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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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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国金证券 孟 灿 博时基金 于福江、张 健

淡水泉 裘潇磊 国寿资产 曹 阳

景林资产 徐 伟 兴全基金 朱可夫

大成基金 王 帅 杭银理财 薛 翔

原点资产 杨径舟 招商资管 吴 彤

三花资产 黄 敏 中海基金 俞 峥

睿远基金 杨维舟 安信证券 夏瀛韬、程宇婷

中邮理财 尤 超 合众易昇 唐紫阳

中睿合银投资 郑 淼 苏银理财 介勇虎

德凌众福投资 何开放 北方工业投资 黄茂忠

泓德基金 王克玉 安信基金 何宇涵

华泰证券 胡宇舟、权鹤阳

中信建投 陈思玥、于芳博、应瑛

时 间 2023年 2月 6日、2月 8日

地 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李思睿、蒋西金、邵涛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公司2022年业务情况如何？如何展望2023年的发展？

2022年，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通胀高企等多因素扰动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面

临持续下行压力。去年公司的经营受大环境影响较大，海外需求增速有所回落，国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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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四季度后半程，项目延期情况增多。展望2023年，公司业务由“稳”转“进”，整

体相比去年将更加进取，继续强化高质量发展，且除收入外特别关注利润增长和现金流改

善。国内业务方面，随着疫情防控全面放开，公司积极迎接市场和机会的复苏，尽最大努

力弥补过去三年疫情带来的影响。海外方面，除分销业务横向扩宽产品种类、纵向精细下

沉外，集成业务、项目拓展、解决方案将更加重要，更好地实现集成商和甲方共赢。2023

年，公司将秉持一心一意做业务、谋发展的态度，激励团队保持激情和斗志，始终坚守为

客户、合作伙伴、奋斗者创造价值。

2、公司机器视觉和移动机器人领域子公司华睿发展近况如何？

作为产品方案提供商，华睿始终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持续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产品，

与合作伙伴一起打造垂直行业解决方案，为终端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让工厂更智能。在

机器视觉领域，华睿长期深耕图像、异构计算、高速传输和光学成像等技术，以MVP算法

平台为核心，打造了工业相机、线阵相机、3D相机、智能读码器和镜头等丰富的产品体系；

移动机器人领域，针对数字工厂的智能装配、智能检测、智能物流等应用场景，通过全域

感知、集群调度、智慧互联赋能千行百业，形成了从智能硬件、智能导航到集群调度的完

整自主研发技术链，推出潜伏、叉取移载等移动机器人系列产品、RCS机器人调度系统和ICS

集成控制系统。一直以来，无论是大华主营业务还是各创新业务，都在积极倾听客户需求，

配合客户项目场景落地。在工厂场景中，华睿实现从货到人的智能仓储拣选搬运，到深耕

智能制造，相关业务已在3C电子、汽配、锂电、光伏、食品医药、造纸包装、PCB、电商

仓储等行业实现落地。如在光伏行业中进行电池片缺陷检测，电池片常见电池刮伤、裂片、

缺角、助焊剂残留等缺陷，影响电池组件寿命或直接造成报废，华睿通过采用深度学习产

品实现电池片多种缺陷类别实时检测，定制环形光源，清晰呈现异物等缺陷，且随着训练

样本量的提升，准确率不断提升。

3、公司如何考量 AI 技术的提升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

随着安防行业逐渐发展转型到物联领域，作为行业准入的基础能力，AI 发挥着愈发关

键的作用。近年来，公司秉持 AI朴实化的态度，在围绕行业痛点打造产品和方案过程中充

分运用AI，切实解决客户问题。从实践应用的角度看，公司AI能力的落地一方面体现在端、

边、云产品的产业化之中，将AI与公司产品强融合；另一方面通过 ICC和云睿两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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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数字化生态，推进产业AI化。另外，包括AI在内的所有底层技术能力都是对业务的支

撑，并非运用单一技术推进产品线的研发和生产。从产品维度看，目前大部分出货设备都

带有智能，产品间区别更多在于价值定位、算力、功能的不同。单纯从AI或技术线的角度

研发产品的阶段已经过去，现有的业务模式是围绕客户需求和预算，成套配置智能前端、

边缘计算、中心计算、可视化、软件平台等，并持续优化功能、推进业务，针对其痛点提

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运维服务。未来，公司将进一步聚焦技术研究创新，持续提升端到端

的数智化能力，深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帮助用户创造更大价值；同时深入探索前瞻性数

智技术布局，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数智化升级服务，不断满足客户日益变化的新需求。

4、请问公司与中国移动在业务开展上如何协同？

在当前国家数字化改革要求的大背景下，公司与中国移动基于各自的战略定位，充分

利用彼此在市场中的错位优势形成能力互补，共同拓展市场。对智慧物联行业企业而言，

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客户差异化需求的不断增加，未来的竞争将是产品、

解决方案、生产、运营和服务能力等综合实力的竞争。在合作模式上，双方处在物联网产

业链的不同位置，具有各自的侧重和优势，即公司发挥产品、解决方案的专业优势，中国

移动发挥管道、渠道的覆盖优势，探索强强联合的互惠双赢模式，推动双方综合实力的提

升，强化跨产业协同，共同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合力推进5G、云计算等战略业务在更广范

围、更多领域的应用，推动行业应用加速落地和规模化发展。目前，公司与中移双方业务

合作稳步推进，若定增事项有更新的进展，我们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予以披露。

附件清单 无

日 期 2023年 2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