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蓝特聚焦第三代半导体材料领域

本报记者 刘杨

博蓝特科创板发行上市申请近日获得受理。 公司本次拟募资5.05亿元，投资年产300万片Mini/Micro-LED芯片专用图形化蓝宝石衬底等项目。

博蓝特主要从事新型半导体材料、器件及相关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公司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主要拓展以碳化硅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相关领域方向。

PSS材料领先供应商

博蓝特成立于2012年 10月，注册资本1 .50亿元。 公司深耕半导体材料领域多年，着重于图形化蓝宝石、碳化硅等半导体衬底、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半导体制程设备的升级改造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图形化蓝宝石衬底即 PSS、碳化硅衬底以及光刻机改造设备。

据了解，目前能用于产业化生产LED芯片的衬底主要是蓝宝石，为蓝绿光衬底。 PSS是在普通蓝宝石晶片表面，通过半导体加工工艺，形成周期性微纳图形的一种新型衬底，提高了LED器件的寿命和亮度。

招股书介绍，PSS已经成为LED衬底的主流产品。 博蓝特的PSS产品主要应用于制备蓝绿光LED、深紫外LED外延的支撑衬底，是LED芯片的关键基础性原材料。 公司为全球前三的PSS材料供应商。

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1-6月，公司PSS产品实现的收入占各期总营收的比重分别为99.68%、91.48%、85.18%和93.44%。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开始和华灿光电开展业务合作，2018年受托加工业务量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受托加工业务收入分别为85.25万元、2264.33万元、787.13万元和4.87万元。 公司表示，受托加工业务是公司与华灿光电的主要合作模式。 考虑到受托加工业务的利润相对较低，公司2019年以来逐步减少了华灿光电受托加工的业务量。

规模化优势凸显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9053.62万元、40005.96万元、34746.46万元、16960.15万元；净利润分别为2220.25万元、2459.76万元、4683.76万元、1555.50万元。

公司PSS业务的毛利率总体上高于可比同行上市公司水晶光电、低于天通股份的水平。 报告期内，PSS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2 .60%、20 .35%、30 .65%和23 .54%。 整体而言，各家公司毛利率水平差异较大。 公司表示，主要原因是与可比公司的产品结构、收入规模、产业链延伸程度等因素不同 。

2017年至2019年，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1082.96万元、1648.13万元和2506.69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73%、4.12%和7.21%。 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合计5237.78万元，占累计营业收入比例为5.05%。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韩国发明专利2项、国内发明专利14项。 其中，12项发明专利已经运用到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并形成主营业务收入。

博蓝特表示，报告期内PSS和蓝宝石平片的产能规模均不断提高，有效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公司高毛利率产品复合型衬底2019年以来实现了规模化销售。 公司PSS的销售规模整体上保持增长趋势，规模化优势有利于降低成本，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LED行业景气度提升的同时，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 报告期内，受公司下游客户所处的LED芯片产业集中度较高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对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90.51%、82.02%、80.05%和86.54%，客户集中度较高。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10256.51万元、20234.35万元、22669.80万元和23441.76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2.94%、21.02%、21.36%和19.84%。 公司表示，主要客户包括乾照光电、华灿光电、兆驰股份、聚灿光电、澳洋顺昌等国内LED芯片上市公司，以及海外LED芯片大厂的贸易供应商，公司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较低。

延伸产业链

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具有能带宽、热导率高、电子的饱和漂移速度大、临界击穿电场高，以及介电常数低、化学稳定性好等特点，成为制作高温、高频、大功率、抗辐照、短波长发光及光电整合元件的理想材料。

2019年及2020年1-6月，公司碳化硅衬底业务收入分别为644.25万元和570.30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87%和3.38%。

碳化硅是卫星通讯、高压输变电、轨道交通、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核心材料。 产业链主要包括衬底、外延、器件（设计、制造、封测）和应用。 目前美国Cree、SiCrystal公司（及其母公司ROHM）碳化硅业务涉及衬底、外延和器件全产业链，II-VI公司、天科合达、山东天岳和博蓝特碳化硅业务产品均为衬底。

博蓝特光刻机设备团队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公司生产线的光刻机正常运转，在此基础上再对二手设备改造优化后进行销售。 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和2020年1-6月，公司光刻机改造设备实现销售收入分别为805.00万元、3375.88万元和530.97万元。 2018年，公司光刻机改造设备产量5台，销售2台；2019年，公司光刻机产量为8台，销售11台；2020年1至6月，公司产量2台，销售2台。 博蓝特称，二手设备经改造后可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性能基本上达到新设备的水平，且价格低、交货时间短，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

公司将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实施年产540万片蓝宝石衬底项目的扩产，补充自制PSS内部需求缺口，满足市场针对显示芯片用蓝宝石衬底的需求。 通过实施年产300万片Mini/Micro-LED芯片专用PSS项目，推动公司高附加值产品的量产及销售，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未来，公司将通过实施第三代半导体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继续对新型半导体材料进行研发、优化、升级，并实现产业化。

公司称，未来将主要拓展以碳化硅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相关领域方向，提升晶体生长、衬底加工、外延制备以及芯片设计加工等技术水平，完成碳化硅衬底、深紫外LED芯片、高亮度蓝绿光LED芯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夯实在半导体关键材料领域的地位，打造全球领先的新型半导体材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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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唯赞正在进行抗体药物研发

□本报记者 熊永红 傅苏颖

诺唯赞科创板上市申请日前获上交所受

理。公司是一家围绕酶、抗原、抗体等功能性蛋

白及高分子有机材料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开

发的生物科技企业，依托于自主建立的关键共

性技术平台，先后进入了生物试剂、体外诊断

业务领域，并正在进行抗体药物的研发，是国

内少数同时具有自主可控上游技术开发能力

和终端产品生产能力的研发创新型企业。

公司此次拟募资12.25亿元， 用于公司总

部及研发新基地项目、营销网络扩建项目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

拥有500多个终端产品

基于自主可控的关键共性技术平台，诺唯赞

可以快速、高效、规模化地进行产品开发，现有

200余种基因工程重组酶和1000余种高性能抗

原和单克隆抗体等关键原料，拥有500多个终端

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高通量测序、体外

诊断、医药及疫苗研发和动物检疫等领域。

公司生物试剂产品是科研院校、高通量测

序服务企业、分子诊断试剂生产企业、制药企

业及CRO企业等下游客户在研发及生产环节

中所需的原料和产品，在多个领域打破了长期

的进口垄断；同时，基于在开展生物试剂业务

过程中形成的核心技术及关键原料储备，公司

积极向下游应用领域进行业务拓展，建立了较

丰富的POCT产品线。

公司致力于以优质产品及专业服务满足客

户在研发和生产中的需求，客户覆盖广泛。 生物

试剂客户涵盖北大、清华、中科院等1000多所科

研院校；华大基因、诺禾致源、贝瑞基因等700多

家高通量测序服务企业；圣湘生物、艾德生物、凯

普生物等700多家分子诊断试剂生产企业以及

药明康德、恒瑞医药、百济神州等200多家制药

CRO企业。 此外，公司体外诊断试剂终端客户覆

盖了2200多家医院、 第三方检验中心和体检机

构等医疗机构，其中三级医院近700家，为其提

供心脑血管、炎症感染、优生优育、胃功能等8个

系列的POCT诊断试剂及配套仪器。

公司自成立之初即专注于生物试剂业务，

通过自主开发的蛋白质定向改造与进化系统

对高端酶定向进化， 现已完成200多种酶的改

造， 且每一种酶都有上百种基因工程突变体。

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公司选择不同的基因工

程突变体作为原料开发生物试剂，现已开发出

超过500种生物试剂， 形成了PCR系列、qPCR

系列、分子克隆系列、逆转录系列、基因测序系

列、Bio-assay系列、提取纯化系列、基因编辑

系列和细胞/蛋白系列等产品系列。

在体外诊断领域， 公司自主研发、 生产

POCT诊断试剂，包括量子点免疫荧光试剂、胶

乳增强免疫比浊试剂和胶体金免疫层析试剂

等，共有心脑血管、炎症感染、优生优育、胃功

能、自体免疫、肾功能、慢病管理和呼吸道8个

产品系列及配套质控品。 此外，为充分发挥体

外诊断试剂的性能，公司子公司诺唯赞医疗在

深圳设立了仪器研发分公司， 建立了POCT诊

断仪器的自主研发团队，并已自主开发了量子

点全自动免疫荧光分析仪、全自动特定蛋白分

析仪，适配公司生产的POCT诊断试剂。

疫情爆发后，公司凭借前期积累的大规模

原料和试剂的生产技术，开发了新冠核酸检测

酶原料、新冠抗体检测试剂盒与新冠抗原检测

试剂盒， 并实现了大规模生产； 基于开发

Bio-assay系列生物试剂积累的生物活性评

价技术，公司为康希诺生物等国内疫苗生产企

业提供疫苗免疫原性评价服务及疫苗免疫效

果评价产品。

注重研发投入

报告期内 （2017年-2019年及2020年上

半年）， 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2628.01万元、

5300.45万元、6229.66万元和4713.03万元，占

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3.39%、31.03%、

23.21%和5.94%。

公司坚持从技术源头开始研发，拥有一支

超过400人的研发团队，由分子生物学、酶学、

免疫学、生物信息学、有机化学和材料学等多

领域复合型研发人员组成，其中50%以上的研

发人员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共拥有32项专

利。其中，发明专利19项，中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书67项， 先后建立了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江

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 承担了江苏省科技厅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江苏省工信厅重点领域共性技术攻关项目、江

苏省发展和改革委核酸检测试剂和疫苗药物

生产研发企业专项等多项省市重大专项和专

项资金项目， 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小巨人企业、

江苏省服务型制造示范培育企业和南京市培

育独角兽等荣誉称号。

技术储备方面， 公司拥有分子生物学、酶

学、免疫学、生物信息学、有机化学和材料学等

多学科技术，建立了蛋白质定向改造与进化平

台、基于单B细胞的高性能抗体发现平台、规模

化多系统重组蛋白制备平台、量子点修饰偶联

与多指标联检技术平台等共性技术平台，形成

了多个生物试剂产品系列与POCT诊断试剂产

品系列，更好地满足了下游客户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每年推出的新产品均超过

50种，推动销售收入快速增长。 通过不断进行

产品的改进和迭代，公司已实现在多个细分领

域接近或达到进口产品的技术水平，逐步推进

进口替代。

另外，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蛋白质定向改

造与进化平台与基于单B细胞的高性能抗体发

现平台实现了公司生物试剂产品与体外诊断

产品核心原料的自主研发与生产。关键原料的

自产有利于公司在面对市场需求时可迅速开

发相关原料及对应产品，把握市场机遇；同时，

亦有利于保障公司的供应链安全，不对供应商

形成依赖。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 公司实现了

PCR系列、qPCR系列生物试剂的大规模生产，

为国内分子诊断试剂生产企业提供大量新冠

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关键原料。

主营业务突出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12

亿元、1.71亿元、2.68亿元及7.93亿元， 呈现快

速增长的趋势；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均超过89%，主营业务突出；公司其他

业务收入主要包括提供NGS测序服务及技术

服务取得的收入。

从产品构成看，报告期各期，公司的主营

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生物试剂及POCT诊断

试剂的销售收入。 生物试剂的销售收入分别

为1亿元、1.57亿元、2.38亿元及4.37亿元，占

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99.71% 、95.51% 、

89.10%及55.13%；POCT诊断试剂的销售收

入分别为24.45万元、652.46万元、2780.40万

元及3.54亿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0.24%、3.96%、10.41%及44.69%，POCT诊断

试剂的销售收入金额及占比不断提升；POCT

诊断仪器的销售收入金额及占比均较小。

报告期各期， 公司来自直销模式的主营

业 务 收 入 占 比 分 别 为 90.90% 、89.92% 、

86.44%及60.20%，占比逐年下降，主要系产

品结构有所变化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对于生

物试剂主要采用直销模式进行销售， 对于

POCT诊断试剂主要采用经销模式进行销售，

来自POCT诊断试剂的销售收入占比逐年上

升， 导致来自经销模式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逐年提高。

公司提示风险称，若公司不能及时提高对

经销商的管理能力，一旦经销商出现自身管理

混乱、违法违规等行为，可能导致公司产品的

销量下降、品牌形象受到损害，将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市场推广产生不利影响。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持续保

持在较高水平 ， 分别为 86.38% 、84.78% 、

84.78%及93.51%，2017年-2019年基本保持

稳定；2020年1-6月有所上升。

公司称， 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主要受产

品销售价格变动、 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产

品市场表现、市场竞争程度、技术更新换代

及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若未来上述影响

因素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毛利率将面临

下降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

影响。

衣拿智能

拟募资约6.5亿元强化主业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日， 上交所受理了衣拿智能科创板首发上

市申请。 公司此次拟发行不超过3582万股，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投资于空中物流智能吊

挂系统生产基地等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投资总

额为64857.33万元。

业绩良好

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前6个月 （报告

期），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1349.79万元、

19714.91万元、31462.64万元和11125.8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1643.07万元、

1526.06万元、4444万元和1574.02万元；研发投入

占营收比分别为7.05%、6.9%、5.11%及7.11%。

公司是一家专业的智能物流系统供应商，主

要从事智能物流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服

务，为用户提供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软件、硬

件配套设备及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主要

产品包括智能吊挂系统、智能输送和分拣系统、智

能仓储系统等智能化生产系统及核心部件， 主要

应用于纺织服装、新零售、家具家居、汽车零部件

制造等相关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

售模式， 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1311.29万元、

19663.56万元、31406.69万元和11108.96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中94%以上来自于公司的核心产品智

能物流系统。

公司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业， 研发和制造的智

能物流系统自动化程度高， 为制造业和零售业生

产、输送、分拣和存储过程中的物料传送、分拣、仓

储等环节提供自动化、智能化操作。通过公司自主

研发的衣拿智能生产管理系统（IPMS）、新零售

智能迅捷分拣系统（IFSCS），对在生产过程或物

流分拣输送过程中的数据进行采集、传输、分析，

实现对工厂或商超等的生产过程、产品质量、整体

资源进行全方位控制、优化、调度和跟踪等，为客

户量身订制智能、高效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实现企

业生产、输送、分拣和存储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

公司此次选择的上市标准为： 预计市值不低

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

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

民币10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

低于人民币1亿元。

巩固主业

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不超过3582万股，占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25%， 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不涉及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进行，

为公司现有业务的延伸和扩展。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实力

和生产能力，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包括

空中物流智能吊挂系统生产基地项目、 综合智能

物流系统生产基地项目、 研发中心项目和补充流

动资金，项目投资总额为64857.33万元。

空中物流智能吊挂系统生产基地项目拟新建

生产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通过引进先进的自动

化生产设备和加强生产管理， 实现产品生产设施

的建设， 扩大纺织服装领域智能吊挂系统现有产

能，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综合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项目通过扩大生

产场地、增加生产设备，解决现有产能瓶颈，进一步

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

平；同时，将有效完成现有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显著提升公司的主营业务规模和综合竞争实力。

研发中心项目将在公司现有研发部门的基础

上，通过新建研发中心，优化研发环境及引进一批

先进的研发、试验、检测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进

一步提升现有研发部门的职能。 通过本项目的建

设，增强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扩大业务规模，为

业务发展提供保障， 巩固行业地位并提高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能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

需要，进一步确保公司的财务安全，增强市场竞争力。

提示风险

衣拿智能提示了相关风险。

原材料价格波动方面，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

料为电子电器件、传动气动件、铝型材、五金件、塑

料件等。报告期内，公司直接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

成本的比重分别为73.32% 、75.69% 、69.18%和

65.32%。 假设直接材料价格上涨1%，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利润将分别

减少44.78万元、81.6万元、109.26万元和39.68万

元，降幅分别为2.47%、4.39%、2.07%和2.36%；主

营业务毛利率将分别下降0.4个百分点、0.41个百

分点、0.35个百分点和0.36个百分点。 原材料价格

上涨会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一定影响。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

为4686.58万元、6924.78万元、10179.29万元和

7826.95万元，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分别为888.19万

元、2082.02万元、2142.78万元和1989.83万元，坏

账准备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18.95%、

30.07%、21.05%和25.42%。 公司表示，如果未来

主要客户财务状况恶化导致无法支付货款， 则公

司会面临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招股说明书显示， 空中物流智能吊挂系统生

产基地项目、 综合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项目和

研发中心项目三个募投项目建设选址地位于台州

市椒江区。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尚未取得

综合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项目和研发中心项目

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若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

发行人无法及时取得相关建设用地使用权， 台州

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椒江分区管委会将在台州

湾循环经济集聚区椒江分区辖区内协调其他建设

用地，以确保项目的按时、顺利建成并投产。

延伸产业链

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碳化硅具有能

带宽、热导率高、电子的饱和漂移速度大、临

界击穿电场高，以及介电常数低、化学稳定性

好等特点，成为制作高温、高频、大功率、抗辐

照、短波长发光及光电整合元件的理想材料。

2019年及2020年1-6月，公司碳化硅衬底

业务收入分别为644.25万元和570.30万元，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87%和3.38%。

碳化硅是卫星通讯、高压输变电、轨道交

通、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核心材料。产业链主要

包括衬底、外延、器件（设计、制造、封测）和

应用。目前美国Cree、SiCrystal公司（及其母

公司ROHM）碳化硅业务涉及衬底、外延和

器件全产业链，II-VI公司、天科合达、山东天

岳和博蓝特碳化硅业务产品均为衬底。

博蓝特光刻机设备团队的主要工作是确

保公司生产线的光刻机正常运转， 在此基础

上再对二手设备改造优化后进行销售。 数据

显示，2018年、2019年和2020年1-6月， 公司

光刻机改造设备实现销售收入分别为805.00

万元、3375.88万元和530.97万元。 2018年，公

司光刻机改造设备产量5台， 销售2台；2019

年，公司光刻机产量为8台，销售11台；2020

年1至6月，公司产量2台，销售2台。博蓝特称，

二手设备经改造后可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

求， 性能基本上达到新设备的水平， 且价格

低、交货时间短，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

公司将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实施年产540

万片蓝宝石衬底项目的扩产，补充自制PSS内

部需求缺口， 满足市场针对显示芯片用蓝宝

石衬底的需求。 通过实施年产300万片Mi-

ni/Micro-LED芯片专用PSS项目，推动公司

高附加值产品的量产及销售， 提升公司的盈

利水平。 未来，公司将通过实施第三代半导体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继续对新型半导体材料

进行研发、优化、升级，并实现产业化。

公司称， 未来将主要拓展以碳化硅等为

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相关领域方向，提

升晶体生长、衬底加工、外延制备以及芯片设

计加工等技术水平，完成碳化硅衬底、深紫外

LED芯片、 高亮度蓝绿光LED芯片等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夯实在半导体关键材料领

域的地位， 打造全球领先的新型半导体材料

公司。

博蓝特聚焦第三代半导体材料领域

博蓝特科创板发行上市申

请近日获得受理。 公司本次拟

募资5.05亿元， 投资年产300

万片Mini/Micro-LED芯片专

用图形化蓝宝石衬底等项目。

博蓝特主要从事新型半导

体材料、 器件及相关设备的研

发和应用。 公司表示，未来将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 主要拓展以

碳化硅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

体材料相关领域方向。

□本报记者 刘杨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1-6�月

营业收入

29,053.62 40,005.96 34,746.46 16,960.15

净利润

2,220.25 2,459.76 4,683.76 1,555.50

研发费用

1,082.96 1,648.13 2,506.69 1,192.93

研发投入

占营收比例

3.73% 4.12% 7.21% 7.03%

PSS材料领先供应商

博蓝特成立于2012年10月， 注册资本

1.50亿元。公司深耕半导体材料领域多年，着

重于图形化蓝宝石、碳化硅等半导体衬底、器

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半导体制程设备

的升级改造和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图形化蓝

宝石衬底即PSS、 碳化硅衬底以及光刻机改

造设备。

据了解， 目前能用于产业化生产LED芯

片的衬底主要是蓝宝石，为蓝绿光衬底。 PSS

是在普通蓝宝石晶片表面， 通过半导体加工

工艺，形成周期性微纳图形的一种新型衬底，

提高了LED器件的寿命和亮度。

招股书介绍，PSS已经成为LED衬底的主

流产品。博蓝特的PSS产品主要应用于制备蓝

绿光LED、 深紫外LED外延的支撑衬底，是

LED芯片的关键基础性原材料。 公司为全球

前三的PSS材料供应商。

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1-6月， 公司

PSS产品实现的收入占各期总营收的比重分

别为99.68%、91.48%、85.18%和93.44%。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 公司开始和华灿

光电开展业务合作，2018年受托加工业务量

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受托加工业务收入分别

为 85.25万元、2264.33万元、787.13万元和

4.87万元。 公司表示，受托加工业务是公司与

华灿光电的主要合作模式。 考虑到受托加工

业务的利润相对较低， 公司2019年以来逐步

减少了华灿光电受托加工的业务量。

规模化优势凸显

报告期内 ，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9053.62万元、40005.96万元、34746.46万

元、16960.15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2220.25万

元、2459.76万元、4683.76万元、1555.50万元。

公司PSS业务的毛利率总体上高于可比

同行上市公司水晶光电、 低于天通股份的水

平 。 报告期内，PSS 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2.60%、20.35%、30.65%和23.54%。 整体而

言， 各家公司毛利率水平差异较大。 公司表

示，主要原因是与可比公司的产品结构、收入

规模、产业链延伸程度等因素不同。

2017年至2019年，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1082.96万元、1648.13万元和2506.69万元，占

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73%、4.12%和

7.21%。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合计5237.78万元，

占累计营业收入比例为5.05%。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公司及子公司

拥有韩国发明专利2项、 国内发明专利14项。

其中，12项发明专利已经运用到实际生产经

营活动中并形成主营业务收入。

博蓝特表示，报告期内PSS和蓝宝石平片

的产能规模均不断提高， 有效提高了核心竞

争力。 公司高毛利率产品复合型衬底2019年

以来实现了规模化销售。公司PSS的销售规模

整体上保持增长趋势， 规模化优势有利于降

低成本，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LED行业景气度提升的同时， 企业竞争

加剧，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 报告期内，受公

司下游客户所处的LED芯片产业集中度较高

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对前五名客户销售收

入占比分别为 90.51% 、82.02% 、80.05%和

86.54%，客户集中度较高。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

别为10256.51万元、20234.35万元、22669.80

万元和23441.76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12.94%、21.02%、21.36%和19.84%。 公司表

示，主要客户包括乾照光电、华灿光电、兆驰股

份、聚灿光电、澳洋顺昌等国内LED芯片上市

公司， 以及海外LED芯片大厂的贸易供应商，

公司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较低。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苏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