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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瑞科技董事长罗立权：

深耕芯片细分领域十七载

10月18日， 灿瑞科技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股票代码为688061，发

行价为112.69元/股。 公司

专注智能传感器芯片和电

源管理芯片业务。

“作为深耕十七年的

磁传感器芯片龙头厂商，公

司已经形成明显的先发优

势。 ”灿瑞科技董事长罗立

权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短期希望

将更多募集资金投入到产

品研发中；中期希望借助磁

传感器优势产品带动全系

列产品更深入地进入车载

市场，实现车载多场景多产

品全面覆盖，同时把握好光

伏、储能和工业智能化带来

的千亿市场机会；远期目标

是实现工艺水平和设计能

力的双重提升，成为全球头

部传感器及高性能数模混

合芯片供应商。

●本报记者 王 可

见习记者 李梦扬

专注细分领域

灿瑞科技成立于2005年， 一直以

来深耕智能传感器芯片和电源管理芯

片领域。 公司是专业从事高性能数模

混合集成电路及模拟集成电路研发设

计、封装测试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及服务为智能传感器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和封装测试服务。

灿瑞科技较早专注于磁传感器芯

片领域。 按公司2021年度磁传感器芯

片销售收入模拟测算， 目前公司占全

球磁传感器芯片市场份额约1.08%。罗

立权表示， 早期磁传感器芯片非常小

众， 成立之初灿瑞科技就在这个领域

开展研发， 目前公司已形成明显的先

发优势。

罗立权表示， 受益于下游领域需

求的快速增长， 灿瑞科技近年来营业

收入、归母净利润保持较高增速。招股

书显示，2019年-2021年，公司营业收

入分别为1.99亿元、2.90亿元、5.37亿

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285.31万元、

4365.25万元、1.25亿元。

凭借多年的研发积累、 产品线纵

深发展以及对客户需求的精准把握，

灿瑞科技拥有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客

户，包括格力、美的、海尔等智能家居

品牌， 漫步者、JBL等可穿戴设备品

牌， 海康威视等智能安防品牌，Dan-

foss、英威腾等工业设备品牌，小米、

传音、三星、LG、OPPO、VIVO和联想

等知名手机品牌以及闻泰、 龙旗、华

勤、中诺等智能硬件ODM（原始设计

制造商）企业。

“过去三年我们抓住了市场风口

及机遇， 前几年的增长主要是伴随国

内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

未来我们会有更多车规线产品进入验

证和导入期，这块业务将产生更多业

绩贡献。 ” 罗立权告诉记者，公司从

2015年开始布局车规线和工业线产

品。 从2019年开始，工业线产品成功

应用于智慧安防等领域， 并陆续获

得头部汽车Tier1 （一级供应商）及

终端车厂的供应商资格认证，后续车

规线产品导入周期会大幅缩短至6个

月-12个月。

提高技术水平

“集成电路是全球化的行业，我们

要把产品做好，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才

能真正留住客户。 ”罗立权表示，公司

一贯重视技术研发， 经过多年的研发

投入和技术积累， 在智能传感器芯片

和电源管理芯片的研发设计、 封装测

试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智能传感器芯片领域， 灿瑞科

技基于 “嵌入式集成磁传感器智能H

桥驱动电路设计技术 ”“微功耗

CMOS传感器信号处理技术” 等核心

技术，形成了超过200款磁传感器芯片

产品，实现了高可靠性、高精度、低噪

声、 超低功耗、 集成化等关键技术突

破， 主要产品的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可以与国际知名磁传感器芯

片厂商的同类产品竞争。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灿瑞科技

拥有境内专利63项（其中发明专利27

项）、境外专利16项（其中发明专利12

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证书63项、软

件著作权7项，建立了较完整的自主知

识产权体系。

“建立封装厂是公司的策略之一，

形成协同效应，提升研发效率。 ”罗立

权告诉记者， 一款成熟芯片的开发可

能需要进行多次流片、封装测试，由于

涉及晶圆厂及封装测试厂， 时间周期

及灵活度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以

磁传感器芯片为例， 为减小外部环境

在封装过程中引入的磁场误差， 需要

对封装测试设备进行无磁化定制改

造， 进一步确保磁传感器芯片性能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

公司建立了 “Fabless+封装测

试” 业务模式，通过产业链协同为公司

可持续发展赋能。一是研发协同，自主

研发了快速封装平台， 能够根据新产

品特点对封测设备、模具等进行灵活、

快速调整， 加快对新产品的验证和测

试；二是生产协同，全流程封装测试能

够大幅减少产品工艺流转， 提升生产

效率，缩短交付期限；三是质量协同，

经过长期研发积累， 公司能够根据自

研产品的特点进行晶圆测试、封装、成

品测试工艺流程的调整， 提高产品良

率和可靠性。

拓展应用场景

灿瑞科技紧密跟踪市场需求变

化，保持高度的市场敏感度。未来公司

将向工业机器人、汽车电子、物联网等

下游应用领域拓展。

以车规线产品为例， 公司从2015

年开始在汽车领域耕耘， 取得了汽车

行业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21年开始批量交货， 预计今年车规

线产品收入会比去年有较大幅度提

升。 据招股书，目前开关型磁传感器芯

片已进入海外头部新能源汽车整车厂

商供应链， 预计未来将成为公司新的

利润增长点。

谈到前景广阔的新能源汽车领

域，罗立权介绍，在新能源汽车的内部

电路中， 有多个链路和节点需要使用

磁电流、磁角度、磁开关等磁传感器元

器件。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22

年新能源汽车单车所需芯片数量将超

过1400颗，远超过传统燃油汽车。随着

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量的高速增长，公

司未来在汽车零部件行业拥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

“工业线产品方面，我们看好光

伏这个细分领域， 并把光伏储能视

作公司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

罗立权表示， 光伏储能的逆变系统

架构与新能源汽车的逆变架构类

似， 公司的产品可以应用于光伏各

个子系统模块，包括汇流箱、储能逆

变器等。 此外，工业智能化也是重要

的应用场景。 目前公司已有产品，并

与海康威视、 汇川技术等工业用户

开展合作， 去年工业线产品收入占

比约10%。

据招股书，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

高性能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电

源管理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专用

集成电路封装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拟投入募集

资金分别为3.64亿元、2.22亿元、2.90

亿元、2.25亿元、4.50亿元。

灿瑞科技全资子公司嘉兴恒拓电子封装测试工厂 公司供图

多家上市公司布局氢能赛道

●本报记者 何昱璞

广汇能源10月17日发布公告

称， 公司拟1.34亿元投建绿电制氢

及氢能一体化示范项目， 搭建集

“新能源发电+电解水制氢+储氢+

加氢站+氢能燃料重卡” 为一体的

应用示范工程。业内人士表示，可再

生能源制氢空间大，市场前景广阔。

打造一体化示范项目

公告显示，广汇能源计划通过

引入国内领先的电解水制氢及加

氢站技术，在伊吾工业园区内投资

建设首期绿电制氢及氢能一体化

示范项目，建设周期计划为2022年

11月至2023年6月， 预计项目总投

资额为1.34亿元。

据了解，此次建设的一体化示

范项目风光发电装机量为6MW。

其中，风电装机容量为5MW，光伏

装机容量为1MW。 同时，将建设加

氢 站 1 座 ， 氢 气 加 注 规 模 为

2000kg/d。

广汇能源表示，本次投资建设

氢能示范项目， 旨在搭建一个集

“新能源发电+电解水制氢+储氢+

加氢站+氢能燃料重卡” 为一体的

应用示范工程。 氢能是公司“碳中

和” 战略性产业，氢能“制储输用”

可为公司煤化工产业链碳减排作

出积极贡献。

2021年，广汇能源启动以“绿

色革命” 为主题的第二次战略转

型，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加速发展

氢能产业。

广汇能源表示，此次投建项目

将同步开展“绿氢” 成本控制及氢

能交通应用的示范研究，为后期规

模化推广氢能产业提供全面的数

据支持。

政策支持氢能产业发展

国际氢能委员会预测，到2050

年，氢能将减少60亿吨二氧化碳排

放， 创造2.5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

在全球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可达

到18%， 成为全球能源结构战略转

型的重要方向。

氢能综合利用受到政策支持，

相关产业规划加速落地。 据统计，

广东、北京、河南、浙江、陕西等20

余个省（区、市）出台了氢能产业

发展相关政策。

9月28日，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

局发布《关于印发实施2022年度风

光制氢一体化示范项目的通知》，

从氢能需求、 新能源规模配置、制

氢方案、氢能利用等方面，组织评

估并优选了7个风光制氢一体化示

范项目。

此外， 北京市计划在2025年

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

破1万辆；山东省和河南省均计划

到2025年氢能产业规模超过1000

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电解水制氢有

望成为制氢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策持续出台，推动电解水制氢行

业发展。 众多企业加快布局电解槽

行业，推动氢能“制储输用” 一体

化发展。

布局方式多样化

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已

有东华能源、洪涛股份、粤水电、杭

氧股份、广汇能源等公司布局氢能

赛道。 上市公司的布局方式呈现多

样化，包括成立子公司、设立产业

基金等，涉及燃料电池材料及零部

件、氢能应用等产业链环节。

作为烯烃龙头企业，宝丰能源

已率先布局氢能产业。 2021年4月，

宝丰能源实施的“国家级太阳能电

解水制氢综合示范项目” 投产。

2022年上半年，宝丰能源新增电解

水制氢能力20000标准立方米/小

时，目前已形成30000标准立方米/

小时电解水制氢产能。 公司表示，

将进一步加快太阳能电解制氢储

能及应用项目建设。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广汇能源

了解到，2022年-2030年， 公司发

展氢能产业将从三条路径入手：用

氢能重卡替代淖毛湖地区营运的

化石燃料重卡，绿电用于工业园区

内企业生产，用“绿氢” 替代淖毛

湖地区化工项目的“灰氢” ，打造

第二增长曲线。

逾330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度业绩预喜

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链亮眼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7日18

时，A股共有365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前

三季度业绩预告，335家公司预喜，占比

达91.78%。从行业方面看，新能源汽车、

光伏等产业链上市公司表现突出。 另

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医药、煤炭等

行业预喜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多。

不少公司业绩提升明显

在预喜的335家公司中，略增94家，

扭亏19家，续盈8家，预增214家。

净利润规模方面，在披露业绩预告

的365家上市公司中，有273家预计前三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

限超过1亿元，78家预计超过10亿元，

33家预计超过30亿元，中国海油、中远

海控、陕西煤业、通威股份、天齐锂业、

赣锋锂业等11家公司预计2022年前三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

限超过100亿元。

中国海油预计，2022年前三季度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78亿元

至1098亿元， 同比增长104%至108%。

公司表示，抓住油价上涨时机，持续加

大勘探开发力度，增储上产、提质增效

取得积极成效，油气产量再创历史同期

新高，成本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盈利

水平同比大幅提高。

净利润增幅方面， 剔除扭亏公司，

289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幅下限超过

10%，204家预计超过50%，112家预计

超过100%，17家预计超过500%。 兄弟

科技、嘉麟杰、天齐锂业等9家上市公司

预计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增幅下限超过1000%。

不少公司报告期内产品量价齐升，

业绩提升较为明显。

兄弟科技预计，前三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亿元至3亿

元，同比增长8621.61%至9963.4%。 公

司部分维生素产品以及铬盐产品价格

上涨，产品毛利率上升；同时，公司“年

产2万吨苯二酚、3.11万吨苯二酚衍生

物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产能释放，并持

续推进运行优化。

多个产业链表现突出

从行业角度看，新能源汽车、医药、煤

炭等产业链预喜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多。

在锂资源领域，赣锋锂业、天齐锂

业两家头部公司均预计前三季度业绩

表现不俗，锂盐价格高位攀升成为业绩

大幅预增的重要因素。

赣锋锂业预计，前三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3亿元至153

亿元，同比增长478.29%至518.73%。 其

中，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70.47亿元至80.46亿元， 同比增

长567.19%至661.88%。 赣锋锂业称，随

着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锂盐

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锂盐产品价格维

持在较高水平，公司锂盐产品销量和销

售均价同比增长。 另外，公司锂电池板

块新建项目陆续投产，产能逐步释放。

天齐锂业预计，前三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2亿元至169

亿元，同比增长2768.96%至3089.83%；

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50亿元至 65亿元， 同比增长

1026.1%至1363.92%。

华西证券表示，锂盐价格将高位运

行，锂盐成本端有望进一步抬升，产业

链利润或进一步向上游资源端转移，锂

盐加工厂和一体化企业利润分化将更

加明显。

从光伏产业链看， 通威股份预计

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14亿元至218亿元，同比

增长259.98%至266.71%。 对于业绩变

动的原因，公司表示，高纯晶硅产品市

场需求持续旺盛，价格同比上涨，叠加

公司新产能快速爬坡达产，实现量利大

幅提升；电池片业务产销两旺，产量同

比大幅增长，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盈利

能力同比提升； 饲料业务优化市场策

略，坚持“质量方针” ，实现量利双增。

关注业绩超预期板块

10月17日晚，神火股份、万泰生物

等公司披露了三季报。其中，海德股份、

云南铜业、神火股份、天邦食品、万泰生

物、立霸股份等公司前三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

100%。

三季报显示，神火股份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321.34亿元， 同比增长

29.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8.55亿元，同比增长154.6%。受云

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产能释放及煤炭、

电解铝产品售价同比大幅上涨等因素

影响，公司盈利能力大幅增强。 神火股

份此前披露的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显示，

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58.5亿元， 同比增长

154.38%。

上市公司三季报预约披露时间表

显示，10月20日将有33家上市公司披露

三季报，10月21日将有54家，10月22日

将有71家。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认为，随着三季报的披露，一些业绩

超预期板块可以重点关注。新能源替代

传统能源是大趋势，新能源汽车、光伏、

风电、储能等领域有望持续受益。

元宇宙产业投融资活跃

●本报记者 彭思雨

元宇宙产业投融资持续活跃，

近期多家元宇宙细分赛道公司宣布

完成融资。数据显示，三季度国内元

宇宙领域投融资事件总数为339

起，较二季度增加188起，环比增长

125%。 从政策方面看，北京、上海、

河南等地密集出台政策， 支持元宇

宙产业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 在政策以及资

本支持下，元宇宙产业热度不减。

企业融资

10月10日，虚拟人创业公司慧

夜科技宣布， 已于近期完成数千万

元的Pre� A+轮融资。 其中，高瓴创

投领投，顺为资本跟投。慧夜科技凭

借“生成式深度神经网络框架” ，为

企业提供AI虚拟人产品服务，目前

拥有百丽、宝马、蚂蚁金服等客户。

慧夜科技表示， 资金将用来继续完

善产品，降低虚拟内容的制作门槛，

同时扩张团队，发展更多客户。

10月9日， 高性能图形GPU公

司砺算科技宣布完成Pre-A轮融

资。砺算科技表示，本轮资金将用于

高性能图形渲染GPU产品研发及

相关商务拓展， 完成多个标准图形

GPU功能，并针对元宇宙、数字孪

生、云渲染等进行定制开发。

另外， 中科创达定增募集资金

将用于扩展现实（XR）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 该项目拟开发具备更快开

机速度、更低功耗、更高性能、更低

延时的软硬一体扩展现实XR平台

产品。

新浪VR与企查查近日联合发

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国内元宇宙

投融资报告》显示，今年三季度，国

内元宇宙领域投融资事件总数为

339起，较二季度增加188起，环比

增长125%；国内元宇宙领域投融资

总额达228.4亿元。

元宇宙赛道分为硬件、软件、基

础设施和场景应用。 根据上述投融

资报告， 三季度， 硬件板块共发生

270起投融资事件， 占总投融资事

件的79.6%。 从具体案例来看，歌尔

股份与米哈游、 三七互娱联手成立

5.56亿元创投基金，瞄准AR/VR领

域； 吉利关联公司星纪时代正式收

购魅族，并入局VR/AR领域。

财通证券表示， 元宇宙行业掀

起又一轮投融资热潮， 消费电子厂

商入局有望推动行业进一步发展。

政策支持

今年以来， 多地出台政策推动

元宇宙产业发展。

10月10日， 北京市发改委、住

建委发布《关于征集2023年市重点

工程的通知》， 将元宇宙等数字经

济项目作为重点征集方向。 今年3

月，北京市通州区政府出台《关于

加快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引

领发展的八条措施》， 将依托通州

产业引导基金， 采用 “母基金+直

投” 方式联合其他社会资本，打造

一只覆盖元宇宙产业的基金， 支持

元宇宙初创项目和重大项目。

上海市出台了多项政策， 支持

元宇宙产业发展。 2022年10月8日

发布的《上海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实施方案》提出，加快工业元宇宙

创新应用。 2021年12月出台的《上

海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提出，加强元宇宙底层核心

技术基础能力的前瞻研发。 根据

《上海市培育“元宇宙” 新赛道行

动方案 （2022—2025 年）》， 到

2025年上海市元宇宙产业规模达到

3500亿元，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

设立“元宇宙”新赛道产业基金。

另外，《河南省元宇宙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 （2022-2025年）》提

出，到2025年全省元宇宙核心产业

规模超过300亿元， 带动相关产业

规模超过1000亿元，初步形成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元宇宙创新引领区。

平安证券认为， 元宇宙产业进

入有序发展的关键期， 发展前景广

阔，电子设备制造、网络基础设施等

细分赛道有望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