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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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7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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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基⾦ 陈思臻、何欣冉 诺泽基⾦ 陈志华

百年保险 祝景悦 海通⾃营 汤煦冬

⾦投资产 姚婧菁 致合资管 张傲亮

磐⽯投资 ⻩琦晏 信达澳亚 李琳娜

国⾦证券 孙恺祈 ⻓江证券 郭敬超、余庚宗

个⼈投资者
王⼩峰、易庆彬、⻩成泰、奉永⻘、吴朝州、吴烈、王常雷、

王守贤、王加进

时 间 2024年 5⽉ 13-17⽇

地 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
⼈员姓名

李思睿、蒋⻄⾦、邵涛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公司过去聚焦安防⾏业，现在有各类新型技术的加持，如何看待未来市场空间？

过去⼏年安防领域⼤规模的建设，我们⻅证了在安全领域，中国快速发展。但是随着 AI等

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更重要的是如何来激活它，焕发新的⽣命⼒，公司今年推出了鲁班系列产

品，利⽤数字孪⽣和智慧物联的结合，实现多源数据感知融合，发布后的⼀个⽉内就有新商机

10余亿。例如，在码头场景中，可以将真实的⼈流、⻋流等真实场景映射到虚拟空间，视⻆更为

全景化，使⽤ AR技术，局部补盲、升级，可以⽴体展示⼀个⼈在整个场景中的移动，直观性、

有效性都有明显提升。⼜⽐如在某城市的闹市区，以⾼点视频感知为基础，增强现实感知，构建

⽴体化的监控指挥平台，实现了可视、可控、可调度的⽴体化指挥管理。数据是重要的⽣产⼒，

叠加 AI、AR等技术，未来的发展空间已被打开。现在，公司通过⼤模型和多模态结合，已经做

了演示版本，能够在⼀定区域内进⾏检索，符合要求的场景能够实时展现，价值性⼤⼤提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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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们的五全能⼒，尤其是全感知，包括热成像、雷达等感知技术，是带动增⻓重要动能，以

及国产化替代趋势都是公司重要机会点。

2、公司海外经营环境如何？如何展望海外业务的后续发展？

公司海外业务的开展受到了较多因素⼲扰，⽐如局部地域战争、美国制裁等都对当地业务

的正常开展造成了重⼤影响。海外业务虽然受到各类突发事项⼲扰，但仍是公司业务的重点⽅

向。⽬前，我们的海外业务布局已经扎根到全球⼏乎每⼀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在海外拥有 3500

多⼈的队伍，构建起全球化的服务和交付能⼒，⾯对碎⽚化但是空间⼴阔的智慧物联市场，我们

通过海外业务持续下沉、新产品新业务不断加载，较⼤程度的弥补受影响地区的营收缺⼝，⽀撑

海外业务的可持续增⻓。⽬前，我们看到海外业务持续复苏，期待 24 年海外业务增速回到两位

数。

3、去年公司进⾏了多次分红、回购，公司未来是否会考虑持续提⾼分红⽔平？

公司在扎实⾃身发展根基的同时，牢固树⽴回报股东意识，⾃ 2008年上市以来，坚持每年

实施现⾦分红，累计现⾦分红⾦额超 57亿元。2023年度，公司先后通过期中派发现⾦红利、股

份回购等⽅式，实现现⾦分红额 14.36亿元。为了更好回报股东，公司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案

确定向⼴⼤股东分红约 12.51亿元。综合计算，公司 2023年度现⾦分红总额为 26.86亿元，占 2023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6.49%。

近期，公司在遵循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平衡短期

利益与⻓远发展，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制定了合理的股东回报规划，并已于近

期公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根据规划，公司未来三年以现⾦⽅式分配的利

润不低于当年扣⾮净利润的 30%，或三年以现⾦⽅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累计实现的

扣⾮净利润的 30%。

4、公司持续推进与中移的全⽅位合作，今年对双⽅合作有怎样的展望？

中国移动还致⼒于将与⼤华的合作打造成产投协同的样板典范。双⽅战略布局⾼度契合，

⼤华的“AIOT+数智平台”战略架构与中移的“连接+算⼒+能⼒”战略架构⾮常互补。特别是今年移

动将视联⽹业务提升到战略⾼度，公司加⼊到中移的⼤视频军团中，双⽅业务合作模式有望从

过去 DICT单点甲⽅项⽬型向更深层次的平台型、运营型转变。其中，⼤华与中移物联⽹公司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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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协作，共同推进中移各省级公司视联⽹平台的构建⼯作。在此基础上，⼤华将成熟的 AI算法

构建到中移各省平台上，通过紧密协作，双⽅将各⾃的能⼒优势相互放⼤，共同推动政府及企业

客户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实现价值共创。

另⼀⽅⾯，今年双⽅合作的重中之重，是与移动共同打造标准化产品，通过构建标准化场景

产品体系提⾼销售可复制性，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快速规模化推⼴。再有⼀个⽅⾯，共同探索新型

运营模式，将 AI能⼒打造成增值业务，将公司已有的 AI算法赋能给千万路视觉线路。

公司与中国移动的战略合作加紧推进，双⽅已经形成联合运营专班，全⾯推动集团与各省

区之间的业务进展，中移的部分省份已经安排两三百⼈的团队⾛进⼤华，分批打磨产品，形成共

同营销。对于中国移动的营收规模来说，双⽅⽬前 10亿级别的合作还是起步，未来合作成果值

得期待。

5、公司的⾏业⼤模型有哪些特点？

2023年下半年，公司基于丰富的⾏业和细分场景业务经验，⾯向以视觉为核⼼的智慧物联

领域，通过融合图像、点云、⽂本、语⾳等多模态数据，发布了专注于视觉解析为核⼼的多模态

⾏业视觉⼤模型——⼤华星汉⼤模型，同时通过打造⼏个典型的⾏业视觉⼤模型来沉淀出⼀套

计算框架，依托这个计算框架，再打造更多的⾏业视觉⼤模型。星汉⾏业⼤模型相较于原先⼩模

型算法具备⼏个⽅⾯的优势：

①实现准确性和泛化性跃升，提升业务竞争⼒，加速智能市场规模扩增

星汉⼤模型通过⼤量⽆标注数据进⾏预训练，在标注数据上进⾏微调，因此训练得到的模

型在极端⽬标和极端场景下的效果稳定可靠。例如在极⼩⽬标、多形态⽬标、特征不明显⽬标、

多⻆度⽬标、模糊图像、强光逆光、复杂背景以及多源图像等各种情况下，效果依然稳定可靠，

⼤幅领先⼩模型。

②通过图⽂提示定义新功能，直接满⾜碎⽚化功能，⾼效覆盖新⻓尾市场

星汉⼤模型实现从算法组件通⽤化到算法⽅案通⽤化的升级，原先⼩模型，开发⼀个算法

需要数据标注、数据训练、算法部署和产品交付四步，现在⼤模型将四步变⼀步，⽆需定制，只

需通过图像和⽂本提示，快速实现新功能，开发周期⼤幅缩短，⾼效满⾜⻓尾市场碎⽚化需求。

如电⼒⾏业的⻦巢、⻛筝、塑料袋等⼀些异物会对电⼒安全造成极⼤的隐患，过去需要根据特定

场景、特定异物做定制化训练，开发成本极⾼，现在只需把给⼤模型相应的图⽂提示即可轻松实

现。

③突破视觉认知能⼒，理解事件全过程，开拓智能市场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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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因技术⽔平限制，⽆法实现⽬标多、步骤多和难按步骤拆解的复杂⾏为，如垃圾扫⼊

下⽔道、暴⼒抛物、规范洗⼿等。⽽星汉⼤模型不仅能提取图像特征，同时⼜能对不同时刻的图

像特征进⾏融合，因此可以较好地理解事件全过程，实现复杂⾏为识别。让视觉智能任务从以前

的感知解析和简单认知需求拓展到复杂认知需求，开拓了智能市场新空间。

④全场景⾃主解析，简化智能配置，提升智能化⽔平和可⽤性

⼩模型不具备全场景理解能⼒，因此在做事件分析业务时需要配置规则，⽽规则配置需要

具有专业知识的⼈进⾏⽀撑，导致算法部署⽅法耗时、费⼒，⽽星汉⼤模型可以对全场景进⾏理

解，能做到⽆需规则配置实现事件分析业务。以电⼒⾏业为例，登⾼作业合规业务，星汉⼤模型

可以⾃动理解登⾼场景，⽆需配置登⾼区域，使⽤更便捷。⼤模型让智能配置不再繁琐，提升了

智能化的易⽤性。

6、公司的⾏业⼤模型开发进展如何？

⽬前，公司城市治理和能源电⼒两⼤⾏业⼤模型的产品化开发持续进⾏。在⼤模型应⽤的

研发过程中，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场景价值为导向，围绕客户反馈持续优化使⽤体验，后续将

加速客户侧产品化交付。

城市治理⾏业⼤模型相⽐⼩模型，平均准确率提升 10%以上，功能数增⻓ 50%，实现多种复

杂认知功能⾏业落地。⼤模型拥有强⼤的理解能⼒，可以简化部署，⼤幅降低部署成本。⼀个⼤

模型能够替代⼏⼗个⼩模型，在解析数据⾼准确性的基础上，通过⼤模型实现城市真实孪⽣重

现，⼤到整个城市的全貌，⼩到每条道路的状况以及每个路⼝每辆经过⻋辆情况，都可以真实重

建。⼤模型还能实现城市道路状态仿真评价、城市环境仿真评价、事件过程仿真推演、数据报表

和分析报告⾃动⽣成等功能，实现城市治理⾼效决策分析。除上述优点外，城市治理⾏业⼤型模

型还在城市治理中的点位治理⽅⾯展现出优势。⽇常城市管理往往⾯临着众多分散点位的监管

需求，这些点位各不相同，需要配置不同的功能。为了解决这⼀问题，⼤模型融⼊了先进的点位

治理算法。它能够根据⼀张图⽚，⾃动分析并输出详尽的点位场景信息，同时模型还可智能推荐

适宜各个点位的功能配置⽅案。这款⼤模型产品的推出，不仅极⼤地增强了功能性能，也⼤⼤提

升了⽤户交互操作的便捷化。 �

电⼒⾏业⼤模型同样可以让数据更准确、更丰富，助⼒电⼒⾏业的 AI 能⼒升级。电⼒⾏

业⼤模型相⽐⼩模型平均准确率提升 20%以上，功能数增⻓ 40%，保证电⼒⾏业多种复杂认知

功能⾏业落地。同时，⼀个⼤模型不仅实现整个⾏业的 80多个功能，⽽且能实现对电⼒场景真

实孪⽣重现，⼤到整个变电站场景的全貌，⼩到变压器等仪器仪表设备运⾏状态。⼤模型还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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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施⼯操作推演实训、运维数据⾃主分析决策等功能，实现电⼒⾏业⾼效决策分析。电⼒⾏业⼤

模型还可以⽀持各类异物检测功能，如⻦巢、塑料袋、⽓球等异物识别，在这⼀算法的背后，⽆

需进⾏采集素材、重新训练模型等重复性⼯作，只需通过相应的图⽂提示即可实现相应的异物

识别功能。

除了城市治理⾏业⼤模型和电⼒⾏业⼤模型外，公司还在以交通为代表的更多⾏业积极布

局相应的⼤模型算法，并积极推进场景化部署和应⽤。

附件清单 ⽆

⽇ 期 2024年 5⽉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