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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投关）2025-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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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1、券商：27家 

中金公司；国盛证券；海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民生证券；广发

证券；国泰君安证券；长江证券；浙商证券；中泰证券；国海证券；华

创证券；安信证券；国金证券；华福证券；东北证券；开源证券；西部

证券；中银国际证券；野村东方国际证券；东方财富证券；国新证券；

国融证券；长城证券；东兴证券；国信证券；瑞信证券(中国)；  

2、公募：25家 

诺德基金；易方达基金；嘉实基金；博时基金；申万菱信基金；国

寿安保基金；国泰基金；鹏扬基金；鹏华基金；中信保诚基金；中庚基

金；泉果基金；合煦智远基金；百嘉基金；中银基金；新华基金；格林

基金；兴华基金；银华基金；长安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中国)；博道

基金；国融基金；路博迈基金；同泰基金；  

3、私募：66家 

红杉资本(天津)；和谐汇一资管；雪石资管；石锋资管；正圆私募

基金；高信百诺资管；煜德投资；敦和资管；前海汇杰达理资本；同犇

投资；趣时资管；北京溪牛投资；新价值投资；上海磐厚动量；广州云

禧私募基金；上海玖鹏资管；广州圆石投资；百川财富；广州冰湖私募；

浙江久兴投资；中天汇富基金；运舟私募基金；坎盈资管；远信私募基



金；百年资管；方物私募基金；上海金友创智私募；重庆德睿恒丰；张

家港高竹私募；五地私募基金；杭州汇升投资；荷宝私募基金；上海金

恩投资；博普科技；冠达菁华基金；亘曦私募基金；横琴智合远见私募；

北京华诺投资；深圳广汇缘资管；上海聆泽私募；合木私募基金；传俊

资管；深圳民森投资；北京君成私募；上海富善投资；上海彤源发展；

上海泾溪投资；深圳乾图私募；益和源资管；上海嘉世私募；北京诚旸

投资；慧实基金；尚诚资管；上海红象投资；广州熙运私募；明源私募

基金；深圳梦工场投资；上海臻宜投资；上海固信投资；江西杜兹投资；

上海恬昱投资；上海阿杏投资；盈拓私募基金；上海东恺投资；深圳泰

聚基金；上海天猊投资；  

4、证券资管：5家 

浙商证券资管；东方证券资管；长江证券资管；国君证券资管；光

大证券资管 

5、保险：7家 

太保资管；长城财富资管；太平资管；中融人寿；中意资管；英大

保险资管；永安财险；华夏久盈； 

6、境外机构：4家 

太平洋保险资管；景泰利丰资管；彞川资管；CyberAltasCapital 

7、QFII/RQFII：1家 

WT 资产管理 

8、信托：3家 

中航信托；华能信托；华宝信托 

9、一般机构：16家 

星泰投资；量界投资；瑞银环球；德摩资本；联君资产；冰河资产；

弘瀚私募；度势投资；申银万国证券研究；广新集团控股；汉诚投资；

圆合金融；金码创业 

10、其他：3家 

义乌艾普思；北京维森豪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APC International 

Co.,Limited 



时间 2025年 02月 28日 15:30-16:30 

地点 线上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 张成康 

董事会秘书 柳子恒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于 2025 年 02 月 28 日下午 15:30-16:30 举行公司 AI 战略及

产品更新的说明会，本次说明会采用电话会议的方式举行，主要内容如

下： 

产业端，赛意信息作为深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头部工业软

件及企业管理软件产品厂商，洞察到行业在新技术带动下的发展新趋

势，随着传统 ERP向应用现代化+作业现代化演进趋势（核心财务保留

+周边业务模块解耦），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化需求会井喷，公司判断 2025

年为企业应用及制造应用的 AI落地元年。 

产品端，公司凭借 20 年行业积累加速技术布局，于 2023 年推出

AI 智能体中台“善谋 GPT”并持续迭代更新版本。一方面打造垂直行

业大模型，智能制造领域向下扎根；另一方面，通过 AI工具链构建合

纵连横网络，泛 ERP领域横向延伸。形成“纵向 AI 结合工业机理，向

下扎根行业 Know-how，横向 AI 组网，赋能跨系统业务协作”的双轨战

略。 

技术生态端，上述自主研发的“基于善谋 GPT的 PCB行业大模型”

于 2024 年成功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AI 框架昇思 MindSpore 完成相互

兼容性测试，并取得华为昇腾技术认证书及 Ascend Compatible 徽标

的使用权。 

标志着赛意善谋 AI 智能体平台已经完美适配华为昇腾 910B 芯片

实现国产化算力适配，并接入 DeepSeek等通用大模型增强多模态能力，

在长推理能力和开源优势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竞争力，为中国制造业提

供“中国算力+中国模型+中国 AI工具链+中国制造 AI积木应用”的全

栈式产品及服务能力。 

标志着国产 AI 应用与国产 AI 算力可以共同协助中国制造业走深

走实，从高技术制造持续演进到自我进化的 AI数字制造企业生命体。 



客户市场端，2025 年初公告 4800 万单体 AI 工业应用订单，覆盖

了 AI 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智能网联开发等项目内容，验证了 AI大模

型工业应用的商业化可行性。 

区域占位端，公司扎根广东。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连续 36年全国第

一，制造业规模亦是全国第一。公司依托广东制造业集群具有就近服务

的主场优势。 

未来，公司将继续沿着 DEEPSEEK 算力降本+AI 工具链应用降本方

向持续投入产品研发发布新品。 

数据参考：据全球领先的 IT 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 IDC 发布的最新

《中国制造业 MES市场分析及厂商份额，2023:行业聚焦，AI赋能》报

告中显示，赛意信息在高科技电子及计算机通信、光伏、家电三大领域

的生产制造产品解决方案市场厂商份额均为中国第一。 

 

公司就参会者在本次会议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问题 1：贵公司具体如何帮助制造业客户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 

回答：公司致力于提供一个易于使用的 AI 工具链，将 AI 场景工

程化，简化构建过程,使制造业客户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将自身流程与 AI

结合，从而提升业务效率，提高收入和利润。同时，通过 AI工具链将

各种应用系统快速耦合起来，形成协同工作的 AI 网络，降低 AI 应用

的成本结构，让每个企业都能负担得起并用得好 AI。 

问题 2：AI工具链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情况如何？ 

回答：目前制造业对此需求非常旺盛，公司业务部门接到大量基于

AI工具链实现的数据处理、大模型训练和微调，以及 AI应用开发等端

对端业务场景的需求。这反映出今年制造业企业软件领域，在 AI应用

落地方面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问题 3：公司在内部如何运用 AI 提升效率？ 

回答：公司通过 AI技术提升内部效率，特别是在开发测试方向，

力争实现成本降低20%到30%。同时，在研发方面利用大模型如Deepseek

来加速研发过程，例如用 AI智能体自主完成数据准备和标注，在研发



部门内用 AI研发 AI。 

问题 4：对于 ERP 板块业务的展望是怎样的？ 

回答：传统 ERP 系统的“大而全”架构已难以适应企业快速变化

的业务需求，尤其在智能制造与全球化运营背景下，ERP解耦是必然趋

势。通过将 ERP分解为模块化服务（如采购、库存、生产计划等），企

业可按需灵活组合功能。这一过程中，公司依托与超大型客户解耦重构

ERP 项目所积累的经验，推进企业应用现代化+作业现代化方法论：重

构过程中保留核心财务模块，逐步解耦外围业务系统，并借助微服务架

构与低代码平台实现敏捷迭代。同时，解耦后的模块更易与 AI技术融

合（如智能排产、动态定价），提升系统响应效率。当前，解耦服务已

覆盖电子、汽车等行业头部客户，验证了小步快跑的可行性，未来将进

一步扩展至新能源、高端装备领域。 

问题 5：除了智能生产，还有哪些领域可以应用 AI 技术？ 

回答：AI技术不仅仅是生成式 AI，还可广泛应用于视觉领域、物

流领域，例如多次联运、仓库选址、供应链网络分布优化，以及设备预

测性维护、AI质检等场景。 

问题 6：未来是否有可能复制当前刚签订的 AI 大订单的成功案

例？ 

回答：随着公司在 AI能力和客户实践经验的积累，会有更多后续

订单，每个订单规模可能不同，但这种经验与能力的输入将丰富公司在

整个 AI 领域的实践和成果。 

问题 7：对于垂类模型准确率和应用场景效率提升空间的测算公司

如何看待？公司在优势行业如 PCB 之外，在其他制造业门类的横向扩

张能力如何？ 

回答：公司内部正在紧密跟踪新版本长思维链推理模型的测试状

态，以评估其准确率和应用场景的提升空间，但具体的量化测算尚需进

一步分析。公司正积极进行横向行业扩张，特别是在 PCB 行业取得突

破的基础上，将技术和经验运用到其他如 PCBA、光伏太阳能板等领域。

通过构建强大的模型平台，能够更高效地蒸馏出适用于不同领域的模



型，实现智能体的快速构建与应用。 

问题 8：未来在机器人及相关领域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如何将现有

先进的制造业研发能力和资源融入到这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中？ 

回答：公司高度重视软硬一体的智能化方向，于 2021 年即开始着

手在工业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上进行投资布局。例如，投资了华东的赛

感智能，其专注于 3D激光雷达等智能传感器的研发；还投资了上海的

仙工智能，从事机器人控制器、移动机器人及机器人控制软件的研发与

生产；以及投资了广东的鑫光智能，专注于板材及光伏组件边框的生产

工位机器人的总集交付。这些布局与公司在软件方向的客户群体高度

重叠，在半导体、3C 电子、锂电、光伏、汽车零部件等行业有广泛应

用。未来，将进一步侧重于软件和 AI应用层面，与机器人硬件公司协

同合作，打造一体化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问题 9：关于制造业对于大模型生成式 AI 能力的应用，从预算准

备和投入节奏的角度，客户当前处于何种状态？该如何预判后续建设

节奏？ 

回答：当前，制造业对使用大模型生成式 AI能力的需求强烈。对

于预算准备情况，需根据企业现状分析，可能是从既有预算中切出一部

分用于新技术的探索和应用，也可能是新增专项预算。赛意信息科技会

基于客户的具体需求、预算安排及实施案例，协助客户制定合理的建设

节奏和预算规划。 

问题 10：公司在海外业务发展方面有何进展？ 

回答：公司去年成立了赛意国际，标志着海外业务的启动，并在日

本设立了子公司，进一步巩固了在亚洲的市场地位。出海战略从去年的

筹备阶段已进入落地执行阶段，预计未来一两年内将构建出公司业务

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5年 03月 0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