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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行业的发展前景

随着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的兴起，以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５Ｇ

通

信、汽车电子等为代表的新兴应用市场保持高增长趋势，带动

ＭＯＳＦＥＴ

、

ＩＧＢＴ

等功率器件及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的旺盛需求；晶圆厂、封测厂的产能扩

张以及产品升级为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根据芯谋研究有关数据，

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ＭＯＳＦＥＴ

市场规模约为

３０．６５

亿美

元，预计

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５

年每年将以

７．９％－１１．７％

的增速保持增长；根据智研咨询

和集邦咨询的数据，

２０１９

年中国

ＩＧＢＴ

市场规模为

１５５

亿元，到

２０２５

年预期将达

到

５２２

亿元，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５

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２２．４３％

。 根据

Ｙｏｌｅ

的预测，

ＳｉＣ

功率器件市场会保持快速增长， 市场规模将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４１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０２５

年的

２５．６２

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３０％

；

２０２０

年至

２０２６

年，

ＧａＮ

功率器

件市场将保持

７０％

的增速增长，预计

２０２６

年市场规模达到

１１

亿美元。 中国拥有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最大的应用市场，受益于新能源汽车、

５Ｇ

、消费电子领域需

求。强劲，未来几年国内

ＳｉＣ

和

ＧａＮ

功率半导体市场将迎来高速增长。在政策和

市场的双重驱动下，国内第三代半导体器件的市场需求呈现明显上升态势。根

据

ＩＣ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预测，

２０１８

年到

２０２３

年模拟集成电路市场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将达到

７．４％

，高于整体集成电路市场的

６．８％

，创造出超过

２００

亿美金的需求空

间。

综上，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

４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比较情况

发行人市盈率与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存在一定差异， 主要和发行人与其在

主要产品和下游客户、行业地位与发展前景、盈利能力和研发投入方面的差异

有关。发行人与可比公司华峰测控、长川科技作为国内少数半导体测试系统制

造商，在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的细分领域形成各自的竞争优势。

１

）与可比上市公司毛利率的比较

发行人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行业后道封装测试领域专用设备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的设备提供商，主要产品包括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激光打标设备

及其他机电一体化设备，产品主要应用于半导体分立器件（功率半导体分立器

件和小信号分立器件） 以及模拟类和数模混合类集成电路的晶圆及芯片的功

能和性能测试。

国内上市公司中目前尚无与联动科技核心技术及主要产品完全重叠的企

业，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行业内的主要企业包括泰瑞达、爱德万等国际知名

企业，以及长川科技、华峰测控等国内上市公司。 公司选取上市公司中与联动

科技在主营业务、产品类型、应用领域和下游客户等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企

业进行比较，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择取说明

３００６０４．ＳＺ

长川科技

主要为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晶圆制造企业、芯片设计企业等提供测试

系统；主要产品包括测试机、分选机及自动化生产线，其生产的测试机包

括大功率测试机、模拟

／

数模混合测试机等；分选机包括重力下滑式分选

机、平移式分选机等。

６８８２００．ＳＨ

华峰测控

主要产品为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及测试系统配件， 产品主要用于模拟

及混合信号类集成电路的测试。

注：上述资料来源于上市公司官网、年度报告及招股说明书。

报告期内，联动科技与可比上市公司综合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长川科技

５１．８３％ ５０．１１％ ５１．１５％

华峰测控

８０．２２％ ７９．７５％ ８１．８１％

平均值

６６．０３％ ６４．９３％ ６６．４８％

联动科技

６７．０３％ ６６．４５％ ６８．１９％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

Ａ

、与长川科技的比较

长川科技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专用测试装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包括测试机、分选机、探针台、

ＡＯＩ

检测设备和自动化设

备，其中分选机收入占比接近

７０％

。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高于长川科技，主要系长川科技营业收入中

分选机收入占比较高，由于分选机毛利率水平低于测试机，因此长川科技综

合毛利率低于联动科技。 报告期内，公司测试系统毛利率与长川科技的对比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联动科技

６８．５１％ ６６．７４％ ７０．３１％

长川科技

６７．６７％ ６９．９１％ ７１．２７％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公司测试系统的毛利率水平与长川科技较为接近且整

体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Ｂ

、与华峰测控的比较

华峰测控作为国内最早进入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行业的企业之一，在

行业内深耕二十余年，聚焦于模拟和混合信号测试系统领域。华峰测控凭借产

品的高性能、易操作和服务优势等特点，在模拟及数模混合测试系统领域打破

了国外企业的垄断地位， 为国内前三大半导体封测企业模拟测试领域的主力

测试平台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低于华峰测控，主要原因为：

①

产品结构不同

华峰测控销售收入中测试系统占比在

９０％

以上，产品结构相对集中；而联

动科技营业收入中测试系统收入占比在

６０％－７５％

之间， 此外还包括激光打标

设备、其他机电一体化设备等，由于测试系统的毛利率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华

峰测控的综合毛利率也较高。

②

测试系统类型和客户结构不同

报告期内，公司测试系统毛利率与华峰测控的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联动科技

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

６８．５１％ ６６．７４％ ７０．３１％

集成电路测试系统

５８．１５％ ５７．７８％ ６６．３５％

华峰测控 测试系统

８０．３７％ ８０．１６％ ８２．２４％

注：华峰测控招股说明书及定期报告未单独披露集成电路测试系统的毛利率，此处取

其测试系统产品的整体毛利率。

华峰测控的测试系统主要应用于模拟及混合信号类集成电路的测试，联动

科技的测试系统以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为主，集成电路测试系统收入占比

较小，整体而言公司测试系统平均价格低于华峰测控，毛利率也相对较低。报告

期内，公司集成测试系统的毛利率水平与华峰测控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集成电路测试系统的毛利率低于华峰测控，公司集成电路

测试系统的销售价格和单位成本与华峰测控的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套、万元

／

套

公司名称 项目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联动科技

销售收入

３

，

１８７．０１ ３

，

１２９．０９ １

，

５２５．５０

销售数量

５９ ６７ ４６

平均销售价格

５４．０２ ４６．７０ ３３．１６

单位成本

２２．６０ １９．７２ １１．１６

华峰测控

销售收入

８２

，

１０８．２６ ３６

，

９４６．９８ ２３

，

５３４．６７

销售数量

１

，

５１４ ７０９ ４５８

平均销售价格

５４．２３ ５２．１１ ５１．３９

单位成本

１０．６５ １０．３４ ９．１３

注：华峰测控招股说明书及定期报告未单独披露集成电路测试系统的销售价格和单位

成本，此处取其测试系统产品的整体销售价格和单位成本。

①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公司集成电路测试系统销售价格低于华峰测控，主要原

因有：

Ａ

、 客户构成不同： 华峰测控的集成电路测试系统在市场上具有先发优

势，与客户合作时间较长，其主要客户中包括了国内前三大半导体封测企业的

华天科技、长电科技、通富微电以及华润微电子、华为、意法半导体等知名客户，

产品议价能力较强，定价相对较高。 公司现阶段集成电路测试系统的客户数量

较少，部分客户出于测试需求对测试系统的配置要求不高，因此销售价格较低。

随着公司近年来不断的市场推广， 客户结构逐步改善，

２０１９

年以来公司集成电

路测试系统的单位价格逐年提升；

Ｂ

、产品市场策略不同：华峰测控的集成电路

测试系统在市场上属于较为成熟的产品，客户覆盖面较广，客户使用时间较长；

公司集成电路测试系统推广时间较晚，目前还处于市场开拓期，公司大力进行

市场推广，采取制定富有竞争力价格的市场策略以争取更多市场份额。

②

报告期内华峰测控测试系统的单位成本低于联动科技， 主要原因有：

Ａ

、公司集成电路测试系统在产品研发设计时，技术平台（架构）的通用性（即

该技术平台适用于所有

ＱＴ－８０００

系列）是公司重点和优先考虑的因素，在功

能和要求相对简单的器件（如

ＬＤＯ

、

ＬＥＤ

驱动等）测试中，

ＱＴ－８０００

系列测试

系统可以通过调整板卡配置满足客户性价比的需求， 对于更为复杂和集成度

较高的数模混合电源管理类芯片，也可以通过增加资源板卡满足客户需求，该

类技术架构的设计导致公司集成电路测试系统的成本相对偏高；

Ｂ

、华峰测控

测试系统的销售规模大于联动科技的集成电路测试系统，规模效应更为明显。

２

）与可比公司营业收入、利润对比

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可比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和扣非后净利润的对比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可比公司 项目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华峰测控

营业收入

８７

，

８２６．９３ １２０．９６％ ３９

，

７４８．４４ ５６．１１％ ２５

，

４６１．０７ １６．４３％

扣非后净利润

４３

，

４５６．９０ １９３．７９％ １４

，

７９１．９３ ４５．６１％ １０

，

１５８．８３ １２．１９％

长川科技

营业收入

１５１

，

１２３．０４ ８８．００％ ８０

，

３８２．９３ １０１．５４％ ３９

，

８８３．４１ ８４．５４％

扣非后净利润

１９

，

３４９．３２ ３３９．６１％ ４

，

４０１．４４ ３４６．３６％ －１

，

７８６．６０ －１６３．９１％

平均值

营业收入

１１９

，

４７４．９９ １０４．４８％ ６０

，

０６５．６９ ７８．８３％ ３２

，

６７２．２４ ５０．４９％

扣非后净利润

３１

，

４０３．１１ ２６６．７０％ ９

，

５９６．６９ １９５．９９％ ４

，

１８６．１２ －７５．８６％

联动科技

营业收入

３４

，

３５２．２０ ７０．１４％ ２０

，

１９０．２６ ３６．２９％ １４

，

８１３．９３ －４．９３％

扣非后净利润

１２

，

５３０．７４ １３３．８５％ ５

，

３５８．５２ ７１．２６％ ３

，

１２８．９４ －２９．６７％

注：数据来源于可比公司年度报告。

根据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产业协会（以下简称“

ＳＥＭＩ

”）的统计数据，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全球半导体测试设备预计增长率分别为

２９．６％

和

４．９％

。 发行人

主要产品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属于半导体测试设备的细分领域，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收入规模和净利润大幅上升， 与发行人所处细分行业的市场规模

变动趋势保持一致。

２０２０

年度和

２０２１

年度， 发行人扣非后净利润的同比增幅分别为

７１．２６％

和

１３３．８５％

， 与可比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和扣非后净利润的变动趋势保持一致，

均实现了较快增长。

３

）与可比公司营运能力比较情况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低于行业均值，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对比如下：

公司名称

２０２１

年末

／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末

／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末

／ ２０１９

年度

长川科技

４４．０１％ ５２．７９％ ７２．８４％

华峰测控

１９．１７％ ２５．８０％ ３６．８０％

行业平均

３１．５９％ ３９．３０％ ５４．８２％

联动科技

２６．１９％ ３３．７３％ ２６．０１％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

公司的经营规模整体呈现增长趋势，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１

年营业收入的复合增

长率为

５２．２８％

。 公司营业收入呈现较快增长，主要客户信用期未发生变化，从

而带动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呈上升趋势。 公司与可比上市公司的资产周

转能力比较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公司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

年）

长川科技

２．９５ ２．３９ ２．０５

华峰测控

７．０５ ４．５１ ４．２３

平均值

５．００ ３．４５ ３．１４

联动科技

４．５８ ４．００ ４．２３

存货周转率

（次

／

年）

长川科技

１．１０ １．０４ ０．８９

华峰测控

１．３４ １．３１ ０．９５

平均值

１．２２ １．１８ ０．９２

联动科技

１．０１ ０．９０ ０．７９

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高于可比公司平均值。报告期各期，

发行人存货周转率基本保持稳定，分别为

０．７９

、

０．９０

和

１．０１

，略低于同行业可比

公司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有：

①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规模呈现较快增长趋势，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１

年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为

５２．２８％

；由于各期订单量增加较多，

产品生产存在一定周期，为保证及时供货，因此原材料、在产品等存货的储备

增加；

②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发行人产品线更丰富，需针对不同类型

产品采购和储备原材料，因此原材料金额较大；

③

近年来公司大力开拓集成电

路测试系统市场，向客户投放了较多试用机，导致发出商品金额较大。

４

）与可比公司期间费用比较情况

①

与可比上市公司销售费用率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长川科技

９．１４％ １０．９０％ １３．５９％

华峰测控

８．７０％ １２．４７％ １３．８９％

平均

８．９２％ １１．６８％ １３．７４％

联动科技

９．６８％ １３．２０％ ２０．０９％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联动科技的销售费用率与可比上市公司不存在明显差

异；

２０１９

年公司销售费用率高于可比上市公司，主要原因系公司正处于业务拓

展的发展阶段，与市场开拓、售后服务相关的人工费用、差旅费等费用支出相

对较大，但收入规模与可比公司相比较小，因此公司销售费用率较高。

②

与可比上市公司研发费用率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长川科技

２１．８６％ ２３．３０％ ２６．８２％

华峰测控

１０．７１％ １４．８８％ １２．８３％

平均

１６．２９％ １９．０９％ １９．８３％

联动科技

１４．２８％ １７．３７％ １８．０２％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及技术研究需要进行研发投入， 研发费用形成的

研发成果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目标和下游未来市场需求， 公司的研发费用率与

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值相比不存在明显差异。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１

年，公司的研发投入分别为

２

，

６６９．２６

万元、

３

，

５０７．０２

万元和

４

，

９０５．１６

万元，累计金额为

１１

，

０８１．４４

万元，报告期各期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

１８．０２％

、

１７．３７％

和

１４．２８％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达到

３５．５６％

。 截至本

方案出具日，公司共获得发明专利

１６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２１

项，外观专利

３

项，软件

著作权

７４

项。 公司研发人员稳定，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研发人员分别为

１１１

人、

１３１

人和

１６５

人，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２７．８９％

、

２９．６４％

和

３１．７３％

。报告期各

期， 公司与核心技术相关的产品收入分别为

１４

，

１２８．６７

万元、

１９

，

３７６．２４

万元、

３３

，

７１９．９７

万元，占产品收入的比例均在

９０％

以上。

公司经过近

２０

年的持续研发， 已经掌握了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和激光

打标设备所涉及的核心技术，涵盖了高精度快速电流

／

电压源技术、高精度宽

范围信号测量、高速数字矢量测试、高电压超强电流动态测量、射频器件的测

试、高可靠性数据整合技术、数字振镜驱动与高速振镜电机技术、全自动激光

打标检测技术、分光能量

／

线宽连续可调的双头打标技术、分光能量

／

线宽连续

可调的双头打标技术和激光打标软件控制技术等。 公司对现有产品进行持续

更新迭代并积极布局研发新一代产品， 主要在研项目包括

ＱＴ－９０００ ＶＬＳＩ

大

规模数字集成电路测试系统、

ＱＴ－８１００ＨＰＣ

综合测试系统、 射频器件测试宽

带测试模组和调制器项目、大规模混合信号测试系统、大功率分立器件测试技

术、晶圆片激光打标设备、重力式双轨

４ＳＩＤＥ

光耦管对管分选机等。

公司是广东省战略新兴产业培育企业（智能制造领域），拥有广东省半导

体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

年，公司获得科学技术部科

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扶持，完成了《一体化

ＳＭＤ

激光打标机》项目的研

制工作；

２０１２

年，公司获得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扶持，完成了

《半导体分立器件高速测试机》项目的研制工作；

２０２０

年，公司获得广东省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信息产业项目立项，承担了

２００Ｍｂｐｓ

超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检测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公司是中国集成电路测试仪器与装备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粤港澳大湾区

半导体装备及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员， 以及国内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理事单位，积极参与第三代半导体测试标准体系的建设，共

同推动国内第三代半导体发展。

５

）与可比公司市场地位比较情况

在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领域， 华峰测控和长川科技的测试系统均以模

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为主，收入规模和市场份额在国内处于领先；联动

科技以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为主， 是国内功率器件测试能力和功能模块

覆盖面最广的供应商之一， 在国内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领域占据较高的

市场份额，客户覆盖国内外知名半导体厂商，占据领先的市场地位。

具体而言，在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领域，华峰测控于

２００３

年进入

集成电路测试机市场，凭借较强的市场先发优势以及丰富的客户资源，目前在国

内占据领先的市场地位；根据华峰测控招股说明书披露，

２０１８

年华峰测控在中国

模拟测试机市场的占有率为

４０．１４％

，市场份额国内领先。长川科技于

２００８

年成立

之初便切入模拟测试机市场，研发推出第一代模拟测试机产品，也具备一定的先

发优势及较广的客户覆盖，国内市场份额低于华峰测控。发行人早年主要深耕于

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和激光打标领域，集成电路测试系统推出时间相对较晚，于

２０１３

年首次形成销售，客户覆盖相对不足，

２０２０

年在国内模拟测试系统市场的市

场占有率为

５．６％

，收入规模及市场份额落后于华峰测控和长川科技。

在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领域，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３

年成功开发出首款半导

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于

２００６

年首次形成销售，市场先发优势明显。 发行人在

国内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市场占有率在

２０％

以上， 主要客户包括了国内

外知名的半导体分立器件生产厂商，如安森美集团、力特半导体、扬杰科技、捷

捷微电等，以及专业封测厂商，如安靠集团、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等，

处于领先的市场地位。

６

）与可比公司技术实力比较情况

发行人在半导体自动化测试领域深耕多年， 具备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丰富

的应用经验。与可比公司相比，公司的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半导体分立器件测

试系统领域，具体表现为：

①

具备高电压大电流（大功率及第三代半导体）的测试能力。 发行人的半

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对于直流参数可测试范围为

３００Ａ／６ＫＶ

，并可通过外部

扩展单元至

１０００Ａ／６ＫＶ

，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可以满足大功率器件及第三代半

导体器件的测试需求；

②

具备领先的功率半导体动态参数测试能力。 发行人的半导体分立器件

测试系统除可进行常规的直流参数测试外，在动态参数测试方面，具有完整的

功能模块覆盖，包括了热阻（

ＴＲ

）、雪崩（

ＥＡＳ

）、电阻电容

ＲＧ／ＣＧ

（

ＬＣＲ

）、开关

时间（

ＳＷ

）、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

ＴＲＲ

）、栅极电荷测试（

Ｑｇ

）、浪涌测试以及

针对第三代半导体

ＧａＮ

的动态

ＲＤＳＯＮ

测试模组等。 发行人是国内功率器件

测试功能模块覆盖面最广的供应商之一；

③

具备较强的功率半导体综合测试能力。 发行人的功率半导体综合测试

平台可实现半导体器件的直流参数和动态参数在同一系统中直接生成测试结

果，器件测试数据严格对应合并，带来测试精度和效率及数据分析管理效率的

大大提高，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较好的满足了国内中高端分立器件日益增多

的直流参数和动态参数测试要求；

④

具备晶圆及器件的多工位并行高速测试能力。在相同的测试时间内，并

行测试芯片数量越多，则测试效率越高，平均每颗芯片的测试成本越低。 发行

人的小信号分立器件高速测试系统测试效率达到

６

万颗器件

／

小时， 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⑤

具备较强的功率半导体测试应用能力。 发行人的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

系统在量产情况下具备较好的硬件连接的技术能力和测试系统应用软件的二

次开发能力，从而积累丰富技术数据，帮助客户提高测试系统的应用效率和产

线的良率。

在集成电路测试系统领域，发行人典型产品

ＱＴ－８０００

系列模拟及数模混

合集成电路测试系统与可比公司同类主流产品系列核心技术指标对比情况如

下：

关键技

术指标

具体

指标

联动科技

ＱＴ－８０００

系列

华峰测控

ＳＴＳ８２００

系列

长川科技

ＣＴＡ

系列

测试功

能模块

高精度收发量

测板卡

±２００Ｖ

，

１８ｂｉｔ ／ １Ｍｓｐｓ

和

１２ｂｉｔ ／

５０Ｍｓｐｓ

每通道；

兼顾波形发生和高精度量测

±１００Ｖ

，

１８ｂｉｔ ／ １Ｍｓｐｓ

和

１２ｂｉｔ ／ １０Ｍｓｐｓ

每通道

未披露

数字板卡 速率

１００ＭＨｚ

，向量深度

８Ｍ

速率

５ＭＨｚ

，向量深度

６４Ｋ

速率

５ＭＨｚ

，向量深度

１Ｍ

通用中小功率

浮动

Ｖ ／ Ｉ

源

±３０Ｖ ／±２００ｍＡ ／

每板

１６

通道；

±５０Ｖ ／ ±１Ａ ／

每板

８

通道

±４０Ｖ ／ ±１Ａ ／

每板

８

通道

±５０Ｖ ／ ±１Ａ ／

每板

８

通道

通用大功率浮

动

Ｖ ／ Ｉ

源

±１２０Ｖ ／ ±１０Ａ

；

±４０Ｖ ／ ±２０Ａ

±１００Ｖ ／ ±１０Ａ ±５０Ｖ ／ ±１０Ａ

通用高压浮动

Ｖ ／ Ｉ

源

±１０００Ｖ ／ ±３０ｍＶ ／

每板

２

通道

±１０００Ｖ ／ ±１０ｍＡ ／

每板

１

通

道

±１０００Ｖ ／ ±１０ｍＡ ／

每板

１

通道

测试

精度

最高电压量测

精度

±

（示数的

０．００５％

）

±０．１ｍＶ ±

（示数的

０．０１％

）

±０．１ｍＶ

未披露

时间参数量测

分辨率

分辨率

５０ｐｓ

分辨率

６５ｐｓ

分辨率

５００ｐｓ

响应

速度

Ｖ ／ Ｉ

源稳定时间

＜１００ｕｓ ＜１００ｕｓ

未披露

平台可

延展性

平台统一化程

度

集成电路测试系统系列板

卡通用，易扩展，易维护

同一技术平台，可测试模

拟器件及分立器件

不同型号应对不同的

测试需求

应用程

序开发

平台通

用化

软件开放性 开放架构，

Ｃ ／Ｃ＋＋

编程 开放架构，

Ｃ ／Ｃ＋＋

编程 开放架构，

Ｃ ／Ｃ＋＋

编程

测试数

据存储、

采集和

分析

测试数据存储

自动保存测试数据，数据格

式 支 持

ＳＴＤＦ ／ ＥＸＣＥＬ ／

ＣＳＶ ／ ＰＬＦ

等，并可定制专用

数据格式

自动保存测试数据， 数据

格 式 支 持

ＡＣＣＥＳＳ ／

ＥＸＣＥＬ ／ ＣＳＶ ／ ＳＴＤＦ ／

ＴＸＴ

， 并可定制专用数据

格式

自动保存测试数据，支

持多种数据格式

测试数据采集

和分析

自带数据分析软件，可进行

数据分析，统计，同时具备

标准接口，可实现与第三方

数据分析软件对接

自带数据分析软件， 可进

行数据分析，统计，同时具

备标准接口， 可实现与第

三方数据分析软件对接

未披露

发行人的技术先进性可以通过产品的核心技术指标体现，经对比，发行人

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系统的核心技术指标与可比公司相当， 具备较

强的技术实力。但由于发行人在该领域的客户数量相对较少，客户覆盖相对不

足，因此，与可比公司相比，发行人在产品的应用经验上存在一定劣势。

７

）与可比公司业绩成长可持续性比较情况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发行人与可比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及同比

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项目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同比变动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１

年度

同比变动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同

比变动

华峰测控

营业收入

５４

，

１１２．２３ ６６．８０％ ８７

，

８２６．９３ １２０．９６％ ３９

，

７４８．４４ ５６．１１％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２６

，

４３３．３８ ８３．９６％ ４３

，

４５６．９０ １９３．７９％ １４

，

７９１．９３ ４５．６１％

长川科技

营业收入

１１８

，

８４９．７８ ７６．５２％ １５１

，

１２３．０４ ８８．００％ ８０

，

３８２．９３ １０１．５４％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２１

，

９４５．４９ ２０２．５１％ １９

，

３４９．３２ ３３９．６１％ ４

，

４０１．４４ ３４６．３６％

发行人

营业收入

１９

，

４３０．９８ ４６．８８％ ３４

，

３５２．２０ ７０．１４％ ２０

，

１９０．２６ ３６．２９％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７

，

３２１．１７ ８２．１０％ １２

，

５３０．７４ １３３．８５％ ５

，

３５８．５２ ７１．２６％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

１－６

月， 发行人与可比公司的经营业绩均实现了

持续较快增长，符合行业发展状况。发行人凭借在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领域

的深厚技术储备， 除了目前已经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的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

统市场外，对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数字及

ＳｏＣ

类集成电路等半导体自动

化测试系统细分领域进行开拓，具有较高的技术和市场可行性，相关细分行业

市场空间广阔，为发行人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８

）与可比公司细分行业空间比较情况

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主要细分领域为存储器、

ＳｏＣ

、数字、模拟及数模

混合、半导体分立器件等。 发行人主要产品为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可比

公司华峰测控、 长川科技的主要产品集中于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系

统，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与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系统相比，市场

规模相对较小。

①

新能源和电动汽车行业爆发，带动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新需求

随着的新能源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兴起和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发展，以

ＭＯＳＦＥＴ

和

ＩＧＢＴ

为代表的功率器件呈现出高压大电流、模块化、集成化的趋

势，该部分大功率器件有别于传统分立器件，是分立器件发展演变的新领域，

前景广阔。 近年来，以

ＳｉＣ

器件和

ＧａＮ

器件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器件凭

借其优异的耐高压、耐高温、低损耗等性能优势，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轨

道交通、智能电网等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带来了第三代半导体功率器件新的

应用需求。截至本方案出具日，大功率器件和第三代半导体器件测试系统的细

分市场容量尚无公开的市场数据， 但大功率器件和第三代半导体器件的下游

应用市场呈现高速增长，测试需求也将随之增长。

目前发行人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已大量应用于大功率器件和第三代

半导体器件的测试，代表客户包括安森美集团、安靠集团、力特半导体、通富微

电、扬杰科技、斯达半导体、三安光电等。

发行人在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领域具有领先的市场地位， 产品具有

较强的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力， 未来随着功率半导体行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大

功率器件、第三代半导体器件等带来的新的应用需求，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

统将具备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②

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领域市场空间广阔

根据东吴证券的研究报告，

２０２１

年全球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系

统的市场规模预计为

１２．７７

亿元，

２０２２

年预计增长

６％

达到

１３．５５

亿元。 发行人在

研的大规模混合信号测试系统，通过对现有

ＱＴ－８０００

系列模拟及数模混合集

成电路测试系统的功能模块完善和技术指标升级， 从而满足模拟及数模混合

集成电路芯片不断提高的测试要求。因此，发行人的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

测试系统未来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③

数字及

ＳｏＣ

类集成电路测试领域市场空间巨大，国产化替代前景广阔

在数字及

ＳｏＣ

类集成电路测试系统领域，发行人在电流电压源技术、模拟

和数字通道、射频技术以及同步技术方面技术储备较为丰富，进入数字及

ＳｏＣ

类集成电路测试领域的技术可行性较高，并具备深厚的市场基础。 根据东吴证

券的研究报告，

２０２０

年全球

ＳｏＣ

类集成电路测试系统的市场规模为

２９．４７

亿美

元，而在国内市场，根据方正证券的研究报告，

２０２０

年国内数字及

ＳｏＣ

类集成电

路测试系统的市场规模为

３２．８

亿元。 目前在该细分领域市场，国外龙头企业进

入较早且技术相对领先，泰瑞达和爱德万等国外厂商所垄断

９０％

以上的市场份

额。未来，随着国内企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和供应链安全的考虑，该领域产业

链国产化的比例将进一步提升，

ＳｏＣ

类集成电路测试系统市场空间广阔。

９

）发行人的核心竞争优势

①

较强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地位

公司在半导体自动化测试和激光打标领域深耕多年，具备较强的先发优势

和市场地位。 公司是国内少数能够提供全自主研发配套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

的设备供应商，也是国内测试能力和测试功能模块覆盖面最广的半导体分立器

件测试系统供应商之一， 在国内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市场占有率在

２０％

以

上，主要客户包括了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扬杰科技、捷捷微电、三安光

电、成都先进、安森美集团、安靠集团、力特半导体、威世集团等国内外知名的半

导体厂商。近年来，公司在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领域的市场开拓情况良

好，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１

年公司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系统的销售收入复合增

长率达到

４４．５４％

，保持较快增长。公司在激光打标领域具有

２０

余年积累的丰富的

供货经验和成熟稳定的技术，激光打标设备具备较高的打标效率和重复精度，与

客户生产管理系统具有较高的匹配性，广泛应用于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

技等国内主流封测厂商，以及扬杰科技、安世半导体等国内外一线知名半导体制

造厂商的后道封测环节，具有良好的市场口碑和较高的客户认可度。

②

相对丰富的产品线，满足半导体封测细分市场的需求

公司的产品包括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 集成电路测试系统以及激光

打标设备。其中，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能全面覆盖分立器件细分领域中对

于小信号器件、中高功率器件、大功率器件以及第三代半导体的直流参数和动

态参数的测试要求， 集成电路测试系统能够覆盖模拟和数模混合信号集成电

路的测试要求， 激光打标设备和其他机电一体化设备能够满足封测产线器件

标识打印以及封测产线配套和工艺改进的需要。 一般情况下， 对同一客户来

说，上述设备能够满足其不同产品在封测产线上不同工艺环节的细分需求，减

少客户沟通接口，提升设备整体交付能力。

③

优异的产品性能指标，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未来，随着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兴起和家电行业的新应用，分立器件适用的

电压电流不断加大，性能不断提高。未来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需要能够满足

对于高电压大电流实现高精度、高效率的测试要求。公司的主要产品半导体分立

器件测试系统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具备

６ＫＶ／３００Ａ

高电压大电流功率半导体的

测试能力和第三代半导体的测试能力，公司掌握大功率器件及第三代半导体器

件的测试方法，在测试精度、信号抗干扰、被测器件保护、电路系统控制等方面具

有核心技术和丰富的应用经验，设备性能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能够实现

在稳定工作下的高效测试，产品技术指标已达到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④

领先的功率半导体综合测试能力，确保测试数据准确完整

随着国内半导体技术水平提升， 中高端功率半导体对器件的综合测试要

求逐渐增多，公司在综合测试方面，具有深厚的技术储备和应用经验，具有较

强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是国内少数能提供全自主研发配套功率半导体综合测

试平台的供应商之一， 能够实现器件直流参数和动态参数在同一系统中直接

生成测试结果，器件合并测试数据严格对应，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较好的满

足了国内中高端分立器件日益增多的直流参数和动态参数测试要求。

⑤

深厚的技术储备，产品具有较强的升级迭代能力

公司深耕半导体后道封测设备

２０

余年，具备丰富的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和

服务经验，积累和储备大量的技术数据。 一方面，公司对产品的升级迭代能够

做出快速的响应，满足客户自身产品不断升级迭代的测试要求，另一方面，深

厚的技术储备能确保设备性能参数持续改良优化， 确保测试系统在量产中的

长期稳定性和可靠性。

目前全球半导体测试系统市场仍由海外制造商主导， 呈现高度集中的特

点。泰瑞达、爱德万、科休等国外知名半导体测试系统制造企业的产品线齐全，

在存储器、数字、

ＳｏＣ

、模拟及数模混合测试系统均有所布局。

２０１９

年，爱德万、

泰瑞达及科休三家公司以超过

９０％

的市场份额垄断半导体测试系统市场。

国内企业中，包括华峰测控、长川科技、联动科技等业内少数半导体测试系

统制造商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系统和半导体分立

器件测试系统，并在各自的细分领域形成各自的竞争优势。 华峰测控和长川科

技的测试系统以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为主，其中华峰测控测试系统的

收入规模和市场份额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联动科技以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

统为主， 近年来在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测试领域的市场开拓情况良好，测

试系统的整体收入规模和市场份额低于华峰测控，与长川科技相当。 在半导体

分立器件测试领域，联动科技的市场份额较高，处于领先的市场地位。

综上，公司考虑自身经营规模、主要产品和下游客户、行业地位与发展前

景、盈利能力和研发投入状况，并在参考了行业市盈率水平和同行业可比公司平

均水平后确定本次发行价格，发行市盈率低于行业市盈率水平，低于同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发行定价具备合理性，定价原则具备谨慎性，但仍然存在

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１

，

１６０．００４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 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１６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９６％

。 剩余未达

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

５００

股的余股

４５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本

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４

，

６４０．０１７９

万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原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三）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

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９６．５８

元

／

股。

（四）募集资金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计划所需资金额为

６３

，

７６７．３８

万元。 根据本次

发行价格

９６．５８

元

／

股和

１

，

１６０．００４５

万股的新股发行数量计算， 预计募集资金总

额为

１１２

，

０３３．２３

万元，扣除预计发行费用约

１０

，

５７８．２５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预

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１０１

，

４５４．９９

万元， 超出募投项目计划所需资金额部分将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

（五）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周三）

刊登《招股说明书》《网上路演公告》《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等相关公告

与文件

Ｔ－１

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８

日 （周四）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 （周五）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周二）

刊登《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周三）

刊登《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Ｔ＋３

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周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认购资金到账情况确定包销金额

Ｔ＋４

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周五）

刊登《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申购日；

２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六）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七）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三、网上发行

（一）网上申购时间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

办理。

（二）申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９６．５８

元

／

股。 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进行申购。

（三）申购简称和代码

申购简称为“联动科技”；申购代码为“

３０１３６９

”。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

Ｔ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

板交易权限、且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均可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

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

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新

股申购条件。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６０．００

万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将

１

，

１６０．００

万股“联动科技”股票输入在深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

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六）申购规则

１

、投资者按照其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

股申购，每

５

，

０００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５

，

０００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

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５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５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申

购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不得超过

１１

，

５００

股，同时不得

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可申购额度上限。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Ｔ－２

日，含当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

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投

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２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对于申购量超过网上申购上限

１１

，

５００

股的新股申购，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视为无效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对于

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超过部

分作无效处理。

３

、新股申购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不合格、休眠、注销和无

市值证券账户不得参与新股申购，上述账户参与申购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将对其作无效处理。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有市值的证券账

户，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或同

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 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

者的首笔有市值的证券账户的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均为无效申购。

４

、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并

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２

、计算市值和可申购额度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Ｔ－２

日，含当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相

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投

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网上投资者

根据其持有的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 （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 （

Ｔ

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

１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

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

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

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

理委托手续。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

自主表达申购意向，证券公司不得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２

）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１

、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无需进行摇号

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２

、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按每

５００

股确定为一个

申购配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

码认购

５００

股。

中签率

＝

（网上发行数量

／

网上有效申购总量）

×１００％

。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的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实际发行量， 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

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９

日（

Ｔ

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有效申购数据，按每

５００

股

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

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

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２

、公布中签率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

告》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３

、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当日将

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中签结果。

４

、确认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公告的《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

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十一）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情形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本次发行因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承担的最大包销责任为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３０％

，即

３４８．００１３

万股。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

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公告《佛山市

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

告》，披露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四、中止发行

１

、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

措施：

（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

３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

４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细则》第五条，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发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 可责令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２

、中止发行的措施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网上投资者中签股份无效且不登记至

投资者名下。投资者已缴纳认购款的，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深交所和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尽快安排已经缴款投资者的退款事宜。中止发行后，在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深

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五、余股包销

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但

未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缴款不足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

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六、发行费用

本次向投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 行 人： 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佛山市南海国家高新区新光源产业基地光明大道

１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８３２８１９８２

联 系 人： 邱少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２４

联 系 人：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佛山市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８

日

（上接

A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