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8                                          日期：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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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天风研究所 朱晔、余芳沁 

2. 永赢基金 许拓 

3. 辰翔投资 孙金泉 

4. 熠晟基金 赖堃 

5. 诺安基金 李玉良 

6. 长江自营 童松 

7. 华夏基金 胡杰 

8. 泾溪投资 方彦 

9. 中信建投 叶天鸣 

10. 浙商资管  周铃雅 

11. 创业兆富 刘姝仪 

12. 粤民投基金 廖一专 

13. 若汐资本 陈荣盛 

14. 众安保险 高翔 

15. 金建投资 张宇滨 

16. 湖北省企业上市发展促进会  涂堩中、刘晓玢璘、熊沁希 

时间 2023年 9 月 14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1、华工科技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姚永川 

2、华工科技 投资者关系主管：邓茜雯 

投资者关系活动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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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介绍 

 

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附件清单（如有） 调研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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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投资者交流会议纪要 

一、公司投资者关系主管邓茜雯介绍公司 2023年上半年度经营业绩及发展

情况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成立于“中国光谷”腹地，2000年在深

圳交易所上市，经过二十多年的技术、产品积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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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业务格局。 

2023年 8 月 21日，华工科技披露 2023年半年度报告，从营业收入侧分析，

上半年，公司克服多重外部不利因素影响，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

围绕客户需求持续创新，实现营业收入 50.24 亿元，虽然与 2022 年相比减少

19.2%，是由于公司联接业务中小基站业务营收的下降幅度较大，精密业务受国

内消费电子行业下行影响，营收也略有下降，除此之外公司的其他各业务均保持

了增长，特别是感知业务，华工高理上半年增长达 45%，保持了高增长态势。 

智能制造业务方面，上半年营收 14.7 亿元，同比下降 10%，主要是由于公

司精密系统业务，受国内 3C消费电子行业下行影响导致；净利润 1.66亿元，同

比增长 39%。其中，公司智能装备事业群面向新能源汽车赛道，开发了智能高强

钢焊接、激光清洗、电池焊接等一批“国产替代、行业领先、专精特新”产品，

新能源汽车领域总体收入同比增长 60%。面向智能制造赛道，推出面向船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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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实现销售，海外销售同比增长 35%，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智能装备事业群上半

年营收 8.5 亿元，同比基本持平；净利润 9790 万元，同比增长 54%。公司精密

系统事业群围绕 3C电子、汽车电子及新能源、PCB微电子、半导体面板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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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款高端设备出口海外

东南亚、韩国、日本、印度、欧洲、美洲等区域，国际订单同比增长 30%。精密

系统事业群上半年营收 5.7 亿元，同比下降 10%；净利润 6959 万元，同比增长

24%。 

联接业务方面，上半年实现营收 18.39亿元，同比下降 44%，其中光模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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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营收 14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营收下降主要是受 5G建设周期影响，小基站

产品交付规模缩减导致。上半年联接业务净利润 8928 万元，同比下降 43%，这

是由于小基站业务营收下滑导致。上半年，公司全球首发的 400G ZR+Pro 相干

光模块，受到国际大客户广泛关注，目前送样进展顺利，有望实现北美客户的较

好突破。公司在现有数据中心 100G/200G/400G/800G 全系列光模块产品矩阵下，

正不断拓宽产品线宽度，多款产品实现海内外客户批量交付，并向多家行业头部

客户送样了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高速率光模块产品，进入行业第一梯队；应用

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联接产品技术路线逐渐明晰，也有望形成新的业绩增长点。 

感知业务方面，传感器业务营收 14.61亿元，同比增长 45%，净利润 2.1亿

元，同比增长 65%，是公司三大业务中表现最突出的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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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温度

传感器、空气质量传感器、光雨量传感器等产品突破海外大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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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全息防伪业务受烟草、酒类等下游行

业需求下滑影响，营收 1.95亿元，同比下降 34%，净利润 2670万元，同比下降

40%。上半年公司积极向泛家电表面装饰和汽车内饰装饰方向拓展，全面进入格

力等多家一线家电品牌供应链，业务规模实现翻倍增长；开发高光、触感、磨砂、

炫彩等多系列样品 40余款，落地汽车装饰业务首单。 

虽然今年上半年，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公司营收增长不及预期，但公司整体

有质量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202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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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数字赋能、新能源汽车两大赛道，通过不断提升核

心竞争力，推出更多打破垄断，专精特新的产品，不断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占比，

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和良好的经营业绩回报广大的股东和投资者。 

 

二、提问交流环节 

提问：公司对于各个业务部门的管理考核和业务协同的规划？校企改革从

哪些方面，提升了公司的经营效率？ 

答：校企改革后，通过好的制度安排解决了公司决策效率问题，核心骨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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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基金的投资参与了公司校企改制，解决了制约公司发展的核心骨干的利益问题、

提升了员工的积极性，大家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事业合伙人。从公司协同来讲，

公司的三个业务板块，客户互相有渗透覆盖，且客户大多为行业头部企业。今年

开始，华工科技有新的布局，资源向上链接、把每个公司的客户资源和华工科技

进行链接，通过华工科技层面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把大客户资源合作上升到集

团层面。从业务协同来讲，公司有机制保障，也有相关举措。从公司管理来讲，

华工科技有严格的考核机制，一是鼓励增长，对核心骨干员工有良好的激励政策

保障。二是公司有很多刚性指标如开关指标，既有发展考核指标，并且有一些资

产质量的考核指标，激励约束兼具。 

 

提问：公司高速率光模块的研发进展及海外市场开拓情况？ 

答：公司在北美的市场已经布局了 4年，成立了针对光模块的全业务子公司，

公司已和客户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随着 AIGC、云计算、大数据、超高清视

频、5G 行业应用等快速发展，算力加速提升，公司大力推进数据中心业务，成

功卡位头部互联网厂商资源池，400G 及以下全系列光模块批量交付；800G 系列

产品已在顶级互联网厂商送样；积极推进硅光技术应用，现已具备从硅光芯片到

硅光模块的全自研设计能力。公司围绕当前 InP、GaAs化合物材料，布局硅基光

电子、铌酸锂、量子点激光器等新型材料方向，自主研发并行光技术，积极推动

新技术、新材料在下一代 1.6T、3.2T等更高速产品应用。 

 

提问：公司传感器业务的核心竞争优势是什么？ 

答：公司在氧化物、陶瓷、半导体陶瓷的范畴领域有 30 年的技术沉淀，突

破了配方和工艺的难度，是最早从事 PTC研究的企业，也是最早进行 PTC市场化

的。华工科技自主掌握 PTC加热芯片的制造和封装工艺的核心技术，相关领域竞

争对手主要来源于德国和日韩。针对新能源汽车电池快充需求，公司开发出适用

于高电压的 PTC芯片，保证我们的 PTC产品高压环境下也可以应用。另外还开发

了车用压力传感器，可应用在汽车的空调管路、发动机、变速箱、刹车等方面。

还有充电枪感温的 NTC，国家电网的测温类 NTC产品等。预计未来几年在行业里

能够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特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扩展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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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下半年行业对激光装备的需求预期如何？ 

答：从目前在手订单的情况来看，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预计要略好。公司装

备在行业应用比较丰富，新能源汽车及新能源电池订单是在增长的。为了进一步

加大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产品类别的丰富性，公司产品在电机、电驱、电控等

都做了一些布局，增长量是可以预测的。另外 3C以及半导领域需求也在恢复中，

有这些订单的支撑，下半年应该会比上半年更好一些。 

 

提问：智能制造业务公司有哪些行业应用及案例？ 

答：公司在改制之初就开始前瞻性的布局智能制造，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拓展，

已逐步形成了领先优势，公司为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的“大型柔性智能备料车间”，

“大型柔性钢板备料智能‘黑灯’产线”，“基于 5G 的钢结构桥梁全流程智能

制造工厂”等整体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分别上榜“工信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任务”，

获得“2022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工信部“2022 年工业互联网平台创

新领航应用案例”及“首届全国交通企业智慧建设创新实践优秀案例”等一系列

国家级奖项。如果单看卖装备还是受了行业下行很大的影响，但是公司的智能制

造整体解决方案已经进入包括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船舶桥梁、建筑等六大行业

的标杆客户，为客户打造了一系列样板工厂和灯塔工厂，已成为行业风向标，并

在行业内复制样板及深度开拓，带动了公司的装备销售业务。公司的智能制造订

单多数规模突破亿元，一个项目就包含几十台相应激光设备，发展潜力较大，是

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很好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