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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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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 安信证券、睿石泓远投资、博时基金、财通证券、财通基金、淳厚基金、

大和证券、德邦证券、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吴证券、方正证券、富恩

德资管、富荣基金、高瓴资本、工银瑞信基金、广发基金、国盛证券、国

泰君安、国投证券、国信证券、海通证券、杭州红骅投资、恒生前海基金、

华安证券、华创证券、华福电新、华美投资、华泰证券、华西证券、华夏

未来、华鑫证券、汇丰晋信基金、嘉合基金、建投证券、江海证券、交银

康联资管、金元顺安基金、进化论资产、景顺长城基金、景泰利丰、开源

证券、美银证券、民生证券、民生加银基金、摩华基金、农银人寿保险、

山西证券、笃诚投资、非马投资、季胜投资、金辇资管、上海水璞私募基

金、上海汐泰投资、上海正心谷投资、申万宏源证券、华安合鑫、君茂投

资、世诚投资、太平洋证券、太平养老保险、天风证券、西部研发、西南

证券、兴证证券、盈峰资本、远信（珠海）私募基金、长江证券、长盛基

金、招商基金、浙商证券、太平洋保险、中华联合保险、中金证券、中欧

基金、中泰证券、中天汇富、中信证券、中银国际证券 

时间 2024 年 4 月 25 日 15:00-16:00  

地点 进门财经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   邬若军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张延洪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   彭碧泳 女士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问题 1：请介绍一下公司 2023年度公司经营业绩情况以及 2024年第

一季度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 

回复：2023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74,657万元，同比增长 1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989 万元，同比下降 10.55%。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14 万元，同比增长 4.37%。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569 万元，同比增长 759.48%。 

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总计实现营业收入 18,380 万元，同比增长

14.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7 万元，同比下降 33.4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3 万元，同比

下降 37.79%。经营性现金流为 6,805 万元，同比增长 790.20%。 

为积极回报股东以及各位投资者，公司 2023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总股本 75,693,83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上述分配预案已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问题 2：请具体按各产品以及应用行业分解一下公司 2023 年度的各

业务板块的情况。 

回复：1、按产品分析：2023 年度，公司热敏电阻及温度传感器共实

现营收 36,942 万元，占营收比为 49.48%，较去年同期增长 2.7%。压力传

感器实现营收 35,410 万元，占营收比为 47.43%，较去年同期增长 43.12%。

氧传感器及其他产品实现营收 2,30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5.48%。压力

传感器业已成为公司继热敏电阻及温度传感器外的又一重要业务的增长

板块。 

2、按下游应用行业来分析，在下游汽车应用场景，公司全年共实现

39,149 万元，同比增长 45.84%，营收占比由 2022 年度的 42.91%增加到

52.44%，仍呈快速增长趋势。在下游家电应用场景，公司全年共实现营收

25,404 万元，同比增长 2.5%，营收占比为 34.03%，储能&工业控制及其

他行业全年共实现 10,105 万元，同比下降 7.5%，营收占比为 13.53%。汽

车应用场景已成为公司最重要的业务增长点。 

问题 3：公司 2023 年年报显示净利润同期下滑，同时一季报净利润

和扣非净利润存在同比下降情况，能否简单分析一下相关的原因？ 

回复：2023 年年报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 

1、非经常性净利润同比减少，主要系 2022 年享受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的《高新技术企业购置设备、器具企业所得税税前一次性扣除和 100%加

计扣除政策》对公司净利润产生约 1,070 万元的收益，而 2023 年未享受

此项政策。 

2、公司 2023 年与森萨塔科技（常州）有限公司的诉讼和解费用影响

约 1,000 万元。 



3、公司投资建设的安培龙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在募投资金未到位前全

部采用自有资金（银行借款）进行，利息费用支出导致全年财务费用增加

了约 1,100 万元。 

4、公司投资新建的安培龙智能传感器产业园 2023 年 10 月正式通过

竣工验收，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同时也导致房产税每月增加 40 万元

左右。 

综上原因导致 2023 年年报净利润同比下滑。 

2024 年一季报净利润及扣非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 

1、安培龙智能传感器产业园转固后本期同比增加了 365 万元左右，

计入管理费用中。 

2、安培龙智能传感器产业园转固后增加房产税，本期增加 123 万元

左右计入税金及附加中。 

3、安培龙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利息费用化同期增长 243 万左右，计入

财务费用中。 

综上所述，导致 2024 年一季报净利润及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 

问题 4：请介绍一下公司的海外业务拓展情况，目前海外的市场主要

是哪类产品，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公司后续海外业务拓展的战略发展

是如何布局的？ 

回复：全球化将是公司重要的发展战略。2023 年度，公司境内共实现

营业收入为 63,986 万元，同比增长 21.19%；占营业收入比为 85.71%；实

现境外营业收入为 10,671万元，同比增长 9.44%；占营业收入比为 14.29%；

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境内共实现营业收入为 14,989 万元，同比增长

7.85%，占营业收入比为 81.55%；实现境外营业收入为 3,391 万元，同比

增长 55.81%，占营业收入比为 18.45%。 

公司主要销售给境外的产品包括热敏电阻及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

器、氧传感器，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汽车、家电、工业控制以及通信领域等。

2023 年度，热敏电阻及温度传感器海外销售占境外营收总额的 94.8%，压

力传感器及氧传感器海外销售占境外营收总额的 5.2%。未来，公司将积

极把握好国际市场发展机遇，大力拓展海外市场，主动与全球范围内的汽

车主机厂、汽车零部件、家电、工业控制等下游客户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持续提高海外市场销售占比，提升公司的品牌效应。 

问题 5：请介绍一下公司压力传感器 2023 年的经营情况，主要产品

类别以及主要下游应用及结合 2024年的重要客户拓展情况谈谈该系列产



品的发展展望。 

回复：2023 年度，公司压力传感器年产销量双双突破 1000 万只大关，

实现营收 35,410 万元，占营收比为 47.43%，同比增长 43.12%。公司的压

力传感器包括陶瓷电容式压力传感器、MEMS 压力传感器、玻璃微熔压力

传感器，主要应用在汽车、商用空调以及储能领域。2023 年度，公司的压

力传感器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应用场景约占 95%左右，在家电应用场景

占 3%左右，储能及其他应用场景约占 2%左右。 

压力传感器市场空间巨大，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3 年中国传感

器企业高质量发展白皮书》资料显示，在 2022 年中国传感器市场产品结

构中，压力传感器仍是占比最高的产品类型，市场空间为 588.6 亿元。预

测 2023 年中国压力传感器市场规模为 646.8 亿元，增速为 9.9%。 

为面对压力传感器巨大的市场空间，公司 2024 年以及未来的经营策

略为： 

1、在汽车应用领域，公司采取“从国产自主品牌到合资品牌再到海

外品牌”的市场拓展战略，取得众多国内知名客户的信赖和支持。目前为

止，公司的汽车合作业务基本实现了国内主流汽车主机厂的覆盖，同时实

现向北美某知名新能源汽车客户、麦格纳等重大客户的顺利批量供货，目

前交付均在正常进行中。 

2、在燃油车领域，随着全球化贸易格局正发生巨变，供应链的安全

自主可控越来越受到重视，部分国产整车厂商开始寻找进口产品的国内替

代产品。公司作为国内较早实现的陶瓷电容式压力传感器规模化应用企

业，已在乘用车的空调系统、变速箱系统以及发动机系统实现了大规模进

口替代。公司将抓住此历史机遇，快速提升在国内自主品牌主机厂的市场

占有率及品牌知名度，同时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以保持公司在该领域

的行业地位以及业绩的持续增长趋势。 

3、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的温度-压力一体传感器（目前主要应用

于测量新能源汽车热泵以及发动机机油压力和温度）以及单陶瓷压力传感

器产品均已实现大批量供应。温度-压力一体传感器其所涉及的核心发明

专利“一种温度-压力一体式传感器”打破了国外公司对该类型产品的技

术壁垒，目前已取得比亚迪、北美某知名新能源汽车客户、上汽集团等汽

车客户订单并已批量交付，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4、公司积极丰富压力传感器的产品线，除陶瓷电容式压力传感器外，

公司同时也布局开发了 MEMS 压力传感器以及玻璃微熔压力传感器，并



取得了众多国内外知名主机厂客户的项目定点。公司目前正在配套开发的

压力传感器合作客户新项目共计 198 个，项目涉及陶瓷电容式压力传感

器、MEMS 压力传感器以及玻璃微熔压力传感器。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

已实现向欧洲某知名汽车主机厂供应真空助力 MEMS 压力传感器。同时，

公司预计第三季度开始向欧洲某知名 tire 1 厂商供应 GDI 油轨高压传感

器（玻璃微熔压力传感器）。 

通过上述产品的开发，公司将成为国内少数覆盖低、中、高压全量程

的压力传感器企业之一。随着陶瓷电容式压力传感器、MEMS 压力传感

器、玻璃微熔压力传感器后续全面实现交付，将有效支撑公司未来的持续

快速发展。 

问题 6：公司 2024年的经营目标是如何规划的？ 

回复：2024 年，公司将乘势而上，聚焦资源，重点把握汽车尤其是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快速增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践行“多产品、梯次化

布局”的发展思路，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及重点客户的市场拓展，不

断加大敏感陶瓷技术和 MEMS 技术两个技术平台的建设，同时积极布局

集成电路设计技术平台，继续扩大热敏电阻及温度传感器的市场拓展，提

升压力传感器的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压力传感器在国内的领先地位。根

据公司经营目标及业务规划，经公司管理层充分地研究分析，公司预计

2024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从产品来看，2024 年，热敏电阻及温度

传感器将保持稳定增长，压力传感器将保持较为快速增长。公司将坚决贯

彻客户信用管理政策，落实应收款项催收措施，努力实现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量与经营性净利润同步增长。公司 2024 年将紧紧围绕公司经营战略和

全年经营目标，做好指标的分解和责任落实，切实保障经营目标的实现。

上述经营目标展望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经营目标能否实现

要取决于经济环境和市场状况的变化等多种不可控因素影响，结果可能存

在很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特别注意风险。 

问题 7：公司机器人应用领域的力传感器产品开发进展情况如何？ 

回复：公司依托 MEMS 技术平台，拥有自主 MEMS 芯片设计能力，

同时掌握了成熟的玻璃微熔工艺技术，两种技术结合可有效研发力传感

器。公司现已组建了专门的力传感器研发团队，立项“基于微熔技术的力

&力矩传感器项目”研发，产品包括汽车 EMB 刹车力传感器以及多维力

传感器，目前处在与下游客户技术讨论及产品预研阶段。 

问题 8：对于 2024年的毛利率，公司是怎么展望的？ 



回复：2023 年公司整体毛利率为 31.83%，同比下降 1.51%。近年来，

公司毛利率基本维持在一个较为健康的良好水平范围内波动，其主要得益

于公司成本制造端和市场销售端的拓展优势。2024 年，面对来自下游客

户竞争加剧传递给上游的降价压力以及近期铜铝等大宗商品材料上涨压

力，公司将持续深化精益生产管理，推进数字化、信息化、标准化管理，

优化管理流程，提升研、产、供、销的联动效率，同时优化供应链体系与

采购模式，持续推行精细化成本核算与管理，积极开展工艺降本、技术降

本工作，并持续加大自动化设备引入以及对现有部分设备及生产制造环节

进行智能化、自动化改造升级，充分发挥规模化优势，提高整体生产效益，

加强费用控制，将公司整体毛利率维持在合理、健康的水平。 

问题 9：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是如何规划的？ 

回复：公司以行业发展、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引领智能传感器技术、

创造美好生活”为使命，以“成为世界一流的智能传感器企业”为战略目

标，坚持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跟踪和布局智能传感器领域的新技术，

致力于为汽车、家电、工业控制等领域客户提供世界一流的多维度传感核

心技术和产品解决方案，不断探索传感技术在智能化时代中的无限可能，

赋能万物智联新时代。 

公司将持续深耕传感器技术，依托现有成熟的敏感陶瓷技术平台及

MEMS 技术平台，前瞻性地布局集成电路设计与研发技术，逐渐形成 IC

加传感器模组的垂直产业链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公司传感器的产品先进

性、稳定性及可靠性，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公司将立足于零缺陷的品质

保障理念，为客户提供专业、精密、高性能的传感器产品，以达到客户超

预期的满意效果。 

在产品布局方面，公司重点关注行业应用趋势及下游客户需求，培养

一系列在细分领域形成竞争优势的传感器品类，并利用公司已有的家电、

汽车客户资源优势，为新型传感器的应用、推广提供保障，进一步提升公

司产品市场占有率以及行业地位。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24 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