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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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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风证券、东北证券、信达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大成基金、平安基金、

财通基金、金鹰基金、景顺长城基金、融通基金、国泰基金、嘉合基金、

鹏扬基金、养正投资基金、金之灏基金、永赢基金、天时开元基金、涌

乐私募基金、鸿运私募基金、平安养老保险、太平洋证券资产、浙商证

券资产、安信证券资产、茂典资产、尚诚资产、钦沐资产、米仓资产、

途灵资产、新活力资本、万泰华瑞投资、三登投资、华杉投资、朝景投

资、榕树投资、喜世润投资、竹润投资、慈阳投资、聚劲投资、颐和久

富投资、光大保德信等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 2024-03-27 

地点 公司会议室&进门财经会议系统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姜维利 董事长 

刘楠楠 董事会秘书 

李  广 证券代表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 

交流关键词                                                      

主营业务行业分布及毛利率波动因素、压力控制器市场规模及展望、

国际市场拓展、费用率增长趋势、国产替代政策、传感器项目进展及压

力变送器定位 

校准与测试业务、经营管理                                                  



（1） 公司下游行业的分布情况如何? 

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公司的客户主要都集中在流程工

业。2023 年末，国内市场中排在前四的下游行业分别是计量检测、冶

金机械装备、电力及石化，国际市场则是石化、生物医药、电力及计量

检测。 

（2） 关于海外业务，美洲、欧洲、中东以及亚洲这些区域的增长展望

如何？ 

答：基于认证的标准，我们销售到国际市场的产品均是发到美国

子公司经过实验室认证后再销售到全球其他区域，这也承担了较高的

关税。前年我们在新加坡成立了一家子公司，定位主要是欧洲市场和

东南亚业务，目前正在加紧建设新加坡子公司的实验室，CNAS17025 资

质需要一年运行数据及合规记录，拿到的话大概需要半年~1 年，虽然

我们的资质现在还没有拿到，但是有一些我们的代理商是能够出具报

告的，通过代理商并不影响我们交付。新加坡的实验室获得 CNAS17025

的资质后，我们的出口产品认证报告就有了，等同于我们在美国子公

司的报告，可以有效降低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将更利于我们拓展欧

洲、亚洲和大洋洲的市场。 

（3） 2023 年公司毛利率整体提升 1 个点，但国内毛利率却下滑，主

要是受哪些因素影响？ 

答：综合毛利率的提升主要是 2023 年我们在国际市场的提价 10%

（国内市场没有提价），同时叠加汇率波动、高附加值产品占比的提升

抵消了部分成本上升的影响。国际市场相对理性且更注重产品力，只

要我们的创新产品满足客户需求，则有可提价空间。但国内市场竞争

则内卷严重，创新型产品还可保持一定竞争力，传统产品则很难提价，

太多鱼目混珠、劣币逐良币的最低价中标情况。尤其是央企国企招投

标时在系统内都有前次合同的备案记录，单次营销人员为了完成任务

申请特殊政策，报了低价下次想提价时，用户很难接受。同时，子公司

长峰致远的低毛利温湿度产品也对国内的整体毛利率也有影响。 

所以我们从经营上更倾向拓展国外市场，同时在目前中美间竞争

合作并存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兼顾国内市场，无内不稳、无外不强，

这是张瑞敏所说的，我们也需要把国内市场开拓好，所以在 24 年我们



扩大了几个行业团队的规模，加大国内的营销力度。 

（4） 市场对美国工业市场的拓展存有一些担忧，公司从营销端如何

看国外市场的景气度？ 

答：今年国际整体经济景气度一般，不会变好也不会变的更坏。我

们不能准确预测到市场上的每个风险，但公司国际外市场保持以往的

增长仍是大概率事件，因为国外产品力还是核心，根据公司过去十几

年的拓展数据与分布的多样性来看，国际市场增长曲线非常美观，因

为全球市场的更大，工业发达的区域及国家对智能化高端仪表接受度

更高。 

（5） 公司如何看待费用率增长的趋势？ 

答：三费增长没有特别异常的状态，占收入的比例基本和往年一

致，与收入增速相匹配。管理费用增长相对超出收入增速主要是因为

人员薪资上涨、数字化建设投入以及延庆园区建设与咨询费用结算的

同比增长，目前相关资本开支已经相对稳定，后续增速也会回到正常

状态。 

（6） 请问公司应收账款中的坏账风险大吗？ 

答：我们的应收账款长账龄的不多，1 年以内的占比 70%以上，账

龄 2 年以内的占 90%以上。因为在国内市场，尤其是央企国企在合同中

普遍约定一年的质保期，在质保期内，有 10%或者 5%的质保金。由于

公司订单较多，单笔订单额度不大，整体订单数量较多，因此应收账款

中短账龄的 1 年或者 2 年占主导地位，长账龄的较小。 

虽然我们存在计提坏账的损失，但是比例或者风险可控。目前我

们有专门人员负责公司的应收账款，公司内部管理也在持续提升管理

能力，因此在 23 年已经看到应收账款部分的效果。23 年我们的回款额

有所增加，因此应收账款并未按照营收增长的同期比例增长。我们在

这部分仍然有较大改进，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改善。 

（7） 请问从 2023Q1增长态势以及从目前一季度经营情况看，24年预

期乐观吗？ 

答：2023Q1 收入中 2022Q4 延迟发货的因素，所以 2023Q1 高增速

态势是例外情况。根据我们的财务预算，2024 年的收入目标 6 亿元我



们还是认为没问题的。 

（8） 在相对细分的检测仪器仪表市场，国内是否在推动较为明确的

国产替代政策？ 

答：国家非常支持国产化，包括大民企也意识到国产化的重要性，

由于进口可能会随着形势突变而出现产品维护、断供等问题，所以在

购买原装进口产品时都变得很谨慎，购买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产品都

比直接进口的要有保障。 

近几年陆续推出了很多支持仪器仪表及传感器行业发展的政策，

仪器仪表伴随流程工业发展速度较快，传感器整体上比仪器表发展还

要快。我们的控制器主要就是销售给生产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等仪表

的企业，这也是我们受益的主要因素。 

（9） 公司去年底推出的压力控制器市场规模多大？竞争格局如何？

公司给这个款产品的定位和设定的销售目标是多少？ 

答：产品力是第一竞争力，公司的研发原则之一就是“要么第一，

要么唯一”，达不到就放弃，没有产品力是肯定不行的，没有产品力的

提价就意味是在自杀。我们的新压力控制器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有极

强竞争力的，但在国内市场，仅有好产品是不够的，还把性价比还得做

得非常好。好的压力控制器需要优秀的压力传感器，过去我们的传感

器都需要进口，精度高的成本就非常高，精度差一点也无法满足要求，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多个型号合计后的面价在 10 万元左右，从今年开始

除个别量程外，我们会开始全部使用自制的高精度压力传感器。 

在校准测试业务线，公司对压力控制器寄予较大的期望。根据我

们的估算，这款单体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现有规模约在 2 亿元左右，目

前另外两家主要国际友商的竞品收入规模约为 1 亿元，公司希望控制

器的收入逐步提升到国内份额的 50%。 

（10）请问今年在测试场景的拓展中，公司是否有新规划产品？公司

2024年整体上还有哪些新产品和研发方向？ 

答：一定的，基于老产品我们会持续迭代创新。针对行业应用，我

们在 24 年新设立了几个新行业团队，不仅在拓展现场的生产测试环

节，还将拓展品质管理环节。未来我们不会仅依赖测试校准场景，还要



持续拓展生产端的应用。 

新产品方面，控制器会往高压量程延伸，便携的油水槽也会在今

年上市；低精度压力表会正式发布，数字压力表也在进行升级换代；

T04 项目定位是生物制药行业，会在今年发布，偏品质管理，是增量市

场。 

数字化平台业务                                                

（1） 数字化平台业务去年增速较快，后续公司展望如何？ 

答：刚才提到数字化平台业务 23 年度收入是 0.25 亿元，实施主

体是子公司明德软件，我认为数字化平台产品在逐步开拓中。过去我

们的硬件产品主要在计量校准行业中应用，和明德合作是希望与我们

的检测产品进行协同，并且加强硬件和下游客户数据的管理。用户需

要实现数字化，明德业务过去侧重计量校准机构，而康斯特开拓重点

是企业端，尤其是大企业用户，每个企业对数字化都有新诉求，企业的

数字化是大势所趋。 

因此，围绕用户需求，通过数字化平台提供解决方案协助用户实

现仪表与数据的资产管理，我们未来将这部分轻量化平台与硬仪表产

品、传感器协同在一起，制作一张网会具有更大前途。当然开拓这些都

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像互联网产品突然大爆发，但我们非常看

好在垂直领域的应用。 

传感器垂直一体化                                             

（1） 关于传感器项目，请同步一下最新的项目进度以及今年传感器

的生产工艺能否固定下来？ 

答：传感器进展相对顺利，公司市场定位是工业领域，会专注于高

精度传感器，未来回逐步拓展至其他领域。 

高端传感器产品化实际上难度非常大，所以公司传感器项目分为

自用、数字传感器和现场仪表三个阶段。2024 年开始，除了个别的 2~3

个量程，我们几乎将不需要再进口国外的高端传感器。另外几个量程

我们预计 24 年底可以突破，因为在传感器的研发过程中，有时候我们

在国外验证流片出现问题后再进行改进，所以这个过程时间较长。国

外合作伙伴流片的品质很好，但效率偏低。 



在研发过程中，传感器芯片是根据设计验证、再改进设计，最后流

片的过程，循环往复直至达到设计指标，固定工艺，每个量程都需要这

个过程。从整体上说，较高的流片质量可以让我们减少几个往复和改

进，也缩短了研发周期。根据我们多轮的验证，今年将工艺固定下来是

肯定且务必的。因为从 2025 年开始，我们不想再进口一只传感器。 

（2） 压力变送器的订单主要针对哪些行业客户，以及公司在战略或

者落地方面的后续动作如何？ 

答：压力变送器整体有 300 万只左右的规模，用户主要集中在流

程工业。日本横河的 EJA 与美国罗斯蒙特的 3051 已有二三十年发展历

史并且仍在完善，我个人为如果我们没有 10 年或者 15 年的发展无法

追赶上他们的变送器性能，这是国内市场的现状。只有在技术上与他

们相同甚至高于他们，否则即使做出这个产品肯定会陷入内卷。 

康斯特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价格战，而是价值战，专注于高端仪

表及传感器产业链，自制的高精度压力传感器我们会首先助力自己产

品的应用，解决强链补链卡脖子的问题。压力变送器的开发我们一直

同步推进，但我们不会做传统的压力变送器，而是专注于高端、多参数

的压力变送器。 

（3） 国内的变送器与国外优秀的产品存在较大差别，您认为这种差

距的核心是什么环节？仅仅是 MEMS芯片的差距还是有其他技术在其中

制约？ 

答：如果我个人打分，芯片差距至少占 70 分，工艺 30 分。目前

国内相关技术仍然不够完善，精度 0.075%F.S、0.04%F.S 的产品虽然

可以实现，但实际上使用 3 年或者 5 年后再观察，国内产品的稳定性

就会变差，日本横河以前的产品可以 5 年 6 年不用校准，现在则更完

善，推广称可以 10 年不用校准，这就是我们技术上的差距。 

附件清单（如

有） 

公司参会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日期 2024-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