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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7              证券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4-017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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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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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的总股本 869,531,453

股扣除“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513,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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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斯顿 股票代码 00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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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灵军 肖婷婷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吉印大道 1888 号（江宁开发

区） 

南京市江宁区吉印大道 1888 号（江宁开发

区） 

传真 025-52785597 025-52785597 

电话 025-52785597 025-52785597 

电子信箱 zqb@estun.com zqb@est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业务覆盖了从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工作站到智能制造系统的全产业链，围绕

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大趋势，构建了从技术、产品、质量、成本和服务的全方位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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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主要分为两个核心业务模块： 

一、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系统； 

二、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 

作为一家拥有 30 年积淀的中国智能制造领军品牌，埃斯顿聚焦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

为新能源、五金、3C 电子、汽车工业、包装物流、建材家具、金属加工、工程机械、焊接等细分行业提供智能化完整解

决方案，推动各行业转型发展。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All Made By Estun”的全产业链发展战略不动摇，进一步强

化核心技术和供应链自主可控的业务发展模式，同时推进国际化发展及海内外协同研发制造。公司围绕自动化部件及运

动控制、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两大核心业务模块，持续增强竞争优势，快速发展主营业务，显著提升品牌知名度，持

续扩大市场规模。 

1、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系统 

主要业务及产品包括金属成形机床自动化完整解决方案、运动控制系统（含运动控制器、交流伺服系统、直流伺服

驱动器、直线伺服驱动器）、机器人专用控制器、机器人专用伺服系统、机器视觉和运动控制一体的智能控制单元解决方

案，可满足各类应用场景的高性能运动控制完整解决方案，覆盖信息层、控制层、驱动层、执行层完整产品系列。产品

主要应用在金属成形数控机床、机器人、光伏设备、锂电池设备、3C 电子、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纺织机械、木工机械、

医药机械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等智能装备的自动化控制领域。   

 

2、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 

公司现有 76 款工业机器人产品，包括六轴通用机器人、四轴码垛机器人、SCARA 机器人以及行业专用定制机器人，

工作负载从 3kg 到 700kg，广泛应用于汽车、光伏、锂电、焊接、金属加工、建材家居等行业。基于“机器人+”完整解

决方案的核心技术，聚焦场景化应用为折弯、弧焊、点焊、冲压、压铸、打磨、涂胶、装配、柔性分拣等工艺应用，可

提供 20 余种工作站及智能化完整解决方案，其中钣金折弯、冲压、光伏排版、弧焊等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在提供机器人自动化焊接生产线及压铸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的基础上，通过整合 Trio 运动控制器、交流伺服系统、

工业机器人及机器视觉等系列产品和技术的优势，为动力电池新能源行业提供基于公司机器人和运动控制系统的高速高

精度动力电池模组装配生产线、动力电池 PACK 生产线等，为公司自动化核心部件、公司机器人产品全面进入新能源行业

起到了能力证明和性能标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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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国家不断完善发展智能制造的产业政策，出台了《“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或指引，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的智能转型，鼓励支持工业企业向智能化方向发

展。自创立以来，埃斯顿始终专注于高端智能装备及其核心控制和功能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是目前中国运动控制领

域极具影响力企业及具有高度自主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的国产工业机器人领军企业，覆盖从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

系统、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工作站到智能制造系统的全产业链，构建了从技术、质量、成本、服务到品牌的全方位竞争

优势，保证了埃斯顿后续持续的业绩增长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65,194.93 万元，同比增长 19.87%；实现利润总额 16,660.95 万元、净利润 

13,269.95 万元，分别比上年度同比下降了 36.63%、27.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04.19 万元，同比

下降 18.8%。主要业绩驱动因素如下： 

1、国家宏观政策对行业发展的支持 

国家在“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支持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 20%，形成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及一大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建成 3～5 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产

业集群，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实现翻番。到 2035 年，我国机器人产业综合实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机器人成为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 

2023 年 1 月 19 日，工信部等 17 部门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到 2025 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

2020 年实现翻番，聚焦 10 大应用重点领域，突破 100 种以上机器人创新应用技术及解决方案，推广 200 个以上具有较

高技术水平、创新应用模式和显著应用成效的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北京、上海、深圳、山东等多地陆续出台政策，促

进工业机器人行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 IFR 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制造业工业机器人密度为 246 台/万人，2022 年我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为 322 台/

万人，位列世界第五位。若实现 2025 年翻番目标，则到 2025 年我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将达到 492 台/万人。长远来看，

我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韩国的 1000 台/万人仍有较大差距，我国机器人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2、国产替代进程提速 

我国制造业逐步向高端化迈进，自动化程度亟需全面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与中美贸易摩擦大背景下，内资企业开始

在关键领域替代外资品牌，持续布局新兴产业与高端自动化产品，从市场与成本红利走向管理及技术创新高地。 

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长期由外资垄断，日本发那科、瑞士 ABB、日本安川、德国库卡“四大家族”的市场占有率超

过 50%。近年来，国内自主品牌竞争力有明显提升，工业机器人存量稳定增长，国内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居世界首位，但

装机密度仍然有较大可以提升的空间。随着传统机器人厂商、科技巨头、制造业巨头、新创公司等纷纷入局，核心部件、

智能设备等关键技术攻关突破，高端制造装备自主可控，国产机器人进一步提升性能及扩大应用领域，市场份额逐年增

加，国产替代进程在逐步加快。 

国产替代显著加速，特别是给国产机器人龙头企业带来更多市场机会。一方面，2022 年外资企业在生产、交货、售

后服务等多方面均受到全球供应链影响，给与国产机器人良好窗口期。2023 年国产机器人厂商凭借国内较为完整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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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体系、强大的技术服务能力和灵活的市场策略，在锂电、光伏、汽车零部件等新兴领域与外资加速交锋并积极抢占市

场份额，同时在整车领域加速渗透，国产化工控产品份额持续加速提升；另一方面，国产头部机器人厂商发展势头强劲，

市场格局重塑，行业加速洗牌，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根据 MIR 睿工业数据，2023 年国产机器人厂商销量增长超 28%，

中国工业机器人国产化率进一步提升至 45.1%，同比增加 9.6 个百分点。 

3、践行双碳战略，助推新能源高速发展 

双碳战略驱动新能源加速转型，可再生能源加速渗透，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已成为趋势。公司积极响应“双

碳”目标，布局光伏、动力电池、储能、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细分领域，为新能源产业提供智能制造完整解决方案，为

绿色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公司抓住行业发展机遇，整合和聚焦公司优势资源，为新能源行业提供自动化机器人完整解决方案，全面参与客户

定制型产品开发，凭借机器人核心技术及全产业链布局优势，提供智能制造完整解决方案，满足新能源行业高速、高精

度、高稳定性、高性价比等要求，不断提升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储能等细分行业的渗透率。通过将机器人技术

与新能源生产技术相结合，在制造端可大幅提高新能源生产线的作业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

数据等智能制造技术融合，能够实现全流程的即时反馈、故障预判，顺应新能源客户建设数字化智能工厂实现极限制造

的发展趋势。 

基于埃斯顿完善的服务体系，助力锂电池数字化工厂快速落地，驱动锂电产业高速发展。面对锂电池行业大电芯工

艺、高能量密度、电芯类型及尺寸多样化等市场需求，通过整合 Trio 运动控制器、埃斯顿伺服系统、工业机器人、机

器视觉及数字化产品等系列产品和技术的优势，埃斯顿为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新能源行业打造精益、高效、柔性化产线，

为前道的涂布、辊压、分切、极片制作和模切、中段的电芯卷绕和注液、后道封装、化成分容、测试分选、模块装配及 

PACK 等全线工艺段提供智能化完整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多家头部锂电池企业产线中得到应用。 

2023 年光伏行业受益于技术迭代产生的设备更新需求和市场需求维持高速增长,各工艺环节机器人渗透率持续提升。

公司凭借全产业链布局及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化优势，紧抓光伏全产业链机会，赋能光伏全产业链智能制造，为光伏行

业硅片制造场景，电池片制造场景，组件制造场景提供全方位智能化完整解决方案。公司的光伏排版工作站可全面兼容

MES、ERP 等智能化制造管理系统，着力打造光伏智能制造工厂。目前公司的机器人在硅棒搬运、树脂板粘接、花篮搬运、

电池串排版、组件装框、电池片插片等生产领域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针对难点工序进行高价值产品定制，在光伏领

域处于行业龙头地位，积累上百余条光伏产线配套经验，已与光伏行业上百家企业进行深度合作。公司自主研发的“光

伏排版工业机器人”入选工信部第八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为光伏行业实现全工艺链的产线覆盖。 

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国内汽车行业的主要驱动力，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的不断增加，产业链各环节产能释放，电

动化、智能化、轻量化、国产化的需求加速驱动国内工业机器人在新能源汽车应用领域的高速增长。公司深度研究新能

源汽车行业机器人应用场景，陆续推出多款适合汽车行业的中大负载机型，适合弧焊、点焊、涂胶、冲压、搬运、上下

料、铆接、压铸等多种场景，拥有成熟的汽车行业专用工艺软件包，为汽车行业提供更高效率、更加稳定的高性能智能

化完整解决方案随着产品稳定性和性能的不断提升，公司的工业机器人目前已陆续进入许多汽车主机厂及零部件客户供

应商名单。 

（三）行业发展情况及市场地位 

1、行业发展情况 

工业自动化产品市场需求与下游行业的产能扩张、设备升级换代、自动化生产线与智能化水平提升等因素密切相关。

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持续推进，各应用领域对工业自动化装备的需求日益增长。下游行业的持续发

展、国产替代趋势及产业转型升级，为自动化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预期。2023 年受宏观经济下行、行业需

求持续低迷、出口走弱、行业周期性下滑影响，自动化行业市场整体仍处于调整阶段。随着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快速

发展以及下游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支持设备改造和消费升级，制造业投资需求回暖，自动化

行业有望迎来新一轮景气上行周期。从需求端来看，根据 MIR 睿工业数据，2023 年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约 28.3 万台，

增速放缓，同比增长 0.4%。从供给端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为 42.95 万套，同比

下降 2.2%。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全产业自动化升级需求加速，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和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张。随着《中国制造 2025》规划落地，明确将工业机器人列入大力推动突破

发展十大重点领域之一，未来，机器人将在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轨道交通、半导体等重点行业有更多更广泛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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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的市场地位 

根据 MIR 睿工业数据统计，2023 年埃斯顿再次成为国内工业机器人、国产多关节工业机器人出货量最高的国产品牌，

连续五年在中国市场国产品牌出货量第一，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出货量排名中位列第二位，超越部分国际知名品牌，市

场份额进一步提升，工业机器人在钣金折弯、冲压、光伏组件、弧焊等应用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是国际机器人

联合会（IFR）执委会委员单位（中国企业代表）、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国家机器人标准化整体组成员单

位、江苏省工业机器人专委会理事长单位、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机械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机器人行业

鉴定点。 

（四）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专注于高端智能装备及其核心控制和功能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是目前中国运动控制领域极具影响力企业及

具有高度自主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的国产工业机器人领军企业，以客户价值需求为导向，国内国际双轮驱动，为全球客

户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和服务，不断扩大业务规模。 

1、研发模式 

公司产品开发采用基于 IPD 模式，根据宏观行业、公司战略规划、客户需求、技术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分析，推进技

术研发和产品开发。从市场需求为着手点，基于市场创新，面向市场开展研发活动，实现客户需求驱动产品开发，推行

以产品线端到端模式，打通市场、研发、生产、质量、交付整个价值链，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宗旨。对关键的前瞻

性技术和应用，公司设立专业团队，进行充分调研评审，纳入开发计划, 补齐关键技术短板。 

2、生产及供应链管理模式 

公司不断增强制造能力建设，确保核心部件的国产自主可控；同时，持续建设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基于质量、

交付、成本、物流等全流程运作体系保证了产品的高品质、低成本和快速交付的竞争优势。通过 SAP、SRM（供应商关

系管理系统）、MES（生产制造管理系统）等系统打通订单信息流，建立健全了计划、采购、制造、质量、工艺、设备、

物流为核心业务的扁平化生产组织。根据产品交付特点不同，生产模式为“按订单生产+备库式生产”，确保准时交付。 

3、销售与服务模式 

公司产品的下游应用行业极其广泛，用户众多，国内国外地域分布广，公司主要是通过直销方式进行销售，客户包

括直接用户、系统集成商、设备制造商等。部分核心零部件产品会通过区域销售商买断销售。公司通过市场调研，信息

收集，锁定目标客户、确定产品方案等取得客户订单，并安排生产销售。一般工业产品的重要客户会采取招标流程选择

供应商，在此过程中主要评估供应商的业务能力和过往业绩情况。 

对于智能制造产线，公司的销售部门和技术工艺部门会同负责客户开发，根据客户需求，依托自身的模块化产品提

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技术方案得到客户认可后，销售部门根据有效的成本控制完成商务报价从而获得订单。一般的销售

与服务流程包括客户发展、售前准备、客户接洽、形成销售意向、销售合同签订、实施交付、售后服务等阶段。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 年末 

总资产 10,081,500,504.19 8,250,644,189.34 22.19% 6,990,104,39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698,612,836.87 2,773,962,644.65 -2.72% 2,589,301,810.95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 年 

营业收入 4,651,949,253.97 3,880,778,517.66 19.87% 3,020,377,35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5,041,886.09 166,303,391.26 -18.80% 122,030,2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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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5,004,686.20 96,588,419.58 -11.99% 67,201,87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877,272.69 27,064,201.42 10.39% 311,524,918.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9 -15.79%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9 -15.79%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6.20% -1.09% 5.75%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85,986,594.44 1,255,092,343.49 984,462,819.25 1,426,407,49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3,045,495.19 54,357,299.02 42,866,470.25 -5,227,37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2,100,516.51 37,125,742.61 18,419,660.39 -2,641,233.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9,555,054.54 157,457,207.64 -239,765,313.86 361,740,433.4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5,32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0,97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31% 254,894,742 0 质押 26,000,000 

吴波 境内自然人 12.65% 109,960,000 82,470,00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8% 91,990,299 0 不适用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沪 

其他 1.11% 9,660,112 0 不适用 0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暨 2022 年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0.77% 6,727,400 0 不适用 0 

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6,060,486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4,400,000 0 不适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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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达管理及研究公司有限责

任公司－富达新兴亚洲基金

（交易所） 

境外法人 0.34% 2,998,100 0 不适用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安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2,843,100 0 不适用 0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24% 2,081,6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吴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09,96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2.65%，与

吴波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派雷斯特持有公司 254,894,74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29.31%。吴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派雷斯特合计持有公司 364,854,742 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96%。（2）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

新增/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

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及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新增 0 0.00% 9,660,112 1.11%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新增 0 0.00% 4,400,000 0.51% 

富达管理及研究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富

达新兴亚洲基金（交易所） 
新增 0 0.00% 2,998,100 0.3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安华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2,843,100 0.33%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新增 0 0.00% 2,081,600 0.2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

【注】
 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 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退出 0 0.00% 0 0.00% 

张忠孝 退出 0 0.00% 0 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资产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退出 0 0.00% 0 0.00% 

【注】 鉴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新

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张忠孝”“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资产投

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 200 名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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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6.52 亿元，同比增长 19.87%，其中：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业务收入 36.12 亿元，同比增

长 26.50%，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自动化核心部件业务收入 10.4 亿元，同比增长约 1.42%，保持平稳增长。 

根据 MIR 睿工业统计，2023 年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约为 28.3 万台，同比增长 0.4%。公司的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

业务保持了快速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销售增长率达 40%，远高于行业，2023 年公司位列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出货量排

名第二，国产品牌出货量第一，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2、公司整体毛利率为 31.93%，同比下降 1.92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业务毛利率为 31.28%，同比

下降 2.09 个百分点；自动化核心部件业务毛利率为 34.19%，同比下降 0.99 个百分点。报告期内，行业市场竞争加剧，

公司通过承接智能产线业务进一步提升工业机器人及核心部件产品在细分领域的渗透率，造成毛利率的一定下滑，但公

司正在通过优化供应链、提升国产替代、实施制造精益管理等降本增效措施来抵消市场拓展对毛利率的影响。 

3、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3,504.19 万元，同比下降 18.8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500.47 万元，

同比下降 11.99%。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把实现销售增长和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列为重要目标，作为国际化战略布局元

年，公司加大了销售渠道建设以及全球化服务网点的铺设；同时，公司继续保持高研发投入，公司为构建全球研发体系、

销售网络和生产能力储备人才，人员的有效投入是公司长远发展的保障。随着公司整体业务规模扩张及运营质量提升，

公司的盈利指标将会有所改善。 

4、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为 3.5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16%，公司坚持“All Made By Estun”的全产

业链战略，不断提升新质生产力，通过推行精益化管理，公司运营能力将逐步增强，公司将继续努力保持 EBITDA 长期稳

定增长。 

5、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 2,987.73 万元，同比上升 10.39%。报告期内，公司的业务保持较快增长，应收账款同步

有所增加。公司将通过加强应收账款回收力度、不断优化供应链，以降低资金占用，进一步提高经营性现金流。 

6、研发费用持续高投入。公司持续多年大力投入研发，是公司保持技术创新领先优势的重要保障。报告期内，公司

总体研发投入约 5.03 亿，同比增加 25.17%，占销售收入比例达到 10.81%。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深耕行业发展，以客

户的需求及价值体现作为技术及产品研发的方向，包括以客户需求为指引，进一步提升核心部件的竞争性；以建设应用

技术中后台，大幅提升解决方案的能力；以新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平台，为客户提供新的增值服务；以开发面向新兴

行业需求及高壁垒行业应用的机器人产品，聚焦高端应用场景，打造更高端、高效的先进制造设备或智能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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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波 

2024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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