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芯片设计龙头格科微拟向Fab-Lite模式转变

本报记者 杨洁

格科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近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格科微是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主要从事CMOS图像传感器和显示驱动芯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 此次募投项目12英寸CIS集成电路特色工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投产后，格科微的经营模式将由Fabless转变为Fab-Lite。

领先的芯片设计公司

格科微成立于2003年，注册地址位于开曼群岛，是继华润微、九号智能、中芯国际之后科创板又一家境外红筹架构企业。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是格科微在境内的主要经营实体。

招股书介绍，格科微是全球领先的芯片设计公司，主营业务是CMOS图像传感器和显示驱动芯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手机领域，同时广泛应用于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可穿戴设备、移动支付、汽车电子等消费电子和工业应用领域。

集成电路企业经营模式主要包括Fabless（设计）、Foundry（制造）以及 IDM（设计制造一体化）。 而Fab-Lite介于上述几种模式之间，即轻晶圆厂的集成电路企业经营模式，在晶圆制造、封装及测试环节均采用自行建厂和委外加工相结合的方式。

从主营业务构成看，CMOS图像传感器业务收入占比在八成以上，并逐年提升。 2020年，CMOS图像传感器业务收入占比达90.84%。

据Frost&Sullivan 统 计 ， 按 出 货 量 口 径 计 ， 2020 年 格 科 微 实 现 20 . 4 亿 颗 CMOS 图 像 传 感 器 出 货 ， 占 据 全 球 市 场 份 额 的 29 . 7 % ， 位 居 行 业 第 一 ； 以 销 售 额 口 径 计 ， 2020年公司 CMOS图像传 感器销 售收入 达到 58 . 6亿元 ，全球排 名第四 。

公司的显 示驱动 芯片主 要为 LCD驱动 芯片。 2019年 ，公司 LCD驱 动芯片 出货量达 4 . 2亿颗 ，占 国内市 场出货量 的 9.6%。

格科微介绍，公司已形成量产的产品线，主要覆盖8万像素的QVGA至1300 万 像 素 的 CMOS 图 像 传 感 器 及 LCD 驱 动 芯 片 。 1600 万 像 素 CMOS 图 像 传 感 器 已 进 入 工 程 样 片 阶 段 ， 3200 万 及 以 上 像 素 CMOS 图 像 传 感 器 已 进 入 工 程 样 片 内 部 评 估 阶 段 ， HD 和 FHD 分 辨 率 的 TDDI 驱 动 芯 片 也 已 进 入 小 批 量 试 产 阶 段 ， 并 获 得 品 牌 客 户 订 单 。

公司表示，正在积极推动中高阶像素CMOS图像传感器、AMOLED驱动芯片、TDDI芯片等产品的研发，力争实现行业前沿技术的快速追赶。

一季度净利润大增

在CMOS图像传感器领域，全球主要供应商包括索尼、三星、SK� Hynix等IDM厂商和格科微、豪威科技等Fabless企业。 招股书披露，格科微与舜宇光学、欧菲光、丘钛科技、立景、盛泰光学、江西合力泰、联创电子、MCNEX、湖北三赢兴、中光电、同兴达、中显智能、华星光电等领先的摄像头及显示模组厂商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产品广泛应用于三星、小米、OPPO、vivo、传音、诺基亚、联想、HP、TCL等主流终端品牌产品。

6月15日，格科微更新了财务数据。 2021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19.38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55.30%；归母净利润为2.92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8.69%。 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CMOS图像传感器市场需求增长及部分产品单价提升所致。

一季度，格科微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3.74亿元，而上年同期为-3.33亿元。 这也体现出在芯片供不应求行情下公司销售额增幅较大的情况。

格科微预计，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4.77亿元-38.4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42%-57%；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为5.53亿元-6.11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65%-82%。

公告显示，2018年-2020年，格科微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1.93亿元、36.90亿元、65.56亿元，营收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71.56%；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亿元、3.59亿元和7.73亿元；综合毛利率分别为22.88%、26.05%和28.48%；研发投入占比分别为9.83%、9.68%、9.22%。

格科微介绍，2018年-2020年，公司CMOS图像传感器产品的销量分别为8.87亿颗、13.14亿颗及20.37亿颗，平均单价分别为1.98元/颗、2.43元/颗及2.88元/颗，整体呈上升趋势。 主要在于手机摄像头整体配置规格升级带来数量和价格的提升。 从2000年单摄手机到2011年双摄手机，再到2019年后置四摄手机，单部手机的摄像头数量持续增加。 从目前情况看，单部手机摄像头配置可以达到6个甚至更多。 同时，手机摄像头像素水平不断提升，带动CMOS图像传感器平均单价的提升。

自建产线保供应

招股书注 册稿显 示，格科 微本次募 投项目 投资总 额合计 约 74 . 29亿元 ，其 中拟使 用募集 资金 69 . 6亿元 ，主要用 于 12英寸 CIS集成电 路特色工 艺研发 与产业 化项目 和CMOS图像传 感器研 发项目 。

其中，12英寸CIS集成电路特色工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投资总额为68.45亿元，建设期为2年，拟使用募集资金63.76亿元，将在上海新建12英寸BSI晶圆后道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制造中高阶BSI图像传感器所需的12英寸BSI晶圆。 项目建成后，格科微将拥有月产20000片BSI晶圆的产能。

在全球BSI晶圆供给趋紧的背景下，格科微表示，通过“自建产线、分段加工”的方式，能保障12英寸BSI晶圆的供应，实现对CIS特殊工艺关键生产步骤的自主可控，巩固并提升公司的市场地位和综合竞争力。

目前，格科微采取Fabless经营模式，专注于集成电路设计业务，将晶圆制造、封装和测试等环节分别委托给晶圆制造企业、封装和测试企业代工完成。

在12英寸CIS集成电路特色工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投产后，格科微的经营模式将由Fabless模式转变为Fab-Lite模式，部分BSI图像传感器产品生产，将从直接采购BSI晶圆转变为先采购标准CIS逻辑电路晶圆，再自主进行晶圆键合、晶圆减薄等BSI晶圆特殊加工工序。

注册稿显示，为实现从Fabless模式向Fab-Lite模式转变的战略目标，格科微拟建设部分12英寸BSI晶圆后道产线、12英寸晶圆制造中试线、部分OCF制造及背磨切割产线。 募投项目中的“12英寸CIS集成电路特色工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即为建设12英寸BSI晶圆后道产线，用于保障中高阶CIS的产能供应。

而12英寸晶圆制造中试线以及OCF制造及背磨切割线作为公司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未来将视公司的研发需求和运营情况择机进行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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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触媒专注特种分子筛和环保催化剂产业

● 本报记者 董添

中触媒科创板上市申请日前获得受

理。 公司此次拟发行不超过4405万股股

份， 募集资金将用于环保新材料及中间

体项目以及特种分子筛、环保催化剂、汽

车尾气净化催化剂产业化项目。 项目投

资总额合计约78442.35万元。

构建创新机制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8年至2020年，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6913.77万元、

33299.17万元和40596.23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为922.72万元、

5345.13万元和9183.92万元，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430.37万

元、13622.23万元和6533.36万元。研发投

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3.2% 、

8.91%和6.94%。

根据公告，发行人本次发行选择《上

市规则》 中2.1.2条中第一套标准第二款

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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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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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主要从事特种分子筛及催化

新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化工技

术、化工工艺服务。 主要产品为特种分子

筛及催化剂、非分子筛催化剂、催化应用

工艺及化工技术服务三大类，应用领域包

括环境保护、能源化工等行业。其中，特种

分子筛及催化剂业务为发行人报告期内

的主要收入来源。

研发模式方面，公司以市场和客户需

求为导向，通过自主研发分子筛及催化剂

新产品、 自主研制设计化工工艺路线，形

成了科研、生产、市场一体化的自主创新

机制。 同时，公司与科研单位、高校、客户

等外部单位建立了良好的研发合作关系；

并通过与下游客户联合研发的方式，帮助

客户解决化工技术和生产工艺的问题，并

为其开发创新性解决方案。

募资强化主业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4405万股普通股票， 不低于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25%，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按照轻重缓急顺序全部用于环保新

材料及中间体项目以及特种分子筛、环保

催化剂、 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产业化项

目。 项目投资总额合计约78442.35万元。

公司表示，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运用

于主营业务， 与公司目前的生产情况、财

务状况、技术水平、发展规划相匹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将在公司已有业务水平的

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产品及配套生产能力

及技术水平，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

及其全资子公司，不涉及与他人合作的情

形，不涉及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收购资产的情形；不会产生新增同

业竞争的情况；不会对发行人的独立性产

生不利影响。

环保新材料及中间体项目方面，公

司拟于大连普湾经济区松木岛化工园区

开工建设环保新材料及中间体项目，项

目规划建设周期为16个月， 总投资额

42806.35万元。本项目将新建分子筛及催

化剂产品、分子筛模板剂配套产品以及研

发中试平台。

同时，公司拟于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

化工园区内新建特种分子筛、 环保催化

剂、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产业化项目。 该

项目由全资子公司中海亚实施，项目规划

建设周期为12个月，总投资额为35636万

元。 项目拟建设特种分子筛、环保型催化

剂及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生产线，在山东

省布局生产基地扩大生产规模，拓展和巩

固与新老客户的合作关系，扩大公司市场

份额，提升经济效益。

提示风险

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在技术、经营、

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风险。

2018年末、2019年末和2020年末，公

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2475.66万元、

12746.64万元和20233.85万元，2018年、

2019年和2020年， 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

为0.87、1.41、1.2，处于较低水平。 公司表

示，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存货管理体系，以

市场为导向进行排产， 合理控制存货，并

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不过，若存货出现

损毁或者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面临淘汰，

公司存货将面临一定的贬值风险。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公司综

合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36.54% 、36.49% 和

44.06%。 公司指出，产品综合毛利率受市

场供求关系变化、行业竞争情况、产品结

构构成、产品销售规模、原材料价格成本、

人力资源、 能源成本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造成了毛利率的波动。若未来影响公司毛

利率的因素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则公司的

毛利率可能存在波动的风险。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公司对前

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67.76%、77.27%和88.12%，呈上

升趋势。 其中，来源于第一大客户巴斯夫

的 销 售 收 入 分 别 为 3246.16 万 元 、

19750.05万元和28186.95万元，占公司营

业 收 入 比 例 为 19.19% 、59.31% 和

69.43%。 公司存在客户集中风险和第一

大客户依赖风险。

莱特光电

深耕OLED有机材料领域

●本报记者 刘杨

6月16日，莱特光电科创板IPO申请获受理。 公司此次拟募

资10亿元，投资OLED终端材料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并补充流动

资金。

莱特光电是京东方OLED发光功能材料供应商， 专业从事液

晶材料、OLED材料、高纯电子化学品和工业化学品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

绑定面板龙头企业

根据招股书，莱特光电主要从事OLED有机材料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具备OLED有机材料中间体合成、升华前材料制备及终端材料

生产的全产业链运营能力。公司拥有多种OLED终端材料自主专利，

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在OLED材料及中间体领域， 莱特光电与下游OLED面板生

产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莱特光电是首家为京东方供应

OLED发光功能材料且具备自主专利的国内厂商， 也是京东方

OLED发光功能材料唯一的国内供应商， 实现了多种OLED有机

材料的量产供应。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具备授权专利61项（包括57项国

内授权专利和4项国外授权专利）和2项授予专利实施许可，正在申

请的专利191项 （包括135项国内专利申请，51项PCT国际专利申请

和5项基于巴黎公约的国外专利申请），覆盖发光层材料、空穴传输

层材料、空穴阻挡层材料和电子传输层材料等领域。

招股书显示，莱特光电依靠卓越的研发技术实力、优异的产品性

能、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获得了良好的行业认知度，积累了广泛的

客户资源。 公司OLED有机材料客户包括京东方、华星光电、和辉光

电等知名显示面板厂商。

莱特光电表示，公司研发中心按照国家级实验室标准建立，已经

获得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正在国家级实验室认证过程中。公司

配备了完善的检测分析设备， 包括器件制备的真空蒸镀系统、 器件

IVL和寿命测试平台、核磁共振波谱设备（NMR）、痕量杂质分析的

顶空—色谱仪—质谱仪（HS-GC-MAS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仪（ICP-MASS）和离子色谱仪（CIC）等。

募集资金扩充产能

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2020年（报告期），莱特光电分别实现

营业收入1.12亿元、2.02亿元、2.75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2052.92万

元、5694.13万元、7042.12万元。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78%、9.11%和10.72%。

结合当前市场环境以及公司实际经营状况， 莱特光电预计，

2021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约7400万元至7800万元， 同比增长

16.72%至23.03%； 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800万

元至3100万元，同比增长约26.25%至39.78%，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1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

增长约2.88%至17.58%。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亚龙。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王亚龙直

接持有公司54.85%股份，其控制的西安麒麟、共青城麒麟和共青

城青荷合计持有公司6.75%股份，王亚龙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合

计控制公司61.60%股份。 王亚龙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王亚龙的配偶李红燕担任公司董事。

最近一年，公司新增股东13名，包括机构股东共青城麒麟、共

青城青荷、鼎量圳兴、鼎量淳熙、天津显智链、苏州芯动能、先风

同启、知守纵横和瑞鹏同德，自然人股东罗勇坚、彭琪、宋智慧、

龙福良。

莱特光电此次拟募资10亿元， 用于OLED终端材料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表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

公司将新增15吨OLED终端材料产能，产能大幅提升，有助于满足公

司业务增长的需求。不过，公司面临来自国内外厂商的竞争。 公司提

示，如果后续行业需求不及预期、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或公司后

续的产品营销及市场开拓力度未达预期， 可能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新增产能无法及时消化而达不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进而会对公司

收入和经营业绩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行业竞争不断加剧

2016年1月， 莱特光电在新三板挂牌， 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2017年10月，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至2020年， 公司对京东方的收入占主营

业务收入比例均超过70%。报告期内，公司向京东方的销售收入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5.81%、86.16%、74.22%。

莱特光电提示， 存在对第一大客户京东方集中度较高的风

险。 如果未来公司无法在京东方的材料供应商中持续保持优势，

无法继续维持与京东方的合作关系，则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受到较

大影响。

目前，全球显示行业竞争不断加剧，三星、LG等韩国厂商凭借

先入优势在OLED面板领域占据约80%的市场份额。 随着以京东

方为代表的国内OLED面板厂商技术提升以及产能快速扩张，国

内OLED显示面板企业正在快速追赶。 公司称，如果未来OLED面

板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而京东方等公司的产品不能够持续获得

下游手机、电视等终端应用领域厂商的认可，则可能影响京东方

产品销量，进而传导至上游材料供应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京东方作为国际领先的显示面板制造商， 其产品对于材料的性

能要求高。OLED显示行业尚在快速发展阶段，京东方的各类显示面

板产品每隔一段时间均需要进行更新、升级，在新产品中除了使用原

有的材料外，也会对新材料进行测试，对材料性能的要求也在不断更

新迭代。 公司表示，如果不能及时跟进京东方的需求，或者短期内市

场上出现了跨越式的技术突破而公司未能跟进， 则公司与京东方之

间的商业合作可能面临技术迭代的风险。

莱特光电表示，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的OLED有机材料供应商。

公司将坚持“客户需求为导向，技术创新为驱动” 的经营理念，实现

可持续快速发展。

领先的芯片设计公司

格科微成立于2003年，注册地址位

于开曼群岛，是继华润微、九号智能、中

芯国际之后科创板又一家境外红筹架构

企业。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是格

科微在境内的主要经营实体。

招股书介绍， 格科微是全球领先的

芯片设计公司，主营业务是CMOS图像

传感器和显示驱动芯片的研发、 设计和

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手机领域，同时广

泛应用于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可穿戴

设备、移动支付、汽车电子等消费电子和

工业应用领域。

集成电路企业经营模式主要包括

Fabless（设计）、Foundry（制造）以及

IDM（设计制造一体化）。 而Fab-Lite

介于上述几种模式之间， 即轻晶圆厂的

集成电路企业经营模式，在晶圆制造、封

装及测试环节均采用自行建厂和委外加

工相结合的方式。

从主营业务构成看，CMOS图像传

感器业务收入占比在八成以上， 并逐年

提升。 2020年，CMOS图像传感器业务

收入占比达90.84%。

据Frost&Sullivan统计，按出货量

口径计，2020年格科微实现20.4亿颗

CMOS图像传感器出货， 占据全球市

场份额的29.7%，位居行业第一；以销

售额口径计，2020年公司CMOS图像

传感器销售收入达到58.6亿元，全球排

名第四。

公司的显示驱动芯片主要为LCD

驱动芯片。 2019年，公司LCD驱动芯片

出货量达4.2亿颗， 占国内市场出货量

的9.6%。

格科微介绍， 公司已形成量产的产

品线， 主要覆盖8万像素的QVGA至13

00 万 像素 的 CMOS 图 像 传 感 器 及

LCD驱动芯片。 1600万像素CMOS图

像传感器已进入工程样片阶段，3200

万及以上像素CMOS图像传感器已

进入工程样片内部评估阶段 ，HD和

FHD分辨率的TDDI驱动芯片也已进

入小批量试产阶段，并获得品牌客户

订单。

公司表示， 正在积极推动中高阶像

素CMOS图像传感器、AMOLED驱动

芯片、TDDI芯片等产品的研发， 力争实

现行业前沿技术的快速追赶。

● 本报记者 杨洁

格科微科创板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近日

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格

科微是国内领先、国际知

名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

设计企业， 主要从事

CMOS图像传感器和显

示驱动芯片的研发、设计

和销售。此次募投项目12

英寸CIS集成电路特色工

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投

产后，格科微的经营模式

将 由 Fabless 转 变 为

Fab-Lite。

自建产线保供应

招股书注册稿显示，格科微本次募

投项目投资总额合计约74.29亿元，其

中拟使用募集资金69.6亿元，主要用于

12英寸CIS集成电路特色工艺研发与

产业化项目和CMOS图像传感器研发

项目。

其中，12英寸CIS集成电路特色工

艺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投资总额为68.45

亿元， 建设期为2年， 拟使用募集资金

63.76亿元，将在上海新建12英寸BSI晶

圆后道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制造中高

阶BSI图像传感器所需的12英寸BSI晶

圆。 项目建成后， 格科微将拥有月产

20000片BSI晶圆的产能。

在全球BSI晶圆供给趋紧的背景

下，格科微表示，通过“自建产线、分段

加工”的方式，能保障12英寸BSI晶圆的

供应， 实现对CIS特殊工艺关键生产步

骤的自主可控， 巩固并提升公司的市场

地位和综合竞争力。

目前， 格科微采取Fabless经营模

式，专注于集成电路设计业务，将晶圆制

造、封装和测试等环节分别委托给晶圆

制造企业、封装和测试企业代工完成。

在12英寸CIS集成电路特色工艺研

发与产业化项目投产后，格科微的经营

模式将由Fabless模式转变为Fab-Lite

模式，部分BSI图像传感器产品生产，将

从直接采购BSI晶圆转变为先采购标准

CIS逻辑电路晶圆， 再自主进行晶圆键

合、晶圆减薄等BSI晶圆特殊加工工序。

注册稿显示， 为实现从Fabless模

式向Fab-Lite模式转变的战略目标，格

科微拟建设部分12英寸BSI晶圆后道产

线、12英寸晶圆制造中试线、 部分OCF

制造及背磨切割产线。 募投项目中的

“12英寸CIS集成电路特色工艺研发与

产业化项目” 即为建设12英寸BSI晶圆

后道产线， 用于保障中高阶CIS的产能

供应。

而12英寸晶圆制造中试线以及

OCF制造及背磨切割线作为公司战略

规划的一部分， 未来将视公司的研发需

求和运营情况择机进行项目建设。

一季度净利润大增

在CMOS图像传感器领域，全球主

要供应商包括索尼、三星、SK� Hynix等

IDM厂商和格科微、 豪威科技等Fab-

less企业。招股书披露，格科微与舜宇光

学、欧菲光、丘钛科技、立景、盛泰光学、

江西合力泰、联创电子、MCNEX、湖北

三赢兴、中光电、同兴达、中显智能、华星

光电等领先的摄像头及显示模组厂商形

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产品广泛

应用于三星、小米、OPPO、vivo、传音、

诺基亚、联想、HP、TCL等主流终端品牌

产品。

6月15日，格科微更新了财务数据。

2021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19.38亿

元，较上年同期上升55.30%；归母净利

润为2.92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8.69%。

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主要系

CMOS图像传感器市场需求增长及部

分产品单价提升所致。

一季度， 格科微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为3.74亿元，而上年同期为-3.33

亿元。 这也体现出在芯片供不应求行情

下公司销售额增幅较大的情况。

格科微预计，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

入为34.77亿元-38.43亿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上升42%-57%； 预计上半年净利

润为5.53亿元-6.11亿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上升65%-82%。

公告显示，2018年-2020年， 格科

微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1.93亿元、36.90

亿元、65.56亿元， 营收年均复合增长率

达到71.56%；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亿元、

3.59亿元和7.73亿元； 综合毛利率分别

为22.88%、26.05%和28.48%；研发投入

占比分别为9.83%、9.68%、9.22%。

格科微介绍，2018年-2020年，公

司CMOS图像传感器产品的销量分别

为8.87亿颗、13.14亿颗及20.37亿颗，平

均单价分别为1.98元/颗、2.43元/颗及

2.88元/颗，整体呈上升趋势。 主要在于

手机摄像头整体配置规格升级带来数量

和价格的提升。 从2000年单摄手机到

2011年双摄手机，再到2019年后置四摄

手机，单部手机的摄像头数量持续增加。

从目前情况看， 单部手机摄像头配置可

以达到6个甚至更多。 同时，手机摄像头

像素水平不断提升，带动CMOS图像传

感器平均单价的提升。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营业收入（亿元） 21.93 36 .9 64 .56

归母净利润（亿元） 5 3.59 7 .73

综合毛利率 22.88% 26.05% 28.48%

研发投入营收占比 9.83% 9.68% 9.22%

芯片设计龙头格科微拟向Fab-Lite模式转变

格科微主要财务指标

视觉中国图片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