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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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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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零后资产 田超平 聆泽投资 翟云龙、沙小川

白溪基金 金 晨 茂源财富 钟 华

百川财富 唐 琪 米牛投资 黄 伟

百达世瑞 胡安祺 明世伙伴 朱腾飞

毕盛投资 蔡景彦 诺德基金 周建胜

泊通投资 双永骏 盘京投资 王 莉

博荣基金 李 利 磐石投资 黄琦晏

博时基金 谢泽林、程 沅 磐耀资产 葛立法

才华资本 范军辉、唐 毅 平安银行 刘颖飞

财通证券 吴姣晨、郑元昊 平准科技 倪铁军

辰翔基金 张 潇 朴信投资 朱冰兵

晨燕资产 倪耿皓 群益证券 洪玉婷

创富兆业 司 巍 睿胜投资 韩 立

春谷基金 蒋 炜 熵简基金 饶小飞

东方财富 吕 林 尚诚资产 黄向前

东方证券 蒯 剑 尚科投资 江建军

东兴基金 张胡学 申万宏源 洪依真、施鑫展

度势投资 顾宝成 神农投资 汪 洋

方正证券 陈 嵩 世诚投资 陈之璩

沣杨资产 吴 亮 双安资产 唐 聪

复星保德信人寿 杨 婷 太平基金 王达婷

耕霁投资 夏廷锋 泰山财产保险 张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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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禾基金 文 雅 天风证券 冯浩凡

光大永明资产 沈繁呈 西部利得 陈保国

广发证券 李婉云、李佳蔚 西部证券 杜 威

国海证券 钟依浓 西南证券 吴 波

国华兴益保险 韩冬伟 薪富阳投资 王亚浩

国盛证券 陈泽青 鑫嘉资产 金 奎

国新投资 陈友章 鑫焱创业投资 陈 洪

国元证券 耿军军 信泰人寿保险 刘 跃

海通证券 杨昊翊、李 轩 兴海荣投资 黄 敏

行知投资 周 峰 兴业证券 刘珂瑞

杭银理财 郑 亮 玄卜投资 韦 琦

禾其投资 王祥麒 懿坤资产 袁 峰

合道资产 严思宏 赢舟咨询 陈佛华

河床投资 张建宾 赢舟资管 刘睿怡

红杉资本 闫慧辰 禹田资本 赵 群

鸿道投资 方云龙 圆合控股 岳 鹏

鸿运基金 舒 殷 源渡股权 彭 行

棕榈湾投资 巩显峰 源泉投研 徐安娜

华创证券 胡昕安 悦溪基金 李晓光

华玖股权投资 张正达 粤佛基金 曹志平

华泰证券 权鹤阳、胡宇舟 云门投资 俞忠华

华曦资本 潘振华 长安基金 崔甲子

华夏未来资本 褚 天 长城证券 黄俊峰

汇添富 李超、董霄 长见投资 唐祝益

汇信聚盈 陈乐然 长江证券 罗 聪

吉川投资 陈 吉 长青藤资产 谢轩、付小林

嘉世基金 李其东 招商证券 涂锟山

金凯利投资 崔 政 昭云投资 程安靖

京电博天 汪钟祥 浙商证券 刘静一

泾溪投资 柯 伟 民生银行 杨 桐

九泰基金 赵万隆、黄 皓 中航信托 张清清

钜洲投资 王中胜 中融国际信托 赵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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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阳基金 张春龙 中泰证券 李雪峰

瓴仁私募 许玉莲 中天汇富 慕 陶

朱雀基金 陈 飞 中信保诚 孙浩中

卓汇投资 盛旋洋 中信证券 夏胤磊、林峰

中原证券 邹 臣 中邮保险 张雪峰

高盛 宋 婷 花旗环球 曾俊栢、王曉琼

Brighter Investment Nina Huang 建银国际 Cathy Chan

IGWT Investment 廖克銘 摩根大通 许 日

Point72 孙晨淯 摩根士丹利 李子扬

国金证券 孟 灿、孙恺祈、赵怡琪、陈 屹

嘉实基金 刘 晔、李 涛、高群山

中金公司 Anson Lee、朱镜榆、艾柯达

个人投资者 朱庆平、王博勋、唐英滨、刘军洁

时 间 2024年 10月 26日

地 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傅利泉、吴坚、徐巧芬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经营情况简介

三季度以来，经营环境压力仍存，经济延续二季度偏弱的趋势，海外市场扰动因素增多。

在此期间，国内外政策环境、贸易预期正在发生深远变化，这些因素增添了公司日常经营的复

杂性，同时也为把握新市场潜力提供了更多可能。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4.5 亿元，同比增长 0.77%；实现归母净利润 25.45 亿元，

同比下滑 1.74%；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22.61 亿元，同比下滑 5.87%。单三季度看，实现营收 75.83

亿元，同比小幅下滑 0.8%，实现归母净利润 7.35 亿元，同比增长 19.75%。其中，第三季度公

司持有的金融产品及股权受资本市场提振，有一定收益。若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公司单三

季度实现扣非净利润 4.99 亿元，同比下滑 22.91%。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下探回升，公司期内汇兑小幅亏损，去年同期损益较多，影响公司

盈利表现。毛利率方面，受大环境需求走弱影响，公司前三季度毛利率 40.81%，相比上年度小

幅下滑 0.46%。现金流方面，公司前三季度现金收入比达 106.7%。在压力环境下，公司依然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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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可持续、高质量的业务发展。与此同时，公司近些年持续降低资产负债率，财务状况整体健

康、稳健，为未来根据宏观环境和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经营策略、提供一定的空间。

业务方面，今年以来，公司海外业务的修复与内需状况形成对冲，总体保持平稳发展。

三季度，公司国内业务延续上半年整体表现。其中，政府业务有所企稳，受中央项目建设

的带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急行业、大交通领域中的数字化升级业务增速靠前。企业业务稍显

承压，地产建筑领域持续低迷，工商企业制造业、能源电力领域增速保持领先。在当前环境下，

民营企业在资本支出决策上表现得更为谨慎，而央国企作为新质生产力建设的带头人，数智化

转型需求丰富。公司将紧跟产业趋势与重点客户，助力企业数字化进程。另外，分销业务的回

暖还有待市场需求的进一步复苏。

海外业务表现稳健。分区域看，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基建需求持续旺盛，欧洲区今年

迎来经济小幅回升，带动了相关地区业务走强。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业务占比的持续提升，

有利于公司海外业务更安全、平稳运行。

创新业务方面，业务增速较上半年有所提升。其中，华感热成像业务受应急行业需求带动，

增速较快。

2024 年，全球货币政策迎来转向，我国经济环境还待修复。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系

列发布会密集召开，展现出了中央对解决当前经济回升中所遇到的问题、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的

决心，对实业和市场信心产生了显著的提振作用。

但是，宏观周期的起落是不可控的，我国经济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也必然需要经

历“收”与“放”之间节奏的切换。作为微观实体，我们在宏观环境的波动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中砥砺前行，保持平常心，把握自己能掌控的，关注当下，关注下一步该怎么走，摸索如何高

效投放资源、捕捉并最大化结构性机会，如何满足碎片化的物联市场、提升产品品类的丰富性，

如何适配社会智能化趋势、调优组织架构。依托于内在的持续进化，更加重视为合作伙伴创造

实实在在的价值，将“利他”理念贯彻到每一个行动中，生态强则大华强。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外部环境受政治、地缘、经济等多方面扰动，实施逆周期调控到

企业盈利的改善需要时间的沉淀；另一方面，AI 技术与数据价值的潜力，对于未来提升社会生

产率具有重大意义。大华将继续秉持“以进促稳，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在低迷时期保持

定力和耐心，把正确的事情做好做对，进一步加固长期竞争壁垒，确保能够充分利用数字经济

带来的巨大机遇，迎接充满可能的“十五五”开局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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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动交流环节

1、当前政府展现出积极的态度、资金端可能会有所回暖，这样的情况会对公司业务带来什么样

的影响？从政策执行到公司业务，大概的落地周期如何？

第三季度，公司政府业务略有一些好转，但是整体来看还是趋缓的态势。政府上半年推进

的应急项目部分在三季度落地，四季度还会有一些项目执行。随着政府业务的回暖，四季度有

看到一些增量，未来期待看到政府业务增量保持稳定，以确认触底反弹的趋势。目前政府在持

续推动各类基础设施项目的企稳，但是从智慧物联的业务属性来看，我们的业务一般处在项目

执行的偏末端，体现相对还要向后延一些。

2、如何展望公司四季度及明年的毛利率情况？

公司前三季度国内毛利率下降的比较明显，海外毛利率下降相对少一些。展望第四季度，

目前国内业务的毛利率已经下降到了比较低的位置，在未来有望逐步稳定；海外毛利率与汇率

情况也有一定的关联，但有望保持相对的稳定。虽然今年四季度毛利率大概率还是会比去年同

期有所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会趋缓。总体来看，从第四季度开始，公司毛利率将趋于稳定，明

年稳中有升。

3、公司三季度各个业务线相比二季度表现如何？

国内业务三季度压力比较大。其中，政府业务中的公安和交警行业下滑比较明显，我们也

在争取抓住新的机会，比如一系列公共民生、应急、水利等项目。企业端智慧建筑、金融行业

承压。智能建筑方面，国家现在也在大力推动地产行业复苏，不过目前相关业务还在承受比较

明显的下滑；金融业务方面，受限于各大银行总行入围窗口期影响，公司预计四季度相关领域

能有回暖。公司在工商企业、能源方面有较好的增长，但要完全弥补智能建筑等其他行业的下

降比较困难。另外，分销三季度表现不是太好，是需要我们彻底变革的领域。

国内业务弱势一方面确实受到国内大环境的影响，但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在上述的几块

业务把自己做好。尽管在低迷的时期，公司看好未来的数字化转型的大机会，依然保持着坚定

的投入。在碎片化市场中，公司的能力有比较强的护城河，产品及解决方案的复杂度、全球业

务的布局，都需要持续的投入。

展望四季度，预计国内业务能转正，海外继续保持增长，总体四季度收入保持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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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如何观察包括 AI 在内的各种先进技术对企业业务发展的积极影响？

公司持续看好智慧物联赛道，特别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方向。在帮助企业客户数字化转

型的过程中，我们正逐步从外围系统整合进入到生产的核心系统中。比如在能源行业，许多企

业的需求正从传统的公共安全转向生产安全，我们业务也将围绕这一趋势进行转变。在智能制

造领域，相关企业的痛点非常明确，提高效率、提升品质、降低费用，我们也相应对齐方向，

从生产外围系统逐步融入智能制造，提升感知、智能技术的应用深度，包括生产安全、设备在

线检测、运维状况等核心系统的转型。最主要的，还是提升硬件丰富度和能力，大硬件的投入

复制性较强，同时硬件确实能够给生产企业带来更大的变革。之前公司决策重点投入能源行业，

今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目前看到能源与工商企业两个占比大、增速高的行业表现，

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转型方向。

公司的研发投入在 AI 和公有云两大战略基础上，注重结构调整，把资源投入到有效性更强、

边际收益更强的领域中。在 AI 方面，公司已经积累了一千多种算法，以解析为目标为千行百业

赋能。首先，我们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注重大小模型的结合，通过对千亿大模型进行结构设计、

迭代优化等动作，将模型参数下降到百亿甚至十亿级别，便于客户的部署使用。其次，大模型

和多模态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并不是一招鲜打天下的能力，需要把这些技术融入到具体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中，只有加载了技术灵魂的一系列产品，才能满足碎片化的需求，实现更广的商

业落地。另一方面，公共云的开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服务商业客户，当我们的产品更多云化

赋能后，有望实现免安装、免维护，让公司视频、门禁、充电桩各种产品客户都能直接受益。

在智慧物联这一应用场景中，我们会尽力把 AI 等先进技术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让技术成为

我们产品解决方案最重要的部分，提升长期核心竞争力。先进技术的应用早已不再是预研阶段，

而已经在各个行业充分产业化。也正因为智慧物联是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市场，技术的应用、产

品的研发以及商业的扩展是需要一点点积累，没有办法短期因为单点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快速

产生跳跃式收益。面向未来，我们也制定了三年期、五年期的行动计划，围绕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继续提振我们的技术、产品级核心能力。

5、公司三季度和移动合作进展如何？如何展望未来合作态势？

前三季度公司和移动合作同比微增，其中集成类业务增长较慢，预计全年可实现的合作业

绩较年初目标有一定差距。但是公司在与移动组织对齐、集团和省区间交流方面，已有明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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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例如，公司已与移动部分省区、各行业线共同打造了所需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只是距离真

正产单落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总体来说，成果主要体现在各省的充分交流，推动标准化

产品入库、人工智能的技术合作、物联网平台建设等方面，包括已与中移物联网公司合作研发

12 个标准场景化解决方案等。公司也将继续稳扎稳打，立足长远。目前，双方已经围绕移动的

战略规划和大华的平台建设能力方面展开了全面合作，希望能在四季度和未来有更好的落地。

6、目前看到一些化债政策持续出台，市场预期可能对存量项目回款有正向影响，后续出台的政

策可能也会产生增量需求。公司如何判断这种变化和未来趋势？

我们感受到政府态度转向积极。如果出现明确的项目机会，政府会提前做资金支持，所以

相较于前三季度相对谨慎的情况，未来可能会好一些。但公司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是项目偏后期

介入的，所以对收入贡献来说，会呈现的相对较晚一些。另外，公司也在积极关注化债等政策

的后续落地情况。从项目回款来说，如果有超预期的化债政策，预计可以对公司已参与的政府

集成项目的应收账款回款有积极作用，可以释放过去计提的部分坏账，对现金流也有正向贡献。

以及随着政府债务的处理，我们预计政府或将更积极地投资项目，这将为我们带来新的业务机

会，如充电桩建设、高速公路信息化建设、车路协同、低空经济等领域。可以看到，政府对项

目投资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要求在提高，存量建设的智能化升级需求也在涌现，这些都是我们的

能力所在和业务机会点，比如公司今年也顺势推出了针对升级需求的夜视王产品。整体来说，

在政府驱动下，前三季度这种项目偏少的情况有望改善。

7、公司非常重视国内渠道建设，能否介绍相关进展和成果？

渠道建设方面，除了关注项目市场，公司还将持续围绕项目商机、渠道生态等方面开展动

作。过去，分销业务端做的一般，未来将重点进行改革。首先是以地市、区县、乡镇为层级，

持续拓展新的合作伙伴，从过去重视 sell in 转向重视 sell out，以确保产品真正落地应用。

其次是重视分销队伍的搭建，加强分销业务的考评。相信通过上述努力，在后续落地阶段，可

以通过时间的检验，取得一定成效。

8、公司目前创新业务各板块的情况如何？

创新业务中，华橙和华感增长相对较好。华睿受大环境影响小幅增长，其中光伏、锂电等

行业建设缓慢。汽车电子子公司前装市场和后装市场也表现相对较弱。但小体量公司中的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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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防业务增长较快，安消一体化、智慧消防前景较好。未来，公司会继续聚焦有发展潜力的

子公司，比如毛利率较高的华感、海外后装市场运营能力比较好的华锐捷等，也会加大核心子

公司和集团业务的联动，以及加强子公司的市场投入，公司也在研讨如何在海外部分区域投入

资源，推动创新业务获得更好的发展。

9、公司如何考虑市值管理相关工作，以及会考虑加大回购和分红吗？

公司的市值管理需要以业务基本面为基础，向市场更充分的传递公司核心价值，让大家了

解到大华的产品与解决方案在这个高碎片化市场中已经形成了强大护城河，例如我们的AI技术，

已作为技术灵魂，嵌入到每一个产品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数字化转型，以及在海外业务多年

的业务沉淀，希望投资者坚定对大华的投资信心。此外，考虑公司充裕的在手现金，过去的一

年里，公司已经加大了分红回购力度，去年和今年都做了中期分红，未来也将继续重视相关举

措回报投资者，做一个负责任、可信赖的企业。

附件清单 无

日 期 2024年 10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