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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公告编号:202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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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证券                                      马天诣 

民生证券                                      崔若瑜 

信达证券                                      张润毅 

国寿安保基金                                  闫  阳 

国信证券                                      马成龙 

中泰证券                                      刘  彬       

兴合基金                                      候吉冉         

时间 2023年 3 月 17日   10:00-11:00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院(中关村软件园)乙 18号  

方式 现场+网络会议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吴梦冰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宋龙先生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立足国防军工，坚持融合发展，秉承“国家意识、务实创新、

以人为本、诚信感恩”价值理念，深耕国防、政府及行业信息化领域，



容介绍 聚焦卫星应用、仿真测试、雷达信号处理、无人系统、轨道交通等主营

业务方向，不断推动技术升级和应用创新。公司依托核心技术和完善服

务，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电子、特种装备等国防市场提供自主可控的

核心器件及模块、终端、系统和解决方案；为交通运输、应急通信、灾

害预警、智慧城市、卫星大数据等行业领域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及运营

服务。 

在卫星应用领域，公司专注于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和卫星互联网等

领域的融合应用发展。基于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和卫星通信的核心芯片

技术，形成“芯片+模块+终端+平台+系统解决方案”的较全产业链格局，

面向特殊机构和行业用户，提供包括芯片、模块、终端、平台系统、运

营服务等系列产品和服务，并随着卫星系统建设迭代和完善，持续进行

技术、产品和应用模式的更新升级。在特种行业领域，公司紧跟国防信

息化和北斗三号系统的建设步伐，研制了多款面向车载、弹载、机载、

手持、便携等应用的北斗三号终端产品。公司研制的机载北斗抗干扰组

件、机载北斗短报文设备、弹载卫星导航接收机、弹载 MEMS 惯性组件

等相关产品持续供货，不断地进行应用推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和良好

的市场反馈。 

公司在卫星导航领域积极运用“北斗+”和“+北斗”的推广模式，

依托核心技术和应用研究，进一步夯实和增强北斗综合应用能力，将“终

端+平台”模式逐渐深入到行业细分应用领域。在机载北斗领域，公司

自研的北斗定位追踪设备于 2022年通过了适航认证审查，获得了 CTSOA

证书，取得进入民用航空领域的“通行证”。该机载北斗定位追踪设备

是基于北斗定位功能对航空器进行实时定位，使用短报文功能将得到的

航空器识别号、位置、速度、时间等参数周期性发送给地面站台，有效

加强地面站台对飞机位置的跟踪和管理，从而提高飞行安全，实现更有

效的空域运行，可应用范围包括 ARJ21、C919、波音、空客等机型。公

司自主研制的卫星导航处理机和短报文处理机设备，作为水陆两栖飞机

“鲲龙”AG600 的主导航设备和短报文处理设备，提升了该型飞机的国

产化水平，为“鲲龙”AG600 首飞成功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在高精度安



全监测领域，实现了卫星定位、卫星通信、物联网、多源传感器采集的

一体化和集成化设计，通过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的验收，并在贵州

省试点建设项目中获得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颁发的试用

证明。 

在卫星移动通信领域，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基于我国天通卫星通信

系统的卫星通信基带芯片，并根据不同应用场景研制了系统化天通通信

终端。2022年，公司开展支持天通数据传输、4G 通信、北斗短报文通

信的天地多模数传单元 HTL6900的研制，打造多模通信一体化终端。公

司将围绕海洋渔业、应急通信、边防管理等行业领域进一步拓展卫星通

信业务。 

在仿真测试领域，公司继续致力于针对高端装备和高端制造业的通

用化仿真测试平台研制，业务范围涵盖航电总线产品、半实物仿真测试、

综合仿真测试等，应用领域涉及航空、航天、船舶、兵器等国防工业和

电子、电力、高铁等民用高端装备制造业。2022年，公司为水陆两栖飞

机“鲲龙”AG600 提供导航设备的同时，为该型飞机提供的铁鸟综合试

验台测试采集系统、信号仿真系统与液压源系统试验器等试验台完成总

体联调和预验收工作，助力保障 AG600 全状态新构型灭火型 03 架机在

广东珠海首飞成功。 

在雷达信号处理领域，公司专注于先进雷达信号处理设备、雷达射

频仿真测试设备、复杂电磁环境构建与监测系统，为我国多款军用装备

的研制提供了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能够贴

合用户的测试需求，提供测试设备、测试环境设计和全程技术服务的“产

品+设计+服务”的定制化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秉承“以技术为龙头，以产业经营为核心，以产融互动为手段，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方针，充分把握国防信息化快速发展、北斗三

号系统全面建成、天通一号组网完成、卫星互联网论证和逐步建设、核

心器件国产替代等发展机遇，坚持自主创新，坚定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推动产业化和国际化建设，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局面和新气象。 

 



二、交流互动环节 

1. 请简单介绍下公司主营业务板块和年报中产品收入种类的对应关

系，以及业务板块的收入占比？ 

答：目前，公司的主要业务有卫星应用、仿真测试和雷达信号处理。卫

星应用业务包含了卫星导航（北斗）和卫星通信（天通），在年报中对

应的收入产品种类为“卫星应用”，根据 2021年年报，收入规模约占

公司总收入规模的 40%。 雷达信号处理业务在年报中对应的收入产品种

类为“雷达信号处理”，约占公司总收入的 20%左右。仿真测试业务包

含了年报产品种类中的“机电仿真测试”和“仿真应用集成”，其占公

司总收入的比例约为 25%。 剩余的收入来源于轨道交通装备及其他等。 

 

2. 请介绍下公司几个业务板块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发展的脉络？ 

答：公司最早是成立于 1996年，成立之初的主要业务做国外高端仿真

软件的代理。后来，因为贸易封锁和禁运等原因，公司被迫进行了自主

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依托自主的半实物仿真计算机平台产品，当年公

司中标 ARJ-21（翔凤客机）航电（地面）综合仿真测试系统项目，催生

了公司仿真测试业务的诞生。 

推出半实物仿真计算机平台产品后，公司了解到国内急需 SAR雷达

模拟器产品。公司于 2003年进入雷达信号处理技术领域，并于 2005年

推出 SAR成像模拟器产品，并形成系列化星载、弹载、机载 SAR雷达模

拟器产品，该系列产品的推出，打破了国外产品的禁运，实现了进口替

代，也奠定了公司信号处理业务后续发展的核心基础。 

2006年公司抓住国家建设北斗二代卫星导航系统的契机，借助总参

测绘导航局北斗手持机研制项目，实施北斗卫星导航核心技术、应用技

术研发，形成北斗卫星导航芯片、接收机终端、测试系统、应用平台技

术，先后推出北斗军用、民用多系统兼容芯片。卫星导航业务成为公司

主营业务之一。 

公司凭借在基带信号处理、芯片设计领域的技术积累，于 2013年

赢得了承担国家重大专项（03专项）“自主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天通”



的卫星通信芯片研制任务，并于 2014年底推出卫星移动通信芯片，公

司基于自研的芯片研制了多款卫星电话。卫星通信业务成为公司重要业

务板块。  

 

3. 2022 年，公司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是？ 

答：2022年，主要是国内疫情及人员限流的影响导致了公司的需求、项

目及订单交付不及预期，导致了公司营业收入的减少。因公司多是项目

型的收入来源，项目的签订和交付离不开销售、市场、技术人员的现场

对接和调试，疫情对于人员流动的限制严重影响了合同签订及产品交

付，导致公司营业收入较往年减少，全年度的整体收入确认延迟，导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 

 

4. 在特种行业领域，公司北斗三号产品进展如何？ 

答：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的参与北斗三号产品的研制及测试等工作，正

在按照研制单位的计划正常推进中。 

 

5. 公司是否有参与国内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建设？在卫星通信领域，公

司是否有相关的技术储备？ 

答：近几年，国内外都兴起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热潮，公司一直在

积极的跟踪其发展趋势和发展进程，公司也与相关单位进行过相应的技

术对接和交流。在卫星通信领域，公司在十年前已开始布局了高轨的卫

星通信技术，围绕天通一号卫星通信系统研制了用户端的基带芯片、模

块和终端产品。目前，天通一号卫星通信系统已经是成熟且完成商用化

的通信系统，公司研制的产品也在行业领域得到了应用。  

 

6. 2022 年，公司研制的机载定位追踪设备通过了适航认证，请问其市

场应用情况如何？ 

答：2019年，中国民航局发布了《中国民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实施

路线图》，提出要大力推进北斗系统在民用航空领域的应用，该“路线



图”并指出按照“从易到难，从便携到机载，从监视到导航，通用运输

统筹推进”的总体实施路径，促进民航高质量发展。因此，北斗导航系

统作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未来一定会在民用航空领域开展

国产化的替代。公司研制的机载定位追踪设备主要解决的是飞机位置的

定位追踪问题，是“路线图”中提到的开展北斗在民用航空领域应用的

一环。目前，该产品尚未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7. 高精度安全监测业务的应用场景有哪些？其未来的市场空间有多

大？ 

答：高精度安全监测业务的核心是利用北斗提供精准位置的能力，对桥

梁、边坡、杆塔、大坝等建筑物提供位移监测，通过系统的监测来对灾

害及事故的发生起到预警及预防的作用，从而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应用

场景例如建在山坡上的电力铁塔、西南地区的宏伟大桥、易发生滑坡的

边坡、城市的摩天大楼、地质灾害隐患点等，整个行业的市场空间应该

是巨大的。 

 

8. 公司仿真测试业务和雷达信号处理业务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答：仿真测试业务和雷达信号处理业务是公司传统且优质的业务板块，

技术成熟、客户稳定，为公司贡献着稳定的收入和利润。经过多年的积

累，已经有成熟的产品及解决方案，未来仍将保持一个稳定发展的态势。 

   

9. 在 2023 年，公司是否有实施股权激励的计划？ 

答：公司在 2014年至 2018年实施了多期股权激励计划，并取得了一定

的激励效果。目前，尚未有新的股权激励计划。未来公司将继续不断完

善创新各种激励举措，促进公司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关于本次活 公司参与交流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严格按照有关制



动是否涉及

应披露重大

信息的说明 

度规定，未出现涉及应披露重大信息等情况。 

日期 2023年 3 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