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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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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

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为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517,636,745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和防务 股票代码 30039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桦 孙鑫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部大道158号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部大道158号

传真 029-88452228 029-88452228

电话 029-88454533 029-88454533

电子信箱 thdsh126@126.com thdsh126@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立足于低空近防推动低空制空权能力建设，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以便携式防空导弹信息化指挥为重点，通过军事牵引、主业整合、转型升级，不断

完善各项技术及产品，形成了军民品共举融合发展的业务布局，军品业务主要以子公

司天伟电子为业务平台，聚焦于低空近防、边海防等方向，民品业务主要以子公司华扬

通信为射频产业化平台，聚焦于5G射频产业链方向，同时为了践行国家战略、深化军

民融合的发展思路，在公司军民两用核心技术的支撑下，公司打造了“新一代综合电

子信息（天融工程）” 业务，聚焦于物联感知、行业大数据等方向，构建军民深度融合

的一体化电子信息体系。 现阶段，公司已形成了“军工装备”“通信电子”“新一代综

合电子信息（天融工程）” 三大业务体系并持续深耕。

1.军工装备

以新一代综合近程防御系统为核心，全力推进新一代低空近防（中国猎影2.0）、

智能立体边海防（猎狐）、要地防空、战场环境综合感知、数字军营、国防动员、5G军事

应用和军工配套业务，核心产品包括：便携式防空导弹作战指挥系统系列、野战通信指

挥系统系列、雷达与作战指挥系统、智能边海防立体侦察指挥系统装备系列以及低空

目标指示雷达及地面、海面目标侦察监视雷达、边海防智能哨兵系列、水下无人作战系

统（猎声）系列产品。

2.5G射频

以研发和生产面向无线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市场所需射频芯片、器件、模块和材

料为核心业务，可为4G/5G、WIFI、NB� IOT等技术领域的用户提供多类产品，核心产

品包括：旋磁铁氧体材料、各类隔离器/环形器、射频芯片/模组产品、金属基覆铜板、玻

璃基板、先进封装材料等在内的多类产品。

3.新一代综合电子信息（天融工程）

“天融工程”是以国防和军事应用需求为牵引，“空天地水人” 一体化全域感知互

联的军民深度融合的电子信息体系。 目前，天融工程在灯联网、照明与通信芯片、射频

芯片、宽频段低成本综合感知传感、数据融合、边缘计算与数据加密、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分析、心理健康服务、数字海洋等核心关键技术方面进行布局。

（1）物联感知

围绕5G行业应用，结合智能感知技术、边缘计算、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和先进通信

技术，推动以“5G物联+天和边缘云”为核心技术的灯联网落地实践，进一步拓展公司

物联感知产品谱系；围绕感知人、研究人、保障人，融合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

术，推动体质体能评估以及心理服务系列产品落地，持续推动“云脉” 的系列化产品拓

展，为政府、行业、个人提供健康管理、安全管理及业务协同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围绕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5G智慧城市管理、智慧交通、智慧工厂等行业的物联感知需

求，提供行业解决方案和综合传感器产品，核心产品包括：空海一体智能哨兵、低空卫

士、交通卫士、工业灯联网等。

（2）行业大数据

聚焦国防动员潜力数据挖掘、交通战备大数据、低空空管空防数据服务、应急救援

AI、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十分平安系统）、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场景的

大数据服务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数据获取、数据挖掘、数据共享、数据应用等服务和

产品，核心产品包括：党管武装、仓库卫士、低空安全数据平台、空海一体监测系统、生

态卫士、通航综合运行支持系统、通航飞行服务站、通用机场移动塔台车、通航公司运

营平台、无人机飞行协管系统。

（3）数字海洋（海链）

以海洋无人技术、海洋传感器技术、组网探测技术等产业化为支撑，全力推进“海

洋智能感知大数据服务” ，依托掌握的核心技术，已形成了水下无人平台、海洋传感器

的系列化数字海洋产品，核心产品包括：水下无人自主航行器（AUV）系列、水下爬壁

机器人、潜浮标、水面拦阻系统等海洋平台，海洋水文参量传感器XBT/XCTD、多频段

目标探测声呐等海洋传感器，为海洋环境多参数感知体系、立体海防体系提供数字化

解决方案，公司数字海洋业务逐渐向体系化和规模化发展。

公司部分产品分类及说明如下：

（二）行业情况、行业趋势

1.军工装备业务领域

军工行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密集和受政策严格监管的行业，该行业涉及国

家安全、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等多个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军工行业直接

服务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 受益于“十四五规划” 中“加速

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 等战略目标的逐步落实，传统武器装备的

更新换代创造了对军工电子产品的大量需求。 随着武器装备智能化趋势的不断深化，

预计军工电子行业整体市场规模将保持高速的增长。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预测，我

国军工电子行业的市场规模在2025年将超过5,000亿元，2021-2025年年均复合增长

率超过9%。 同时2024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16,655.4亿元，增长7.2%，增幅与

去年持平， 国防预算增速超预期。 横向对比来看，2024年美国国防预算为8,860亿美

元，约为我国国防支出预算的3.7倍（按照人民币：美元=7:1计算）。国防建设是大国的

刚需，百年建军目标牵引武器装备采购需求持续旺盛，军费支出的稳定增长均为军工

行业提供了稳定的基本盘。未来，随着国家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军工行

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公司军工装备业务主要以子公司天伟电子为业务平台，业务规划一直紧跟市场需

求与国内、国际技术发展趋势，积极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国民经济热点领域和国家安

全关键领域谋篇布局，核心产品“便携式防空导弹情报指挥系统” 已列装部队，产品在

细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为公司在低空近防领域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同时，公

司通过与各军地科研院所保持紧密合作，建立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构建国防

科研资源跨军民、跨行业、跨地区的合作共享模式，确保了公司产品、技术在国内的领

先优势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公司始终重视对军工装备领域技术的研发投入，在雷达

技术、智能探测、数据融合、水声探测、水下无人平台、系统集成、作战指挥系统装备制

造等技术领域已形成多方面独特的领先优势，拥有百余项核心技术和专利技术。 基于

创新链和产品链协同发展的总体思路，公司军工装备业务线产业链不断完善和进一步

提升，重点布局的低空近防、边海防、数字军营、5G军事应用、军事大数据、水下智能探

测、无人潜航器、潜浮标等业务方向，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2.5G射频业务领域

（1）射频器件和芯片行业

射频器件和芯片是无线通信系统的核心组件， 负责实现信号的发射和接收功能。

这些器件广泛应用于移动通信、雷达、卫星通信、广播电视和军事通信等领域。 射频行

业的市场规模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不断扩大。 根据市场调研数据，全球

射频器件市场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近200多亿美元。其中，5G技术的商

用和推广、物联网和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是推动市场增长的主要因素。

射频行业的市场结构包括射频芯片、射频模块、射频前端组件等。 其中，射频芯片

是核心部分，包括功率放大器、低噪声放大器、滤波器等。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射频芯

片的集成度和性能要求越来越高， 市场空间也在不断扩大。 根据未来市场洞察公司

（FMI）报告，2023年全球射频芯片市场规模为236亿美元，到2033年将达到521亿美

元，年增长率将达到8.2%。为满足移动智能终端小型化、轻薄化、功能多样化的需求，射

频前端芯片逐渐从分立器件走向集成模组化，集成化、模组化成为射频前端芯片发展

必然趋势。 根据Yole的数据，射频前端市场规模中，模组产品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预

计将从2018年的61%提高至2026年的72%， 分立器件占比将从2018年的39%降至

28%。 根据QYR（恒州博智）的统计及预测，2022年全球射频模组市场销售额达到了

118.32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达到185.77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6.68%

（2023-2029）。 中国市场在过去几年变化较快，2022年市场规模为21.12亿美元，约占

全球的17.85%，预计2029年将达到35.85亿美元，届时全球占比将达到19.3%。

5G射频技术在军事领域亦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5G技术的高带宽和低时延特性，

使得战场通信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它支持大容量数据的高速传输，满足了战场上

对图像、视频和雷达数据等大数据信息的实时传输需求。 此外，5G技术还实现了实时、

高清的视频通话，使战场指挥官能够与前线士兵进行实时、高效的沟通和指挥。 同时，

5G的高可靠性和低时延特性，使得对无人机、无人车等无人作战平台的远程控制变得

更加可靠和精准，为战场态势的实时掌控和快速反应提供了有力支持。 5G的高频段和

宽带宽特性为开发新型雷达系统提供了可能。 高频段能够穿透更厚的障碍物，从而增

加雷达的探测距离；而宽带宽则提供了更精细的雷达波束，提高了雷达的分辨率，使得

对目标的识别更为准确。 5G的物联网技术使得战场上的人员、装备和环境信息能够实

时采集和传输，从而构建了全面的态势感知系统。 通过5G网络，战场上的传感器、摄像

头、雷达等设备可以形成一张物联网，实时收集和传输战场信息，为指挥官提供全面的

战场态势感知。 5G的高精度定位技术还可以实现对士兵和装备的实时定位，为指挥官

掌握战场态势和协调作战行动提供了便利。 在指挥控制方面，5G的边缘计算技术使得

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够下沉到战场边缘，实现了快速决策和指挥控制。除了上述应用外，

5G射频技术在军事领域还有其他创新应用。例如，5G的高精度定位技术可以用于士兵

定位、导航和目标引导，提高了战场作战的精确性和协同性。 5G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

实技术可以用于士兵训练、模拟和战场态势展示，提高了训练效率和战场态势感知能

力。 同时，5G的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用于战场数据分析、目标识别和决策支持，辅助指

挥官做出更准确、更快速的决策。

5G的高带宽、低时延和大连接等特性为军事通信、雷达、电子战、无人作战平台、

态势感知和指挥控制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相信5G射频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为现代化战争提供强大的技

术保障。

在5G射频器件领域，公司主要面向5G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重要布局，主要以子

公司华扬通信为平台，通过不断强化基础材料和器件的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充分挖掘

产业链协同效能，使得公司在旋磁铁氧体材料与隔离器、环行器细分市场份额稳定，成

为各基站设备商的重要核心供应商；报告期，受行业竞争加剧、行业去库存、运营商资

本化投入稳中有降以及5G主设备集采单价下降等因素影响， 公司通信电子业务收入

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公司将紧紧围绕客户需求，在民用器件类产品全球占有领先地

位的同时，面向5G-A、5G-R和5G应用场景不断扩大带来的新机遇，在工业互联、智慧

道路、高铁沿线信号增强等领域探索，通过不断围绕新需求完善产品谱系，围绕新技术

方向积极探索尝试，将产品方向做深做细，通过产品创新克服外在因素影响，持续扩展

业务空间和产品种类，使材料与器件向行业引领者方向不断成长。

在5G射频芯片领域，公司主要以子公司成都通量为业务平台，明确通信和智能感

知两条业务线。通信业务线，除传统的基站小信号射频产品外，扩大至民用领域的高性

能仪表器件、卫星通信芯片、射频前端模组等，同时在军用射频领域，进行积极布局，围

绕军用射频芯片及T/R组件进行了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支撑公司的军工战略，形成

性能优良、成本极具竞争力的军品装备和解决方案，强化公司在军工电子市场的核心

竞争力；智能感知业务线，成都通量已成功打入行业大客户，相关产品已应用到智能照

明和开关领域，同时布局智能安防、智慧养护、智慧生活高端智能感知等领域，持续增

强在消费类射频芯片及模组方向产品的延伸，扩大公司营收，巩固公司在射频芯片领

域的优势地位。

目前成都通量产品涵盖了面向基站高可靠性射频收/发前端芯片/模组、无线通信类射

频收/发芯片/模组、雷达感知芯片/模组、装备定制化产品等四大类，具体包括低噪声

放大器、驱动放大器、功率放大器、开关、开关低噪放、射频前端模组、雷达感知芯片和

模组等产品、卫星通信芯片，其中，低噪声放大器、驱动放大器、功率放大器、开关、开关

低噪放、射频前端模组、雷达感知芯片和模组等系列产品已形成面向核心客户的批量

交付能力，装备定制化产品已进入核心客户工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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