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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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公司 王迪、邹靖；华泰证券 胡剑、周靖翔；国元证券 何伟、杨伟婷；

海通证券 肖隽翀、张驰；财通证券 沈斌丽、张苏、谢铭；华金证券 斯

志坚；谷复资产 庞增华；港投基金 李永；真科基金 张聪；侏罗纪资产 孙

恺；宁聚投资 沈振君、钱钢、罗喆；鸿道投资 赵云；玖龙资产 陈柯杰；

翊安投资 张益锋；湖汇山投资 郑志刚；德汇集团 夏步刚；国盛华运 平

富存；南鼎资产 谭思源；浙江省并购联合会 陈观冰等 47位投资者 

时间 2021年 6月 8 日 下午 14:00-16:00  

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 1785 号双城国际四号楼 9楼求是厅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高级副总裁 边劲飞 

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何昊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何俊丽 

浙江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沈益军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一、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何俊丽介绍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一）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整体营业收入约 29.27 亿元。其中，智慧交通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 21.7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9.04%。半导体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 2.1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达 43.89%。                            

（二）智慧交通业务的新增订单情况与亮点 

1、行业地位巩固；公司信号系统业务稳居行业前三，AFC系统业务市

场占有率达行业第一，ACC业务又下南通一城； 

2、交付能力提升：在信号系统领域，公司完成了 9 条线路约 247 公里

的项目交付及开通运营任务，在 AFC 系统领域完成了 9 个项目 113 个站点

的交付工作，交付成绩创公司历史之最； 

3、公司于三年前开始布局运维和系统集成等业务，2020 年新增订单

已达 3.47亿元，增长速度较快，未来拥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 

（三）泛半导体业务的新增订单情况与亮点 

1、2020年公司泛半导体业务新增订单总额为 2.87亿元，包括海纳半

导体 2.17亿元，苏州恒启 949万元，焜腾红外 6052万元； 

2、海纳半导体实现了重掺单晶技术的突破，覆盖重掺磷、重掺砷、重

掺锑等全系列产品； 

3、2020 年至今，海纳半导体的抛光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扩产正

在推进中； 

4、海纳半导体在中小尺寸片中高端领域如 TVS 等产品的技术领先性

和市场占有率在行业中占据优势。 

（四）公司治理 

1、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调整：继 2019 年浙江大学退出实控人后，



2020 年公司由网新集团控股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在这

一背景下，公司对董事会结构进行了调整，调整为五名独立董事和五名非

独立董事的结构，非独立董事中还包括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和外部专家董

事，优化公司的整体经营机制； 

2、技术架构升级：为配合公司一体双翼的发展战略，公司搭建了以产

品为核心的应用型团队、以行业场景为核心的创新研发团队、以预演和挖

掘新技术领域为核心的中央研究院三个梯队构成的技术组织架构； 

3、员工持股计划：2020 年公司面向全体员工推出了 2020 年员工持股

计划，超过 70%的员工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目前持有公司 6.49%的股份，是

公司第一大股东，让员工充分地参与到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当家做主。这

在资本市场也是较为罕见的。 

 

二、高级副总裁边劲飞介绍公司智慧交通业务 

（一）业务概况介绍 

公司智慧交通业务涵盖全自动列车运行控制系统、自动售检票及线网

清分系统（AFC/ACC）、系统集成、列车智能化、智能运维等多项系统产品，

以及大数据移动互联智能运维平台、大数据城轨云、芯片国产化安全计算

机开发验证平台等多个平台。 

在信号系统业务领域，在 2016 年以前，公司采用合作系统。2016 年

公司承接了第一个国家示范工程重庆互联互通项目，为重庆 4 号线提供全

套自研信号系统产品。自此起，自研信号系统成为了公司市场开拓的主体

产品，目前已覆盖 12个城市的多条线路。 

（二）2020年经营成果及 2021 年情况 

2020年公司智慧交通业务新增订单总额为 20.37亿元。其中，信号系

统新增 11.4 亿元，市场占有率 17.40%，位列行业第三，近三年来市场占

有率逐年攀升。AFC 系统新增 4.4 亿元，市场占有率 25.33%，位列行业第

一，且是唯一一家连续五年进入行业前三名的厂家。 

    2021年截至目前，公司信号系统业务合计中标（不含加车、有轨电车

和维保项目）7.64 亿元，市场占有率达 34.87%，处于行业第二的位置。新

增信号系统项目中包括一个弱电集成总包项目，是公司在深度系统集成领

域的一大突破。 

（三）竞争优势及亮点 

1、保持在优势城市的领先地位：公司在通过合作信号系统拓展的市

场，如杭州、西安、郑州、大连等，凭借优质的服务和交付能力，获得了

地铁业主的认可并获得自研信号系统项目，保持了领先的市场地位； 

2、技术架构调整配合业务拓展：公司在保持成熟业务优势的同时，思

变进取，积极开拓新业务。公司已经形成了从底层到前端完整的技术架构

体系，中央研究院面向未来进行前沿技术的研发，创新研发团队主要是围

绕轨道交通领域进行研发，应用型团队针对现有技术进行二次开发和应用

开发。经过近半年的探索，公司计划以轨道交通专用芯片、机器人、工业

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时空大数据等为未来新业务的主要开拓方向。公司

还成功申报了 2021年省重点研发项目低速场景下的无人驾驶项目，向大交

通领域的拓展进行了有益尝试； 

3、引领技术趋势：公司参与了信号系统领域四个国家级示范项目中的



三项，其中包括在青岛的车车通信示范工程。公司在无人驾驶领域已取得

三条线路的业绩，宁波 5号线项目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开通。 

（四）年度计划 

1、公司将继续深化本地化战略，实现多个城市本地化布局； 

2、夯实城规既有业务基础上，实现交通向全面智慧化的迈进； 

3、巩固前市场的同时，实现后运维市场的业务突破； 

4、借助技术沉淀与创新驱动，实现城轨向国铁、大交通业务的外延拓

展； 

5、孵化培育新业务增长极，包括时空大数据平台、智慧车站解决方案、

TACS 运行系统等。 

 

三、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何昊介绍公司泛半导体业务 

（一）发展历史和整体布局 

     公司泛半导体业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市公司诞生之前，源于 1970

年成立的浙江大学半导体厂。公司 1999 年上市之时，半导体硅片业务即是

公司的三大主营业务之一。在经历了 2007 年的破产重整之后，半导体产业

是唯一一块保留在上市公司内的主业。2016年海纳半导体搬迁至衢州开化。

2020 年，顺应股权结构的调整，公司对经营发展战略进行了优化升级。泛

半导体业务作为双翼之一的支柱性产业，公司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进

行发展。 

公司泛半导体业务遵循“一个核心、多个亮点”的发展思路，以海纳

半导体的半导体材料业务作为核心产业，通过参股、并购、外延等方式发

展其他泛半导体领域产业。 

公司目前的布局已覆盖泛半导体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包括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设备（参股了半导体晶圆级的电镀设备企业新阳硅密）、集成电路

（参股了众芯坚亥，主营陶瓷薄膜混合集成电路）、分立器件（海纳半导

体的下游）、传感器（轨道交通领域的专业芯片）以及下游多个应用场景。     

（二）半导体材料业务 

1、海纳半导体概况介绍 

海纳半导体成立于 2002 年，主营 3-8 寸单晶硅锭、研磨片及抛光片，

下游主要客户包括分立器件及外延片厂商，终端应用场景为消费电子、工

业电子、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等领域。年产能为晶锭 200 吨、硅片 1500 万

片，自 2020年以来一直处于满产状态。 

海纳半导体目前主要的产品种类为研磨片，以 4 寸和 5 寸片为主，在

中小尺寸片中高端细分领域具有技术和市场双重领先性。同时，海纳的 6

寸片快速增长，销售金额占比达到 13%，8 寸片占比达到 7%。未来海纳半

导体将逐步对产品结构进行升级，提升大尺寸片、抛光片和重掺产品的占

比。 

2018年到 2020 年，海纳半导体的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均呈现增长趋势。

2020 年海纳半导体营业收入达 2.17亿，毛利率达 36.75%。自 2005 年以来，

除 2016、2017 年因火灾造成生产中断外，海纳半导体始终保持盈利的经营

成果。 

2、海纳半导体发展规划 

中短期规划：首先，海纳半导体的毛利率较同行业而言，还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公司计划通过新建单晶基地来扩大海纳半导体的单晶硅生产规

模、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毛利率水平。其次，公司计划通过增加产能来提

升 6 寸到 8 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第三，公司将持续提升特色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尤其是在重掺产品方面加大产品的开发跟销售力度，以提升在特

定领域或者细分市场的占有率。 

长期规划：公司将以浙江大学硅材料实验室和叶志镇院士为技术依托，

在 12寸硅片领域采取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模式，在某一特定细分产品找

到突破口。 

 

（三）其他泛半导体业务布局情况 

1、新阳硅密： 

公司通过下属控股子公司持有新阳硅密（上海）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10%的股权。新阳硅密主营半导体级的电镀设备、清洗/去胶设备及供酸系

统，其使用自主专利研发生产的晶圆级水平电路、垂直电路、化学电镀行

业领先。 

新阳硅密下游客户包括半导体生产企业、微系统和大功率器件生产企

业、材料生产企业、LED 等生产企业。 

2、众芯坚亥： 

    浙江众芯坚亥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是由众合科技与技术团队合资设

立，主营陶瓷薄膜元器件及延伸产品，目前已落地安徽滁州中新苏滁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厂房已经开始建设，预计将在今年投产。 

陶瓷薄膜混合集成电路是以陶瓷作为基材，通过真空蒸发、溅射和电

镀等工艺制成的集成电路。其性能优点包括集成密度高、精度高、尺寸小、

对信号损耗小、导热系数好、高频特性好、温度特性稳定等。 

众芯坚亥未来主要生产产品包括标准微波毫米波产品---系列陶瓷介

质电容芯片以及定制陶瓷微波毫米波电路，主要应用领域包括 5G光模块、

自动驾驶、军用雷达、激光制造等。整体市场空间可达 400亿元。 

3、焜腾红外： 

浙江焜腾红外科技有限公司业务主要涵盖高端光学气体成像、VCSEL

激光器、高端红外热成像智能传感器领域。 

焜腾红外的核心产品二类超晶格红外探测器已应用于甲烷、乙烷等

VOCs（挥发性有机物）气体遥测。相较碲镉汞探测器，二类超晶格红外探

测器的优势在于明显降低了俄歇复合和漏电流，提高了红外探测器的综合

性能。对于目前快速发展的 VOCs 气体检测应用，二类超晶格探测器在中波

区域的峰值波长与 VOCs 气体吸收波长的匹配度高，应用效果更好。 

   

（四）未来发展规划 

    未来，公司将紧紧抓住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脉络，将智慧

交通、感知算法、大数据、信息化和泛半导体业务相结合，通过内生、并

购整合、参股投资等方式，来扩大公司泛半导体业务的整体规模和体量。 

 

四、回答投资者提问 

1、公司未来是否有硅片扩产计划？ 

答：未来海纳半导体将以抛光片为扩产的主要方向，今年下半年至明



年海纳开化工厂 6 寸抛光片产能预计可达到月产 10-30 万片的规模。在单

晶硅生产方面，海纳将利用其在单晶硅生长、重掺等技术优势，建立单晶

硅基地，降低电力成本，进一步提升毛利率。 

2、作为轨道交通行业中少有的民营企业，众合科技始终能保持在行业

前三并在今年上半年取得行业第二的成绩，公司的优势在哪里？ 

答：一是公司注重在既有城市的市场耕耘，持续保持在华东区域及西

南区域的市场优势。二是公司积极参与新技术的研发，从跟随到引领技术

的革新。例如，公司参与了青岛的车车通信示范工程项目，车车通信作为

未来新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参与示范工程项目也将为公司带来重要的技

术优势。 

3、公司在泛半导体产业战略方面，将如何重点补充人才？ 

答：在半导体行业，关键核心技术人才是稀缺资源。公司通过引进成

熟的技术团队，合资设立众芯坚亥来发展陶瓷薄膜集成电路产业，是利用

资本来引入外部人才。在海纳半导体层面，此次海纳半导体团队参与增资，

也是为了将团队激励与经营责任相匹配，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未来海纳

也将从高校包括浙江大学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补充人才。 

4、海纳半导体曾有部分人员流失后成立公司单独上市，海纳的产品和

他们的产品差异在哪里？ 

答：立昂微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的布局较为完整，产品包括单晶硅、抛

光片、外延片和器件。中晶科技通过在电力成本较低地区建设单晶基地来

降低电费成本，具有成本优势，因此在二极管等市场的占有率较高。海纳

半导体在中小尺寸抛光片和超重掺等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的水平。

同时，海纳半导体在研磨片高端产品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产品主要应

用在汽车电子领域，客户黏着度高。 

5、海纳半导体未来的收入增长点是？ 

答：未来抛光片的扩产将成为海纳半导体重要的收入增长极，具体实

施情况需取决于投资、扩产计划的落地情况。 

6、公司未来并购整合的计划如何？ 

答：半导体属于投资周期较长的产业，如果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扩大

整体规模，则需要通过并购等手段来实现弯道超车。公司会根据自身的资

源和优势，规划半导体业务的整体布局。公司去年通过业务梳理回笼了大

量的资金，公司拟将其中部分资金投入至半导体材料业务的扩产以及其他

泛半导体领域业务的并购整合。在此过程中，公司也将积极利用产业基金，

与合作伙伴一起进行整合。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1-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