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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62 证券简称：蓝盾光电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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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华基金：郭磊 

平安资产：龚彦恺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于歆 

时间 2024年1月12日 9:30—11:30 

地点 腾讯电话会议-线上交流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姓名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夏茂青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张海燕女士，公司证券及投资管理部经理万露露女士，证券事务

代表陆明霞女士。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 

内容介绍 

一、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夏茂青先生向调研人员介绍公司的基本

情况； 

二、就关注问题进行交流； 

1.公司主要业务介绍？ 

答：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高端分析测量仪器制造、软件开发、

系统集成及工程、运维服务和数据服务。产品和服务主要应用于环境

监测、交通管理、气象观测等领域。客户主要为全国环境监测、公安

、交通、气象等政府部门、企业及科研单位等。公司在光学、电子及

信息技术、精密机械制造等领域积累了五十余年的科研和生产经验，

是我国仪器仪表行业内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之一。 

2.公司在卫星领域布局规划？ 

答：公司在卫星领域暂无明确的布局规划，公司将持续关注国家

相关政策与规划。 

3.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环境监测主要竞争对手？ 

答：公司在环境监测、交通管理、气象观测行业一直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产品和服务覆盖全国各省市。在环境监测领域，行业内主要

上市公司包括蓝盾光电、聚光科技、先河环保、雪迪龙、力合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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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各业务部门销售及研发人员配置情况？ 

答：公司是科技创新型企业，客户主要是政府部门，公司目前研

发人员占比在20%-30%，销售人员占比在15%左右。 

5.公司与东山精密业务是否有协同效应？ 

答：东山精密的主营业务是印刷电路板、LED电子器件和通信设

备研发、生产、销售等，与蓝盾光电主营业务不存在相关性。 

6.公司各业务订单结算的周期差异？ 

答：公司各业务订单的结算周期根据业务类型和项目大小而存在

差异，仪器设备类的结算周期大多在2-3个月，系统集成及工程类的

结算周期大多在6-12个月，运维服务类项目的结算周期则根据合同约

定服务周期来确定。 

7.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答：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拥有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先后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技术创新是公司发展的基石，公司采用

原始创新、科研院所技术合作创新等多种创新路径，形成了强大的研

发和创新能力。 

8.研发方面，公司与安光所等科研院所未来计划在哪些方面合作

？ 

答：安光所聚焦环境光学领域，拓展了很多细分方向，公司自设

立之初就与安光所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并通过发起设立子

公司引进中科院团队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股权关系达成深度战略合

作。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不

断提高公司技术开发水平，强化公司持续的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 

9.公司与华为共建的智慧交通实验室目前研发成果以及应用场景

？ 

答：“智慧视觉联合创新实验室”就基于路口雷视拟合全息感知

数据进行路口的交通实时态势评估、交通信号实时感应控制进行了技

术预研与研发，目前产品和技术正在逐步推向市场，主要应用于智能

交通行业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交通管控和交通优化领域。 

10.温室气体业务是否全面布局海陆空监测？ 

答：公司温室气体监测业务主要面向环境大气及气象探测领域。 

11.公司会不会测碳排放？碳监测仪器的价格是多少？ 

答：公司产品线已覆盖碳监测领域相关分析仪器，包括城市监测

站和企业排放污染源监测产品等。碳监测仪器根据因子配置、现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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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价格具有较大差别。 

12.近几年交通以及气象业务营收增速较低的原因？ 

答：受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行业竞争加剧，公司对交通管理及气

象监测业务进行了发挥优势的差异化战略布局。 

13.环境监测业务的增速预期及业务发展规划 

答：公司近几年环境监测业务量相对平稳；环境保护涉及国计民

生，符合国家持续稳定发展大局，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出台，我国环

境监测仪器行业仍将保持较高的速度增长。因此公司在环境监测领域

将重点围绕环境大数据分析、污染来源解析与管控服务、生态监测、

碳监测等场景，持续加大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力度，为客户提供更有

针对性、先进的环境监测产品和解决方案。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4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