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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达：技术引领创新发展 深耕射频连接器行业

本报记者 何昱璞

近日，北交所上市公司富士达发布一项IEC国际标准，这是其今年内第二次发布国际标准。 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制定13项IEC国际标准，成为我国射频连接器行业拥有IEC国际标准最多的公司。

富士达副董事长武向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北交所上市后，富士达拥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在行业知名度等方面获得了较大提升。 2022年上半年，富士达产业基地一期陆续投产，产能正在逐步释放。 成立24年来，公司聚焦主业，坚持创新引领，逐步实现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同轴电缆组件、射频电缆在高端领域的自主可控。

行业领先

武向文介绍，富士达创立于1998年，彼时郭建雄、武向文等5人创始团队通过借来的2万元开启了创业之路。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创始人对公司发展信心满满，希望在行业内有所作为。

“虽然当时有六百多家企业做这类产品，但是真正在技术创新领域有突破的企业很少，大部分都是在仿造，当时生产的都是国际标准的产品。 ”武向文表示。 这一现实深深刺痛了富士达的创始团队，公司立志创国货第一品牌，与国际名牌一比高低。

1999年，富士达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为射频连接器行业内第一家获得该认证的企业。 彼时因为市场混乱，富士达通过打造差异化定位———为客户解决痛点，抢占市场。

武向文表示，“当时整机厂客户一般是采购连接器和电缆，回去在自己的电装车间组装电缆组件。 但射频同轴电缆组件在实际装配过程中有很大难度，我们经常通过技术讲座等方式对客户进行培训，帮助客户解决安装过程中的难题。 后来，公司将组件生产作为业务拓展方向，并取得成功，进一步拓宽了产品领域。 ”

2005年，富士达作为第一起草单位，与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所共同起草制定了 IEC国际标准，于2007年正式发布，这是我国射频连接器行业发布的第一项IEC国际标准，也是亚洲地区射频连接器行业的第一项IEC国际标准。 该标准的发布，打破了我国射频连接器标准在国际上空缺的局面，对提升我国射频连接器行业的国际技术与质量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

经过多年的艰苦创业，富士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射频连接器行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成为行业的领先企业。 截至目前，富士达已经累计制定13项 IEC国际标准，也是我国射频连接器行业拥有 IEC国际标准最多的公司。

守正创新

在武向文看来，创新是企业的立命之本，即便在创业初期，富士达也保持高比例的研发投入。 2000年，富士达花重金购置了先进的20GHz矢量网络分析仪和电磁场仿真软件，增强了产品的仿真、测试及优化能力，提高了高端产品的开发水平。

“在技术创新方面，目前富士达已成为国内该行业的领军企业。 目前，公司研发人员达一百五十余人，获得授权专利近三百项。 ”武向文表示，富士达已从射频连接器的制造商发展成为综合互连方案的提供商。

数据显示，在研发投入方面，公司近两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约为8%。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 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将通过不断完善技术平台，加强技术研究和预先项目研究，把握技术市场的脉搏，从而不断优化与丰富公司的产品线。

今年3月，由富士达主导制定的第12项 IEC国际标准《多射频通道连接器第3部分：MQ5系列圆形连接器分规范》（IEC 63138-3：2022）正式发布。 近日，富士达公告称，由公司主导制定的《射频同轴电缆组件第4-2部分频率达6GHz接50-9型半硬电缆组件(跳线)详细规范》(IEC 60966-4-2:2022)已发布。 该IEC国际标准的发布，为国内外生产企业和用户在设计、生产、选用和验收等方面提供了统一的依据和指南。

据悉，目前富士达已掌握了射频同轴连接器设计、制造核心工艺技术，积累了丰富的射频连接器特别是微型连接器的生产技术经验。

在对手林立的领域，富士达如何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武向文认为，富士达的成功离不开守正创新———公司二十多年来不忘初心，坚守主业阵地，跟随市场变化，不断提升内功。 同时，富士达弘扬奋斗的企业文化，并且打造了一支有理想、有信念、奋发图强的团队。

深挖三大市场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从2021年开始，富士达先后在苏州、洛阳设立分公司，异地布局生产基地，缓解疫情对生产交付的冲击。

武向文介绍，目前防务、民用通信和国际市场是公司主要的三大市场，此前公司对这三大市场潜力深挖不足，今年在搬迁至新生产基地后，将更好地满足生产需求，解决长期困扰公司的产能问题，也为富士达后续业务的拓展提供了支撑平台。 可喜的是，今年公司在民品和防务市场订单总体形势向好。 在管理环节，新产业基地增强了生产柔性化，每月都可以根据订单的变化和节奏来调整产能，满足客户对产品交付的要求。

由于行业的特点，持续创新成为构筑“护城河”的重要手段。 武向文表示，“我们必须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解决客户的难点、痛点，做好市场服务。 同时，也要做好技术引领，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射频连接解决方案。 ”

武向文表示，2022年，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拓展产品领域。 研发投入主要面向未来市场发展方向，通过构建技术平台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反哺业务拓展。 “富士达研发团队会聚焦主业，做精连接设计这一专业领域，后期会逐步向产业链下游拓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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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全能源拟投资60亿元

建设高纯工业硅及有机硅项目

●本报记者 张军

7月12日晚间，大全能源发布公告，拟投资60亿元建设30

万吨/年高纯工业硅项目及20万吨/年有机硅项目。业内人士表

示，今年光伏行业需求超预期，硅料供不应求持续时间显著延

长，硅料价格持续上涨，行业景气有望持续。

投资加码

2021年12月，大全能源与包头市人民政府签订《包头市人

民政府、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简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拟投资332.5亿元在包头市

投资建设30万吨/年高纯工业硅项目、20万吨/年有机硅项目、

20万吨/年高纯多晶硅项目、2.1万吨/年半导体多晶硅项目。

公告表示，公司与包头市固阳县人民政府基于前述《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包头市固阳县人民政府、新疆大全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投资协议书》（简称《项目投资协议》）。

约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下30万吨/年高纯工业硅项目和

20万吨/年有机硅项目在包头市固阳县辖区内的“包头金山工

业园区”投资建设，项目预计总投资60亿元。

大全能源表示，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建设年产15万吨高纯

工业硅项目，预计于2023年第三季度建成投产。 二期建设年产15

万吨高纯工业硅项目， 项目建设将依据内蒙古大全新能源有限公

司二期项目（即在包头市九原区投资建设的年产20万吨高纯多晶

硅项目的第二期）进度建设开工。 三期建设年产20万吨/年有机硅

项目，待项目满足相关产业政策条件及项目投资条件后开工建设。

大全能源表示，此次在包头市投资建设该项目，旨在充分

利用包头市在工业基地人才和资源、营商环境、产业政策支持

等方面的综合优势，该项目的投资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

业绩大幅预增

大全能源是国内领先的多晶硅专业生产商，主要产品为多晶

硅，用于加工硅锭、硅片、电池片和电池组件等太阳能光伏产品。

大全能源日前披露定增结果，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际

发行数量为2.12亿股，发行价格为51.7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约

110亿元。

根据大全能源披露，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年产10万吨高纯

硅基材料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和战略

规划，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将进一步加强。

大全能源此前披露，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94亿元-96亿元，同比增长335.03%-344.28%。

对于业绩预增，大全能源表示，光伏市场持续增长，高纯多

晶硅料仍是整个产业链供应紧缺的环节之一，因此多晶硅市场

价格持续上涨。 此外，公司三期B阶段项目年初达产，新产能释

放带动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约80%。得益于硅料销售的量利齐

升，公司盈利能力持续提升，上半年业绩显著增长。

中信建投研报表示，大全能源硅料品质行业领先，当前公

司单晶硅料比例超过99%， 并且已经实现N型硅料的批量供

应。 今年光伏行业需求超预期，硅料供不应求持续时间显著延

长，硅料价格持续上涨，预计公司业绩将获益。

方大特钢获批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本报记者 段芳媛

“这是我第一次到钢铁企业， 钢铁工人工作非常努力，而

且这里的景色非常美丽，有动物园、有公园，生态很友好！ ” 南

昌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巴基斯坦留学生肖建义在参观方大特

钢工业旅游景区后不禁感叹。

据了解，进入7月，前来方大特钢工业旅游景区的国内外游客

络绎不绝。 方大特钢相关负责人介绍，经南昌市、青山湖区两级文

广新旅局推荐，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按程序组织评定和公示，方

大特钢工业旅游景区正式获批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成为江

西省首家、国内第三家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钢铁企业。

方大特钢是一家集采矿、炼焦、烧结、炼铁、炼钢、轧材生产

工艺于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是中国弹簧扁钢和汽车板簧精品

生产基地。 企业改制加盟辽宁方大集团以来，坚定绿色发展理

念，投入巨资推行清洁生产、推进超低排放，在2018年投资10亿

元建设生态森林旅游式工厂的基础上，此后4年多陆续投入近2

亿元，以打造国内一流的观光、休闲、研学的工业旅游基地为目

标，形成占地面积56.8万平方米、有鲜明钢铁工业特色的景区。

方大特钢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近年来实现绿色高质量发

展，为让游客近距离接触、现场感受钢铁文化的魅力，了解钢铁

冶炼制造工艺，在工业与绿色环境和谐之美中，进一步促进城

企和谐共荣，方大特钢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为主题，将现代

艺术与工业复古完美结合， 赋予工业旅游和钢铁文化全新内

涵，努力打造出江西省钢铁工业旅游的靓丽名片。

如今的方大特钢景区集观光、研学旅行、企业文化展示于一

体，形成“一馆、二中心，三园、四工艺、五种体验区”的旅游模式，

包括企业文化展馆、游客中心、智慧管控中心、工匠园、樱花园、钢

铁文化园、焦铁钢材生产工艺、文化展示区、观光旅游区、休闲娱

乐区、实地体验区、研学主题区等，是江西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钢铁文化园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主体浮雕及钢铁工

艺流程现场展示墙，以及国产第一代内燃机车头、上世纪80年

代铁水罐等20台富有历史意义及特色的老设备、老物件，让游

客直观了解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内涵； 在游客中心二

楼，游客可亲手操作工艺流程电光模型，模拟体验互动项目，了

解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工艺流程，并通过时光隧道3D动漫了

解从古至今钢铁冶炼的演变过程；文化景观墙上15幅写意铸铜

浮雕，四大篇章绘就了一部长达400多米的铁色画卷，诠释出

发展的力量；由员工利用废旧钢铁、零部件等自制完成的“擎

天柱”“地球卫士” 等工艺品， 彰显出钢铁工人的工匠精神

……漫步方大特钢工业旅游景区，俯仰之间处处都有钢铁文化

印记，让游客切身感受到钢铁工业与科技的魅力。

方大特钢工业旅游景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引来了白鹭、 野鸭

等野生鸟类筑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景观。从传统制

造变成“生态工厂” ，把制造线变成“景观线” ，方大特钢已吸引

诸多南昌市民、学生团体和外地游客前来参观、研学、旅游。

目前， 景区可同时接待游客1200人/次， 日可接待游客

3000人/次以上。 方大特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抓好

旅游景区品质提升工作，将钢铁生产与工业旅游相融合的亮点

发挥好，利用工业、科技等手段将方大特钢打造成江西乃至全

国一流的4A级旅游景区，给游客带来更具文化性、趣味性、现

场感、动态感等独特魅力的工业旅游体验。

多家半导体领域企业上半年业绩大幅预增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日前， 多家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

上市公司陆续发布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

告，盈利均实现大幅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

尽管过去几个季度以来， 芯片从全面紧缺

转向结构性紧缺，但整体而言，芯片制造及

封测的需求维持在高位， 对半导体设备与

材料行业业绩拉动明显。同时，本土晶圆厂

持续扩产， 带动国内半导体设备需求持续

旺盛。

需求旺盛

7月11日，北方华创、晶盛机电、立昂

微三家半导体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同一天

发布业绩预喜公告。

北方华创是国内平台型半导体设备龙

头企业，其预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0.52

亿元至57.73亿元， 同比增长40%至60%；

扣非净利润为5.96亿元至6.86亿元， 同比

增长165%至205%。受下游市场需求拉动，

上半年公司电子工艺装备及电子元器件业

务进展良好。

二季度， 北方华创的营业收入预计为

29.16亿元至36.37亿元， 环比增长37%至

70%； 扣非净利润预计为4.41亿元至5.31

亿元，环比增长185%至243%。

半导体硅片龙头立昂微预计上半年扣

非净利润为4.35亿元至4.75亿元， 同比增

长136.59%至158.35%。 公司表示，受政策

驱动及清洁能源、 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

展带动的下游需求持续增加， 公司所处行

业细分领域市场景气度持续高企， 需求旺

盛，销售订单饱满，主要产品产销量大幅提

升。 同时，公司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核心技

术研发能力，各工厂持续加大成本管控，盈

利能力稳步提升。

国内半导体材料与装备领先企业晶盛

机电预计上半年实现扣非净利润9.9亿元

至11.6亿元，同比增长81.55%至112.72%。

报告期内， 公司加速半导体装备的市场验

证和推广，抢占市场份额，订单量实现同比

快速增长；积极开发光伏创新性设备，加快

先进耗材扩产，推动度电成本下降；加强光

伏设备市场开拓，进一步提升技术服务品

质，推进在手订单的交付及验收工作，实现

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

景气向好

半导体细分市场景气度环环相扣。

“目前半导体设备市场处于一个非常景气

的状态中，主要是晶圆厂扩产对设备采购

拉动明显。 ” 一位头部券商电子行业分析

师表示，“在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晶圆厂

扩产是趋势。 ”

上述分析师表示，近几年国内晶圆产

能处于爬升通道，预计明年会有更多产能

释放。 未来三年，本土晶圆厂资本开支有

望每年增长20%左右，带动设备需求增长。

从国际市场来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

会（SEMI）预计今年全球晶圆厂设备支

出合计为1090亿美元，同比增长20%。

受产能增长有限、零部件短缺、物流等

多重因素影响， 全球半导体设备企业面临

交期延长的困境。 市场研究机构集邦咨询

近日表示， 半导体设备交期从12-18个月

延长至18-30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两年，为了满足晶

圆厂的旺盛需求，硅片大厂纷纷扩产，也由

此引发了市场对国内半导体硅片产能过剩

的担忧。

立昂微近日表示， 非常看好硅片产品

的景气度。一方面，随着新兴应用领域的快

速发展， 半导体硅片下游的市场规模不断

增长，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仍将保持增长，且

新增需求部分预计以国内硅片厂商为主；

另一方面， 国内一些硅片厂商宣布的规划

产能与实际在建及设备到位的产能并不相

符， 受限于一些关键性设备有赖进口及关

键设备交期延长， 延缓了半导体硅片产能

的扩产进度。同时，半导体硅片设备因为投

资大，大部分厂商选择分步实施扩产。

富士达：技术引领创新发展

深耕射频连接器行业

近日， 北交所上市公司富士达发布一

项IEC国际标准，这是其今年内第二次发布

国际标准。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制定13项

IEC国际标准，成为我国射频连接器行业拥

有IEC国际标准最多的公司。

富士达副董事长武向文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北交所上市

后， 富士达拥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

台， 在行业知名度等方面获得了较大提

升。 2022年上半年，富士达产业基地一期

陆续投产，产能正在逐步释放。 成立24年

来，公司聚焦主业，坚持创新引领，逐步实

现射频同轴连接器、 射频同轴电缆组件、

射频电缆在高端领域的自主可控。

● 本报记者 何昱璞

行业领先

武向文介绍，富士达创立于1998年，

彼时郭建雄、武向文等5人创始团队通过

借来的2万元开启了创业之路。 虽然条件

艰苦，但是创始人对公司发展信心满满，

希望在行业内有所作为。

“虽然当时有六百多家企业做这类

产品， 但是真正在技术创新领域有突破

的企业很少，大部分都是在仿造，当时生

产的都是国际标准的产品。 ” 武向文表

示。 这一现实深深刺痛了富士达的创始

团队，公司立志创国货第一品牌，与国际

名牌一比高低。

1999年，富士达通过了ISO� 9001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 成为射频连接器行业

内第一家获得该认证的企业。 彼时因为

市场混乱， 富士达通过打造差异化定

位———为客户解决痛点，抢占市场。

武向文表示，“当时整机厂客户一般

是采购连接器和电缆，回去在自己的电装

车间组装电缆组件。但射频同轴电缆组件

在实际装配过程中有很大难度，我们经常

通过技术讲座等方式对客户进行培训，帮

助客户解决安装过程中的难题。 后来，公

司将组件生产作为业务拓展方向，并取得

成功，进一步拓宽了产品领域。 ”

2005年，富士达作为第一起草单位，

与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所共同起草制定

了IEC国际标准， 于2007年正式发布，这

是我国射频连接器行业发布的第一项

IEC国际标准，也是亚洲地区射频连接器

行业的第一项IEC国际标准。 该标准的发

布，打破了我国射频连接器标准在国际上

空缺的局面，对提升我国射频连接器行业

的国际技术与质量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

经过多年的艰苦创业， 富士达从无

到有、由小到大，在射频连接器行业异军

突起，迅速发展成为行业的领先企业。 截

至目前，富士达已经累计制定13项IEC国

际标准， 也是我国射频连接器行业拥有

IEC国际标准最多的公司。

守正创新

在武向文看来， 创新是企业的立命

之本，即便在创业初期，富士达也保持高

比例的研发投入。 2000年，富士达花重金

购置了先进的20GHz矢量网络分析仪和

电磁场仿真软件，增强了产品的仿真、测

试及优化能力， 提高了高端产品的开发

水平。

“在技术创新方面，目前富士达已成

为国内该行业的领军企业。 目前，公司研

发人员达一百五十余人， 获得授权专利

近三百项。 ”武向文表示，富士达已从射

频连接器的制造商发展成为综合互连方

案的提供商。

数据显示，在研发投入方面，公司

近两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约

为8%。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术研

发方面的投入。 在技术研发方面，公司

将通过不断完善技术平台， 加强技术

研究和预先项目研究， 把握技术市场

的脉搏， 从而不断优化与丰富公司的

产品线。

今年3月， 由富士达主导制定的第

12项IEC国际标准 《多射频通道连接器

第3部分 ：MQ5系列圆形连接器分规

范》（IEC� 63138-3：2022） 正式发布。

近日，富士达公告称，由公司主导制定的

《射频同轴电缆组件第4-2部分频率达

6GHz接50-9型半硬电缆组件 (跳线)详

细规范》 (IEC� 60966-4-2:2022) 已发

布。 该IEC国际标准的发布，为国内外生

产企业和用户在设计、生产、选用和验收

等方面提供了统一的依据和指南。

据悉， 目前富士达已掌握了射频同

轴连接器设计、制造核心工艺技术，积累

了丰富的射频连接器特别是微型连接器

的生产技术经验。

在对手林立的领域，富士达如何走

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武向文认

为，富士达的成功离不开守正创新———

公司二十多年来不忘初心，坚守主业阵

地，跟随市场变化，不断提升内功。 同

时，富士达弘扬奋斗的企业文化，并且

打造了一支有理想、有信念、奋发图强

的团队。

深挖三大市场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 从2021

年开始，富士达先后在苏州、洛阳设立分

公司，异地布局生产基地，缓解疫情对生

产交付的冲击。

武向文介绍，目前防务、民用通信和

国际市场是公司主要的三大市场， 此前

公司对这三大市场潜力深挖不足， 今年

在搬迁至新生产基地后， 将更好地满足

生产需求， 解决长期困扰公司的产能问

题， 也为富士达后续业务的拓展提供了

支撑平台。 可喜的是，今年公司在民品和

防务市场订单总体形势向好。 在管理环

节，新产业基地增强了生产柔性化，每月

都可以根据订单的变化和节奏来调整产

能，满足客户对产品交付的要求。

由于行业的特点， 持续创新成为构

筑“护城河” 的重要手段。 武向文表示，

“我们必须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解决

客户的难点、痛点，做好市场服务。 同时，

也要做好技术引领，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

射频连接解决方案。 ”

武向文表示，2022年，公司将进一步

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拓展产品领域。 研发

投入主要面向未来市场发展方向， 通过

构建技术平台促进技术创新， 从而反哺

业务拓展。 “富士达研发团队会聚焦主

业，做精连接设计这一专业领域，后期会

逐步向产业链下游拓展。 ”

公司供图

富士达产业基地

富士达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