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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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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浙商证券机械研究所所长：邱世梁 

浙商证券机械首席分析师：王华君 

浙商证券机械分析师：李思扬 

其他参会人员见参会投资者清单 

时间 2022年 12 月 14 日 15:30-17:00 

地点 电话会议方式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王军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世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主要交流内容如下： 

一、请简要介绍一下公司发展历程和产品类型？ 

答：我们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我是创业者，白手起家，

自主创业，我原来在中国二重任职，是一位工程师，那我的

创业伙伴呢，原来是另一家国企——东方电气的工程师。我

们从九二年就开始了创业历程。公司发展到今天，可以用一

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的发展愿景：做一流的工业电源研发

与制造企业。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们创业开始的第一个

合同就和电源有关，从此我们公司就往电源方向发展，30 年

的创业，我们一直沿着这条道路，不断的投入资源，发展到

今天，我们已经在几十个细分行业里深耕细作，有了产品，

有了市场。英杰电气的产品可以大致划分为几大类，光伏行



业电源、半导体行业电源、充电桩，剩下的一个大类就是我

们其他行业的应用，这里包括的行业类型也很多，包括新兴

的行业和传统的，传统的钢铁冶金，玻璃玻纤，新兴的比如

医疗电源，另外还有科研院所的大科学实验装置用电源（托

克马克装置、神光项目），从产品的技术平台来说的话，我们

有十个技术平台。子公司方面，我们 2016年设立了第一家全

资子公司蔚宇电气，专业生产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另外在成

都和深圳都有研发类的子公司，前不久在重庆又设立了一家

充电桩业务的子公司。 

二、充电桩市场竞争激烈，公司进入充电桩市场是出于怎样

的战略考虑？  

答：我们有十个技术平台，比如我们的功率控制器的技

术平台，高精度直流电源，可编程电源的技术平台、微波、

微波源的技术平台、射频电源的技术平台、高频中频感应电

源的技术平台，高压直流技术平台、低压大电流技术平台等。 

我们进入的这些行业，整个毛利率比较高，原因一个是

竞争格局，另一个就是行业的特点，我们的这十多个技术平

台，每一个技术平台都属于技术密集型的，技术是有一定深

度的，另一个特点是每一个细分行业规模都不是太大，小一

点的一两千万，大一点的三四千万。如果某个企业专门只做

其中一个行业，发展的难度就很大。那么我们公司这么多年

的创业，积累了这些技术平台，就可以把多个行业的电源做

透，这是我们的特点，但这样发展还不够，所以我们选择了

充电桩这个行业。2015-2016年期间，我们就感觉充电桩市场

会有市场机会，未来的汽车肯定要向新能源汽车发展，与之

配套的充电桩就会有很好的市场，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充电桩

市场面临的市场局面和竞争格局和我们之前的电源市场是不

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有不一样的管理思路，单独成立一家

子公司来做，充电桩的业务方向符合我们的企业愿景，同时

和我们电源产品在产品技术上有协同性，于是我们选择了这

个行业。这几年走下来，我们感觉自己是能够在这个行业里

面做的比较好的。充电桩这个行业有区域属性，我们现在制



定的策略是服务于明星客户，同时产品市场定位于西南，比

如在四川、重庆，我们就具有一定的区域优势。我们认为区

域属性都是暂时的，能否有好的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把产

品做好。 

三、充电桩这个行业将来的市场集中度如何？行业的壁垒如

何？我们在充电桩行业的发展是否能拥有比较显著的竞争优

势？  

答：现在大家感觉到做充电桩的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

进入者多，但创业失败的也非常多。大家有一个错觉，觉得

做充电桩技术并不深，其实我认为如果大批量生产充电桩，

而且性能要做的非常可靠，成本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这

个行其实是不好做的，必须要有足够技术底蕴的企业才可能

把它做好。很多企业做着做着就不在了，前两年我们产品出

来的时候，销售有客户的话，客户都要见我，那我去干什么

呢？就是给这些客户去拍胸脯，告诉他们我们做充电桩是做

了战略考量，这个行业会作为一个公司战略方向长期做下去

的，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业绩增长点，所以那些客户才会放

心的把项目交给我们。这个行业目前确实也显示出区域属性

和地方属性，但现在一些大客户慢慢对充电桩有认知了，慢

慢对于有技术底蕴的公司有认知了，正因为如此，未来的充

电桩企业也是会有集中度的，肯定会集中在一些大企业，我

们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家。  

我们充电桩的产品是有优势的，我们进入这个新行业，

是考虑了技术协同性的，从结果上看，我们在工业电源领域

的优势是可以嫁接到我们充电桩业务从而形成优势的。我们

现在生产的功率集成技术的充电桩在全球就我们一家，我们

在国内大概布局了有近十个专利，在德国也申请了专利。这

个技术其实就是一个高度集成的技术，就是把充电桩所有的

控制功能集成在一个模块当中，这个新技术解决了客户头疼

的运维难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普通的电工经过简单培

训，就能胜任运维工作，让运维变得非常简单。这个技术是

我们做充电桩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也



是基于我们公司 30年的工业电源技术的协同性。另外呢，我

们还有供应链优势，充电桩很多器件和我们工业电源产品的

供应链渠道是完全重合的，英杰电气多年打造的供应链体系

以及供应能力，可以完整的用于充电桩行业，其他还有我们

产线的管理能力、产品的创新能力，都可以嫁接到充电桩业

务里面来。新的技术也让我们形成了人工成本上的优势，这

几个方面都给我们带来价值，而这几个方面都是源自于我们

长期从事工业电源这个领域，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思维方

式。 

四、充电桩的技术更新的迭代时间快不快？包括软件的迭代

和硬件的迭代。 

答：充电桩这个行业大概在 2013-14 年开始的，我们从

2016 年进入，这个行业的初期迭代是比较快的，从硬件角度

来看，下一步可能就会用到碳化硅材料的充电装模块。但迭

代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慢下来，将来可能会出现交流充电桩

被直流充电桩取代的趋势。 

五、这个技术迭代慢下来以后，就有个标准的问题，标准统

一了，是不是会有利于这个行业集中度的提升。最后哪一类

公司最终会胜出？ 

答：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目前要做充电桩

的话，国内必须要符合国标，这个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出口

的话必须满足国外的标准，比如美国的 UL认证等，所以集中

度和行业标准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还是有技术底蕴，产

品好的公司能最后胜出。蔚宇公司从事充电桩研发的人员已

经近 60人，成都子公司的研发人员有部分也在做充电桩的研

发，英杰电气技术中心的研发人员也在做更有深度的研发，

没有技术底蕴的公司，最终肯定是要出局的。第二个条件呢，

这个行业需要有资金的支撑，蔚宇电气在充电桩业务上投入

了几千万达到目前的水平，算是很有效率的了，一方面原因

就在于和总公司的电源业务有协同性。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

创业初期执行的市场策略是有所为，不冒进，就是我们要去

做这个市场，但是我们又不能太冒进。为什么去做呢？因为



我觉得我们的电源技术和充电桩技术是有交集的，我们能够

充分理解客户，理解市场，理解这个行业的痛点。但是也不

能冒进，为什么呢？这个行业发展的初期风险很大，很多老

板投资信用不好，很多钱收不回来。那时候我们不盲目投入，

把苦练内功，不断研发，不断的创新产品作为主要方向。2020

年之后我们改变了市场策略，就是服务于明星客户，同时条

件成熟的情况下要进行扩张，一定要有非常强的扩张性，这

和我们原来工业电源行业发展思路不太一样。因为充电桩行

业的窗口期就这么几年，要加快布局。 

六、在工业电源领域，还有哪些市场空间比较大，公司考虑

介入的领域？工业电源领域的技术迭代是快还是慢？未来的

需求是否主要来自于电源更新的需求？电源的寿命如何？ 

答：我们服务于几十个行业，总体方向就是新能源、新

装备、新材料这几个大方向，我们有自身的优势，我们一直

致力于这些行业，能感觉到这些行业的变化，同时在这些行

业里面有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因此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得到

这类信息，从而顺势而为，抓住行业的新机会。  

关于市场规模，因为我们有十多个技术平台吧。每一个

平台它会有对标的一些竞争对手。包括国内的，国外的，但

是全面竞争的对手，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中几乎没有，

这也是英杰电气的一个特点，而我们国外的竞争对手往往在

某个单项业务上体量做的比较大。目前我们是集成在一起做

的，我们下一步可能会考虑把一些技术平台用设立子公司、

分公司、事业部的形式去做，对标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尤

其是国外的竞争对手，深挖去做点事情，这些业务其实体量

都会非常大。规模比较小的行业，我们把它集成到在一起，

充分发挥我们范围经济优势——多产品共享资源形成的规模

经济这样一个优势。 

 工业电源技术的迭代速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简单

的说慢和快。 

有些产品更新迭代非常快，有些产品又不是这样，毕竟

工业电源的产品面很宽。我们占有绝对优势的行业，同样我



们还是如履薄冰，我们要维持住目前的优势仍需要不断的创

新，我们要主动迭代，自我革命，不能躺在舒适区，要筑起

更宽更深的护城河。     

产品寿命这个问题，这个实话实说呢，我们电源寿命比

较长，它不是一个消耗品。这点从需求端看，是一个软肋，

所以说我们要不断探索新行业，不断的进入新行业，扩展我

们的电源应用领域。 

七、依照公司目前的技术实力，是否有可能后面进入到更多

的行业市场，并且在这些市场中保持领先？  

答：我们当初借助一个市场机会进入到工业电源领域，

我们两个创业者对工业电源也非常有兴趣，就不断的在这个

大行业里面做深挖，抓住了机会就去做，逐渐进入到多个行

业领域， 不知不觉的就形成了如今这样一个范围优势。到了

今天呢，我们认识到这个事情更有意思了，就我们这十多个

技术平台所涉及的行业，有些行业我们的竞争对手把规模做

的很大，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机会，未来我们也会考虑用新

的模式去扩大发展这些行业，这也是公司未来可能出现的新

的业绩增长点。国外的公司已经把某个单个的电源市场做到

了十多个亿，我们现在是集中在一起做，如果把这项业务独

立出来，做到市场独立，研发独立、财务独立，也是可能进

一步扩大这类电源的市场规模的，这些是我们后面要去做的

一些事情。 

八、请董事长提炼一下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答：我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并且短时间内别的企业无法获得的能力。我们与众不同的核

心竞争力就是长期聚焦工业电源领域，在多个行业逐步建立

了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在这个

基础上能最先得到市场机会。这个是仅靠投资，短时间内不

可能建立的竞争优势，另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长期聚

焦于电源研发生产形成的供应链体系、生产系统平台、质量

控制系统，具有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我们得到一个新

的项目，能够迅速的拿出最好的电源解决方案。我们还有一



个独特能力，就是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范围经济优势，多产品

共享资源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在同样的研发技术平台、制造

管理平台、销售平台、品牌平台做深做强行业细分小市场，

我认为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一个能力。对于国外公司的竞争

力体现在我们在技术水平相当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优势和

成本优势。对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则主要体现在品质和技

术上，还有就是整合能力上的差别，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

有范围经济整合下的规模经济效益，其他企业做单项产品，

很难具备这个优势。这是我们多年来打造的一条护城河。 

九、公司电源进口替代的思路是怎么形成的？进程上怎么

看？ 

答：进口替代是我们研发战略、产品战略的主要方向，

我们曾经分析过我们创业以来研发的电源产品，进口替代产

品市场成功比例最高，我们在二十年前就发现了这条路，后

来我们就沿着进口替代的思路，结合我们的技术平台，在多

个行业里去挖掘中国人没做好或者不能做的一些电源产品，

找到之后，我们就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努力把它做到和外国

人差不多的水平，这样就可以体现出我们的价格优势，这件

事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个战略思路从目前看还是非常有效的。 

进口替代的进程，必须要和主设备厂家同步。因为主设备

厂家在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肯定是寻找好几家，我们要做

的就是最后战胜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也正在寻找更多的行

业电源进口替代的机会，做好更多的进口替代。 

十、如何看待光伏电池片的技术路线发展，公司如何针对不

同技术路线做选型？ 

 答：现在这个行业有多个技术路线，我们作为上游电源供

应厂商，对技术路线不做判断，最好的情况就是做好各种技

术路线设备电源的配套方案，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也是公司

多年打造的多个技平台形成的优势，有些产品的研发是可以

通过在原有技术平台上做二次开发而获得成功的。 

十一、请介绍一下公司价值观、愿景以及人才观的情况。 

答：公司的价值观是 24个字：成就客户、至诚守信、团



结协作、创新卓越、艰苦奋斗、高效执行，这个价值观也是

我们长期总结出来的东西。我们作为创业者特别关注就是我

们的艰苦奋斗精神，企业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我们艰苦

奋斗的精神不能丢。 

公司的愿景是做一流的工业电源制造企业，未来企业的

发展也会沿着这条主航道，在这条主航道基础上，我们还可

能会在供应链环节去做一些事情，比如阻碍我们更好发展的，

本地区的配套满足不了的一些事情，但不是主流，或者我们

去做一些和电源关联度不高，但比较新颖的、具有创新性的

一些技术领域。  

人才一直是制约公司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身处三

四线城市，有严重的地域劣势，人才的招募和储备始终不能

满足我们的发展需求，2017 年公司在成都设立了研发类子公

司，2021 年年底在深圳设立了研发类子公司，这些都是我们

解决地域性人才限制采取的一些新举措，未来公司在人才激

励机制上面还会下更大的功夫，做更多的事情。 

十二、请介绍一下公司在光伏电池片领域的业务进展情况？

什么时候能量产？   

答：这个行业，我们正在努力，同时这个行业，我们还

是有一定技术、行业知名度的优势。这个行业我们也会和我

们过去一样，努力抓住市场机会，一如既往的发挥技术上以

及批量生产后的可靠性、稳定性方面的优势，争取得到好的

市场回报，占据理想的市场份额。 

十三、半导体设备领域，未来公司可能做到多大的体量？ 

 答：半导体这个行业是个大行业，有很多的设备，我们目

前已经进入这个行业，肯定会在这个行业做更多的研发工作，

因为半导体行业的设备价值量更高，所以市场空间也很大， 

具体的量不好去界定，但这个行业未来肯定是我们重要的一

个增长点。 

浙商证券机械研究所总结： 

公司的成长性如果看作一个矩阵的话，是从工业电源领

域，沿着光伏行业的硅料硅片以及电池片甚至往组件这个方



向延展的模式。另外在半导体领域未来还有很多的延展空间。

充电桩和储能业务的扩建，也是基于公司在工业电源领域的

优势，能力圈的延展在逻辑产业上都是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

我们看好公司的成长空间，行业天花板也足够高。从目前情

况看，公司无论是收入增速、利润增速以及市场份额都证明

了公司的能力，因此对于公司的成长性、行业地位以及盈利

能力增速，我们还是给予很高的一个期待，公司的市值成长

空间也是存在的，这是我们研究所对于公司的一个基本的看

法。 

王军董事长总结： 

一个实体类公司，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实业，我们作

为一家上市公司，时刻都在思考未来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展，

我们不断总结自己的竞争力，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新的方向。

我们整个团队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事是没有问题的，成为

上市公司以后，我们也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力量，为我们

的广大中小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未来我们会紧沿着工业电

源研发与制造企业这条主线去做更多的事情，我们会一直努

力奋斗，希望大家对我们更有信心。 

附件清单 参会投资者清单 

日期 2022年 12 月 15日 

 

 

 

 

 

 

 

 

 

 

 

 

 

 

 

 

 



 

附件：参会投资者清单 

序号 姓名 公司 

1 祁禾 易方达基金 

2 李进 景顺长城 

3 顾益辉 广发基金 

4 陈祥 天弘基金 

5 方辰左 富国基金 

6 谢泽林 嘉实基金 

7 施钰 国泰基金 

8 盛震山 工银瑞信基金 

9 胡昕炜 汇添富基金 

10 孙亦民 长信基金 

11 陆静 国泰基金 

12 薛晓敏 上投摩根 

13 李林益 大成基金 

14 樊孝林 东证资管 

15 陈思郁 上投摩根 

16 朱丹 金鹰基金 

17 刘鹏 交银施罗德基金 

18 王浩 银华基金 

19 伍智勇 鹏扬基金 

20 易镜明 华宝基金 

21 刘世昌 华宝基金 

22 杜汉颐 华融基金 

23 崔古昕 新华基金 

24 于蕾 国寿养老 

25 张栩 景林资产 

26 方建 银华基金 

27 张立新 东海基金 

28 张立新 东海基金 

29 张仲华 国泰基金 

30 张千洋 华夏基金 

31 谢泓材 国泰基金 

32 曹群海 南方基金 

33 黄强 海富通基金 

34 邓新翱 中欧基金 

35 肖滨 兴业基金 

36 沈晨 太平资产 

37 贺喆 华宝基金 

38 陈淳 华安基金 

39 胥本涛 华安基金 



40 路旭 富安达基金 

41 陆阳 德邦基金 

42 赵炯 恒越基金 

43 陈思源 易方达基金 

44 杨飞 鹏华基金 

45 张祈玉 韶夏投资 

46 陈文 淳厚基金 

47 文雅 固禾资产 

48 沈文杰 鼎萨投资 

49 崔斌 人保资产 

50 高若晨 丹羿投资 

51 丘国山 银石投资 

52 甘传琦 中融基金 

53 陈希 银石投资 

54 黄泽阳 海南泰昇基金 

55 王渊 于翼资产 

56 郑茜琳 润谱投资 

57 杜群飞 杭州富贤 

58 方嘉豪 杭州富贤 

59 费征帅 鸿竹资产 

60 葛天伟 鑫元基金 

61 李晶 财通资管 

62 单河 北京泽铭投资 

63 张思韡 国君自营 

64 陈奇 华富基金 

65 陈洪 鑫焱创业 

66 冯家桢 碧云资本 

67 丁盛 汇安基金 

68 庄焱 上海合远 

69 黄艺明 中科沃土 

70 李丹 国寿安保 

71 刘军港 留仁资产 

72 黄章财 摩汇投资 

73 张志文 歌汝私募 

74 孙玮 景林资产 

75 韩旭鹏 瓦洛兰投资 

76 郭堃 长盛基金 

77 李阳东 国联安基金 

78 梁俊鸿 恒识投资 

79 尹杰 深圳市宏盛鹏达投资 

80 杜娟 淡水泉 

81 许敏敏 友邦保险 



82 邹辰 拓璞基金 

83 李伟 棕榈滩投资 

84 雷茜茜 信达证券自营 

85 孔祥国 德邦证券资管 

86 张旭欣 招商理财上海 

87 李栋 南京证券自营 

88 金善玉 泓澄资本 

89 郭强 广银理财 

90 李冰 中银资管 

91 蔡仁飞 兆天投资 

92 王鹏 农银人寿 

93 邓翔 华富基金 

94 刘照琛 泓澄资本 

95 齐贺天 尚雅投资 

96 章秀奇 趣时投资 

97 吴克伦 北信瑞丰基金 

98 杨宗星 华安证券自营 

99 丁华清 汇安基金 

100 纪晓玲 固禾资产 

101 刘志敏 长见投资 

102 王先伟 创金合信 

103 王惠 泉果基金 

104 付楠 华美投资 

105 刘建义 华泰保险资管 

106 赵强 新华基金 

107 石波 尚雅投资 

108 钱炳 景林资产 

109 贺建青 重阳投资 

110 李龙峰 招商资管 

111 李峥嵘 雷根基金 

112 李承书 南京自营 

113 惠博闻 聚鸣投资 

114 惠博闻 聚鸣投资 

115 张希坤 泉果基金 

116 施雨辰 金昌资本 

117 王新亮 渤海人寿 

118 史晗 恒大人寿 

119 王海山 华泰证券资管 

120 于沐阳 烜鼎资产 

121 张志文 歌汝私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