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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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风险因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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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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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2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

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40元（含税)。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54,865,491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9,627,365.14元（含税），占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25.53%。 

2、公司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54,865,491股，以此计算拟转增26,335,436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81,200,927股（具体以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同时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调整转增股本

总额。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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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知日新 6887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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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莉丽 孔凯 

办公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生物医药园支路59号 合肥市高新区生物医药园支路59号 

电话 0551-65332331 0551-65332331 

电子信箱 ronds_@ronds.com.cn ronds_@ro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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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致力于成为一家专业的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产品为工业设备状

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系统，已广泛应用于风电、石化、冶金、水泥和煤炭等多个行业。 

公司工业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系统通过对设备运行的物理参数进行采集、筛选、传输和

数据分析，预知设备的运行故障及其变化趋势，为设备运维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实现工业设

备的预测性维护，提高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可靠性和安全性。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自制核心部

件、数据采集与分析、智能算法模型、智能诊断平台和智能设备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形成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拥有完整的产品体系。 



 

2、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为工业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系统，按其终端产品的表现形式，主要包含有

线系统、无线系统和手持系统三个系列，能够为客户提供工业设备的状态监测、健康状态评估、

故障精确诊断、维护检修措施指导、服务信息推送等服务。此外，公司还向客户销售软件、自制

传感器和提供技术服务等。公司抓住我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契机，不断进行产品开发与市

场拓展，产品应用领域已覆盖风电、石化、冶金、水泥和煤炭等多个行业。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及网络设备、结构件以及辅材等。目前，该

等原材料市场供应较为充足，市场竞争较为充分，公司选择质量稳定、交付及时、成本有竞争力

且与公司合作关系良好的供应商进行采购。公司采购部门主要根据市场预测和订单情况进行采购，

对部分原材料进行战略备货。在确保原材料的质量和供货期的前提下，采购人员通过比较不同供



应商的产品质量、技术水平、交付能力、价格和售后服务等因素，择优选择最终的供应商。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采购管理制度，制定了严格、透明、规范的采购流程，对采购物料的各个

环节进行全面管理，确保原材料采购环节符合公司质量控制标准。公司根据供应商的规模、产品

质量、技术和售后服务等指标，实施合格供应商管理和评价制度，建立了合格供应商目录。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和需求预测相结合的生产模式。生产部门根据公司销售订单和日常备货需

要，结合公司库存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和组织实施生产。公司产品生产包括自行生产和外协加工

两个部分，其中：传感单元制造、电路板测试、软件烧录、半成品部件生产、整机组装、高低温

循环老化测试、整机性能测试等技术要求高的核心环节，由公司自行生产完成；贴片及接插件焊

接、部分结构件表面处理和线束注塑等工艺简单、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环节，由外协厂商加工完成。

在外协加工过程中，公司提供设计图纸，外协加工厂商按照公司要求进行生产加工。为了更好的

控制和保证外协厂商的生产过程质量，公司设置了专职的供应商质量管理工程师岗位，对外协厂

商生产加工进行巡检和评审。公司建立了外协厂商的引入、绩效考核、分类评级及淘汰等严格的

过程质量管控流程体系，以监控和保证外协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面向风电、石化、冶金、水泥和煤炭等行业的客户进行销售，销售模式以直销

为主、经销为辅。直销模式下，公司销售人员通过与客户接触、技术交流和洽谈，并从网络获取

信息，主要以招投标或商务谈判等方式获取订单。公司为不同行业客户提供解决方案，需要与客

户进行技术沟通和方案研讨，在达成销售意向或者中标后，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经销模式下，

公司销售人员与经销商通过商务接洽达成销售意向并签订销售合同，按合同要求将产品发货至经

销商指定地点。 

4、研发模式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自主研发，研发中心通过跟踪行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和目标市场

需求信息，基于公司发展规划提出研发计划，并经过内部立项评审通过后确定研发项目。研发项

目经理确定研发项目进度计划表，组织研发人员实施研发。公司产品开发主要内容包括方案设计、

软硬件开发、系统测试、小批量验证、Beta 版本试运行等。在技术研发管理方面，公司制定了体

系化的内部规章制度，构建了完善的项目开发管理体系，明确了研发过程中各阶段人员分工和职

责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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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发展阶段 

公司致力于成为一家专业的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产品为工业设备状

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系统，已广泛应用于风电、石化、冶金、水泥和煤炭等多个行业。根据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仪器仪表制造业”（行业

代码：C40）；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仪器仪表制造业”

项下“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行业代码：C4011）。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公司主营业

务产品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项下“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之“智能测控装置”目录中的“智能仪器仪

表”。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属于“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项下“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之“智能测控装备制造”目录中的“智能测量仪器仪表”。 

我国工业设备智能运维产业起步较晚，但经过多年快速发展，该领域从技术理论到应用实践



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随着现代自动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设备制造和工程系统的复杂性

大大增加，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已成为保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个关键因素，成为我国先

进装备制造业和传统工业自动化升级的重要基础保障，受到各行各业的高度重视。我国设备监测

与 故 障 诊 断 技 术 的 发 展 可 分 为 以 下 几 个 阶 段 ：

 

第一阶段：依靠现场获取设备运行时的感观状态，如异常振动、异常噪音、异常温度、润滑

油液中是否含有磨削物等，并凭经验或多位专家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可能存在何种故障或故障隐患。 

第二阶段：随着测量以及测量仪器的深入研究发展，设备状态监测逐步发展为依靠测量仪器

测量设备的某些关键部位，以获取如频率、振幅、速度、加速度、温度等参数并记录下来，通过

计算出某些固有参数与测量参数进行对比，确定故障点或故障隐患点，或者通过对某些参数多次

测量的数值进行比较，依据其劣化趋势确定其工作状态。 

第三阶段：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软件技术的开发，工业设备管理已进入计算机管理模式，

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也发展到计算机时代，一些专用的状态监测仪器不仅具有测量、记录现

场参数，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处理，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处理时，只需将数据采集中获取

的参数通过通讯线传入计算机，计算机便能对这些数据做出综合分析，并显示出相关的图谱如：

倍频谱图、倒频谱图、时域频谱图、幅值图等，并可通过计算机的专家系统对所测的数据进行综

合评价。 

第四阶段：随着其他各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状态监测与故障

诊断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已进入深度和广度发展的阶段，研究工作从监测诊断系统的开发研制进

入到诊断方法的研究；监测诊断手段由振动工艺参数的监测扩大到油液、扭矩、功率、甚至能量

损耗的监测诊断；研究对象由旋转机械扩展到发动机、工程施工机械以及生产线；时空范围由当

地监测诊断扩大到异地监测，即监测诊断网络。 

随着国家工业设备自动化升级、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和两化融合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工

业互联网的科学技术进步，我国工业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应用领域

不断拓展。智能化在线监测市场需求将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 

（2）行业的基本特点 

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服务技术是工业设备智能运维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技术密集型行

业，涉及力学、机械振动、数据信号处理、软件、大数据、智能算法、故障诊断等多个专业技术

领域，同时也是一门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的工程科学，是现代化生产发展的产物。 



目前市场对于设备智能运维模式的认知不足，下游各大行业市场成熟度参差不齐，市场渗透

率较低，目前属于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推动

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改造，推动设备运维向智能化新模式转变，是工厂智能化转型的重要方

向。在智能运维模式日趋成熟和下游应用需求升级的共同推动下，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3）主要技术门槛 

工业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服务技术属于技术密集型综合专业，涉及力学、机械振动、数

据信号处理、软件、大数据、智能算法、故障诊断等多个专业技术领域。一方面，提供工业设备

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需要深度掌握所服务行业的设备制造和运行机理，同时还要了解设备运行

的各类影响因素才能实现准确的监测和故障诊断分析，需要企业具备雄厚的技术储备和经验积累。

另一方面，不同行业的工业设备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复杂环境和工况。提供符合各行业

多场景复杂工况要求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服务技术需要企业具备较高的研发能力、综合的技术

背景和丰富的设备故障诊断经验，具有较强的技术壁垒。对于行业后来者，突破技术壁垒的难度

较大，突破的技术链条很长。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设备智能运维产业可以分为三层架构，底层为物联网层，涉及智能传感器、边缘计算和 5G

通讯等。中层为业务中台/数据平台，业务中台提供了多类微服务架构功能，支撑各类业务的开发。

数据平台采用大数据及算法建模技术对各类数据及算法进行了抽象和封装，实现了数据整合、数

据处理、数据存储、算法建模等业务功能。上层为智能应用层，根据业务需求进行二次开发，如

各类 app 应用、web 应用、小程序等，进一步满足客户的功能需求。涉及的设备类型有机械设备、

电器设备、仪表设备和静设备等。公司拥有较为完整的技术和产品体系，是国内同行业为数不多

的打通了从底层传感器、智能算法、云诊断服务和设备管理等环节的公司之一。公司经过多年的

研究、开发和应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应用开发经验，构建了涵盖自制核心部件、数据采

集与分析、智能算法模型、智能诊断平台和智能设备管理的完整技术与产品体系，在数据采集端、

信号监测与故障诊断方面均具备一定优势，可以为不同行业的用户提供专业的工业设备智能运维

解决方案。 

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入工业设备智能运维领域的公司之一，为风电、石化、冶金、水泥和煤炭

等行业提供设备智能运维解决方案，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由于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涉及多

种学科，提供上述服务的企业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有技术。公司在技术、品牌、市场等方

面已经确立了较为明显的优势地位。截至本报告日，公司累计远程监测的重要设备超 110,000 台，

监测设备的类型超 200 种，成功诊断了多种类型工业设备的严重故障和早期故障，积累各行业故

障案例超 14,000 例，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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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产品的性能与功能方面，随着传感技术、采集技术、传输技术与诊断技术的不断的发展，

客户对监测结果准确性的要求不断提升，对采集设备的性能要求不断提高。同时，随着应用场景

不断丰富，状态监测从单一环境逐步拓展至室外、水下、高粉尘、矿井下等复杂环境，对状态监

测产品的功能多样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具备模块化和功能多样化特征的状态监测产品才能够快速

适应复杂环境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2）产品的智能化运行方面，随着监测产品性能的不断提升，数据采集密度的不断加大，监

测设备数量的不断增加，数据量呈指数级别增长，数据处理中心的传输、计算与存储压力不断增

加。对监测产品的智能化有了更高要求，需要在监测产品的前端进行边缘计算，初步判断设备是

否异常并将异常数据和少量正常数据上传，有效降低数据处理中心传输、计算与存储压力。同时，



随着状态监测产品的传感器类型日益丰富，需要一体化状态监测产品以适应现场各种传感器类型

与各种工业接口，降低现场状态监测产品的部署成本与维护压力。 

（3）智能运维平台体系化方面，随着企业对设备运维的智能化要求不断提高，设备智能运维

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以设备云诊断平台为数据平台基础，将多种类型设备的数据计算与处理

引擎及设备维保、检修、备件等一系列设备管理应用工具 SaaS 化部署于云诊断平台上，并结合设

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数据平台的数据标准与使用规范，形成完整的设备智能运维平台体系，方

可满足多行业、多类型、大规模工业设备的智能运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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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2,684.66 772,865,895.20 29.39 476,803,79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60,755,544.67 634,534,161.69 19.89 357,022,507.45 

营业收入 547,031,612.87 397,096,404.47 37.76 263,778,54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6,056,152.32 81,235,510.20 42.86 74,415,55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3,565,573.12 75,057,207.04 37.98 50,219,301.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064,246.92 31,658,075.89 -194.97 18,973,728.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72 16.94 减少0.22个百分点 2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12 1.73 22.54 1.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9 1.73 20.81 1.8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6.82 14.78 增加2.04个百分点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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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36,349.76 169,741,136.99 113,234,908.35 224,419,21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531,139.82 46,684,765.44 11,555,387.59 71,347,13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8,785,951.54 41,453,453.50 10,118,019.58 70,780,05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327,844.62 7,839,863.47 -6,958,059.04 -4,618,2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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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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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卫华 0 10,062,620 18.34 10,062,620 10,062,62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安徽科容信

息技术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0 6,382,125 11.63 6,382,125 6,382,125 无 0 其他 

贾维银 0 4,983,136 9.08 4,983,136 4,983,136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六安拾岳禾

安二期创业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0 1,797,470 3.28 0 0 无 0 其他 

方新龙 -458,131 1,386,089 2.53 0 0 
质

押 

1,050,00

0 

境 内

自 然

人 

北京澹朴投

资中心（有

限合伙） 

-550,000 1,325,000 2.41 0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

金五零三组

合 

1,100,068 1,100,068 2.01 0 0 无 0 其他 

沈西友 0 1,097,446 2.00 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海 通 兴 泰

（安徽）新

兴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

合伙） 

-1,820,072 1,002,509 1.83 0 0 无 0 其他 

宁波十月吴

巽股权投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0 718,988 1.31 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聂卫华与贾维银为一致行动人，聂卫华为安徽科

容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贾

维银为安徽科容的有限合伙人，构成关联关系；2、

贾维银与股东贾维兴为兄弟关系；3、白刚系北京澹

朴、宁波澹朴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澹复投资管理中心

（普通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若朴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上海澹复商务咨询中心（普通合伙）的全部

两位普通合伙人王月怡、孙兆宁同时持有北京澹复投

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的出资份额；根据白刚、北

京澹朴、宁波澹朴与北京若朴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

关系的确认函》，确认存在一致行动关系；4、拾岳禾

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合肥拾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之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十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为自然人龚寒汀；十月吴巽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宁波十月桐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十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为自然人龚寒汀；因此，龚寒汀同时实际控制

拾岳禾安和十月吴巽；5、方新龙与股东方书宇为叔

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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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4,703.16 万元，同比增长 37.7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1,605.62 万元，同比增长 42.8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356.56 万元，同比增长 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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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