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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024 年，江苏海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

事会领导下，忠实与勤勉地履行自身职责，贯彻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各项决

议，较好地完成 2024 年度各项工作，公司整体稳健发展。我谨代表公司经营管

理层就 2024 年度工作情况向董事会汇报如下： 

一、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概述 

海晨公司主要业务包括高端物流装备制造、生产物流运营与自动化集成业

务，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数字化、一体化、端到端的生产物流服务和智能物流装

备产品。公司高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旗帜，致力于打造一体化的制造业供应链

服务平台，成为领先的生产物流解决方案提供者。 

202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9.7%，在面临复

杂国内外环境和单一客户不利影响因素下，充分体现了公司的经营韧性。 

第一，在制造业物流服务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制造业物流服务板块收入

13.8 亿元，同比下降 20.6%。其中，新能源 L 客户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4.3 亿元，

对公司本年业务造成一定影响。本年，公司在面对新能源 L 客户业务明显下降

的困难面前，充分发挥公司技术和运营优势，陆续增加了重庆某知名新能源汽车

企业、杭州某大型 3C 制造企业、某电商物流企业等多个新客户，扣除 L 客户因

素之后，公司生产物流服务板块收入同比上升 0.7 亿元，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单位：万元 

制造业物流板块收入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 消费电子 129,330.39 125,701.73  2.9% 

  -- 新能源汽车 9,070.09 48,580.26 -81.3% 

小计 138,400.48 174,281.99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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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物流装备及物流机器人制造业务板块，2024 年实现收入 1.41 亿元，

公司 AMHS 及物流机器人制造业务板块实现了快速发展，年内成功交付中国大

陆、中国台湾等地的多个项目，公司生产的 OHT、Stocker、物流装备等产品获

得客户高度认可，充分彰显公司在 AMHS 及自动化设备领域的研发与产品实力，

公司已成为国内领先的 AMHS 厂商之一。 

单位：万元 

自动化及装备制造板块收入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 半导体 AMHS 设备 8,074.60 - - 

-- 显示面板 AMHS 设备 4,086.24 - - 

-- 其他行业 1,893.46 - - 

小计 14,054.30 - -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 3.1 亿元，同比小幅上升 4.1%；实现归母净利润

2.9 亿元，同比上升 4.4%。公司净利润保持稳中有增，主要来自于公司长期自动

化设备投入带来的人力成本节约、公司研发创新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公司精

益管理的经营策略、以及公司生产物流服务和智能物流装备双轮驱动带来的协同

效应等积极因素。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报告期末 同比增减（%） 

净利润 30,761.09 29,556.13 4.1% 

归母净利润 29,342.96 28,114.97 4.4% 

经营性活动净现金流 47,254.51 46,857.06 0.8% 

总资产  483,777.27   423,813.20  14.1% 

净资产  328,101.09   297,218.12  10.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4.7 亿元，同比提升 0.8%，体现了

公司较为扎实的业务基本面和良好的现金管理水平。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48.4 亿元，同比增加 14.1%，净资产

32.8 亿元，同比增加 10.4%，资产负债率 32.2%，经营情况继续保持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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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4 年底，公司全国自动化仓库累计投入约 6 亿元。依托公司技术团

队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长期积累和领先优势，海晨在全国打造了多个具

有行业标杆意义的“场域智能体”项目，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均位居行业领先地

位。公司长期秉承“新基建、碳中和、机器换人”经营策略，自动化改造每年目前

可以为公司节约几千万元成本。未来，公司还将在公司多个场域智能体内，引入

包括人形机器人和场域大模型在内的新一代技术，带来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生

产物流行业从“人机分离”向“人机协同”转变、从“机械执行”向“生态智能”跃迁，

促进整个公司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物流装备及物流机器人制造业务板块实现了快速发展，年内

成功交付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地的多个项目，公司生产的 OHT、Stocker、物

流装备等产品获得客户高度认可，充分彰显了海晨在半导体、显示面板等行业高

端物流装备领域的研发和产品能力。旗下子公司海盟科技实现收入 2.07 亿元。

此外，公司实现对昆山盟立合并后，不仅显著增强了公司在半导体高端物流装备

领域的技术能力，还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高端物流装备领域的研发和生产能力，

促使公司仓储自动化和生产物流服务领先优势进一步增强，与公司原有业务形成

了正向协同效应，提升了公司整体业务竞争力。 

此外，公司重点研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在生产物流领域的应用，并已经

取得重要成果。大模型技术推动生产物流行业从“人机分离”向“人机协同”转变，

智能机器人与智能仓储系统无缝衔接，实现场域智能闭环。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增

加，同比增长 19.0%，研发费用占收入比在同业中较为领先。此外，公司已建设

自用大模型算力中心，拥有较强的本地计算能力，且整体算力规模仍在持续增加

中。展望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研发投入，

推动新技术在生产物流场景中的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的全自研智能生产物流

核心技术体系，为公司长期业务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及行业情况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日新月异的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制造第一大国，且正在向制造业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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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智慧、安全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是中国制造由大国向强国迈进的核心竞争

力。海晨股份作为国内制造业物流领域的重点企业之一，依托深厚的行业经验、

前沿的智能技术、全链路数字化能力以及全球供应链协同优势，为消费电子、新

能源汽车、半导体等领域制造业客户提供一体化制造业供应链物流服务、智能物

流装备制造和系统集成服务。 

1、制造业物流 

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智能化浪潮的推进，制造业物流行业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连接制造业上下游的重要纽带，制造业物流不

仅是提升制造业效率的关键环节，更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数据，2024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360.6 万亿

元，同比增长 5.8%，增速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物流运行环境不断改善，市

场规模优势继续巩固，全年物流运行呈现积极变化。特别地，伴随智能制造、高

技术制造等高端产业的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高技术产品物流量增

速超过 15%，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物流量分别增长 15.6%、14.2%，

成为工业品物流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亮点。 

当前，中国制造业物流行业正在向智能化、自动化、绿色化方向加速转型，

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首先，人工智能大模型对生产物流行业带来显著积极影响。大模型通过强大

的数据处理和语义理解能力，实现智能化决策与运营优化，能够动态预测需求、

优化库存管理并提升资源利用率。同时，大模型推动人机协同的深度融合，使物

流系统能够快速响应复杂任务，降低对人工的依赖，提升作业效率和稳定性。此

外，大模型与数字孪生技术的结合，实现了物流场景的全息映射和智能优化，帮

助企业预见问题并自主决策。大模型还能通过联邦学习机制，促进知识的持续进

化与共享，推动行业向更高效、更智能的方向发展，为应对现代生产物流的复杂

需求提供了强大支持。 

其次，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正在快速重塑生产物流行业。通过自主决策机器

人和智能协作系统，物流作业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智能预见”的跨越。例如，

搭载 AI 视觉和强化学习算法的机器人能够动态适应复杂环境，完成高精度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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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柔性装配任务。无人驾驶运输车结合高精地图和 5G 通信，实现了全场景无缝

调度和实时路径优化。此外，高性能计算驱动的智能算法正在突破传统优化瓶颈，

实现超大规模物流网络的秒级决策。这些技术不仅提升了效率，还赋予了物流系

统自我学习和进化的能力，推动行业向高度智能化、自适应化的未来迈进。 

最后，绿色物流继续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国家“双碳”目标的推动下，

制造业物流企业正积极探索绿色化路径，通过新能源车辆、智能调度系统、绿色

包装等技术手段，降低物流环节的碳排放。自动化仓储和智能物流系统的应用，

不仅显著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还通过优化能源管理和减少浪费，为行业开辟了一

条高效、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 

 

2、智能物流装备和物流机器人 

智能物流装备和物流机器人产品涵盖各类智能化设备，包括自动化仓储系

统、自动驾驶运输车、无人分拣机器人等，通过自主决策和作业优化，推动物流

作业从传统人工操作向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转型，以应对现代供应链日益复杂和

多变的需求。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2024 年发布的《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3 

年全球专业服务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 30%，其中物流/运输机器人销售量同比增

长 35%。 

首先，自动化与智能化是当前物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行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自动导向车、穿梭车、自动分拣系统等设备的广泛应用，帮助众多企业大幅度提

升了物流运作的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此外，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技

术，也将对物流行业带来深远变革。凭借其高度仿生的运动能力和灵活的操作性

能，人形机器人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生产环境，执行精细抓取、复杂装配和跨场

景等协作，承担物料搬运、设备维护、分拣包装等任务，减少对人力的依赖，提

升作业效率和精度。结合大模型技术，人形机器人能够实现自主决策和动态优化，

持续学习改进。未来，人形机器人将成为智能物流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行

业向更高度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转型，满足现代供应链日益复杂的需求。 

其次，柔性化与定制化需求增加。传统的物流系统往往较为固定，无法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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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多样化的需求，而随着市场上小批量、多品种、高频次的订单增多，柔性化

和定制化的物流装备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希望建设能够根据不同业务需求快速

调整作业流程的物流系统，以及能够适应多样化货物种类的自动化设施，从而提

升整体供应链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跨行业融合与协同发展也成为行业新趋势。物流机器人和装备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仓储、配送领域，越来越多的跨行业应用正在兴起。例如，在医疗、零售、

电商等多个行业，物流机器人已经开始承担更多任务。行业间的技术协同将有助

于推动整个生态的快速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机会。 

在智能物流装备产品中，半导体自动物料搬运系统（AMHS，Automated 

Material Handling System）是半导体制造厂中用于自动化物料运输、存取和管理

的关键设备，AMHS 系统确保半导体生产过程中各类物料和晶圆在各个工艺环

节之间高效、精确地流转。AMHS 在半导体行业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提升生

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并保证生产过程的高度精准与可追溯性。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但国内 AMHS 企业起步较晚，目前市场份

额主要被少数外资企业垄断。在当前国际半导体行业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的背景

下，面对外部技术封锁和供应链不稳定的挑战，中国半导体 AMHS 行业亟待加

强自主创新能力，以实现我国半导体 AMHS 产业的自主可控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在新能源汽车客户结构调整背景下，公司积极拓展新客户并取得良好成

效 

2024 年，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客户结构发生变化。报告期内，公司原新能

源 L 客户收入同比下降 4.3 亿元，对公司短期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公

司凭借在新能源汽车生产物流领域长期经验和技术能力，年内在重庆、安徽等地

拓展知名新能源汽车客户，新业务增长速度较快，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前述不利

影响。此外，公司在某新客户生产基地部署了新一代新能源汽车生产物流自动化

解决方案，目前试运行效果良好，能够大幅提升现场作业效率。未来，随着国内

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稳步增长，新能源汽车生产物流服务仍将然是公司重要业务

增长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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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呈现回暖趋势，驱动公司消费电子业务收入增长 

2024 年，受产品更新周期和人工智能普及等积极因素影响，全球消费电子

行业需求继续呈现小幅回暖趋势。根据 IDC 研究数据，2024 年，全球 PC 出货

量 2.63 亿台，同比小幅增长 1%。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12.4 亿台，同比增长 6.4%。

报告期内，公司电子信息板块收入同比增长 16.6%，除物流装备及机器人制造业

务以外，公司年内还拓展多家其他新客户，相关业务呈现稳步增长趋势。 

3、半导体及物流装备业务快速发展，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根据半导体行业协会 SEMI 数据，2024 年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达到 1171 

亿美元，相比 2023 年增长 10.2%。2024 年，公司物流装备及物流机器人制造业

务板块实现了快速发展，年内成功交付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地的多个项目，公

司生产的 OHT、Stocker、物流装备等产品获得客户高度认可，充分证明了海晨

在半导体、显示面板等行业高端物流装备领域的研发和产品能力，AMHS 及物

流装备制造成为公司新的重要业绩增长驱动因素。 

 三、公司未来经营规划 

（一）战略发展方向 

展望 2025 年及未来，海晨股份将继续以“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为核心，围

绕智能化、数字化、一体化的战略发展方向，推动公司在生产物流领域的全面升

级，致力于成为领先的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服务商和物流智能装备制造商。 

1、加大科技投入，探索机器人和大模型等前沿技术在生产物流领域的深度

应用。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研发投入，推

动新技术在生产物流场景中的深度融合，构建全自研智能生产物流核心技术体

系。 

2、持续推进“新基建、碳中和、机器换人”策略，打造公司新一代“场域智能

体”。公司将进一步扩大自动化仓储基地建设，通过动态运用数字孪生、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生产物流场景的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升级。 

3、推动物流装备自动化和生产物流运营业务的深度融合，实现双向赋能、

互相促进。公司将加大公司智能物流装备和物流机器人业务研发投入，强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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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半导体、显示面板、物流、高端制造等行业物流机器人领域的技术优势，

并促进装备制造业务和生产物流运营业务的有机融合和互相促进。 

4、加速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布局，构建“覆盖中国、辐射世界”的一体化智能

物流服务网络。公司将在进一步扩大国内业务的同时，加快国际化建设，重点布

局东南亚、北美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区，打造一张“覆盖中国、辐射世界”的智能

生产物流网络，服务广大国内外先进制造业客户群体。 

（二）2025 年经营计划 

1、进一步扩大研发投入 

公司 2025 年研发重点将围绕数字孪生、行业大模型和场域智能体的构建展

开。首先，公司将进一步优化其数字孪生体系，基于现有近百万平米的数字化运

营场域，实现生产物流场景在数字场景的四维映射。通过这一体系，公司将全面

提升生产物流的透明度和可控性，实现从现实场景到数字世界的无缝连接，为智

能化决策提供坚实基础。 

其次，海晨将基于 DeepSeek 架构构建生产物流行业大模型，充分利用公司

十多年来在智能仓储领域积累的海量数据，打造自有行业大模型。该模型将显著

提升决策效率，例如通过实时订单数据和最小工序时长系数，构建精确到个人的

劳动生产率预测体系，助力智能排班和绩效考评。 

同时，海晨还将通过数字孪生、AIOT 和机器人技术，进一步完善“场域智能

体”推动场域运营从被动响应向主动优化的转变，全面提升生产物流的智能化水

平。 

2、扩大核心城市智能仓储网络 

公司 2025 年将继续贯彻“新基建、碳中和、机器换人”战略，进一步扩大自

动化仓储网络体系。在部分核心城市，海晨将结合自身长期积累的物流自动化技

术优势，充分利用机器人、物联网和数字孪生技术，继续打造“场域智能体”，大

幅提升公司仓储运营的效率和稳定性。同时，结合碳中和目标，公司还将优化能

源使用结构，推动绿色仓储建设，减少碳排放，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3、积极拓展国内与国际市场业务 

基于公司在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行业的长期积累和技术优势，

海晨将继续大力拓展国内和国际市场业务，不断扩大业务规模，服务中国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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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先进制造业企业客户。在国内市场，公将依托其领先的智能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能力，进一步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的合作，提供定制化的物流解决方案和物流

智能装备产品，助力客户提升生产效率和供应链韧性。在国际市场，公司将继续

推进全球化布局，在东南亚、北美等关键市场建立本地服务网络，优化跨境物流

链路，提升国际业务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

公司将巩固其在高端制造业物流领域地位，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加高效、智能的物

流服务，推动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 

 

 

江苏海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梁晨 

    2025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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