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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9                     证券简称：星网宇达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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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参会机构名单详见附件 

时间 2022年 12 月 22日下午 16：30 

地点 线上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迟家升先生 

财务总监：刘正武先生 

董事会秘书：黄婧超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介绍 

星网宇达是一家国内领先的无人系统提供商，同时也是无人系统核心部件提供商。公司

的无人系统包括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等；无人系统核心部件包括惯性导航、卫星通信、

光电探测以及电子对抗等产品。星网宇达是兼具无人系统核心部件和无人系统整机产品自主

研发及生产能力的公司，也是部队重大演训活动参与度最深、参与范围最广的民营企业。公

司连续十年保障了军方 200多次重大军事演训活动，均圆满完成了任务，在部队树立了良好

的口碑和形象。 

在无人系统方向，公司优先发展无人机，同时关注无人车和无人船。目前已形成低中高

速的全系列无人靶机，在试训和装备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三年来已提供无人机 1500 多

架，保障飞行 2000 多架次。公司掌握核心技术，在通信导航、飞行控制、光电探测、多机编

队等方向，具有领先优势。随着技术的成熟，公司的无人系统也开始由试训领域向装备领域

发展。2018年公司研发的无人车获得陆军跨越险阻比赛 F2组第一名，并中标某无人车型号，

目前已完成小批量交付。除无人靶机外又布局了空射诱饵，蜂群巡飞弹和侦打一体无人机等

产品。无人船目前也完成了初样开发，正在准备参加投标，同时完成了电子对抗等载荷的加

装。 

公司的无人系统正在开启装备市场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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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者提问及回复 

1. 请梳理公司前三季度业绩情况，并预测未来业绩表现如何？ 

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面临的压力来源于疫情的突然爆发，影响了部分已生产产品的交

付节奏。二季度通过策略调整，积极推动项目进展，完成了全年任务量的 20%-30%，相较于

去年同期有所增长，达到了预期计划目标。三季度公司整体完成了近 6个亿的收入，保持了

相对平稳的发展趋势。四季度虽然因疫情带来较大影响，公司通过采取轮班方式推动工作进

度，整体工作尚在有序进行中。 

 

2. 公司预计未来哪部分业务增速更快？未来是否向新业务发展？ 

无人系统是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根据公司规划优先发展无人机，并将人力、物力等资

源向无人机方向倾斜。在该领域公司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近几年实现了较大突破，未来将

结合自身特点，形成差异化竞争，除发展系列靶机外，将进一步完善产品谱系，研发巡飞弹、

空射诱饵、箱式蜂群无人靶机等装备产品。预计 2023年无人系统方向将有 30%以上的业绩增

速。 

 

3. 国际市场上对小型无人机需求也比较大，公司是否关注到小型无人机及无人车、无人船

的出口领域？ 

公司已在对接无人机的相关国际需求方，目前正沿着相关需求开展研发工作。2023 年有

望形成订单。 

 

4. 公司信息感知业务细分领域的竞争格局以及市场规模如何？ 

信息感知产品作为无人系统的核心部件，除了满足自身的无人系统应用外，还销售其他

厂商。信息感知产品包括：惯性产品和光电产品。 

惯性产品方面，公司从光纤环的研发和生产做起，具备完全的自主可控能力。惯性导航

产品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我们主要在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民用方向，如为百度、美团无

人车进行惯导配套，及特殊应用场景的延展，如机场、矿场无人车、工程车辆的惯导配套。

军用方向，主要面向军用产品的配套，公司在该方向进行了十几年的耕耘，具有核心竞争力，

已经与客户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光电产品方面，公司的光电吊舱、雷达产品在数字边防、哨岗无人化方向得到了广泛应

用，每年有三千万到五千万元收入。近些年收入较平稳，产品逐步成熟，基于已跟踪的几个

大项目已完成前期论证，预计明年订单会落地，相应业绩也会有较大增长。 

 

5. 请说明公司无人机产能利用率及未来的规划？ 

公司目前已在推动产业化基地的建设，今年 6月完成了厂房园区租赁合同的签署，目前

在进行场地改造及相关生产设备的选型及采购，预计明年将完成项目一期工程建设，届时公

司产能将翻倍，达到年产两千架的产能。同时我们将持续密切跟进客户的需求，提高产业化

基地建设效率，争取早日完成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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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司在信息感知方向是否将推出新的产品？对产业上下游是否有相关布局？ 

信息感知以配合公司内部无人系统需求为主。同时，我们将结合客户的需求进行新产品

的开发。沿着小型化、轻量级和高精度的方向发展，关注多传感器融合产品的研发，将惯导、

卫星定位、激光雷达、视觉图像等传感器深度融合，满足恶劣环境下的信息感知需求。 

 

日期 2022年 12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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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会机构名单 

序号 单位 

1 易鑫安资产 

2 金恒宇资产 

3 进门财经 

4 平安资产 

5 嘉实基金 

6 中睿合银投资 

7 惠升基金 

8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 

9 金信基金 

10 上海健顺投资 

11 中国人保资管 

12 中银国际证券 

13 北信瑞丰基金 

14 丰琰投资 

15 上海途灵资管 

16 大成基金 

17 致合（杭州）资管 

18 中银基金 

19 金谷融通股权投资 

20 杭州慧创投资 

21 中邮创业基金 

22 建信养老金 

23 歌汝私募基金 

24 中信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