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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80,000 万元（含

48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截至本次发行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已投入情况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1 消费电子产品外观防护玻璃建设项目 476,010.50 50,290.95 340,000.00 

2 视窗防护玻璃建设项目 175,986.02 - 140,000.00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

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

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公司

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视窗防护玻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

蓝思，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对东莞蓝思增资。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建设的背景 

1、行业发展背景 

公司产品及募投项目的目标产品均用于消费电子产品的外观保护——包括

视窗保护和外壳件。因此，消费电子行业的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行业的发展，

是本次募投项目建设的主要背景。 

自 2007 年初代 iPhone 发布，重新定义智能手机行业标准以来，全球智能手

机行业经历了十年的飞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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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DC、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全球智能手机出货增速趋缓，至 2015 年首次低于 10%。

根据 IDC 数据，2016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总量为 14.71 亿台，同比增长 2.3%，

智能手机行业进入存量换机时代。 

（1）颜值时代，双玻璃方案将成为市场“微创新”的受益者 

在存量博弈时代，智能手机性价比快速提升，消费者对于硬件指标的辨识度

下降，硬件性能提升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改善被削弱，各品牌产品的同质化竞争严

重，“微创新”成为重要竞争手段。手机厂商往往通过操作系统的优化、外观设

计的美化、品牌文化内涵的塑造和注入来提高产品辨识度，实现“圈粉”目的，

因此消费者手中的智能手机已经逐步成为一种身份、品位、情怀的象征。而外观

的创新则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差异化途径，智能手机的机壳先后经历了塑料、玻

璃、金属、陶瓷等不同材料的兴替。 

金属背板具有质感好、手感好、抗摔、散热好等优点，目前已经成为主流机

型的标配，但潮流转换的契机已经到来。随着 5G、无线充电等时代的来临，对

信号传输的要求将会更高，而金属背板对信号屏蔽的缺陷将被放大，成为其发展

的重大瓶颈，金属背板终将让位非金属背板。从目前非金属材料的选择来看，双

玻璃方案将成为新一代智能手机的外观潮流 

2010 年，苹果公司推出的 iPhone 4 使用了玻璃面板+玻璃机壳，已经证明了

玻璃机壳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但是由于玻璃机壳具有易碎、散热性差、不够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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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缺点，从 iPhone 5 开始被金属外壳替代。但经过技术的更迭，现有的玻璃已经

克服了这些缺点，通过性能的提升为玻璃外壳的普及创造了条件。康宁第四代大

猩猩玻璃在厚度减至 0.4 毫米的同时，负荷升至 14kgt 以上，完全能够满足手机

外壳的应用条件。2016 年 7 月，康宁公司推出的第五代大猩猩玻璃，将跌落保

护提升到了前所未有高度——从 1.6米高跌落到粗糙表面上时，完好率可达 80%，

可以基本消除对于玻璃容易摔碎的的担忧。 

同时，消费电子外观保护玻璃目前已经有相对成熟的产业链，在成本、良率

的方面远胜于另一非金属背板材料候选者——陶瓷。因此，无论在市场、技术、

产业化角度来说，玻璃背板都将是颜值时代的主流选择。 

 

（2）颜值和柔性屏的兴起，推动 2.5D 和 3D 的市场需求 

智能终端产品的屏幕是人们选择手机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人们对智能终端

产品的外观审美以及性能要求的提升，相关产品屏幕也从平面触屏逐渐向 2.5D

曲面、3D 曲面过渡。 

2D 玻璃是普通的纯平面玻璃，没有任何弧形设计；2.5D 玻璃是在平面玻璃

的基础上对边缘进行了弧度处理。配备 2.5D 盖板玻璃的触控显示屏模组，由于

与人手接触的盖板弧面造型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无论是握感还是使用便捷

性，都比原来传统的 2D 平板盖板玻璃操作体验上要更好，并且手机表面外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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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盈而不溢的水滴，提升了手机或平板的整体视觉张力，为手机屏幕的视觉表

现力加分不少。目前智能手机视窗保护玻璃方面较多的采用了 2.5D 玻璃，部分

双玻璃方案的智能手机的外壳件亦采用了 2.5D 玻璃。 

2014 年三星推出机身右侧单面 OLED 的 GALAXY Note Edge，是全球智能

手机领域首次尝试使用柔性 AMOLED 屏幕。在 OLED 面板性价比不断提升的前

提下，基于对YOUM技术多年的深耕，三星在 2015年 3月推出GALAXY S6edge，

首次将双曲面屏带入到产品设计中，得到了市场的良好反馈。随后华为、小米等

多个品牌相继推出了曲面屏产品。 

 

数据来源：旭日产研 

柔性 OLED 面板在智能手机端的渗透，要求 3D 玻璃作为前盖板的应用。而

这样配套的诉求，必然以 3D 玻璃生产技术的成熟、大规模产能建设的落地为基

础，3D 玻璃的产能和市场空间伴随柔性 OLED 技术的兴起得以扩大。 

（3）国产手机崛起，搅动产业链上游供给  

伴随着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十年的飞速发展，大陆智能机产业链经历了从元器

件制造成熟到智能机品牌的崛起，国产手机的技术创新、外观创新已经走在世界

前列。 

根据 IDC数据，2016年国内市场手机整体出货量 4.67亿部，同比增长 8.7%，

排名前三的 OPPO、华为、vivo 出货量分别为 0.78、0.76、0.69 亿部，同比增长

率分别为 122.2%、21.8%、96.9%。2016 年国际市场手机整体出货量 14.7 亿部，

其中华为、OPPO、vivo 的合计出货量为 3.1 亿部，市占率达到 21.5%。 

1 
2 

11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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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土供应链资源丰富、手机品牌强势崛起的共振下，国产手机厂商正由原

先的跟随者成为行业风潮的引领者，部分硬件模组的应用节奏上甚至得以赶超领

导者机型。2012 年领导品牌首次采用金属机壳大约领先行业 3-4 年，2013 年领

导品牌首次采用指纹识别方案大约领先行业 1-2 年。华为在 2014 年推出的荣耀

6plus 率先应用双摄，此外，华为在 16 年 12 月 16 日推出的荣耀 Magic，已成功

应用柔性 OLED+双 3D 玻璃方案，甚至采用了行业内领先的四曲面 3D 玻璃。 

2、国家产业政策背景 

在 2016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中，明确将“培育集成电路产业体系，培育人工智能、智能硬件、新型显

示、移动智能终端、第五代移动通信（5G）、先进传感器和可穿戴设备等成为新

增长点”列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行动的第一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3、公司经营背景 

发行人主要从事触控、防护屏面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陶瓷、蓝宝石等

新材料在消费电子产品的推广与应用，全面覆盖从工装夹具、模具、专用设备、

原辅料的开发制造到生产工艺流程的设计，直至最后的成品，产品广泛应用于中

高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数码相机、播放器、

GPS 导航仪、汽车仪表等的视窗防护。公司的客户群体为苹果、三星、亚马逊、

微软、华为、联想、小米、ViVO 等国内外知名品牌。 

蓝思科技通过自主研发及多年的技术沉淀，掌握了行业内的先进生产工艺，

技术水平位于行业前列。目前公司已经开发出完整生产线，具备产品包括四周弧

面玻璃、两边弯曲玻璃、桥面玻璃、双弯玻璃等曲面玻璃的生产能力；已具备冷

磨、热压、热熔等高端工艺，自主开发包括热弯整机、模具、抛光、丝印、磨砂

等专用设备。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1、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加快实现公司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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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耕消费电子行业外观保护玻璃产品多年，客户包括苹果、三星、亚马

逊、微软、华为、联想、小米、ViVO 等国内外知名品牌。针对行业中显现的玻

璃外壳件、曲面玻璃等趋势，公司计划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利用现有的客户、技

术资源和储备，抓住行业发展机会，加快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为股东创造更大

价值。 

同时，公司将进一步规范产品的生产组织与管理，持续提高产品质量和施工

作业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2、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公司通过多年经营积累已持续稳定发展，但现有资本规模难以满足公司长远

发展需求。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可以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

低财务风险，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长

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原有业务的扩张，公司通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

在原材料采购、生产技术、客户资源等方面已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为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必要条件 

1、广阔的市场前景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虽然智能手机的市场增长放缓，但规模巨大的存量市场，确保了换机时代的

市场规模。根据 IDC 对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规模的预测，2017 年全球智能手机市

场出货量将会达到 15.35 亿支，较去年的 14.7 亿支成长 4.2%，维持成长趋势。

同时，IDC 还指出，2021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高达 17.74 亿支，平均年复合

成长率(CAGR)达 3.8%。 

一部采用双玻璃方案的智能手机，至少需要两片外观防护玻璃，包括视窗防

护玻璃和玻璃背板或玻璃外壳件。此外，由于智能手机生产过程中的贴合损耗和

维修备货等因素的影响，外观防护玻璃与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之比一般高于 2:1（双

玻璃方案）或 1:1（单玻璃方案）。因此，智能手机巨大的市场需求保证了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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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前景。 

2、公司的技术积累和客户资源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消费电子产品防护玻璃生产具有加工精度高、工艺难度大的特点，公司最早

进入消费电子产品防护玻璃行业，已掌握视窗及后盖防护玻璃产品生产的核心技

术和工艺诀窍，并在 3D 玻璃、蓝宝石、精密陶瓷等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淀与

优势。 

消费电子产品技术更新频繁，公司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

具备成熟、高效、快速的研发与投产能力，能够有力保障客户需求并提供一站式

解决方案。持续稳定的高研发投入确保了公司技术优势得以巩固并不断扩大。

2016 年，公司新获得专利授权 162 件，其中发明专利 14 件，新申请专利 370 件，

其中发明专利 107 件。截至 2016 年末，公司已获得专利授权 397 件，其中发明

专利 23 件，实用新型专利 364 件，外观设计 10 件。 

此外，公司通过自主研发、与设备厂商共同研发等方式，开发生产所需的各

种专用设备。公司生产所用部分工装夹具、模具、辅材均为自制。 

在客户资源方面，公司多年来在消费电子产品防护玻璃领域的深耕细作，赢

得了一批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包括三星、LG、亚马逊、微软、诺基亚、特

斯拉、华为、OPPO、VIVO、小米、联想等国内外知名品牌。 

公司多年的技术积累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可行性，高质量的客户资源为项目

的市场和效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消费电子产品外观防护玻璃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将利用公司在消费电子领域、视窗防护玻璃行业多年积累的技术、经

验和市场资源，利用公司在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蓝思科技园区南园现有厂房，形

成年产 1.5 亿片消费电子产品外观防护玻璃的产能，以满足消费电子市场对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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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玻璃的新需求。 

2、建设内容 

本项目总投资 476,010.50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340,000 万元。项目选

址在国家级浏阳经济开发区南园，建设期 2 年。本项目建设生产规模为年产 1.5

亿片消费电子产品外观防护玻璃生产线。 

3、项目投资概算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截至本次发行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

已投入情况 

是否资本性

支出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1.1 建筑工程费 40,188.58 

50,290.95 

是 

340,000.00 
1.2 设备购置费 339,273.19 是 

1.3 设备安装费 16,963.66 是 

1 工程费用小计 396,425.43 是 

2 预备费 31,714.03 - 否 - 

3 铺底流动资金 47,871.04 - 否 - 

投资总额 476,010.50 50,290.95 / 340,000.00 

4、项目实施进度 

本项目总工期为 24 个月，包括从项目前期准备、工程勘察设计、项目实施

到竣工验收的过程。在进度安排上，将配套制定设备使用计划、劳动力安排计划、

材料进场计划等，合理布置立体交叉作业及流水作业，对施工进程实施动态管理。 

5、项目选址 

为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公司拟利用公司实施的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蓝思科

技园区南园标准厂房建设项目内的生产车间三、生产车间四、生产车间五、生产

车间六、机加工中心、电控中心、污水处理中心、垃圾房、物料仓库、综合楼等

现有厂房实施本项目。 

6、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项目经营计算期内，达产期平均投资利润率为

23.33%，所得税后项目财务净现值为262,767.70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达21.37%，

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24 年（含建设期 24 个月建设期），预期经济效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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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窗防护玻璃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将利用公司在消费电子领域、视窗防护玻璃行业多年积累的技术、经

验和市场资源，利用东莞蓝思现有厂房，形成年产 7000 万片 2.5D 和 3D 视窗防

护玻璃的产能，以满足消费电子市场对视窗防护玻璃的新需求。 

2、建设内容 

本项目总投资 175,986.02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140,000 万元。项目选

址在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期 2 年。本项目建设生产规模为年产

7000 万片视窗防护玻璃生产线。 

3、项目投资概算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截至本次发行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

已投入情况 

是否资本性

支出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1.1 建筑工程费 22,949.07 

- 

是 

140,000.00 
1.2 设备购置费 114,622.91 是 

1.3 设备安装费 5,731.15 是 

1 工程费用小计 143,303.12 是 

2 预备费 11,464.25 - 否  

3 铺底流动资金 21,218.65 - 否  

投资总额 175,986.02 - / 140,000.00 

4、项目实施进度 

本项目总工期为 24 个月，包括从项目前期准备、工程勘察设计、项目实施

到竣工验收的过程。在进度安排上，将配套制定设备使用计划、劳动力安排计划、

材料进场计划等，合理布置立体交叉作业及流水作业，对施工进程实施动态管理。 

5、项目选址 

为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公司拟利用蓝思科技（东莞）有限公司实施的东莞

松山湖生产基地厂房，实施本项目。 

6、项目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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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项目经营计算期内，达产期平均投资利润率为

26.70%，所得税后项目财务净现值为93,971.30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达20.44%，

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46 年（含建设期 24 个月建设期），预期经济效益良好。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办理相关备案、审批和环评手续。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是全球消费电子产品防护玻璃行业的领先企业，专注于触控防护玻璃面

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蓝宝石、陶瓷等新材料在消费电子产品上的推广与

应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向为消费电子产品外观防护玻璃

建设项目和视窗防护玻璃建设项目，是在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结合未来市场

发展的需求对现有产品和业务的升级改进。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可以有效提升

部分核心产品和业务的技术水平、性能指标以及生产规模，同时通过跟进市场最

新需求，完善公司产品链条和业务范围、提升对客户的服务能力、契合行业未来

发展方向，进而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保持并扩大公司在优势项

目上的技术领先优势，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随着未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实现转

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本次发行是公司保持可持续发展、巩固行业

领先地位的重要战略措施。通过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募集资金将会得到有

效使用，为公司和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六、可行性分析结论 

总之，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是公司董事会秉持“技术创新引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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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的发展理念，坚持新材料、新工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战略不动摇，把握

住行业新一轮快速增长带来的重大机遇，实现企业发展新突破的重要举措。本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

划，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效益。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

务规模，增强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可行的、必要的。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建设的背景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消费电子产品外观防护玻璃建设项目
	（二）视窗防护玻璃建设项目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六、可行性分析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