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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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通过国信证券线上交流平台参与的投资者 

时间 2022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15:30-16:30 

地点 国信证券线上交流平台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高新兴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黄璨 

高新兴副总裁、财务总监王涛 

高新兴证券事务代表万诗颖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15:30-16:30 通过国信

证券线上交流平台召开了“高新兴经营情况交流会”，围绕高

新兴 2021 年度经营情况和以下主要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

交流： 

一、介绍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情况 

2021 年，高新兴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267,294.13 万元，

同比增长 14.91%；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329.27 万元，同比

增长 103.93%，归母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在全球芯片短缺，

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加剧各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毛利率提

升 2.63 个百分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42.60 万

元，同比增长 190.03%，间隔 3 年首次实现大幅转正。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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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收入中，主要产品分为“物联网连接及终端和应用”、“警

务终端及警务信息化应用”、“软件系统及解决方案”三大类

业务板块。（1）“物联网连接及终端和应用”：实现收入

150,171.99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56.18%，收入同比增长

25.48%。其中：车联网产品实现收入 33,030.54 万元，占营业

收入比重 12.36%，收入同比增长 115.77%；（2）“警务终端

及警务信息化应用”：实现收入 39,155.66 万元，占营业收入

比重 14.65%，收入同比增长 40.07%；（3）“软件系统及解

决方案”：实现收入 77,966.48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29.17%，

收入同比降低 8.25%。产品型转型战略进一步得到夯实，“物

联网连接及终端和应用”、“警务终端及警务信息化应用”两

大产品型收入占比超全年营业收入的 70%。分地区来看，（1）

国内销售：实现收入 242,076.22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90.57%，

收入同比增长 7.89%；（2）国外销售：实现 25,217.92 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9.43%，收入同比增长 206.29%。受国内外疫

情得到控制，国内外业务双向恢复。 

在费用管控方面，2021 年度，公司销售、管理和研发三

项费用合计 86,479.80 万元，同比下降 8.53%，费用管控效果

显著。从研发侧投入来看，2021 年全年累计研发投入 35,628.50

万元，占主营收入 13.33%，连续四年研发投入超营业收入的

10%。公司高度重视研发投入，研发策略综合考虑当前收益和

中长期规划，加强研发项目立项管理，努力提升研发费效比。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聚焦自我能力的提升，车联网及智能

交通、公共安全两大主赛道业务也得到突破，重点业务单元业

绩稳步回升。综合来看，在面对逆全球化、供应链动荡、经济

下行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公司保持了稳健经营，并取

得了一定的业绩增长，同时在经营质量提升、缩短管理链条、

组织优化、供应链保障、研发创新、费用管控等方面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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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复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 

1、近期国内疫情处于多点频发的状态，对公司经营影响

如何？ 

回复：目前疫情对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经营造成一定影

响，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对物流的影响，上海等地爆发的疫情

一定程度影响了芯片等物料的供应，部分供应商因为疫情原因

无法正常发货；二是对项目交付的影响，公司 2022 年第一季

度的签单情况要优于上年同期，但部分项目在物流、验收等环

节受到疫情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收入确认的进度。 

但从全年来看，相信国家对于疫情的控制能力，疫情对公

司全年的经营影响是可控的。 

 

2、公司如何判断动环监控行业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后

续在这块业务如何布局？ 

回复：公司 2010年凭借动环监控业务上市，在动环监控

行业深耕 20余年，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市占率都处于行业的

第一梯队。不过，动环监控总体市场空间有限，自 2017年以

来国内基站建设趋于平稳，增速放缓。未来公司将围绕“老产

品新客户、老客户新产品”两个方向拓展业务。“老产品新客

户”即通过对老产品一定程度的改良，拓展 IDC数据中心、配

电机房等新客户群体；“老客户新产品”则是围绕公司核心客

户，不断优化方案、创新产品，拓宽现有产品体系，更好地满

足客户需求。 

 

3、电子车牌相关政策迟迟没有新突破，公司如何看待这

一情况，后续是否会继续在电子车牌行业坚守和投入？ 

回复：从产品本质上看，机动车电子标识的建设符合国家

战略发展规划，顺应了目前国家智能网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公安部也牵头组织研究自主可控的汽车电子标识身份认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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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体系，该体系对于城市交通管理、涉车管控及自主可控的车

辆数字身份具有重要的推广意义。尽管四轮车电子车牌相关政

策迟迟没有落地，但 2021年 3月，公安部发布《道路交通安

全法（修订建议稿）》（该法案尚未正式获得落地），该修订

建议稿中规定机动车登记时应“按规定安装电子标识”。 

机动车电子标识是公安部统一制定国家标准、统一推广、

统一管理的用于车辆身份认证的信息识别技术，通过对车辆交

通信息的分类采集、精确化采集、海量采集，动态采集，可以

帮助公安交管部门实现对车辆的精细管理，带动综合交通管理

系统升级；同时，通过我们交付了重庆、西北某省会城市等全

城覆盖的电子标识项目，以及长沙、武汉、无锡、深圳等试点

项目得到的反馈结果，公司机动车电子标识相关产品和解决方

案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另一方面，当前电动自行车管理需求日益强烈，基于自主

可控的电子标识身份认证体系，多部委出台政策推进电动自行

车登记上牌、道路使用等规范管理。《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

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交通

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等多项政策出台，以深圳、杭州、

南京、广州等地数字号牌管理试点成功，带动全国范围应用的

快速推进。综上，公司认为未来电子标识的推广和普及仍是大

概率事件，基于这一判断我们仍然会坚守这一行业，开拓试点，

创新应用，深化服务。 

不过，由于汽车（四轮车）电子标识相关政策存在不确定

性，未来我们在四轮车领域将保持一定的适度投入，静待产业

未来发展机遇。相对汽车电子标识的发展，电动自行车（两轮

车）电子号牌市场已经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公司在软件、号牌、

路侧设备方面有全方位的综合优势，因此公司短期将加大在电

动自行车电子号牌的投入。未来公司将聚焦自己擅长的核心领

域，同时引入更多的行业参与者，加强与合作伙伴的联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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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关部门共同探索合作模式，完善产品和服务体系，让客

户真正受益。 

 

4：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预亏，是否与大宗商品价格的

上涨有关？ 

回复：公司所处行业由于结算周期、行业惯例等方面原因，

业绩变化的季度性较明显，一季度业绩通常不如三、四季度。

今年公司在一季度销售收入有一定的增长，但因为项目进度受

到疫情的一定影响，总体仍不及预期。大宗商品的涨价对公司

经营也有一定的影响。 

 

5、近几年公司研发费用减少，但销售费用增加，未来是

否更重视销售而非研发？ 

回复：首先 2021年公司在费用管控上加大了力度，因此

销售、管理、研发费用整体较同期有下降。公司高层对研发一

直非常重视，尽管非常艰难但是为了公司的长远着想，公司未

来仍将维持 10%以上的研发投入比重，并坚定聚焦在车联网等

高景气行业，以保证中长期的发展动能。随着公司向产品型业

务转型，借鉴同行业公司，未来会在车联网等产品领域提高销

售投入力度。 

另外“降本提效”将是 2022年的核心工作，“降本”即

降低采购、制造、物流等方面的成本，“提效”即减少期间费

用，增加利润。疫情给今年的降本提效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如

物流成本大幅提高），公司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这对公司是挑

战也是机遇，我们将联合供应商和客户设计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以完成今年的降本提效目标。 

 

6、公司芯片主要供应商是那些厂商，目前国产化情况如

何？公司在芯片方面主要缺口在那一块，未来如何应对“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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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回复：在高端芯片方面，主要由高通等国外供应商供应，

而在中低端芯片方面，国产化程度则不断提高，包括 ASR（翱

捷科技）、紫光展锐与公司都有紧密的业务联系。 

近几年，“缺芯”情况逐渐常态化，公司在车联网芯片采

购方面不存在较大的问题。2021年，公司物联网模块尤其是

车联网业务的增幅突出，自身沉淀多年的供应链优势也逐步凸

显，基本没有出现大的供应方面的问题。目前主要问题在于物

流受阻，比如由于上海等地疫情导致部分供应商无法正常发

货。公司也积极采取多种手段保障供应链及交付，降低供应链

动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年 4 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