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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普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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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参观 

其他（线上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

姓名 

Abrdn Alternative Invs Ltd、Aiim-Ai Inv、AIIM Investment Management–

HK、Capital Strategy Research–Beijing、Cathay Life Ins Co Ltd、Daiwa 

Capital Markets Hong Kong Limited、Deutsche Bank、East Capital Asset 

Mgmt、FACT Capital LP、Fidelity Invs、FIL-Hong Kong、Finexis Asset 

Management-SG、FMR Inv Mgmt Hong Kong、Grand Alliance Asset Mgmt Ltd、

Hel Ved Capital Mgmt Ltd、HSBC Global Asset Mgmt Ltd、HSZ (HONG KONG) 

LIMITED、Janchor Partners Ltd、Jefferies(Japan)Limited、JPMorgan Asset 

Mgmt (Taiwan) Ltd、Manulife Asset Mgmt (Asia) Ltd、Manulife Asset 

Management- HK、Neuberger berman、Overlook Investments Limited-HK、Pleiad 

Inv Advisors Ltd、Point72 Hong Kong Ltd、Polymer Capital Mgmt (HK) Ltd、

Rheos Capital Works Inc.-JP、Schroders Plc、UBS Global Asset Mgmt- 

Investment Advisor、Wellington Mgmt Group LLP、华泰证券、瑞穗证券北京

代表处、华安证券、开源证券、广发证券、民生证券、申万宏源、国盛证券、盘

京投资、麦格理证券、麦格理资本、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摩根大通证券、摩根

士丹利亚洲、国泰君安、中信证券、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玄卜投资(上海)、长城

证券、东亚前海证券、耕霁（上海）投资、国元证券、盛博香港、中国银河证券、

招商证券、德邦证券、富瑞金融集团香港、花旗环球金融亚洲、美林(亚太)、深

圳市智诚海威资产、中金公司、东兴基金、国信证券、凯基证券、泓德基金、璞

跃中国、瀚伦投资顾问(上海)、上海羿扬资产、华创证券、亚太财产保险、上海

瓴仁私募基金、深圳丞毅投资、广州睿融私募基金、北京橡果资产、鹏华基金、

弘则弥道(上海)投资、角点资产、施罗德投资、中信建投证券、汇丰前海证券、

安信证券、寰薪企业管理顾问(上海)、中意资产、国华兴益保险资产、上海坤阳

资产、西藏合众易晟投资、西南证券、鸿运私募基金、江苏省国际信托、长江证

券、天风证券、德意志银行、德银投资、华峰资本、东北证券、陆家嘴国泰人寿

保险、上海弘尚资产、瑞银证券、浩成资产。 

时间 2024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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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价值在线（https://www.ir-online.cn/）网络互动、线上会议 

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 许学亮 

证券事务代表 余丽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

内容介绍 

 

问题1： 公司 2023年度及 2024年一季度业绩下降原因？ 

回答：2023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94,387.0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9,370.87万元；2024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22,671.6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730.19 万元。同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一季度相比 2023 年四季度显著改善，下降主要是下游主要行业产线投入需求放

缓造成公司收入下行的同时，公司为未来发展持续投入的费用维持在高位。 

 

问题2： 介绍下公司 2023 年各产品线更新情况？ 

回答：公司始终秉承以产品和技术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并在 2023 年取得了

显著成就。2023 年全年，公司研发投入达到 2.02 亿元，同比增长 5.88%，占营

业收入比例为 21.43%。通过不断加强与客户的技术交流，公司在产品创新上取

得进展： 

①光源产品线：为满足更复杂应用场景的需求，公司推出了多颜色可切换的

光纤光源、可消除莫尔纹的高清晰平面无影光源、适用于反光工件表面缺陷检测

的平面条纹光源，为客户提供了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率的光源解决方案。 

②视觉软件产品线方面：公司持续对软件功能和算法进行升级迭代。过往项

目应用中，随着市场检测标准逐渐增高，单一的 2D 应用已难以满足应用需求，

需多维度的检测方案，逐步拓展应用 3D 检测和深度学习检测，覆盖更多应用场

景，有效提升检出率。同时，公司还对智能软件平台 Smart3 和视觉算法库

SciVision产品进行了升级，持续优化算法效率和资源占有率，强化算法抗干扰

能力，增强了标定、3D测量、外观检测、通讯等工具的功能和易用性。 

③镜头产品线：公司持续完善镜头产品线及其应用范围，各个成像镜头产品

类型的应用由中大视野拓展到中小视野的高精度检测应用。在定焦镜头产品方面

推出微距定焦镜头，远心和线扫镜头产品推出高倍率大靶面远心镜头和线扫镜

头，在显微镜方面研发出高倍率工业显微镜。 

④2D 相机产品线：对于只需要获取二维信息的检测系统，2D 相机能更容易

实现高精度、高速度的检测，同时成本更低。公司顺应行业应用要求，结合成像

质量、光谱响应范围、功耗、产品结构尺寸、散热以及成本等方面迭代升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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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更多同时满足高分辨率和高帧率要求的新型产品；同时细化行业应用，完善

相机分辨率覆盖超小分辨率到超高分辨率产品线。 

⑤3D 产品线：3D 视觉作为机器视觉的重要组成，可以真实还原出物体的三

维信息，更好地满足对于高精度定位、抓取、检测等场景的需求，填补了 2D 视

觉的应用空白。公司线扫 3D 产品不断改进硬件技术，优化光路设计，持续推出

精度更高、速度更快的产品，专注满足 3C 电子、锂电、汽车、半导体、光伏等

行业视觉应用。结构光 3D产品在 3D图像处理技术上取得重大成效，解决边缘不

清晰、环境干扰等技术难点，在器件装配、物流运输行业取得重大突破。未来，

3D 视觉技术将持续创新，助力实现更智能、高效的市场应用。 

⑥智能读码器产品线：中国制造业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这一过

程中，智能设备和自动化技术扮演着关键角色。智能读码器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快速

发展，智能读码器的市场需求预计将持续攀升，行业发展态势良好。公司在智能

读码器产品线研发不断取得突破。 

a.AI成像和解码技术：传统的读码器通常依赖于较为基础的图像处理算法，

这些算法在处理复杂或低质量的条码时可能会遇到困难，导致识别速度和准确率

受限。AI 芯片可以处理和优化读取到的图像，使其更清晰、更易于识别。公司推

出内置 AI 芯片的读码器产品，利用先进的深度学习算法和图像预处理技术，能

够更快地处理复杂图像，即使在条码损坏、模糊或光照条件不佳的情况下也能实

现高速、高精度的识别。不仅提高对复杂场景下条码的解码能力，还能够根据不

同的应用场景自动调整识别参数，提高识别的准确性和效率。 

b.液态镜头技术：液态镜头技术是一种创新的成像技术，它利用液态材料（如

油或水）的物理特性来实现镜头的焦距调节。这种技术在智能读码器中的应用显

著提高了读码效率和适应性。传统机械对焦镜头依赖于机械部件（如马达和齿轮）

来移动镜片，改变焦距，实现聚焦。由于机械移动部件的限制，对焦速度较慢，

特别是在连续对焦或快速变焦的场景中，且长期使用中机械磨损可能导致对焦不

准确。液态镜头通过改变内部液体的形状或压力来调节焦距，能够实现快速自动

对焦，适合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应用场景，如高速生产线上的条码读取，且具有较

大的焦距调节范围，能够适应不同的工作距离和拍摄需求，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更强。公司推出液态镜头智能读码器产品，进一步拓宽应用场景的需求。 

⑦智能相机产品线：公司全新推出多功能一体化 SC系列智能相机，体积小，

性价比高，有效适配了安装空间小、行业专用化等应用场景。采用图形化编程设

计，操作简单、易用；不仅有上百种视觉检测算法加持，还支持深度学习功能，

能轻松应对计数、定位、测量、识别及缺陷检测等各类复杂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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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传感器产品线方面：公司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在传感器的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小型化和高精度方面，取得了多个技术突破，为客户提供更加稳定更加

智能的传感器产品。 

 

问题3： 中国企业出海是否会为公司海外市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回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重构的大时代背景，给国内企业的发展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但也同时带来了相应的机遇。国内的新能源、消费电子等行业的

头部公司均在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通过投资、合作等方式，寻求产能在全球范

围内的落地。与之相应的，国内的成熟工业自动化产品，也在这个过程中走出国

门，服务新形势下的全球产业链。 

公司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全球化的布局，海外客户项目配合 15 年以上经验，

并积极开拓欧洲、日本、印度、越南、泰国等海外市场，通过本地化服务更好地

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增强客户黏性，提升服务质量。近年来，随着产业链的重

构，公司的产品也逐渐出现在更多的海外产线上。下游客户在全球产线布局的持

续调整，将带来更多的新增资本开支需求，从而带动对公司机器视觉产品的需求。

未来公司也将进一步加大海外市场的布局，把握海外市场发展机遇。 

 

问题4： 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国产替代给公司带来的机遇有哪些？ 

回答：（1）机器视觉软件系统的国产替代：机器视觉的软件系统是整个机

器视觉产业链上，国产化程度相对较弱的领域。海外品牌仍长期占有一定的竞争

优势。随着整体视觉技术的进步，国产视觉软件系统在更多应用场景的实践验证，

软件系统的国产化将为行业带来充分的增长空间。 

（2）工业自动化设备在更多行业领域的国产替代：机器视觉是工业自动化、

智能化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度与设备本身的国产化程度高度相关。消

费电子、锂电等行业设备国产化带动视觉市场的高速发展已经印证了这一点。目

前在汽车、半导体等行业的高端设备方面，国产化率还有较大空间，也留给了机

器视觉行业更多的发展机遇。公司在机器视觉、机器视觉软件系统领域，一直以

自研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也将受益于配合下游客户进行国产替代的过程。 

 

问题5： 想问下公司在国内机器视觉行业的占比情况？ 

回答：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GGII）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机器视觉市场

规模 170.65 亿元（该数据未包含自动化集成设备规模），其中对机器视觉技术

要求较高的行业，中国 3C电子行业机器视觉市场规模为 43亿元，中国锂电机器

视觉市场规模为 21亿元。奥普特 2022年、2023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1.4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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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亿元，业务收入集中于 3C电子及锂电行业，在行业中有明显的技术领先优

势和市场影响力。 

 

问题6： 2023 年公司的深度学习技术在下游主要行业应用程度？ 

回答：公司持续推进深度学习（工业 AI）技术在各行业加速落地。锂电行业

是公司深度学习（工业 AI）技术最早实现落地的领域。2023 年，通过在行业工

艺难点上的成功应用，公司进一步证明了深度学习（工业 AI）技术的先进性和价

值，深度学习（工业 AI）产品在各工序的覆盖率得以提升。消费电子行业方面，

通过应用公司的深度学习（工业 AI）技术，可以解决行业长期难以解决的检测痛

点。2023年，公司在这方面与客户深入配合，并逐步进入技术验证及试线阶段。 

 

问题7： 2023 年公司主要投入哪些关键领域？ 

回答：尽管公司经营面对短期增长压力，但公司依然坚持对关键领域的持续

投入，以保持技术和市场的领先地位。2023年公司研发投入达到 2.02亿元，同

比增长 5.88%，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1.43%。公司投入大量资源持续发展深度学

习（工业 AI）技术，拓展传感器等新产品线。同时，2023 年公司募投项目“总

部机器视觉制造中心项目”阶段性投产运营，提升了公司的产能和自产能力的同

时，也新增了折旧、摊销的压力。上述投入对公司短期盈利产生了一定压力，但

是，我们认为是公司保持长久发展和持续进步的必要投入。 

 

问题8： 公司的工业相机产品有哪些优势？ 

回答：（1）工业相机规格齐全，产品型号超过 200 个。丰富的产品线使得

公司工业相机在市场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能够满足不同行业和客户的多样化需

求，无论是需要高分辨率、高帧率还是大视野的场景，公司都能提供适合的解决

方案，赢得市场广泛认可。 

（2）3大核心技术突破，引领工业相机智能化发展。相较于在安防监控领域

占据优势的视觉企业，公司在工业相机产品技术能力上，有着更加强大的适应性

优势。借助在机器视觉领域的长期深耕，公司研发团队从底层核心技术出发，深

入探索电路设计、电源噪声、传感器芯片成像校正、数据传输及抗干扰技术，成

功实现优质成像、高传输效率以及低功耗三重突破，并持续推动工业相机向智能

化创新升级，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 

（3）日产能达到 5000 台，订单交付能力持续攀升。2023 年公司总部机器

视觉产业园正式投产，在先进的 AGV、WMS、MES、MRP 系统全面支持下，公司智

能工厂已成功实现数字化场景的全覆盖，确保生产现场与物流数据的实时采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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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此外，公司特别设置了功能一体化的测试系统以及 sensor 脏污自动检测

系统，严格把控材质和工艺细节，从而不断优化品质、成本及交付等关键指标。

通过坚持不懈的自主研发和技术革新，升级先进生产制造设备，践行精益生产管

理体系，完善全球服务网络，公司构建了强大的自研、自产、自销能力。 

（4）30+行业深度定制，53000个客户定制案例。公司工业相机在医疗、半

导体、锂电、汽车、3C、印刷、纺织、光伏等多个行业应用中展露出显著的技术

优势，特别是在半导体、汽车制造和锂电行业，这得益于公司在行业及客户方案

定制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成功经验。公司在长期的服务中已累计为客户提供超过

32000个非标定制方案以及 53000多个工业应用案例。2023全年，公司提供了超

过 39000次的技术服务，并成功打造 22900个光学成像解决方案，公司始终保持

对客户生产制造各个环节的深入了解和敏锐洞察，针对客户的具体需求和难点，

提供专业且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5）全球 20+国家地区，15000家客户的共同选择。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积极

布局，设立了多个子公司和办事处，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土耳其、印度、

越南、美国、德国等国家。同时，公司与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家

的合作伙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公司已

在全球范围内设立 30多个服务网点，提供 7*24全天候企业级服务，如有需求，

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调派技术服务人员，产品和服务已覆盖 20 多个国家及地

区，成功服务超过 15000家客户，包括众多世界 500 强及全球知名设备制造商。 

 

问题9： 介绍下公司的研发模式？ 

回答：公司的主要产品机器视觉核心软硬件及拓展中的工业传感器产品是实

现智能制造的关键构成部分之一。公司所处行业为机器视觉行业，属于技术密集

型行业。研发能力是关系公司在行业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之一。公司的研发主要

包括基于各机器视觉软硬件产品及工业传感器产品的研发和基于机器视觉解决

方案的研发。 

基于各机器视觉软硬件产品及工业传感器产品的研发，公司坚持基础研发、

产品研发与前瞻性研发并重。一方面公司通过包括对光学成像、图像处理、深度

学习（工业 AI）、3D视觉技术、异构计算、电子电路及精密结构等技术的研究，

为产品研究夯实了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公司也贴合客户需求不断研发改进既有

产品，有效地满足客户需求、提升用户体验；此外，公司根据业务发展规划，结

合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的产品研发和布局。 

基于机器视觉解决方案的研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针对客户具体的

需求和应用场景进行的方案研发。机器视觉的应用场景千变万化，在实际应用过



证券代码：688686                                  证券简称：奥普特 

程中，需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如被摄目标自身的大小、形状，机器视觉所

在设备的自身结构、速度等，对机器视觉系统的影响，才能设计出合适、可实现

应用目标的方案。第二个层次是从若干客户的各种具体应用场景中对解决方案进

行总结研发，提炼出在一定应用场景下相对普适性的解决方案，从而向客户提供

更优化、简洁、高效的产品和服务。第三个层次是将应用数据反馈回具体的机器

视觉软硬件层面，总结出产品改进和新品开发的路线，促进产品的研发。 

 

问题10： 奥普特目前产品以自我生产为主，未来是否可能采用基恩士模式，委外

加工为主，降低成本？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机器视觉系统涉及的部件较多，同一种部件规

格型号众多，企业完全自产涉及的部件及型号，不具有可行性。公司现机器视觉

核心部件以自主生产为主，未来在品质可控的情况下会考虑其它的模式生产。谢

谢。 

 

说明 

投资者接待活动过程中，公司管理层积极回复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回复的内

容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文件的规定，回复的信息真实、准确，不涉

及应当披露的重大信息。 

附件清单（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