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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60� � �证券简称：昀冢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7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昀冢科技” 或“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于2022年5月2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于2022年5月

18日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甘

子英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财务决算报告（更正版）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通过《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财务决算报告（更正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更正版）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通过《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更正

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88260� � �证券简称：昀冢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6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影响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2021年年

度报告及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财务报表中的现金流量表, 及2021年第三季度资产负债表。

本期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各个报告期的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利润总额、

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无影响。

一、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主要原因

（一）公司在编制2021年度各期定期报告和2022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时，未充分考虑

资产负债表期初期末的款项性质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导致公司各期的经营活动、筹资活

动和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之间列报不准确。

（二）2021年1月1日，公司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根据新租赁准

则的要求，公司融资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在使用权资产中核算，融资租赁到期后，由使用权

资产转入固定资产；公司在编制2021年1-6月份和2021年1-9月份现金流量表时，未考虑内

部转移的影响，导致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列报不准确。

（三）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时，将购买和赎回的理财产品按净额列示现金流量，导致收到

和支付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列报不准确。

（四）公司的子公司将预付的设备采购款计入了预付账款，导致了预付款项和其他非

流动资产的列报不准确。

二、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主要内容

（一）2021年1-3月合并和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的更正

公司将收到的用于支付发行费用的部分募集资金计入了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导致合并及母公司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了12,220,319.81元，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了12,220,319.81元。

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48,509,680.19 12,220,319.81 260,73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220,319.81 -12,220,319.81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011,981.80 - 275,011,981.80

对母公司的现金流量表的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48,009,680.19 12,220,319.81 260,23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220,319.81 -12,220,319.81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801,231.93 - 279,801,231.93

（二）对2021年1-6月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的更正

公司按照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计入吸收投资活动收到的现金，将承销机构直接扣除的

保荐承销费计入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导致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吸收投资

活动收到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了25,354,745.35元。

公司未考虑使用权资产和固定资产内部转移的影响，导致合并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了29,564,853.78元，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减少了29,564,853.78元；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增加了9,336,545.81元，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分别减

少了9,336,545.81元。

公司未考虑其他流动资产中期初已支付的发行费用对筹资活动现金流的影响，导致合

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了3,315,254.65元，支付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了3,315,254.65元。

公司未考虑应付账款中的应付租赁款，导致合并及母公司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增加了4,028,571.43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了4,028,571.43元。

公司未考虑母子公司内部租赁对现金流的影响，导致母公司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增加了5,175,936.30元，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了5,175,936.30元。

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965,380.84 7,343,826.08 20,309,206.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92,348.44 -7,343,826.08 -28,836,174.5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79,228,176.90 -29,564,853.78 49,663,323.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625,746.10 29,564,853.78 -177,060,892.32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86,334,745.35 -25,354,745.35 260,980,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6,860,556.65 -3,133,717.65 43,726,839.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723,162.31 -22,221,027.70 235,502,134.61

对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的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861,896.50 2,167,889.78 19,029,78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25,030.17 -2,167,889.78 -49,492,919.9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38,675,880.53 -9,336,545.81 29,339,334.7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720,842.50 9,336,545.81 -203,384,296.69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85,584,745.35 -25,354,745.35 260,230,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8,187,418.30 -18,186,089.32 20,001,328.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088,707.63 -7,168,656.03 255,920,051.60

（三）对2021年1-9月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的更正

公司按照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计入吸收投资活动收到的现金，将承销机构直接扣除的

保荐承销费计入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导致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吸收投资

活动收到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了25,354,745.35元。

公司未考虑使用权资产和固定资产内部转移的影响，导致合并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了34,670,493.08元，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减少了34,670,493.08元；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增加了12,777,406.34元，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分别

减少了12,777,406.34元。

公司未考虑其他流动资产中期初已支付的发行费用对筹资活动现金流的影响，导致合

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了3,315,254.65元，支付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了3,315,254.65元。

公司的子公司预付了33,478,704.58元设备采购款，在财务报表列报时，公司将其计入

了预付款项， 导致2021年9月30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预付款项增加了33,478,704.58元，其

他非流动资产减少了33,478,704.58元；同时导致合并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了33,478,704.58元，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

少了33,478,704.58元。

2021年第三季度，公司的子公司发生火灾，导致了一部分固定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存

货和使用权资产(融资租入的设备)发生了损失，公司根据火灾发生的损失情况，报废了部分

资产并暂估了可回收的金额。 公司未单独考虑各项资产负债对现金流的影响，导致合并现

金流量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了26,087,362.77元，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增加了54,574,444.01元，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减少了8,159,214.60元，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的现金减少了17,233,820.21元，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了3,094,046.43元。

公司将购买和赎回理财产品的现金流按照净额进行编制，导致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投资

支付的现金和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了205,000,000.00元； 编制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时，

将定期存单计入了投资活动现金流， 导致投资支付的现金和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20,

000,000.00元。

公司未考虑收到的应收票据贴现的现金流，导致合并和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收到其他

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和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了12,575,320.59元；

公司未考虑母子公司内部租赁对经营活动的影响，导致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支付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了5,175,936.30元，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了5,

175,936.30元；

公司未考虑期初货币资金中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本期到期对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的影响，导致合并和母公司现金流量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了3,710,511.29元；

公司在编制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时，将母子公司的经营性往来计入投资活动，导致母公

司现金流量表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12,

020,265.42元。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预付款项 44,992,077.08 -33,478,704.58 11,513,372.5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251,231.70 33,478,704.58 56,729,936.28

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148,651.47 -26,087,362.77 3,061,288.7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18,381,068.97 -34,095,169.44 184,285,899.5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209,343.48 -51,259,189.36 33,950,154.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27,686.62 59,266,996.03 -15,360,690.59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205,000,000.00 205,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15,266,137.91 6,967,426.10 122,233,564.01

投资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0 205,000,000.00 265,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538,479.49 -6,967,426.10 -175,505,905.59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86,334,745.35 -25,354,745.35 260,98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12,575,320.59 12,575,320.5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4,957,606.03 12,575,320.59 107,532,926.62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7,931,415.56 23,234,313.29 61,165,728.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381,450.55 -48,589,058.64 222,792,391.9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8,215,284.44 3,710,511.29 31,925,795.73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958,742.32 -3,710,511.29 19,248,231.03

对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的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180,720,797.78 -3,710,511.29 177,010,286.4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609,731.32 -1,860,681.65 19,749,04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33,409.71 5,571,192.94 -33,462,216.77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25,000,000.00 -20,000,000.00 205,000,0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020,265.42 -12,020,265.42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55,473,886.72 -12,777,406.34 42,696,480.38

投资支付的现金 361,000,000.00 -20,000,000.00 341,00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099,136.07 -12,020,265.42 20,078,870.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815,724.53 12,777,406.34 -198,038,318.19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85,584,745.35 -25,354,745.35 260,23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12,575,320.59 12,575,320.5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2,036,689.41 12,575,320.59 104,612,01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2,153,954.13 -10,716,657.36 31,437,296.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016,696.70 -14,638,087.99 251,378,608.7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167,562.46 3,710,511.29 19,878,073.75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347,481.12 -3,710,511.29 15,636,969.83

（四）对2021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更正

公司将期末应付工程款抵减了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导致2021年度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了62,385,871.92元，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增加了62,385,871.92元。

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更正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0,088,639.72 62,385,871.92 212,474,511.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960,948.39 -62,385,871.92 -6,424,923.5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58,407,097.93 -62,385,871.92 196,021,226.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151,663.08 62,385,871.92 -218,765,791.16

（五）对2022年1-3月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更正

公司将期末应付工程款抵减了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了23,505,127.97元，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减少了23,505,127.97元。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1,423,451.25 -23,505,127.97 67,918,32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91,387.98 23,505,127.97 4,213,739.9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39,088,584.09 23,505,127.97 62,593,712.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80,730.33 -23,505,127.97 -30,385,858.30

三、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公司对会计差错更正采用追溯重述法，本期会计差错更

正对公司各个报告期的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无影响；本期财务报表更正数据主要影响了上述各期现金流量表

中经营活动、筹资活动和投资活动现金流间的列报，除2021年第三季度以外，对报告期各期

的净现金流量无影响。

四、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 董事会对《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的表决情况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客观反

映，更正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

财务信息质量。 综上，董事会同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关

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

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更加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文件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及广大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

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昀冢科技编制的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昀冢科技会计差错的更正情

况。

五、致歉说明

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致以诚挚的歉意，并将加强对信息披露

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坚持审慎性原则，保证各项报告披露的准确性，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

特此公告。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的回复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昀冢科技” 、“公司” ）于2022年5月10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问询函》（上海科创公函[2022]007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会同保荐机

构、年审会计师就《问询函》相关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落实。 回复中楷体加粗部分为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补充披露或修改的部分。 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1.关于业绩大幅下滑

年报显示，公司的精密电子零部件产品目前主要应用在智能手机摄像头中的音圈马达

VCM和摄像头模组CCM。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970.41万元，同比下降6.14%；归

母净利润1,549.94万元， 同比下降72.39%；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942.30万元， 同比下降

79.86%。同时，2022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64.54万元，同比下降7.18%；归母净利

润578.29万元，同比下降33.40%;扣非后归母净利润509.25万元，同比下降34.33%。

请公司：（1）结合下游手机行业市场出货量等变化、现有直接及终端客户、可比公司经

营状况等情况，进一步说明归母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具体产品的市

场需求、竞争格局、客户拓展等因素，分析是否存在业绩继续下滑的风险。 如是，请充分提示

风险并说明公司将采取何种措施提升盈利能力。

一、问题回复

（一）结合下游手机行业市场出货量等变化、现有直接及终端客户、可比公司经营状况

等情况，进一步说明归母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1、手机市场出货量

（1）对2021年度公司归母净利润下降的影响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2021年各季度出货量与2020年各季度出货量对比如下：

单位：百万台

厂商

2021年Q1 2020年Q1

变动 厂商

2021年Q2 2020年Q2

变动

出货

量

市场份

额

出货

量

市场份

额

出货

量

市场份

额

出货

量

市场份

额

VIVO 21.6 23.38% 12.1 16.64% 78.51% VIVO 18.2 24.30% 14.8 16.34% 22.97%

OPPO 20.6 22.29% 12.5 17.19% 64.80% OPPO 16 21.36% 14.5 16.00% 10.34%

华为 14.9 16.13% 30.1 41.40%

-50.

50%

小米 12.6 16.82% 9.3 10.26% 35.48%

小米 13.5 14.61% 7.8 10.73% 73.08% 苹果 7.9 10.55% 7.7 8.50% 2.60%

苹果 12 12.99% 6.2 8.53% 93.55% 荣耀 6.9 9.21% 12.8 14.13%

-46.

09%

其他 9.8 10.61% 4 5.50%

145.00

%

其他 13.3 17.76% 31.5 34.77%

-57.

78%

合计 92.4 100.00% 72.7 100.00% 27.10% 合计 74.9 100.00% 90.6 100.00%

-17.

33%

厂商

2021年Q3 2020年Q3

变动 厂商

2021年Q4 2020年Q4

变动

出货

量

市场份

额

出货

量

市场份

额

出货

量

市场份

额

出货

量

市场份

额

VIVO 18.3 23.19% 15.3 18.43% 19.61% 苹果 21.5 24.83% 15.3 18.21% 40.52%

OPPO 16.5 20.91% 13.9 16.75% 18.71% OPPO 14.3 16.51% 17.7 21.07%

-19.

21%

荣耀 14.2 18.00% 11.3 13.61% 25.66% 荣耀 14.2 16.40% - - -

小米 10.9 13.81% 10.5 12.65% 3.81% 小米 13.5 15.59% 12.2 14.52% 10.66%

苹果 8.3 10.52% 5.1 6.14% 62.75% VIVO 13.4 15.47% 15.7 18.69%

-14.

65%

其他 10.7 13.56% 26.9 32.41%

-60.

22%

其他 9.7 11.20% 23.1 27.50%

-58.

01%

合计 78.9 100.00% 83 100.00%

-4.

94%

合计 86.6 100.00% 84 100.00% 3.10%

数据来源：Canalys

注：2021年一季度之后，荣耀的出货量不计入华为

2021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上涨27.10%， 主要是因为5G在中国的快速普

及刺激了消费者更换新机，运营商正努力扩大5G的覆盖范围，加之5G资费下降，消费者对

5G手机的接受度更高，推动了手机厂商出货量的增加，而2020年一季度消费电子市场受疫

情影响表现力较为疲软， 使得2021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同比呈现了显著的回暖趋

势。 另外，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华为在消费电子市场的份额下降，其他手机厂商为抢占市场

份额紧急加单，同时有针对性地推出新产品占据市场，OPPO、小米等在2021年一季度均发

布了深受消费者欢迎的旗舰机（如OPPO� Find� X3� Pro、小米11等），消费需求的提前释放

一定程度上促使各手机厂商出货量的提升。

2021年二、三季度，中国手机市场整体表现较为低迷，同比分别下降17.33%、4.94%，一

方面是因为2021年一季度手机厂商战略的激进导致市场整体库存过剩，而手机厂商缺乏新

的旗舰机产品，市场需求低于预期；另一方面是因为全球芯片短缺问题严重，供应商难以满

足设备制造商的要求，特别是2021年第三季度，根据IDC的数据，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

下降6.68%，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市场。 而2021年第四季度，得益于iPhone� 13系列的发

布，苹果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重回榜首，整体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恢复。

2021年全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与2020年基本持平，但第二、三季度手机出货量同比

下降幅度较大，下游智能手机出货量不及预期，公司主要收入来源的手机摄像头光学模组

CCM以及音圈马达VCM中的精密电子零部件销量下降，尤其是对公司第二、三季度收入负

面影响较大。 虽然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公司CMI等高附加值产品对其他手机厂商的销售

拓展初见成效，公司第四季度的业绩有所回升，但公司2021年度整体业绩仍然受到较大影

响。

（2）对2022年一季度公司归母净利润下降的影响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2022年一季度出货量与2021年一季度出货量对比如下：

单位：百万台

厂商 2022Q1 2021Q1 变动

出货量 市场份额 出货量 市场份额

荣耀 15 19.82% 4.9 5.30% 206.12%

OPPO 13.9 18.36% 20.6 22.29% -32.52%

苹果 13.8 18.23% 12 12.99% 15.00%

VIVO 12.2 16.12% 21.6 23.38% -43.52%

小米 10.6 14.00% 13.5 14.61% -21.48%

其他 10.2 13.47% 19.8 21.43% -48.48%

合计 75.7 100.00% 92.4 100.00% -18.07%

数据来源：Canalys

注：2021年一季度之后，荣耀的出货量不计入华为

根据Canalys的数据，受经济形势不佳、芯片短缺和新冠疫情反复的影响，2022年一季

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1%，这一负面因素同样影响到国内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使

得2022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8.07%；加之2022年2月开始，疫情的反复

导致手机市场需求量不足。因此，与前述2021年一季度的手机市场回暖态势相比，2022年一

季度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下降幅度较大，使得公司2022年一季度的经营业绩较2021年

一季度有所下降。

2、客户结构的变化

2022年一季度和2019-2021年度公司的前五大客户结构对比如下：

2022年Q1 2021年度

客户集团 金额 排名 客户集团 金额 排名

新思考 3,982.63 1 新思考 10,911.73 1

TDK集团 962.18 2 中蓝集团 5,174.20 2

中蓝集团 815.50 3 TDK集团 4,219.01 3

皓泽电子 506.30 4 丘钛科技 2,689.81 4

丘钛科技 485.78 5 立讯集团 2,154.45 5

合计 6,752.39 - 合计 25,149.20 -

2020年度 2019年度

客户集团 金额 排名 客户集团 金额 排名

新思考 8,230.89 1 TDK集团 13,865.43 1

三美集团 5,553.91 2 三美集团 6,150.27 2

中蓝集团 4,756.94 3 新思考 5,977.42 3

TDK集团 4,360.97 4 丘钛科技 2,808.71 4

湖南新视 3,165.35 5 五方光电 2,732.52 5

合计 26,068.06 - 合计 31,534.35 -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公司原主要终端客户华为的手机市场份额大幅下滑，公司的

直接客户TDK集团和三美集团从2020年开始便受到直接影响，进而对公司销售收入产生一

定负面影响。 2021年TDK集团已经开拓了其他终端客户，但公司对其销售收入仍整体处于

下滑状态； 而三美集团对国内终端客户仍在开拓中，2021年度公司对其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4,493.62万元，三美集团跌出公司前五大客户。

华为手机出货量的下降除对公司整体销售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外，对公司向其销售的高

附加值产品负面影响也较大，造成公司整体盈利情况不及预期。 公司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为

部分工艺复杂的IM件和CMI件，原先通过TDK集团和三美集团供应给华为智能手机的高端

系列机型，2021年度， 公司向TDK集团和三美集团销售的高附加值产品销售额为2,372.56

万元，同比下降43.59%。

公司2020年开始便有意识地开拓新的CMI产品客户，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洽、 送样、验

证，开始通过新思考、皓泽电子等客户销售给OPPO、VIVO、小米等终端客户，公司供给前述

客户的CMI产品于2021年第四季度开始出货量显著增长，华为手机出货量的下降对公司销

售收入和盈利能力的负面影响已逐渐通过对其他客户的销售减弱。 如上表所示，公司对新

思考的销售收入增长较快，皓泽电子在2022年一季度首次进入公司的前五大客户。

3、可比公司经营状况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2年一季度和2021年度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的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归母净利 同比变动

2022年Q1

兴瑞科技 35,492.62 13.66% 3,401.37 -8.92%

徕木股份 20,404.02 25.07% 1,503.25 16.78%

长盈精密 360,742.93 60.43% -19,528.54 -241.34%

昌红科技 29,348.54 7.31% 4,498.92 13.73%

昀冢科技 12,564.54 -7.18% 578.29 -33.40%

2021年度

兴瑞科技 125,182.77 20.32% 11,339.95 -10.87%

徕木股份 68,554.42 29.48% 4,772.49 11.29%

长盈精密 1,104,651.50 12.74% -60,459.67 -200.74%

昌红科技 112,738.20 0.84% 11,184.11 -33.77%

昀冢科技 51,970.41 -6.14% 1,549.94 -72.39%

其中，上述公司2021年度消费电子类产品的收入和毛利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业务板块 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毛利率 同比变动

兴瑞科技 消费电子 15,953.67 -9.43% 18.61% -7.98%

徕木股份 手机类产品 16,582.24 0.48% 17.24% -3.90%

长盈精密

消费类电子精密结构件

及模组

476,948.56 10.49% 13.56% -9.20%

昀冢科技 精密电子零部件 51,428.80 -6.28% 27.41% -3.63%

注：昌红科技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是OA办公和医疗耗材，因此不作为对比对象除徕木

股份和昌红科技外，上述从事精密零部件生产和销售企业的归母净利润在2022年一季度和

2021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业务板块布局了消费电子大类的可比公司中，该类产品毛

利率在2021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但是，各可比公司细分产品和应用领域仍然存在差

异，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因此，经营状况与昀冢科技并不完全可比，具体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 成立时间

兴瑞科技

机顶盒塑料外壳、结构件产品，OA办公、电视调谐器、汽

车油门踏板、电刷架等连接器产品，模具产品等

OA办公、 电视领域、 机顶

盒、汽车电子零部件等

2001年12月

徕木股份

汽车连接器、屏蔽罩和结构件，手机连接器、屏蔽罩和结

构件，模具产品等

汽车电子及手机通信领域

零部件

2003年3月

长盈精密 金属结构件和外观件、连接器、屏蔽片 手机通信领域零部件 2001年7月

昌红科技

电视导光板产品、打印机、复印机模具及零部件、医疗器

械产品之采血管、集尿袋等

电视、OA办公领域零部件、

医疗耗材

2001年4月

昀冢科技 手机摄像模组、马达中的底座、支架等精密电子零部件 手机光学领域零部件 2013年12月

4、其他

（1）产品毛利率

公司2021年度和2020年度产品毛利率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纯塑料件 16,308.11 12,028.70 26.24% 19,068.86 13,731.44 27.99%

金属插入成型件 13,860.21 10,084.32 27.24% 16,803.62 11,659.29 30.61%

模具 7,929.23 2,696.81 65.99% 6,116.94 2,242.47 63.34%

CMI件 3,694.40 2,604.25 29.51% 4,492.88 2,157.37 51.98%

金属冲压件 3,624.96 3,351.75 7.54% 5,061.62 4,007.31 20.83%

绕线和组装品 1,780.30 2,435.86 -36.82% 523.35 990.27 -89.22%

陶瓷件 301.10 176.26 41.46% - - -

电镀加工等其他 3,930.48 3,956.34 -0.66% 2,809.34 3,056.45 -8.80%

合计 51,428.79 37,334.29 27.41% 54,876.61 37,844.60 31.04%

公司2021年度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减少3.63个百分点，其中，CMI件毛利率下降的原因是

销量下降导致其产能利用率不足，金属冲压件毛利率下降的原因是新开发的客户贡献的负

毛利较多。

（2）期间费用

2021年度公司研发费用为4,767.91万元，同比增加30.26%，主要系公司加大了在汽车

电子和光电半导体领域的研发投入，其中，汽车电子相关的“ABS+ECU总成智能化总装产

线的研发”项目2021年度投入840.49万元，较2020年度增加699.78万元；光电半导体相关的

“陶瓷基板工艺及新型加工设备的研发” 项目2021年度投入1,407.63万元，较2020年度增

加1,302.87万元。

2021年度公司管理费用较2020年度增加651.04万元，同比上涨19.45%；2022年一季度

公司管理费用较2021年一季度增加204.84万元，同比上涨28.51%。 主要原因是公司2021年

度引进了部分优秀的管理人才，同时成立了新的子公司增加了相关的工资费用。

综上所述，昀冢科技2021年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智能手机市场出

货量第二、三季度不及预期，作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的手机精密电子零部件销量下降，对公

司整体业绩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华为手机出货量下降导致公司原销售给华为的高附加值

产品收入下降较多，相关产品产能利用率不足导致毛利率下降，但目前公司通过市场开拓，

向新的终端客户销售高附加值产品，华为业务缺位的影响已逐渐弱化。 另外，报告期内公司

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同比增加较多，综合导致了公司2021年度归母净利润大幅下滑。

昀冢科技2022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

同比下滑较多导致公司当期收入下降，同时公司管理费用同比上升，综合导致了公司2022

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的下降。

（二）结合具体产品的市场需求、竞争格局、客户拓展等因素，分析是否存在业绩继续

下滑的风险。 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并说明公司将采取何种措施提升盈利能力

1、市场需求

智能手机市场经过10多年的发展，竞争格局已较为稳定，目前5G换机是驱动智能手机

出货的主要贡献因素。 但这一换机潮已持续一年有余，未来智能手机市场如果没有颠覆式

的创新，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会相对拉长，市场需求趋于稳定、甚至下降。 另外，2022年2月以

来，国内疫情多地出现反弹趋势，终端市场需求存在继续下滑的可能，客观上公司业绩仍将

承压。

但是，受益于多摄像头方案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单机搭载的摄像头数量近年来持续上

升，因此，尽管智能手机出货量存在继续下滑的可能，手机摄像头的出货量仍保持增长态

势。作为手机摄像头核心零部件，音圈马达VCM的消费量预计2025年将达到39.4亿颗，这将

为公司产品提供增量空间。

2、竞争格局

由于VCM应用于智能手机的型号参差不齐、所适用的参数规格繁杂等因素，VCM具有

型号多、工艺复杂、专业性强等特点，VCM生产厂商未来将进一步提高与上下游同步产品研

发的紧密度。

作为上游供应商，公司建立了以客户为导向、以项目为主线的机制，在产品开发过程中

与客户共同协商调整产品工艺参数、实现产品更新换代，具备与客户同步开发、设计产品的

领先优势；另外，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能够自主设计产品结构、模具参数，确定材料配

比，实现工艺排布和设备研制，因此，公司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深受客户信赖，多年来与

TDK集团、三美集团、新思考集团等主要VCM生产厂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随着多摄

渗透率的提升，公司产品的需求量会呈现上升趋势。

3、客户拓展

如（一）中所述，公司2021年度业绩同比下滑受华为业务缺位的影响较大，目前公司已

逐渐消化这一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 经过2020年和2021年的客户开发，公司开始向OPPO、

VIVO等终端客户供应CMI件等高附加值产品，业绩有向好的趋势。

消费电子产业链公司原布局的智能手机领域的增长空间有限，汽车电子和智能化是未

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昀冢科技在此已有相应的布局，目前的主要客户为捷太格特、三井金

属，并陆续通过了京西重工、东洋电装、上海汇众等汽车领域的体系认证，2022年第一季度

汽车电子领域产品贡献的营业收入为351.99万元，同比增长946.19%，截至2022年3月31日，

公司已收到汽车电子领域客户2022年度的定点生产计划书约为4,870万元。

综上所述，未来智能手机市场需求存在下滑的可能，叠加疫情可能导致的停工停产影

响，公司的业绩仍有下滑的风险。公司在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四、风

险因素”中对这一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二）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

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主要财务指标未发生重大不利影响，与行业趋势一致。 但

是，若后续期间下游终端市场需求持续下降、公司产品竞争力不足、公司客户拓展情况不及

预期、叠加疫情可能造成的停工停产影响，公司业绩仍然存在继续下滑的风险” 。

但是，由于公司直接对应的VCM马达市场和CCM摄像头模组市场需求向好，公司凭借

自身竞争优势与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预计未来订单量会持续上涨；同时，近2年公

司积极开拓市场，客户结构已经发生改变，开始向其他终端客户供应高附加值产品；加之公

司把握下游市场变动趋势，在汽车电子、光电半导体等领域已有布局，未来公司盈利能力向

好。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和年审会计师认为：

1、 昀冢科技2021年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

量第二、三季度不及预期，作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的手机精密电子零部件销量下降，对公司

整体业绩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华为手机出货量下降导致公司原销售给华为的高附加值产

品收入下降较多，其产能利用率不足导致毛利率下降较多；另外，公司2021年度研发费用和

管理费用同比增加较多；

2、 昀冢科技2022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出货量同比下滑较多，同时，公司2022年一季度管理费用同比增加较多；

3、 鉴于未来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存在下滑的可能， 叠加疫情可能导致的停工停产影

响，公司的业绩仍有下滑风险，公司已在年度报告中进行风险提示。

问题2.关于业绩季节性波动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一季度至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3,536.90万元、10,192.26

万元、11,278.49万元和16,962.77万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775.44万元、-1,002.60万

元、-789.83万元和1,959.28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38.13万元、-1,

811.11万元、-5,313.53万元和13,058.86万元，季节波动较大。公司披露称，第四季度利润大

幅上升的原因为公司的高附加值产品CMI件在2021年第四季度出货量增加较多所致。

请公司结合历年业绩、行业特点、主营产品的分季度产销量、平均销售价格、成本费用

等情况：（1） 进一步说明第四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是否存在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况；

（2）报告期内各季度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问题回复

（一）进一步说明第四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否存在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况

1、第四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1）行业具有季节性特点

精密电子零部件制造行业多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按客户订单组织生产，各细分

的零部件子行业，因下游需求领域不同，不具有一致的季节性特征。就昀冢科技下游的3C产

品对上游行业的季节性影响而言，一般来说，春节假期产能停滞，各手机厂商会在第三、特

别是第四季度提前备货，加之终端厂商主力机型发布周期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因此，行业内

企业的一季度收入占比偏低，第二季度开始回升，在第三、四季度收入达到高峰。

最近3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季度划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第一季度 13,536.90 26.05% 11,082.23 20.02% 8,466.48 16.46%

第二季度 10,192.26 19.61% 15,313.51 27.66% 11,594.02 22.54%

第三季度 11,278.49 21.70% 13,091.81 23.65% 14,013.39 27.25%

第四季度 16,962.77 32.64% 15,880.17 28.68% 17,359.39 33.75%

合计 51,970.41 100.00% 55,367.72 100.00% 51,433.28 100.00%

由上表可见，2019年和2020年公司第一季度收入占比偏低，第二季度有所回升，逐渐在

第四季度收入达到高峰，与行业整体的季节性特征一致。 但是如问题1/（一）中所述，2021

年一季度中国手机市场出货量较高，二、三季度手机市场出货量下降幅度较大，四季度手机

市场出货量反弹，因此，2021年度公司收入的季节性特点与以前年度略有不同，但整体仍然

是四季度达到收入高峰。

（2）CMI件出货量较多

CMI件的技术含量较高，原本主要供应给华为智能手机的高端系列机型，产品单价较

高。 该产品原先通过TDK集团销售给华为，但受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华为手机出货量下降的

影响，2021年上半年该产品销量相对较低。 公司积极开拓客户，在2021年下半年取得进展，

2021年第四季度开始大批量向新思考、皓泽电子等客户供应CMI件，出货量逐渐恢复，相比

其他三个季度增长较多， 其高附加值使得2021年度第四季度收入增长较多。 公司CMI件

2021年各季度销售收入具体列示如下：

季度 销售收入（万元） 占当季收入的比例（%）

第一季度 601.90 4.45

第二季度 644.27 6.32

第三季度 915.67 8.12

第四季度 1,532.56 9.03

2、是否存在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况

公司各季度产品价格较为稳定，第四季度产品价格与前三季度产品价格不存在重大差

异。 另外，公司各季度主营产品成本与主营成品收入变化趋势一致，因此，如1中所述，公司

第四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趋势主要是由于下游手机市场出货量增长所致，与行业的季节性

特点一致，同时，高附加值的CMI件在2021年第四季度的出货量增长较多。 综上所述，公司

第四季度业绩大幅增长具有合理性，不存在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况。

（二）报告期内各季度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1、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1）会计差错更正的主要原因

①公司在编制2021年度各季度和2022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时，未充分考虑资产负债表

期初期末的款项性质对现金流量表的影响，导致公司各个季度的经营活动、筹资活动和投

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之间列报不准确。

②2021年1月1日，公司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根据新租赁准则的

要求，公司融资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在使用权资产中核算，融资租赁到期后，由使用权资产

转入固定资产；，公司在编制2021年1-6月份和2021年1-9月份现金流量表时，未考虑内部

转移的影响，导致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列报不准确。

③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时，将购买和赎回的理财产品按净额列示现金流量，导致收到和

支付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列报不准确。

④公司的子公司将预付的设备采购款计入了预付账款，导致了预付款项和其他非流动

资产的列报不准确。

（2）会计差错更正的审批程序

(下转B06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