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4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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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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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张旭光

2、浙商证券：张建民

3、华夏基金：谢小龙

4、中邮证券：孙业亮、丁子惠、常雨婷

时间

2024年 5月 21日 15：00
2024年 5月 23日 10：00
2024年 5月 23日 15：00

地点 公司420会议室

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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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发费用情况及未来研发人员招聘规划？

公司 2023年度研发费用 10,078.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5.32%，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2.63%，主要原因报告期

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高端人才的引进，与之相关薪酬等相

关费用随之增长所致。今年公司人员招聘政策趋向于人员结

构的优化，更倾向于高精尖人才的引进。

2、毛利率水平情况？

2023年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34.89%，较去年同期增加

2.93个百分点；其中电力行业毛利率 34.28%、水利行业毛利

率 47.81%、轨道交通行业毛利率 3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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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在研发的垂直领域的模型与大模型的应用关系是

怎么样？

基于公司的一站式人工智能开发平台，公司构建了完备

的图像、视频、点云数据算法库及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算

法库。同时，基于电力、水利、轨道交通等垂直行业的场景

需求，一站式人工智能平台集成了基于场景定制化开发的大

规模语言模型和多模态大模型。针对大模型技术在电力领域

的场景化应用，公司进行了技术探索研究，启动了产品化落

地开发工作。

4、公司电力领域业务的项目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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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低空经济领域的业务布局？

公司的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可实现无人机全自动巡

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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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等多种业务场景，为行业客户提供更高效、精

准和安全的巡检方案。

6、公司各个业务领域目前的进展情况？

在电力领域，公司已深耕多年，2017年公司率先实现了

人工智能在输电智能运维领域的落地应用，公司的行业解决

方案融合了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等技术，随着电网智能运维分析管理系统的逐步推广和客户

需求的不断升级，对行业公司整体技术研发实力、行业方案

适配度、服务及响应能力等要求不断提高。截止目前，公司

电力智能运维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各个电压等级线路，从市

场占有率、装置在线率、客户满意度等方面均居国内领先地

位。

在水利领域，公司紧抓行业契机，快速建立了基于“人



工智能+无人机+数字孪生”的水利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无

人值守的立体化巡检解决方案，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水利

业务的深度融合。2023年 8月，水利部印发《水利简报》，

重点推广了公司参与的山东滨州市河湖数字化管护新路径解

决方案。11月，2023中国水利学术大会在河南郑州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隆重举行，公司受邀参加并作《基于“无人机+AI+
数字孪生”的智慧水利解决方案》专题报告，展示公司数字

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城市防洪“四预”、无人机

智慧巡航系统、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平台等智能应用及典型

案例，获得与会领导、专家的好评。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布《2023 年先进计算典型应用案例名单》，公司研发的

“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水利数字孪生系统”入选城市大脑领

域名单。

在轨道交通领域，以“智能高铁 2.0”建设规划为指引，

以“智能建造、智能装备、智能运营”为核心，公司的轨道

交通运维解决方案，重点围绕铁路行车安全问题，自主研发

铁路运行“云边端”智能运维产品体系，解决铁路行业迫切

需求的“及时发现行车安全风险”运维痛点，通过对场景的

多维数据采集和 AI智能分析，为客户提供智能化的运维解决

方案。2022年公司参与的贵南高铁“基于多维度和 AI可视化

的智能安防系统”课题，整体通过课题评审验收，占据市场

先发优势。2023年公司参与国铁集团“线路安全环境管控平

台”课题，在多次评比测试中处于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技术

在铁路行业的落地应用得到逐步推进。

7、新业务领域未来发展趋势？

水利领域：2021年开始，水利部先后出台了《关于大力

推进智慧水利建设的指导意见》《智慧水利建设顶层设计》

《“十四五”智慧水利建设规划》《“十四五”期间推进智

慧水利建设实施方案》《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等系列文

件，明确了推进智慧水利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

责任单。2023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水网建设

规划纲要》并提出：到 2035年，基本形成国家水网总体格

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逐步建成，省市县水网基本完

善，构建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水安全保

障体系。

目前水利行业处于信息化基础建设阶段，急需提升数字

化、智慧化水平。预计到 2025年，水利行业信息化将以

“2+N”整体架构体系，与数字模型、水利模型、智慧使能深

度融合，建立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体系的水利

行业数字化平台，提升基础设施、信息资源、支撑组件及业

务系统的应用水平。2023年，IDC发布的《中国智慧水利市

场分析与领导者实践，2023》显示：目前水利行业的数字化

投资占比保持在 1%~2%，在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推动下，未来



几年将进入信息化投资加速周期，预计 2025年投资占比达到

2.2%，届时数字化投资比重上升会带来每年超 200亿元规模

的智慧水利市场空间。2024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提到，2023
年全年落实水利建设投资 12238亿元，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1996亿元，创历史最高纪录。2024年一季度，全国完成水

利建设投资 1933亿元，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轨道交通领域：中国铁路建设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时

期。2023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645亿元，同比增

长 7.5%；投产新线 3637公里，其中高铁 2776公里。2024年
一季度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48亿元，同比增长

9.9%。2022年，国铁集团发布“智能高铁 2.0”发展规划，体

现了“体系正向设计、全专业协同、跨行业综合、预测性分

析”4个方面的代际特征，从技术体系、数据体系、标准体

系等维度构建智能高铁体系架构 2.0，规划了建造、装备、运

营等领域智能化重点攻关任务和实施路径。2022年，国铁集

团工电部研究并明确启动“铁路线路巡防生产管理系统”，

印发《线路巡防生产管理系统技术要求（暂行）》，要求：

“增加视频智能分析、预警功能，强化视频大数据算法功能

应用，推进沿线视频自动巡查分析，降低人工巡查劳动强

度”。根据《线路巡防生产管理系统技术要求（暂行）》的

要求，铁路沿线需部署边缘智能分析终端，将沿线摄像机分

析结果接入路局级线路巡防生产管理系统，提高智能分析效

率与实时性，实现“云边协同”技术路线，线路巡防业务领

域预期市场广阔。

附件清单（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