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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朋微 电源管理芯片实现进口替代

本报记者 杨洁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芯朋微”）近日回复了科创板上市申请的首轮问询，涉及公司是否为终端客户相关产品的重要供应商，在终端客户同类产品的采购占比等。

芯朋微专注电源管理芯片的研发和销售，产品批量实现进口替代。 公司此次拟公开发行2820万股，募集资金5.66亿元，用于大功率电源管理芯片、工业级驱动芯片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等。

四大产品线

招股书显示，芯朋微提供高效能、低功耗、品质稳定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产品，推动整机能效提升和技术升级。

电源管理芯片是电子设备的电能供应心脏，一旦失效将直接导致电子设备停止工作甚至损毁。 电源管理芯片要满足高稳定、高可靠、低功耗等要求，研发难度大。 长期以来，国内电源管理芯片由进口产品主导。

芯朋微成立于2005年，创立初期的优势产品为移动数码电源管理芯片。 2008年公司基于自主研发的“高低压集成技术平台”开发的产品在家电领域取得了行业龙头客户的认可，打破了国外厂商在电源管理芯片市场的垄断，实现进口替代。 在行业龙头客户的示范作用下，公司产品逐步在家电领域取得优势地位。

芯朋微已在国内生活家电、标准电源等领域实现了对进口品牌的大批量替代，并在大家电、工业电源及驱动等领域率先实现突破。 芯朋微拥有智能家电、标准电源、移动数码、工业驱动四大产品线。 2016年-2018年及2019年1-9月，公司智能家电产品线销售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9.48%、34.25%、37.92%和42.89%，占比逐年升高，并于2017年超越标准电源类芯片，成为销售额最大的产品类型。 公司知名客户包括美的、格力、创维、飞利浦、苏泊尔、九阳、莱克、中兴通讯、华为等。

在首轮问询中，交易所要求公司说明公司产品在上述终端客户同类产品的采购占比，是否为终端客户相关产品的重要供应商。

芯朋微回复表示，公司产品运用于上述终端客户的采购占比数据属于上述终端客户的商业机密，因此未能确认。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集成电路行业市场需求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2018年公司电源管理芯片销售额排名国内第三，2018年中国电源管理芯片市场规模681.53亿元，按此计算，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为0.47%。

根据美的集团年报数据，美的集团2017年和2018年家用电器生产量为42073.93万台和42193.84万台，公司通过主要经销商直接销售给美的集团的电源管理芯片分别为3293.30万颗、3176.39万颗，按每台家用电器使用1颗电源管理芯片计算，公司在美的集团家用电器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7.83%和7.53%。

获国家大基金青睐

财务数据显示，2016年-2018年及2019年1-9月，芯朋微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3亿元、2.74亿元、3.12亿元、2.3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3005.13万元、4748.42万元、5533.98万元、4360.42万元，综合毛利率分别为34.68%、36.37%、37.75%和39.37%。 同期研发投入分别为4116.52万元、4318.10万元、4691.90万元、3437.63万元，在当期营收的占比分别为17.93%、15.73%、15.02%、14.78%。

芯朋微于2014年1月24日至2019年6月4日在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前20个交易日均价为19.16元/股。 2017年9月，公司公告冲刺创业板，但时隔半年后撤回申请。

2019年7月，公司本次申请科创板上市前夕，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国家大基金”）等机构突击入股，成本价达20元 /股。

具体看，国家大基金持有公司股份7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87%，为第二大股东；北京芯动能持股75万股，持股比例为0.89%，北京芯动能的股东包括京东方A、国家大基金等；苏州疌泉致芯持股1.75%，国家大基金持有苏州疌泉致芯21.34%股份；南京俱成秋实持股100万股，南京俱成秋实为新易盛与南京俱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后者的实控人为中兴通讯原董事长殷一民。

此外，招股书显示，上海聚源聚芯持有芯朋微238万股，持股比例2.81%，国家大基金持有上海聚源聚芯45.09%股份。

此次发行前，张立新持有公司40.54%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行完成后，预计张立新持股比例为30.41%，仍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有实质性影响。 张立新目前为芯朋微的董事长及核心技术人员。

市场快速增长

芯朋微表示，受益于智能家电、3C产品等领域的发展，国内电源管理芯片市场保持快速增长。 根据赛迪顾问数据，中国电源管理芯片市场规模由2012年的430.68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681.5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78%。 未来几年，随着国产电源管理芯片在新领域的应用拓展以及进口替代，预计国产电源管理芯片市场规模将以较快速度增长。

芯朋微回复问询时表示，从整体市场份额看，目前国内电源管理芯片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仍为欧美企业，占据80%以上的市场份额，日、韩等企业也占据一定份额。 国内企业目前尚无法与德州仪器（TI）、PI、芯源（MPS）等企业在产销规模上竞争。 虽然芯朋微在国产品牌中具有较强市场地位，具备一定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但和欧美竞争对手相比均存在差距。

芯朋微此次拟公开发行2820万股，募集资金5.66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全部用于大功率电源管理芯片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工业级驱动芯片的模块开发及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招股书显示，工业驱动类芯片为公司近年推出并拟大力发展的产品线，行业标准严格，电路设计技术门槛高，毛利率较高。 随着公司持续投入研发，该产品线种类日渐丰富，研发的产品陆续量产，销售额总体呈增长趋势。

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1.55亿元，实施工业级驱动芯片的模块开发及产业化，主要集中研究及开发工业级驱动芯片产品技术。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形成工业级驱动芯片相关知识产权，进一步增强技术实力，拓展产品领域。

芯朋微表示，未来三年的目标是巩固和加强公司在电源管理芯片的国内行业地位。 通过建设研发中心，扩大研发队伍，加强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开拓产品线，提升产品性能和拓宽产品应用领域，不断开发效率更高、功耗更低、集成度更高、智能交互更佳、输出功率段更齐全的电源管理芯片产品，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同时，优化管理流程，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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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产品线

招股书显示， 芯朋微提供高效能、低

功耗、 品质稳定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产

品，推动整机能效提升和技术升级。

电源管理芯片是电子设备的电能供

应心脏，一旦失效将直接导致电子设备停

止工作甚至损毁。 电源管理芯片要满足高

稳定、高可靠、低功耗等要求，研发难度

大。 长期以来，国内电源管理芯片由进口

产品主导。

芯朋微成立于2005年，创立初期的优

势产品为移动数码电源管理芯片。2008年

公司基于自主研发的“高低压集成技术平

台”开发的产品在家电领域取得了行业龙

头客户的认可，打破了国外厂商在电源管

理芯片市场的垄断，实现进口替代。 在行

业龙头客户的示范作用下，公司产品逐步

在家电领域取得优势地位。

芯朋微已在国内生活家电、标准电源

等领域实现了对进口品牌的大批量替代，

并在大家电、工业电源及驱动等领域率先

实现突破。 芯朋微拥有智能家电、标准电

源、移动数码、工业驱动四大产品线。2016

年-2018年及2019年1-9月， 公司智能家

电产品线销售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 别 为 29.48% 、34.25% 、37.92% 和

42.89%，占比逐年升高，并于2017年超越

标准电源类芯片，成为销售额最大的产品

类型。 公司知名客户包括美的、 格力、创

维、飞利浦、苏泊尔、九阳、莱克、中兴通

讯、华为等。

在首轮问询中，交易所要求公司说明

公司产品在上述终端客户同类产品的采

购占比，是否为终端客户相关产品的重要

供应商。

芯朋微回复表示，公司产品运用于上

述终端客户的采购占比数据属于上述终

端客户的商业机密，因此未能确认。 根据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集成电路行

业市场需求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

告》，2018年公司电源管理芯片销售额排

名国内第三，2018年中国电源管理芯片市

场规模681.53亿元，按此计算，公司产品

市场占有率为0.47%。

根据美的集团年报数据， 美的集团

2017年和 2018年家用电器生产量为

42073.93万台和42193.84万台，公司通过

主要经销商直接销售给美的集团的电源

管理芯片分别为3293.30万颗、3176.39万

颗， 按每台家用电器使用1颗电源管理芯

片计算，公司在美的集团家用电器产品的

市场占有率为7.83%和7.53%。

获国家大基金青睐

财务数据显示，2016年-2018年及

2019年1-9月，芯朋微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3亿元、2.74亿元、3.12亿元、2.33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005.13万元、4748.42万元、5533.98万元、

4360.42万元，综合毛利率分别为34.68%、

36.37%、37.75%和39.37%。 同期研发投入

分 别 为 4116.52 万 元 、4318.10 万 元 、

4691.90万元、3437.63万元， 在当期营收

的占比分别为17.93%、15.73%、15.02%、

14.78%。

芯朋微于2014年1月24日至2019年6

月4日在新三板挂牌， 公司股票终止挂牌

前20个交易日均价为19.16元/股。 2017年

9月，公司公告冲刺创业板，但时隔半年后

撤回申请。

2019年7月， 公司本次申请科创板上

市前夕，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

称“国家大基金” ）等机构突击入股，成本

价达20元/股。

具体看， 国家大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7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87%，为第

二大股东；北京芯动能持股75万股，持股

比例为0.89%， 北京芯动能的股东包括

京东方A、国家大基金等；苏州疌泉致芯

持股1.75%， 国家大基金持有苏州疌泉

致芯21.34%股份； 南京俱成秋实持股

100万股， 南京俱成秋实为新易盛与南

京俱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 后者的实控人为中兴通讯原董事

长殷一民。

此外，招股书显示，上海聚源聚芯

持有芯朋微238万股，持股比例2.81%，

国家大基金持有上海聚源聚芯45.09%

股份。

此次发行前，张立新持有公司40.54%

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行完成后，预

计张立新持股比例为30.41%，仍对公司重

大经营决策有实质性影响。 张立新目前为

芯朋微的董事长及核心技术人员。

市场快速增长

芯朋微表示， 受益于智能家电、3C产

品等领域的发展，国内电源管理芯片市场

保持快速增长。 根据赛迪顾问数据，中国

电源管理芯片市场规模由 2012年的

430.68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681.53亿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78%。未来几年，随着

国产电源管理芯片在新领域的应用拓展

以及进口替代，预计国产电源管理芯片市

场规模将以较快速度增长。

芯朋微回复问询时表示，从整体市场

份额看， 目前国内电源管理芯片市场的

主要参与者仍为欧美企业，占据80%以上

的市场份额，日、韩等企业也占据一定份

额。 国内企业目前尚无法与德州仪器

（TI）、PI、芯源（MPS）等企业在产销规

模上竞争。 虽然芯朋微在国产品牌中具

有较强市场地位， 具备一定技术实力和

市场竞争力， 但和欧美竞争对手相比均

存在差距。

芯朋微此次拟公开发行2820万股，募

集资金5.66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全部用于大功率电源管理芯片开发及产

业化项目、工业级驱动芯片的模块开发及

产业化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

动资金。

招股书显示，工业驱动类芯片为公司

近年推出并拟大力发展的产品线，行业标

准严格，电路设计技术门槛高，毛利率较

高。 随着公司持续投入研发，该产品线种

类日渐丰富，研发的产品陆续量产，销售

额总体呈增长趋势。

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1.55亿元，

实施工业级驱动芯片的模块开发及产业

化，主要集中研究及开发工业级驱动芯片

产品技术。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形成工

业级驱动芯片相关知识产权，进一步增强

技术实力，拓展产品领域。

芯朋微表示，未来三年的目标是巩固

和加强公司在电源管理芯片的国内行业

地位。 通过建设研发中心， 扩大研发队

伍， 加强自主创新研发能力， 开拓产品

线，提升产品性能和拓宽产品应用领域，

不断开发效率更高、功耗更低、集成度更

高、智能交互更佳、输出功率段更齐全的

电源管理芯片产品，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同时，优化管理流程，提升公司的品

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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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医疗：骨科医疗器械行业增长趋势不变

□

本报记者 董添

三友医疗近日更新了招股说明书。公司

表示，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终端医院骨科手

术量大幅减少，公司营业收入相应下降。 但

骨科医疗器械行业的增长趋势不变，公司发

展前景不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此次拟

募集资金6亿元，用于骨科植入物扩产项目、

骨科产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收入季节性波动

公告显示，2017年-2019年三友医疗营

业总收入分别为1.4亿元、2.22亿元和3.54亿

元；归母净利润分别是408.08万元、6041.42

万元和9653.58万元。 2017年末-2019年末，

公司货币资金分别为3442.92万元、2573.3

万元和3745.18万元。

公司营业收入呈现一定的季节性特征。

一季度收入占比低， 四季度收入占比高，主

要在于一季度受春节假期影响手术量较少，

三季度受暑假因素影响青少年脊柱畸形手

术量相对较多，四季度受气候影响意外伤害

情况增多，经销商为节假日提前备货，从而

导致下半年收入占比较高。

公司表示， 受疫情以及春节假期较早

等因素影响，2020年1月份下旬以来， 终端

医院的骨科手术量大幅减少， 公司营业收

入相应出现下降。 公司存在2020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

风险。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终端医院骨

科手术量将逐步恢复， 上述短期负面影响

将逐步消除。 疫情未改变骨科医疗器械行

业的增长趋势， 不会对公司发展前景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预计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约

为 4600 万 元 至 5000 万 元 ， 同 比 下 降

35.71%至30.1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011.73万元至1194.29万元， 同比

下降48.34%至39.0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69.23万

元至 1151.79万元 ， 同比下降 48.28%至

38.53%。

带量采购影响不大

三友医疗近期回复了意见落实函。

公司表示， 医疗器械行业是国家重点

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 带量采购及相关改

革政策，有利于促进行业有序发展，有利于

缩短高值耗材流动环节。 通过承诺用量、保

证回款等措施，使生产企业更加聚焦研发、

产品质量， 有利于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企

业脱颖而出，有利于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带

量采购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公司认为， 带量采购不会降低整体市

场需求。 脊柱类植入物市场需求刚性，整体

需求会因为价格降低而进一步提升。 带量

采购有利于中标企业提升销售规模和盈利

能力。 带量采购模式明确提出以量换价，对

于中标企业而言， 虽然价格会出现较大幅

度下降，但医院必须选择中标产品，且有采

购数量的保证，产品销量会有所提高；根据

安徽现有的经验， 带量采购同时需要满足

两票制规则，对医院回款时间有明确要求。

因此， 中标企业在相关区域的渠道建设与

客户维护、 术后账务核对及催收的相关费

用将显著降低，对产品经销（出厂）价格的

影响相对较小。

此外，公司产品终端客户覆盖率存在较

大提升空间。 公司现有脊柱业务始于2011

年，进入市场相对较晚。 而部分重点区域多

年未进行招标以及医生使用习惯等因素影

响，竞争对手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

公司具有较强的产品创新优势。公司表

示，在产品价格降幅相当的情况下，产品创

新优势将为发行人产品最终中选以及销量

提升提供更多机会； 按照安徽目前的情况，

公司的Adena系统双头钉产品、Zina产品、

Carmen产品等疗法创新产品未纳入带量采

购范围。 随着相关疗法技术的推广，公司的

疗法创新产品对公司的业绩贡献将进一步

提升。

若两票制全面推行，公司现有的经销模

式将完全转变为直销和配送商模式，销售渠

道会进一步缩短，但需要聘请专门的服务商

完成订单获取、跟台、商务辅助等工作。

募资拓展主业

公司此次拟募集资金6亿元， 用于骨科

植入物扩产项目、骨科产品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募

投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

骨科植入物扩产项目总投资约为2.49

亿元。 其中，建设投资2.14亿元，铺底流动资

金3536.76万元。 项目是在公司现有技术和

工艺基础上扩大生产场地， 增加生产设备，

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等实施规模化扩产，与

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有很高的关联度。

骨科产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投资

1.08亿元，建设企业技术中心，并根据实际

需要扩充研发队伍，增加研发设备投入。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拟投资7723.38万

元，实施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主要为营销配

送网点、营销培训中心以及营销信息系统建

设三大板块。 其中，计划投资2520.43万元建

设营销培训中心，资金主要用于场地租赁和

装修、培训费及材料费等；投资4402.96万元

建设营销配送网点， 扩展29家分支机构，资

金主要用于仓库的购置/租赁和装修、 设备

购置、手术器械耗材储备以及手术工具的储

备等；投资800万元用于信息网络系统建设。

补充流动资金方面，公告显示，随着两

票制的推行和市场终端需求稳步上升，公司

销售规模预计将快速增长，日常运营资金需

求随之提高，公司将面临一定的运营资金压

力。 此次拟将募集资金1.88亿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三友医疗表示， 将以本次科创板上市为契

机，通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继续保

持公司在国内脊柱耗材领域的领先地位，争

取大幅度提高市场占有率。 同时，丰富和完

善骨科产品系列，以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

行业是否存在“天花板”

博汇科技称业务仍有开拓空间

□

本报记者 刘杨

3月3日， 博汇科技回复了科创板上市申请的第二轮

问询，涉及实际控制人认定、毛利率、竞争劣势、客户获取

方式等问题。 公司表示，随着超高清、5G、融媒体等新业态

的持续发展，公司通过深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可以

形成持续的经营能力。

博汇科技是一家专注于视听大数据领域的信息技术

企业，主营业务涵盖视听业务运维平台、媒体内容安全和

信息化视听数据管理三大板块。

市场是否已饱和

第二轮问询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毛利率、竞争

劣势、客户获取方式及合规性等问题。

公告显示，孙传明在入股博汇科技之前，主要从事天

使投资及创业顾问的工作， 是中国青年天使会终身会员，

其开办的车库咖啡北美分址，为多个创业团队提供过业务

及技术上的支持和帮助。 上交所要求公司说明，孙传明对

发行人业务、技术等方面的了解或熟悉程度，是否能实质

控制发行人，其与郭忠武的职责分工情况。

博汇科技回复称，孙传明在入股博汇科技之前，主要

面向科技企业从事天使投资及创业顾问的工作，对公司所

处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行业发展历程、当前市场应

用热点等均有足够的了解，对行业未来发展机遇与挑战也

有其个人见解。

公司指出， 孙传明充分了解并熟悉公司业务情况、核

心技术优势。 在公司的日常运营中，其和郭忠武作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能够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决策产生实际影响。

对于公司目前在广播电视行业的市场占有率，是否存

在市场饱和或行业“天花板” 等问题，公司回复称，随着超

高清、5G、融媒体等新业态的持续发展，媒体类型日益丰

富，节目内容爆发式增长，对技术和产品的要求持续提高。

公司通过深厚的技术积累和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提供更

加高效、先进的产品，以满足对各类传统业务和新业务的

需求。 在该领域收入稳定， 可以形成持续的经营能力；同

时，在其他领域具有较大的市场开拓空间。

上交所要求公司说明，报告期内通过集成商招投标的

毛利率持续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2018年及2019年上半

年通过集成商招投标的毛利率高于公司直接招投标模式

下的毛利率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表示，项目实施过程中，受配套第三方产品采购

量以及施工难易程度的影响， 其毛利率存在较大波动。

2018年、2019年，公司直接招投标模式下业务收入更加集

中，受配套第三方的产品及劳务外包成本的影响，毛利率

略有下滑；通过集成商招投标模式的情况下，以自有产品

为主配套第三方产品， 劳务外包施工等成本金额相对较

少，毛利率相对较高。 公司产品具有模块化、标准化特征，

为下游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视听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税收优惠占比波动大

根据招股说明书， 博汇科技为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2016年至2019年上半年，博

汇科技依法享有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金额分别为

164.91万元、364.55万元、442.59万元和0万元， 公司依法

享有增值税即征即退的金额分别为1149.29万元、1411.05

万元、1300.98万元和445.35万元，税收优惠金额占利润总

额的比例分别为55.59%、49.73%、28.52%、37.83%。

上交所要求公司说明2018年税收优惠金额占利润总

额的比例较2017年大幅下降的原因， 并就经营业绩对税

收优惠存在一定依赖作重大事项提示。

公司回复称， 报告期内确认的增值税退税收益为各

期实际收到的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实际收到增值税退税

金额” 。 公司实际收到的退税额与当期应收增值税退税

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原因主要是软件退税申请与实际收

到的时间存在差异。 税收优惠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波动较

大，主要在于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盈利能力提升，

增值税退税金额占利润总额的比例逐步下降。 2018年公

司利润总额较2017年大幅增加71.21%，而增值税退税金

额受应税产品结构以及退税时间差异的影响较2017年

出现下降，导致2018年税收优惠金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

大幅下滑。

博汇科技表示，未来如果国家或地方对高新技术企业

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或在税收优惠期满后公司未能

继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将对公司的利润水平造成一

定负面影响。

业务涵盖三大领域

2017年3月17日博汇科技在新三板挂牌，并于2018年

1月25日从新三板摘牌。 2019年6月，公司公告拟在创业板

IPO。 2019年11月，博汇科技改道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获

得受理。

招股书显示，博汇科技的主营业务涵盖视听业务运维

平台、媒体内容安全和信息化视听数据管理三大领域。 视

听业务运维平台方面， 公司参与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等重大直播活动。

此次冲刺科创板，公司选择适用“预计市值不低于10

亿元人民币， 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近一年净

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 的上市标准。

公司拟募集资金3.66亿元， 用于产品升级与研发测试项

目、市场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等。

财务数据显示， 博汇科技2016年至2018年及2019年

前6个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4972.78万元、19563.23万元、

28393.03万元和9214.38万元； 同期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136.04万元、3068.23万元、5498.55万元和1197.45万元。

根据招股书，博汇科技的实际控制人是孙传明，持股

数量为1000万股，持股比例为23.47%；数码科技是博汇科

技的第二大股东， 持股数量为638万股， 持股比例为

14.98%。 公司下游客户主要集中在广电领域等，订单获取

方式主要依靠招投标的模式。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芯朋微” ）

近日回复了科创板上市申

请的首轮问询，涉及公司是

否为终端客户相关产品的

重要供应商，在终端客户同

类产品的采购占比等。

芯朋微专注电源管理

芯片的研发和销售，产品批

量实现进口替代。公司此次

拟公开发行2820万股，募

集资金5.66亿元， 用于大

功率电源管理芯片、工业级

驱动芯片的开发及产业化

项目等。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亿元） 2.3 2.74 3.12 2.33

归母净利润（万元） 3005.13 4748.42 5533.98 4360.42

研发投入营收占比 17.93% 15.73% 15.02% 14.78%

芯朋微主要财务数据

芯朋微 电源管理芯片实现进口替代

□

本报记者 杨洁

数据来源/芯朋微招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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