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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Disclaimer

本數據由京投軌道交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提供，未

經任何第三方獨立核實。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聲明或保證以及任何信任均不得

建立於本演示稿的數據或包含之資訊。本數據所有資訊皆以公司公告資訊為

准。對於任何因本數據提供或包含之資訊所導致的損失，該公司及其子公司、

顧問或代表概不負責。本數據提供或包含的資訊如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同時對數據的準確性不作保證。本資料屬於高度機密，僅供您參考並在起草

與該公司有關的研究報告時使用，不得複印、複製或以任何方式散發給其他

人。

通過參加本次介業推介會，閣下承諾，閣下對於自己對市場和公司在市場中

的地位所作的評估負全部責任，閣下會開展自己的分析，並對自己對未來潛

在的公司業務發展所形成的觀點負全部責任。

本演示不構成在任何國家或地區（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境內和香港地區）出售、

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要約或要約邀請，或此要約或要約邀請的一部分，或

構成參與投資活動的邀請。本演示的任何部分均不得構成任何合同、承諾或

投資決定的基礎，並且任何合同或承諾也不得依賴本演示的任何部分。

免責聲明/Discla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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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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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收入 毛利率

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在手訂單

人民幣1,475,264千元，同比增長4.3%

港幣1,637,181千元 ，同比基本持平

36.1%，同比上升0.3百分點

人民幣157,073千元，同比增長1.6%

港幣174,313千元 ，同比下降2.8%

人民幣22.8億元，同比增長3.2%

港幣25.3億元 ，同比下降1.2%

注：港元/人民幣2023年平均匯率0.9011，2022年同期為0.8628，漲幅約4.4%



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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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948 1,637,181 

1,414,084 1,475,264 

2022年 2023年

營業收入 收入構成（按業務分類）

單位：千港元/千人民幣元 單位：千港元

770,937 

577,432 

288,812 

2022年 2023年

742,217 

662,014 

234,717 

2023年，本集團實現收入港幣1,637.2百萬元，同比基本持平；人民幣1,475.3百萬元，同比增長4.3%，其中：

 智慧乘客信息服務業務 同比上升3.9%，北京地鐵13號線、成都地鐵30號線等重點項目開始確認收入，同時，來源於高鐵項目的收入有所增加；

 數據與集成服務業務同比下降12.8%，上期本集團紹興地鐵1號線項目期內交付驗收，本期到達收入確認時點的項目規模總體較小；

 智慧基礎設施業務 同比上升23%，“智慧+”業務持續發展，市郊鐵路壁銅線弱電系統重點項目確認收入；民用通信物聯網卡業務實現增量收

入。

港幣 人民幣

(45%)

(40%)

(15%)

(47%)

(35%)

(18%)



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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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構成（按地域分類）

單位：千港元

2022年 2023年

708,480 

877,931 

50,770 

(2.1%)

(43.3%)

(53.6%)

(3.1%)
 京內業務方面：北京地區業務收入708,480千港元（占比43.3%），同比

上升16.0%；

 京外業務（含香港）方面：京外地區業務收入877,931千港元（占比

53.6%），同比下降11.6%，主要由於上期本集團紹興地鐵1號線項目期

內交付驗收，本期到達收入確認時點的項目規模總體較小；其中，香港市

場業務24,688千港元，同比下降31.4%，就香港市場而言，運維項目收入

較上年同期有所增長，備件或服務銷售項目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海外業務方面：海外地區收入50,770千港元（占比3.1%），同比上升

44.1%，期內，孟買2號及7號線以及浦那地鐵等重點項目持續確認收入，

同時，本集團與阿爾斯通、西班牙CAF等主機廠合作的浦那地鐵3號線以

及特拉維夫紫線等部分海外項目陸續開始確認收入。

611,000 

992,723 

35,225 

(37.3%)

(60.6%)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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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乘客信息服務 數據與集成服務 智慧基礎設施 綜合毛利率

35.8% 36.1%

2022年 2023年

綜合毛利率36.1%，同比上升0.3個百分點：

 智慧乘客信息服務業務毛利率38.2%，同比下降7.4個百分點，主要由於硬體項目收入及成本占比較高；

 數據與集成服務業務毛利率23.6%，同比上升6個百分點，由於數據與集成服務業務中收入規模較大的紹興地鐵1號線項目已於2022

年基本完成，本期該業務毛利有所回升；

 智慧基礎設施業務毛利率55.4%，同比上升2.3個百分點。

53.1%
55.5%

2022年 2023年

18.6%

23.6%

2022年 2023年

45.6%

38.2%

2022年 2023年



研發、銷售及一般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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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61 
170,762 

2022年 2023年

94,906 91,858 

2022年 2023年

186,304 

174,305 

2022年 2023年

研發費用 銷售費用 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研發費用：170,762千港元，同比上升7%；研發費用率10.4%，較去年同期上升0.7個百分點，主要由於結合本集團期內對研發體系的
進一步優化，加大了基礎課題和創新產品的研發力度。

 銷售費用：91,858千港元，同比下降3.2%；銷售費用率5.6%，較去年同期下降0.2個百分點；

 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174,305千港元，同比下降6.4% ；管理費用率10.6%，較去年同期下降0.8個百分點，主要由於本集團期內推進
降本增效措施，相關費用有所降低。

 三項費用總額較去年同期下降0.9%，整體費用水準基本保持穩定。

單位：千港元 單位：千港元 單位：千港元



息稅前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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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息稅前溢利203,893千港元，同比下降8.7%，其中，除毛利上升及費用下降之外，其他主要變動項目如下：

 應占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業績 期內收益21,627千港元，同比下降59.1%。主要由於本集團投資的京城地鐵和地鐵科技利潤

貢獻較上年同期有所減少，除此之外，基石連盈的部分投資項目發展不及預期，因此，整體投資收益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減值 本期計提應收賬款及合同資產減值7,043千港元，上年同期計提資產減值11,650千港元；

 其他 主要包括其他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

單位：千港元



資產負債及資金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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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淨資產（百萬港元） 2,650 2,879

資產負債率 39.8% 36.2%

速動比率 1.7 1.5

應收賬款周轉天數
（含票據）

329天 378天

應收賬款周轉天數
（不含票據）

277天 318天

應付賬款周轉天數 316天 330天

存貨周轉天數 157天 139天

(百萬港元) 資產 負債 權益總額

2022.12.31 4,404 1,754 2,650

2023.12.31 4,509 1,630 2,879

1,561 1,586 

2,834 2,922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1,378 1,561 

375 69

2,573 2,708 

76 171

非控股权益

股本及储备

非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



現金及現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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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現金淨額：主要是由於本期購買商品支付的現金金額的減少。

 投資活動現金淨額：主要由於根據本集團2022年12月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支付了收購華啟智能少數股東股權價款。

 融資活動現金淨額：主要由於期內本集團償還了部分借款。

單位：千港元



主要盈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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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7%

2022年 2023年

6.4%

5.5%

2022年 2023年

2.6 
2.5 

2022年 2023年

淨資產收益率（ROE） 資本回報率（ROIC） 建議派發股息

 注：ROE=淨利潤/平均淨資產；ROIC=
淨利潤+財務費用
淨資產+有息負債

單位：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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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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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發展環境

2023年，中國軌道交通建設規劃新增批覆城市

個，新增批覆里程約550公里，新增計劃投資額約人

民幣4500億元。

2023年經濟復蘇拉動客流提升，2023年全年累計完成客運

量294.66億人次，日均8072.88萬人次，同比2022年增

長 ，按可對比口徑約為2019年的124.28%。

由於軌道交通投資建設週期較長，產業鏈的需求傳導

到位也需要一定時間，因此年內與本集團核心業務相

關的市場需求提升尚不顯著。

業主和建設單位的採購規模有所收縮、本地化採購趨

勢日益顯現，本集團面臨的市場競爭環境更加激烈。

行業回暖態勢明顯

軌交市場競爭加劇

客流迎來強勁反彈

需求傳導仍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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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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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收入約港幣1,637.2百萬元

 權益股東應占溢利約港幣174.3百萬元

 毛利率約為36.1%

 每股盈利為8.3港仙

車載PIS業務連續八年保持行業第一

集團海外新簽訂單同比翻番

研發投入達170.8百萬元，同比增長7%；
國家級“新一代智能列車運行系統及平台”示範
工程基礎平台與車載邊緣雲平台順利通過市發改
委驗收。

中國業務覆蓋28個省市自治

區及特別行政區、54座城市

（新增東莞、眉山），一線城市及

新一線城市覆蓋率100%。

海外業務覆蓋16個

國家(新增以色列、

韓國)、 26座城市。

核心專利 +20

120項

軟體著作權+56

568項

在手訂單（港幣億元）

1 業績穩健 3 在手訂單充足

2 市場排名 4 市場拓展

5 科研成果顯著

25.6

25.3

2022

2023

1



本集團秉持“業務為本、創新驅動、高效管理”的思路，主動優化業務條線，並調整對應組織架構，構建了智慧乘客信息服務事業

部、數據與集成服務事業部、智慧基礎設施事業部三大事業部和研發中心、資本中心兩個平台，形成“3+2”業務格局。

智慧工地 智慧管廊

智慧園區 智慧微中心

智慧樞紐

車地一體化PIS系統 綜合監控

智慧乘客服務 智能卡自動收費系統

乘客資訊智能運維服務自動售檢票系統(AFC)

自動收費清算系統(ACC)

 地鐵交通控制中心（TCC）

通信集成

綜合智能運維管理平台

戰略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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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基礎設施業務

智慧乘客信息服務業務

數據與集成服務業務

戰略格局優化



覆蓋高鐵、城際鐵路、市郊鐵路、地鐵等多個領域提供與之相關的軟硬體產品及服務。

分部業務-智慧乘客信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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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新簽
及中
標

 海外業務大幅增長：2023年

海外新增訂單同比翻番。

 國內市場份額：2023年華啟

智能公司城軌車載PIS項目市

場份額連續八年保持細分行

業第一。

 為東南亞首條高速鐵路雅萬高鐵開通運行保駕護航。

 保障軌道交通蘇州11號線等重點項目按期開通。

重點項目實施情況

 簽約中車青島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動車組 PIS系統及高鐵PIS系統備

件等重點項目，金額約人民幣74.9 百萬元。

 中標蘇州7號線車載PIS系統項目，金額約人民幣49.8 百萬元。

國內部分新簽及中標項目

 簽約德里地鐵RS-1 18列車IS全系統改造項目，金額約人民幣37.3百萬元，為當

地的首個PIS全系統舊車改造項目。

 簽約特拉維夫紫線項目，增強與國際主機廠合作。

海外部分簽約項目

業務亮點



 中標北京地鐵28號線工程通信、辦公自動化、導向系統集成採購項目，項目金額約

人民幣1.1億元。

 中標天津地鐵7號線項目AFC設備採購與供應項目，約人民幣52.7百萬元。

國內部分中標項目

分部業務-數據與集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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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北京路網生產系統運維項目按期保質完成

 積極推進鄭州地鐵10號線AFC項目落地

重點項目實施情況

 簽約北京地鐵AFC技術改造二期項目，項目金額約人民幣23.64百萬元，進一步提

升了國內市場的行業影響力和競爭力。

 簽約軌道公司安全管控平台項目，項目金額約為人民幣10.54百萬元。

 簽約鄭州地鐵17號線線路中心項目，項目金額約為人民幣2.9百萬元。

國內部分新簽項目

 市場開拓：數據與集成服務業務

先後首次拿下太原、天津市場兩

個大型AFC項目，市場影響力持

續提升。

 節能減排：2023年，本集團參

與實施的瀋陽地鐵1號線智慧照

明項目已通過初驗並開始試運

行。該系統將幫助站內節約

50%以上能耗。

聚焦軌道交通運營市場，圍繞智慧軌道交通、智慧運維、 智慧運營等業務領域，提供軟硬體產品及服務。

業務亮點



 構建了邊緣雲業務形態：結合公司地

鐵民用通信機房的空間資源及基礎電

信運營商的網路帶寬資源，完成了29

個新建地鐵站合同簽訂。

 深入參與重慶市郊鐵路壁銅線項目，

為其提供LTE子系統以及綜合安全運

行管理平台智慧化服務。

分部業務-智慧基礎設施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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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託參股公司北京京智網智慧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深入探索綜合交通樞紐場景

下智慧應用，為未來市場訂單拓展奠定基礎。

 完成了17號線北段民用通信配套設施及傳輸系統建設，並與三大運營商就5G

民用通信系統資訊傳輸簽訂了服務協議。

 依託軌道交通機房空間資源、運營商互聯網出口帶寬資費優勢，利用邊緣計算，

為客戶提供高效率、低延遲的計算能力，助力城市的數位化轉型。

民用通信業務

“智慧+“業務

以北京軌道交通民用通信傳輸系統投資運營為核心，同時基於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為客戶提供”智慧+“服務。

業務亮點



研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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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研發投入

2023年，本集團科技研發投入約港幣170.8

百萬元，同比增長7%，主要是由於期內對研

發體系的優化，加大了基礎課題和創新產品的

研發力度。

戰略優化

2023年，本集團完成研發層面「十四五」戰

略中期評估工作，確立研發中心戰略定位，注

重產品價值轉化，持續完善研發創新支撐體

系。

榮譽獎項

• 入選國務院國資委“科改示範企業”名單

• 北京市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 北京數字經濟百強企業

• 城市軌道交通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 設備管理及技術創新成果二等獎

• 雲原生安全優秀實踐獎

• 車載邊緣雲入選市國資委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

完善產品與研發體系

建立《產品管理辦法》《科研專案管理辦法》

《科研獎勵實施細則》《產品管理委員會管理

辦法》《技術管理委員會管理辦法》等制度，

規範公司產品與科研管理工作規範化、標準

化、流程化，優化工作程式，加強風險管控，

提高決策效率。

科研項目

國家級“新一代智能列車運行系統及平臺

”示範工程基礎平台與車載邊緣雲平臺順

利通過市發改委驗收；

12項內部科研課題完成驗收評審。

知識產權

• 2023年，新增專利20項，累計獲得專利

120項，新增軟體著作權56項，累計獲得

軟著568項。

• 參與制定「城市軌道交自動售檢票系統工

程品質驗收」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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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數據資產

• 統一管理數據的接入、治理、

服務

用統一的平台解決數據的管理

問題，為數據提供良好的底座。

• 用戶看得懂的數據

解決數據分析看病不治病問題，

提供行業數據分析方法和預製

行業模型，幫助業務用戶快理

解數據，看懂數據。

• 能便捷使用的數據

解決數據資產使用便捷性問題，

提供靈活的數據分析可視化及

行業數據挖掘工具，實現對數

據的深度利用。

大模型×軌交行業

• 大模型應用×智能運維場景

快速構建了涵蓋知識庫設計、

提示詞工程、檢索增強、專屬

大模型微調和應用系統，基於

大模型的智能排故技術已在智

能運維領域開展試用。

• 大模型應用×智能客服場景

正在配合路網公司，打造“智

能電話客服”應用方案，服務

96123系統提升，研發的電話

客服機器人原型系統正在路網

乘客資訊部內部試用。

機器視覺×計算平台

• 軌交電腦視覺演算法庫

發佈面向乘客服務類、受電弓

智能分析場景的智能演算法庫，

具備模組化配置、多場景複用

的能力

• 多計算平台靈活適配

適配英偉達、寒武紀、瑞芯微

等主流邊緣計算平台。

• 應用效果顯著

受電弓智能分析演算法在智能

動車組上已裝車127列，總裝車

市場的占比超過80%；乘客服

務演算法庫也在下屬公司的相

關產品中落地應用

雲計算×軌道雲

• 多雲統一納管

支持華為、新華三等廠商產品，

解決一片雲統一管理問題。

• 雲管戶門統一，保障提質增效

通過多雲、多環境納管，實現異

構、多平台雲服務的統一管理，

擺脫雲廠綁定，提升企業雲運營

能力。

• 入雲仿真測試專家系統

構建軌道交通多專業入雲仿真測

試工具，為專業系統入雲測試提

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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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啟智能成功引入蘇州地鐵作為戰略投資人

經過多輪溝通、盡調，最終成功引入蘇州地鐵作為戰略投資人，引入資金1億元，引戰後蘇州地鐵持股7.35%

華啟智能引戰過程中，多家機構主動與華啟建立聯繫，受到資本市場的熱捧，先後與20餘家意向投資人進行了溝

通。

引戰+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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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本集團以完善產業佈局，做強產業生態為目標，持續挖掘、儲備潛在投資項目，並從整體發展戰略角度，重點關注被投企業

的戰略決策、團隊建設、管理方式、產品服務等方面，打造賦能式投後管理模式，年內著重推動下屬企業資本運作，並以產權層級壓減

為契機促進股權結構瘦身健體，以實現業務協同發展和資本增值。

移動支付，投資5000萬元，持股9.59%
 億通行應用程式累計註冊用戶約3,810萬人，較去年同期

增長約530萬人，互聯網票務占北京市日均全路網過閘量
比例約64%；

 配合政府完成北京地鐵票務升級服務，拓展合作方及業務
服務範圍，並持續探索創新本地生態化運營。

培訓系統開發，投資3000萬元，持股7.14%
 持續整合運輸行業企業教育上下游資源，成功入選中國交

通運輸工程教育實踐科普基地，全國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
者培訓與實踐基地；

 成功舉辦全國行業職業技能競賽、2023金磚國家職業技
能大賽鐵路信號設備維護技能賽等多項賽事。

連盈基金，投資2500萬元，持股8.39%
 基石連盈基金已進入退出期，部分項目實現有序退出，並

取得投資收益；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共持有14家公司股權。

慧盈基金，投資2500萬元，持股5%
 繼續圍繞軌道交通相關核心產業，重點關注資訊技術、新

材料、先進製造領域，挖掘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共持有23家公司股權。

單位：人民幣元

地鐵運營，投資2.45億元，持股49%。

 持續推動北京地鐵機場線車輛段改擴建項目、增購車輛項

目，廠修項目及線路運維項目；

 積極拓展廣告、零售等增值業務，爭取京外新線運營權，

目前已獲得紹興項目的紹杭線及紹興1號線運營權。

維修維護，投資1470萬元，持股34.3%

 保障北京地鐵首都機場線電設備穩定運營基礎上，成功在

多個工程項目的信號系統、供電設備領域引入公司自主智

能化設備。

京智網科技，投資640萬元，持股32%
 本集團將以此為平台佈局開展綜合交通樞紐場景相關軌道

交通智慧化業務、智慧城市產業發展及新型數字基礎設施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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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軌道交通規劃投資建設呈現恢復增長勢頭，行業需求有所回升。

行業從單純重建設向建設、運營並重轉變，維修維護和更新改造
的市場份額預計將持續增加。

行業形勢

智慧化、低碳化、自主化技術及產品更多應用於軌道交通，成為
推動行業升級的關鍵動能。

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與軌道交通深度融合，將催生
更多創新產品和服務，滿足客戶與乘客對更美好出行服務的需求。

技術趨勢

市場整體增速放緩，競爭越發激烈；可能帶來公司市場份
額及利潤下滑風險。

√ 關注市場動態，加強行銷力度，做好品質成本把控，提高
核心競爭優勢。

市場競爭

面臨機遇

“十四五”規劃進入關鍵實施階段，宏觀環境穩中向好，政策取
向積極。

以數字基礎設施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成為拉動需求側結構轉型、
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源動力。

宏觀環境

外部環境複雜嚴峻，經濟發展面臨挑戰，影響產業投資等
中觀環境，而給公司經營帶來不確定性。

√  密切關注外部形勢政策變化，不斷調整應對策略，提升企
業抗風險能力。

經濟波動

軌道交通行業技術應用迭代迅速，可能對現有產品技術優
勢造成衝擊。

√ 加強技術跟蹤研判，保持高水準研發投入，大力推進新興
技術及戰略產品的研發轉化，提升產品及服務核心技術水
準。

技術風險

風險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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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經營策略

集團將繼續堅定戰略定力，緊密圍繞「3+2」格局，深化智慧乘客信息服務、數據與

集成服務、智慧基礎設施的專精發展。

2024年，將聚焦專案實施、市場拓展、產品升級及資本運營四大方向：

 項目實施：大力推進重點項目落地，做好安全生產與品質控制，為公司穩健

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市場拓展：築牢北京市場競爭優勢，加快海外市場拓展力度，構建多元化市

場體系，進一步提升市場佔有率；

 產品升級：持續投入科研創新，加快數智技術的研發與應用，不斷優化產品

功能，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

 資本運營：提升投後管理工作水準，加快探索資本運作步伐，提升公司資源

整合能力和整體經營水準。

市場拓展

資本運營

項目落地

產品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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