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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7 月 6 日下发《关于同意江苏宏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17 号），同

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4,623,334 股，发行价格为

27.5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67,738.79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

民币 8,058.36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680.43 万元。上述募集资

金全部到账并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2021 年 8 月 27 日出具“天衡验字〔2021〕

00102 号”《验资报告》。2021 年 9 月 1 日，宏微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宏微科

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宏微科技进行持续督

导，持续督导期为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民生证券通过日常

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进行持续督导，现就 2021 年度持

续督导工作报告如下： 

一、2021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

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

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

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

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

开始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

保荐机构已与宏微科技签订承销及

保荐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

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

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1 年度宏微科技在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

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

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

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1 年度宏微科技在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违背承诺等事项。 

5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

期回访等方式，了解宏微科技经营情

况，对宏微科技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

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2021 年度，保荐机构督导宏微科技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宏微科技依照相关规

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

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

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宏微科技的内控制度的

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宏

微科技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

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

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宏微科技严格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

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

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

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

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

保荐机构对宏微科技的信息披露文

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

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

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

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 

2021 年度，宏微科技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1 年度，宏微科技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

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

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

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

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1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宏微科

技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

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

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

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涌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

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

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

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

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1 年度，宏微科技未发生相关情

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

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

量。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

构、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

日起 15 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

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

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

违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

重大异常；（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

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1 年度，宏微科技不存在需要专项

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升级及产品迭代风险 

功率半导体器件行业技术不断升级，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开发是保持

竞争优势的关键。公司现有的技术存在被新的技术替代的可能。如国内外竞争

对手推出更先进、更具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而公司未能准确把握行业技术发

展趋势并制定新技术的研究方向，或公司技术和产品升级迭代的进度跟不上行

业先进水平， 新产品研发失败，将导致产品技术落后、 公司产品和技术被迭

代的风险。 

（二）经营风险 

1、重要供应商依赖的风险 

产品中的核心原材料中自研芯片采用 Fabless 模式委托芯片代工企业生产，

外购芯片主要采购英飞凌等芯片供应商。如果公司主要芯片代工供应商产能严

重紧张或者难以通过供应商采购芯片，则可能导致公司产品无法及时、足量供

应，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固定资产折旧的风险 

随着公司改扩建项目的投产使用，在建工程将陆续转为固定资产，将会导

致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的增加。若公司未来因面临低迷的行业环境而使得经营无

法达到预期水平，则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带来的新增效益可能无法弥补计提折

旧的金额。 

（三）财务风险 

1、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21.57%，公司原材料的成本占成本的比



例超过 60%，受 2021 年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以及募投项目投产后，资产

折旧摊销会出现较快增长。如果未来公司产品技术优势减弱、市场竞争加剧、

市场供求形势出现重大不利变化、采购成本持续提高或者出现产品销售价格持

续下降等情况，将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 

（四）行业风险 

1、市场竞争风险 

国际市场上，经过 60 余年的发展，以英飞凌、安森美、意法半导体为代表

的国际领先企业占据了全球半导体分立器件的主要市场份额。同时，国际领先

企业掌握着多规格中高端芯片制造技术和先进的封装技术，其研发投入强度也

高于国内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几乎垄断工业控制、新能源、电

动汽车等利润率较高的应用领域。  

国内市场较为分散，市场化程度较高，各公司处于充分竞争状态。我国目

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分立器件市场，并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这可能

会吸引更多的竞争对手加入从而导致 市场竞争加剧，公司如果研发效果不达预

期，不能满足新兴市场及领域的要求，公司市场份额存在下降的风险。 

（五）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控制、新能源、电动汽车等行业，如果宏观经济

波动较大或长期处于低谷，上述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半导体行业也将随之受到影响，从而对公司的销售和利润带来负面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1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1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550,636,072.24 331,629,293.88 66.04 



项目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829,391.15 26,637,905.48 15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2,975,123.52 22,953,100.37 87.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4,074,929.28 4,370,517.75 -1,79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76,502,937.20 230,863,403.52 279.66 

总资产 1,280,714,866.30 424,798,946.05 201.49 

2021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 0.38  12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 0.38 121.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52 0.33 57.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3% 13.83% 1.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9.26% 11.92% -2.6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6.88% 6.94% -0.06  

2021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2021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度增长 66.04%，主要原因系 2021 年度公

司接受的订单饱满，整体产能提升，受益于下游客户需求的增长，单管及模块

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带动公司收入增长。 

2、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0 年度增长 158.39%，主

要原因系 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度增加，且公司成本控制良好，营

业利润有所增加，同时公司本期收到金额较大的政府补助，从而使得净利润快

速增长。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因下游市场需求

旺盛，公司销售规模快速增加，未能及时满足下游客户需求，公司增加了存货



储备量，使得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快速增加，同时随着公司经营规

模的扩大，相应的日常经营支出大幅增加所致。 

4、2021 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同比增加，主要是由于公

司 2021 年度净利润增长所致。 

5、2021 年末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201.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279.66%。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的增加主要系 2021 年度公司

系因公司首次公开募集资金及实现经营利润增长。 

综上，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具有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1、技术优势 

IGBT 作为一种功率半导体器件，是国际上公认的电力电子技术第三次革

命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工业控制及自动化领域的核心元器件，属于国家战略

高新技术及核心关键技术。公司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器件的研发和技术创新，始

终坚持“关注需求、赋予价值、成就品牌”的研发理念，以技术自主创新为根

基，以研发持续投入为保障，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和强大的研发团队。公司

已具备并掌握先进的 IGBT、FRED 芯片设计能力、工艺设计能力、模块的封

装设计与制造能力、特性分析与可靠性研究能力、器件的应用研究与失效分析

能力。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芯片是公司模块产品具有高性价比的主要竞争力之

一。经过十多年的技术沉淀和积累，公司已在 IGBT、FRED 等功率半导体芯

片、单管和模块的设计、封装和测试等方面积累了众多优秀核心技术。其中芯

片领域的核心技术主要包括微细沟槽栅、多层场阻断层、虚拟元胞、逆导集成

结构等 IGBT 芯片设计及制造技术；软恢复结构、非均匀少子寿命控制技术等 

FRED 芯片设计及制造技术；高可靠终端设计等高压 MOSFET 芯片设计及制

造技术等。 

2、产品优势 

公司致力于功率半导体芯片、单管、模块及电源模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产品集中应用于工业控制（变频器、电焊机、UPS 电源等），部分产品应



用于新能源发电（光伏逆变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大巴汽车空调、新能源汽

车电控系统、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和家用电器等多元化领域。目前，公司产品

已涵盖 IGBT、FRED、MOSFET 芯片及单管产品 100 余种，IGBT、FRED、

MOSFET、整流二极管及晶闸管等模块产品 400 余种，公司产品性能与工艺技

术水平处于行业先进水平。 

3、客户优势 

公司凭借可靠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服务与众多知名企业客户保持了良好的

商业合作关系，同时依托龙头客户产生的市场效应不断向行业内其他企业拓展。

在工业控制领域，公司目前已经成为台达集团、汇川技术、合康新能等多家变

频器行业领军企业，佳士科技、奥太集团、上海沪工等多家知名电焊机行业企

业。在新能源领域，公司主要客户群有盛弘股份、科士达、英可瑞、华为技术

等众多优秀企业，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技术、产品及客户等方面，在 2021 年度未发生不

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为了保证公司能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保持产品和服务的技术领先水平，

维持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2021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

3,790.12 万元，较 2020 年度增长 64.74%；研发投入占收入比例达到 6.88%，因

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增速较快，故研发投入占比略有下降。 

2021 年度，公司主要在研项目进展顺利。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8,327.33 万元，包括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资金 20,977.33 万元以及未赎回理财产品余额 17,350.00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67,738.79 

减：支付承销及保荐费 6,096.49 

2021 年 8 月 27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1,642.30 

减：从募集资金专户实际支付项目金额 12,655.24 

其中：新型电力半导体器件产业基地项目 2,610.76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0,044.48 

减：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8,000.00 

减：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 1,641.22 

减：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291.30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进行现金管理[注] 17,350.00 

其中：现金管理投资支付 43,150.00 

现金管理投资收回 25,800.00 

减：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65.87 

减：手续费支出 0.20 

加：募集资金理财收益 69.97 

加：利息收入 68.87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0,977.33 

注：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有未到期理财产品余额 17,350.00 万元。 

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适用的监

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

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

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宏微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宏微科技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

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