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硅产业集团 提升300mm半导体硅片国产化率

本报记者 杨洁

半导体硅片供应商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硅产业集团”）日前通过科创板上市注册，即将正式登陆资本市场。

硅产业集团着力攻克半导体大硅片的产业化难题，目前已实现300mm半导体硅片的本土化供应，打破了海外企业的垄断。 此次科创板上市，公司拟募集25亿元资金，进一步扩大产能，提升300mm半导体硅片国产化率。

市场集中度高

硅产业集团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半导体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涵盖300mm抛光片及外延片、200mm及以下抛光片、外延片及SOI硅片。 2019年前三季度，200mm及以下半导体硅片的营收占比在77%左右，300mm半导体硅片的营收占比在13%左右。

半导体硅片是芯片制造的重要材料，也是我国半导体产业链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最大的环节之一。 当前全球半导体硅片行业市场集中度很高，主要被日本、德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企业占据。 全球前五大半导体硅片企业合计市场份额达93%。 其中，日本信越化学占比为27.58%，日本SUMCO的份额为24.33%，德国Siltronic市场份额为14.22%，中国台湾环球晶圆市场份额为16.28%，韩国SK Siltron市场份额为10.16%。 相较于行业前五大半导体硅片企业，硅产业集团规模较小，占全球半导体硅片市场份额为2.18%。

随着半导体硅片不断向大尺寸的方向发展，未来300mm半导体硅片将作为主流尺寸。 同时，100-150mm半导体硅片产能将逐步向200mm硅片转移，而200mm硅片产能将逐步向300mm硅片转移。 招股书显示，在中国大陆半导体硅片企业中，多数企业以生产200mm及以下半导体硅片为主，硅产业集团是率先实现300mm硅片规模化销售的企业，也是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半导体硅片企业之一。 硅产业集团300mm半导体硅片相关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但与国际前五大硅片制造企业在产品认证数量、适用的技术节点等方面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公司正于奋力追赶国际先进企业。

招股书显示，硅产业集团产品已得到了众多客户认可，格罗方德、中芯国际、华虹宏力、华力微电子、华润微电子、长江存储、恩智浦、意法半导体等芯片制造企业已成为公司客户。

本次科创板上市，硅产业集团拟募集25亿元资金，主要用于集成电路制造用300mm硅片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二期项目。 该项目实施后，公司将新增15万片/月的300mm半导体硅片产能。 公司介绍，2017年7月公司300mm半导体硅片生产线投产，后续进入产能稳步爬坡阶段；2018年11月，公司300mm半导体硅片产能达到120万片/年。

补助金额较大

硅产业集团此次选择第四套上市标准：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30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 公司财务数据显示，2016年-2018年及2019年1-9月（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70亿元、6.94亿元、10.10亿元、10.70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9081.32万元、-9941.45万元、-1.03亿元、-1.57亿元。 截至2019年9月末，公司经审计的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1.24亿元。

2019年前三季度，硅产业集团的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269.75%。 公司提示存在未来业绩下滑幅度继续扩大的风险。

招股书介绍，2019年上半年全球半导体行业表现疲软，半导体硅片市场出现阶段性调整。 公司子公司上海新昇作为300mm半导体硅片的行业新进入者，系2018年下半年才进入规模化生产，在行业景气度较低时期，产品销售受影响相应较大，产品平均销售单价较2018年下降16.84%；而2019年1-9月公司300mm半导体硅片产能利用率为44.36%，较2018年大幅下降。 此外，上海新昇的生产线机器设备大量转固产生的折旧费用大幅增加，使得产品平均单位成本较2018年增加21.61%。 公司300mm半导体硅片出现较大亏损，产品毛利较上年同期下降8714.83万元。

公司所获政府补助金额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1782.35万元、9729.74万元、1.66亿元、1.07亿元，占公司当期利润总额比例较高。

公司研发费用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2137.92万元、9096.03万元、8379.62万元、6270.75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92%、13.11%、8.29%、5.86%。 2016年-2018年，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营收占比平均不超过5%。 2019年公司逐步开始20-14nm集成电路用300mm硅片成套技开发与产业化项目（国家“02专项”二期）的研发投入，由于该项目尚处于初期阶段，因此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已获授权的专利340项。 公司拥有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312项。

国家大基金持股

硅产业集团为控股型企业，共有16家控股子公司和1家参股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新昇、新傲科技和Okmetic。 上海新昇为300mm半导体硅片项目的运营主体，新傲科技则是国内最早实现SOI材料产业化的企业，Okmetic曾为芬兰上市公司，主要产品为半导体硅抛光片和SOI硅片，公司对其完成了私有化收购。

公司表示，上海新昇报告期内尚未实现盈利，新傲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时间较短，而Okmetic位于境外，子公司管理难度较大。 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控制体系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可能无法及时了解相关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整合及管理措施，从而产生一定的子公司整合及管理风险。

截至2019年9月末，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11.08亿元。 其中，收购上海新昇、Okmetic和新傲科技产生的商誉分别为4530.45万元、6.81亿元和3.82亿元。 公司表示，经测试，上述商誉均未发生减值。

招股书显示，硅产业集团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上海国资委100%持有的国盛集团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国家大基金”）为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为30.48%，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分别提名了两位董事。 半导体领域专业基金武岳峰IC基金和新微集团均持股8.71%，各提名一位董事。 此外，嘉定开发集团持有公司9.37%股份，上市公司上海新阳持有7.51%股份。

� 半导体硅片供应商上

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硅产业集团” ）

日前通过科创板上市注册，

即将正式登陆资本市场。

硅产业集团着力攻克

半导体大硅片的产业化难

题，目前已实现300mm半

导体硅片的本土化供应，打

破了海外企业的垄断。此次

科创板上市， 公司拟募集

25亿元资金， 进一步扩大

产能，提升300mm半导体

硅片国产化率。

2019年前三季度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营业收入（亿元） 10.7 10.1 6.94 2.7

归母净利润（万元） -4650.83 1120.57 22355.33 -8742.68

扣非归母净利润（万元） -15717.8 -10333.31 -9941.45 -9081.32

研发投入营收占比 5.86% 8.29% 13.11% 7.92%

硅产业集团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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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集中度高

硅产业集团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

半导体硅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

要产品涵盖300mm抛光片及外延片、

200mm及以下抛光片、 外延片及SOI硅

片。 2019年前三季度，200mm及以下半导

体硅片的营收占比在77%左右，300mm

半导体硅片的营收占比在13%左右。

半导体硅片是芯片制造的重要材料，

也是我国半导体产业链与国际先进水平

差距最大的环节之一。当前全球半导体硅

片行业市场集中度很高， 主要被日本、德

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

企业占据。全球前五大半导体硅片企业合

计市场份额达93%。 其中，日本信越化学

占比为27.58%， 日本SUMCO的份额为

24.33% ， 德 国 Siltronic 市 场 份 额 为

14.22%， 中国台湾环球晶圆市场份额为

16.28% ， 韩国SK� Siltron市场份额为

10.16%。相较于行业前五大半导体硅片企

业，硅产业集团规模较小，占全球半导体

硅片市场份额为2.18%。

随着半导体硅片不断向大尺寸的方

向发展， 未来300mm半导体硅片将作为

主流尺寸。同时，100-150mm半导体硅片

产能将逐步向 200mm硅片转移 ，而

200mm硅片产能将逐步向300mm硅片转

移。 招股书显示，在中国大陆半导体硅片

企业中， 多数企业以生产200mm及以下

半导体硅片为主，硅产业集团是率先实现

300mm硅片规模化销售的企业， 也是中

国大陆规模最大的半导体硅片企业之一。

硅产业集团300mm半导体硅片相关技术

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但与国际前五大硅

片制造企业在产品认证数量、适用的技术

节点等方面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公司正奋

力追赶国际先进企业。

招股书显示，硅产业集团产品已得到

了众多客户认可，格罗方德、中芯国际、华

虹宏力、华力微电子、华润微电子、长江存

储、恩智浦、意法半导体等芯片制造企业

已成为公司客户。

本次科创板上市，硅产业集团拟募集

25亿元资金， 主要用于集成电路制造用

300mm硅片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二期项

目。该项目实施后，公司将新增15万片/月

的300mm半导体硅片产能。 公司介绍，

2017年7月公司300mm半导体硅片生产

线投产， 后续进入产能稳步爬坡阶段；

2018年11月， 公司300mm半导体硅片产

能达到120万片/年。

补助金额较大

硅产业集团此次选择第四套上市标

准：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30亿元，且最

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 公

司财务数据显示，2016年-2018年及2019

年1-9月（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70亿元、6.94亿元、10.10亿元、10.70亿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分别为-9081.32万元、-9941.45

万元、-1.03亿元、-1.57亿元。截至2019年

9月末， 公司经审计的母公司报表未分配

利润为-1.24亿元。

2019年前三季度，硅产业集团的归母

净利润同比下滑269.75%。 公司提示存在

未来业绩下滑幅度继续扩大的风险。

招股书介绍，2019年上半年全球半导

体行业表现疲软， 半导体硅片市场出现阶

段性调整。 公司子公司上海新昇作为

300mm半导体硅片的行业新进入者，系

2018年下半年才进入规模化生产，在行业

景气度较低时期， 产品销售受影响相应较

大， 产品平均销售单价较2018年下降

16.84%；而2019年1-9月公司300mm半导

体硅片产能利用率为44.36%，较2018年大

幅下降。此外，上海新昇的生产线机器设备

大量转固产生的折旧费用大幅增加， 使得

产品平均单位成本较2018年增加21.61%。

公司300mm半导体硅片出现较大亏损，产

品毛利较上年同期下降8714.83万元。

公司所获政府补助金额较大。报告期

内， 公司计入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的政

府补助金额分别为1782.35万元、9729.74

万元、1.66亿元、1.07亿元， 占公司当期利

润总额比例较高。

公司研发费用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2137.92万

元、9096.03万元、8379.62万元、6270.75万

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92%、

13.11%、8.29%、5.86%。 2016年-2018年，

可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营收占比

平均不超过5%。 2019年公司逐步开始

20-14nm集成电路用300mm硅片成套技

开发与产业化项目（国家“02专项”二期）

的研发投入，由于该项目尚处于初期阶段，

因此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拥有已获授权的专利340项。 公司拥

有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312项。

国家大基金持股

硅产业集团为控股型企业，共有16家

控股子公司和1家参股公司， 其中最重要

的是上海新昇、新傲科技和Okmetic。 上

海新昇为300mm半导体硅片项目的运营

主体， 新傲科技则是国内最早实现SOI材

料产业化的企业，Okmetic曾为芬兰上市

公司， 主要产品为半导体硅抛光片和SOI

硅片，公司对其完成了私有化收购。

公司表示，上海新昇报告期内尚未实

现盈利，新傲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时间

较短，而Okmetic位于境外，子公司管理

难度较大。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控制体

系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可能无法及时了解

相关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也无法实施

有效的整合及管理措施，从而产生一定的

子公司整合及管理风险。

截至2019年9月末， 公司商誉账面价

值为11.08亿元。 其中， 收购上海新昇、

Okmetic和新傲科技产生的商誉分别为

4530.45万元、6.81亿元和3.82亿元。 公司

表示，经测试，上述商誉均未发生减值。

招股书显示，硅产业集团无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 上海国资委100%持有的

国盛集团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简称“国家大基金” ）为公司并列第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为30.48%，之间不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 分别提名了两位董事。

半导体领域专业基金武岳峰IC基金和新

微集团均持股8.71%，各提名一位董事。 此

外，嘉定开发集团持有公司9.37%股份，上

市公司上海新阳持有7.51%股份。

奕瑞科技专注数字化X线探测器生产

□

本报记者 刘杨

3月17日， 上交所受理上海奕瑞光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奕瑞科技” ）科

创板上市申请。 公司此次拟募集资金7.7亿

元，投向生产基地建设、研发中心建设等4个

项目。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作为

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之一，奕瑞科技

此次获得一张叩击科创板IPO大门的“闯关

卡” 。

助力疫情防控

奕瑞科技此次闯关科创板IPO获得了一

张“闯关卡” 。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李军此

前表示，将积极配合上交所，大力支持与疫

情防控相关的科技创新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书显示，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有关部委出台的文件，公司为“生产

应对疫情使用的相关药品、医疗器械等重要

医用物资企业，生产上述物资所需的重要原

辅材料生产企业、重要设备制造企业和相关

配套企业” ，属于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

业范围。

奕瑞科技是一家以全产业链技术发展

趋势为导向、技术水平与国际接轨的数字化

X线探测器生产商， 主要从事数字化X线探

测器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产品广泛应用

于医学诊断与治疗、工业无损检测、安防检

查等领域。

公司介绍，奕瑞科技生产的普放无线系

列产品是移动式DR（数字化X线摄影）的关

键部件，具有出色的图像质量及高速无线传

输能力，能够辅助医生精准诊断治疗，应对

疫情下的各种状况。

公司表示，疫情发生后，收到多家下游

客户或当地经信委、行业协会发出的紧急告

知函，公司积极、快速响应，位于江苏太仓的

生产基地提前开工， 紧急安排员工复产，以

提供防疫前线急需的医疗物资设备。2020年

1-2月，公司已连续、多批次的发出近1000

套普放无线系列产品，缓解了局部地区医疗

设备紧缺的状况。

产业链实现国产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肯定了胸部影像

学检查对新冠肺炎患者临床诊断的重要作

用，提出将“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

者” 作为临床诊断病例标准之一。

据了解，目前用于疫区前线医学影像检

查的设备主要包括CT （计算机断层扫描）

和DR。 CT设备密度分辨率高，对器官具有

更高的成像质量，但限于其移动困难、成像

速度慢、放射剂量大等缺陷，且CT设备的核

心零部件主要依赖国外企业，产品交付时间

较长，整机价格较高，在本次抗疫前线仅在

一些医院中主要用于疑似病例的确诊。

移动式DR设备放射剂量远低于CT设

备，具有移动灵活、成像快速的特点，能够快

速进入隔离区、急诊室对疑似病例进行初步

诊断以及在ICU病房对重症病人进行监测，

能很好地满足ICU、急诊科、呼吸科、隔离区

的特殊应用需求。 目前移动DR设备的所有

部件包括核心部件数字X线探测器的产业

链均已实现国产，交期短、服务快，已被广泛

用于包括雷神山医院在内的疫区前线医院，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表示，随着后期病例数上升逐步放

缓，疫情应对重心将逐步转移至后期治疗及

监控， 移动式DR等放射剂量低的高端医疗

器械将在后期的防治、监测工作中更加凸显

其灵活及健康诊疗的优势，将发挥更为重要

的作用。

细分市场优势明显

奕瑞科技介绍，公司向全球知名客户提

供安全、先进的X线技术，助力其提升医学

诊断与治疗水平、工业无损检测的精度或安

防检查的准确率， 提高客户的生产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

财务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公司

营业收入分别为3.56亿元、4.39亿元、5.46亿

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7202.93万元 、

7825.98万元、9640.08万元。 本次公司选择

第一套上市标准，拟募集资金7.7亿元，投向

生产基地建设、研发中心建设等4个项目。

根据招股书，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已成

为全球数字化X线探测器行业知名企业，产

品远销亚洲、美洲、欧洲等地共计70余个国

家和地区，得到柯尼卡、锐珂、富士、西门子、

飞利浦、安科锐、DRGEM、上海联影、万东

医疗、普爱医疗、蓝韵影像、东软医疗及深圳

安科等知名影像设备厂商的认可。

具体来看，在普放领域，公司与全球医

疗设备三巨头（GE医疗、飞利浦、西门子）

和传统CR （计算机X线摄影） 四大制造商

（锐珂、富士、柯尼卡和爱克发）中的绝大部

分已达成合作。 放疗领域，在全球放疗设备

三巨头（瓦里安、医科达和安科锐）中，除瓦

里安拥有自己的探测器公司外，公司正在向

医科达和安科锐送样测试和批量销售产品。

此外，公司已与德国奇目、日本岛津等全球

知名影像设备制造商建立了合作关系。

奕瑞科技表示，公司正逐步改变行业的

竞争格局，报告期公司在国内细分市场中始

终排名第一位，并在全球市场中形成局部领

先地位，加速赶超国际竞争对手。

公司所处的高端装备制造行业颇受资

本青睐。 本次IPO前，公司已获得红杉、北极

光、张江火炬等创投机构力挺。 其中，天津红

杉、北京红杉合计持股19.69%；苏州北极光

持股8.2%； 张江火炬是唯一一家国有股东，

持股比例为4.1%，上海市浦东新区国资委通

过控制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张

江火炬100%股权。

宜搜科技

拟强化智能推荐引擎主业

□

本报记者 董添

宜搜科技近日回复了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

问询函，主要涉及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的背景、原因及

合理性、真实性、价格确定依据；相关主体之间是否存

在对赌协议或类似安排等。 公司此次拟募集资金不超

过6.38亿元，用于数字内容推荐平台升级项目及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回复问询函

针对股权代持的问题，宜搜科技回应称，公司历史

上存在的股权代持事项已彻底还原， 截至本审核问询

函回复出具之日，公司股份不存在代持的情况。

针对股权转让的问题，公司回应称，公司股权转让

的受让方并非公司的主要供应商或主要客户， 除汪溪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外， 其他受让方在受让公司股份前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历次股权转让价格公允，

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公司在股转系统挂牌期间的

股权转让符合股转系统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认为， 报告期公司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

真实，具备合理的商业背景，定价依据合理，作价公允，

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款项均已实际支付完毕； 公司历

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事项已彻底还原。 保荐机构指出，

2015年12月， 公司各股东增资作价不一致的原因系发

行人拆除VIE架构前后境内外投资者权益承接及公司

引入新的投资者所致，该次增资的股东与公司、公司的

主要供应商或主要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次增资不

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公司股

权转让及整体变更时公司股东已经履行了相应的纳税

义务或根据上述实际情况无需履行相关纳税义务，不

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募投项目围绕主业

招股说明书显示， 公司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

过2667万股， 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的25%。 本次发行可以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采用

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15%。 本次股票发行成功后，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合计约6.38亿元。

其中， 数字内容推荐平台升级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约5.13亿元，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约

1.25亿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

开，致力于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和服务能力，是主营业务

的强化和延续。 公司的经营模式不会发生变化，项目实

施后有利于增强公司独立性，也不会新增同业竞争。

数字内容推荐平台升级项目方面， 是在包含公司

APP、H5页面等数字内容平台的智能推荐引擎架构基

础上，通过购买新设备、系统升级、增加人员，进一步完

善底层技术支撑，升级公司的产品功能，从而提升公司

产品的用户粘性。 此外，公司通过加强版权内容采购数

量，打造更加开放的内容供应平台，为用户提供更加优

质丰富的数字内容， 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作为数字

内容分发商的市场竞争力。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通过租赁办公场地， 配置与

技术研究、开发相关的软、硬件设备，新增人员的方式

整合公司现有研发资源，打造一个全新的研发中心，并

围绕智能推荐引擎继续深入开展课题研究。

加大研发投入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6年-2018年及2019年1-3

月份，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7157.72万元、40045.62

万元、41040.79万元和10509.4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4576.45万元、5157.27万元、

6518.69万元和1254.17万元。

报告期内， 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5417.12万元、

5608.36万元、5177.2万元和1368.05万元， 占同期营业

收入比例分别为14.58%、14%、12.61%和13.02%。截至

2019年3月末，公司共有119名员工从事底层技术研发

及移动应用产品开发相关工作， 占员工总人数比例

51.29%，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员工占比近60%。

宜搜科技表示，公司专注于智能推荐引擎的研发，

但目前所处的技术阶段主要基于机器学习方向的应用

和研究。 深度学习方面，国内整体处于神经网络的初级

阶段，公司将加大在深度学习方面的研发投入力度，紧

跟技术前沿，不断更新完善现有核心技术，确保公司在

移动数字内容领域的持续竞争力。

人才团队建设方面， 公司将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

机制和人才保护措施，在现有人员的基础上，根据公司

的业务发展需要逐步扩充人才队伍。 同时，加强员工培

训机制，鼓励持续学习，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公司将建立海外业务团队，设立研发部、内容部、市场

部， 通过布局海外内容和海外渠道以快速拓展海外市

场。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张及人员增加，尤其是海外市

场业务的开展， 对公司管控业务及人员能力将提出更

高要求。

公告显示，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将智能推荐引擎应

用于移动互联网数字内容场景的高科技企业。 通过十

多年来在数据挖掘、推荐算法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公司

搭建起以推荐技术为内核， 以多种移动数字内容产品

为表现形式的智能推荐引擎。 依托于智能推荐引擎，公

司为终端用户提供阅读、音乐、漫画、游戏等移动数字

内容推荐服务。 同时，公司为广告客户提供精准高效、

个性化的移动互联网营销服务。

针对盈利模式，公司表示，依托于智能推荐引擎，

公司深耕阅读、音乐、漫画、游戏等移动数字内容领域，

通过APP、H5页面等方式，将符合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数

字内容推荐给终端用户，并以“内容付费” 或“免费+

广告”的方式实现盈利。

硅产业集团 提升300mm半导体硅片国产化率

□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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