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

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辉光电”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负责和辉光电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并出具本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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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制定持续督导计划，并依

据工作计划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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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与和辉光电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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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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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和辉光电

业务情况，对和辉光电开展了持续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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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度，和辉光电在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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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4年度，和辉光电及相关当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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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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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通过培训、

口头交流等形式督导和辉光电及其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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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

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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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督促和辉光电依照相关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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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交易、对

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

等 

保荐机构已督促公司建立健全相关内

部控制制度，且得到了有效执行，未发

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存在失效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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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督促公司按照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建立健

全信息披露制度，并按制度规定严格执

行，并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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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督

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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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度，保荐机构对和辉光电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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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度，和辉光电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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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度，和辉光电及其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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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度，和辉光电不存在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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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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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条、第

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

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

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4年度，和辉光电未发生该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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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

作计划，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并

已按规定对和辉光电进行了现场检查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应自

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

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

现场检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

期保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

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

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50%
以上；（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

情形 

2024年度，和辉光电不存在该等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需整改的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尚未盈利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5,831.1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51,805.1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若公司不



 

能尽快实现盈利，公司在短期内无法完全弥补累积亏损，存在短期内无法向股

东现金分红的风险，将对股东的投资收益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亏损主要是因为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行业具有技术密集性和资本

密集性的特点，行业对研发技术和生产工艺等要求较高，需要持续投入新技术

及新产品的研发，同时生产运营的固定资产投入也较大，且从项目建设到达成

规划产能、完成良率爬坡、实现规模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因此在投产前

期，由于固定成本分摊较大，行业厂商通常因单位成本较高而产生亏损，甚至

可能存在产品毛利率在一定时期内为负的情形。 

（二） 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1,805.10万元，较上年

同期亏损减少72,634.02万元。如未来受宏观经济波动、贸易摩擦、消费电子市

场前景不及预期等影响，导致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需求、产品价格改善缓慢，

公司将面临经营业绩恢复缓慢且持续亏损的风险。 

（三）核心竞争力风险 

核心竞争力风险主要系中大尺寸AMOLED产品持续渗透，造成产能不足的

风险。近年来，多屏互动的中大型显示产品需求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开始关注并且购买平板、笔记本电脑，增加体验感并且缓解居家办公或者娱乐

时的疲劳，既能满足一定的游戏需求，也能满足一定的办公需求。随着消费者

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显示面板的要求也逐渐提升，AMOLED面板凭借优

良画质、健康护眼、节能省电、功能整合性强、形态可塑性强等优势，已开始

从中小尺寸向中大尺寸产品持续渗透。 

报告期内，公司联合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共同推进中尺寸 IT类产品向

AMOLED显示屏的升级换代，已量产数款新品，后续随着持续开拓中尺寸

AMOLED市场，将存在产能不足的风险。 

（四）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主要系公司关键设备、原材料依赖进口的风险。面板显示行业对

原材料、设备、零备件有较高要求，部分重要原材料、核心设备、零备件来自



 

中国境外。公司的关键设备包括离子注入设备、退火设备、曝光设备、刻蚀设

备、蒸镀设备及封装整合设备，主要通过进口采购。若国际贸易摩擦升级，导

致设备供应商所在国家或地区出台针对境内企业的限制性贸易政策，可能会对

公司未来的产能扩张、设备升级改造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中，基

板玻璃和偏光片主要由境外厂商生产。若国际贸易政策出现变动，前述原材料

价格出现持续大幅波动，或供应链稳定性受到影响，将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

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盈利水平和经营业绩。 

（五）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主要系存货跌价风险。报告期期末，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占期末存

货余额比例较高且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若公司库存继续增加,或受到

显示面板行业供求关系波动影响，AMOLED面板价格持续走低或恢复缓慢，发

生未来仍需要持续、大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形，公司将面临存货跌价准备

影响经营业绩的不利风险。 

（六）行业风险 

随着消费类终端电子产品市场的发展，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产品的需

求迅速扩大，推动了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国内外企业进行产能扩充。随着

国内外新增产能不断扩充，市场竞争激烈，公司需要持续增强产品技术能力，

进一步拓展市场，提升产品竞争力，否则将面临行业竞争加剧带来的市场竞争

风险。 

（七）宏观环境风险 

1、宏观环境风险 

2023年以来，地缘政治风险升级，给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若国际贸易争端加剧，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强，消费电子市场前景不及

预期，可能对公司业务和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2、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存在境外采购与销售业务，通常以美元、日元等外币定价并结算，外

汇市场汇率的波动会影响公司汇兑损益。未来，如果境内外经济环境、政治形



 

势、货币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使得本外币汇率大幅波动，公司将面临汇率波

动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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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4年 2023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495,831.18 303,844.99 63.19 419,088.15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481,740.99 300,650.32 60.23 414,97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1,805.10 -324,439.12 不适用 -160,17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644.77 -333,172.24 不适用 -178,12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249.15 -27,816.21 不适用 -2,894.4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4,561.15  -100,710.98  不适用 17,697.81 

主要会计数据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2022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03,409.98 1,256,077.85 -20.12 1,580,505.24 

总资产 2,959,450.78 2,844,062.56 4.06 3,089,323.23 

 

2024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2023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22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3 不适用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3 不适用 -0.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19 -0.24 不适用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9 -22.88 0.59 -9.6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22.89 -23.49 增加0.60个百分

点 
-10.7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9.99 15.52 减少5.53个百分

点 
10.34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5,831.18万元，较上年同期303,844.99万元

增长63.19%，其中境外营业收入135,315.59万元，占报告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27.29%，主要系公司坚持研发创新，致力于对AMOLED前沿技术的持续突破，

加快推进最新技术方案的成果转化，通过应用Hybrid显示新形态、Tandem叠层

显示技术等各项前沿技术，使产品在轻薄、亮度、强度及使用寿命等方面的性

能更具优势，满足客户高端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的需求，实现了量价齐升。

在平板、笔记本电脑领域，公司持续突破技术制高点，巩固国内龙头地位，出

货量再创新高，营业收入增幅超180%，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首位；在车载航空

领域，公司产品线不断丰富，实现了对多场景、多规格的全面覆盖，报告期内

多款新产品实现量产交付，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营业收入增幅超200%；在智

能手机领域，公司与品牌客户协同创新，不断深化合作，产品出货量持续稳健

攀升，驱动营业收入维持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在智能穿戴领域，公司依托创

新产品矩阵优势，凭借轻薄高性能的新产品迅速打开市场，品牌客户出货量与

营业收入均实现同比增长。 

2024年度，公司净利润为-251,805.10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减少72,634.02

万元；剔除利息、折旧摊销等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4,561.15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105,272.13万元，主要得益于市场开拓、产品结构优化带来的收入增长，

以及精益生产管理与供应链管理推动的成本下降，公司销售毛利率较上年同期

改善了40.58个百分点。 

2024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249.15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10,567.06万元，主要系公司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产品营业收入增长，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长幅度大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增长幅度。 

2024年度，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9.99%，较上年同期减少5.53个百

分点，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0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长63.19%，营业收入增幅远大于研发投入增幅。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验丰富的运营管理团队和专业化的行业技术队伍 

公司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半导体及显示面板相关的行业经验，能够对行业

趋势进行深入判断，并在把握行业和公司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公司发

展的战略和经营规划。公司董事长傅文彪先生曾在上海压缩机厂、上海电线电

缆集团公司等多个企业担任厂长或总经理职务，并于1997年出任华虹NEC副总

经理，参与领导了国家“909工程”中国大陆第一座8英寸半导体工厂（华虹NEC）

的建设与运营。2001-2008年期间，傅文彪先生担任上海市政府信息化办公室副

主任、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并兼任上海市无线电管理局局长。2009-2016

年期间，傅文彪先生担任华虹集团董事长，并兼任华虹半导体（1347.HK）董

事长、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具有丰富的半导体相关产业运营管

理经验。 

公司秉承“勇敢、诚实、智慧、谦和”的企业精神和“专注打造中国最好

的AMOLED显示屏”的企业使命，吸引了来自中国、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等国家

和地区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半导体显示面板及相关行业的专家，组建了成熟的核

心技术人员团队，团队成员包括刘惠然博士、陈志宏博士、森本佳宏博士等多

位行业专家，部分核心技术成员拥有全球知名半导体或显示面板公司多年的工

作经历，在不同的技术方向均具有丰富的研发和生产经验，为公司新技术、新

产品以及新工艺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拥有一支以国际先进的研发理念为依托、专注于AMOLED半导体显示

面板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国际化技术人才团队，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

同时具备跨专业知识背景和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

共有技术人员1,412人，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为40.70%，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

人员383人（博士学历19人），占技术人员的比例为27.12%；本科学历人员993

人，占技术人员的比例为70.33%。 

（二）持续的新技术研发投入和行业领先的产品创新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示范

单位，上海市专利工作示范企业，被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列入“科



 

改示范企业”名单，被国家工信部评为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试点企业，并荣

膺上海市政府颁发的“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2024年度上海市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等众多奖项。 

自设立以来，公司致力于高解析度的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产业核心技

术和产品的研发创新，始终坚持对研发的持续投入。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

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为4.95亿元，同比增加5.01%，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

例达到9.99%。 

一方面，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探索AMOLED显示技术的新领域。

例如，在新的发光材料、更高效的驱动电路、先进的封装技术等方面投入了大

量资源进行研究，这使得公司能够不断推出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

投入与积累，公司形成了较强的研发创新优势，积累了大量与AMOLED显示技

术相关的专利，这些专利涵盖了从材料、工艺到产品结构设计等多个方面，为

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专利保护，能够有效阻止竞争对手的模仿，确保

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以

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专利局共获得授权专利1,243项，其中发明专利883项。 

另一方面，公司通过专利技术创新，显著提升了产品的显示性能，并将研

发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产品推向市场，让技术优势变成市场优势。公司凭借高

刷新率、高对比度、高亮度以及广色域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让产品能够提供更

出色的视觉体验，满足了高端市场对于显示质量的严格要求。 

（三）高标准的生产技术保证及灵活储备的制造产出能力 

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产品的生产过程要求极高的精度，并需满足极高

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一致性，对设备运行、材料配方以及生产工艺等因素的变

化极为敏感，公司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设备方面，在保证稳定且

良好的产出水平的前提下，公司与关键设备供应商紧密合作，结合研发试验线、

量产线对设备进行调试、改进与升级，进一步提高生产的稳定性与效率。材料

配方方面，公司通过多方面因素评估筛选材料，实现高效率和高寿命性能的器

件持续迭代，并保证产品量产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生产工艺方面，

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产品的生产需要经过阵列工程、有机成膜工程、模组



 

工程近200道工序，涉及温度、压力、速度、角度等众多工艺参数，公司通过长

期跟踪生产数据，自主开发了8大类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制造核心技术，

并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良率。 

经过多年产线运营经验的积累，公司具备灵活调整生产线配置和生产组织

的能力，从而能够及时响应下游市场多样化的产品需求。在产线产品尺寸安排

方面，公司充分利用不同尺寸产品的有效切割率及规模经济优势，目前公司第

4.5代AMOLED生产线主要生产智能穿戴类和智能手机类显示面板产品，第6代

AMOLED生产线主要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和车载显示面板产品。

产品外观形态生产布局方面，目前公司采取刚性为主的差异化竞争策略，主要

生产销售刚性AMOLED显示面板产品，但同时公司现有的第4.5代和第6代

AMOLED生产线均兼有生产柔性面板产品的产能储备，可在需要时灵活切换生

产柔性面板产品。 

（四）客户资源与品牌优势 

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下游客户需要就供应商新产品开发能力、新产品

规格品质、产能规模、技术工艺、产品良率以及生产成本等众多方面进行非常

严格的认证，一般而言认证过程时间长、要求高且程序复杂。基于产品品质以

及采购稳定性等方面的考虑，客户不会轻易更换达成业务合作的显示面板供应

商。一旦进入下游客户的核心供应商名单，双方会达成持续稳定的互信合作。 

基于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生产制造能力以及可靠的产品质量等，公司获

得了多家国内外一线品牌客户的认可，在客户资源方面积累了强大的竞争优势，

公司现有产品无论是智能手机、智能穿戴、平板、笔记本电脑，还是车载显示

产品均具有稳定的下游客户。经过多年的积累，和辉光电品牌已经在行业内及

下游市场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充以及新技术能力的突破，公司抓住中尺寸的火爆

市场机遇，与现有下游客户在中尺寸新产品领域持续合作，并积极拓展开发更

多新客户，不断深耕高端中尺寸市场，充分发挥公司竞争优势，不断提升技术

水平，增强整体竞争力。尤其在海外市场，目前已成功拓展多家海外品牌客户，

供应平板、笔记本电脑、航空机载等AMOLED显示屏。 



 

2024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投入及变化情况 

2024年度，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9.99%，较上年同期减少5.53个百

分点，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0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长63.19%，营业收入增幅远大于研发投入增幅。 

经过多年的研发创新和生产积累，公司在面板设计、设备改进、材料配方

以及生产工艺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核心技术成果。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掌握的

主要核心技术具体如下： 

大类 核心技术名

称 
主要对

应工序 核心技术指标 核心技术主

要产品 
技术

来源 

技术

所处

阶段 

低温多晶硅

AMOLED半导

体显示面板设

计技术 

高效驱动晶

体管临界像

素补偿电路

设计技术 

阵列 

阈值电压

（Vth）差

异、电流均匀

性 

智能手机、

平板、笔记

本电脑类产

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双向扫描信

号产生电路

设计技术 
阵列 

GOA电路尺

寸、信号可调

适性 

智能手机类

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反缺陷光学

补偿技术 模组 灰阶补正深

度、压缩率 

智能手机、

平板、笔记

本电脑类产

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高效率高寿

命发光器件

设计技术 

有机成

膜 
发光效率、器

件寿命 

智能穿戴、

智能手机、

平板、笔记

本电脑类产

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高强度面板

机构设计技

术 

阵列、

有机成

膜、模

组 

机械强度、封

装区尺寸 

智能穿戴、

智能手机、

平板、笔记

本电脑类产

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柔性曲面显

示设计技术 

阵列、

有机成

膜、模

组 

弯曲半径 智能手机类

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轻薄耐弯折

显示设计技

术 

阵列、

有机成

膜、模

组 

折叠半径、弯

折次数、叠构

厚度 

智能手机类

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大类 核心技术名

称 
主要对

应工序 核心技术指标 核心技术主

要产品 
技术

来源 

技术

所处

阶段 

OLED叠层器

件设计技术 
有机成

膜 

发光效率、器

件寿命、显示

亮度 

平板、笔记

本电脑、车

载类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EAGLE驱动

电路设计技

术 
阵列 

支持高低刷新

率、电路稳定

性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

脑、显示

器、车载类

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Hybrid设计

技术 

阵列、

有机成

膜、模

组 

叠构厚度及重

量、机械强

度、封装区尺

寸 

智能穿戴、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

脑、显示

器、车载类

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低温多晶硅

AMOLED半导

体显示面板制

造技术 

高迁移率低

温多晶硅制

造技术 
阵列 台阶覆盖能

力、迁移率 

智能穿戴、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类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超高分辨率

光刻制造技

术 
阵列 对位精度、稳

定性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类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高精密刻蚀

制造技术 阵列 

关键尺寸损失

（CD-
LOSS）、刻蚀

残留 

智能穿戴、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类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高均匀性有

机成膜制造

技术 

有机成

膜 

蒸镀膜厚均匀

性、蒸镀速率

稳定性、材料

利用率 

智能穿戴、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类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柔性封装制

造技术 
有机成

膜 
折射率、膜层

厚度、可靠性 
智能手机类

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柔性面板芯

片绑定制造

技术 
模组 涨缩偏移量、

可靠性 
智能手机类

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低温多晶氧

化物制造技

术 

阵列 迁移率、器件

漏电电流 
智能穿戴、

智能手机、

平板/笔记本

电脑类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大类 核心技术名

称 
主要对

应工序 核心技术指标 核心技术主

要产品 
技术

来源 

技术

所处

阶段 
薄膜封装集

成触控制造

技术 

阵列 平坦度、均匀

性 
智能穿戴、

智能手机、

平板/笔记本

电脑类产品 

自主

研发 
量产

阶段 

（二）研发进展 

作为AMOLED显示领域的创新驱动型企业，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24

年度研发支出达4.95亿元，同比增长5.01%，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9.99%。 

公司坚持研发创新，致力于对AMOLED前沿技术的持续突破，本年度顺利

完成10余项新技术的结案，为产品竞争力持续赋能。公司已构建覆盖智能穿戴、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车载显示及航空显示的全场景技术矩阵，

包括Hybrid显示新形态、Tandem叠层显示技术、Eagle 驱动电路组以及动态变频

技术、柔性技术、TOE技术、LTPO技术等。通过各种前沿技术的应用，公司产

品在轻薄、亮度、强度及使用寿命等方面的性能更具优势，可以满足客户高端

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的需求。 

公司加快推进最新技术方案的成果转化，持续巩固技术领先地位。2024年，

公司量产了30余款各应用领域的新产品，实现了Hybrid、Tandem、高频PWM调

光等多项前沿新技术的落地应用。其中标志性产品包含Hybrid超轻薄1.8X寸

AMOLED穿戴显示屏；12.X寸Tandem OLED高阶平板电脑柔光护眼显示屏；可

实现4320Hz零风险调光的1X.3寸AMOLED 3K高刷144Hz平板电脑显示屏；14寸

AMOLED 2.8K高刷144Hz笔记本电脑显示屏；14.X寸AMOLED超轻薄硬质膜超

薄笔记本电脑显示屏，PC行业4320Hz超高频PWM零风险调光；高寿命Tandem 

13寸/15.1寸OLED车载显示屏；21.X寸/27寸4K航空屏等产品。 

公司优异的研发创新成果获得行业权威认可。2024年，公司荣获2024中国

上市公司论坛“创新奖”；1.5英寸LTPO新型穿戴整合技术开发方案，荣获

“2024国际（上海）显示技术及应用创新展银奖”；14英寸2.8K AMOLED显示

屏，采用业内最先进的Hybrid“刀锋”技术和Tandem双层蒸镀技术，搭载了公

司特有的新型驱动电路系统，同时斩获“第十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ITE 

2024）创新金奖”及“2024国际（上海）显示技术及应用创新展金奖”。 



 

报告期内，公司新获授权发明专利34项、实用新型专利59项，承担完成多

个市级政府项目，15.1寸车载AMOLED显示屏入选《2024年度（第一批）<上海

市创新产品推荐目录>》，EC303BC73.B（12.3英寸）显示屏入选《2024年度产

品质量可靠性创新“最佳实践”典型案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等国家和

地区专利局共获得授权专利1,243项，其中发明专利883项，进一步完善在

AMOLED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知识产权情况如下： 

项目 
本年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91 34 2,175 883 

实用新型专利 76 59 476 360 

外观设计专利 0 0 0 0 

软件著作权 4 4 4 4 

其他 0 0 17 17 

合计 171 97 2,672 1,264 

注：其他为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及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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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2,005,179,755.97元，募集资金

的使用及管理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8,002,135,743.48 

加：累计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含结构性存款收益）扣减手续费净

额 
229,184,311.32 

减：募投项目实际支出金额（累计投入金额） 6,226,140,298.83 

1.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000.00 



 

项目 金额（元） 

2.第六代AMOLED生产线产能扩充项目 4,726,140,298.83 

其中：报告期实际支出金额 317,772,262.25 

等于：募集资金余额 2,005,179,755.97 

减：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0.00 

减：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1,900,000,000.00 

等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05,179,755.9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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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和辉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制度上保

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并与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国家开发银行上海

市分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分行于2021年5月18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2021年6月29日签订了《募集资金（含超额配售）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放的资金余额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 31001560022335130000 7,250,340.20 

上海银行徐汇支行 03004538659 97,929,415.77 

合计 105,179,755.97 

公司2024年1-12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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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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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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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已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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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

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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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为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805,720.19万股，本期直接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海

联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期初持

股数 
期末持

股数 
报告期内股份增

减变动量 增减变动原因 

傅文彪 董事长 1,938,204 1,439,102 -499,102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个人增持 

刘惠然 
董事、高

管、核心技

术人员 
1,302,000 1,114,000 -188,000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个人增持 

芮大勇 职工代表董

事 
240,000 120,000 -120,000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 

陈志宏 高管、核心

技术人员 
700,314 694,289 -6,025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个人增持 

梁晓 高管 1,048,344 930,172 -118,172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个人增持 

李凤玲 高管 498,000 525,000 27,000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个人增持 

张斌 副总经理 500,000 475,000 -25,000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个人增持 

2024年，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系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个人增持。截至于2024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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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