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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07 证券简称：索辰科技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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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具体名单见附件。

会议时间 2024年04月26日 15:00—16:00

会议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副总经理兼董秘：谢蓉女士

副总裁：孙扬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公司董事会秘书谢蓉女士对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及 2024年度一季度业绩基本

情况介绍如下：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收入端：2023年全年，公司营业收入为【32,038.14】万元，

上年同期为【26,805.23】万元，同比增加 19.52%；

利润端：2023年全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为【5,747.70】万元，

上年同期为【5,377.12】万元，同比增加 6.89%；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169.47】万元，上年同

期为【2,682.35】万元，同比增加 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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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结构：工程仿真软件业务部分收入全年度占比约 59%，

仿真产品开发占比约 41%，工程仿真软件业务依旧是公司业务

发展的重心。

毛利端：2023年全年主营业务整体毛利率 69.64%，较上年

同期增加 6.23个百分点。

费用端：销售费用本年为 2,030.5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8.09%；管理费用本年为 3,795.4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42%，这些绝对金额都比较小，变动主要系职工薪酬增加所

致。绝对值比较大的研发费用端，今年我们全年研发投入金额

达到 1.05亿元，同比增长 20.14%，占 2023年度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 32.85%。

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顶尖的研发团队，截止 2023年底在职

员工数量为 316人，其中研发人员数量为 202人，研发人员数

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为 63.92％；研发人员中，具有硕士研究

生以上学历的人员占比达到 62.87%，年龄在 40 岁以下（不含

40岁）的人员占比达到 76.24%，研发人员的学历结构和年龄结

构均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人才聚集效应不断显现。未来也会持

续引进领军级人才，优化人才结构，提升团队质量。

现金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715.50万元，

较上年同期降低了 5,808.16 万元，主要系支出的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650.23万元，主要系本

期新增了阳普智能和南京国鼎的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21,049.14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219,936.93 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所致。

【2024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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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端：2024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3186.42】万元，

上年同期为【714.10】万元，同比增加【346.22】%。

利润端：2024 年一季度，公司归母净利润为【-2126.80】

万元，上年同期为【-1951.16】万元。

现金流：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来看，2023 年一季度为

-7,105.98 万元，2024年一季度为 -3,638.47 万元。拆分来看，

主要原因是今年一季度回款情况比较良好。公司一季度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4,855.27 万元，去年同期值

2,623.10 万元，绝对值增加 2,232.17 万元，可以看到公司回款

的情况大幅改善。

2024 年全年展望：公司经营目标是收入较上年度保持增长，

经营重点还是放在快速把公司研发能力发展上去，所以希望在

保持公司利润端同比微增的情况下把公司人员规模拓展提升，

目前人员规划的目标是 400人左右。

公司副总裁孙扬先生对公司业务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技术端：公司积极布局最前沿的技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

（AI）技术与传统的 CAE仿真软件相结合，推动了仿真与设计

流程的革新。通过生成式 AI的赋能，我们的仿真平台能够自动

生成优化的设计方案，极大地提高了设计效率和创新能力。这

种融合不仅提升了仿真的准确性，还缩短了产品从概念到市场

的周期，为客户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公司还开发了基于智

能体决策的生成式数字孪生框架，这一框架结合了最新的 AI技

术和数字孪生理念，生成式数字孪生是工业领域下一步中美竞

争的核心之一，例如马斯克的企业正在广泛地运用生成式数字

孪生，能够大幅度地缩短研发和生产周期、降低成本的同时能

够进一步提高质量，Space X采用的正是生成式数字孪生技术。

索辰的数字孪生集成 AI人工智能、多保真度分析技术、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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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技术、自主几何建模等，能够以 1D的效率、3D的精度，

完成流体、结构、电磁、声学等多学科的实时性仿真，并基于

传感器监测结果，形成虚实结合的多尺度多学科物理机理模型，

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复杂工况和设备全生命周期的动态仿

真，实现具备真实物理机理的生成式数字孪生。

公司拟投资建设嘉兴生成式数字孪生基地进行数字孪生科

研研究和验证工作，拟打造全国产的数值风洞、电磁暗室、风

电实验室、HPC实验室等近 20个生成式数字孪生实验室。已为

航空航天、发动机、电子、电器、船舶等领域数十家军工单位

建设数字孪生项目。为客户提供了一个高度精确和动态的产品

性能模拟环境。通过这一框架，客户能够在虚拟环境中模拟和

分析产品在真实世界中的表现，从而在产品设计和运营过程中

做出更加精准的决策。公司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战略布局，

建立了强大的竞争优势，为客户提供了全面、高效、创新的解

决方案，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战略端：公司计划在 2024年大力发展民用市场，经过多次

探讨研究，我们选取了一些行业空间比较大，未来增长比较快，

高研发需求的赛道作为重点突破方向。首先是汽车，汽车作为

最大的 CAE运用场景之一，也是运用最成熟的场景。公司从几

个方向进行计划：

1.渠道拓展：公司成立了专门的销售团队，且公司的商业模

式也会有所转型，转向代销+直销的模式。2024 公司将继续与

国内优秀渠道代理商展开合作拓展，采用代销模式扩大民用市

场覆盖范围，利用增值服务代理商的本地知识和网络快速进入

新市场。这种模式还可以减轻制造商的销售和营销负担，让其

更专注于产品开发和服务提升。同时，通过增值服务代理商提

供的定制化服务和支持，可以增强客户体验，提高用户满意度。

2.优势的学科技术切入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索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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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些学科技术已经走到世界顶尖的水平，比如声学、复合材

料。且国内软件的计算速度相较于海外软件更具备优势，比如

我们最近发布的 LBM算法，格子 Boltzmann方法（LBM）是一

种介观尺度的 CFD方法，与传统的宏观方法（如 Navier-Stokes

方程的数值解法）相比，LBM具有低数值耗散、良好的并行性

和易于处理复杂几何边界等优势。索辰高性能 LBM求解器具有

高阶耗散精度和高稳定性，在瞬态湍流模拟和气动噪声等领域

有显著优势，并具有跨节点的多 CPU、GPU大规模并行能力，

高效的网格加密算法和内存管理使其在消费级显卡上也能进行

上亿网格的仿真计算。在消费者和政府注重燃油价格和排放的

时代，汽车的低空气阻力在实现良好的燃油经济性/电池续航里

程和低排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还看到消费者在车辆外

观设计和美学方面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当今

的空气动力学家和 CFD 工程师在交付多个开发产品时必须非

常紧迫，同时必须在较大的设计空间内进行探索，大多数传统

仿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并且会严重影响汽车制造商实现

考虑造型和空气动力学性能的最佳设计的能力。我们的高速度、

高精度的解决能力在客户那里非常具备竞争力。

3.更加开放的生态和技术支持：我们作为国内本土厂商，相

较于海外供应商，优势在于可以开放底层代码给与客户，配合

下游客户的研发体系，给到他们更加全面的技术支持，借助客

户对于自身所处行业的丰富工程经验，公司不仅可以获得宝贵

的反馈，理解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需求，还可

以直接观察其软件在实际操作中的表现。这种第一手的数据是

非常宝贵的，能够帮助公司更好服务客户。

此外，CAE发展趋势正从通用走向细化。深耕细分市场，

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需求开发专业化的仿真解决方案会大大拓

展市场空间，未来索辰科技将面向工业企业客户提供用于人形

机器人及相关产品设计、开发、实验、验证过程的软、硬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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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与集成方案，这是我们慎重考量后选择的方向。

未来公司的使命是开发针对机器人行业的专业软件和解决

方案。公司的机器人设计软件将涵盖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

本体的完整研发过程，从功能设计、构型综合、性能分析到结

构设计优化。这些软件的推出将极大地降低机器人研发的技术

门槛，协助企业提高产品创新水平、研发效率和设计质量，从

而促进机器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行业的繁荣发展。

公司还将提供专为机器人设计的仿真解决方案。无论是基

于模型(Model Based)还是人工智能（AI Learning Based）的技术

路线，机器人运动控制算法的开发都需要仿真的支持。一方面

软件若想克服对硬件的依赖，实现同步开发，需要借助仿真进

行测试验证；另一方面，用于机器学习训练的丰富而多样的场

景也需要通过虚拟仿真来提供。公司将提供一个虚实融合的机

器人仿真解决方案，通过环境交互机制、虚拟-现实误差迭代技

术实现更精准的仿真。

核心来说，我们关注的是机器人的“小脑 ”解决方案，即

如何去本能控制机器人的运动并应对各种场景。这其中最重要

的是系统的控制算法。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软件问题，而是

一个软硬件结合的问题。目前，国内人形机器人发展普遍面临

的挑战是缺乏感知能力，特别是在六维力传感器上。我们考虑

将它作为标准产品供应市场，并寻求合作机会。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开发整个的力和运动控制算法，并逐渐叠加多模态控

制，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小脑 ”解决方案。长远

来看，我们希望提供针对机器人行业的专用软件，包括需求定

义、产品定义、设计优化和控制算法。同时，我们计划开发自

家的人形机器人产品，旨在推动和验证相关应用 。这一过程需

要大量的实际工程应用，对此我们也会积极努力。简而言之，

我们的策略是“三步走 ”: 从标准产品入手，到研发软件解决

方案，最后发展成完整的机器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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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答内容：

1、2023 年公司对软件做了很多更新提升，具体是哪些？

答：产品方面公司有比较完整的产品迭代计划，为了民用

市场更快的进入，提升聚焦在几个比较重要的方向，比如：汽

车、机器人，根据这些方向公司做了产品迭代。

2、公司提到了开放底层代码，从底层驱动，未来商业模式

会是怎样？

答：CAE 软件面向不同工程要提供模型，所以受到不同行业

的影响，我们的优势是从底层物理模式发展起来的。当软件进

入新行业的时候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就需要从物理模型调整，

软件代码也要调整，这里面要和客户要一起合作，这个成果是

可以分享的。这也是我们作为本土厂商的一个竞争优势，能更

好的提供基础技术，有更好的服务能力。

3、公司业绩一季度大幅增长，是不是回款开始有增速的开

始？

答：首先有些单子是从去年四季度递延到今年一季度所以

收入增长比较多。再就是一季度本身也是好的，而且我们感受

下来节奏也是在加快的，可以看到公司回款的情况大幅改善。。

4、机器人事业部的六维力和力矩传感器，能简单介绍一下

团队的积累和目前客户落地的情况？

答：六维力和力矩传感器是我们首席科学家高峰教授在 90

年代末就在从事的研究和探索，目前的结构形式是他早期探索

的结果。主要的核心，我们是采取机构的设计，这个形式的好

处，线性度比较高，解耦度比较高，这是由它的结构实现的，

也是他精度高的主要原因。公司的六维力和力矩传感器已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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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运用在工程项目，比如数字孪生中需要采集信息。进度上来

说从我们决定将六维力和力矩传感器推向市场是2-3月的事情，

现在我们开始生产小批次的传感器，大概需要一个月给到客户

送样。

5、请教一下生成式 AI 这块我们的产品情况，展望一下未

来的需求和市场空间。

答：生成式数字孪生是 CAE 发展的重要技术方向，一方面

传统的仿真和工业互联网融合已经在往数字孪生发展，会带来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几个方向：首先人工技术和物理算法的融

合，可以提升我们计算的速度和效率。另一方面生成式技术可

以帮助我们减少人力的劳动。第三就是真正在做仿真的时候对

工况是理想化的处理，真实的环境比较复杂，需要各种各样的

条件优化方案，生成式的技术可以对设计进行优化。

6、机器人目前可见的订单和送样情况如何？

答：目前还没有实际订单落地，现在正在和客户进行意向

沟通。我们今年以发展研发技术能力为主，盈利端有一个收支

平衡的目标。

7、公司 2023 年前五大客户占比比之前的下降很多，集中

度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是口径改变还是来自于新客户？

答：口径是没有变化的，还是按照集团做统计的，确实拓

展了新的业务群体，2023 年有民用端的客户进入公司前五大客

户。

8、上面提到的民用客户的行业属性是什么？

答：民用客户属于服务航天这块的。

9、站在我们现在时点对民用市场的展望，怎么看待公司和

海外厂商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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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民用行业我们的挑战压力比较大，竞争方向首先是民

用行业面临很多新技术挑战，原有的工具流程不能很好解决新

的工程问题，这块和海外厂商在同一起跑线；其次我们会改变

我们的销售，从直销拓展到增值代理商，利用他们的经验积累

会好很多。再就是做好底层生态，提供对底层能力的支持。此

外我们和海外厂商硬碰硬的竞争也有机会，索辰科技的声学、

复合材料是比较领先，可以同台竞争，尤其是客户有新需求的

情况。

10、公司未来在 EDA 厂商的和合作有些新的计划进展嘛？

答：最近我们和 EDA 公司探讨了很多，半导体行业公司发

现有很多机会，当 IC 发展走向更密集、集成度更高的方案会面

临多场、力的耦合，海外软件目前也做不到多物理场耦合，反

而我们有些针对性的机会，如 SIP 面临耦合问题、电子场结构+

流体+热的综合问题。其次在加工生成过程中，微尺度的结构、

热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我们有机会做。我们和 EDA 行业

契合度非常高，互补性比较强。

11、公司下游客户有航空、航天、汽车，公司软件能不能

适用在低空经济？

答：低空经济与航空业需求接近，CAE 软件在计算流体动力

学、声学、结构方面具有优势。公司非常看好低空经济的市场

前景，目前还没有订单落地。

12、声、光、电磁这些学科 2023 年是否有所增长？增长来

源哪里？

答：声、光、电磁这些学科相对来说增长还是快的，因为

声音的作用越来越多，这方面需求越来越旺盛，我们新的 LBM

计算流体力学求解器，通过损态计算，一次性完成对风阻和风

噪的计算。对过去基于稳态的 CFD 算法是大革新，能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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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汽车行业产品研发流程。

13、汽车订单现在什么进展？

答：我们在积极争取，预计很快就会有汽车行业的项目正

式落地的。另一方面，汽车行业切入确实有难度，海外软件融

入研发体系比较深，单纯从工具上改变有难度。我们也希望我

们下游有更加创新发展的精神，和国内软件一起成长。传统风

阻风噪，是不同部门负责的，这对我们的优势体现也很难。对

汽车的中、低、高频一体化的解决，我们可以在一个软件实现

不同的功能。

14、公司目前研发投入情况，包括投资并购力度如何？

答：去年开始收购阳普智能之后也做了其他的标的的尽调

沟通，我们希望近期有一个或者几个项目能够落地，这些标的

和我们的技术方向，整个产业上下游都相关的，可以对我们的

产品线做补足。研发方面公司今年还是会加大投入，我们正在

嘉兴建实验室，包括人才梯队也会进一步细分未来做更好的研

发投入。

关于本次活动是否

涉及应当披露重大

信息的说明

不涉及应披露的重大信息。

附件清单（如有） 附件一：《参会人员清单》

日期 2024 年 04 月 30 日



11

附件一：《参会人员清单》

陈飞云 深圳市金之灏基金

俞悦 上海懿坤资产

赵梓童 永望资产

田超平 循远资产

Richie Jiang Vontobel Asset Management Inc

陈莲蓉 上海中域投资

李同心 顺势同心（厦门）投资

刘岚 易方达基金

夏思寒 海通研究所

高远 兴银理财

韩立 上海睿胜投资

武雪原 国泰君安证券

胡纪元 长城财富保险

江维 长城财富保险

谢成 上海东方证券

张鹏 融通基金

吴亮 沣杨资产

刘青林 上海呈瑞投资

唐玉堂 广东民营投资

张祺昌 粤开证券

刘沛力 上海弥远投资

赵阳 国投证券

包戈然 弘毅远方基金

闫旭 华宝基金

崔航_ 申万宏源研究

颜枫 上银基金

章礼英 江苏瑞华投资

易羽心 安信证券

骆凯奇 任烟雨资产

杨文健 光大保德信基金

熊适时 杭州银行

刘新宇 华泰证券证券

马庆刘 中信证券

田俊维 博时基金

熊亚威 开源机械

卢正羽 中航证券

赖正健 上海贵源投资

范洪群 安信证券

傅晟 华富基金

蔡天夫 上海伯兄投资

袁伟涛 国富联合（青岛）私募基金

耿军军 国元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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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文 华商基金

赵杰 招银理财

张元涛 东海基金管理

柳珏廷 华西证券

张兴飞 荷荷(北京)私募基金

王倩云 上海留仁资产

叶中正 山西证券

刘彬 上海海通证券

施桐 上海趣时资产

广发雷 山西证券

李亚斌 博时基金

陶韫琦 浙商证券研究所

赵宇阳 华西计算机

潘登 东方阿尔法基金

徐东晓 兴证军工

高笑潇 博道基金

王鑫旸 华福证券

刘一哲 中泰证券

唐月 中原证券

林海亮 华泰证券

徐康 华西证券

王国含 野村东方

陈矣骄 国金证券

冯瑞 山西证券

邓文鑫 西南证券

郭义俊 国海证券

韩林轩 中信证券

孔厚融 民生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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