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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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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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参观£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1、中银国际证券：袁妲、乔静仪

2、嘉实基金：周静、张鑫荔、谢泽林

3、鸿道投资：韩逸非

4、东北证券：吴源恒

5、广发证券：蔡宇杰

6、中信建投自营：刘岚

7、国盛证券：徐少丹、廖文强

8、中信证券：孔维实

9、富安达基金：杨红

10、云门投资：高松

11、嘉合基金：丁俊枫

12、正圆投研：张萍

13、湘财基金：车广路

14、煜德投资：靳天珍

15、海富通基金：刘海啸

16、中邮人寿：朱战宇

17、竣弘投资：陈翔

18、东证自营：翟淑星

19、华西证券：马行川

20、汇添富：李泽昱、刘伟林

21、光证资管：李行杰

22、国元证券：耿军军

23、华宝基金：普淞锐

24、华润元大基金：哈含章

25、长信基金：齐菲

26、中融基金：吴刚

27、富安达基金：李飞

28、煜德投资：王亮

29、朱雀基金：赵士林

30、磐厚动量：于昀田

31、淳厚基金：刘俊

32、中意资产：臧怡



33、合众资产：张文鹏

34、建信养老：陆珊珊

35、东方自营：张开元

36、金泊投资：陈佳琦

37、途灵资产：赵梓峰

38、建信保险资产：杨晨

39、贝莱德：程文钰

40、东财基金：罗申

41、金鹰基金：汪达

42、民生证券：丁辰晖

43、明世伙伴：付梦晨

44、光大保德信基金：安鹏

45、华富基金：黄星霖

46、中信建投基金：李将卓

47、汇丰晋信基金：韦钰

48、信达澳亚基金：李琳娜

49、望正资产：马力

50、凯丰投资：黄杨

51、东方证券资管：王延飞

52、国新国证基金：杜汉颐

53、诺安基金：葛家南、左少逸、朱巍、吴博俊、李晓杰、

黄友文、李玉良、杨琨、杨谷、张伟民

54、兴全基金：张哲源

55、国金证券：孟灿

56、亘曦资产：董瑜

57、璞远资产：张人

58、昊晟基金：钟思文

59、辉味投资：高志强

60、瀚信资产：蒋龙

61、悦溪基金：任云鹤

时间

2023 年 8 月 29日 9:00

2023 年 8 月 29日 13:00

2023 年 8 月 29日 16:00

2023 年 8 月 30日 9:00

2023 年 8 月 30日 13:00

2023 年 8 月 30日 14:00

2023 年 8 月 31日 9:30

地点 公司会议室及线下策略会

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刘国永

董事：陈晓娟

董事会秘书：刘俊鹏



财务总监：胡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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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研发费用投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的原因？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较去年同期增长为 27.34%，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增加 0.69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在巩固电力领域

技术竞争优势的同时，持续加强对新业务领域的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的同时，人员结构持

续优化且人均薪酬上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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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领域的产品体系？

智洋创新积极响应水利部门相关政策，以人工智能、数

字孪生、无人机等技术为核心，自主研发具有预报、预警、

预演、预案“四预”功能的数字孪生智慧水利四预系统产品

体系，涵盖“2+N”水利智能业务应用体系，实现人工智能、

数字孪生、无人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水利业务的深度融

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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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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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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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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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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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

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公司深入行业应

用，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提供行业智能化运维管理的解决方

案；在人工智能电力行业应用领域，公司通过多年的深入研

究积累了大量行业数据并持续保持了较高的研发投入，行业

算法和应用方案持续迭代优化；不断引进相关领域的人才，

组建了一支深谙行业技术发展和应用前沿领域的技术研发团

队。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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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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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