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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81,528,743.10 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46,681.80 3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112,305.00 2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78,362.02 164.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减少1.51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4,300,814.01 -14.7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28 减少1.2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36,183,509.06 981,110,937.92 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09,822,626.96 686,258,758.89 3.43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891.2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473,667.0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769,125.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524.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1,831.08

合计 1,934,376.80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54.79 系本期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预付款项 122.49 主要系购买材料的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0.82 主要系本期备用金及往来款项的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投资产业投资基金及苏州赛德克测控技

术有限公司所致

在建工程 110.00 本期新增试验台架建设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4.12 主要系预付资产购置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31.57 主要系支付货款办理银行承兑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1.45 主要系上期年末计提的绩效奖金和待发放工资

其他应付款 -80.30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代收代付政府拨付给个人的奖励

销售费用 -31.19

受疫情影响，本报告期三包、投标服务费较同期减少，

差旅及业务费较同期减少

财务费用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将部分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报告期内

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将部分闲置资金用于现金管理，购买理财

产品收益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0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投资收益较同期增长；销售费

用三包、中标服务及业务差旅费较同期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7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销售回款较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闲置资金现金管理及购建固定资

产等因素的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赵爱国 境内自然人 9,310,500 14.62 9,310,500 9,310,500 无 0

黄冰溶? 境内自然人 5,139,000 8.07 5,139,000 5,139,000 无 0

李辉? 境内自然人 4,837,500 7.59 4,837,500 4,837,500 无 0

史文祥 境内自然人 4,770,000 7.49 4,770,000 4,770,000 无 0

郁旋旋 境内自然人 3,933,000 6.17 3,933,000 3,933,000 无 0

史江平 境内自然人 3,600,000 5.65 3,600,000 3,600,000 无 0

张辉 境内自然人 3,325,500 5.22 3,325,500 3,325,500 无 0

苏州中新兴

富新兴产业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376,000 3.73 2,376,000 2,376,000 无 0

上海慧锦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2,160,000 3.39 2,160,000 2,160,000 无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2,022,239 3.17 0 0 未知 未知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孙慧明 2,022,239 人民币普通股 2,022,239

江苏新潮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29,407 人民币普通股 1,729,407

杨燕灵 580,652 人民币普通股 580,652

张晓冰 554,163 人民币普通股 554,163

上海贤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贤盛稳健增

强1号私募投资基金

510,336 人民币普通股 510,336

王新潮 441,554 人民币普通股 441,55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高端装备制

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4,629 人民币普通股 224,629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

房振武 1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00

章雷钧 128,997 人民币普通股 128,9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赵爱国，李辉、郁旋旋、张辉为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人；

2、史文祥与史江平系父子关系；

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三、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2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92,487,788.22 325,791,295.1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8,980,774.24 70,407,424.66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26,590,365.53 22,834,988.95

应收账款 118,003,460.00 121,772,759.94

应收款项融资 40,826,602.57 57,292,217.10

预付款项 18,183,920.88 8,172,912.06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6,135,107.98 4,689,735.13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16,057,280.75 204,237,356.41

合同资产 29,666,443.01 25,336,458.59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19,693.70 1,131,905.19

流动资产合计 858,051,436.88 841,667,053.1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3,455,1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91,739,582.19 94,077,366.26

在建工程 6,361,401.30 3,029,257.06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360,930.54 637,927.26

无形资产 13,622,563.01 13,755,058.23

开发支出

商誉 11,847,421.28 11,847,421.28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525,249.74 10,823,638.21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219,824.12 5,273,216.4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8,132,072.18 139,443,884.78

资产总计 1,036,183,509.06 981,110,937.9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0,605,785.49 23,262,496.53

应付账款 65,662,126.07 66,523,351.38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78,472,585.55 153,006,369.7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4,020,996.12 8,281,872.26

应交税费 12,149,772.22 10,115,257.23

其他应付款 547,518.79 2,779,447.31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8,313.36 119,567.50

其他流动负债 8,708,569.65 10,912,080.29

流动负债合计 300,285,667.25 275,000,442.27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88,403.07 106,052.05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2,273,491.77 2,308,885.82

递延收益 22,013,721.89 17,269,684.7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67,168.02 167,168.0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542,784.75 19,851,790.62

负债合计 324,828,452.00 294,852,232.8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3,700,000.00 63,7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66,248,383.03 366,248,383.0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14,977,408.03 14,460,221.76

盈余公积 17,668,889.85 17,668,889.8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47,227,946.05 224,181,264.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709,822,626.96 686,258,758.89

少数股东权益 1,532,430.10 -53.8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711,355,057.06 686,258,705.0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036,183,509.06 981,110,937.92

公司负责人：赵爱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书全 会计机构负责人：唐书全

合并利润表

2022年1—3月

编制单位：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81,528,743.10 77,724,133.48

其中：营业收入 81,528,743.10 77,724,133.4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8,047,726.80 57,974,381.13

其中：营业成本 47,783,738.71 45,064,736.97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406,419.33 809,339.82

销售费用 2,247,307.47 3,265,987.95

管理费用 3,721,334.13 3,930,799.89

研发费用 4,300,814.01 5,046,334.04

财务费用 -411,886.85 -142,817.54

其中：利息费用 2,283.45

利息收入 425,282.55 189,079.30

加：其他收益 473,667.06 397,011.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769,125.55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756,815.36 1,164,448.4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87,134.16 -474,979.99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7,891.2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6,201,381.34 20,836,231.84

加：营业外收入 25,524.04 620.00

减：营业外支出 9,867.22 201,375.2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6,217,038.16 20,635,476.60

减：所得税费用 3,237,872.40 3,082,609.6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2,979,165.76 17,552,866.93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2,979,165.76 17,552,866.9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23,046,681.80 17,552,866.93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67,516.04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2,979,165.76 17,552,866.93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3,046,681.80 17,552,866.93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67,516.04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7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7

公司负责人：赵爱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书全 会计机构负责人：唐书全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2年1—3月

编制单位：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1,693,178.07 72,218,210.8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41,761.22 2,155,996.9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7,534,939.29 74,374,207.7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6,991,600.58 29,385,401.9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310,480.51 11,402,891.82

支付的各项税费 4,196,186.09 11,080,680.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458,310.09 9,445,503.2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2,956,577.27 61,314,47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78,362.02 13,059,730.5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8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769,125.5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5,110.4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1,784,235.9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5,131,419.11 2,838,148.19

投资支付的现金 231,455,1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6,586,519.11 2,838,148.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802,283.16 -2,838,148.1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60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1,6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50.2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8,623,971.41 10,221,582.4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19,047,858.78 102,841,409.3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0,423,887.37 113,062,991.79

公司负责人：赵爱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书全 会计机构负责人：唐书全

2022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2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四、风险因素” 部分内容。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拟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1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3,700,000股，以此计算合

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707,700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拟派发现金红利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为10.07%。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事项已获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实施。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

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交所科创板 联测科技 688113 无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米建华 何平

办公地址 启东市人民西路2368-2370号 启东市人民西路2368-2370号

电话 0513-85636573 0513-85636573

电子信箱 zqsw@qdceqi.com zqsw@qdceq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为一家动力系统测试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为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的研发、制造和销

售，以及提供动力系统测试验证服务。 公司的产品及服务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船舶和航

空等细分领域动力系统测试，为新能源汽车整车、动力总成及相关零部件，燃油汽车动力总成及相关

零部件，船舶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及变速箱等动力系统相关设备提供智能测试装备；为新能源汽车整

车、动力总成及相关零部件，燃油汽车动力总成及相关零部件提供测试验证服务。

公司的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包括产品硬件和产品软件两方面。 在产品硬件方面，公司通过模块

化设计、个性化定制、模拟仿真等手段，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在大扭矩、高转速、高功率、高精度、高

动态响应测试装备领域已具备较强的研发、制造能力。 在产品软件方面，公司自设立起便自主开发智

能测试装备所搭载的软件系统，迄今为止经过多次迭代，已形成可涵盖测试准备、测试仿真、测试过程、

测试数据分析的软件平台；该软件平台具有全透明的程序架构、全图形界面、自动测试功能、内存映射

技术、高速数据记录功能、脚本系统、云存储功能、道路阻力模拟系统和集中监控系统等特点，并支持

INCA、ASAM、ASAP3接口以及DBC文件，具有模块化、集成化、协同化、开放化的功能，已形成完全独

立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系统。

公司的下游客户主要分布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燃油汽车领域、船舶领域和航空领域。 新能源汽车

领域相关客户有上汽集团、广汽集团、华为公司、蔚来汽车、日本电产、联合汽车电子、比亚迪、长安汽

车、广汽三菱、广汽菲亚特、江铃汽车、神龙汽车等；燃油汽车领域相关客户有潍柴集团、吉利集团、中汽

研、中国重汽、一汽集团、五菱柳机、全柴动力、玉柴机器集团、东风汽车、江淮汽车、北汽集团、上海机动

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等；船舶领域相关客户有潍柴重机、中国船舶集团、淄柴集团、济柴动力等；航

空领域相关客户有中国航发南方工业、中科航空、中航集成、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国营川西机器厂、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等。

2、主要产品和服务

公司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分为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和动力系统测试验证服务两大类。 公司的智

能测试装备主要测试对象为新能源汽车整车、动力总成及相关零部件；燃油汽车动力总成及相关零部

件；船舶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及变速箱等，下游应用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船舶和航空等。 公

司的测试验证服务主要测试对象为新能源汽车整车、动力总成及相关零部件；燃油汽车动力总成及相

关零部件，下游应用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等。

公司的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包括测试台架、测试线、测试保障设备、环检系统和设备升级改造。

测试台架是为完成动力系统测试所需的整套设备，主要包含测功器、测试保障单元、测试控制系统等；

测试线是为满足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 燃油汽车动力总成等动力系统相关设备大批量出厂下线试验

的要求，通过快装设备和AGV、RGV智能化物流系统整合多个测试台架，形成的自动化快装测试流水

线；测试保障设备是指为保障动力系统测试能够合规、有效运转的设备，如隔音降噪、温控系统等；环

检系统是指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测系统，用于检测机动车尾气排放状况；设备升级改造用于原设

备局部的升级改造，包括兼容新的被测机型、提高测试精度和为满足排放法规要求进行的改造等。 公

司的智能测试装备销售给下游客户后，客户的研发、生产部门使用并测试动力系统相关设备。

公司提供的动力系统测试验证服务，根据不同客户的试验需求，主要分为耐久测试验证和性能测

试验证。 耐久测试验证是测试被测件在一定工况下的使用寿命；性能测试验证是测试被测件在一定工

况下的性能指标。 测试验证服务是以公司自建的测试台架为基础，客户将被测件运送至公司进行测试

验证。 截至本年报期末，公司在南通地区、上海地区共建有62个测试台架，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测试验

证服务。

（1）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

公司主要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2）动力系统测试验证服务

公司根据不同客户的试验需求，测试验证服务主要分为耐久测试验证和性能测试验证，耐久测试

验证是测试被测件在一定工况下的使用寿命；性能测试验证是测试被测件在一定工况下的性能指标。

其中，耐久测试验证和性能测试验证可用于新能源汽车以及燃油汽车动力总成及零部件的相关测试，

并可模拟-40℃~150℃的环境温度以及5%-95%的环境湿度进行测试；性能测试验证还包括新能源汽

车整车能量流试验，用于分析不同工况下由动力电池提供的能量分配到各部件的有效功率、热损耗以

及机械摩擦损耗等部分的情况。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公司主要通过招投标或直接谈判获取销售合同，主要采用“以产定采” 的采购模式

采购原材料，定制化生产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 公司主要通过向客户出售智能测试装备、提供测试

验证服务实现收入和利润。

2、采购模式：由于公司产品和服务具有非标定制化的特点，主要原材料需根据详细设计方案外购

或定制，故公司主要采用“以产定采” 的采购模式。 公司经营所需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电气控制类、机械

类、电机传动控制类和金属材料类。 公司采用分类管理供应商，制定合格的供应商名录，选择合格供应

商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产品质量、工艺水平、交付的及时性、价格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对于重要原材料，

公司选用国际知名品牌，并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时积极开拓国内供应链体系，以保证供货

稳定和产品质量。

3、销售模式：公司的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公司的下游客户主要为新能源汽车领域和

燃油汽车领域的整车、动力总成及相关零部件厂商和科研院所，以及船舶领域和航空领域的发动机厂

商、科研院所。

4、生产模式：公司实行订单式非标生产，针对客户的每个项目订单实施项目管理。 公司生产部门

根据销售部门提供的订单，结合公司的原材料采购、订单交期等因素制定生产计划，进行生产排程并

执行生产，产品出库后在客户现场完成产品安装调试工作。 此外，公司生产部门会将生产工艺相对简

单、附加值较低的部分零部件由委托加工商进行加工。

(三)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所属行业为动力系统测试行业，下游应用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船舶、航空等，测试

对象主要为新能源汽车整车、动力总成及相关零部件；燃油汽车动力总成及相关零部件；船舶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及变速箱等动力系统相关设备。

我国动力系统测试行业相对国外发达国家起步较晚， 国际知名厂商以其多年的技术积累具有一

定的先发优势，我国动力系统测试厂商的产销规模、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及品牌美誉度等方面与国际

知名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高端市场尤其是在航空发动机研发测试等领域长期被国外厂商把持。

动力系统测试是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船舶、航空等领域研发、制造、后市场中的必要环节，是测

试产品性能、质量、排放与安全的必要手段。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便

将“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作为“全面提升工业基础能力” 的组成部分。 动力系统测试的产业链涵盖精

密仪器、电子元件、智能装备制造、软件控制以及将前述环节有机结合的系统集成等领域，是新能源汽

车、燃油汽车、船舶、航空、工程机械及其他领域动力系统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具有工艺复杂、产品需

求多样化、专业化程度高、技术更新迭代快、涵盖学科范围广等特点。

伴随着下游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巨大机遇，动力系统测试行业也迎来快速发展的契机，同

时也对动力系统测试装备的测试精度、抗干性、实时响应、控制系统、自动化、智能化等方面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先进的动力系统测试装备体现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方面的先进性体现在设备的抗干扰

性、测试精度、稳定性、测试过程的实时响应能力、测试结果的一致性以及各个配件的集成技术等；软件

方面包括测试控制策略的成熟度、测试功能的全面性、测试理念的先进程度、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等。

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船舶和航空等下游应用领域对于动力系统测试设备需求的主要技术门槛

如下表所示：

应用领域 主要技术门槛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领域对于动力系统测试设备需求的主要技术包括测试设备的信息融合技术、多元动力

系统信号来源融合技术、针对性测试方法的开发技术、硬件测试与场景模拟结合技术、高动态响应

快速原型控制技术、电机和混合动力NVH测试技术、动力系统能量流仿真测试技术、自动快接技术

等。

由于新能源汽车领域动力系统测试涉及动力电池、纯电、油电、油气混合动力、多轴多驱动变

速箱、控制器等被测对象，涉及多通道接口和各种工况，需要通过持续自研电力测功器、环境模拟、

道路模拟、条件保障模拟、驾驶模拟等测试设备和测试软件，开发出模拟上述不同场景的测试系

统，实现性能开发仿真平台、故障预测诊断、高速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分析等功能。

为达到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高速加载测试的要求， 需要开发低惯量瞬态响应的高速电机、高

频控制的四象限变频器、瞬态响应的实时快速原型控制软件等软、硬件技术，涉及转子动力学、电

磁学、精密机械、高速轴承及润滑、热力学等多项工程技术。

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NVH试验室用于测试噪声、振动和声振粗糙度，涉及声学、转子动力学、

热力学等多项测试技术，需要对试验室隔声仓本体、吸声材料、测试台架及隔振基础、通风空调系

统、电机及变速箱温控系统等持续优化、反复调试，进一步提高试验室的吸声能力、降低背景噪声。

新能源汽车能源消耗包括电能、电能和燃料混合能转化为机械能、热能，需要通过高精度的能

源消耗测试系统精确分析其动力系统的能量流，从而对其动力经济性进行分析和改进，涉及模拟

电池、四象限变频器、电能计量分析设备、电力测功器系统、电机及变速箱温控系统、实时控制硬件

及能量流分析仿真软件，并模拟不同的道路工况验证比对分析还原真实的能量传递过程。

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生产测试线需要通过自动快接技术实现油、水、气、电、传动轴和试验设

备的可靠自动对接，按照一定的节拍批量生产，还需搭载数据信息化软件系统才能实现生产下线

产品的数据后处理。

燃油汽车

燃油汽车领域对于动力系统测试设备需求的主要技术包括性能开发与排放控制测试的优化组合

技术、高精度燃油汽车动力NVH测试技术、高动态响应快速原型控制技术、自动快接技术等。

转速、扭矩、功率、油耗、排放等性能指标测试是燃油汽车发动机及其动力总成开发过程中重

要的性能测试项目，直接影响发动机及动力总成的动力性、经济性和排放水平等核心指标。 性能测

试涉及多种高精度、高动态的测试装备和真实环境试验的移动试验设备等，并需要开发与测试装

备对接的通信程序，优化性能测试软件、调试边界条件测试设备的控制精度，以取得最佳组合测试

精度。

为了进一步提高发动机及其动力总成性能测试结果的一致性，需要对测试台架的各个组成部

件包括测功器、测试保障单元、测试控制系统等软、硬件持续组合验证，提高测试台架的控制精度、

测试精度、工况适应性，软件系统还需具备实时采集和模拟真实工况仿真功能、瞬态响应功能。

燃油汽车发动机及其动力总成的高精度NVH试验室用于对发动机噪声、振动等声学指标进行

精确测量和调试，需要对试验室隔声仓本体、吸声材料、试验台架及隔振基础、通风空调系统、电机

及变速箱温控系统等持续优化、反复调试，进一步提高试验室的吸声能力、降低背景噪声，并开发

可隔室传动高精度动平衡的碳纤维空心传动轴、静音循环冷却水温控系统、静音通风空调系统、静

音燃油温控供应系统。

燃油汽车发动机及其动力总成的高动态模拟试验台能够满足ETC排放测试、NRTC瞬态循环

测试等需要模拟实际道路工况、阻力及驾驶操纵特性以测试发动机的排放性能并发现其动态运行

规律。 为此需要研发低惯量高动态的测功器、高速瞬态传动轴系统、自动化智能控制操控设备、高

速响应的温控阀以及高动态的发动机油、水、气温控系统，并开发出高动态的实时控制系统。

燃油汽车动力系统生产测试线需要通过自动快接技术实现油、水、气、电、传动轴和试验设备

的可靠自动对接，按照一定的节拍批量生产，还需搭载数据信息化软件系统才能实现生产下线产

品的数据后处理。

船舶

船舶领域对于动力系统测试设备需求的主要技术包括高功率大扭矩水力测功器的抗气蚀技术、高

功率大扭矩测功器的快速响应的伺服阀技术、高功率大扭矩测功器的高精度测量技术、高功率大

扭矩测功器的超大零件加工制造工艺及其整机测试设备的研发技术、大功率船舶动力测试油、水、

气条件保障技术、宽范围的串联测功器测试技术等。

在高功率密度工况下，高功率大扭矩水力测功器会产生严重的气蚀，严重影响测试的正常进

行。 由于气蚀的形成机理复杂，目前业界尚缺乏气蚀成因的理论体系，需要通过研究材料工程、流

体力学、热力学、制造工艺、仿真技术等工程技术，加以反复测试验证才能减缓气蚀的发生。

为满足高功率大扭矩水力测功器的控制需求，需要研制具有大口径、高动态响应、流量线性、

精确定位等特性的电液伺服阀装置。 此外，目前业界缺乏针对高功率大扭矩水力测功器的大型高

精度加工、制造设备，需要研制高精度大型零件的加工工艺，并开发克服材料高强度、高硬度特性

的切削技术和开发整机的性能测试设备。

由于高功率大扭矩水力测功器具有低转速大扭矩的特点，传统的转速、扭矩测量方法难于保

证高精度的测量。 传统的转速测量方法采用霍尔电磁测速传感器，分辨率较低，难以保证低速运行

工况时的测速精度，需要开发低速高分辩率光电编码器及其矢量测速方法；传统的扭矩测量方法

通过砝码标定，但由于结构尺寸大、所需砝码数量多，造成标定疲劳强度高，影响标定效率和精度，

需要开发具有微调功能的零泄漏液压传动的高精度标定方法。

大功率船舶动力测试系统台架试验需要模拟真实状态运行配置高精度智能可调的油、 水、气

恒温、恒压等条件保障设备，才能对动力系统性能进行精准分析研究，另外针对船舶动力的宽范围

测试要求，需要采用不同的水力测功器、电力测功器串联等技术通过智能控制软件实现扭矩分配

扩大台架的测试范围。

航空

航空领域对于动力系统测试设备需求的主要技术包括高速高功率水力测功器主轴转子的高等转

子动力学技术、抗气蚀定转子结构及材料工艺技术、高精度动平衡及工艺技术、高速轴承及其润滑

密封技术、高动态响应的阀门及伺服控制技术、高速的飞轮模拟惯量技术、高空试验台高速水力测

功器技术、高速高功率水力测功器高精度零件加工制造及整机测试技术等。

航空发动机具有高转速、大功率的特点，其动力输出测试需要采用具有低转动惯量、高转速、

高功率密度、高加速动态响应的高速水力测功器，该类型的测功器须避免高速高功率工况下的共

振，需通过不断的试验验证并结合高等转子动力学技术设计出合适的主轴转子旋转系统。

高功率高速水力测功器工作时会产生严重的气蚀，并严重影响测试的正常进行。 由于气蚀的

形成机理复杂，目前业界尚缺乏气蚀成因的理论体系，需要通过研究材料工程、流体力学、热力学、

制造工艺、仿真技术等工程技术，加以反复测试验证才能减缓气蚀的发生。

为了保证在高速运转工况下转子具有极高的平衡精度，需要通过反复的动平衡试验，为主轴

转子系统设计高精度高速运转的平衡工装、高速的动平衡机，并开发多次在线平衡技术。 此外，还

需要研制在高速运转工况下兼具高可靠性、长寿命的高速轴承，涉及材料、工艺、润滑、密封等技术

节点，需要通过反复试验、验证反馈，开发并改进喷射润滑、封严密封、浮环密封、高速机械密封、真

空抽吸密封等技术。

为满足高速高功率工况下试验的要求，需要采用进、排水阀联动高速响应的闭环控制策略，使

进、排水阀具有高速响应和高精度控制的特性。 针对旋翼类航空发动机，还需要开发高速的模拟飞

轮惯量技术，针对高空模拟试验台的还需要开发适合负压状态下的高速水力测功器，此外，目前业

界缺乏针对高速高功率水力测功器的大型高精度加工、制造设备、测试设备，需要研制高精度大型

零件的加工工艺，并开发克服材料高强度、高硬度特性的切削技术和开发整机的性能测试设备。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公司新能源汽车及燃油汽车产品获国内知名客户认可

公司为一家动力系统测试解决方案提供商，迄今为止，已成功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燃油汽车领域

的多家知名企业提供了动力系统智能测试装备及测试验证服务， 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和

品牌形象。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2021年度我国前十家乘用车、商用车生产企业销量排名如下：

前十大商用车生产企业销量排名 前十大乘用车生产企业销量排名

排名 名称 是否为公司客户 排名 名称 是否为公司客户

1 东风 √ 1 上汽 √

2 北汽 - 2 吉利 √

3 上汽 √ 3 长安 √

4 长安 √ 4 长城 √

5 一汽 √ 5 奇瑞 -

6 重汽 √ 6 比亚迪 √

7 江汽 √ 7 东风 -

8 长城 √ 8 广汽 √

9 陕汽 - 9 一汽 √

10 华晨 - 10 江汽 √

注：上表在统计时包含公司为客户的母公司或子公司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情形，下同；为保持与引

用出处的内容一致性，表格中的企业简称未作改动，下同。

根据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报告，2021年度我国前十大纯电动汽车厂商、插电混动汽车厂商销

量排名如下：

前十大纯电动汽车厂商销量排名 前十大插电混动汽车厂商销量排名

排名 名称 是否为公司客户 排名 名称 是否为公司客户

1 上汽通用五菱 - 1 比亚迪 √

2 特斯拉（中国） - 2 理想 -

3 比亚迪 √ 3 上汽乘用车 √

4 长城汽车 √ 4 华晨宝马 -

5 广汽埃安 √ 5 一汽大众 -

6 长安汽车 √ 6 上汽大众 -

7 小鹏汽车 - 7 吉利汽车 √

8 蔚来汽车 √ 8 上汽通用 √

9 奇瑞新能源 - 9 东风本田 -

10 上汽乘用车 √ 10 保时捷（进口） -

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的统计，2021年度我国前十大多缸柴油机、多缸汽油机企业销量排名如

下：

前十大多缸柴油机企业销量排名 前十大多缸汽油机企业销量排名

排名 名称 是否为公司客户 排名 名称 是否为公司客户

1 潍柴控股 √ 1 一汽大众 -

2 玉柴集团 √ 2 吉利动力系统 √

3 云内动力 √ 3 上通五菱 -

4 安徽全柴 √ 4 东风有限本部 -

5 江铃汽车 √ 5 长安汽车 √

6 解放动力 √ 6 蜂巢动力 √

7 浙江新柴 - 7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 -

8 福田康明斯 - 8 奇瑞汽车 -

9 东风康明斯 - 9 东本汽车 -

10 上柴股份 √ 10 华晨宝马 -

由此可知，2021年度，国内前十大商用车生产企业中，有7家为公司的客户；前十大乘用车生产企

业中，有8家为公司的客户；前十大纯电动汽车厂商中，有6家为公司的客户；前十大插电混动汽车厂商

中，有4家为公司的客户；前十大多缸柴油机企业中，有7家为公司的客户；前十大多缸汽油机企业中，

有3家为公司的客户。 下游行业内一流客户对公司的认可是公司技术、产品和服务位居国内领先地位

的体现。

（2）公司的航空用水力测功器为国内领先

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行业口碑和技术实力，在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中国航发南方工业

和国营川西机器厂实现航空发动机试验台首次应用国产高速水力测功器。 公司还与中国航发沈阳发

动机研究所签订了高速水力测功器供货合同， 标的设备系该单位为航空发动机测试台采购的首台国

产高速水力测功器。 此外，公司与中航集成签订了高功率密度水力测功器供货合同，标的设备为终端

用户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用于涡喷、 涡扇发动机的涡轮部件测试的首台国产高功率密度

水力测功器。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公司所处动力系统测试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取决于下游应用领域的需求情况， 公司的产品及服

务主要取决于下游应用领域在动力系统的研发投入和生产相关的固定资产投入， 与下游行业产销规

模并不具有完全正相关关系。 动力系统测试行业的下游应用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船舶、航

空、工程机械及其他，其中公司的产品及服务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燃油汽车、船舶和航空等细分领

域动力系统测试。

（1）新能源汽车领域

新能源汽车行业作为我国“十四五” 规划中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坚定支持的战略

方向，并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

据， 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354.50万辆和352.1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59.5%和157.5%。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我国2021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爆发式增长，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 我国动力系统测试行业将迎来进一步发展机遇，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①新能源汽车

行业加大在动力系统的研发投入和生产相关的固定资产投入，促进动力系统测试行业蓬勃发展；②新

能源汽车厂商为降低经营成本、开源节流，倾向于选择性价比高的国产设备；③受国际贸易市场不确

定性加剧的影响，新能源汽车厂商有动力提高测试设备的国产化率，减少对进口设备的依赖程度；④

我国仍处于汽车消费的发展期，人均汽车保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三、四线城

市和中西部地区人均保有量仍然偏低；⑤我国开始大力发展新基建项目，包括新能源汽车所用的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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