年，公司深入开展思源时代、世圭谷、北京联方三家子公

司收购后的整合，基本完成技术平台信创改造、技术路线整合、软

件产品升级与解决方案完善等工作，面向战略客户的服务范围得到

扩展，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2、新战略客户推进情况 

2023年，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能源行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以及大型集团企业信息化建设实践经验，借助集团司库管理、智能

财务共享等优势业务，积极拓展集团管控、数据资产、信创替代等

业务领域，努力培育新战略客户。目前公司已锚定目标客户，各项

工作正在紧密跟进与开展中。 

3、司库业务推进情况 

2023年是央企司库体系建设的关键年，公司各司库项目均陆续

完成交付验收，并启动了二期项目、提升项目，司库数据中台在通

用集团、国药集团、中核集团、国航集团等客户推广应用；2023年

公司先后中标中国中化、山东能源境内司库系统建设项目，以及国

投集团、中国中车、中国建筑及海信集团等境外司库建设项目。截

至目前，公司已成功为包括央企集团、地方国企及行业龙头集团企

业在内的三十余家客户建设了全球司库管理系统。同时，我们也关

注到，各省国资委参照国务院国资委的建设要求，已有多个省市陆

续发布了司库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公司司库业务的持续性基本确立

。 

4、信创业务推进情况 

2023年公司对市场与客户需求进行充分研究和分析，聚焦能源

行业、金融保险行业，积极推进大型集团企业信创EAM、EPM、

ERP的试点应用项目，为下一步全面市场开拓打好基础。 

2023年，公司信创EAM成功在某省属煤炭企业推广应用，EAM

替代国外设备管理系统也已在某大型央企集团完成试点上线，目前

正在推广建设；公司信创EPM替代Oracle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已在某

大型央企集团完成蓝图设计，目前正在建设过程中；公司信创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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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工程拓展也正在积极推动。 

5、重点研发情况 

2023年公司共申请了42项软件著作权，获得18项软件产品证书

，收录信创软件产品9项，获得华为鲲鹏认证证书14个，与达梦数据

库、龙芯中科、中科可控、统信、兆芯、海光等国产化系统，相互

进行兼容性认证128项。 

1）平台研发 

2023年公司OSP平台正式升级为“云湖平台”，定位于大型集团

企业数字化技术底座的构建平台，平台性能、功能，数据中台、智

能化方面均实现提升。 

2）信创产品研发 

2023年，公司继续加大信创能力建设投入，在关键性能指标和

功能创新应用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从国产芯片、操作系统、中间

件到数据库，全面支持信创产品体系。公司信创研发团队以市场需

要、客户需求为主导，积极开展ERP、EPM、EAM三大信创软件产

品的迭代升级工作，成效显著。 

（二）2024年第一季度业务推进情况 

进入2024年以来，公司管理层积极行动，组织多项专项工作研

讨，明确了全年工作目标，协同了工作计划，落实了工作责任。 

2024年一季度，公司按照全年工作计划，从组织、人力、研发

、项目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多项工作，为完成全年目标做好准备。如

：以项目高质量交付为目标，进行了组织、人力资源的适应性调整

；以聚焦重点产品，提升软件能力为目标，组织对公司级研发项目

进行了全年研发工作计划评审，按月开展质量管控与进度跟踪；以

精细化项目管理为目标，细化了客户交付项目与研发项目预算管控

的维度与粒度。 

2024年一季度，公司实现收入同比增加43.1%，归母净利润扭

亏为盈。公司截至当前在手订单3.3亿，一季度以来已中标但尚未签

订合同的共计约1.7亿，后续公司将加快推进这些项目商务流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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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跟进其他相关项目的招投标工作，2023年年末营收进度影响因

素正在逐步消除。 

三、总结2023年、2024年发展及未来展望 

（一）总结2023年 

复盘过往三年的工作和2023年经营情况，2023年公司经营业绩

出现明显下降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2022年对业务发展偏乐

观，增加人员较多，主动投入较大，对于建筑行业的业务拓展预期

没有及时调整，导致公司整体规模变大、刚性成本支出较高；二是

对客户的流程变化、管理要求变化带来影响没有充分识别，对项目

落单周期、验收进度过于乐观。两个因素叠加导致2023年经营业绩

出现下降。 

（二）2024年发展 

首先，积极进行内部组织、人员和工作的调整，加强内部资源

调度和协同，提高人员效率、组织效率，确保做到人尽其用、组织

目标明确可落实，在此基础上严格控制人员规模增长；第二，紧盯

商机，推动合同签订和项目交付工作，将2023年跟踪、推动、开展

的工作确保尽早落实，2024年及未来的工作提前谋划，提前准备，

一切往前赶；第三，调整节奏、谨慎评估，提高对业务计划安排的

准确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资源投入；第四，重点推进

信创ERP产品示范项目落地，努力完成新拓展两家央企战略客户的

深度业务合作落实，并将智能化技术应用做为最重要的工作全力推

进。 

我们认为2023年石油行业、建筑行业收入下降是阶段性的，通

过2024年以来的主动调整、积极推进与应对，导致下降的主要因素

已基本消除，我们有信心在2024年推动公司回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轨道，公司收入规模、净利润水平、经营性现金净流量等关键指标

重新回到良好状态。 

（三）关于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几年的发展，我们认为数字化、智能化、信创化的趋

势清晰、需求明确，我们拥有优质的客户群体，这是我们的优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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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关于信创，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是关键期。同时，我们也充分

认识到市场竞争激烈，公司的产品体系、业务模式、盈利模式还存

在较大提升空间，尚需我们更加努力。 

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继续坚持两个聚焦的战略，坚定不移地

以确定性的努力来应对不确定性的环境。战略客户方面，拓展现有

客户的业务领域，扩大战略客户数量；优势业务方面，加强产品研

发和市场建设，扩大优势业务领域，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依托产品

+市场的模式推动公司发展；研发投入方面，重点推动智能化技术

应用和与公司产品业务的融合，用好智能化工具降低公司研发成本

，发挥好智能化能力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 

四、问答交流 

1、最近关注到国资委对央国企人工智能发展有明显要求。公

司客户主要是央国企，智能化也是2024年重点，能否分享一下公司

在智能化方面的相关工作？ 

答：公司现在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是依靠智能化工具提升公司

技术人员的交付和研发质量，提高效率；二是基于公司系统的智能

助手打造“业务系统+AI助手”的人机交互的多场景应用服务。 

公司会努力寻找更多场景，积极和各种主流技术公司做联合创

新和合作，尽快找到能够带来更多业务创新应用的机会。 

2、新战略客户上，原来是4+2，未来会拓展新客户，这块能否

展开介绍下？ 

答：公司借助司库业务带来的机会进入了一批央企客户，2023

年公司重点落实推动新增战略客户工作，目前已经取得突破，预计

在2024年可以获得收入贡献，并逐步形成长期战略合作。 

3、石油石化去年有一定下滑，如何展望2024年这个行业的经

营情况？能否扭转下滑趋势？ 

答：石油石化2023年营收下降与客户采购模式、管理流程变化

有关系，公司仔细做了分析，大部分是阶段性问题，2024年有信心

做出调整，回到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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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4年Q1收入增速亮眼，这部分里有多少是去年递延的？ 

答：2024年第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率较高，主要来源还是业务

规模扩大带来的同步提升。由于公司营收呈现季节性分布的特点，

第一季度收入的全年占比还是比较小。 

第一季度收入去年递延较少，这部分项目目前还在积极推进中

，收入更多会是在半年度及以后各季度体现。 

5、考虑到近期推出的设备更新政策，关于设备领域的看法是

怎样？ 

答：设备管理产品及解决方案，目前主要在油田、矿山的生产

领域，未来希望能拓展到更多行业。公司组建了专门团队进行该业

务的拓展，力争取得更多收入、增强业务黏性。 

6、关于司库系统2024年该如何展望？ 

答：自2022年相关文件颁布后，各大央企都按照国资委要求加

紧推进建设进度。按节奏要求，最近将开展一期建设的终期验收，

随着验收工作完成，公司相信各央企客户会提出后续更加明确的建

设需求。 

公司的司库数据中台产品，可以有效基于司库管理系统及相关

集成数据的治理工作，帮助央企客户依据这些数据来推进后续财务

数智化转型工作，这也是公司大多现有客户二期的重点提升方向。 

伴随广大央企走出去的布局，央企客户越来越关注境外司库体

系建设。公司在境外财资中心核心系统、全球银企直连等方面拥有

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 

还有就是省属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要求，2023年以来已有多个

省市陆续发了意见，后续会有更多地区发布，也会成为公司2024年

、2025年司库业务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附件清单 

（如有） 
参与单位及人员 

日期 2024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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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1 中泰证券 闻学臣 

2 中泰证券 刘一哲 

3 兴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候吉冉 

4 峰岚资产 蔡荣转 

5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朱战宇 

6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徐琳 

7 中泰证券 陈奕龙 

8 湖南源乘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江波 

9 明世伙伴私募基金管理（珠海）有限公司 张海刚 

10 中金公司 王之昊 

11 中泰证券 邓海峰 

12 峰岚资产 朱曦 

1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优草 

14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梁策 

15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凌晨 

16 泉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苏欣 

17 华泰证券 郭雅丽 

18 朴信投资 朱冰兵 

19 首创证券 李星锦 

20 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昊 

21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王亮 

22 财通资管 包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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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23 开源证券 李海强 

24 鲁信康大 逄晓鹏 

25 申万菱信 梁国柱 

26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靳天珍 

27 国寿资产 吴井志 

28 中泰证券白名单测试 薛呈洁 

29 石锋资产 施佳斌 

30 个人投资者 郭凯 

31 个人投资者 杨丽萍 

32 华西证券 赵宇阳 

33 中金公司 赵千帆 

34 中泰证券 唐听良 

35 开源证券 刘逍遥 

36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路演 

37 鲁信康大 杨勇利 

38 中信证券 韩林轩 

39 国金证券 陈矣骄 

40 东北数字经济 陈俊如 

41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程永宾 

42 中金公司 谭哲贤 

43 申万宏源计算机 崔航 

44 海通证券 杨林 

45 东北证券 吴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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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姓名 

46 中信建投证券 应瑛 

47 信达证券 庞倩倩 

48 广发证券 雷棠棣 

49 个人投资者 王向东 

50 海通证券 朱瑶 

51 国投证券 马诗文 

52 民生证券 丁辰晖 

53 国投证券 杨楠 

54 海富通基金 张颖 

55 新华资产 陈朝阳 

56 永赢基金 任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