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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70                              证券简称：锐明技术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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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策略会）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单位名称 参会者姓名 单位名称 参会者姓名 

长江证券 于海宁 长江证券 祖圣腾 

民生加银基金 王悦 建信基金 陶灿 

华夏基金 张千洋 华夏基金 杨宇 

工银瑞信 李劭钊 宏利基金 徐雨楠 

宏利基金 王鹏 宏利基金 孙硕 

华商基金 刘力 中邮基金 曹思 

国寿养老 徐宝龙 长江证券 牛大海 

天风证券 张若凡 天风证券 繆欣君 

东方阿尔法基金 程子晴 海通证券 杨林 

海通证券 夏思寒 金元资管 杨家霏 

红土创新基金 汪国瑞 深圳共同基金 袁彩琳 

恒大人寿 魏大千 景顺长城基金    朱立文 

红塔红土基金 黎东升 汇丰晋信 李迪心 

富国基金 蒲梦洁 华安基金 宁柯瑜 

农银汇理 邢军亮 农银汇理 左腾飞 

农银汇理 周叙瑞 交银施罗德 杨浩 

交银施罗德 郭斐 交银施罗德 高阳 

华泰柏瑞基金 王荦 湘财基金 房天浩 

湘财基金 车广路 湘财基金 明丽芳 

中银基金 李思佳 聚鸣资产 胥本涛 

东方资管 张明宇 浦银安盛 范军 

泰信基金 黄睿东 天治基金 陈付佳 

德邦基金 陆阳 诺德基金 孙小明 

百年保险资管 蒋捷 华安基金 宁柯瑜 

诺安基金 蒋澍 百年保险资管 蒋捷 

长安基金 崔甲子 上银基金 惠军 

中海基金 俞峥 运舟 侯子超 

兴业银行资管 江耀堃 歌汝私募 张超 

博鸿投资 李俐慧 国华人寿 陈图南 

太平养老 赵琦 诺德基金 曾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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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富基金 瞿伟 太平养老 赵琦 

国华人寿 陈图南 兴业证券 陈鑫 

景顺长城 江磊 景顺长城 董晗 

中信建投 汪洁 宝盈基金 容志能 

生命保险资产 唐航 睿远基金 刘平 

中信建投 欧阳子彦 中信建投 刘永旭 

长城基金 付晓钦   

时间 2023年 5 月 19日—6月 21日 

地点 公司、线上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孙英 

证券事务专员：龚晓涵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1、一季度的业绩情况有所好转，是项目延期落地所致还是市场已

经逐渐有所复苏？ 

两种情况都有，特别是新的项目涌现和来源于下游用户需求的增

加，同比去年同期感觉市场在明显的回暖。 

2、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的营收占比情况分别是怎么样的？ 

公司目前绝大部分营收还是来源于公交、出租、校车、货运等传统

业务，特别是公司在各个行业线上加持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后，一定

程度上拓宽了传统业务的应用广度和宽度，今年这几个行业线的收入均

出现了较大的增长；创新业务现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目前营收额较

小，但市场空间较大，且市场渗透率相对还比较低，未来的营收空间较

大。比如，去年全年公司的创新业务只有不到 900 万的收入额，但今年

一季度已经超过了 900 万。持续创新及研发持续投入是公司核心战略之

一，且以落地实现收入为目标，阶段性的创新业务落地，一定程度上为

公司未来业务的增长打开了一定的市场空间。 

3、今年一季度公司的三项费用在下降，同比 21 年人员数量也在下

降，今年还在持续的进行人员优化，在人员减少、收入增长、且在不断

拓展海外市场版图的情况下，人员的减少会不会影响今年业务的整体开

展及布局？今年的人员规划同去年相比大概的状况？ 

确实是，公司三级研发架构的落地，有效提高了研发效率，加上去

年持续不断的人员优化及人才换档等降本增效措施，今年三项费用的降

幅比较明显。今年应该是公司业务恢复性增长的第一年，一季度的收入

及归母净利润同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海外是个价值市场，整体上信用环境良好，今年感觉国内及海外的

市场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回暖。相比国内，海外平均毛利率水平较好，

某种程度上海外收入已经成为公司的基石业务，有计划的增加海外本地

化人员数量、继续拓展海外市场是公司今年的战略方向之一。  

在研发端，随着公司三级研发架构的成功落地，人员效率提升效果

正逐步显现，目前在人员数量同比下降、研发业务需求增加等情况下，

研发目标任务仍能按时完成；同时，通过三级研发架构的不断深入，公

司也将部分应用定制能力开放给核心合作伙伴，通过双方分层合作开发

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开发效率和交付能力。 

在营销端，通过减员增效、业务流程整合及优化等，今年一季度虽

然国内、海外收入同比增长较大，但在人员规模下降的情况下，目标任

务的完成未受到制约。 

现各个部门都在进行业务流程优化、固化等相关工作，在人员相对

控制的情况下，各业务开展并未受到制约。今年整体上的人员规划，将

视业务开展及增速情况会有所调整，但人员规模不会有显著增长。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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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提升基础支撑能力的基础上，降本增效、流程优化等工作将是公司在

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管理事项之一。 

4、最近两年业务增长的主要市场及增长逻辑？ 

如按区域划分，就 2022 年度的数据来看，公司超 55%的主营业务

收入来自海外，今年一季度，海外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55%。目前海外业

务的开展相对前期来讲较为顺利，未来海外市场仍是公司重点拓展的市

场之一；如按行业划分，公交、校车、出租及货运等行业都有不同程度

的增长，特别是公司不断拓展的海外货运业务，一定程度上为公司打开

了海外营收的市场空间。根据 2020 年相关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包含

轻卡在内的全球货车保有量超过一亿多辆，其中重卡车占比超过 60%，

货运行业未来空间巨大。 

关于增长逻辑，经公司研究整理，三大因素推动了公司业务的进一

步发展及增长： 

一是政策推动带来的增长，主要是国内各地政府不断出台的相关行

业政策，如新国标、公务用车新能源化要求等，这对公司的持续发展及

业务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政策推动可加速国内业务的增长；2022 年

7 月欧标发布并要求 2024 年 7 月强制实施（主要是 9 级疲劳驾驶监测、

俯视侧盲及前盲监测、车道偏离监测等），该政策的出台，为海外货

运、公交业务的进一步增长打开了市场空间； 

二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进步带来的需求推动，包括由此带来

应用场景的拓宽和深入，加速了公司的业务增长。公司坚持长期主义，

其中之一即是长期坚持研发高投入，公司通过不断的进行新产品、新行

业应用的深度挖掘及持续创新研究，除了可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还可以进一步拓宽公司的销售领域及应用场景。技术进步带来的需

求推动，是公司近几年业务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三是刚性需求推动的公司业务增长。各种商用车辆的运营企业，出

于安全管理、效率提升、成本控制等刚性需求，对公司的产品及解决方

案非常认可，因公司产品或解决方案可以有效解决诸如车辆右侧盲区智

能分析监测、帮助司机进行辅助驾驶、安全合规驾驶等，可提高车辆的

驾驶安全、道路运营安全及提高运输企业的运营效率。公司所处的商用

车赛道，随着车辆运营五至八年需更新换代等要求，行业渗透率相对来

讲是动态变化的，且目前都比较低。特别是 2019 年海外才开启商用车

行业化需求之路，目前仅有公交车、出租车、校车及货运车等几种商用

车辆在少数几个国家及地区进行了业务布局，但行业渗透率整体上都不

高，待拓展的市场空间较大。公司会继续加大在海外市场的业务布局，

海外未来的增长空间巨大。 

5、公司业务主要在商用车领域，乘用车是个庞大的市场，公司是

否有进军乘用车市场的规划？ 

公司深耕商用车市场近二十年，目前已拓展出公交、出租、校车、

货运等多个行业基于运营安全及智能化、数字化的综合解决方案。各个

商用车的智能化解决方案，能有效解决多种商用车辆自身面临的多种监

管难题，如出租车的绕路、计程计价不准、失物招领难、盲区致人伤亡

事件多、非合法司机上车运营等。目前全球商用车数量过亿、专业司机

数量多达几亿人，在这个庞大的市场容量下，公司业务还未能实现全覆

盖。我们认为商用车领域自身的发展空间还足够广阔，还有许多新的应

用场景急待被挖掘和解决。 

近几年，公司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约占销售收入的 16%左右，我们

在不断探索更多的应用商机，比如公司在环卫、轨交、警用等业务上进

行的深度研发，推出的创新产品实现的收入已有个位数的销售占比，如

今年一季度的创新收入，虽仅有 900 多万，但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创新

收入总额。公司近几年一直都在做新的创新业务尝试，如公司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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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EBS 业务已经在深圳出租项目上落地、L4 级别的低速自动驾驶清扫

车业务，已在国内一二线的几个城市试点落地。未来，创新业务给公司

带来的收入还是值得期待的。 

此外，商用车市场和乘用车市场有所不同，乘用车市场主要是面对

终端用户的市场，生产的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标准化意味着同质化，

同质化意味着高强度的市场竞争，而商用车市场在不同的场景下会有不

同的业务需求，场景差异化导致产品定制化程度较高，锐明在产品定制

化和满足客户需求上做的比较好。2020 年，根据 Omdia 发布的全球车载

监控报告，锐明以 12%的市场份额位列全球第一；根据 2021 年 Berg 

Insight 报告，锐明在车队视频管理系统（video telematics）市场份额排

名全球第一。同时，商用车和乘用车两赛道相关技术虽多有相通性，但

也不是通过简单技术平移即可实现快速无缝对接的切换，需在充分的调

研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技术调整和市场拓展。比如公司正在研发的电子

后视镜（CMS）产品，当前主要是以商用车场景为主，但是商用车的电

子后视镜从软件、硬件甚至 AI 算法等各个维度均具备很高的通用性，

所以商用车的电子后视镜产品可以经过技术改进和迭代后应用到乘用车

市场。 

目前，我们在乘用车市场尚处于探索调研阶段，公司业务现仍以商

用车为主，但随着业务拓展，未来不排除会进入乘用车市场的可能性。 

6、公司有哪些独特的竞争优势？ 

公司是以人工智能及视频技术为核心的商用车安全及行业信息化解

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在商用车领域为客户及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及

解决方案。 

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坚持长期主义战略，持续研发高投入，产品线完备且定制化

解决方案能力较强。公司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及在车载行业的深耕细

作，公司对多种商用车辆在运营过程中的行业监管难点、痛点理解更加

深刻，近几年投入到研发的资金约占销售收入的 16%左右，高额的投

入，带来了较好的回报。目前公司在公交、出租、两客一危、校车、货

运等多种商用车辆上，已经研发出基于安全及帮助运营企业提高运营效

率的多种商用车智能化解决方案，产品线比较完备，面对各种商用车辆

碎片化的需求，公司定制化解决方案能力较强；目前公司的相关产品及

解决方案，基本上全部应用了 AI 技术，一定程度上助力公司打开了更

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三级研发架构的成功落地，提高了研发效率

及研发质量，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系列新技术，在公司相关产品的应用

则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独特的竞争力； 

其次，公司有比较完备的营销、售后及质量管理体系。公司目前有

国内及海外两大营销中心，在产品线、营销及技服的“铁三角”运营模

式下，打单能力得到了提升，特别是公司的国际化营销道路取得了一定

进展。目前，公司产品已远销海外一百多个国家及地区，市场影响力在

进一步提升。海外营收 2019 年只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35%左右，而 2023

年一季度已接近 65%。公司产品有良好的品质保障、较强的技术含量及

较高的性价比，助力公司国内及海外业务强劲增长。今年一季度，国内

收入同比增长约 25%，海外同比增长约 56%； 

第三，公司的智能智造能力在持续加强。公司目前在深圳东莞及越

南北宁分别建有完整的自动化生产线、装配线及智能化程度较高的存货

管理系统，可分别向全球供应相关产品及解决方案。持续的智能化制造

投入，使公司的生产周期从建厂初期的两个月缩短至最快的两至三天，

平均生产周期一般在 13 天左右。快速、高质量的交付，极大的提高了

客户满意度，为公司赢得了客户信赖，助力公司提高赢单率。 

公司在研发、营销及制造体系一直持续投入，以确保公司稳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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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长期发展。 

7、今年一季度的海外销售和毛利率同比增长不少，是否具有可持

续性？ 

2022 年度，公司毛利率同比提升 2.4 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同比提

升 12.1 个百分点。今年是公司业务恢复性增长的第一年，我们对毛利率

回升、业务回升等都比较有信心和决心。公司毛利率的提升，主要得益

于以下几点： 

一是持续的研发高投入，不断进行相关功能的研发迭代及创新，持

续拓展公司产品的应用场景，提高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保证产

品质量的同时，通过研发设计方案的优化、材料通用程度增加；同时与

战略合作供应商就中长期关键材料进行价格机制优化，较大程度上减少

了产品成本波动，增加了可预期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品成本； 

二是毛利率较高的海外收入占比持续提高（2019 年海外收入只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 35%左右，而今年一季度已提高至 65%左右），一定程度

上拉高了公司的平均毛利率（海外毛利率去年底已回升至 50%以上的常

规水平）； 

三是美元汇率的波动有利于公司的出口业务，一定程度上对公司毛

利率的提升有帮助，但这并不是主要影响因素； 

四是公司生产环节良品率的持续提高，对毛利率提升有帮助。 

以上的第一点、第二点及第四点，是保障公司毛利率提升的关键性

因素，也是公司常年坚持的策略之一，特别是公司在研发上坚持的高投

入长期主义战略，对毛利率的持续提升奠定了一定基础。 

8，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情况和进展情况怎么样？ 

公司每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超过几千万，人工智能研发团队的

在职人员最多时近 100 多人，具体情况总结如下： 

（1）车端的 AI 算法，包括 ADAS、DMS、BSD、AVM 等，这是

公司一直坚持长期投入的领域，研发出的 ADAS、DMS 等多种安全套件

已实现了批量销售，且准确率较高，公司的车端安全相关算法在业界应

该处于领先水平，公司 AI 技术及其应用落地，是我们产品毛利率持续

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2）L2 和 L4 自动驾驶，从 2021 年开始，我们开始从车端 AI 算法

自动驾驶领域拓展，经过两年多的研发投入，目前我们以 AEBS 为代表

的 L2/L2+自动驾驶方案已经成熟并在国内出租领域实现规模商用，公交

的 AEBS 正在落地中。同时我们研制的 L4 低速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主

要是封闭及半封闭场景的自动清扫车作业），已在国内一二线的几个城

市试点落地，示范应用模式已开启。 

（3）AI 大模型，公司在云端 AI 和 AI 大模型投入快两年时间，目

前在安全大模型应用领域取得一定的进展，全球多个地区的客户已经开

始试用，同时已有一万多台的货运项目落地。AI 安全大模型一方面可帮

助司机驾驶更安全，可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率，另外一方面可以更好的帮

助我们的客户实现其商业价值。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3年 6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