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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9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详见附件清单 

时间 2021年 5 月 11日下午 14:00—17:00 

地点 宜兴陶都半岛酒店三楼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沈琦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覃红健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路演活动主要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由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秘

书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及公司情况做个简要的介绍，第二环节为

投资者问答环节。 

 

提问环节主要情况如下： 

1、关注到公司在收购光刻胶业务前，该业务是亏损的，公司在后续

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扭亏盈？ 

答：韩国 COTEM公司的光刻胶业务在公司购买江苏科美特新材料有限

公司股权并实际控制 COTEM公司之前确实存在一定的亏损，但是从公

司接手后，该业务已经开始实现盈利。公司接手后，COTEM公司的 TFT

光刻胶销量比之前增长了 20%—30%。未来销量会进一步增长，其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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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会持续向好。后续假使出现亏损的情况，也并不是经营造成的，

而是公司为了执行在购买 LG 化学下属的彩色光刻胶事业部的部分经

营性资产时签署的《业务转让协议》，把 cotem 原有的厂房拆除，腾

出空间建设彩色光刻胶生产线导致的。这部分生产线建设涉及的资金

量较大。 

 

2、关于募投项目中的“新一代电子信息材料国产化项目-光刻胶及光

刻胶配套试剂”项目，公司预测，项目建成后光刻胶业务相关的营业

收入在 2022 年能达到 15 亿元人民币左右，建成后 5 年营业收入能达

到 40 亿元人民币左右。想请教公司：前述预测是基于对未来光刻胶

市场需求会快速增长还是会有其他光刻胶竞争对手退出，公司在市场

占有率方面会有大大幅提高而做出的判断？ 

答：对于中国目前的面板产业来讲，更需要本地化的光刻胶生产企业。

到目前为止，光刻胶产品的增量主要不在中国大陆，而在韩国和中国

台湾地区，从这一方面来讲，公司对台湾市场的开拓是相对乐观的，

友达光电已经开始批量供应，预计未来会继续放量增长，群创光电已

经开始上线测试。就客户而言，公司目前光刻胶业务的海外客户除了

有 LG 显示、还有三星。三星需要的光刻胶相对目前 LCD 光刻胶的价

格和工艺难度都更高，而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拥有多项光刻胶

相关的专利。同时，中国大陆的市场也已经启动，随着客户产线投产，

公司未来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销量将持续增长。与国内其他企业相比，

公司在技术、市场等方面更具竞争优势。公司在客户端有产品、有技

术、有信心能取得更多客户订单。 

同时，公司上述对未来的收入预测，不仅包含光刻胶产品收入，还包

括与之配套的显影液，剥离剂，清洗剂、稀释剂等相关试剂的收入。 

综合上述因素，公司对新一代电子信息材料国产化项目-光刻胶及光

刻胶配套试剂项目作出前述预测。 

 

3、关于新一代电子信息材料国产化项目-光刻胶及光刻胶配套试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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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请教公司：生产地从韩国转移到国内，在客户端的相关测试是不

是需要重新进行？ 

答：光刻胶产品，其供应商由 LG 化学变更为雅克韩国工厂，这个过

程中的供应商认证是存在一定难度的。但是从雅克韩国工厂转移到中

国国内，由于供应商实质上为一家，而且产品和生产工艺没有变化，

因此在客户端的认证相对而言会简单许多，但在客户端的 PCN测试是

需要完成的。在客户端 PCN的测试时间比认证一个新产品的时间会短

很多，因为产品规格这些数据是一致的。所以，公司在募投项目建成

后，生产地从韩国转移至国内，在客户端的测试上不存在障碍。 

 

4、公司目前有不同的业务板块，想了解公司在这一方面的协同整合

情况如何？中国团队和韩国团队如何进行沟通协作？ 

答：从技术和客户群体来说，公司有几个业务板块确实是不相通的，

所以公司目前采取事业部模式，主要是根据下游的业务行业进行区分

的。 

以电子材料事业部为例，目前该事业部主要以韩国团队的运营负责人

为领导，而中国新工厂的建设和业务的拓展主要依靠中国团队。为了

加强整合，公司把中国市场开发及新工厂建设纳入整个事业部的考核

里。这就意味着国内工厂的建设和业务运营情况会与韩国团队的业绩

考核挂钩。UP Chemical 公司是这样，COTEM 公司亦是如此。在这一

方面，韩国团队和中国团队在市场、技术、客户端、供应链的角度，

是具有较为密切的协同整合的。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从客户技术输

入，到公司自身研发，再回到客户端技术输出，这个过程中体现的链

条整合效果较好。 

公司的研发团队主要是为客户服务的，当国内研发团队技术能力不够

的时候还是需要依靠韩国研发团队提供协助。目前，公司为加强国内

外研发团队的沟通交流，安排了韩国团队人员负责中国新工厂的规划

建设，同时也安排中国团队的人员前往韩国工厂进行培训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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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的 LNG 保温板材业务的毛利和净利水平如何？其材料主要是

聚氨酯，想跟公司请教：就 LNG 保温板材行业是否存在进入壁垒？ 

答：目前来看的话，MARKⅢ板材的毛利水平大概在 30%左右。公司去

年承接了很多订单，今年开始陆续交货，所以净利润水平目前还无法

确定。 

关于 LNG 保温板材的行业壁垒，首先，LNG 保温板材项目资金投入较

高，截至目前，公司已投入 5亿人民币左右。就项目资金投入而言，

普通的聚氨酯泡沫生产企业相对难以完成。其次，LNG 保温板材的原

材料确实是聚氨酯，但是个工程化的产品，聚氨酯材料只是其中的一

部分，占 20%左右，其技术本身不是普通聚氨酯材料技术能达到的。

在 LNG保温板材加工过程中，次屏蔽层关键材料 FSB和 RSB技术复杂

程度较高，公司目前已有相关技术储备。生产能够用于 LNG保温板材

的增强型聚氨酯材料的关键是在保证聚氨酯质量和绝热性能的同时，

使其兼具高强力学性能、高尺寸稳定性以及防火安全性，对技术要求

较高。最后，进入该行业需要完成 GTT公司的认证，认证标准严格，

认证费用较高，且认证周期通常较长。 

综上，资金、技术和认证构成 LNG保温板材行业的三大进入壁垒。 

 

注：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

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同时

已按深交所要求签署调研《承诺书》。 

附件清单（如有） 与会人员名单 

日期 2021年 5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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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与会人员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到访人姓名 

1 鲁信创投 马展 

2 北方工业 王闻华 

3 嘉实大岩资本 刘洁 

4 湖南轻盐创投 何浩泽 

5 江苏毅达 王彬 

6 江苏毅达 李华俊 

7 湖南湘江中盈 黄筱烨 

8 肈万投资（富善投资） 崔磊 

9 镕盛投资（肈万投资） 黄庆仰 

10 江苏瑞华 章礼英 

11 富国基金 沈衡 

12 百年保险资管 冯轶舟 

13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刘晨光 

14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李畅 

15 中金启融 张炜林 

16 中金启融 谢禛 

17 华融证券资管 樊志斌 

18 劲邦资本 王荣进 

19 伟星投资 杨克华 

20 国金证券自营 孙蔚 

21 混沌投资 孙宁 

22 混沌投资 朱宇轩 

23 国投聚力 左进 

24 东证资本 张盛博 

25 东证资本 刘红 

26 民生银行省行 陈慧 

27 民生银行省行 冯飞 

28 湖南五矿高创股权基金 童文先 

29 湖南五矿高创股权基金 侯冠华 

30 君海创芯 蒋逸杨 

31 五星控股 苏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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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五星控股 周建德 

33 五星控股 郭庚钊 

34 国寿安保基金 撒伟旭 

35 城泰投资 赖伟涛 

36 国开装备基金 李瑜婷 

37 江苏民营投资 罗梓丹 

38 江苏民营投资 耿岩 

39 江苏民营投资 邹昀益 

40 中信建投资管 陈友章 

41 申万宏源 宋涛 

42 申万宏源 胡双 

43 招商基金 张林 

44 华宝基金 代云峰 

45 泓澄投资 陈骞 

46 沣谊投资 区伟良 

47 长盛基金 顾文天 

48 中港荣鑫 李枭立 

49 财通资管 邵沙锞 

50 信达澳银 张凯 

51 中信证券 陈旺 

52 宏道投资 段然 

53 上海人寿 田发祥 

54 银叶投资 寇晨飞 

55 无锡金控 任惠垠 

56 无锡金控  林璐 

57 伟星投资 单科 

58 中银证券 余嫄嫄 

59 毕盛投资 张清 

60 毕盛投资 王兴林 

61 海通证券 张翠翠 

62 中睿合银 陈诚 

63 中睿合银 刘春梅 

64 华泰联合证券 傅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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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睿亿投资 楼鸿强 

66 成都金控 罗毅 

67 中银证券 王海涛 

68 申万宏源 雷宁 

69 石溪资本 高峰 

70 华西银峰投资 李博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