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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1〕020050 号，以

下简称“意见落实函”）的要求，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赛为智能”或“公司”）会同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保荐人”或“万和证券”）对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及落

实，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意见落实函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万和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之尽职调查报告》中的释义保持一致。 

二、本意见落实函回复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

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本意见落实函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募集说明书的补充、修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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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5,771.55 万元（含 85,771.55 万元），其中

47,515.26 万元用于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主要用于机器人、无人机、

图像及视频识别产品研发。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人工智能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359.76 万元、2,277.25 万元、10,140.11 万元和 2,233.77 万元,占同期营业

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24%、1.80%、7.94%和 2.20%。目前无人机及机器人在手订

单已逾 7 亿元。 

请发行人结合行业情况、市场容量、目前市场同类产品研发和销售情况、

现有竞争格局、发行人的研发情况和竞争优势、在手订单或意向性订单及其进

展情况、募投项目与在手订单的关系、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披露募投项目实

施的可行性，相关产能是否有效消化，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充分披露相

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募投项目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人工智能项

目”）所处行业属于人工智能产业，募投项目所生产的机器人、无人机、图像及

视频识别产品均为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的产品领域。 

（一）人工智能简介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 AI），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

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

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人工智能概念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经

历了三次发展浪潮。当前人工智能处于第三次发展浪潮，2006 年以来得益于算

法、数据和算力三方面共同的进步，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产业正在逐步形成、不断丰富，相应的商业模式也在持续演进和多元化，并呈现

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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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广泛。由于芯片、深度学习算法、大数据及云计算的飞速发展，人

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很多行业领域逐步落地。人工智能技术通用性强，可以广泛应

用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如安防、金融、教育、医疗、自动驾驶、交通、消费品、

工业生产等应用领域。 

业务形态多样。人工智能根据从底层到应用的技术逻辑可以分成基础层、技

术层、应用层。基础层是支撑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方法，主要包括

AI 芯片、数据以及 AI 算法；技术层是基于现有的 AI 算法，在实际应用中能达

到较好智能效果，具备扩展性，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前景广泛的智能语音、计算机

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基础性技术；应用层则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行业中的实

际应用，是技术和场景结合并落地的环节。因此，围绕人工智能的业态较为丰富，

相关产品及服务具有多样性。 

（二）全球主要经济体高度重视发展人工智能 

自 2013 年以来，全球已有美国、中国、欧盟、英国、日本、德国、法国、

韩国、印度、丹麦、芬兰、新西兰、俄罗斯、加拿大、新加坡、阿联酋、意大利、

瑞典、荷兰、越南、西班牙等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人工智能相关战略、规

划或重大计划。欧盟 28 国 2018 年签署《人工智能合作宣言》共推人工智能发展；

东盟正在计划制定《东盟数字融合框架行动计划》，促进人工智能合作发展。各

国以战略引领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已从自发、分散性的自由探索为主的科研模式，

逐步发展成国家战略推动和牵引、以产业化及应用为主题的创新模式。全球人工

智能产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三）人工智能发展已上升到我国国家战略层面 

人工智能是一种引发诸多领域产生颠覆性变革的前沿性、战略性技术，发展

人工智能是党中央、国务院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大势，为抢

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

相关国家及产业政策密集出台。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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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装备和产品”。2015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

动的指导意见》首次将人工智能纳入重点任务之一，提出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人

工智能公共创新服务，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破。2016 年 5 月，为落实《关

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制定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方案提出，到 2018 年，打造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创新平台，人工智

能产业体系、创新服务体系、标准化体系基本建立，基础核心技术有所突破，总

体技术和产业发展与国际同步，应用及系统级技术局部领先。在重点领域培育若

干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骨干企业，初步建成基础坚实、创新活跃、开放协作、绿

色安全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形成千亿级的人工智能市场应用规模。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人工智能首次上升

到国家战略规划层面，规划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到 2030 年，人工智

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落实到具体实施层面，2017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对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通过实施

四项重点任务，力争到 2020 年，一系列人工智能标志性产品取得重要突破，在

若干重点领域形成国际竞争优势，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融合进一步深化，产业发

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从 2017 年开始，人工智能连续三年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而 2019 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不仅继续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更首次提出“智能+”的概念，充分

体现我国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将人工智能视为国家战略中重要的基础设施，推动

其与产业的融合，加速经济结构升级。 

二、募投项目产品的市场容量 

根据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 2020

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5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到

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4,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5万亿元；

到 2030 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 万亿

元。预计我国未来人工智能产业市场容量将保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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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本次募投项目对应的产品，机器人、无人机、图像及视频识别三类产

品，国内市场规模均达到百亿级别，项目产品市场空间巨大。 

（一）机器人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IFR）的分类，将机器人分为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

人，而市场上较为通俗的分类方法则分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

其中，工业机器人指应用于生产过程与环境的机器人，主要包括人机协作机器人

和工业移动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则是用于非制造业并服务于人类的各种先进机器

人，主要包括家用服务机器人和公共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指代替人类从事高

危环境和特殊工况的机器人，主要包括军事应用机器人、极限作业机器人和应急

救援机器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对应的机器人产品属于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 

根据中国电子学会发布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19）》，2019 年，

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294.1 亿美元，2014-2019 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

12.3%。其中，工业机器人 159.2 亿美元，服务机器人 94.6 亿美元，特种机器人

40.3 亿美元。2019 年，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86.8 亿美元，2014-2019

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20.9%。其中工业机器人 57.3 亿美元，服务机器人 22 亿美

元，特种机器人 7.5 亿美元。到 2021 年，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预计将突破 70 亿美元；而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有望接近 40 亿美元；特种机器人

的国内市场需求规模有望突破 11 亿美元。 

（二）无人机 

无人机按照应用领域的不同可以分类为军用无人机与民用无人机，其中，民

用无人机可以进一步分为工业级无人机以及消费级无人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对

应的无人机产品属于工业无人机，部分产品性能上满足军用需求。 

根据 Frost&Sullivan 数据，工业无人机市场规模将随着应用场景的拓展实现

快速发展，市场规模将超过消费级无人机，预计到 2024 年，全球民用无人机市

场规模将超过 4,000 亿元，其中，工业级无人机市场规模将超过 3,000 亿元；2015

年以来，我国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占全球无人机市场规模均在 65%以上，消费级无

人机市场已充分发展，相对而言，工业级无人机更具市场扩张潜力，预计到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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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工业级无人机市场规模将超越消费级无人机，到 2024 年，工业级无人

机市场规模将超过 1,500 亿元。 

（三）图像与视频识别产品 

图像与视频识别属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应用领域，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应用十

分广泛，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对应的的图像与视

频识别产品主要为人脸识别产品，属于生物识别领域。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1 年中国生物识别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预

测分析》，中国生物识别市场虽然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政府支持、智能

终端设备以及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下，中国生物识别行业近年来取得了较

快增长。中国生物识别市场规模从 2016年的 127亿元增长至 2019年的 224亿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0.6%。预计 2021 年将达 326 亿元，未来前景可期。 

三、市场同类产品的研发和销售情况 

目前，在机器人、无人机、图像及视频识别相关人工智能产品领域，市场上

相关公司已通过不断研发形成较为成熟的产品，并实现较为稳定的销售规模。以

主要产品包括机器人、无人机、图像及视频识别同类产品的上市公司或新三板挂

牌公司为例，其相关产品的销售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公司 同类产品 

营业收入 

2020年 1-6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机器人 

亿嘉和

（603666.SH） 

机器人（含智能

化配套改造） 
未披露 70,380.27 45,564.98 36,784.37 

申昊科技

（300853.SZ） 
智能机器人 16,783.64 32,663.74 20,992.36 14,644.34 

瑞松科技

（688090.SH） 

机器人自动化生

产线、工作站、

配件销售及其他 

未披露 73,071.41 73,637.75 70,510.38 

快克股份

（603203.SH） 

专用工业机器

人、自动化智能

装备 

未披露 21,469.43 19,989.27 14,941.70 

克来机电

（603960.SH） 

柔性自动化装备

与工业机器人系

统 

18,156.87 39,073.75 31,338.01 21,3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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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公司 同类产品 

营业收入 

2020年 1-6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拓斯达

（300607.SZ） 

工业机器人及自

动化应用系统 
123,507.36 80,015.62 70,540.27 43,526.23 

博实股份

（002698.SZ） 

机器人及其它智

能成套装备 
17,444.93 24,751.81 8,683.15 8,923.55 

中信重工

（601608.SH） 

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板块 
35,070.58 73,411.46 100,249.56 88,761.04 

巨轮智能

（002031.SZ） 
机器人 6,347.72 21,301.79 21,659.41 27,242.26 

新时达

（002527.SZ） 

机器人与运动控

制类产品 
116,198.73 226,385.72 245,311.05 237,329.33 

埃斯顿

（002747.SZ） 

工业机器人及成

套设备 
82,674.95 69,637.60 73,491.62 48,903.00 

华昌达

（300278.SZ） 

工业机器人集成

装备 
20,443.60 34,925.73 104,774.36 117,975.88 

机器人

（300024.SZ） 
工业机器人 46,503.11 97,200.80 93,531.29 76,626.51 

无人机 

长鹰信质

（002664.SZ） 

无人机系统及技

术服务费 
12,514.79 42,538.33 13,852.83 8,698.11 

航天彩虹

（002389.SZ） 

无人机及相关产

品 
38,183.43 141,628.17 119,795.23 108,969.45 

观典防务

（832317.OC） 

无人机飞行服务

与数据处理、无

人机系统及智能

防务装备销售 

11,156.57 14,591.38 10,457.69 8,135.88 

纵横股份

（688070.SH） 

无人机系统及服

务等 
9,473.92 21,076.03 11,657.43 10,338.70 

广联航空

（300900.SZ） 
无人机 未披露 11,343.83 6,549.93 273.50 

图像及

视频识

别产品 

捷顺科技

（002609.SZ） 

智能门禁通道管

理系统 
9,153.17 27,671.29 19,814.12 20,843.02 

神思电子

（300479.SZ） 
身份认证产品 5,630.28 15,690.17 14,477.30 13,574.56 

汉王科技

（002362.SZ） 

人脸及生物特征

识别 
3,671.04 10,830.33 10,441.26 9,477.43 

注：上述相关公司按产品的收入数据仅公开披露至 2020 年 1-6 月。 

由此可见，目前上述相关公司已通过研发形成较为成熟的市场同类产品，且

具有较为稳定的销售规模。随着行业整体发展，上述公司相关产品收入规模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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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呈增长趋势，但因为各公司发展阶段及产品细分领域的不同，相关产品收入规

模以及变动趋势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与上述公司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的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亿嘉和（603666.SH） 11.17 13.14 9.16 9.37 

申昊科技（300853.SZ） 14.42 14.27 10.55 7.06 

瑞松科技（688090.SH） 4.53 4.36 4.15 4.23 

快克股份（603203.SH） 7.27 6.05 6.01 6.10 

克来机电（603960.SH） 5.82 6.24 5.32 4.25 

拓斯达（300607.SZ） 6.21 4.21 5.67 5.69 

博实股份（002698.SZ） 3.40 5.02 4.78 5.07 

中信重工（601608.SH） 6.39 7.41 6.68 6.47 

巨轮智能（002031.SZ） 3.76 5.68 5.50 4.43 

新时达（002527.SZ） 5.48 5.74 5.07 4.77 

埃斯顿（002747.SZ） 8.01 13.66 11.49 9.82 

华昌达（300278.SZ） 2.57 3.88 1.87 2.02 

机器人（300024.SZ） 5.41 16.67 6.30 6.70 

长鹰信质（002664.SZ） 4.64 3.95 4.01 3.55 

航天彩虹（002389.SZ） 3.90 5.93 6.20 6.19 

观典防务（832317.OC） 6.40 12.05 8.80 8.18 

纵横股份（688070.SH） 13.86 9.51 13.78 8.88 

广联航空（300900.SZ） 7.11 4.74 4.46 5.71 

捷顺科技（002609.SZ） 7.53 11.28 13.32 8.01 

神思电子（300479.SZ） 15.13 12.54 13.97 12.27 

汉王科技（002362.SZ） 9.23 11.30 13.75 13.07 

平均值 7.44 8.55 7.78 7.03 

发行人 6.41 6.88 6.08 4.87 

注：数据来源于同花顺 iFinD。 

人工智能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特点，因此行业内公司均较为

注重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以及上述可比公司的平均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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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例均呈逐年增长趋势，但公司较上述可比公司的平均值略低，主要因公司智

慧城市业务具有工程类业务特点，收入规模较大，从而拉低了公司整体研发投入

占比所致。公司将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持续增加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入，

增强公司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力。 

四、市场竞争格局 

人工智能是一种引发诸多领域产生颠覆性变革的前沿性、战略性技术，应用

领域广泛，业务形态多样。整体而言，人工智能属于新兴行业，尚处于快速发展

阶段，部分领域市场向少数科技巨头集中；而部分应用领域渗透率较低，市场空

间广阔，竞争也较为分散。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所涉及人工智能产品的行业竞争情

况具体如下： 

（一）机器人 

1、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主要包括焊接机器人、喷涂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加工机器人、

装配机器人以及其他工业机器人。 

在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上，以瑞士 ABB、德国 KUKA（库卡）、日本 FANUC

（发那科）、YASKAWA（安川电机）为代表的外资企业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根据《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2018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中，发那科、

ABB、安川和库卡的市场占比分别为 13.00%、12.3%、8.8%和 7.4%，外资占有

市场份额超过七成。 

近年来，在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牵引下，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较为迅

速，目前已形成了从事机器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工程应用以及零部件配套的

产业集群。以沈阳新松、广州数控、埃夫特等为代表的国内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

新，逐渐积累了一批核心技术，并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市场份额逐渐提

升。2018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累计销售 15.4 万台，其中自主品牌机器销售 4.36

万台，同比增长 16.2%，外资品牌机器人占比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2、服务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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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器人应用场景复杂多样、具体细分种类繁多，可应用在零售、物流、

医疗、教育、安防等众多行业和场景，实现引导接待、物流配送、清扫、陪伴教

学、安防巡检等多样化、复合型功能，如家政服务机器人、教育娱乐服务机器人、

养老助残服务机器人、个人运输服务机器人、安防监控机器人、酒店服务机器人、

银行服务机器人、场馆服务机器人和餐饮服务机器人等。 

因服务机器人应用领域广泛，涉及个人生活和公共服务的方方面面，在少数

领域已形成龙头长期占据较高市场份额的行业格局。如扫地机器人行业，科沃斯

凭借核心技术及产品能力长期占据国内扫地机器人市场龙头地位，剩余市场则集

中在 iRobot、小米、石头、海尔等少数企业。而在更多的领域中，市场渗透程度

较低，整体竞争情况也较为分散。 

（二）无人机 

军用无人机市场方面，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军用无人机研发体系日趋成熟。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军工企业、科研院所为骨干，高等院校、民营企业等力量

积极参与的无人机研发体系格局。 

民用无人机市场方面，对于消费级无人机，主要用于个人航拍，现阶段我国

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呈现大疆“一家独大”的局面，除大疆外，消费级无人机行业

的主要企业还包括法国 Parrort，以及国内的零度智控、亿航和小米等。对于工业

级无人机，则可用于通信中继、公共安全、应急救援、农业植保、物流运输、环

境监测、森林防火、科研实验、电力巡检和航拍测绘等众多领域，目前市场需求

不断释放，行业内主要企业有观典防务、科卫泰、易瓦特、威海广泰、隆鑫通用、

金通灵、通裕重工、山东矿机、山河智能、德奥通航等，但上述企业无人机收入

规模均不超过亿级，对比百亿之上的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均不高，行业竞争格局

较为分散。 

（三）图像及视频识别产品 

在人脸识别领域，目前已有商汤科技、云从科技、旷视科技、依图科技等初

创企业成长为独角兽企业，且有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硬件巨头逐步向软件算法

延伸，上述企业已经抢占国内大部分的金融、公安、机场等优质客户资源，但随



11 

着“刷脸”时代的到来，下游场景应用不断拓展，行业内企业仍面临较大的市场

机遇。 

五、公司的研发情况和竞争优势 

（一）公司研发情况 

公司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已拥有一支高素质、多层次、经验丰富的人工

智能技术研发团队，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近年来，公司研发投入呈逐年增

长态势，为公司的技术研发提供充分保障，并已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 10 项发

明专利、54 项实用新型专利、23 项外观专利，形成了丰富的研发成果，具体如

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所

有人 
申请号 申请日期 

1 
基于深度卷积网络的行人检测方

法及装置 

发明

专利 
发行人 2014103018238 2014/6/27 

2 人脸识别考勤方法及其装置 
发明

专利 
发行人 2014102557005 2014/6/10 

3 
多视角人脸图像性别识别方法及

装置 

发明

专利 
发行人 2014102290831 2014/5/27 

4 一种单目视觉测量方法与装置 
发明

专利 
发行人 2014102890455 2014/6/24 

5 近红外人脸识别方法及装置 
发明

专利 
发行人 2016106952638 2016/8/19 

6 
基于 SURF 兴趣点的行为识别方

法及装置 

发明

专利 
发行人 2014102204018 2014/5/22 

7 
光照自适应的人脸识别方法及系

统 

发明

专利 
发行人 2016106587653 2016/8/11 

8 
基于形状上下文的动作识别方法

及装置 

发明

专利 
发行人 2014102144905 2014/5/20 

9 
一种快速的遗留物检测方法及系

统 

发明

专利 
发行人 2015102680004 2015/5/22 

10 
基于卡尔曼滤波与非参数背景模

型的多目标检测跟踪方法 

发明

专利 
发行人 2015103103983 2015/6/8 

11 
便于拆装的无人机臂折叠结构及

无人机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8219345623 2018/11/22 

12 摇臂挂钩式电机刹车装置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12778784 2019/8/7 

13 一种无人机臂折叠结构及无人机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8219396042 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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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所

有人 
申请号 申请日期 

14 一种张力传感器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07404733 2019/5/22 

15 
用于无人机螺旋桨拉力测试的装

置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8222456015 2018/12/29 

16 用于系留无人机的稳压电源装置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0160959X 2019/1/29 

17 
用于系留无人机收放线的线缆阻

尼结构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01950086 2019/2/13 

18 一种系留无人机收放线缓冲结构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01962399 2019/2/13 

19 一种收送线机构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07459257 2019/5/22 

20 一种系留无人机智能收放线装置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02148020 2019/2/19 

21 系留无人机机载监控系统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01985507 2019/2/13 

22 油电混合动力无人机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13557651 2019/8/20 

23 一种可折叠式机臂结构及无人机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10410301 2019/7/4 

24 电磁吸力式电机刹车装置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10684068 2019/7/9 

25 
一种大载重多旋翼无人机的折叠

机臂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05329051 2019/4/18 

26 一种绘标机器人的卡纸装置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520002636X 2015/1/4 

27 一种扫地机器人用吸尘器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5201717153 2015/3/25 

28 
一种适于撞绳式回收的无人机机

翼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5203477629 2015/5/26 

29 
一种多旋翼植保无人机供电系统

及其多旋翼植保无人机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6212894565 2016/11/29 

30 
一种无人机降落伞新型弹射结构

装置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7215966112 2017/11/26 

31 植保无人机喷杆及植保无人机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5209503010 2015/11/24 

32 
一种系留无人机舰载自主发射装

置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6205208551 2016/5/27 

33 旋转网式无人机回收装置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5203477351 2015/5/26 

34 一种绘标机器人的图纸输送装置 实用 合肥赛 2015200026209 20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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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所

有人 
申请号 申请日期 

新型 为 

35 
一种基于平面并联机构的绘图机

器人绘具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5201756904 2015/3/25 

36 一种旋转翼数量可调式无人机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6205208532 2016/5/27 

37 一种系留无人机自动收放线装置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7215966004 2017/11/26 

38 一种绘标机器人双用开关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5200026177 2015/1/4 

39 
用于系留旋翼机的飞行姿态控制

器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5209781567 2015/11/27 

40 
一种同时具有主机翼和副机翼的

无人机 

实用

新型 

合肥赛

为 
2016205208937 2016/5/27 

41 
一种双转子发动机布局小型共轴

无人直升机 

实用

新型 

北京华

翼星空 
2017201620960 2017/2/22 

42 一种 120公斤级无人直升机 
实用

新型 

北京华

翼星空 
2015210180443 2015/12/10 

43 一种无人直升机发动机冷却系统 
实用

新型 

北京华

翼星空 
2019207203611 2019/5/17 

44 一种无人机吊挂链接卡件 
实用

新型 

北京华

翼星空 
2019207175768 2019/5/17 

45 一种具有加热功能的自动驾驶仪 
实用

新型 

北京华

翼星空 
2017216034399 2017/11/24 

46 一种小型无人直升机 
实用

新型 

北京华

翼星空 
2019207193075 2019/5/17 

47 
一种小型航空发动机风冷散热系

统 

实用

新型 

北京华

翼星空 
2019207192918 2019/5/17 

48 
应用于多旋翼无人机的降落伞控

制系统 

实用

新型 

北京华

翼星空 
2017203026303 2017/3/25 

49 一种用于无人直升机的升降轮 
实用

新型 

北京华

翼星空 
2019207360006 2019/5/20 

50 多旋翼系留无人机 
外观

专利 
发行人 2018306654107 2018/11/22 

51 系留无人机不间断电源 
外观

专利 
发行人 2019303152156 2019/6/18 

52 系留无人机（SY14KT 六旋翼） 
外观

专利 
发行人 2019301080420 2019/3/15 

53 无人机飞行控制器 
外观

专利 
发行人 2019303155243 2019/6/18 

54 共轴无人直升机 
外观

专利 
发行人 2019303538734 20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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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所

有人 
申请号 申请日期 

55 电力巡检机器人 
外观

专利 
发行人 2019306407994 2019/11/20 

56 系留无人机 
外观

专利 
发行人 2019300630387 2019/2/13 

57 多旋翼无人机电机座 
外观

专利 
发行人 2019303538749 2019/7/4 

58 四足机器人 
外观

专利 
发行人 201930354442X 2019/7/4 

59 系留无人机机载电源 
外观

专利 
发行人 2019303155313 2019/6/18 

60 四足机器人 
外观

专利 
发行人 2019306407941 2019/11/20 

61 无人机飞控系统控制器 
外观

专利 

合肥赛

为 
2015300981737 2015/4/15 

62 无人机（小型） 
外观

专利 

合肥赛

为 
201530284352X 2015/7/31 

63 无人机（赛鹰 200） 
外观

专利 

合肥赛

为 
2016306046988 2016/12/9 

64 无人机（赛鹰 340） 
外观

专利 

合肥赛

为 
2016306051168 2016/12/9 

65 无人机（赛鹰 215） 
外观

专利 

合肥赛

为 
2016306046969 2016/12/9 

66 无人机（赛鹰 100） 
外观

专利 

合肥赛

为 
2016306054908 2016/12/9 

67 无人机机臂疲劳强度测量装置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18979414 2019/11/5 

68 多旋翼无人机测试装置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16537518 2019/9/29 

69 智能收放线装置 
实用

新型 

发行

人、马

鞍山学

院 

2019220729991 2019/11/26 

70 一种轨道式巡检机器人充电装置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20200290895 2020/1/7 

71 轨道式巡检机器人云台升降装置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19222304318 2019/12/12 

72 无人机地面站装置 
实用

新型 

发行

人、马

鞍山学

院 

2019222453558 2019/12/13 

73 轨道式巡检机器人局部放电检测 实用 发行人 2019221890590 20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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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所

有人 
申请号 申请日期 

的伸缩装置 新型 

74 无人机机臂折叠结构及无人机 
实用

新型 

发行

人、马

鞍山学

院 

2019224924739 2019/12/31 

75 
一种带电气连接件的无人机机臂

连接结构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20203675917 2020/3/20 

76 系留无人机机载降压电源 
外观

设计 

发行

人、马

鞍山学

院 

201930671286X 2019/12/3 

77 六旋翼无人机 
外观

设计 

发行

人、马

鞍山学

院 

2019306714579 2019/12/3 

78 巡检机器人（一） 
外观

设计 
发行人 2020301149626 2020/3/30 

79 四旋翼无人机 
外观

设计 

发行

人、马

鞍山学

院 

2019306714441 2019/12/3 

80 室内巡检机器人 
外观

设计 
发行人 2020301149556 2020/3/30 

81 一种无人机支脚结构 
实用

新型 

马鞍山

学院 
201922261367X 2019/12/17 

82 一种无人机的机械臂翻转机构 
实用

新型 

马鞍山

学院 
2019222563115 2019/12/16 

83 一种机器人防撞装置 
实用

新型 

马鞍山

学院 
2019222563172 2019/12/16 

84 系留无人机独立式电源结构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20203677486 2020/3/20 

85 一种无人机应急降落装置 
实用

新型 

发行

人、马

鞍山学

院 

2020201020145 2020/1/16 

86 双层同步变距共轴旋翼无人机 
实用

新型 
发行人 202020538014X 2020/4/13 

87 隧道巡检机器人 
外观

设计 
发行人 2020304330499 2020/8/3 

（二）公司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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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优势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的持续研发和创新，近年来随着公司研发投入及研发人员

的不断增加，以人工智能为主的核心技术体系逐步形成，如涉及智能科学/人工

智能算法、物联网技术、移动/工业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高

性能计算技术、建模仿真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 

无人机方面，公司拥有高效高功率机载直流电源，高强度低风阻光电复合缆、

双余度耦合姿态算法，多余度高机动飞行导航控制技术、系留线缆载荷最优计算

方法、转子发动机等核心技术。机器人方面，公司拥有自有深度学习图像及视频

识别框架、资源有限环境下在线工业仪表机器视觉算法、基于 2D/3D 激光的同

时定位和建图等核心技术。 

公司凭借在人工智能领域积累的业内先进的核心技术，逐步开始参与行业国

际标准的制定。由公司参与的《系留无人机系统通用要求》国际标准提案，通过

投票立项，已进入委员会草案（CD）阶段。 

2、产品优势 

近年来，公司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系留无人机、仿生四足机器人等人工

智能产品先后荣获高交会优秀产品奖、AIC 标杆应用奖、5G 创新先锋奖、世界

无人机大会系统技术创新产品奖等，已形成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公司相关产品技

术参数业内领先，如公司多款无人机产品在悬停高度、有效载荷、抗风能力等方

面具备国内领先的技术指标。此外，公司机器人、无人机、图像及视频识别三大

类人工智能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多种行业以及通讯中继、军事察打、警用侦查、公

共安全、应急救援、农业植保、航拍测绘、电力巡检、商业运输、环境监测、森

林防火、反恐防暴，科研实验等应用场景，具有产品应用优势。 

3、人才优势 

公司设立自有科研平台人工智能研究院、无人机研究院进行技术研发，通过

从知名企业进行人才引进等方式，现已形成稳定的百人左右规模的人工智能研发

团队。同时，公司控制的马鞍山学院以建成一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民办本

科大学为目标，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及人工智能产业链，深化产教融合，在公



17 

司的人才培养方面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性。 

六、公司的在手订单及意向性订单情况 

截至本意见落实函回复出具日，公司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在手订单及意向性订

单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尚待执行合同

金额 
进展情况 

江苏锦程航空科技有

限公司 
无人机 203.50 193.50 部分已执行完 

北京星箭长空测控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无人机 300.00 150.00 部分已执行完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无人机 217.00 217.00 已收预收款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队 
无人机 12.00 12.00 已收预收款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分公司 
无人机 66.11 66.11 

已交付客户待验

收 

安徽泰格电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智能轨道电力巡

检机器人 
5,478.50 5,478.50 

现场勘测完毕，

待客户通知入场

安装 

南京能迪电气技术有

限公司 
巡检机器人 18.00 18.00 设备已进场 

保密客户 智能平台 66,000.00 66,000.00 
客户已下订单，

准备生产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动力巡检机器人 24.60 24.60 设备已进场 

马鞍山鑫宇电气科技

有限公司 

挂轨式巡检机器

人 
250.00 250.00 

现场勘测完毕，

待客户通知入场

安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芜湖分公司 
无人机 69.30 69.30 

已交付客户待验

收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 

轨道式巡检机器

人 
285.00 285.00 准备入场勘察 

合计 72,924.01 72,764.01  

七、募投项目与在手订单的关系 

公司机器人及无人机相关在手订单已逾 7 亿元，订单标的与募投项目对应的

机器人、无人机产品均属于同类产品，但订单标的为公司现有细分产品，而募投

项目产品为现有细分产品的迭代升级以及细分新产品的开发。 



18 

公司在手订单的实施，能够增强公司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的应用能力，为

核心技术的完善和提升提供数据支撑，并且公司将积累丰富的相关人力组织、采

购供应、生产协调、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经验，同时在手订单为公司积累了客户资

源和成功案例，有助于公司进一步的市场拓展。因此，公司在手订单能够为本次

募投项目的未来实施提供良好支撑。 

八、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 

选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近似募投项目，与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

别 
可比公司 募投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投

资金额 

税后内部收

益率 

投资回收

期（含建

设期） 

达产后年销

售收入 

机器人 

亿嘉和

（603666.SH） 

室内轮式智能巡检机器

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6,867.92 36.34% 5.05 32,500.00 

室内智能巡检操作机器

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0,025.93 34.47% 5.25 42,500.00 

消防搜救机器人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25,279.92 37.43% 5.05 60,000.00 

瑞松科技

（688090.SH） 

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生产基地项目 
14,033.91 16.19% 8.44 120,000.00 

科大智能

（300222.SZ） 

高端机器人智能生产基

地项目 
31,100.00 24.50% 5.24 55,548.00 

申昊科技

（300853.SZ） 

智能机器人生产建设项

目 
26,300.00 32.66% 4.73 58,870.03 

拓斯达

（300607.SZ） 

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6,759.78 22.11% 6.17 41,466.00 

机器人及自动化智能装

备 
80,000.00 未披露 6.90 237,000.00 

埃斯顿

（002747.SZ） 

机器人智能制造系统研

发和产业化，以及机器

人智能化工厂升级改造

项目 

39,056.00 24.72% 未披露 未披露 

埃夫特

（688165.SH） 

下一代智能高性能工业

机器人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43,692.50 41.44% 4.51 94,366.83 

无人机 

航天彩虹

（002389.SZ） 

彩虹无人机产业基地建

设项目 
94,409.69 

30.18% 

（税前） 

6.14 

（税前） 
未披露 

雷柏科技

（002577.SZ） 
无人机产业化项目 70,500.00 24.94% 5.27 188,8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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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

别 
可比公司 募投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投

资金额 

税后内部收

益率 

投资回收

期（含建

设期） 

达产后年销

售收入 

中电兴发

（002298.SZ） 

公共安全与反恐领域机

器人及无人机产业化项

目 

50,000.00 19.91% 5.60 未披露 

图像及

视频识

别产品 

川大智胜

（002253.SZ） 

高精度三维全脸照相机

与三维人脸识别系统产

业化项目 

17,600.00 20.94% 6.80 未披露 

神思电子

（300479.SZ） 

远距离、大场景、全天

候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技

术升级与产业化项目 

8,000.00 19.63% 6.26 18,800.00 

安居宝

（300155.SZ） 

智慧门禁系统服务运营

拓展项目 
11,500.00 未披露 

3.42 

（税前） 
20,000.00 

—— 发行人 
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47,515.26 19.47% 6.11 68,885.00 

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由上表可看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近似募投项目相

比，投资规模及预计效益均较为谨慎合理。 

九、募投项目产能能否有效消化 

公司“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投产后，主要形成机器人、工业无

人机和视频识别产品三类产品的生产能力。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机器人、无人

机和图像识别产品每年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2.94 亿元、3.27 亿元和 0.68 亿元。 

根据《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2020)》，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已连

续 7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器人消费国，2018 年中国机器人销售量为 15.4 万台，

超过世界总量的 1/3；但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我国每万名员工对应的机器人保

有量仅为 140 台，新加坡为 831 台，韩国为 774 台，德国为 338 台，我国机器人

应用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未来随着我国制造业水平的不断提升，

对机器人的需求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我国民用无人机市场发展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以大疆创新为代表的无人机企

业引领着全球消费级无人机的发展，2019 年我国消费级无人机规模占全球的

74.29%。由于工业无人机应用领域宽广，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背景下，工

业无人机在农林植保、巡检、测绘与地理信息、安防监控、物流运输等领域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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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断深入，通过代替人工作业实现降本增效。2015 年至 2019 年，我国工业无

人机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49.94%，预计到 2024 年，我国工业无人机市场

规模预计将突破 1,500.00 亿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生物识别已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基于生物

识别开发的各类应用产品不断产生，而人脸识别以其易用性、便利性、设备成本

较低的优势，成为了生物识别技术中应用最广泛的，人脸识别技术在智慧城市、

公共安全、轨道交通、政府治理等领域快速拓展，我国人脸识别市场已突破百亿

元，预计未来仍将保持快速的增长。 

公司在人工智能算法以及软硬件开发方面已经多年研发、测试积累，目前在

机器人、无人机及图像识别等具体产品类别方面已开发出成熟的产品，并陆续获

取了市场订单，目前在手订单逾 7 亿元，人工智能产品开始进入了效益实现期。

公司自主研发的巡检机器人、系留无人机、仿生四足机器人等产品先后荣获中国

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AIC 标杆

应用奖”,“5G 创新先锋奖”等奖项，公司“人脸识别实名测温解决方案”亦获

得深圳市人工智能战疫研讨会暨科技成果展创新产品奖。 

因此，随着机器人、工业无人机和图像视频产品等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在我国

市场规模的快速成长，公司已在相应领域取得了较好的技术和产品储备，“人工

智能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投产后，预计能够有效的抓住市场发展契机，通过

有竞争力的产品获取订单，从而有效的消化产能并获得良好效益。 

十、人工智能项目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公司人工智能项目所处行业发展情况较好，国家政策支持力度较

强；项目对应的机器人、无人机、图像及视频识别三类产品国内市场规模均达到

百亿级别，市场空间广阔，且产品下游应用广泛，市场竞争相对较为分散；目前

市场同类产品的研发和销售情况良好，行业内公司已通过研发形成较为成熟的市

场同类产品，且实现较为稳定的销售规模；公司通过不断的研发投入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专利技术，并具备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和人才优势；公司目前人工智能产

品在手订单已逾 7 亿元，能够于订单执行过程中在技术应用、生产经验、人力组

织、客户积累等方面为募投项目的未来实施提供良好支撑；对比同行业可比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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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投项目情况，公司人工智能项目的投入及效益预计较为谨慎合理。 

因此，公司人工智能项目的实施具有较强可行性，相关产能预计能够消化，

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十一、风险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以及“第六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

险因素/三、影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因素”中补充披露了以下楷体加

粗内容。 

“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 

公司现阶段将人工智能算法以及软硬件研发生产销售业务作为主要业务发

展目标，本次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根据该目标，拟进行机器人、无

人机、图像及视频识别三类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报告期内，公

司上述人工智能产品收入规模尚较小，但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形成与飞控技

术、转子发动机、图像识别及处理、自动定位等相关的多类核心技术，目前无

人机及机器人在手订单已逾 7 亿元，公司人工智能产品开始进入效益实现期，

同时，鉴于相关人工智能产品未来市场空间广阔，公司对本项目可行性已经充

分研究论证。 

但本项目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如果出现市场需求不足或公司相关产品市场

竞争力下降，可能导致项目新增产能无法充分消化，从而难以达到预计效益，

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并造成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无法实现的

风险。 

十二、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 

2、查阅了发行人人工智能产品及所在行业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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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阅了相关上市公司或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 

4、取得了发行人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专利证书及相关产品所获奖项； 

5、取得了发行人在手订单，并通过访谈发行人了解了与募投项目的关系。 

（二）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人工智能项目的实施具有较强可行性，相

关产能预计能够消化，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发行人已对本次募投项目的风

险进行了充分披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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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深圳市赛为智能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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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杜承彪  周耿明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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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意见落实函回复涉及问题

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

核查程序，本意见落实函回复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冯周让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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