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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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已就核心竞争力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

险、行业风险、宏观环境风险及其他重大风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揭示，敬请查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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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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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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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实施2023年度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58,872,596.72元，占公

司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0.86%；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公司2023年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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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伟创电气 688698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贺琬株 欧阳可欣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郭巷街

道淞葭路1000号 

苏州市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郭巷街

道淞葭路1000号 

电话 0512-66171988 0755-85285686 

电子信箱 zqb@veichi.com zqb@veich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主营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电气传动和工业控制领域，是一家从事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产品种类丰富，包括变频器、伺服系统以及控制系

统等。产品应用广泛，在重工、轻工、高端装备等行业均拥有成熟的应用案例，以场景化解决方

案助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同时，公司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向机器人、新能源、医疗等新兴

领域延伸，研制了空心杯电机、无框电机、光伏储能逆变器、手术动力系统等产品，为高景气度

行业深度赋能。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准确把握行业动向，同时不断创新、精益求精。公司系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2022 年荣获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AAA），获评 2022 年度运动控制

领域用户满意品牌、2022 年度金信披奖、2022 年度金牛科创奖、2023 年上市公司卓越投关建设

奖、2023 年公司获评江苏省工业互联网发展示范企业（标杆工厂类）、江苏省智能制造示范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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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民营企业创新 100 强、2023 年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瞪羚企业等荣誉。 

2、主要产品 

公司的产品种类丰富，包括 0.4kW 至 5,600kW 的变频器、100W 至 200kW 的伺服系统、控制

系统包含运动控制器及 PLC 等。 

 

（1）变频器 

公司研制生产的变频器产品主要分为通用变频器和行业专机，其中，通用变频器主要包含

AC830、AC810、AC800、AC500、AC330、AC320、AC310、AC300、AC200、AC70、AC12、

AC10、AC01、V680、ACH200 等系列，电压等级涵盖 220V 至 10,000V 交流电，功率范围涵盖

0.4kW 至 5,600kW；变频器行业专机包括施工升降机一体机、塔机一体机、矿用隔爆变频器机芯、

空压机一体化驱动器、光伏扬水逆变器、碳化硅专用驱动器、暖通专用变频柜等。 

变频器产品广泛应用于光伏、矿用设备、暖通空调、物流仓储、船舶海工、港口起重等多个

国民经济行业。 

（2）伺服系统 

公司研制生产的伺服系统包括通用伺服系统和行业专机，其中，通用伺服系统主要有 SD100、

SD700、SD710、SD780、SD810 和 SD860 系列，电压等级涵盖 48VDC、220VAC、380VAC，功

率范围涵盖 100W 至 200kW；行业专机产品有 SD500、SD650、EHS100、EHS30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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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系统产品广泛应用于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型设备、印刷包装设备、木工机械、纺织机

械、机器人/机械手、电子设备、光伏锂电设备、非标自动化设备等。 

（3）控制系统 

公司研制生产的控制系统产品主要包含 PLC、运动控制器和远程 IO 模块产品，其中，PLC

产品主要为 VC5、VC3、VC1 小型 PLC 系列，以及 VH600 系列中型 PLC 产品。远程 IO 产品为

VM 系列远程 IO 模块。 

控制系统产品主要和伺服系统、变频器产品形成行业综合解决方案，主要运用于金属切削机

床、金属成型设备、印刷包装设备、木工机械、纺织机械、机器人/机械手、电子设备、光伏锂电

设备、非标自动化设备等。 

公司主要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线 
产品类

别 
产品系列 应用行业 

变 频 器

产品线 

通用变

频器 

AC800 多机传动变频器系列、

AC830 四象限变频器柜机系列 

钢铁、冶金、石油、港口起重、造纸机

械、海工船舶、测试平台等 

AC500 高可靠性工程型变频器、

V680 高性能矢量型变频器 
工程型市场专用型产品 

AC330 同步磁阻电机专用驱动器

系列 

塑料机械、高效能源、智能装备、纺织

机械、制药机械、风机、泵类等 

AC320/AC12 高速电机专用驱动

器系列 

高效能源、智能装备、石油、化工等行

业 

AC300/AC10 通用变频器系列 
机床、电子设备（流水线）、塑胶、印刷

包装、纺织化纤等 

AC01 网络型变频器系列 
锂电、食品加工、物流仓储、纺织、厨

卫、医药 

AC810 标准多机传动变频器系

列、AC310/AC200 高性能矢量变

频器 

高效能源、智能装备、塑胶、建材、印

刷包装、纺织化纤、市政、冶金、石油、

化工 

AC70 通用变频器系列 

起重、矿用设备、高效能源、智能装备

塑胶、建材、印刷包装、纺织化纤、冶

金、石油、化工 

ACH200 系列高压变频器 
冶金、电力、矿山、石油天然气、建材、

化工、市政等 

行业专

机 

S200 系列施工升降机一体机 起重-建筑机械 

QT 塔机一体化驱动器系列 起重-建筑机械 

AP 系列空压机一体化驱动器 高效能源 

SI 系列光伏扬水逆变器 光伏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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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线 
产品类

别 
产品系列 应用行业 

ACP 系列矿用隔爆变频器机芯 
矿山设备—矿井提升机、皮带机、采煤

机、乳化液泵、刮板机、矿用风机等 

碳化硅专用驱动器 氢能源汽车、超高速电机驱动 

BLDC 驱动器 物流、安检机械 

暖通专用变频柜 暖通空调 

伺 服 系

统 产 品

线 

通用伺

服系统 

SD710 高性能伺服系统系列 

机床、印刷包装、纺织机械、木工机械、

机器人/机械手、电子设备、光伏设备等 

SD700 通用型伺服系统系列 

SD780 通用型伺服系统系列 

SD810 多传伺服系统系列 

SD860 多传伺服系统系列 

行业专

机 

EHS100 液压集成伺服系统 塑胶、金属成形机床 

SD500 主轴伺服系统 数控机床 

SD100 低压伺服机器人专用系列 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特种机器人 

伺服电

机 

V7E 系列通用伺服电机 

金属成型、印包、木工、激光、机器人、

电子、光伏、特种等设备 

V9E 系列通用伺服电机 

V7U 系列多认证高性能伺服电机 

LS1 高速液冷伺服电机 

控 制 系

统 产 品

线 

PLC 
VC5/VC3/VC1 系列小型 PLC 数控机床、食品包装、纺织机械、电子

设备 VH600 系列中型 PLC 

远程 IO

模块 
VM-RTU-ECT/VM-RTU-PN 系列 

机床、印刷包装、纺织机械、木工机械、

机器人/机械手、电子设备、光伏设备等 

运动控

制器 
V5 运动控制器系列 包装、电子设备等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变频器、伺服及控制系统等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的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

为制造业自动化设备生产商及其下游制造工厂提供工控产品实现收入及盈利。公司的总体业务流

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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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部门为采购执行和供应商管理两部分。采购执行负责以销售预测和客户订单为基础，

制定的物料需求计划和原材料采购的执行。供应商管理负责对公司现有供应商的供应安全进行维

护及完善。 

每个产品线均设置有采购代表，采购代表在项目立项后即参与项目的物料选型和供应商选择，

在开发阶段采购代表要对所选物料的可采购性组织评审，并在产品发布之前完成新物料导入和新

供应商认证工作。供应商管理部定期对现有供应商进行绩效考核，并对每个节点输出评审报告，

淘汰不合格供应商。 

3、生产模式 

公司具备完备的生产加工体系和适应业务需求的生产组织方式。公司采用备货生产和订单式

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少量零部件的非核心加工工序采用外协加工辅助。 

（1）自主生产加工环节 

公司产品硬件部分由众多原材料、零部件加工而成，涉及多道不同工序，公司自原材料采购

后主要生产工序涉及的 PCBA 生产、钣金生产、整机装配、软件烧录、老化测试等环节均自主生

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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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组织方式来看，公司对于销量较大的常售型号产品采用备货式生产来应对客户普遍较

短的供货期需求，保持常售型号产品的合理库存和周转需求。公司物控部在合理考虑公司产能的

基础上，根据公司商务部门提供的有效订单和各类产品销售的淡旺季特点编制生产计划。在生产

管理方面，对于常售型号产品，公司结合月度平均销量和库存情况制定排单计划，保持销量较大

的产品维持合理库存。 

对于各月订单数量不固定或存在一些定制化需求的产品，公司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在收到

客户订单后随即组织生产活动。公司通过协调供应链中心内部，计划物控、采购、生产、物流系

统，相互配合，及时地生产并交付出客户所需的各型号产品。因此，公司的生产线能够适应下游

客户数量众多，订单批次多、批量小的情况。 

（2）外协加工环节 

公司少量零部件及配件的常规加工工序采用外协加工模式，主要外协加工工序为机箱外壳表

面喷涂及电镀处理和线材加工等。此类少量非核心加工工序委外加工，可以使公司减少成本投入，

将有限的资源与精力集中在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的核心工序。公司通过询价和商务谈判确定供应

商，委托加工供应商按照公司技术要求来件加工，根据加工数量核算加工费。 

4、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区域与行业相结合、经销与直销相结合的营销模式。 

区域销售侧重于区域客户的开发和维护，主要通过区域经销商进行销售。公司在国内 21 个主

要城市设立常驻业务和技术服务团队，在海外成立了印度子公司，并拥有苏州、东莞、印度 3 个

仓储中心，截至 2023 年 12 月，国内外共有 304 个经销商。 

公司与经销商之间的合作模式属于买断式销售。经销商收到产品确认无质量问题后的签收即

视为对产品控制权的转移，经销商承担与产品相关的风险和收益，双方定期就产品数量、型号、

价格等进行对账确认，经销商对外销售产品的价格由其自主决定，实际售价与采购价之间的差额

归经销商所有。除产品质量问题之外，公司一般不接受客户进行退换货。 

行业销售侧重于各行业的客户开发和维护，主要针对各行业大客户进行直销。深入了解行业

客户的特点与需求，提供定制化系统解决方案，公司的行业销售聚焦于重工、轻工、高端装备、

机器人、新能源、医疗等行业。公司建成了辐射全国及海外的营销网络和技术服务体系，为主营

业务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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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算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与客户主要采取月度结算的模式，根据合作客户的不同等级，信用期在 30

至 90 天。公司主要的结算方式有银行转账、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及信用证。 

6、研发模式 

面对工业自动化下游应用行业广、地域分散，生产工艺和应用环境差异较大，产品种类丰富、

需求多样性、个性化的特征，公司研发采用矩阵式组织架构和集成产品开发流程。具体研发模式

分为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和应用开发三类。 

（1）技术开发 

技术开发由研发中心平台部门主导，集中资深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攻关团队对产品开发过程中

的软件、硬件、结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突破。实时跟踪国内外行业内技术发展动向，通过对前瞻

性技术方向进行分析、判断，选择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技术点进行专项攻关，在技术攻关过程中

鼓励攻关人员对基础技术深层次理解和挖掘，突破传统箍束，大胆创新，形成技术储备，输送至

产品开发团队实现产品化。此外，技术攻关团队承担着对公司目前拥有技术进行分类整合工作，

持续完善公司公共技术平台，为产品的高效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2）产品开发 

公司的产品开发由产品线主导，采用矩阵式管理，整合营销、研发、供应链等资源，打破各

职能部门的信息孤岛，高效开展产品研发工作。 

产品立项阶段产品经理对接市场与客户，研究制定市场及产品竞争策略，同时带领研发人员

深入应用场景，了解工艺特点及变化趋势，并将需求分析整理后提交集成开发项目组实施；集成

开发经理带领项目组成员进行软件、硬件及结构设计及样机验证，由测试部门进行实验室内部和

现场设备严格测试，经评审合格后转小批量试产，工艺开发工程师组织供应链进行新产品试产，

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及生产测试设备，最终量产；产品质量工程师进行器件质量认定和失效分析，

开发新的质量检测方法和验证，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性。公司正是通过研发、供应链和营销各环节

的紧密结合和高效运行，打造了高质量的产品。 

（3）应用开发 

应用开发以行业为主线，以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为目标，应用开发工程师深入工业现场了解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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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设备工艺流程和技术特点，将公司产品与行业需求深度融合，开发出差异化具有竞争力的

系统解决方案，从而提高产品附加值，帮助客户在该细分行业内取得竞争优势。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行业发展阶段 

①工业自动化 

工业自动化是在工业生产中广泛采用自动控制、自动调整装置，用以代替人工操纵机器和机

器体系进行加工生产的趋势，工业生产通过自动化可以实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提升质量、

减少人力成本、保障安全等目标。 

工业自动化的应用核心是各类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和系统，主要产品包括人机界面、控制器、

变频器、伺服系统、步进系统、传感器及相关仪器仪表等。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作为高端装备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先进制造技术和实现现代工业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关键，

广泛应用于机床、纺织、风电、起重、塑料、包装、电梯、食品、汽车制造等国民经济领域。 

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包含的细分产品种类繁多，从功能上通常可以划分为控制层、驱动层和

执行层，主要产品分类如下： 

产品大类 主要功能 主要产品 

控制层 理解与下达指令 PLC、HMI、运动控制器等 

驱动层 电信号的识别与传导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一体化专机等 

执行层 执行指令 
异步电机、同步电机（含伺服电机、直驱电机等）、

阀门、气动或液动元件等 

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进一

步整合机械和电子系统，工业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与之相应的工业自动化设备需求也不断增

长。当前中国工业自动化市场正处于变革与创新的关键期，众多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融

合，塑造着行业发展的新格局。从产品线角度来看，以西门子、ABB、松下电器、安川电机、三

菱电机为代表的跨国巨头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完整的产品体系等优势，在工控行业拥有较高的

市场知名度，从而在中高端工控领域保持较大的市场份额。 

我国工业自动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起步的，整体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在行业拐点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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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国产工控品牌的产品线广度不断提升，整体性能逐步接近海外品牌，并且凭借较强的响应

的能力和定制化能力，国产替代进一步加速。根据格物致胜统计数据，2022 年我国工业自动化产

品和服务整体市场规模达到约 2,470 亿元，同比上升约 3.00%。尽管过去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

技术革新的冲击给自动化市场带来了挑战，但是，在技术进步和国产替代趋势下我国工业自动化

行业正迎来新的发展空间。伴随去库存周期进入尾声，制造业企业设备更新升级诉求逐步释放以

及中国制造业“外溢”出海，未来中国工业自动化市场仍有一定机遇。 

 

数据来源：格物致胜 

近些年，我国政府制定的工业自动化控制产业政策对行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国产品牌凭借快速响应、更优成本、定制化服务等本土化优势不断缩小与国际巨头在产品性能、

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市场份额自 2010 年的 27.00%逐渐增长到 2022 年的 48.00%，国产工控

品牌竞争力凸显，国产替代持续加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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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格物致胜 

②低压变频器领域 

在变频器诞生之前，由于无法自由地调节电机转速，传统机械不得不增加大量的辅助配件以

满足一定的运动要求，这不仅增加了整体系统的复杂性与成本，还限制了设备的性能和发展空间，

因此推出简单而高效的电机调速技术就成为了一项迫切的需求，变频器正是基于这个需求而产生

的。此后随着变频器元器件、控制理论和控制技术的发展，变频器的性能不断提升，在此期间，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凭借电子元器件生产和电子技术的优势，迅速抢占市场。 

目前全球工控行业低压变频器市场主要可以分为欧美系和日系两大派别，欧美系代表厂家包

括西门子、ABB、施耐德等，日系代表厂家则是安川电机、三菱电机、富士电机等。欧美厂家的

擅长领域为大型自动化系统，日系厂家则更加擅长小型自动化系统。在大型工程电气传动领域，

欧美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高，而在小型机械的设备制造领域，日系品牌的市场份额较大。在国家的

大力支持下，国产变频器生产厂商在吸收国外变频技术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创新，生产规模持续扩

大，产品性能持续增强，使得国产低压变频器生产企业能够逐步抢占外资品牌的市场，市场份额

也得到了快速持续提升。 

根据格物致胜统计，2022 年我国低压变频器市场规模达到约 303.70 亿元，同比上升 3.4%。

随着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逐渐恢复，智能制造带来产业链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政策



13 

 

红利持续释放，下游制造业投资信心有望持续回升，低压变频器市场将回归稳定增长，预计 2025

年我国低压变频器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317.60 亿元，增速趋于平稳。 

 

数据来源：格物致胜 

③伺服系统领域 

伺服技术可以实现以小功率指令信号去控制大功率负载以及在没有机械连接的情况下为实现

由近端输入轴同步控制远端输出轴并跟踪电信号的目的，最早应用于军事需求，例如军事船舶的

自动驾驶、火炮的控制发射以及飞船与导弹的制导。后来，伺服技术被逐步应用于民用工业，如

自动机床、针式打印机等，但由于其存在发热大、不易维修等缺点，应用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随着电机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控制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交流伺服驱动

技术日益成熟，性能和成本更具优势的交流伺服系统在国外得到快速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在行业发展期间涌现出松下电器、安川电机、三菱电机、西门子等知名品牌，并经过数十年积累

逐步成为伺服系统市场的领先企业。 

我国伺服系统起步较晚，最初也是用于国防军工，自 2000 年以后随着国内中高端制造业不断

发展，各行各业在生产制造活动中越来越多地需要使用伺服系统来实现产品制造高质量和高精度

的目的，这一需求促使国内伺服系统市场快速增长。国内厂商纷纷开始民用伺服系统的研发，通

过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等举措，国内厂商自主研发的伺服系统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国产伺服系统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并逐渐在国内市场中取得一定的份额。根据格物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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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统计数据，2022 年我国伺服系统市场规模达到 216.80 亿元，受宏观环境波动影响，较 2021 年

略有下滑。 

伴随着我国智能制造的推进，高端制造行业对工控设备的加工精度、响应速度、稳定性等要

求不断提升，作为工控产品核心部件的伺服系统，其应用场景将持续拓展，市场需求进一步恢复，

预计 2025 年伺服系统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222.40 亿元，下游应用趋于成熟。 

 

数据来源：格物致胜 

④PLC 领域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当前的工业控制领域，是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核心模块，

市场空间广阔。作为工控系统的“大脑”，PLC 具备了强大的逻辑控制、算术运算、数据处理以及

模拟量处理等功能，能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同时更改和复制操作或过程，广泛应用于自动化生产

线、电力、化工、交通等各个行业。PLC 已经历过多次更新换代，传统跨国巨头如西门子、三菱、

欧姆龙是较早进入 PLC 行业的厂家，占据领先的市场地位。 

过去我国的 PLC 市场由海外头部企业主导，在国内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发

展的带动下，本土厂商逐步开始在 PLC 市场展露竞争力，中国的 PLC 产品在中低端市场的占有

率不断提高，尤其是小型的 OEM 产品竞争力不断加强。虽然以往大中型 PLC 市场被外资高度垄

断，但近年来本土品牌凭借着对下游行业客户的高性价比、及时服务响应以及逐步积累行业经验，

在强化小型 PLC 市场竞争优势的同时不断向中高端市场渗透，在大中型 PLC 领域获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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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良机。未来随着国产大中型 PLC 的产研投入持续加大，技术经验积累沉淀，产品的性能也

将逐步追赶外资高端品牌。 

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植风电、垃圾处理、环保等新兴行业，PLC 市场的新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尽管 2022 年国内 PLC 市场面临着供应链不稳定，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

受益于制造业产业升级，PLC 行业仍然体现较强韧性。根据格物致胜统计数据，2022 年我国 PLC

市场规模达到 142.70 亿元，未来能源、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将为 PLC 行业注

入新的活力与价值。 

 

数据来源：格物致胜 

（2）行业的基本特点 

工业自动化行业包含的产品种类众多，分别有驱动类、控制类、运动控制类、反馈类、执行

机构等多种类别，上游主要为晶体管及 IGBT 模块、电容、结构件、钣金件、处理器及存储器、

PCB、磁性器件、低压电器、连接器、光电、风机、传感器、电阻、编码器、开关等基础材料，

市场供应充足。除少许高端半导体器件外，其他主要配件国产化程度非常高，数量相对较多，配

套能力较强，可供选择范围广泛，本行业对其议价能力较强。上游行业的技术进步、价格降低可

促进工业自动化行业产品升级及降低生产成本。 

工业自动化产品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不同领域之间的产品差异显著，同一领域不同客户对同

类工业自动化产品的需求也不一样，需要根据客户的工艺及技术要求的变化，不断地更新产品设

计，产品种类繁多，工艺复杂、专业性强。因此，针对通用化、标准化的产品需求，自动化厂商

一般采用备货式生产，并以经销销售为主；而针对定制化、非标准化的产品需求，自动化厂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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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用订单式生产，“经销+直销”并行的销售模式。 

（3）行业主要技术门槛 

变频器、伺服、PLC 等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由于集成度高，不同元器件之间间隔距离近，需

要承受电压和电流以及外界恶劣的运行环境，因此产品设计和工艺实现需要考虑绝缘、耐压、散

热、抗干扰、电磁兼容性等诸多因素，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涉及多学科知识，大批量生产出可

靠性和稳定性高的产品，需要长时间经验积累，对生产工艺、元器件特性和制造水平进行持续提

升。新进入者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需要经过长期使用和严苛环境检验，才能逐步被用户认可，

市场进入门槛较高。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国内工控行业重要的供应商之一。2021 至 2023 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1,887.50

万元、90,599.00 万元和 130,488.25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2,649.78 万元、13,807.41 万元和 18,858.05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在低压变频器和伺服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呈增长趋势，具体如下： 

（1）低压变频器领域 

根据格物致胜统计数据，2022 年公司在低压变频器领域市场份额为 2.06%，在国产品牌中排

名第四，市场占有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与国内外一线品牌的差距不断缩小。 

（2）伺服系统领域 

根据格物致胜统计数据，同行业可比公司在 2022 年度中国伺服系统整体市场规模为 216.8 亿

元，公司伺服系统业务收入对应市场占有率约为 1.1%。伺服系统产品作为公司成长型业务，近年

来表现尤为出色，公司市场份额显著提升。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变频器的市场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变频器产品在智能制造市场的应用领域不

断扩大，用户需求也日趋多样化，细分行业定制化变频器、变频器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不但可以为

用户提供适应性更好的控制策略，而且能降低设备的综合成本。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坚定推进“双

碳”战略目标的实现，节能环保需求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新型技术和材料被应用于工业自动化产

品研制中，变频器成为同步电机、同步磁阻电机等新型高效电机驱动方案的最佳选择，也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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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良好的节能降耗效果。 

伺服系统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部件，快速响应、精准定位是伺服系统核心竞争力。随着多核

芯片能力的提升，将伺服驱动、运动控制一体化集成在底层嵌入式系统当中，可极大地降低系统

集成复杂性、成本与体积。同时，工业总线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设备传动部件的增多，使得总线

型伺服系统在工业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具备参数记忆、故障诊断和分析、系统参数自整定、

系统参数免调整等功能的智能化伺服系统会更普及。伺服电机材料及编码器技术的升级，电机能

够越来越小型化，伺服系统功率密度也会越来越高。 

PLC 作为工业自动化的控制核心，近年来技术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从原来的逻辑控制到运动

控制、远程 IO 分布式控制，再到与 IT 的融合，使得 PLC 应用场景上也越来越复杂。技术方面，

实现了从单一处理器到多核的高端处理器，从单一的任务到多任务操作系统的应用，PLC 的性能

在不断地增强，体积变得更轻薄，集成度越来越高。工业 4.0 进一步推进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

为 PLC 行业带来新机遇，PLC 技术将成为整个工业自动化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未来工业控制领

域也会对 PLC 技术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多功能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我国制造业正在加速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升级，机器换人、人机协作成为一种趋势

和共识，人型机器人对超低压伺服驱动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超低压驱动器需要变得更加

紧凑和轻巧，以便嵌入到机器人的身体结构中，同时也能降低机器人的重量和功耗，使其更好地

适应各种应用场景。其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超低压伺服驱动器可以利用学习算法

和感知系统实现自适应控制和智能优化。这使得驱动器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和环境自动调整参数，

从而提高机器人的运动性能和适应能力。最后，由于人型机器人通常需要多个关节和执行器进行

精密的运动控制，驱动器需要具备高集成度，能够支持多个电机的控制，并提供多个接口用于传

感器和其它外部设备的连接。此外，人形机器人多关节之间需要进行数据传输和交互，以实现控

制、监控和管理等功能。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国家支持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和政策文件的密集出台，医疗设备行

业进入了黄金发展阶段，新材料、新工艺、微创手术等技术正在加速应用。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及

自身技术储备，围绕医疗领域自主研发高效可靠的手术动力系统 VPS1000 系列产品，可应用于神

经外科、耳鼻喉科、骨科、整形外科等医疗行业。 

此外，在“互联网+实体经济”带动下，能源行业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变革，未来能源产业链中的

发电、储能、传感计算、网络通信等环节将从相对独立状态转为交叉融合、互相渗透的状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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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基于先进的工控自动化核心技术，依托电力电子变换技术和电池检测技术打造充放电测试设备，

在电池测试、储能应用领域为客户提供竞争力强、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和产品服务，全面助力新

能源行业创新发展。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主战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通用技术快速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各领域发生变革，制造业发展也呈现出新

的转型升级趋势。近年来我国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发展目标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些都要求制造业加快向技术水平、生产效率、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领域和价值链环节升级，加

速向数智化、低碳化、服务化方向发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不断有新技

术涌现，其中不乏颠覆性技术和对国民经济各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通用技术，进一步推动新的知

识密集型产业出现并快速发展。制造业的实质化转型是全方位的，人工智能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驱动力，智能制造要求制造业的机器设备、生产系统拥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

适应能力。与此同时，在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低碳化为制造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此外，制造业产品架构日趋复杂，用户需求也趋于多元化、个性化，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基于

制造产品的能力积累，向用户提供增值服务，制造业从以加工组装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

纯出售产品向出售“产品+服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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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2,544,181,035.50 1,473,180,865.72 72.70 1,268,557,47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29,831,123.26 980,435,398.41 96.83 866,325,597.34 

营业收入 1,304,882,452.80 905,990,046.90 44.03 818,874,97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0,801,582.92 139,901,223.55 36.38 126,744,94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2,250,783.47 114,083,380.36 59.75 113,746,436.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282,134.27 179,901,559.69 -97.06 30,070,09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12 15.18 减少0.06个百分点 15.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2 0.78 30.77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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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1 0.78 29.49 0.7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增加0.7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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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379,981.57 340,155,268.15 320,950,836.27 359,396,36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2,821,537.15 64,032,539.28 50,091,857.76 33,855,64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9,575,995.70 61,627,932.21 49,570,052.72 31,476,802.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733,592.93 -10,499,406.81 111,796.94 39,403,3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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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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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1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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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 含

转 融

通 借

出 股

份 的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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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伟创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 

  

125,000,000 59.45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苏州金昊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2.38 

    
无 

  
其他 

苏州金致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2.38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四组合 
3,261,584 3,261,584 1.55 

    
无 

  
其他 

汇安基金－云南信

托－裕丰 6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汇

安基金瑞诚 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3,090,096 3,090,096 1.47 3,090,096 

  

无 

  

其他 

财通基金－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君享永熙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14,594 2,814,594 1.34 2,814,594 

  

无 

  

其他 

安联保险资管－兴

业银行－安联裕远

瑞汇 1 号资产管理

产品 

2,568,875 2,568,875 1.22 2,568,875 

  

无 

  

其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鹏

华创新未来混合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1,929,671 1,929,671 0.92   

  

无 

  

其他 

陕西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陕西长

盈一期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61,504 1,861,504 0.89 1,861,504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鹏华新

能源汽车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826,219 1,826,219 0.87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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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淮安

伟创与金昊诚及金致诚存在关联关系：胡智勇

担任淮安伟创法定代表人，持有淮安伟创

49.532%的股权；同时担任金昊诚及金致诚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分别持有金昊诚 15.86%及金

致诚 13.55%的出资份额。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国泰君安的全资子公司并

同时担任伟创电气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管理人，伟创电气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

核心员工。除此之外，公司未接到上述股东有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的声明。2、公

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20 年修订）》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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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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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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节“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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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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