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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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证券：丁辰晖

恒越基金：钱臻

中意资产：臧怡

上海季胜投资：俞忠华

上海肇万资产：崔磊

敦和资产：江源

湘财基金：车广路

兴华基金：陈柳

申九资产：欧阳沁春

信达澳亚基金：李琳娜

上海涌津投资：赵梓峰

顶天：仇彦英

东方基金：葛家南

时间
2024 年 8 月 19 日 16:00
2024 年 8 月 20 日 11: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线上电话会议）

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刘俊鹏

财务总监：胡学海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1、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主要业绩情况？

202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415.04 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15.32%；在持续保持高研发投入的基础上，报告

期内主要利润指标实现增长：营业利润 2,682.46 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11.35%；利润总额 2,691.1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2.2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34.08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7.3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09.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98%。上半

年公司股份支付金额 1,290.02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582.55
万元，对净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电力、水利、轨道交通领域业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

长 10.80%、55.15%、142.12%，电力保持连续稳定增长，新

业务领域实现快速增长。本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将仍以电力业

务为主，轨道交通及水利领域业务还处于前期阶段，虽增长

快速但本年度预期收入占比较小。

水利领域，公司在布局山东省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省

外业务并取得标志性成果：2024 年 6 月宜兴市水利局携手智

洋创新打造的涵盖“四全”“四制（治)”“四预”“四管”四

个方面的矩阵平台，被水利部选取为典型水库数字化成果。

山东省内业务有序推进：2024 年 7 月公司中标无棣县海河流

域排涝能力建设项目信息化项目，中标金额 2462 万元。

在轨道交通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与国铁集团保持密切

沟通，积极推进工务段巡防领域的业务布局。目前公司产品

已经在全国 18个铁路局进行试点应用，并已中标南宁、乌鲁

木齐、济南、呼和浩特、西安、广州等多个路局的项目。

2、公司研发投入及进展情况？

2024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0.57%，

总研发投入为 4,688.12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为

10.80%，研发人员数量及研发人员平均薪酬均实现增

长。2024 年上半年，人工智能、各业务领域终端产品技术研

发均取得进展，自研了行业多模态大模型、电力视觉全量感

知大模型、输电通道空间实时感知、输电通道隐患告警分级

等算法技术，在输电线路各类隐患识别、多源数据与多模态

融合、隐患测距、综合有效告警提升、数据治理等方面均有

较大提升和进展，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力、水利、轨道交通、

新能源、地质灾害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化应用，各类模型在

国网芯、华为 Atlas等平台上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并完成多

项全新产品的研发，人工智能专利技术实现成果转化，在产

品上落地应用。

3、公司在输电领域的业务情况及未来市场空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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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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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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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万套左右。2015 年输电智能运维相关方

案推出以后迅速得到电力客户的充分认可并实现了业务的快

速增长。经过多年的推广，目前市场渗透率正逐步提升，部

分先发市场逐步趋于全覆盖，市场已进入业务平稳增长周

期，从长期来看，无论从市场层面还是技术方案层面，市场

竞争度逐步加强。随着新兴技术的日趋成熟、客户需求的逐

步升级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份额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

先发技术优势企业有望获得市场份额的提升。

4、轨道交通领域的未来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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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全国铁路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373亿元，同比增长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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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水利领域的未来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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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水利建设

资金主要投向了 4个领域：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完成投资

3227亿元，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5665亿元，河

湖生态环境复苏完成投资 2079亿元，水文基础设施、智慧水

利等其他项目完成投资 1025亿元。2024 年 1至 6 月，全国水

利建设投资和实施项目均超去年同期水平。其中，全国落实

水利建设投资 10060.7亿元，增幅 29.2%；实施水利项目 3.8
万个，比去年同期增长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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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集成了国内智慧水利头部技术提供商，形成智

慧水利技术与解决方案提供商生态图表，智洋创新入榜。

目前全国各地争相落地试点项目进行探索，所涉及的无

人机全自动巡航、BIM、三维模拟仿真、水利专业模型、智

能识别模型等新一代技术已在水利场景下实现落地应用，改

变了以往水利管理工作监管方式，切实提高了监管效率与智

能化手段。随着新产品、新技术在水利领域的不断探索和应

用，将为水利行业带来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

附件清单（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