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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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 

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四、风险因素”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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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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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8.50元（含税）。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122,063,992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03,754,393.20 元（含税）。本次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合并报

表中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31.94%。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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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普特 68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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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学亮 余丽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兴发南路66号

之一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兴发南路66号

之一 

电话 0769-82716188 0769-82716188-8234 

电子信箱 info@optmv.com info@optm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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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普特是一家主要从事机器视觉核心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定位于自动化核心零部件供应商，以“打造世界一流视觉企业”为目标，致力于为下游行业实现

自动化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奥普特成立于 2006年，是我国国内较早进入机器视觉领域的企业之一。在成立之初，以机器

视觉核心部件中的光源产品为突破口，奥普特进入了当时主要为国际品牌所垄断的机器视觉市场。

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公司坚持“深耕优势、以点带面、以面促点、逐个突破”的发展路径，

将产品线逐步拓展至其他机器视觉部件。奥普特拥有完整的机器视觉核心软硬件产品，自主产品

线已全面覆盖视觉算法库、智能视觉平台、深度学习（工业 AI）、光源、光源控制器、工业镜头、

工业相机、智能读码器、3D传感器。同时，奥普特以产品核心技术为基础，建立了成像和视觉分

析两大技术平台，结合多年积累的机器视觉在各下游行业应用的专有技术（Know-How），形成了多

层次的技术体系。以此为基础，公司能够向下游客户提供各种机器视觉解决方案，协助客户在智

能装备中实现视觉功能，提高机器视觉系统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可靠性，从而带动公司产品的销

售。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依靠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研发积累形成的技术体系，为客户提供具有技术附加值的机器视

觉核心软硬件产品，从中取得收入、获得盈利。 

2.研发模式 

公司的主要产品机器视觉核心软硬件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关键构成部分之一。公司所处行业为

机器视觉行业，属于高科技行业。研发能力是关系公司在行业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之一。公司的

研发主要包括基于各机器视觉软硬件产品的研发和基于机器视觉解决方案的研发。 

对于基于各机器视觉软硬件产品的研发，公司坚持基础研发、产品研发与前瞻性研发并重。

一方面公司通过包括对光学成像、图像处理、深度学习、3D视觉技术、异构计算等技术的研究，

为产品研究夯实了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公司也贴合客户需求不断研发改进既有产品，有效地满

足客户需求、提升用户体验；此外，公司根据业务发展规划，结合行业发展轨迹，进行前瞻性的

产品研发和布局。 

对于基于机器视觉解决方案的研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针对客户具体的需求和应用

场景进行的方案研发。机器视觉的应用场景千变万化，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各种各样

的因素，如被摄目标自身的大小、形状，机器视觉所在设备的自身结构、速度等，对机器视觉系

统的影响，才能设计出合适、可实现应用目标的方案。第二个层次是从若干客户的各种具体应用

场景中对解决方案进行总结研发，提炼出在一定应用场景下相对普适性的解决方案，从而向客户

提供更优化、简洁、高效的产品和服务。第三个层次是将应用数据反馈回具体的机器视觉软硬件



层面，总结出产品改进和新品开发的路线，促进产品的研发。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均为买断式销售，主要依托向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带动产品的销售，主要客户

类型包括设备制造商、设备使用方、系统集成商/贸易商等。 

机器视觉是智能装备的“眼睛”和视觉“大脑”，是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核心部分。而机器视

觉在我国兴起和发展的时间较短，客户对于机器视觉能够实现的功能和能够达到的效果有一定的

疑虑；且机器视觉功能的实现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一套高效的机器视觉解决方案的设计需要大

量的经验数据，而机器视觉的使用者往往较难积累足够的机器视觉应用经验数据库。因此，在销

售机器视觉部件过程中，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持尤为重要。通过对行业特点的分析，结合公

司自身的优势，公司建立起了以向客户提供机器视觉解决方案，从而带动产品销售的业务模式。 

4.采购模式 

公司的对外采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生产所需的原辅料，包括五金塑胶件、电子电

器件、LED、光学件、PCB（A）、线材、接插件、包装材料等，用于生产自产产品。由于公司自产

产品线较多，每条产品线涉及的原材料有较大差别，而公司整体规模还相对较小，因此，该部分

原辅料的采购具有品种极多、单品种采购量较小等特点。另一部分是用于直接对外销售的外购成

品，主要包括相机、镜头等。该部分采购主要针对的是公司目前产品线或产品型号尚未覆盖的部

分。 

公司结合销售订单和市场需求预测制定生产计划和发货计划，根据生产计划和发货计划制定

原材料和外购成品采购计划。对于交付周期较长的材料和成品、一般通过销售预测确定预计使用

量并联系供应商提前进行备货；对于部分生产过程中普遍适用的通用型材料和成品则维持合理的

安全库存，保证生产和销售。 

5.生产模式 

奥普特拥有完整的机器视觉核心软硬件产品，自主产品线已全面覆盖视觉算法库、智能视觉

平台、深度学习（工业 AI）、光源、光源控制器、工业镜头、工业相机、智能读码器、3D传感器。

随着公司产品线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公司自产的产品品种和系列逐渐增多。 

在这些自主生产的产品中，根据常用程度和应用范围大小进行区分，自主产品的标准化程度

情况如下：（1）光源产品，包括标准产品和非标准产品，非标光源主要是在标准光源的基础上对

尺寸、照度、均匀性等指标进行调整或者组合；（2）光源控制器产品，以标准产品为主，少量非

标型号是在标准产品的基础上，对某些特定指标，如电流、电压等，进行强化或者其它特别设定；

（3）自主工业镜头、工业相机、视觉控制器、视觉处理分析软件，均为标准产品。上述标准或者

非标准的产品，依托公司的应用技术和向客户提供的解决方案进行组合，从而在各种各样的应用

场景中，实现各异的视觉功能。因此，解决方案层面，公司的机器视觉解决方案具有定制化、多

品种、小批量的特点。随着行业方案的批量应用及深度积累，逐步实现行业方案及产品和交付的

标准化。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并按照销售预测保持一定安全库存的生产备料模式，以保证生产的平稳性

和交期的灵活性。对于较为常规的产品，公司采用“备货生产”模式。即根据历史订单数据、下

游市场情况等信息进行销售预测并确定安全库存水平，在考虑上游供货周期的基础上，以该库存

水平为目标，调整生产节奏，提前排产，以便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对于常用程度较低、应用范围

较窄的非标准产品，公司采用“按单生产”模式。即以订单为导向，按照客户需求的产品规格、

数量和交货期来制定生产计划，组织备料排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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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处行业为机器视觉行业，机器视觉率先发生和发展在基础科学和技术水平领先的北美、

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地区，在全球的发展历史不过半个多世纪。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在全球范围，

以技术革新速度和工业发展之有利形势，机器视觉行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我国机器视觉行业启

蒙于 20世纪 90年代，从代理国外机器视觉产品开始，经历了启蒙阶段、初步发展阶段，目前正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进入 21 世纪后，少数本土机器视觉企业才逐渐开启自主研发之路。本世纪

10 年代左右，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水平的进步，特别是 3C 电子、新能源行业自动化的普

及和深入，本土的机器视觉行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加工中心，中国正成为世界机器视觉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

一，应用范围涵盖了包括 3C电子、新能源、半导体、汽车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七部门印发《智能检测装备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其中提出，到 2025 年，

智能检测技术基本满足用户领域制造工艺需求，核心零部件、专用软件和整机装备供给能力显著

提升，重点领域智能检测装备示范带动和规模应用成效明显，产业生态初步形成，基本满足智能

制造发展需求。研制一批专用智能检测装备。围绕机械、汽车、航空航天、电子信息、钢铁、石

化、纺织、医药等行业专用检测需求，支持用户牵头，产学研用跨学科、跨领域攻关，开展基于

数字模型的正向设计，融合新原理、新材料、新工艺，研制开发一批专用智能检测装备。加强新

材料、生物制造等新兴领域专用检测装备研制。随着我国工业制造领域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的

加深，机器视觉将得到更广泛的发展空间。 

GGII 数据显示，从全球市场来看，2021 年全球机器视觉市场规模约为 804 亿元，同比 2020

年增长 12.15%，预计至 2025 年该市场规模将超过 1200 亿元。2022 年至 2025 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12%；从中国市场来看，2021年中国机器视觉市场规模 138.16亿元（该数据未包含自动化集成设

备规模），同比增长 46.79%，预计至 2025年我国机器视觉市场规模将达到 349亿元。中国市场已

成为全球机器视觉规模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机器视觉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跨越多个学科和技术领域，需要在包括成像、算法、软

件、传感器等领域积累大量的技术，需要持续的大量研发投入。因此，较高的技术门槛对潜在的

市场进入者构成了壁垒。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是国内较早进入机器视觉领域的企业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公司注重技

术的积累，奥普特拥有完整的机器视觉核心软硬件产品，自主产品线已全面覆盖视觉算法库、智

能视觉平台、深度学习（工业 AI）、光源、光源控制器、工业镜头、工业相机、智能读码器、3D

传感器。公司产品定位于中高端市场，研发、设计和生产的机器视觉产品已经成功应用于 3C电子、

新能源、半导体、汽车等多个领域，协助下游客户建立和增强智能制造能力，并为公司技术发展

和应用经验的沉淀提供了有力保证。公司也已建立稳定的客户群体，产品应用于全球知名企业和

行业龙头企业的生产线中。随着公司应用行业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公司面向不同行业不断推出新产

品、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公司产品销售规模及市场占有率有望持续稳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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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技术和产业化应用不断提升，公司下游产业链发展势头良好，机器视觉的需求

稳步增加，未来应用前景广阔。 

（1）新技术的进步极大扩展了机器视觉的应用领域和市场空间 

深度学习相关技术的持续进步显著提升了机器视觉技术解决工业问题的能力，加快了机器视



觉向更多行业渗透的速度。目前主流的机器视觉技术仍采用传统方式，即首先将数据表示为一组

特征，分析特征或输入模型后，输出得到预测结果，在结构化场景下定量检测具有高速、高准确

率、可重复性等优势。但随着机器视觉的应用领域扩大，传统方式显示出通用性低、难以复制、

对使用人员要求高等缺点。深度学习对原始数据通过多步特征转换，得到更高层次、更加抽象的

特征表示，并输入预测函数得到最终结果。深度学习可以将机器视觉的效率和鲁棒性与人类视觉

的灵活性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机器视觉的应用场景。深度学习相关算法不断迭代优化，很多原

来处理效果不佳或处理性能不足的机器视觉问题逐步得到较满意的结果，从而有效扩大了机器视

觉技术的市场潜力。 

传统的机器视觉技术主要基于 2D 图像的处理分析实现测量、检测、引导、识别等功能。3D

视觉技术是对传统 2D 视觉技术的重要补充。3D 视觉技术利用 3D 视觉传感器采集目标对象的 3D

轮廓信息，形成 3D 点云，进而可以实现平面度、翘曲度、段差、曲面轮廓度等 3D 尺寸量测、3D

空间中的机器人引导定位、基于 3D 信息的检测、识别等各种丰富的功能。3D 视觉技术，提供了

丰富的三维信息，使机器能够感知物理环境的变化，并相应地进行调整，从而在应用中提高了灵

活性和实用性，扩大了机器视觉的应用场景。 

高精度成像技术是机器视觉行业始终追求的技术发展目标。高精度成像需要光源、镜头、相

机等各部分的精密配合。在光源技术方面，技术的发展方向包括新的光源类型、更全面的波长覆

盖、创新的光源布局等；在镜头和相机方面，提供更高分辨率的产品是行业持续的发展方向和目

标。 

（2）下游产业的发展带动机器视觉行业的持续增长和繁荣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迅猛，总体规模体量已位居世界首位，但整体大而不强，产

品附加值不高，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传统制造业面临严重的发展瓶颈。另外，国际上制造业竞争

也在加剧，促使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机器视觉由于在高精度尺寸

测量、精确引导定位、自动化品质检测、智能化识别判断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已成为制造业转型

的关键技术之一。机器视觉已经利用机器视觉技术在消费电子制造、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众

多行业取得成功应用，帮助行业客户实现降本、提质、增效等目标。反过来，下游应用行业不断

拓展也为机器视觉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应用方向，中国机器视觉的市场规模被不断扩容。 

消费电子行业作为机器视觉最主要的应用行业，将持续引领产业发展。消费电子行业具有技

术革新迅速，产品迭代快等特性，整个产业始终保持着非常活跃的态势，频繁的型号和设计变更

导致制造企业需要频繁采购、更新其生产线设备，对其上游的机器视觉行业产生巨大需求。消费

电子行业海量的产品数量和消费者对轻、薄、高品质电子产品的挑剔，共同推动了其产品必然需

要通过更高效、更精细的机器视觉检测技术以提升产能和质量、降本增效。在消费电子产业链上

机器视觉技术已经基本覆盖从元器件、部件和成品的全制造环节的自动化及品质检测与量测。此

外，连接器检测、PCB检查、SMT、硬盘检测、元器件在线分类筛选、二维码读取等场景的应用渗

透率也逐步提高。 

“双碳”背景下，锂电新能源行业将从 GWh迈入 TWh 时代，终端厂商既要保障电池产品全生

命周期可靠性，又要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打造 TWh 级别超大规模交付能力。锂电生产中气泡、黑

点等瑕疵、极耳错位等问题对电池质量及稳定性存在较大影响，过去锂电池质量检测更多依赖于

人工，近几年随着安全事故发生频率增加，为提高锂电池性能的稳定性与品质的可靠性，电池厂

商对锂电池视觉检测重视程度持续增加。此外，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制造工艺和满足高质量的产

品需求，业界提出了“极限制造”理念。面对“极高的质量要求，极复杂的工艺流程，极快的生

产速度”三大挑战，核心锂电厂商建立了极限制造体系架构，打造以智能制造平台为核心，多平

台、多系统深度交互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生态平台，支撑极限制造目标的实现。其中，机器视

觉技术是关键的环节。随着锂电池制造企业扩产，工厂智能化、自动化程度提升，未来随着技术

的不断进步，机器视觉产品的需求持续加大。 



半导体产业具有高集成度、高精细度的特点，是机器视觉技术最早大规模应用的领域。在新

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受到限制，特别是对生产设备的限制，刺激我国半导体芯

片生产设备的国产替代、国产自主可控进一步加快进程。内资机器视觉企业已经进入长期被外资

设备商把控的高端机器视觉装备领域，半导体制造领域日趋成熟与稳定的技术有望形成新的市场

增长点，国内机器视觉行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汽车行业是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点行业之一，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和发展速度持续

领先，已开始建立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推进新能源车核心产业链国产化。除新能源汽车相关

零部件已高度国产化外，自主设计、自建自动化生产线成为众多中国造车新势力车企的首要选择。

汽车自动化产线的建设，离不开机器视觉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在装配的在线检测和零部件的离线

检测等。中国汽车行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展，叠加核心产业链的国产化进程，给国内

机器视觉企业带来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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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8,406,555.10 2,701,521,819.33 9.51 2,428,305,47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78,914,536.93 2,514,866,797.35 10.50 2,292,056,076.60 

营业收入 1,140,950,483.30 875,052,964.66 30.39 642,427,32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4,864,832.87 302,864,741.10 7.26 244,165,54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7,688,417.01 261,512,614.90 13.83 231,039,05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938,238.07 173,008,609.08 -74.03 95,782,921.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03 12.64 增加0.39个百分点 37.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6614 2.4812 7.26 2.66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6614 2.4812 7.26 2.667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6.74 15.67 增加1.07个百分点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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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426,354.30 382,531,148.37 309,276,045.79 230,716,93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3,207,225.45 132,264,878.76 84,253,226.43 45,139,50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6,541,051.00 122,785,320.14 75,707,058.28 42,654,987.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65,552.00 4,630,811.83 -76,275,959.27 120,548,9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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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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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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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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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治临 11,793,600 36,363,600 29.79 36,363,600 36,363,6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卢盛林 11,531,520 35,555,520 29.13 35,555,520 35,555,5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许学亮 2,882,880 8,888,880 7.28 8,888,880 8,888,88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东莞千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4,000 7,104,000 5.82 7,104,000 7,104,000 无 0 其他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2,597,190 2,597,190 2.13 0 0 无 0 境外法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晨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09,814 2,496,927 2.05 0 0 无 0 其他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1,014,993 2,356,568 1.93 0 0 无 0 境外法人 

铭基国际投资公司－MATTHEWS ASIA FUNDS（US） 333,027 2,274,367 1.86 0 0 无 0 境外法人 

摩根资产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摩根中国 A

股市场机会基金 
774,085 2,250,795 1.84 0 0 无 0 境外法人 

国信证券－招商银行－国信证券鼎信 10 号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55,369 1,806,631 1.48 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治临、卢盛林为兄弟关系，许学亮为其一致行动人，且担任千智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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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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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0.39%，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31.59%，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行业

收入增长；同时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公司员工增加，职工薪酬、差旅费、研发物料增加，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分别同比增长 40.14%、18.88%、39.32%。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7.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13.83%，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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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