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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9        证券简称：均胜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1-036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1.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电子”或“公司”）控股子

公司宁波均联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联智行”）为某公司域控制

器硬件（含中控仪表软件）品类伙伴选择中的合作伙伴，对于某公司仍可能存在

不止一个合作方，公司能否为整车厂商供货，最终仍取决于整车厂商的选择。整

体来看，该智能座舱业务占比相对较小，对公司影响也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2.安全业务相关在手订单金额，仅是基于前期已间接于定期报告、上网文件

披露过的金额加总计算。所获取订单的金额是基于整车厂在相关车型量产前做出

的预测，实际订单金额能否转换为业绩最终取决于整车厂商新车型后续销量、外

部宏观环境变化（如新冠疫情）等变化，存在调整的风险。并且订单转化速度一

般与整车厂商未上市新车型从立项投产至下线的相匹配，一般开发周期为 1-2年，

相关车型全生命周期通常平均为 5年，对当年利润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安全

业务 2020 年毛利率 11.24%。 

3.在上述合作中公司主要负责智能座舱中与操作系统适配的算法、软件（如

中控仪表在内的底层软件、中间层和应用层等）架构设计、硬件架构设计与系统

集成开发。 

2021 年 7 月 22 日，在股吧中出现“均胜临时沟通会议速记”，公司高度重

视，随即启动全面自查工作，现将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1、关于媒体传闻信息由来 

公司关注到昨日有媒体传闻公司在智能座舱域、订单等方面的业务合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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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系相关业务人员在未经公司董秘办和相关业务负责人授权和许可情况

下受邀参加了某网络平台举办的沟通/交流会，对公司近期业务情况进行了介绍，

违反了《均胜电子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中对外披露信息时内部决策程序的相

关规定。 

2、有关媒体传闻具体情况 

（1）关于与某公司合作。媒体传闻称“公司与 H合作积极推进，基本 100%

确定，已有相关订单，座舱域整体，配合国产操作系统。某些自主品牌 6月已合

作签单，产品明年底之前亮相，后续自主发力加快”系指公司控股子公司均联智

行于 6月获得某科技企业正式合作通知，通知均联智行为其域控制器硬件（含中

控仪表软件）品类伙伴选择中的合作伙伴，向整车厂商合作提供智能座舱解决方

案。其中，公司主要负责智能座舱中与操作系统适配的算法、软件（如中控仪表

在内的底层软件、中间层和应用层等）架构设计、硬件架构设计与系统集成开发。

系统集成开发过程中涉及的部分软硬件向第三方采购而得。 

对于某公司而言仍可能存在不止一个合作方，公司是否能为整车厂供应商，

最终仍取决于整车厂商的选择。上述合作模式目前仅有 1家整车厂明确订单，相

关车型还未上市，具体上市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影响取决于相关车型销售

情况，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整体看，截止 2021 年度公司该智能座舱项目的销

售规模占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总量比重较小，不会对公司 2021 年经营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请投资者谨慎评估，注意投资风险。 

（2）关于座舱域全球二供。媒体传闻“公司与大众的全球二供正在洽谈”

有误。经核实，公司为大众 MQB平台车载座舱系统订单全球一级供应商，并非二

供。业务模式为公司在座舱系统整体开发过程中涉及的部分软件（如仪表开发工

具、代码工具等软件）、硬件（如芯片,电容,电阻等元器件）向第三方采购，通

过公司自身的软硬件研发，为大众提供座舱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从 2017 年

起陆续获得大众 MQB 和 MEB 平台海内外订单，相关订单于 2019 年陆续进入量产

阶段。整体看，智能座舱业务在 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约 26.5亿元，占公司总

营业收入比重约 5.53%，整体规模较小，对公司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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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相关传闻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经核实，相关媒体所述“2,300亿元订单”所对应具体业务板块为公司旗下

汽车安全事业部目前在手订单（全生命周期）金额。公司已在过往相关定期报告、

上网文件中对此进行了间接披露，汇总如下： 

序号 披露时间 披露公告/上网文件名称 披露内容 

1 
2020年 8

月 4日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关于请做好宁波均

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申请发审委会议准

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在销售方面，2020 年上半年均胜汽车安

全全球合计新增主机厂订单情况良好，其

中包括但不限于特斯拉、本田、沃尔沃、

大众、丰田等主机厂。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在手订单金额（已获订单

尚未生产的全生命周期）为 2,107 亿元人

民币。 

2 
2021年 3

月 31日 

《均胜电子 2020年年度报

告》 

得益于国内汽车市场快速复苏和公司将

战略重心转移到国内，2020 年公司全球

新增订单超过 596亿元。其中来自国内整

车厂商的达 210多亿元，已达订单总量的

三分之一，子公司均胜安全在 2020 年基

本完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与整合

工作，正奋起向更高的市场份额发起冲

击。仅 2020 年第四季度均胜安全就新增

订单 130 多亿元，在汽车安全领域持续保

持前列，成为中国汽车产业链不可缺失的

关键一环。 

3 
2021年 4

月 28日 

《均胜电子 2021年第一季

度报告》 

2021 年全球汽车产业逐步复苏，截止一

季度末，全球轻型汽车产量同比上升

14%，国内轻型汽车产量同比上升 77%。公

司在一季度实现营收人民币 123亿元，同

比增长。报告期内，公司新获订单超人民

币 200 亿元（全生命周期）；此外公司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全球芯片短缺的影

响，同时稳步推进安全业务整合的完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每股收益

以及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上升。此外，公司

继续加强销售回款，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归还了有息

负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进一步降低到

64.5%。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汽车安全事业部在 2021 年第二季度也新增部分订

单，届时公司将在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基于上述客观情况，公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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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估计均胜安全事业部在手订单（全生命周期）金额为人民币 2,300 亿元。 

根据行业惯例，汽车安全一般产品订单的平均生命周期（即从订单开始量产

至订单量产结束）为 5 年，一般与整车厂商未上市新车型从投产至下线相匹配。

实际订单金额可能会根据整车厂商新车型后续销量、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如新冠

疫情）有所调整。根据公司以往历史订单的实现情况来看，最终产销量存在受上

述客观因素影响的情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上述与某公司的合作事项此前未通过法定渠道进行披露。上述与大众合作的

相关信息公司曾在 2017-2019年年度报告中进行过披露。 

公司此次接待个别投资者透露相关业务信息系公司相关业务人员未经公司

董秘办和相关业务负责人授权和许可受邀参加了某网络平台举办的沟通/交流会

进行交流透露，未意识到相关信息的市场关注度可能较高，不利于维护信息披露

的公平性。 

上述业务交流违反了《均胜电子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中对外披露信息时

内部决策程序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