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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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作为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敏芯股份”或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敏芯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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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

督导工作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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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与公司签订了《保荐协议》，

约定了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内，持续

督导公司规范运作、信守承诺和信息披

露等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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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调查等方式，了

解公司业务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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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6 月，敏芯股份在持续督导期

间内未发生按照有关规定需保荐机构公

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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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6 月，敏芯股份在持续督导期

间内未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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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6 月，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

间内督导公司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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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承诺 范性文件，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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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内督导公司建

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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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内对公司内控

制度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公司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并

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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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内督导上市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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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内对公司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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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监

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的情况，并督促其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3 年 1-6 月，敏芯股份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持续督导期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措

施或者纪律处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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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6 月，敏芯股份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在持续督导期间内不存在未

履行承诺事项的情况 

13 

关注社交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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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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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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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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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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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6 月，敏芯股份在持续督导期

间内未发生前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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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工作计

划，明确了现场检查的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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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6 月，敏芯股份在持续督导期

间内不存在需要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一）发现的风险 

2023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5,571.73 万元，同比上升 9.08%；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45.41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702.91 万元，主要原因系受报告期内国内外消费类

电子市场疲软的影响，产品需求减少，行业竞争加剧，从而销售价格下降导致

毛利率下降所致。 

（二）整改情况 



上述问题不涉及整改事项。保荐机构提请公司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

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三、重大风险事项 

2023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5,571.73 万元，同比上升 9.08%；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45.41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702.91 万元，主要原因系受报告期内国内外消费类

电子市场疲软的影响，产品需求减少，行业竞争加剧，从而销售价格下降导致

毛利率下降所致。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由于受到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消费类电子市场整体表现低迷等因素的影

响，导致部分消费类终端品牌出货量下滑，进而影响上游元器件供应厂商的出

货，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出货量及产品价格均产生较大的影响。公司主力产品

MEMS 声学传感器的行业整体产能充足，行业竞争加剧，使得公司业绩出现下

滑。如未来公司出现研发投入未能及时转化为研发成果或研发成果未能及时产

业化，或公司销售拓展成果未能及时显现等情形，公司业绩仍然存在继续下滑

或亏损的可能性。 

（二）核心竞争力风险 

1、新产品研发风险 

MEMS 传感器作为信息获取和交互的关键器件，随着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

术的不断发展，新的应用场景层出不穷，为适应市场新的应用和快速发展，公

司需要根据技术发展的趋势和下游客户的需求不断升级更新现有产品和研发新

技术和新产品，从而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和产品的竞争力。但由于 MEMS 传感器

产品的基础研发周期较长，而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产

品研发进度未达预期或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公司将面临新产品研发失

败的风险，前期的研发投入也将无法收回。 



2、人才团队建设风险 

MEMS 芯片设计涉及较多跨学科知识和跨行业技术的融合，包括机械、电

子、材料、半导体等多门学科，对人才水平的要求较高，而 MEMS 产业商业化

时间较短，中国的 MEMS 产业 2009 年才逐渐起步，行业内的优秀人才较为短

缺，尤其是具备芯片设计和技术前瞻性判断的高端人才。随着 5G 的推广和物

联网的发展，MEMS 传感器下游应用领域快速扩张，行业内公司加大对专业人

才的招揽力度。公司作为一家拥有 MEMS 传感器芯片自主研发能力的半导体芯

片设计企业，专业人才是公司保持持续研发能力的重要资源，如果公司的人才

培养、引进不能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则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带

来不利影响。 

3、技术复制或泄露风险 

MEMS 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核心技术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公司

经过十余年的研发积累，在各条 MEMS 产品线的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和

测试等环节都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目前，公司还在持续对新技术和新产品

进行研发，尽管公司已与研发人员签订了保密协议，但仍存在因核心技术保管

不善或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等原因导致核心技术泄密的风险，而在与供应商合作

的过程中，公司也需要与供应商共享晶圆制造和封装的技术工艺，因此存在技

术被复制或泄露的风险。 

（三）经营风险 

1、产品结构风险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包括 MEMS 声学传感器、MEMS 压力传感器和

MEMS 惯性传感器。其中，MEMS 声学传感器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例较高，单一产品收入的占比较高。虽然公司正在研究和开发新的 MEMS 传感

器产品，并积极进行市场推广，但在短期内，如果 MEMS 声学传感器的需求增

速放缓，将会对公司的营收和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2、经营模式风险 



公司专注于 MEMS 传感器的研发与设计，将完成的芯片设计交付中芯国

际、华润上华等国内知名的晶圆厂商进行晶圆制造，并自主完成或委托华天科

技等专业的封装测试厂商完成封装测试。公司与中芯国际、华润上华和华天科

技等行业内主要的晶圆制造厂商和封装厂商均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但若未来

晶圆制造、封装供应商及公司自主产线的产能不足，或者晶圆和委外加工市场

价格大幅上涨，将会对公司的产品出货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3、技术人才流失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具有人才密集型特征，是一个涉及多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行

业。技术人员对于新产品设计研发、产品成本控制以及提供稳定优质的技术服

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企

业之间人才竞争也逐渐加剧，公司现有技术人才亦存在流失的风险。如果公司

不能持续加强技术人才的激励和保护力度，则存在一定的技术人才流失风险。 

4、产品质量控制的风险 

产品质量是公司客户关心的核心属性，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建

立了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每批产品均符合行业及客户质量标准和相关要

求。由于公司产品的生产工艺复杂，产品质量受较多因素影响。如果在生产控

制、产品测试、存储运输等过程出现偶发性或设施设备故障、人为失误等因

素，将可能导致质量问题的发生，从而影响公司产品对客户的交付。 

5、安全生产的风险 

在生产过程中，若因自然灾害、流程设计缺陷、设施设备质量隐患、违章

指挥、防护缺失、设备老化或操作失误、工作疏忽等原因，可能会导致设施设

备损坏、产品报废或人员伤亡等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从而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 

（四）财务风险 

1、毛利率下降风险 



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竞争也较为激烈，半导体芯片设计企业

需要根据下游市场需求不断进行产品的迭代升级和创新。一般情况下，率先推

出顺应下游发展趋势产品的企业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定价权，毛利率相对较

高，但随着同类产品陆续推向市场，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消费电子厂商对成本管

控的要求使得产品价格下降，毛利率空间也被逐渐压缩；并且行业整体产能充

足，行业竞争加剧，价格竞争更为激烈，部分产品的单价出现下滑，导致公司

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此外，在公司顺应 MEMS 传感器市场发展趋势、不断开

发新产品的过程中，新产品在投入量产初期可能存在工艺磨合和生产稳定性提

升等问题，在短期内可能对公司毛利率造成不利影响。 

2、存货跌价风险 

由于公司近几年因预期业务规模扩大以及为应对集成电路供应链市场产能

趋紧而主动增加了备货，但因近期终端市场变化，公司实际销售出货量不及预

期，导致存货增长较快，存货周转时间变长。由于存货周转期较长以及部分产

品价格下滑，导致部分存货的预计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公司基于谨慎角度考

虑，对预计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如果未来下游客

户需求、市场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或者公司不能有效拓宽销售渠道、优化库存

管理，就可能导致存货无法顺利实现销售，从而使公司存在增加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的风险。若因产品检测不合格或者原材料未在保质期内使用，则存在存货

失效报废的风险。 

（五）行业风险 

1、下游应用领域发展趋势变化风险 

由于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与营销策略，下游应用领域的发展趋势

是影响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消费类电子领域，手机、TWS 耳机、智能

音箱等 IoT 设备的市场变化迅速，如上述市场不能保持快速增长趋势甚至下

滑，或者如公司不能根据下游应用领域发展趋势的变化不断推出顺应下游新兴

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无法在现有市场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主流消费电子领

域的品牌客户，将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2、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随着 5G 技术的推广和物联网的不断发展，使用 MEMS 技术生产相关器件

已成为趋势，新的器件品类不断涌现，应用场景的丰富也使得 MEMS 产品出货

量保持较快增速，并且由于公司在国内 MEMS 领域的耕耘，国内 MEMS 产业

链进一步成熟，这吸引了众多大型企业进入 MEMS 行业，存在行业竞争加剧的

风险。公司作为 MEMS 传感器芯片的自主研发企业，如不能持续提升技术和产

品的研发能力，将因为市场竞争加剧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在我国大力支持和发

展芯片产业、MEMS 生产体系逐渐成熟的背景下，如更多的国内企业具备

MEMS 传感器芯片设计和研发能力，或通过外购芯片的方式实现产品出货，市

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六）宏观环境风险 

半导体行业是面临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并得到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行业，

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行业法规和贸易政策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近年来，

全球宏观经济表现平稳，国内经济稳中有升，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大

力支持半导体行业和传感器技术的发展，MEMS 传感器行业快速增长。未来，

如果国内外宏观环境因素发生不利变化，如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可能造

成半导体材料供应和下游需求受限，从而对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七）知识产权风险 

在技术高度密集的半导体领域，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竞争力，建立核心专

利壁垒已经成为产业共识。在半导体芯片设计领域，已掌握领先技术的企业会

通过及时申请专利的方式形成核心技术护城河，并运用专利维权，向竞争对手

发起专利战。知识产权诉讼，尤其是专利诉讼已成为阻碍竞争对手经营发展的

重要策略。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坚持 MEMS 传感器产品的自主研发与设计，在

各条产品线的芯片制造、封装和测试等环节都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公司高

度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制定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虽然公司已采取了严

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但仍然存在部分核心技术被竞争对手模仿或诉讼的可

能性。2019 年 7 月以来，歌尔股份及其子公司采用多种方式对公司发起专利

战，包括以公司侵害其专利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公司自竞争对手处离



职的员工在离职一年内申请的专利为其在原工作单位的职务发明、对公司专利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等。如公司在相关诉讼中被认定为侵权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可能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如相关专利被认定为对方的职务发明或被

无效，公司该等专利存在被对方使用或模仿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3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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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6 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元） 155,717,290.21 142,751,443.54 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53,454,085.15 -6,751,600.3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7,029,103.16 -11,532,039.73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21,007,302.99 -29,213,836.64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 6 月末 2022 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978,291,455.09 1,027,922,333.96 -4.83 

总资产（元） 1,109,310,247.01 1,167,486,332.63 -4.98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增减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1 -0.1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1 -0.13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7 -0.2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33 -0.62 减少 4.7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69 -1.05 减少 4.64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24.21 25.07 减少 0.86 个百分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的变动原因与合理性情况如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4,670.25 万元，主要原因系受

报告期内国内外消费类电子市场疲软的影响，产品需求减少，行业竞争加剧，从

而销售价格下降导致毛利率下降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4,549.71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820.65 万元，主要系销售收

入增长使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分别减

少 0.88 元/股、0.88 元/股、0.85 元/股，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减少所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

年同期分别减少 4.71 个百分点、4.64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导致未分配利润减少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强大的自主研发及创新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 MEMS 传感器的自主研发与设计，经过十余年

的研发投入，公司在 MEMS 传感器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和测试等各生产

环节都拥有了自主研发能力和核心技术积累。与采用标准 CMOS 工艺的大规模

集成电路行业专业化分工程度高，研发难度集中于设计端相比，MEMS 行业在芯

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和测试等各环节均有着较强的研发难度和壁垒。公司在

产品各生产环节的自主研发与设计领域的技术优势为未来持续升级现有产品线

和研发新的 MEMS 产品奠定了基础。 

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于 MEMS 传感器自主研发与设计的企业，一直重视技术

的持续创新能力。公司秉承“量产一代，设计一代，预研一代”的研发策略，在

产品达到可量产状态的同时，就开始用下一代技术研发新的产品，根据技术发展

的趋势和下游客户的需求不断对现有产品进行升级更新，并利用自身在 MEMS

传感器领域积累的技术和工艺扩展新的产品线。 



公司是国内少数在 MEMS 声学传感器、MEMS 压力传感器和 MEMS 惯性

传感器领域均具有芯片自主设计能力的公司，经过多年的行业经验和技术积累，

公司的行业地位和研发实力得到了业内主要机构的认可。 

（二）人才与团队优势 

MEMS 是一门交叉学科，MEMS 传感器的研发与设计需要机械、电子、材

料、半导体等跨学科知识的积累和跨行业技术的整合，对研发人员的专业水平要

求较高。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及总经理李刚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微电子技术专业，

具有多年 MEMS 行业研发与管理经验，是多项 MEMS 专利的核心发明人，于

2007 年 9 月获得苏州工业园区“首届科技领军人才”称号。公司创始人及副总

经理胡维毕业于北京大学微电子学专业，负责主导 MEMS 传感器芯片的设计与

制造工艺的研发。公司创始人及副总经理梅嘉欣毕业于南京大学微电子学与固体

电子学专业，负责主导 MEMS 传感器的封装和测试工艺的研发。三位核心技术

人员的从业经历超过 10 年，在 MEMS 传感器芯片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等环

节都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人员的培养，建立了学历高、专业背景深厚、创新能力强

的研发团队。除研发设计外，公司在市场营销、生产运营、品质保证和售后服务

等团队的核心人员均拥有多年 MEMS 行业的工作经历，积累了丰富的运营和管

理经验。 

（三）本土化经营优势 

MEMS 传感器的生产环节主要包括 MEMS 传感器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

装和测试。公司自设立起就坚持 MEMS 传感器芯片的自主研发与设计，并在成

立之初国内缺乏成熟和专业的 MEMS 生产体系的情况下，经过十余年的研发和

生产体系构建投入，完成了 MEMS 传感器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和测试各

环节的基础研发工作和核心技术积累，并深度参与了国内第三方半导体制造厂商

MEMS 加工工艺的开发，从而实现了 MEMS 产品全生产环节的国产化。 



公司晶圆的主要供应商为中芯国际、中芯绍兴和华润上华，均是国内知名的

晶圆制造厂商，封装测试主要由公司自主完成或委托华天科技等国内知名的半导

体封装测试厂商完成，公司已构建专业的 MEMS 传感器产品封装和测试线，在

MEMS 生产体系上进一步拓展，不断增强自主封装测试能力，为公司产品升级、

新工艺产业化、提升 MEMS 产能奠定基础，更好的满足高端客户需求，产品竞

争力不断提升。公司本土化的经营模式使公司在产品成本与性价比、供应商协同

合作和客户支持与服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四）品牌与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 MEMS 声学传感器、MEMS 压力传感器和 MEMS 惯性

传感器，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和医疗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的 MEMS 声学传感器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具体品牌包括华为、传音、

小米、三星、OPPO、联想等。公司的 MEMS 压力传感器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

子、汽车和医疗领域，其中电子血压计终端客户主要包括乐心医疗和九安医疗等。 

公司凭借较高的产品性能和性价比积累了优质的客户资源和良好的品牌知

名度，与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公司未来进一步的业务和客户扩展。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3 年 1-6 月，公司研发费用为 3,770.04 万元，同比上升 5.36%。2023 年

1-6 月，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4.21%，较 2022 年 1-6 月减少 0.86

个百分点。 

（二）研发进展 

MEMS本质上是一种微制造技术，芯片结构设计与工艺实现之间密不可分，

二者同时构成 MEMS 企业的核心竞争壁垒。 

公司制定了成为“行业领先的 MEMS 芯片平台型企业”的发展目标，从芯

片上游溯源，选择下游器件和模组市场容量或潜力较大的 MEMS 芯片种类进行



研发，自芯片端确定研发方向，再根据下游应用场景的需要，有针对性的在封装

和测试端进行后段研发。 

关于公司研发进展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

讨论与分析”之“二、核心技术与研发进展”。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公司专注于 MEMS 传感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围绕 MEMS 领域进行技术

与产品创新。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73,232.09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金额 58,345.12 

理财收益与利息收入净额 1,910.33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金额 6,390.12 

理财收益与利息收入净额 126.56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金额 64,735.25 

理财收益与利息收入净额 2,036.89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10,533.73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金鸡湖支行 
10551301040054442 98.51 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苏州中新支行  512903602710907 47.84 募集资金专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75010122001348411 12.88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民生银行姑苏支行   632235885 1,156.92 募集资金专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9010078801600004643 1,632.57 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中新支行 
512908786510803 5,312.82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金鸡湖支行 
10551301040054723 31.15 募集资金专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75010122001362827 1,641.05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金鸡湖支行 
10551301040054442-4 600.00 通知存款户 

合计 10,533.73  

2023 年 1-6 月，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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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和专项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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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刚直接持有公司 20.05%的股份；作为苏州昶

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公司 1.75%的股份；作

为苏州昶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公司 3.45%的

股份；李刚的一致行动人胡维、梅嘉欣分别直接持有公司 2.96%与 3.12%的股份。 

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1 日和 2023 年 5 月 26 日公告的《苏州敏芯微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10 日期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辰良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62,700 股，减

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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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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