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445       证券简称：康斯特          公告编号：2019-012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建生产项目优化调整为 MEMS 传感器垂直产业智能制造

项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项目名称： MEMS 传感器垂直产业智能制造项目； 

2、投资预算及资金来源：总投资 2.1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3、建设内容：3 条 MEMS 传感器垂直产业智能制造生产线及厂房办公楼； 

4、建设周期：5 年。2019 年至 2020 年为一期，2022 年至 2023 年为二期； 

5、达产目标：年产 30 万只压力传感器芯体，继续深度加工成 10 万只压力

传感器和 20 万台压力变送器； 

6、预估经济效益：达产后年度销售收入约 8.19 亿元，净利润 2.05 亿元（本

预计效益仅为公司根据项目可行性做出的内部测算，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

作为业绩承诺）； 

7、本项目在建设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风险、技术流失及研发风险、政

策风险等方面的风险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概述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康斯特”） 

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仪器仪表及传感器研发生产项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披露的有关公告），相关议案并经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建设项目“仪器仪表及传感器研发生产项目”拟建设用地的合作方

式等内容已发生变更，为更快的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及落实产品发展规划，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建生产

项目优化调整为 MEMS 传感器垂直产业智能制造项目的议案》，公司拟以全资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北京桑普新源技术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依托北京市的人才及产业优势，加

快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优化内容涉及项目名称、建设周期、

实施地点、用地面积、投资预算等。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拟建项目的情况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说明 

项目名称 
仪器仪表及传感器研发

生产项目 

MEMS 传感器垂直产业智能

制造项目 
变更 

实施地点 
张家口市怀来县东花园

镇京北生态新城 

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经济开

发区康西路 1581 号 
变更 

实施主体 
康斯特（怀来）仪表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桑普新源技术有限公司 变更 

用地面积 80 亩 62 亩 变更 

投资预算 2.5 亿元 2.1 亿元 变更 

建设周期 4-6 年 5 年 变更 

MEMS 传感器垂直产业智能制造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 实施主体：北京桑普新源技术有限公司； 

2) 建设地点：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康西路 1581 号； 

3) 建设内容： 3 条 MEMS 传感器垂直产业智能制造生产线及厂房办公楼； 

4) 建设规模：36,402.72 平方米。一期建设 2,845.30 平方米，二期建设

33,557.42 平方米； 

5) 投资预算及资金来源：以自有资金投资 2.1 亿元。固定资产 1.89 亿元，

其中厂房计划投资 12,412 万元，购置硬件、软件、检测设备及部分自研智能制

造装备计划投资 6,488 万元；流动资产 0.21 亿元； 

6) 建设周期：5 年。2019 年至 2020 年为一期，建设 1 条 MEMS 传感器垂

直产业智能制造生产线、部分厂房及办公楼；2022 年至 2023 年为二期，建设 2

条 MEMS 传感器垂直产业智能制造生产线、厂房、综合服务楼及研发楼； 

7) 达产目标：达产后年产 30 万只压力传感器芯体，继续深度加工成为 10



万只压力传感器和 20 万台压力变送器； 

8) 经济效益：项目达产后年度销售收入约 8.19 亿元，净利润为 2.05 亿元（本

次预计效益仅为公司根据项目可行性做出的内部测算，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

作为业绩承诺）； 

三、 项目实施可行性分析 

1. 项目实施背景分析 

MEMS 压力传感器是基于微机电系统的典型传感器件，主要应用于压力检

测与测量，也是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被广泛应用于电力、交通、智能建

筑、生产自控、航空、石化、船舶、管道等众多行业。目前，工业领域的发展逻

辑正由投资驱动向自动化升级改造及生产工艺、流程等差异型需求衍生的新需求

过渡，在这一过程中，高精度的测量设备对于提升工业产品的稳定与质量也越显

重要。 

领域 应用场景 

汽车领域 燃油压力、轮胎压力、气囊压力以及进气管道等压力测量。 

医疗领域 血压、颅内压、眼内压等检测，以及如持续气道正压通气系统

等高端医疗设备的压力测量。 

航空航天领域 火箭、卫星、飞机引擎等耐热腔体的压力测量。 

工业领域 广泛应用于流程工业的压力测量。 

消费电子领域 运动及高度、气压、导航数据补偿等相关压力参数测量。 

整个压力传感器行业较为分散，全球大概有 50 多家供应商，国外主要厂商

包括 Bosch、GE Sensing、MSI、ST 等欧美日企业，国内厂商主要有敏芯微电子、

深圳华美澳通等。其中，GE Sensing、MSI 及日本横河是压力传感器在工业领域

及部分高端应用领域的主要供应商，尤其是精度 0.02%F.S 以上的压力传感器仅

GE Sensing、日本横河等国外少数公司具备生产能力且性能稳定。 

与国外相比，我国高精度压力传感器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应用

基础薄弱以及企业专业化能力不足，这直接导致了国内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及相关

压力测量设备的核心元件大多依赖进口的局面，且高性能设备的数量较少价格昂

贵。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统计，2017 年 1-12 月我国压力/差压变送器出口约

6024.64 万台，出口金额为 2.71 亿美元，进口数量约为 1195.19 万台，而金额则

为 2.22 亿美元，进口平均单价约是出口的 4 倍，高精度、高稳定性的传感器作



为核心元件仍是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2. 项目实施的商业化基础 

本项目将依托于 MEMS 工艺技术进行压力传感器垂直产业制造，生产压力

传感器芯体，并继续深度加工成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项目实施后，可为工

业领域批量提供性能优异的压力传感器及压力变送器，大幅提升国内压力检测与

测量的技术水平，逐步打破技术垄断，并通过公司品牌优势及营销体系在全球市

场销售。 

1) 技术优势 

公 司 主 营 产 品 为 压 力 / 温 度 检 测 及 校 准 仪 器 仪 表 ， 精 度 多 为

0.01%F.S~0.05%F.S，部分中高端压力检测产品的应用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高精度传感器作为检测产品的核心元件，其准确性与稳定性是影响产品品质的重

要因素之一，而同一品牌、相同规格的传感器性能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性。公司

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围绕压力传感器的评价与测试，沉淀了大量的传感器的

数据及技术，建设了一套完善的传感器评价测试体系并自主开发了相关检测设备，

通过测试数据能够及时的发现影响产品性能问题的根源，实现提高良品率、降低

成本的目标，也是确保本项目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这一核心竞争力将帮

助公司更快的落地实施本项目，打通行业上下游格局，改善产业生态。 

公司以创新赋能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将压力传感器应用检测技术与无线总线

技术、扩展 IT 技术、NB-IoT 物联网技术等前沿技术进行融合创新，通过共性技

术协同平台，实现技术成果转能力的提升。截至 2018 年底，公司研发团队占公

司总人数的 33%，研发投入占公司当年营收的 19.3%；公司正在申报待批专利

37 项，其中包含 PCT 国际专利 7 项，发明专利 20 项；已获得专利 154 项及软件

著作权 42 项，在保护期各项技术专利 108 项，其中发明专利 17 项，欧洲专利 2

项，美国专利 3 项，部分高端压力检测产品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同时，公

司也正在加快相关传感器技术的测评及核心人才储备，并积极的与国内外相关科

研机构及企业，就设计、材料和封装工艺等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 

2) 柔性制造优势 

与其他压力测量仪表相比，检测校准仪表对准确性、稳定性及可靠性要求更

高，产品需要单独测试、筛选以确保指标稳定，是典型的多品种、小批量制造模

式。公司通过研发下沉、对外学习与合作等方式，积累相关技术与经验并加强产

线整体自动化与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设备利用率以及产线的复用性，以更高效



的方式解决批量化生产和个性化需求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公司中高端检测校准

产品已逐步实现量产并整体达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的目标，已是亚洲地区实现规模

化的生产型企业。 

在柔性制造以及信息化建设方面，通过在行业内率先形成的智造产线优势，

公司也逐步获得了行业及相关方的认可：公司 2016 年入选工信部全国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项目，是本行业唯一入选企业、北京地区三家入选企业之一；2017 年

承担北京经信委高精尖产业发展重点支撑项目专项项目，获得财政拨款 1000 万

元；2018 年，在公司整体信息化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异地协同能力，全

资子公司 Additel 在美国安装并启用了四条产品组装线，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

更缩短了供货周期。 

压力变送器与数字压力检测仪表在材料、应用技术、应用场景等方面存在一

定的共性。依托于公司现有的智能制造产线，可以快速借鉴并应用于传感器垂直

智能产业制造项目，减少流转环节对产品性能形成的不确定性，强化产品的全周

期管理与质量控制，提升本项目制造产品的供给能力，并且通过垂直产业制造能

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利润率。 

3) 营销体系优势 

公司根植于压力、温度校准检测市场，产品已广泛的应用于石油、化工、计

量、电力、冶金、机械、民航、气象、交通等领域，并积极的对接现代制造业。

而压力变送器等相关产品与数字压力检测校准产品在工业领域的客户群体相同，

随着以“桑普新源”为实施主体的传感器垂直产业智造项目的实施，公司将会加

速形成以数字检测校准产品、压力传感器及压力变送器的校准与测量产品结构体

系。 

公司紧抓数字化发展趋势及行业的快速发展期，以产品和需求结合为突破口，

深入了解各细分行业客户需求，通过高强度的产品创新及技术研发，经过二十年

的磨砺，公司已完全具备国际化的能力，在极致品质和极致服务的目标定位下，

已逐步获得如波音、空客、宝马、辉瑞、拜耳、巴斯夫、法国电力、喜力啤酒等

国际终端用户的认可，国际市场营收占公司营收的近 40%。同时，公司也在强化

以“康斯特”为纽带，形成“Additel”、“恒矩”、“长峰科技”的多层级、全球化

的产品和服务生态体系，这一体系可以更好的增强用户体验，也会协同带动并提

升 MEMS 传感器垂直化产品的销售。 



四、 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优化调整可以加快推进高精度压力传感器的实施进度，夯实对外技术合

作的基础，进一步提升公司技术成果转化的能力，优化产品结构，不断增加产品

的种类和维度，更快的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 公司拟建项目需要大量的中高层次技术人才，优化调整后能使公司能更好的

依托北京市科技创新能力及人才优势，发挥产业集群效应，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实现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3. 本次优化调整是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和行业市场情况而进行的，是产业链

的延伸，以及探索与上下游产业中高附加值环节的发展模式的重要一环，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需要。 

五、 项目实施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 本项目投资规模较大且周期长，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配套设施价格的变动、

承建方施工工程质量缺陷等对工期有所延误的风险。公司会与相关合作方全程实

施质量监督，加快实施进度。 

2. 本项目对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在资源整合、资金管理、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

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果整体管理水平建设不能相应提升、完善，将会给未来

的经营和发展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公司将逐步建立健全实施主体的各项内部控

制制度，落实岗位职责，完善健全人才引进及激励机制，提升管理团队的管理水

平和协同作战的能力，提高研发及生产技术水平。 

3. 有关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及行业政策调整难以完全预测，未来会面临一定的

市场风险。公司将密切注意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政策以及地方性法规的变化，

及时对本项目调整，降低市场风险给项目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本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几年的净资产和净利润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数

额目前还无法预测，今后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六、 其他说明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根据后续合

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 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