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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一、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情况 

2020年度，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勤勉尽责，严格执行、积

极推进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各项决议，不断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维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共计召开2次定期会议和12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44项议案。各位董事均以现场出席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了各次会议，不存在董

事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会议的情形。 

（二）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共下设了4个专门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共计召开3次会议，战略委员会共

计召开3次会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1次会议，提名委员会未发生需召开会议

的情形。 

（三）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大会共计召开了1次定期会议和3次临时会议，均由董事

会召集和组织召开。不存在董事会不履职或不能履职召集召开股东大会的情形。 

二、公司2020年度经营情况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和宏观经济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公司在董事会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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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部署和全体员工不懈努力下，克服困难、积极应对、调动资源，在行业内率先

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同时，公司充分发挥优质客户资源、产品资源、供应链垂直

整合、智能制造等核心竞争优势，及时满足了下游客户大量、高质、顺利交付需

求，进一步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与支持，市场资源进一步向公司聚集。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产品产销两旺，合计生产量14.16亿件，较上年同期增

加25.64%，合计销售量13.57亿件，较上年同期增加19.02%，经营业绩较上年同

期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收入369.3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0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8.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8.3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75.8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5%；基本每股收益1.1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0.65%，不但圆满完成了全年经营目标，实现了连续多个季度的高效、高质量发

展，而且为未来五年公司在消费电子及汽车电子领域零组件及组装业务的垂直整

合一体化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主要经营管理工作及取得的成果有以下方面： 

1、垂直整合战略开启新周期发展，市场资源向公司进一步聚集 

历经过去几年的前瞻、高效、精准的战略投入，公司垂直整合战略的推进在

2020年收获了丰硕成果。凭借强大的研发创新储备能力、领先的工艺技术水平、

先进的智能制造生产线、深厚的行业资源及品牌口碑等优势，公司不断丰富、增

强在智能手机、智能可穿戴式设备、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一体式电脑、汽车

电子、医疗电子、智能家居家电等领域的产品竞争力，继续提高各类智能终端的

产品集成度，帮助客户优化供应链管理成本，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优质产品与服

务。报告期内，公司克服疫情困难，及时、可靠地保障了下游客户的大量交付需

求，更加凸显以及增强了公司的竞争优势和地位，进一步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与支

持，扩大了公司在全球中高端细分产品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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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成功收购整合了业界领先的消费电子金属机壳加工及

组装企业可胜科技（泰州）有限公司、可利科技（泰州）有限公司（正在合并为

蓝思精密（泰州）有限公司）各100%股权，使公司加快实现了为客户提供更完

善的产品组合的中长期目标，大幅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为公司进一步扩大营收、

增强盈利增添新动力。 

2、管理效能持续提升，内部潜力不断释放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士气旺盛，较好地贯彻落实了董事会制定的各项重

点工作，在精益生产、成本管控、内部配套、自动化改造、技术研发等方面继续

提升。 

针对行业上下半年淡旺季需求波动的特点，公司在加强与终端客户沟通、防

止呆滞发生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平滑上下半年生产计划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提

升上半年人力利用率的同时又储备了人力资源，继而达到降低下半年旺季时人力

需求峰值的目的；加之公司智能机器设备产能规模不断扩大、产线自动化水平持

续提升，生产效率和良率提高，节约了大量人力成本，实现了淡季不淡、经营业

绩季度波动大幅减小的管理目标。 

同时，多家子公司充分发挥对内配套优势，采购成本得到进一步有效控制，

其中化工、刀具、抛光、模切、研磨切削、工装夹具、印刷、包材等前十大材料

的自制比例持续提高，相比外购成本大幅节约，公司的成本优势不断扩大，盈利

能力不断提高。 

3、生产经营持续稳定、高效，圆满完成全年经营目标 

2020年，凭借在疫情防控、人员招聘、物流运输、原辅料储备和生产等方面

的突出表现，以及领先的智能制造及自动化水平、快速打样及量产能力，公司的

生产经营高效、稳定运行，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了全面复工复产，帮助下游各大客



 4 / 6 

户顺利地完成了产品交付任务，赢得了客户进一步的信任与支持。报告期内，公

司的客户与产品结构健康并进一步优化，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各类主要产品订单

充足，新产品研发、生产及交付顺利。其中，中小尺寸防护玻璃产品销售收入

244.7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6.27%；大尺寸防护玻璃产品销售收入56.34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15.25%；新材料及其他产品销售收入61.4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16.63%。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金额为292.9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9.63%，公

司在全球优质客户和中高端细分产品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 

4、再融资项目圆满落地，助力公司未来发展 

2020年12月，公司成功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89,622,641股，募集资金150亿元。本次再融资项目的成功实施，一方面引入了

一批认同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优质投资者，进一步丰富优化了公司的股东结构；

另一方面，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向“长沙（二）园智能穿戴和触控功能面板建设

项目”、“长沙（二）园车载玻璃及大尺寸功能面板建设项目”和“长沙（二）

园3D触控功能面板和生产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项目达产后将大大增强公司相

关产品的生产能力，及时满足全球消费电子和汽车电子行业各大品牌客户对于智

能手机、智能可穿戴设备、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一体式电脑等产品，以及高

端智能汽车、智能家居家电等领域中高端产品旺盛需求。并且，通过实施工业互

联网产业应用项目，将使公司加快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智能制造，提高生

产效率、产品品质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公司的全面竞争优势，增强

公司的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助力公司加快实现长期战略目标。 

5、疫情防控严密高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公司高度关注疫情变化，第一时间与各级政府的卫生

防疫部门全面对接，组织召开了多次跨部门、跨园区的内部高级别专题会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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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措施、防护监控、防护物资、防护政策、防护统筹工作等方面均高度重视，

迅速、系统、高效地落实各项措施，全面管控风险，妥善、及时、有序地恢复生

产经营。同时，公司反应迅速、主动担当，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南省慈善总会

各捐赠1,000万元用于两省疫情定点收治医院购置急缺的医疗物资，以及一线医

护人员关怀；并向医疗机构及社会各界捐赠了价值超过700万元的口罩、护目镜、

防护服、医疗器械等医疗物资。此外，公司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充分发挥技术、

工艺与自动化设备等方面优势，利用自有高等级洁净厂房迅速投产了医用口罩生

产线，新材料子公司紧急开足产能生产消毒液，充分保障了公司自身防疫物资以

及满足社会需要。 

三、公司发展战略与下一步经营计划 

回顾公司上市以来发展历程，公司充分借助资本市场，在规模、技术、市场、

资本等方面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链布局日趋完善，一站式解决方案能力大

大提高，初步实现了从零部件制造商向综合性平台型公司的转型，客户类型、客

户结构不断丰富，优质客户占比持续上升，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占率持续提高，行

业影响力显著增强，经营业绩也迈上了新的台阶，连续多个季度实现了高效、高

质发展。 

展望下一个五年，公司将以现有综合性平台为基础，继续将更多的解决方案

能力丰富到平台中来，并继续向上游提高化工、刀具、抛光、模切、研磨切削、

印刷、包材等原材料的自制比例；通过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在各个园区推广应用，

提高效率和良率，节约人工成本；积极向下游更广泛的智能终端市场纵深发展，

将公司的玻璃、金属、蓝宝石、陶瓷、塑胶、触控、组装等各类产品与服务向客

户大力推广应用，打开创新型产品在智能汽车市场的空间，扩大公司对智能汽车、

智能穿戴、智能家居家电、医疗设备等行业的销售规模，不断拓展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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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诚信务实，勇于创新，乐于奉献”的发展理念，

以“竭力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与服务”为使命，以“技术创新引领行业潮流，

高效管理创造人文价值，打造受人尊敬的国际化企业”为愿景，继续在精益生产、

成本管控、智能制造、产业链整合、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通过技术引领、管理

优化、效率提升，不断巩固和增强自身竞争优势，全力以赴继续实现长周期、高

效、高质发展。 

特此报告。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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