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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格科微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格科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科微”或“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格科微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

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

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并有效执行了持续

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

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

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

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格科微签订《保荐协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

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走访、尽职调查等方

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等方式，了解格科微业务

情况，对格科微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

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2 年度格科微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按有关规定需保荐机构公开发

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

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

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

具体情况，保荐机构采取的督导措施 

2022 年度格科微在持续督导期间未

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发布的业务规则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格

科微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作出的各项

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 保荐机构督促格科微依照相关规定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2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

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

控股子公司管理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格科微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格

科微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

的规范运营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

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

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格科微严格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

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

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

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

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

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格科微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

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

予以纠正 

2022 年度，格科微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

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

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 年度，格科微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

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

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

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

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不存

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

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作出说明并限期

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

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

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

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

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

保荐机构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2 年度，格科微未发生前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

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制定了对上市公司的现场

检查工作计划，明确了现场检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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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

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项

现场核查：（一） 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 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 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

保；（四） 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的其他事项 

2022 年度，格科微不存在前述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2022 年度，公司不存在需要整改的情况。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 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94,379.6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10%；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882.1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5.13%；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381.5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0.59%。 

（二）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创新风险 

随着下游市场对产品的性能需求不断提升，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设计行业技术升级和

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企业需紧跟市场发展步伐，及时对现有产品及技术进行升级换

代，以维持其市场地位。同时，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品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因此设计企业需要对主流技术迭代趋势保持较高的敏感度，根据市场需求变动和工艺水

平发展制定动态的技术发展战略。例如，在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不断缩小像素尺

寸的工艺技术研发是紧跟行业技术前沿水平的根本。未来若公司技术研发水平落后于行

业升级换代水平，或公司技术研发方向与市场发展趋势偏离，将导致公司研发资源浪费

并错失市场发展机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2、产品研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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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 CMOS 图像传感器和显示驱动芯片，其产品的开发具有技术

含量高、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的特点。目前，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正朝着更高

像素的方向不断发展，由于集成电路的研发存在前期规划偏离市场需求、研发成果不及

预期、市场推广进程受阻的风险，公司当前产品研发最终的产业化及市场化效果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公司面临产品研发项目失败的风险，并有可能导致前期研发投入

难以收回，从而对后续研发项目的开展和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造成负面影响。 

3、核心技术泄密风险 

公司所处的半导体及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密集性特点，核心技术是设

计企业在市场立足的根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未来，如果因核心技术信息

保管不善等原因导致公司核心技术泄露，将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三）经营风险 

1、原材料供应及委外加工风险 

公司作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专注于芯片的研发、设计环节，生产环节主要采取委

外加工模式。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为晶圆，而芯片的封测等生产环节主要通过委外厂

商完成。若晶圆市场价格、委外加工费价格大幅上涨，或由于晶圆供货短缺、委外厂商

产能不足或生产管理水平欠佳等原因影响公司的产品生产，将会对公司的产品出货、盈

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公司面临一定程度的原材料供应及委外加工风险。 

2、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目前，公司主要采用 Fabless 经营模式，专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和销售环节，将

晶圆制造及大部分的封装测试等生产环节通过委外方式进行。基于行业特点，全球范围

内符合公司技术及生产要求的晶圆制造及封装测试供应商数量较少。公司与主要供应商

保持着稳定的采购关系，对主要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较高。公司主要供应商均具有较大的

经营规模及较强的市场影响力，但同时部分中高阶产品的晶圆代工产能在全球范围内集

中于少数头部供应商。未来，若公司主要供应商业务经营发生不利变化、产能受限或合

作关系紧张，可能导致其不能足量及时出货，从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由于公司上游产能供给及下游终端需求均存在一定的波动，在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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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影响下，公司在获取下游订单、实现有效交付等环节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从而对

其盈利水平带来一定的潜在波动风险。 

4、代销模式风险 

公司代销收入保持较高比例，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对主流品牌终端客户的出货

量及占比不断提升，由于主流品牌厂商通常由大型模组厂来提供模组，对主流品牌厂商

的出货增长带动了公司对下游大型模组厂的销售，也相应增加了应收账款金额。为了控

制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对于超出公司给予信用额度的交易公司会与大型模组厂客户协商

优先选择通过代销模式进行，通过代理商提供的垫资服务，加快货款的回收。公司目前

合作的代销商大多为专业大型电子元器件代销商，规模资金实力较强，账期较短，但仍

然可能因为主要代销商经营出现问题而产生公司应收账款无法回收的风险。 

（四）财务风险 

1、毛利率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CMOS 图像传感器和显示驱动芯片，产品毛利率主要受下游需

求、产品售价、产品结构、原材料及封装测试成本及公司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若

上述因素发生变化，可能导致公司毛利率波动，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及业绩表现。 

2、折旧上升风险 

公司晶圆厂建设会导致固定资产的增加，公司在一定时期内面临折旧进一步增加的

风险。若公司盈利能力不及预期，固定资产的折旧增加将会对公司盈利水平、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 

3、存货跌价风险 

2022 年末，公司存货的账面价值为 344,613.19 万元。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

大，存货余额呈现逐年上涨趋势。公司结合自身对市场的判断和客户的需求预测拟定采

购计划，若公司无法准确预测市场需求并管控好存货规模，或者客户的订单未来无法执

行，可能导致存货库龄变长、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降低，公司将面临存货跌价的风险。 

4、税收优惠政策风险 

公司子公司格科微上海在报告期内依法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集成电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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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企业和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但若格科微上海目前享受的税收优惠在期限届满后未通

过认证资格复审或者未能继续成功备案，或者国家关于税收优惠的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

化，格科微上海可能无法在未来年度继续享受前述税收优惠，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

成负面影响。 

5、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部分销售收入、货物及设备采购支出需通过美元、欧元或日元等外币结算，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公司汇兑损益分别为-4,919.92 万元、-5,312.86 万元及

13,973.13 万元。由于汇率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若未来人民币

对外币汇率短期内呈现较大波动，公司将面临汇率波动而承担汇兑损失的风险。 

6、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 

2022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净额为 33,042.08 万元。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

应收账款绝对金额可能逐步增加。未来如果因为某些客户经营出现问题或者公司管理不

善导致应收账款无法及时收回，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资金使用效率造成不利影响，增加

公司的经营风险。 

 （五）行业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设计业，主要产品为 CMOS 图像传感器和显示

驱动芯片，主要应用于手机等移动终端，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近

年来，受到全球经济周期波动及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从上行状态中有

所回调，同时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终端市场容量增速放缓，导致仅通过终端市场增量无

法有效驱动上游市场空间的增长，市场参与者需进一步寻求行业技术变革、产业模式升

级等发展机遇。若未来经济环境恶化或终端市场萎缩，将对 CMOS 图像传感器及显示

驱动芯片市场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此外，由于晶圆制造商、芯片封测厂商前期投入金

额大、产能建设周期长，因此在行业内部也会形成一定的周期性。伴随全球集成电路产

业从产能不足、产能扩充到产能过剩的发展循环，集成电路设计行业也会相应的受到影

响。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若无法建立稳固的供应链资源体系，或缺乏必要的自主生产能力，

将有可能在产能供需关系波动的影响下面临交付能力不稳定、产品毛利水平下降的问题，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市场认可度、业绩水平、新产品开发进度等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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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宏观环境风险 

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具有全球化分工合作的特点。目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发

展与升级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链的高效运转埋下了隐患，在加征关税、技术禁令等政策

的制约下，中美贸易的发展受到阻碍。报告期内，公司与部分美国 EDA 供应商及 IP 授

权商存在技术合作，若未来贸易摩擦继续升级，技术禁令的波及范围扩大，公司可能需

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寻求替代性解决方案，或进行更为全面的自主 IP 研发，进而在短期

内对公司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的有序开展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如果相关国家与中国的

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技术禁令的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限制进出口或提高关税，公司上

下游合作伙伴可能面临设备、原材料短缺和订单减少的情况，公司可能面临无法和受限

的上下游合作伙伴继续合作等风险，从而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七）其他重大风险 

1、公司的治理结构与境内上市的非红筹企业存在差异的风险 

公司为一家根据《开曼群岛公司法》设立的公司。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

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8〕21

号）的规定，试点红筹企业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运行规范等事项可适用境外注册地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注册地法律法规对当地股东和投资者提供的保护，可能与

境内法律为境内投资者提供的保护存在差异。公司的公司治理制度需遵守《开曼群岛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目前适用于注册在中国境内的一般 A 股上市公司的

公司治理模式在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剩余财产分配、内部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一

定差异。 

2、知识产权诉讼的风险 

公司所处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相对容易产生知识产

权纠纷。公司境内外专利较多，若出现知识产权管理问题，被竞争对手模仿、恶意起诉

等，存在面临知识产权诉讼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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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5,943,796,651 7,000,561,264 -15.10 6,455,932,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8,821,904 1,258,447,129 -65.13 773,230,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3,815,000 1,202,933,508 -70.59 765,901,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910,547 439,414,067 0.80 -305,712,144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期末比

上年同期

末增减（%

） 

2020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95,411,622 7,549,704,072 4.58 2,719,009,846 

总资产 18,152,179,905 13,303,645,703 36.45 5,716,194,801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20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54 -66.67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51 -66.67 0.3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14 0.51 -72.55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8 27.66 
减少21.98个百

分点 
40.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4.58 26.44 

减少21.86个百

分点 
40.4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9.18 7.43 
增加1.75个百分

点 
9.22 

 

上述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降低 65.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降低 70.59%，主要系公司销售收入及毛利下降、存货跌

价以及募投项目开办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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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报告期初分别增长 36.45%和 4.58%，主

要原因为募投项目项下在建工程增加带来的资产增长。 

2022 年基本每股收益 0.1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6.67%；稀释每股收益 0.17 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66.6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14 元，较上年同期降

低 72.55%，主要系因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减少。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保持强势： 

（一）电路设计和工艺研发优势 

公司将工艺研发和产品设计创新能力视作价值创造的主要源动力，多年来致力于核

心技术的研发，追求通过技术创新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影像整体解决方案（totalsolution），

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在工艺研发方面，公司拥有丰富的制造工艺创新经验，独创了一

系列特色工艺路线，与市场上其他参与者相比，公司的产品能够以较少的光罩层数完成

生产，并进行了优化的 Pixel 工艺创新，在保障产品性能的同时实现了成本的大幅削减。

在电路设计方面，公司采用成本较低的三层金属光罩设计，并通过对产品设计的持续优

化有效缩小了芯片的尺寸，与同性能的其他产品相比实现了更为精益的成本控制。此外，

公司还凭借对摄像头模组及屏模组的设计及工艺流程的深刻理解，独创了 COM 封装技

术、COF-Like 创新设计等多项有别于行业主流的特色解决方案，在保证产品性能的前

提下对生产良率、工艺难度等进行了大幅改善。因此，公司凭借卓越的工艺研发及电路

设计，辅以在后道环节的不断创新，全方位地提升了产品的性价比，从而使公司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占据了有利的行业地位。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自主创新的

研发模式，进一步扩大研发投入，以面向行业前沿的创新技术和市场需求为研发导向，

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丰富核心技术，提升现有产品的性能与品质。 

（二）模式创新性 

目前，公司运营正在从 Fabless 往 Fablite 的转型中，通过自有 Fab 产线的基础，把

整个产品从设计，研发，制造，测试，销售全环节打通，在当前半导体整体产能紧缺的

情况下极高的提升了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公司精准捕捉了行业运行规律，

深刻理解了产业链各环节的联动方式与发展痛点，通过商业模式的优化与创新推动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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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效率的提升。 

未来，公司将建立更为高效的内生性产品研发模式，在公司内部形成由产品设计到

批量生产的闭环机制，从而大幅提升工艺研发效率，推动公司在高像素领域达到行业前

沿水平，满足客户日益更迭的产品需求。 

（三）供应链优势 

公司具有高效且强大的供应链协调能力，与国内外多家关键委外生产环节的供应商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由于设计企业的产品生产、新产品工艺流片均需通过委外

的方式进行，在全球产能紧缺的时期，与上游生产资源的有效绑定将决定设计企业的产

品开发和交付能力，是经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基于良好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关系，

公司制定了科学、有效的生产策略，通过逆周期采购方式应对产能供给的周期性变化，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了产品的稳定开发与交付。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公司 2022 年度研发费用共计 54,540.19 万元，较 2021 年研发费用 52,029.10 万元

同比上升 4.83%。研发费用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较为稳定，人员薪酬正常增加所致。

2022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9.18%。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知识产权项目申请 147 件（其中发明专利 136 件），共 45 件

知识产权项目获得授权（其中发明专利 18 件）。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获

得国际专利授权 15 项（其中国外发明 14 件，国外实用新型 1 件），获得国内发明专利

授权 204 项，实用新型专利 209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397,564,043.36 元，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518,545,010.97元(包括前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自筹资金人民币 863,090,434.82 元)，本年度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

净额为人民币 14,127,967.16 元，累计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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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1,398.39 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6,512,479.23 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营业部 
121937100310818 

活期及协

定存款 
4,467,346.2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营业部 
NRA755943962710888 活期 1,874,853.6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营业部 
FTN7559184042666 活期 170,279.2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营业部 
121937100310666 活期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桥支行 
03343210040036856 活期 0.00 

合计 6,512,479.23 

 

公司 2022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

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

减持情况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