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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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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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端和现场参加深交所：跨越成长乘风起-集体交流活动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等 

时间 2023年 10 月 31日 15:00-17:00 

地点 深交所活动现场及互动易平台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1、华工科技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含树； 

2、华工科技 证券事务代表：姚永川。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

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附件清单（如有） 活动纪要 

 



附件： 

投资者交流会议纪要 

一、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含树先生介绍公司基本情况。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成立于“中国光谷”，2000年在深圳交

易所上市，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激光加工技术为重要支撑的智能制造

装备业务、以信息通信技术为重要支撑的光联接、无线联接业务，以敏感电子技

术为重要支撑的感知业务格局。 

2023年 10 月 27日，华工科技披露 2023年三季度报告，从核心经营数据分

析：前三季度，公司面对外部环境和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下行压力，积极围绕客

户需求进行业务拓展，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实现营业收入 72.07亿元，虽同比

下降 18.56%(这还是由于公司联接业务中小基站业务受运营商建设周期后延影

响，导致营收的下降);但归母净利润 8.12 亿元，同比增长 12.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8 亿元，同比增长 11.06%，特别是单

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2.3 亿元，同比增长 44.74%，单第三季度扣非净利润 2.04

亿元，同比增长 41%，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同时，公司经营性现金流达到 7. 

7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充分体现了公司净利润增长是有质量的增长。 

从费用侧分析：公司的销售费用同比下降 11.9%，管理费用同比下降 7.37%，

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0.74%，三项费用同比下降，促进了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体现了华工科技在“积极发展，有效管控”方面取得的成效。公司董事长马新强

多次强调：“创新是公司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围绕创新

能力建设，公司将高水平建设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加强前瞻性研究、

推动公司技术发展，坚定不移推进优质人才引进工作，“以项目聚人才”，为公

司发展注入了可持续发展动力源，前三季度公司研发投入达 4.86 亿元，同比增

加 31.37%，研发费用占营收 6.74%，占比提升 2.56 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公司

对于创新能力建设、人才队伍引进、创新平台打造的重视和强投入，体现了公司

对持续强化核心竞争力的重视。 

从综合毛利率侧分析：公司前三季度毛利额净增加 6900 万元，综合毛利率

23.88%，同比提升 5.21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提升 4.72个百分点，由于公司产

品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客户结构持续优化，虽然收入有所下



降，但盈利能力仍持续提升，实现了有质量的发展。其中，智能制造业务综合毛

利率 39%，同比提升 2 个百分点，精密系统毛利率 41.83%，同比提升 5.39 个百

分点，智能装备毛利率 34.13%，同比提升 3.09 个百分点；感知业务-传感器综

合毛利率 23.93%，同比提升 2.5个百分点，感知业务-激光全息防伪综合毛利率

34.96%，基本持平；联接业务 10.1%，同比提升了 1.56个百分点。 

三大业务方向：感知业务方面，传感器业务营收收入达 22.7 亿元，同比增

长 45%，净利润 3.46 亿元，同比增长 65%，已超过去年该业务全年净利润总额，

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状态。公司传感器业务保持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行业的领

先地位，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压力传感器、车用综合感知传感器等多款产品

出货量创新高，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温度传感器、PTC加热器、压力传感器等

产品正向光伏储能、动力电池、电机系统、充电枪/座等新能源上下游产业链加

快导入中。前三季度公司 NTC传统业务收入 8.6亿元，同比增长 23%；新能源汽

车传感器业务收入 13.58亿元，同比增长 67%。激光全息防伪业务受下游行业需

求下滑影响，前三季度收入 3.4 亿元，同比下降 20%；净利润 4824 万元，同比

下降 27%。 

激光装备及智能制造业务实现营收 22.58 亿元，净利润 2.64 亿元，同比增

长 46%。其中，公司智能装备事业群面向新能源汽车赛道，开发了电子托盘自动

焊接、保险杠高频焊复合打孔、激光清洗等一批“国产替代、行业领先、专精特

新”产品，是国内唯一能做激光安全气囊弱化的企业。面向智能制造赛道，推出

针对船舶制造、轨道交通、工程机械等行业的“激光+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在诸多头部企业实现规模销售，已拓展了四十余个国内企业应用场景。智能装备

事业群前三季度营收 12.7亿元，同比增长 17%，净利润 1.54亿元，同比增长 65%。

公司精密系统事业群积极应对 3C 消费电子行业下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面向汽车

电子、新能源、PCB微电子、半导体面板、医疗器械等行业，开发了中功率智能

焊接设备、双极板焊接自动产线、半导体晶圆切割设备等一系列新产品，突破一

批行业龙头客户，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难题。精密系统事业群前三季度收入 8.38

亿元，虽下降 14%，但净利润 1.1亿元，同比增长 26%。 

联接业务方面，前三季度整体收入 22.89亿元，同比下降 48%，净利润 1.09

亿元，同比下降 46%，其中，受运营商建设周期后延影响，无线联接业务营收 4.8



亿元，同比下降 77%；光联接业务收入 18.09 亿元，基本持平，净利润 9420 万

元，同比提升 8.2%。公司推出的 800G 高速率光模块产品、全球首发的 400G 

ZR+Pro 相干光模块产品，受到国内外大客户广泛关注，目前产品进展顺利，有

望为公司联接业务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未来公司将在现有数据中心

100G/200G/400G/800G全系列光模块产品矩阵下，不断拓宽产品线宽度，加速布

局应用于 LPO 的高速率光模块产品，同步 1.6T、3.2T 产品开发，继续保持行业

中有竞争力的地位。 

前三季度，公司从费用率、毛利率、现金流情况等方面，均体现了有效管控

成效，整体有质量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华工科技将持续以感知、联接、智能制

造三大核心业务为抓手，围绕“新能源汽车及其产业链” “数字赋能”主赛道，

在现有产品基础上，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更多“行业领先、国产替代、专精特新”

的产品，确保实现公司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二、提问交流环节。 

问：校企改制对公司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自 2019 年起，在“国企混改”、“校企改制”等政策指引下，经过两

年的探索，华工科技于 2021 年 3 月通过基金模式引入了新的控股股东，完成了

改制，树立起了校企分离改革的标杆样本。可以说，校企改制的完成是华工科技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东风”，此次改制解决了制约华工科技 22 年来发展的痛点

和难点，让公司焕发了新的活力，华工科技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目

前来看，至少对未来产生了两点深远影响：一是搭建起经营管理层、核心骨干与

股东利益一致的股权架构及中长期激励、约束相统一的机制，团队及核心骨干员

工参与到基金成为了公司的股东，以及补充协议中所设定的业绩目标及倒金字塔

增量绩效激励条件，初步建立了长效激励机制，极大地激励了大家创新、创业的

激情。二是通过设立基金模式，大大地提高了上市公司的决策效率，缩短了经营

层面重大事项的决策流程，提高了上市公司市场应变能力，也提升了团队的经营

自主权。改制完成后，公司进入了系统成长，持续高速精进的新发展时期。 

改制给公司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经营质量的持续优化、决策效率的提升、核心骨

干员工潜能的激发，更重要的是改制后公司重新定义了联接、感知、智能制造三



大核心业务，促进了各核心业务横向拓展、纵向延伸，打开了战略发展空间。 

 

问：在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方面公司进行了哪些业务布局？ 

答：围绕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到零配件生产方面，公司做了相应的产品布局。

比如：（1）新能源汽车 PTC 热管理系统，在国内市场占到 60%以上；车用传感

器包括温度、湿度、阳光、雨量、压力传感器，市占率大概在 30%左右，目前这

些传感器已经全部进入到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2）新能源汽车白车身焊接

产线，公司在国内排名第一，累计拿到国内市场 70%份额。（3）三维五轴产品

产量在全球排第一，竞争力比较明显，该产品毛利率和市场占有率今年都有比较

好的表现。（4）汽车安全气囊弱化系统，国际上只有华工科技和德国一家公司

生产。（5）新能源电池托盘激光焊接系统，公司在行业内领先；还有包括轮胎

模具清洗等装备也在行业内领先。 

公司下一步将进行智能网联汽车的布局，利用公司在光通信方面的技术积累，

布局智能网联汽车的激光大灯、超级网关、激光雷达等。所以，围绕新能源汽车

整车及零配件的产品，增长空间是令人期待的。 

 

问：人工智能的产业变革和数字中国建设会给公司发展带来哪些机遇？ 

答：随着以 Chat GPT为代表的 AI大模型问世以及相关应用的快速发展，AI

训练和推理服务器有望进一步推升高速率光模块的需求，预计 800G 光模块出货

量将在明年快速增长，主要推动力集中在 AI 应用等带来的数据流量的增长、数

据中心带宽需求、以及光模块厂商技术的迭代。公司推出的 800G 高速率光模块

产品、全球首发的 400G ZR+Pro 相干光模块产品，受到国内外大客户广泛关注，

目前产品进展顺利，有望为公司联接业务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未来公司将在现

有数据中心 100G/200G/400G/800G全系列光模块产品矩阵下，不断拓宽产品线宽

度，加速布局应用于 LPO 的高速率光模块产品，同步 1.6T、3.2T 产品开发，继

续保持行业中有竞争力的地位。 

 

问：公司前三季度因受小基站业务影响，营收有所下滑，请问对全年的业

绩如何展望？ 

答：从前三季度的经营情况来看，受多重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虽然收入水



平有所下滑，但综合毛利率整体提升，经营性现金流大额正值，管理、营销、财

务费用均持续下降，同时研发费用大幅增加，充分展现了公司“积极发展、有效

管控”的效果，整体有质量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四季度经营，公司将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1、持续提升创新能力；2、

持续促进重点行业、重点客户、重点业务的突破；3、持续加速重点产品推广；4、

持续加快国际化推进。 

虽然收入端因为小基站业务影响可能会有所下滑，但我们有信心保障全年业

务有质量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