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3年 8月

股票名称：智洋创新                                     股票代码：688191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R分析师会议£媒体采访£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路演活动R现场参观£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1、东北证券：冯浚瑒、马宗凯、宋心竹、

2、民生加银：朱智彬

3、北京金塔：杨红玉

4、海通证券：徐宏达、杨林、杨昊翊

5、中邮证券：孙业亮、丁子惠

时间

2023 年 9 月 6 日 9:00

2023 年 9 月 7 日 9:00

2023 年 9 月 8 日 10: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及线下策略会

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刘俊鹏

证券事务代表：韩美月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1、介绍公司的主营业务及 2023年半年度的主要业绩情

况。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的高科

技企业，致力于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孪生、

无人机技术与行业场景深度融合，提供面向电力、水利、轨

道交通等领域的人工智能产品、解决方案及专业服务，通过

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应用赋能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公司自研的图像、视频和数据分析算法已覆盖多类识别

场景；云边端协同技术支持主流 AI 芯片部署和集成能力；通

过利用无人机机场管控平台和算法，构建面向全行业的无人

机巡检应用。公司以行业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凭借扎实的技

术实力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先后推出了智能可视化终端、一

站式人工智能平台、大数据及数字孪生平台、无人机智能巡

检系统等，并据此构建了天空地多源感知云边协同的立体巡

检解决方案。

202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647.61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2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0.92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06%；2023 年第二季度营业收入 2.8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85.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82.24%

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内，大环境不利因

素的消除及电网投资的持续增长；二是公司在电力行业不断

深耕,公司产品方案得到了更广泛客户的认可,竞争地位持续巩

固，销售订单得到提升。同时公司加强项目交付管理，项目

执行及交付进度提升。

归母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获

取政府补助增加的同时，期间费用合计占收入比例较去年同

期下降所致。

3、公司与华为的合作情况？

2019 年，公司与华为推出了电力场景 AI 应用联合解决方

案，公司部分产品搭载了华为 Atlas200 AI 加速模块，实现了

该加速模块在电力行业的落地应用。同年，公司获得“2019

华为开发者大赛 Atlas赛道（商业组）”一等奖。2020 年 7

月，我公司大型机械算法曾在华为商城上线发布。2021 年 7

月，作为华为昇腾生态体系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公司受邀

参加了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昇腾人工智能高峰

论坛。2022 年 6 月，智洋创新与华为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加

入昇腾万里合作伙伴计划。2023 年，公司成为华为昇腾万里

伙伴计划优选级应用软件伙伴。

4、新业务领域未来的业绩规划？

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披露的《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预计 2023 年公

司营业收入 8.7亿元，其中水利领域营业收入 4500万元，轨

道交通领域营业收入 2500万元，净利润 7,094万元。该数据

为预算数据不构成业绩承诺，公司具体经营情况请以公司定

期报告为准。

5、新领域拓展的技术复用性以及毛利率情况？

公司拓展的新业务领域在底层技术上具备技术复用性，

公司目前拓展的业务领域都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

巡检效率及安全稳定运行具有较高的要求。

从报告期的竣工项目来看水利领域的毛利率相比较电力

高，轨道交通领域的毛利率与电力基本持平或者略高。目前

公司的新业务领域收入规模较小，少数项目的毛利率水平不

具备客观性，后续毛利率水平请以实际数据为准。

6、无人机巡检的进度情况？

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由无人机、无人机自动机场、无人

机智能管控平台组成，可实现无人机巡检飞行任务的自主起

飞降落、充电换电。平台具备云边协同 AI 分析能力，可对飞

行采集的视频和图片进行实时分析，并自动将业务场景中的



隐患和缺陷形成巡检报告，助力用户辅助决策 ,可应用于电

力、水利、轨道交通等多种业务场景，目前该产品正处于研

发及试点应用阶段。

7、公司的项目周期？

交付周期跟客户的实施计划和项目类型、项目大小、施

工条件等诸多因素相关，项目平均执行周期主要在 100-200

天。

8、目前研发人员情况及未来招聘计划？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研发人员共 350 人，占公

司总人数的 44.64%。今年公司人员招聘政策趋向于人员结构

的优化，人数增幅度节奏将有所放缓，更倾向于高精尖人才

的引进。

9、公司各个业务领域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纵向深耕电力行业，公司业务竞争

地位持续巩固，叠加电力细分领域景气度提升的影响，公司

订单签订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 60%。在轨道交通领域，基

于公司不断优化的具备云边协同能力的铁路线路安全环境管

控产品体系，公司业务拓展有序进行，产品及方案不断获得

更多客户认可，相关项目得到有序推进；报告期内，公司参

与的国铁集团“线路巡防生产管理系统”课题，正处于试点

应用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铁路行业的落地应用得到逐步推

进。在水利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在持续推进山东省内业务

的前提下逐步探索省外市场。在山东原有优势区域的基础

上，公司持续拓展新优势区域，积极打造亮点示范项目。

10、各个业务领域未来市场空间情况？

电力领域，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编制的《中国电力

统计年鉴-2022》，截至 2021 年底 35kv 以上的输电线路回路

长度 222.74万千米，以《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

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50545-2010）为准，35kv

以上的输电杆塔之间的距离在 300-650米之间，35kV 以上杆

塔数量约为 500万座左右，可部署可视化设备 500万套左

右。我国输电线路可视化设备已部署数量目前暂无完整统计

数据，但根据 2022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九届输电技

术大会公开数据，国家电网已安装部署 52万余套可视化监测

装置。考虑南方电网、蒙西电网等其他电网公司对输电线路

可视化设备部署的情况，估计目前我国输电线路可视化设备

累计部署数量为 80万至 100万套左右，覆盖率仍然较低，未

来具有良好的市场空间。

水利领域，水利部于 2023 年 1 月发布：2022 年完成水利

建设投资达到 10,893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44%，历史性地迈

上万亿元台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投资完成最多的

一年，其中，广东、云南、浙江、湖北、安徽等 12个省份完

成投资额度超过 500亿元。截止至 2023 年 6 月底，全国共完



成水利建设投资 5,254亿元，同比增加 18.1%，其中，广东、

河北、云南、浙江、山东 5省完成投资超过 300亿元，水利

投资规模沿续高投入，未来市场前景预期广阔。2023 年 3

月， IDG 发布的《中国智慧水利市场分析与领导者实

践，2023》显示：随着国家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推动，预计在

2025 年水利行业数字化投资占比可达 2.2%，以目前水利投资

规模和增长情况预计，届时每年将有两百亿左右的智慧水利

市场空间。

轨道交通领域，截至 2022 年底，过去 10 年铁路里程从

9.8万公里增加到 15.5万公里，年增加 5700 公里；高铁里程

从 0.9万公里增加到 4.2万公里，年增加 3300 公里。近两年

国铁集团陆续发布了《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十四

五”发展规划》《“十四五”铁路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十四五”铁路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规划中明确指

出，智能铁路 2.0 技术发展目标，着重围绕智能建造、智能

装备、智能运营等应用场景持续深化关键技术创新，加大

5G、大数据、物联网、AI 等现代技术与铁路融合赋能攻关，

深入开展赋能技术和智能系统的研发应用。

附件清单（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