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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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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2021 年 11 月 4 日：华西证券 俞能飞、李英文、曾雪菲、毛

冠锦、徐亦珉 

2021年 11 月 5日：中信股销 温雯，中信投行 石建华，博裕

资本 甄欢、祁诗皓 

时间 
2021年 11 月 4 日 14:00-15:00 

2021年 11 月 5日 9:00-10:00 

地点 线上交流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朱鸯鸯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介绍 

二、交流环节 

1、为何公司收入同比下降 12%，净利润同比下降 60%？  

答：公司收入同比下降受综合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去年同

期收入中包含防疫测温机器人收入，抬高了基数；受客户影响，

公司生产、销售存在季节性波动；且今年三季度受疫情影响，

部分订单交付有所延期。 

费用方面，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 5,221.39 万元，同比增

加 43.56%，主要因 2020年下半年申昊科技大楼基建工程竣工，



在建工程转固后，折旧增加所致，导致净利润出现下滑。 

2、公司毛利率会大幅下滑吗？ 

答：公司单个产品存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前期价格、毛利

率较高，后期随着客户规模化采购，公司产品进入成熟期后存

在着需求量增加而价格下降的风险。同时公司与下游电力客户

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也可以更贴合客户需求进行

研发，使得公司能够持续研发出高毛利率新产品提高产品附加

值，以保持公司整体产品的毛利率。另一方面随着产品需求量

的提升，公司也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升毛

利率空间。 

3、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差异原因？ 

答：主要系公司营收规模增加及受回款进度影响。公司客

户质地优良，货款回收确定性较高，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的持续

性较高。 

4、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款周期如何？ 

答：公司下游电网客户的财务收支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

付款审批程序相对复杂，该结算方式使得货款回收周期相对较

长。但考虑到电网公司信誉较好、具有较高的资信水平和偿债

能力，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较小。 

5、订单执行周期是多久？ 

答：根据项目和产品情况有所不同，具体要看合同要求及

客户项目进度情况。 

6、省外业务拓展如何？主要有哪些市场？  

答：基于公司前期省外市场的拓展布局，公司省外业务拓

展进程良好，主要有江苏、四川、重庆、辽宁等市场。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省外营业收入占比为 40.19%。 



7、公司的研发架构是什么样的？ 

答：公司设有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技术发展长

远战略及共性技术、核心技术等开发工作。公司电力机器人事

业部以及轨道交通机器人事业部分别设有专门的技术研发部，

分别负责电力领域智能机器人及智能监测设备、轨道交通领域

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及技术支持等相关工作。 

8、公司在行业内的核心竞争优势有哪些？ 

答：公司核心竞争优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产品布局更加广泛，在电力方面，公司布局了智能

机器人、智能监测及控制设备，已覆盖电力输电、配电、变电

三大环节，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巡检解决方案。在轨道交

通方面，公司率先推出了多功能轨交线路巡检机器人和列车车

底检测机器人，满足客户的巡检需求。同时公司还将不断挖掘

电力和轨道交通领域的客户痛点，持续创新产品，满足客户的

需求。 

（2）服务团队优势，公司已形成具有精准服务能力和高

效市场反应能力的服务团队。这些人员常年活跃于市场，直接

面对终端客户，能够快速、准确地将客户需求直接反馈到公司

研发、生产各个环节，有效保障了公司产品研发的针对性及提

高客户满意度。 

（3）持续的研发创新能力，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

设备检测与故障诊断领域，依托多年积累的技术储备和行业经

验，公司目前已形成较为成熟和完善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

术体系，具备多行业场景应用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面对客户

痛点，持续创新产品，满足客户需求。公司还担任国家巡检机

器人组秘书处单位，积极推动巡检机器人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

的制修订。2020 年，公司牵头起草的《电力场站巡检机器人



通用技术条件》行业标准获得发布。 

（4）行业的拓展，随着公司里监测检测技术的不断积累

与创新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规模划应用，公司正从电力巡检向其

他工业领域巡检拓展，谋划“人工智能+工业大健康”战略目

标，形成“海陆空隧”战略布局，实现“工业健康有申昊，排

除故障不再难”的愿景。 

9、智能机器人的市场渗透率高吗？ 

答：在电力领域根据 2017 年电力工业统计资料汇编，全

国约有 35900 座变电站和 30 万座配电站，目前全国电力智能

机器人市场渗透率较低，市场空间比较广阔。 

10、公司有意向做带电作业机器人吗？ 

答：带电作业是近年来行业发展的趋势，其中有包含诸多

应用场景，包括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开关室带电作业。公司主

要是从开关室带电作业场景去切入，推出巡检+操作一体化的

智能操作机器人，巡检发现问题时能够运用人工智能解决问

题，进一步提高机器人、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目前，公司开关

室操作机器人已取得小批量订单。 

11、轨交产品的布局如何？ 

答：公司基于在电力行业的技术积累、经营经验及对工业

大健康领域的发展趋势研判，开始了从电力巡检向工业领域巡

检布局，谋划“人工智能+工业大健康”战略目标。2018年开

始布局轨道交通领域，经过前期的市场调研、客户交流、人才

引进与研发布局，于 2020年推出了包括轨交线路巡检机器人、

列车车底检测机器人等产品。目前上述产品在部分客户试用情

况良好。公司将积极搭建轨道交通领域销售渠道，今年争取成

为目标轨交客户供应商并形成小批量订单。公司也将不断了解

轨道交通客户的运维痛点，持续创新产品，丰富产品线，满足

客户需求。 

 



12、轨交市场有多大？ 

答：2019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13.9万公里、城市轨道交

通 2020年营运里程 7,545.5公里，若在铁路方面以每 30公里

配置一台轨交线路巡检机器人、在城市轨道交通以每 20 公里

配置一台轨交线路巡检机器人计算，，轨交线路巡检机器人需

求量约为 5,010台。2019年全国动车组保有量 29,319辆、城

市轨交配属车辆 40,998辆，若每 8辆轨交车辆/动车组列车配

置一台列车车底检测机器人计算虑需要检测的列车占比，列车

车底检测机器人在动车组列车、城市轨交车辆市场需求量约为

7,032台。轨交线路巡检机器人和列车车底检测机器人的存量

市场空间较大。 

未来，随着我国铁路运输行业的不断发展，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到 2035 年，

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20 万公里；同时在建的城际轨道交通也

不断投入运营，将进一步提高轨交线路巡检机器人、列车车底

检测机器人在轨交领域的市场规模，为公司轨交巡检产品带来

广阔的市场空间。 

13、轨道交通领域的进展如何？  

答：公司轨道交通产品已经在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天津一号线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等多个目标客户现场试用，试用

反馈良好。 

公司于 2021年 9月 22日与天津一号线轨道交通运营有限

公司签署了《企业战略合作协议》，另杭州机场轨道快线项目

部分线段招投标已在进行中，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后续招投标

情况，具体进展还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14、轨道交通巡检产品方面的竞争对手有哪些？ 

答：轨交线路巡检机器人和列车车底检测机器人均属于新

产品，根据公司的市场调研以及对公开信息的查询，目前市场



上暂无已经实现量产、批量供货的相同或在功能、检测精度、

使用便捷性等方面相近的产品。该领域内主要参与企业有日月

明、唐源电气、鼎汉技术、精工华耀、主导科技等。与同行业

公司相似产品相比，公司轨交产品在功能全面性、检测精度、

导航精度、识别率等方面具有优势和市场竞争力。 

15、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布局？ 

公司未来 3-5 年会一直立足工业设备监测检测及故障诊

断领域，深耕电力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重点拓展轨道交通，

同时探索和布局煤炭、油气化工等其他工业领域，保持公司业

绩可持续发展。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1年 11 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