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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业绩说明会  

□媒体采访  

□现场参观  

□新闻发布会  

√分析师会议  

□路演活动  

□其他  

二、 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 

活动时间：2025年 3月 4日 

活动地点：线上会议 

参会单位及人员：民生证券、西南证券、南方基金、招商基金、中银基金、

鹏华基金、太平洋资管、中欧基金、招商基金、兴业基金、汇添富基金、平安资

管、中信保诚、兴银理财、亚太财保、华宝基金、华富基金、汇泉基金、金元顺

安基金、泰信基金、国寿安保基金、上海健顺、上海于翼、致合资管、上海趣时、

北京和聚（排名不分先后）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董事长付国军先生、董事会秘书任建英女士 

三、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问题 1：近期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具身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培育行动计划



（2025-2027 年）》，据了解公司已在矿山特种机器人方面有所布局，请问当前

在机器人研发方面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是否计划与机器人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回答：感谢您的关注！近期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具身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培

育行动计划（2025-2027 年）》中提到将培育具身智能千亿级产业集群。与此同

时，深圳市发布了《深圳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6

年)》，将打造万亿级人工智能终端产业集群。其实早在 2019年，国家相关部门

发布了《煤矿机器人重点研发目录》列出 5大类 38种机器人。2024年国家矿山

安监局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促进矿山安全发展的指导意见》强

调，要加快矿山机器人研发及迭代更新。 

公司专注于矿山无人值守二十余年，机器人作为解决无人值守的关键抓手，

也是我们的重点研发方向。公司从 2017年起持续加大在机器人领域的研发投入，

2022 年获得山西省科学技术厅认定的“矿山特种机器人省技术创新中心”。目

前已获得 72 项相关知识产权，其中专利 61 项（含 34 项发明专利）。公司已有

4款机器人进入销售环节，尚有十余款正在研发中。 

未来，公司将结合市场情况，择机与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领

域优秀企业展开合作，适时将具身智能机器人引入矿山领域，具体进展请关注相

关公告。谢谢。 

问题 2：请问矿山领域，当前机器人应用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回答：感谢您的关注！考虑到煤矿井下作业环境的危险性与复杂性，未来机

器人替代人工将是大势所趋。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智能矿山建设指南

（2025）》，井下作业场景按自动化程度可分为三个层级：基础自动化装备、半

自主作业系统和全自主智能机器人。2024 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等多部门联合

发布的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到 2026 年，煤矿、非煤矿山危险繁重岗位作业智能

装备或机器人替代率分别不低于 30%、20%。 

理论上，用机器人替代煤矿井下所有岗位，是解决煤矿安全事故的根本办法。

但煤矿环境特殊，当前常见的作业式机器人难以在井下工作。煤矿各有不同，且

井下各环节作业内容时刻变化，这就要求煤矿机器人必须具备高度智能化，普通

只能重复单一动作的机器人没有用武之地，这也是煤矿机器人应用速度远不及工

厂的原因。煤矿井下机器人需具备具身智能，既能自动完成工作，还能根据周边



环境做出判断、下达任务。此外，防爆要求限制了机器人在煤矿的应用。多数机

器人是电驱动，电机控制器、传感器等做防爆处理后，重量大幅增加，影响正常

运作，这就需要在设计和算法上做出改变。目前，巡检机器人在煤矿已有不少应

用，能减少部分巡检人员，但无法解决操作岗位的用人问题。未来，作业机器人

会是煤矿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目前公司已将作业机器人研发计划列为重点工

作。谢谢。 

问题 3：请问巡检机器人的市场空间有多大？煤矿有采掘、巡检、运输、洗

选等多个工作环节，请问哪一环节的机器人运用能先行一步？ 

回答：感谢您的关注！由于井下环境复杂，传统人工巡检面临较大的安全事

故隐患，且工作重复性较高，因此配备先进感知和决策能力的矿山智能巡检机器

人可以执行巡检任务并获取、分析相关信息。市场对煤矿巡检机器人的需求日趋

强烈。按照单个煤矿配备 20台巡检机器人计算，市场空间约 400多亿元。 

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在煤矿各工作环节中，巡检机器人工作重复性较高，

应用进程相对较快，相关产品已在煤矿井下实际投入使用。运输环节的无人驾驶，

从本质上可将其视为运输机器人，目前公司承担的科技部复杂地质条件辅助运输

机器人项目已通过验收。辅助运输方面因所需工作人员较多，且现已具备一定技

术基础，因而除巡检机器人之外，辅运机器人会先一步推动。此外，清淤机器人、

管道机器人、维护机器人等，因其作业场景相对单一，在技术实现和推广应用上

难度相对较小，预计也能够在短期内投入使用。而采掘环节目前涉及的系统性工

作较多，针对装备本身及其智能化发展的投入相对不足，导致该环节机器人应用

的成熟落地时间相对滞后。谢谢。 

问题 4：请问基于上述情况，智慧矿山行业竞争格局是否会有所变化？ 

回答：感谢您的关注！在未来的井下作业场景中，单一的作业机器人难以独

立完成全部任务，需与其他机器人协同作业，形成机器人群体，而这一群体的高

效运作依赖于系统平台的统筹管理。随着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AI 大模型、

机器人等复合型技术体系的发展，矿山智能化的未来趋势是通过统一平台对包括

机器人在内的众多装备进行管理。 

智慧矿山行业的信息化企业、装备企业、自动化/智能化企业均在对此进行

探索研究。信息化企业在软件与平台方面优势显著；装备企业具备生产制造能力，



在软件及平台开发层面稍显薄弱。相比之下，自动化/智能化企业由于兼具一定

的信息技术基础和对装备运行逻辑的理解，向软件平台开发与装备制造两端拓展

业务时，面临的技术壁垒相对较低，市场机遇也更为丰富。 

公司作为一家深耕自动化领域的企业，软硬件皆通、强弱电都懂，对装备较

为熟悉，具备升级改造能力，同时精通煤矿生产工艺，实现统一平台对众多装备

的管控具有一定优势。谢谢。 

问题 5：请问巡检机器人产品成本主要在哪些方面？ 

回答：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的巡检机器人主要为轮式巡检机器人、轨道式巡

检机器人两种类型。机器人本体配备了各类检测传感器、控制器算法以及驱动系

统，且为适应特定工作环境，机器人本体需进行本安或防爆改造。从成本构成来

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机器人本体：包括行走部分的驱动装置、导航系统、用于检测分析的传

感器，具备防爆和本安功能。二是机器人的业务系统，根据不同场景配备不同传

感器，并具备 AI 分析功能。三是通讯定位系统，根据井下特殊环境单独布设搭

建网络，使其具备通讯和定位功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唐柏通讯技术有限公

司在这一领域拥有丰富经验与专业技术，能够为该系统的搭建与运维提供全方

位、高质量的相关服务。四是管理平台，包括展示、任务发放、云交互、预警、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大模型问答等功能。 

此外，轨道的建设和维护是轨道式巡检机器人运行的基础保障，其成本包括

轨道的铺设、固定装置的安装、定期的检查与维修等。 

作业机器人的机械手臂关节需进行防爆处理。目前，公司正在研发的关节部

分的防爆化和本安化处理的相关专利，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性能并控制成本。谢

谢。 

 

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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