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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二、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之“四、风险因素”部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四、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五、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七、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259,207,152.43 元，滚存未分配利润 371,450,291.33元。 

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定如下： 

1、按本年度母公司报表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公积金 20,797,077.91元。 

2、以 2021年 12 月 31日总股本 131,608,69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 6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78,965,218.80 元，占当年度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

的净利润 259,207,152.43元的 30.46%。 

 

八、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公司股票简况 

（一）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中科微至 688211 不适用 

 

（二）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奚玉湘 张蝶 

联系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安泰三路979号 无锡市锡山区安泰三路979号 

电话 0510-82201088 0510-82201088 

传真 0510-82201088 0510-82201088 

电子信箱 
investor_relationships@wayzim.com 

investor_relationships@wayzi
m.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中科微至为客户提供面向输送、分拣、仓储的智能物流系统综合解决方案，并通过自主

研发及部分生产相机、分拣小车、动态称重、电滚筒等核心部件，实现了智能物流装备系统

全产业链的布局。中科微至是国内少数几家掌握智能物流装备系统及其核心部件研发、设计、

生产一体化能力的公司。 



 

图： 中科微至产品矩阵示意图 

秉承“科技创新、匠心品质”的精神，中科微至引领行业科技创新，为客户提供面向输

送、分拣、仓储的智能物流系统综合解决方案。公司的交叉带、摆轮、窄带等分拣单机实现

了从小件、大件到重载件的全面分拣；叠件分离、单件分离、居中机等配套单机实现了分拣

流程的全自动化；堆垛机、穿梭车、重载机器人等仓储单机可实现仓配一体流程的全自动化。 

1） 交叉带分拣系统，面向快递的小件包裹。运用了公司自主研发的视觉识别装置，可实现

条形码/二维码信息的高速率读取，同时对条码污损、褶皱变形、倾斜、模糊等问题具有

良好的应对能力。 

2） 大件分拣系统，面向快递和快运的大件包裹。以摆轮式大件分拣系统为例，由动态称重

设备、3D尺寸测量仪、高精度条码识别系统和分拣摆轮等核心部件组成，具有对于中大

包裹的高速传送的能力支持。 

3） 总集成式分拣系统，包括交叉带分拣系统、大件分拣系统、动态称重设备、输送设备、

单件分离设备等多项产品组合的整体输送分拣系统，为客户提供集输送、去堆叠、排序、

拉距、供包、数据采集、分拣、集包为一体的总集成式分拣系统。 

4） 智能仓储系统，面向电商、食品、药品、家居、制造业等行业，产品包括堆垛机、穿梭

车、重载机器人等仓储核心单机硬件，结合 WCS、WMS等软件系统，可为客户实现仓配一

体流程的全自动化。 

5） 其他，如公司新布局的民航机场的行李分拣系统等。 

公司同时提供智能物流装备的核心部件，自主研发并部分生产相机、分拣小车、动态称

重、电滚筒、叠件分离、单件分离、居中机等核心部件。以相机为例，公司自主研制了基于

8K线阵图像传感器的自适应调焦高速读码系统、基于衍射光学元件（DOE）的三维体积测量



系统和基于深度学习的叠件自动识别等系统。 

 

（二）主要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的变化。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采购、生产和销

售体系。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情况如下： 

1、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智能物流分拣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及销售服务，根据不同客户的需

求，采取定制化销售模式。 

（1）销售渠道模式 

报告期内，根据下游客户的特点，公司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直销模式下，公司销售团队直接参与中通、顺丰、极兔等国内物流集团型企业的集中采

购，以及其他智能物流装备集成供应商的采购，对其提出的各项需求进行快速、精准响应，

同时派出经验丰富的营销团队参加国内外各种行业展会，拓展海外市场。 

经销模式作为直销模式的补充，主要针对快递物流集团企业分散在各地区的网点加盟商，

有助于公司扩大销售网络的覆盖范围。 

（2）销售流程 

公司主要采取协商谈判、招标等方式获取智能物流分拣系统项目。 

对于协商谈判获取的项目，客户向公司发送产品需求，随后公司会对项目进行项目立项

和方案设计。方案设计完毕后，公司核算并确定项目报价后反馈给客户，经过双方协商确定

产品价格并签订合同。 

对于招标获取的项目，在获得项目信息后，公司组建包含销售、规划设计、软件、机械

以及电控等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项目小组，从技术、商务、财务等角度研讨方案，形成投标

书或报价单，最终由客户确定中标供应商。 

（3）售后与退换货政策 

公司与客户的销售合同中，双方主要就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时的退换货情况做出约定，主

要内容如下： 

主 要 处 理

方式 
典型合同条款约定 

及时更换 质保期内，乙方负责免费解决设备所有质量问题，包括零部件



主 要 处 理

方式 
典型合同条款约定 

严重赔偿 的更换、机械及电气故障。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乙方当免费

维修或更换，经更换仍无法使用的，甲方有权要求退货，并要求乙

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合同内容约定，当产品发生质量问题时，公司主要采取及时维修的处理方式。报告

期内，公司未发生大规模产品退换货的情况，保持了良好的客户合作关系，不存在因产品质

量问题终止合作的情况。 

2、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为定制化产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需求进行设计、制造

和安装。通常情况下，在获取客户订单后，公司将根据客户需求进行设计，并通过对外采购

或自主生产获得所需零部件，最终在项目现场完成安装和调试。公司生产环节主要包括软、

硬件协同设计、零部件生产和现场安装等步骤，具体如下： 

（1）软、硬件协同设计 

公司会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产品参数设计，明确产品方向后进行产品立项，确定产品所

需软件及硬件要求。公司的软件研发部负责完成 PLC、WCS、核心算法的设计及研发，主要是

基于现有软件体系上完成参数的修订和更改。硬件方面，机电系统研发中心、电气研发部等

研发部门负责对核心部件的结构设计和制造工艺的管理。 

公司根据不同产品的参数，将设计完毕的软件录入至硬件中，进行小规模批量试产，试

产品根据测试效果调整相应软硬件设计，试产品完成评估后，公司进行批量生产。 

（2）零部件生产 

公司产品所需原材料主要分为机械类、电气类、钣金类等，核心原材料主要包括分拣小

车、电滚筒、相机、供包机、摆轮分拣机、模组分拣机、动态称等，其中，分拣小车、供包

机、电滚筒、相机等核心原材料和下料口等定制件由公司自主开发设计。 

（3）现场安装 

项目经理根据项目图纸进行现场定位、画线工作，确定设备安装位置。设备安装位置确

定后，公司将自产零部件和采购零部件运至项目现场，进行机械安装工作。机械安装完毕后

由电气工程师、软件技术支持工程师进行设备电气调试、软件录入和调试工作。调试完成以



后，进行现场试运行及项目自验工作，并且进行设备联合调试。设备联合调试结束之后，协

调客户进行项目初验工作，初验完成后，进行一定时期的运行检测，检测通过之后客户进行

终验。现场安装环节均由安装团队在客户指定的安装现场完成。 

3、采购模式
 
 

公司产品为定制化产品，使用“以产定采”的采购模式，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分拣小

车、供包机、电滚筒、伺服电机以及钢平台等。 

公司根据以往销售以及未来订单情况，会确定采购范围和价格，并在年初与主要供应商

签订采购框架协议。如果供应商提供原材料为首次使用，公司将认定该方案为非成熟方案，

同时公司会要求供应商生产样品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后再通过小批量试用来确定原材料是否

合格。公司在获得订单后，会根据采购内容采用询价和比价方式确定供应商，随后与供应商

签订采购订单或合同。公司采购的伺服电机、滑触线、通讯元器件等为标准件，供应商会少

量备货，以满足公司生产需求。对于定制件，公司会根据客户的要求和研发部提供的图纸，

向供应商确定原材料的规格和价格。供应商在规定的交付时间，向指定地点运输原材料，同

时公司工作人员在现场验收，验收合格后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付款。 

4、研发模式 

为持续研发新一代技术和产品，巩固并增强公司的技术优势，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中

科微至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江苏）有限公司，统筹各研发部门，合理的分配研发任务，下属

研发部门包括智能系统实验室、机器人技术研发中心、软件研发中心、机电系统研发中心等。 

公司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与客户需求确定研发方向，在项目立项后召开评审会，评审会期

间会根据研发情况需要判断是否需要与外部机构合作开发。公司所有涉及研发项目都需要经

过阶段性评估，阶段性评估通过后进行评审和验收，最终开始生产样品。 

 

（三）所处行业情况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智能物流分拣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及销售服务，属于智能物流

装备领域。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和中国证监会于 2012 年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C34 通用设备制造业”。根据

2018 年 11 月 7 日公布的国家统计局令第 23 号《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所处

行业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物流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连接生产、分配、消费不可或缺的服务。根据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我国物流行业目前仍处于效率不高的状态，2021 年社会物

流总费用 16.7万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值为 14.6%，和美国约 8%的水平相比，

供应链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通过智能物流系统升级等实现物流自动化智能化是提升物流运

作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智能物流装备作为现代物流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组织、实施物流活动的基础，也是促

进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效率升级的重要条件。智能物流装备包括物流系统中各种设备以及

控制和信息系统，涵盖了储存设备、搬运设备、输送设备、分拣设备和包装设备。根据中国

机械工程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物流仓储装备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16-2017）》，2017年中

国物流仓储装备各类型设备的销售总额约 300 亿元，其中分拣拣选系统销售额约占物流仓

储装备销售总额的四分之一，达到 81.13亿元。智能物流装备是提高物流配送效率、降低物

流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以智能自动分拣系统为例，由于系统具有高效、综合成本低、错分

率低等优势，是现代快递分拨中心必须的设备条件之一。 

根据美国物料搬运杂志《MMH》报告，2020 年全球物流装备行业集成商前 20 位营业收

入达 259亿美元，同比上一年增长 11.7%。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数据，2021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累计完成 1083亿件，同比增长 29.9%。根据灼识咨询报告，预计 2024年中国智能物流装备

市场整体规模达 1,067.6亿元，其中快递快运、医药、快消行业预测期内增速较快，市场发

展空间广阔。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中科微至是国内领先的智能物流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根据灼识咨询报告，2019年

公司位于中国快递快运智能物流装备市场解决方案提供商领域第一梯队，是中国快递快运智

能物流装备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 

根据《MMH》2020 年全球物流装备行业集成商前 20 位的排名数据，排名第 1 名的大福

2020年收入 45.4亿美元，排名第 16名的 Elettric 80 2020年收入 3.54亿美元, 排名第

17名的 System Logistics SpA 2020年收入为 2.62亿美元，排名第 20名的 SAVOYE 2020

年收入为 1.85亿美元。暂未查询到《MMH》2021年的排名数据。中科微至 2020年、2021年

收入按测算约为 1.85 亿美元，3.47亿美元（注：分别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测算，其中 2020年 12月 31日为 1美元对人民

币 6.5249 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 1 美元对人民币 6.3757 元）。按上述汇率测算，公司



2020年和 2021年的收入规模达到了《MMH》2020年全球物流装备行业集成商前 20位的公司

收入水平。 

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报告，2021 年中科微至的设备在国内参与输送和分拣快

递包裹业务件量约占国内快递输送和分拣业务总件量的 35%。 

 

（四）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供应链的流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科技驱动物流、信息流等各环

节效率提升，数字化趋势日益凸显，进而助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智能物流装备是智慧供

应链的实现前提，主要应用于工业生产及商业配送环节。智能物流装备的落地可提高货物生

产及流通效率，提升库存精细化管理，有效降低人工成本，实现生产的柔性化与个性化。根

据灼识咨询报告，智能物流装备包含智能存储系统、智能输送系统、智能信息系统、智能分

拣系统和其他智能物流装备系统如 AGV 及机械臂等组成。其中，智能存储系统主要由立库、

货架、堆垛机及穿梭车组成，可实现较高的空间利用率、智能化库存管理、降低人工成本。

智能输送系统主要由自动运输机及叉车组成，连接仓储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可降低重复任

务的处理成本、减少货物破损率。智能信息系统通过自动化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实现物流设备

的集中控制、生产调度、库存管理、数据管理等功能，主要系统有智能仓储管理系统（WMS）、

仓储控制系统（WCS）和设备控制系统（PLC）。智能分拣系统可实现高效率、低误差分拣，

自动分拣机主要可分为交叉带分拣、滑块式分拣、摆臂式分拣、模组分拣、摆轮式分拣等。

其他智能物流装备系统主要由 AGV及机械臂组成。根据功能，AGV主要可分为叉车式、输送

式、分拣式及拣选式，机械臂主要可用于物料的拣选，拆/码垛以及搬运。 

全球智能物流装备经历了从人工时代、机械时代、自动时代到智能时代。市场需求和科

技进步共同推动了全球智能物流装备的快速发展。工业 4.0时代，制造行业逐步转为柔性智

能制造，因此对于高效仓内作业、货物流转的需求增加。供需推动物流向柔性化、智能化方

向变革。 

随着客户对物流系统更复杂运营场景，更高运营效率，更低成本的要求，客户对智能物

流装备的综合解决方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智能物流系统的关

键共性技术平台，开发模块化组件化的部件，是满足客户更高要求的关键因素之一。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 

（一）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

据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2,209,625,669.26 1,204,415,341.11 83.46 750,714,015.49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9,207,152.43 213,268,940.48 21.54 134,065,343.2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236,528,966.66 193,615,134.19 22.16 146,153,144.60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21,334,271.86 12,310,559.78 
-

3,522.54 
192,247,123.28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期末比

上年同期

末增减（

%） 

2019年末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852,835,454.21 794,644,701.84 384.85 331,025,928.31 

总资产 6,137,175,656.32 2,328,582,270.99 163.56 1,284,455,492.56 

（二）2021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72,218,444.70 374,955,797.72 425,352,323.01 1,237,099,103.8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828,315.65 48,807,344.65 29,843,511.81 156,727,980.3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1,711,946.10 46,185,095.51 27,477,952.99 141,138,972.06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117,630,049.55 
-145,373,587.67 -91,509,055.15 -66,821,579.4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一）股东总数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6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

总数(户) 

17,53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二）存托凭证持有人数量 

□适用 √不适用  

（三）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

标记或

冻结情

况 

股

东 

性

质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无锡微至源

创投资企业

（ 有 限 合

伙） 

0 27,000,000 20.52 27,000,000 27,00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李功燕 0 19,800,000 15.04 19,800,000 19,800,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无锡群创众

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0 19,800,000 15.04 19,800,000 19,80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北京中科微

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3,500,000 10.26 13,500,000 13,500,000 无 0 

国

有

法

人 

姚亚娟                        0 5,400,000 4.10 5,400,000 5,400,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朱壹                  0 4,500,000 3.42 4,500,000 4,500,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郭超            2,169,188 2,169,188 1.65 0 0 
未

知 
0 

境

内

自

然

人 



江苏新潮创

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0 1,173,915 0.89 1,173,915 1,173,915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中 金 启 辰

（苏州）新

兴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1,173,915 0.89 1,173,915 1,173,915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广东红土创

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才

创新创业一

号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

合伙）         

0 1,173,915 0.89 1,173,915 1,173,915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四）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五）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六）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情况的特别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第一大股东微至源创和第二大股东李功燕、第三大股东群创众达持股比例较为接近，

且上述股东持股比例均未超过 30%，故公司无控股股东。 

（七）公司优先股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八）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敬请查阅 2021年年度报告之“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

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中科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