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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0 元（含税），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4 股。本方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移远通信 60323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雷 王凡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1016号科技绿洲3

期（B区）5号楼 

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1016

号科技绿洲3期（B区）5号

楼 

电话 021-51086236-6778 021-51086236-6778 

电子信箱 yiyuan@quectel.com yiyuan@quecte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物联网 

根据爱立信 2022 年 11 月发布的《Ericsson Mobility Report》报告，2022 年蜂窝物联网全球连

接量预计超 27.8 亿，至 2028 年，蜂窝物联网全球连接量将超 55 亿。 

单位：十亿 



 

图 蜂窝物联网连接量统计及预测 2016-2028 

数据来源：Ericsson Mobility Report 

国内移动物联网也迎来了重要发展期。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2023 年 1 月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2 年底，国内移动网络的终端连接总数已达 35.28 亿户，其中代表“物”连接数的蜂窝物联网

终端用户达 18.45 亿户，比 2021 年底净增 4.47 亿户，占全球总数近 70%。自 2022 年 8 月底“物”

连接数超越“人”连接数后，“物”连接数占比已升至 52.3%，万物互联基础不断夯实；蜂窝物联

网终端应用于公共服务、车联网、智慧零售、智慧家居等领域的规模分别达 4.96 亿、3.75 亿、2.5

亿和 1.92 亿户。 

（二） 蜂窝模组 

根据 ABI Research公司 2023Q1的预测数据，2022年蜂窝物联网模组全球出货量为 4.43亿片。

预计到 2027年，蜂窝物联网模组全球出货量将达到 8.65亿。 

 

 



图 蜂窝模组全球出货量统计及预测（按区域） 

数据来源：ABI Research 

 

 

图 蜂窝模组全球出货量统计及预测（按通信制式） 

数据来源：ABI Research 

（三） 数字经济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 年）》，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

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6.2%，占 GDP 比重达到 39.8%。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

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2023 年作为经济全面复苏发展的重要一年，数字经济大力发展，相关政策持续加码。《“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到 2025 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达到 10%。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进一步阐明数字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以及与战略支撑性实体经济融合的广阔空间。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规划》指出，

要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加快 5G 网络与千兆光网协同建设，深入

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和应用，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大力推进北斗规模应用。系统优化算力基

础设施布局，促进东西部算力高效互补和协同联动，引导通用数据中心、超算中心、智能计算中

心、边缘数据中心等合理梯次布局。整体提升应用基础设施水平，加强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

能化改造。 

移远通信作为数字经济产业链相关企业，在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上取得



原创性突破，关键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移远通信不断推出助力智慧农业、工业互联网、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下游应用领域的产品，形成一系列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推动产业数

字化转型提档加速。 

（四） 5G市场情况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发布的《The Mobile Economy 2023》预测，至 2030 年，5G

全球采用率将超过 50%，5G 连接量将达到 50 亿。国内 5G 商用发展开局良好，产业生态不断成熟，

网络建设方面稳步推进。在 GSMA 发布的年度《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 2023》中，GSMA 预测，

中国 5G 连接到 2030 年将达到 16 亿，届时采用率将达到 88%。国内移动网络保持 5G 建设全球领

先，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2023 年 1 月发布的《2022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截至 2022 年底，国

内累计建成并开通 5G 基站 231.2 万个，基站总量占全球 60%以上。2023 年 1 月 11 日，全国工业

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强调，2023 年要加快信息通信业发展，出台推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发

展的政策措施，加快 5G 和千兆光网建设，启动“宽带边疆”建设，全面推进 6G 技术研发。完善

工业互联网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应用体系，推进 5G 行业虚拟专网建设。 

（五） AI、边缘计算 

边缘智能方面，AI 加速向边缘侧发展。随着数字技术加速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物联网应用也持续升级，随着数据量的快速提升，边缘计算应用有望加速

渗透。根据 Grand View Research 发布的《 Edge AI Market Size, Share & Trends Analysis Report By 

Component (Hardware, Software, Edge Cloud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By End-use Industry, By Region, 

And Segment Forecasts, 2023 - 2030》报告，2022 年全球边缘计算市场规模为 147.88 亿美元，预计

到 2030 年将达到 664.78 亿美元。 

根据亿欧智库调研，2021 年国内边缘计算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427.9 亿元，其中边缘硬件市场

规模为 281.7 亿元，边缘软件与服务市场规模达 146.2 亿元，2021-2025 年中国边缘计算产业市场

规模预计年复合增速达到 46.81%，2025 年边缘计算市场整体规模达 1,987.68 亿元，增长空间广阔。

中国针对云边融合、物联网、网络切片、边缘计算等政策频出，中国边缘计算供应商将迎来更大

的发展机遇。 

伴随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移远已成功推出多款 AI 智能模组、5G+AI 模组，可用于边缘计算与

机器视觉能力检测设备。在 2023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移远联合客户重点展示多款前沿的计算

密集型和边缘智能解决方案。该系列方案中采用的移远智能模组通过提供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

使应用终端能够实时处理数据并做出更快的数据驱动决策，同时该智能模组还具有低功耗、边缘

计算、高速连接和先进的安全性等多重优势。 

（六） 下游应用领域情况 

无线通信模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遍布智能车联网、无线网关、智慧工厂、智能光伏、智慧

城市、智能机器人、智慧农业等方方面面，物联网下游应用领域的旺盛需求推动物联网行业持续

发展。 

在车载方向，2022 年，国家出台了减征购置税、放宽汽车限购、活跃二手车市场等一系列促

进汽车消费政策，引领、保障、助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2022

年中国乘用车涨幅明显，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383.6 万辆和 2,356.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2%

和 9.5%；其中新能源汽车持续爆发式增长，销量同比增长 93.4%，市场占有率达到 25.6%。中国

市场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方面走在全球的前端，带动了智能座舱产品、智能驾驶辅助

产品、智能网联产品渗透率与性能快速提升。乘用车的消费升级和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均加速



了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产品的发展进程。 

在全球“双碳”目标下，光伏产业受到世界各国政策的大力扶持。自 2000 年以来，在政策和

技术双重驱动下，光伏发电产业成长迅速，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光伏发电逐渐进入平价

上网时代。光伏发电以其低碳、低成本、广泛性等诸多优势，成为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主力军。

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光伏产业持续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支持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2022 年 8 月，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综合司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光伏

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的通知》，10 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

促进光伏产业链健康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2022 年 5 月 24 日，由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工业大数

据分析与集成应用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人民网财经研究院、联想集团共同编制的《依托智慧服务 共

创新型智慧城市——2022 智慧城市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正式发布。《白皮书》指出，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如物联网、环境传感器、全光网络、5G 全覆盖、人脸识别与物体识别摄像头、

智能抄表、车联网等将是智慧城市的重点投向。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

泛应用，正引领智慧城市相关综合解决方案朝着走深向实、协同布局、社会与生态共赢的方向发

展，智慧城市建设也将步入一个崭新阶段。《白皮书》援引中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数据称，预测

2022 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到 25 万亿元。 

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政策，促进各行业智能化发展。无线通信模组的物联网应用如同星辰大海，

公司一直坚定研发投入，坚守“成就智慧地球”的使命，不断扩大创新产品线，助力各行各业的

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行业情况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如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是从事物联网领域无线通信模组及其解决方案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服务，

可提供包括无线通信模组、天线及物联网云平台管理等在内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公司拥有的多样

性的产品及其丰富的功能可满足不同智能终端市场的需求。 

 

 

 



 

 

 

 

 



 

公司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智慧交通、智慧能源、金融支付、智慧农业与环境监控、智慧城市、

无线网关、智慧工业、智慧生活、医疗健康和智能安全等领域。 

 

图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场景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采购过程控制制度，对供应商的选择和评估、原材料的质量控制等过程进

行规范和控制，确保公司采购流程的高效有序。公司采购部门会结合订单情况、安全库存、研发

产品和未来市场预期等组织采购。 

2、生产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用自产和委托加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生产，可保障供应链稳定，有效

提升产品的研发、生产、测试效率，并严格把控产品质量，保证产能稳定供应。 

3、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产品销售分为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销售模式为线上销售和线下销售结合

的方式。为配合市场开拓需要和便于销售管理，公司将全球销售区域分为中国区、欧洲区、北美

区和亚非拉区等，遍布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的销售和技术服务团队可为客户提供及时、高效的本

地化服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10,273,173,226.84 8,140,021,182.48 26.21 4,601,246,090.6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720,246,850.43 3,208,461,512.18 15.95 1,868,676,298.94 

营业收入 14,230,246,484.07 11,261,921,747.51 26.36 6,105,779,381.1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22,818,433.13 358,060,203.50 73.94 189,015,964.8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81,831,039.58 335,345,811.53 43.68 170,074,205.5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01,711,780.16 -488,101,815.91 不适用 -398,540,204.2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7.98 12.72 

增加5.26个百

分点 
10.5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3.30 1.92 71.88 1.0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3.30 1.92 71.88 1.0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057,769,876.70 3,630,986,938.96 3,447,484,054.44 4,094,005,613.97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123,612,243.93 153,095,295.01 158,810,142.60 187,300,751.59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105,853,712.66 149,213,393.42 75,998,783.88 150,765,149.62 



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

净利润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15,681,469.53 653,846,188.42 -277,491,891.89 141,038,953.1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1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95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钱鹏鹤 9,922,963 43,002,841 22.7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宁波移远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276,000 14,196,000 7.51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57,718 3,654,366 1.93 0 无 0 其他 

上海行知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453,210 3,431,811 1.82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

限公司－重阳战略聚

智基金 

713,061 3,089,930 1.64 0 无 0 其他 

葛贵莲 1,837,854 3,047,836 1.61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华润信托·慎

知资产行知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072,940 2,789,975 1.48 0 无 0 其他 



鹏华基金－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险－鹏华基金国

寿股份成长股票型组

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可供出售） 

2,706,673 2,706,673 1.43 0 无 0 其他 

葛卫东 475,217 2,600,000 1.3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张栋 584,800 2,534,800 1.3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控股股东钱鹏鹤系股东宁波移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且持有其 0.43%的出资份额。2、

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2.3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2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3.94%。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