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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0          证券简称：汇顶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1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 

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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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汇顶科技”）于 2023

年5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476 号）（以下简称

《工作函》），现对《工作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48 亿元，同比由盈转亏，主要系计提存货、商誉、无形资产等资产减值损失

合计 7.11 亿元。其中，计提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1.08 亿元，主要系对一项原值

1.76 亿元的外购专利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相关项目于 2022 年第四季度终止研发

后预计不再产生收益，且因高度定制化不具备转让价值。此外，公司对库龄、库

存月达到一定量化标准的存货全额计提跌价准备，2020 年至 2022 年计提金额分

别为 1.39 亿元、1.24 亿元、4.57 亿元，同期转回或转销金额分别为 1.96 亿元、

1.00 亿元、1.26 亿元，转回或转销比例较高。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该外购专利自购入以来市场环境、技术工艺、

研发进展等变化情况，说明 2022 年第四季度前是否存在资产减值迹象，前期减

值计提是否充分；（2）结合该外购专利二次研发或用于产品销售等潜在用途，

说明仅因终止研发对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年末集中计提情

形；（3）存货跌价准备期后转回或转销的明细构成、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原因，并说明库龄、库存月等量化标准

设置是否合理、审慎。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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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一、结合该外购专利自购入以来市场环境、技术工艺、研发进展等变化情况，

说明 2022 年第四季度前是否存在资产减值迹象，前期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第五条的规定，判断长期资

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以下从市场环境、技术工艺和研发进展情况详细阐述： 

该外购专利主要用于公司某款传感器产品的研发，具体用于Pixel的设计和

生产工艺的调优，公司自 2020年二季度到 2022年一季度陆续购入，并作为无形

资产核算。该传感器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平板电脑、液晶电视等最

终商品。 

市场环境：站在 2019 年的时间点来看，2020 年-2021 年乃至未来，智能手

机、电脑、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市场将持续增长，该传感器产品在消费电子上的

应用也呈现出持续增加的态势。但进入 2022 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受消费电子

需求下行及外部环境的影响，手机市场出现明显下行趋势，相关市场竞争加剧，

产品利润率已远远低于预期。 

技术工艺及研发进展：该传感器产品需要半导体制造商工艺的配合，采用

65nm制程。公司于 2019 年开始该传感器产品的研发工作，并就该项目制定了

2019-2022 年研发进度表，前期工作开展顺利。但随着 2021 年半导体制造产能

紧张，半导体供应商的配合也不尽理想，最早计划在 2021 年上半年提供工程样

品的时间推迟到了 2022 年 5 月。公司收到工程样品后进行分析，发现产品性能

及成本出现达不到原预期的技术难点。截至 2021年底，虽然工程样品有所推迟，

但公司对传感器产品研发围绕供应商配合程度、研发进度、成本价格竞争力情况

三方面进行评估。评估后，传感器的预计平均售价为人民币 9.8 元/颗，平均成

本为人民币 6.4 元/颗，毛利率约为 35%。因供应商可以继续支持公司在该产品

上的研发，同时量产后仍具备商业价值，故公司仍能在 2022 年继续推进项目研

发和实现量产。当时该外购专利因可以继续用于该传感器产品的研发，未出现减

值迹象。 

研发终止：2022 年第四季度，受外部环境变化和半导体制造商合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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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该传感产品研发进度延迟情况严重，再叠加相关市场竞争加剧，造成价格进

一步下探，预计平均售价为人民币 8.3 元/颗。按照原设计方案生产出的产品在

成本上不具备竞争力，预计平均成本上升至为人民币 7.3 元/颗，毛利率下降至

12%，考虑到后续研发费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投入，预计该产品的净利润

会形成亏损，如继续推进产品研发和量产亦不会有任何商业价值。因此，公司于

2022 年第四季度终止了该传感产品的研发，导致该外购专利形成的无形资产发

生减值。在此之前未有减值迹象。 

二、结合该外购专利二次研发或用于产品销售等潜在用途，说明仅因终止研

发对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年末集中计提情形 

公司终止该传感器产品研发后，将不会形成商用产品。因该传感器产品工艺

在购入时按照公司要求定制，且定制成本较高，故公司无法将该外购专利用于其

他产品的生产及研发；同时，因该定制化为匹配公司产品专用，亦无法对外出售，

经评估该专利价值为 0。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公司终止该传感器产品研发导致

外购专利发生全额减值，公司对该专利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年

末集中计提情形。 

三、存货跌价准备期后转回或转销的明细构成、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原因，并说明库龄、库存月等量化标准

设置是否合理、审慎 

1、存货跌价准备期后转回或转销的明细构成、比例转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1）2020年公司存货计提跌价、转回、报废、转销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计提 转回 报废 转销 

原材料 188 - 466 - 

半成品 814 60 2,006 - 

库存商品 4,209 373 2,676 3,214 

委托加工物资 8,654 10,749 82 - 

合计 13,866 11,182 5,210 3,214 

注：“报废”体现在公司年报“转回与转销”分类中，下同； 

（2）2021年公司存货计提跌价、转回、报废、转销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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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计提 转回 报废 转销 

原材料 114 48 890 - 

半成品 1,313 369 660 - 

库存商品 6,014 202 88 2,530 

委托加工物资 4,977 5,109 131 - 

合计 12,418 5,728 1,768 2,530 

（3）2022年公司存货计提跌价、转回、报废、转销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计提 转回 报废 转销 

原材料 405 - 324  

半成品 10,095 - 88 305 

库存商品 14,560 - - 6,538 

委托加工物资 20,621 5,360 32  

合计 45,681 5,360 445 6,843 

2020年、2021 年及 2022年存货报废金额分别为 5,210万元、1,768万元、

445 万元，主要系：1）对于库龄较长，丧失物理性能的存货进行实物报废；2)

被市场淘汰的产品即无需求无转让价值的存货进行实物报废；3）工程蓝膜晶圆

及不良品。2020 年存货报废金额较高的原因系因前置电容指纹盖板产品被市场

淘汰，并且丧失物理性能，金额约 3,926万元。 

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存货跌价转回金额分别为 11,182 万元、5,728

万元、5,360万元，主要系前期计提的委托加工物资，后续又开发了新的客户或

者又取得了新的销售订单，使库存月可以重新计算，会出现库存月＜12的情况。

根据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规则，对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进行转回。2020 年

存货跌价转回的金额较大主要原因系公司将滞销的门锁指纹芯片出售给新的门

锁客户，对库存月重新计算后，该批门锁指纹的库存月<12，对应库存转回金额

约为 3,800万元。 

2020年、2021 年及 2022年存货跌价转销分别为 3,214万元、2,530万元、

6,843万元，主要系前期已计提的库存商品，又实现了对外销售。2022 年存货跌

价转销较大的主要原因系 2022 年公司以较低的价格将一批滞销的盖板式电容指

纹销售给客户，对应库存转销金额约为 3,905 万元。 

公司出现转回、转销比例较高的原因是：公司根据消费电子的特点，基于审

慎的原则，按存货库龄、库存月等量化标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实际业务中，存

货并非计提跌价准备即无价值。上市公司会通过降价、寻找新的市场应用、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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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的客户需求、打包卖给代理商等方法对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库存进行处

理。经过以上方法亦无法处理后，才会对于物理性能丧失的存货进行实物报废。 

公司对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实行合理、审慎的量化标准，结合后续对跌价库存

进行相关积极的处理方法，使得期后转回或转销比例较高，具有合理性。 

2、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原因 

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及转销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汇顶科技 韦尔股份 兆易创新 紫光国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0年 2021年 2022 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本期转回及转销

（a） 
1.96 1.00 1.26 0.30 0.33 3.45 0.31 0.69 0.41 0.32 0.13 0.26 

本期计提（b） 1.39 1.24 4.57 2.48 1.80 13.59 0.23 0.45 1.77 0.29 0.11 0.57 

上期期末存货跌

价准备余额（c） 
1.68 1.10 1.34 5.97 7.69 8.96 1.25 1.16 0.92 0.84 0.82 0.80 

本期期末存货跌

价准备余额 
1.10 1.34 4.66 7.69 8.96 20.14 1.16 0.92 2.29 0.82 0.80 1.11 

转回及转销占上

期期末余额与本

期计提比重（d）=

（a）/（b+c） 

64% 43% 21% 4% 4% 15% 21% 43% 15% 28% 14% 19% 

如上表所示，2020 年至 2021年，公司转回及转销占上期期末存货跌价准

备余额与本期计提合计的比重（d）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系由于公司在 2020

年以及 2021年有较多报废；如剔除报废影响，2020年至 2022年的比重(d)分

别为 46%、35%、21%。从过去三年数据看，比重(d)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均

偏高，原因系公司产品结构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汇顶科技产品结构中，

消费电子营收占比达到 96.7%，同行业可比公司中，韦尔股份消费电子营收占

比 56%，汽车电子、安防监控营收占比 44%；兆易创新以存储器、微控制器、

传感器三大模块为主，其中微控制器主要用于工业领域，营收占比 35%；紫光

国微以特种集成电路、智能安全芯片为两大主业。同时，消费电子具有更新周

期短、波动大的特点。综上所述，公司产品结构的差异，会导致各公司转回及

与转销占上期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与本期计提合计的比重不同；因公司产品

应用领域与兆易创新相对接近，故历年趋势趋于一致。 

3、说明库龄、库存月等量化标准设置是否合理、审慎 

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量化标准是成品库龄大于 180 天或非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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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龄大于 210 天，同时库存月大于 12 且无确定销售订单的存货，按存货账面

价值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主要产品用于消费电子，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按存货库龄、库存月等量

化标准是基于消费电子更新换代快、需持续创新等特点决定的。以智能手机为

代表的消费电子产品，每隔一年半至两年会进行大规模的性能提升迭代。公司

设置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量化标准，基本覆盖消费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符合

行业特性；同时也能反映产品生命周期末期、存货滞销以及产品价值锐减等实

际情况。而成品库龄大于 180天或非成品库龄大于 210天且库存月>12 的存货

滞销可能性较高，电子产品市场更新换代较快，滞销产品难以大批量出货。故

而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时，在存货库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库存月作为考虑

因素，是较审慎的做法。 

2020年至 2022 年，公司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占期末存货账面余额的比重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呈现变动趋势一致：即 2020年和 2022年相对较高，2021

年较低（如下表所示）—2022年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占比较 2021 年提高，

反映了 2022 年同行业整体备货较多，造成一定库存积压，风险增大，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金额增加。公司这一比重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系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的产品结构差异所致。 

单位：人民币亿元 

 
汇顶科技 韦尔股份 兆易创新 紫光国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期末存货跌价准备

余额（a） 
1.10 1.34 4.66 7.69 8.96 20.14 1.16 0.92 2.29 0.82 0.80 1.11 

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b） 
7.27 11.09 22.61 60.43 96.77 143.71 8.55 15.41 23.83 9.73 13.03 23.24 

期末存货账面价值 6.17 9.75 17.95 52.74 87.81 123.56 7.39 14.49 21.54 8.91 12.23 22.13 

期末存货跌价准备

余额占期末存货账

面余额比重 

（c）=（a）/（b） 

15% 12% 21% 13% 9% 14% 14% 6% 10% 8% 6% 5%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按库龄、库存月等量化标准设置是合理、

审慎的。 

年审会计师意见： 

执行的核查程序： 

1、询问公司管理层，了解外购专利自购入以来，2022年第四季度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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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艺、研发进展等变化情况； 

2、询问公司管理层，外购专利发生减值迹象的原因及时点； 

3、复核外购专利减值金额计提的准确性； 

4、分析存货跌价准备期后转回或转销情况，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比较

分析； 

5、获取公司存货的库龄、库存月在SAP系统上设置情况，复核期末存货的

库龄、库存月、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外购专利减值迹象发生在 2022年第四季度，前期不存在减值迹象； 

2、终止研发项目后，不会转化为产品商用，也无法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及

研发，对外购专利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年末集中计提情形； 

3、公司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符合行业特性及产品生命周期，存货

跌价准备期后转回或转销的比例较高具有合理性，公司产品结构的差异，会导致

各公司转回及与转销占上期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与本期计提合计的比重不同；

因公司产品应用领域与兆易创新相对接近，故历年趋势趋于一致； 

4、公司库龄、库存月等量化标准设置合理、审慎。 

 

问题2：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2023年2月，公司对外出售全资孙公司恪理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恪理德国）100%股权，交易对价约为5.22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持有待售资产中，恪理德国资产组期末余额为2,250.16万元，扣

除减值准备2,244.72万元后期末账面价值为5.44万元。报告期内公司还对恪理

德国资产组计提商誉减值准备3,933.74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末恪理德国资产组的具体构成，以及该资产

组计提的各类减值准备金额和明细；（2）恪理德国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名称以

及与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控股股东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安排，说明

本次出售前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交易作价是否公允，是否损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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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利益。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请独立董事对问题（2）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末恪理德国资产组的具体构成，以及该资产组计提的各类减值准

备金额和明细 

1、恪理德国资产组的取得 

公司于 2018年，全资并购了恪理德国 100%股权，并取得了恪理德国资产组。

并购后，恪理德国主要向公司提供物联网通信技术研发、专利转让及技术维护等

服务，恪理德国于 2018 年至 2022年完成了NB-IoT芯片基带技术的开发，交付了

基于DSP的硬件系统和软件协议栈。 

2、恪理德国 2022 年期末资产组及各类减值明细具体构成：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流动资产 2,281.43 

长期资产 2,072.41 

其中：无形资产 742.29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742.29 

商誉 3,933.74 

商誉减值准备 -3,933.74 

流动负债 -741.51 

长期负债 -1,362.18 

小计 2,250.16 

转入：持有待售资产 2,250.16 

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 -2,244.72 

持有待售资产净值 5.44 

注：交易对价为 7,500 欧元，人民币交易对价 5.22万元是按交割日汇率折算，人民币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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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是按 2022年末汇率折算 

2022 年期末，无形资产账面余额为 742.29 万元系 NB-IoT 的相关专利和技

术。公司期末对无形资产减值测试后，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724.29 万元，无

形资产账面价值为零。 

2022年期末，公司将恪理德国资产组的账面净资产 2,250.16万元转入持有

待售资产，扣除出售理德国股权的交易对价，计提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

2,244.72万元，持有待售资产账面价值为 5.44万元。此减值实质上是转让给当

地管理团队预计的关闭费用。 

2022 年期末，商誉余额为 3,933.74 万元系 2018 年并购恪理德国交易对价

与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差额形成的。公司期末对商誉减值测试后，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3933.74万元，商誉账面价值为零。 

二、恪理德国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名称以及与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控股

股东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安排，说明本次出售前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

及合理性，相关交易作价是否公允，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一）恪理德国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名称以及与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控

股股东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安排 

恪理德国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为恪理德国的管理层Dr.Matthias Weiss及

Lars Melzer，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其董监高、控股股东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

利益安排。 

（二）说明本次出售前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交易作价是否公

允，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1、说明本次出售前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第四季度，受NB-IoT市场应用不如预期、国际环境等影响，恪理德国

的核心团队成员相继离职，导致后续无法交付实质性研发成果。如果继续持有，

会造成未来年化损失约 3,500万人民币。基于此，公司决定终止恪理德国资产组

经营，该资产组出现了减值迹象。公司聘请的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

价有限公司出具《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财务报告目的所涉及的恪理

德国资产组之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3]第S09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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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122.25 万欧元，低于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考虑

到恪理德国资产组已终止经营，相关核心技术人员已离职，汇顶科技管理层判断

该资产组于并购时产生的既有技术能力于评估基准日已不再具备，无形资产的公

允价值为零且不涉及处置费用，因此对资产组的商誉及无形资产全额确认减值损

失。 

2、相关交易作价是否公允，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通过比较（如下表），

公司决定将恪理德国 100%股权出售给当地管理团队，来实现对恪理德国的处置，

主要优势是处置费用低、关闭速度快、股权交割无后续风险。本次交易于 2023

年 2月完成。 

公司以转让股权方式给当地管理团队来达到关闭恪理德国、快速止损的实质

目的。如上表所示，通过方案 2 转让给当地管理团队预计处置费用 2,357.55 万

元,高于持有待售资产账面余额 2,250万元，因此以 5.44万元作为交易对价是公

允的。综上所述，2022 年第四季度，恪理德国资产组出现减值迹象，公司通过

出售恪理德国 100%股权给当地管理团队实现关闭目的，交易对价 5.44 万元是公

允的，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按资产组账面余额与未来可变现净值差额计提大

额减值是合理的。 

年审会计师意见：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方案 1 

（汇顶科技关闭

恪理德国） 

方案 2 

（转让给当地

管理团队） 

备注 

裁员费用 884.81 884.81  

政府补贴返还 371.15 371.15 

方案 1公司需要延迟到 2024年底才

能启动清盘程序，额外产生 2年的

管理费用 

办公室租约 742.29 445.37 

方案 2通过转让给当地团队可以消

化部分办公面积，减少房租纠纷的

费用负担 

23年 1 月运营

费用 
507.76 507.76 预计费用 

其他大额合同 148.46 148.46  

其他费用 296.92  
方案 1其他费用主要为常务董事费

用、资产管理人聘用费用、律师费 

合计 2,951.39 2,3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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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的核查程序： 

1、获取恪理德国相关的交易合同； 

2、询问公司管理层，了解出售恪理德国的原因背景、交易对方是否与公司

及其董监高、控股股东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安排；交易对价的公允性； 

3、了解恪理德国期后处置情况； 

4、获取恪理德国商誉的评估报告，并进行分析性复核。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恪理德国 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董监高、控股股东等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安排； 

2、基于公司对恪理德国进行出售的对价，对资产组内的无形资产及商誉计

提全额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3、考虑节省处置费用、缩短处置时间及降低处置风险，相关交易作价具有

公允性，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就上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做了如下核查： 

1、与公司管理层、财务部沟通，审阅公司对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文件，了

解恪理德国 100%股权出售事项基本情况、后期处置情况、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及

市场环境情况； 

2、获取恪理德国交易前的运营具体情况、选取交易对方的原因及合理性，

检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经核查，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就上述事项所做的说明。本次交易事项为公司基

于市场环境及业务调整需要所作调整，恪理德国 100%股权交易对方

Dr.MatthiasWeiss、LarsMelzer为恪理德国聘请的当地管理层，上市公司选择其

为交易对方系因考虑最大程度节省费用和缩短闭环时间、降低风险，其与上市公

司及其董监高、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安排的情形；同时公司在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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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节省处置费用、缩短处置时间及降低处置风险的前提下以 5.44 万元作为

本次交易对价，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相关交易作价具有公

允性，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问题3：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17.95亿元，同比增长

84.23%；存货占总资产比重为19.05%，同比增长9.96个百分点。其中，委托加

工物资、半成品期末账面价值分别为10.16亿元、4.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1.11%、403.30%。前期公告显示，公司将所有在外单位进行晶圆测试、封装测

试、烧录测试、组装等环节的物资计入委托加工物资，且在各加工环节流转中

减少非必要入公司库，故其规模较大。 

请公司补充披露：（1）半成品的具体内容及其与委托加工物资的差异，说

明半成品期末账面价值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前期委托加工物资相关信

息披露是否一致；（2）结合市场竞争格局、供需变化等，说明报告期末公司存

货规模及其占总资产比重大幅上升的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

及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2）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半成品的具体内容及其与委托加工物资的差异，说明半成品期末账面价

值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前期委托加工物资相关信息披露是否一致 

半成品与委外加工的区别为状态不同，公司半成品为已完成上一道加工工序，已

结算上一道工序加工费，入公司半成品仓，但尚未进入下一道工序的存货；委外加工

物资是已入委外加工厂，处于加工或待加工状态，未完成加工或未结算加工费的存货。 

公司 2021年至 2022年半成品按类型如下表列示。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半成品分类 2021年 2022年 

封装中芯片 0.06 0.26 

已测试晶圆 0.83 4.31 

其他加工过程 0.02 0.01 

合计 0.91 4.58 

2022 年公司半成品增长主要为已测试晶圆类别的增长。受 2021 年度市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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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的影响，为赢得晶圆厂优先产能，公司在 2021年四季度、2022年一季度、2022

年二季度向晶圆厂按未来的预计量下晶圆订单，后续消费类电子市场环境变化，实

际出货量大幅度低于预计量。公司晶圆入原材料库后，需要外发进行晶圆测试，完

成测试后入半成品仓并结算加工费，正常情况会根据需求转入下一步加工工序。但

由于实际订单量小于预计量，导致进入下一加工工序形成委外加工物资的时间相应

拉长，因此“半成品”占比相对增加，“委外加工物资”占比相对下降。这一变化

反映了市场需求下降对公司存货结构的影响，具备合理性，公司存货分类规则未发

生变化，与前期披露一致。 

二、结合市场竞争格局、供需变化等，说明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规模及其占总

资产比重大幅上升的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及原因 

（一）结合市场竞争格局、供需变化等，说明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规模及其占

总资产比重大幅上升的合理性 

近年来，公司所处行业的竞争格局、供需变化情况如下： 

1、市场竞争格局 

公司处于集成电路行业，收入主要来自于指纹业务，其中屏下光学指纹产品

贡献占比较大。随着技术和市场的日益成熟，市场上的生物识别方案越来越多，

主要有电容指纹、屏下光学指纹、超声波指纹、面部识别等，市场竞争愈加激烈，

同时，屏下光学指纹市场接连有竞争对手进入，屏下光学指纹方案的价格竞争愈

发激烈，产品整体单价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导致公司指纹产品的收入及毛利率

均呈下降趋势。 

2、供需变化 

公司产品大部分依赖于智能手机市场，且客户较为集中于手机客户，市场需

求及客户需求下降，且部分重要客户受到国际形势的冲击，导致对部分重要客户

的收入下降。受前期全球晶圆产能紧缺的影响，芯片行业为保证供应链安全以及

未来的预计进行备货，由于销售不及预期使得 2022 年末库存量大幅增加。根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2022年国内手机市场整体出货量累计 2.72 亿部，同

比下降约 22.6%；据IDC报告，2022年PC市场出货量 2.92亿台，同比下降 16.5%。 

综上所述，受市场竞争加剧、下游客户需求放缓的影响，公司产品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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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42.59%，生产量大于销售量是由于公司采用Fabless运营模式的相对较

长的供应链周期以及 2022 年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放缓造成的反映不及时所致，报

告期末存货数量增加主要系消费电子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导致的存货积压。 

期末存货规模的大幅上升，使得公司的 2022年度的存货周转率由 2021年度

的 3.72次下降至 1.31次，2022年度的周转天数由 2021年度的 98天上升至 278

天。 

（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及原因 

报告期末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规模及其占总资产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公司名称 存货规模 存货增长比例 存货占总资产比例 

兆易创新 21.54 48.65% 12.94% 

韦尔股份 123.56 40.71% 35.11% 

紫光国微 22.13 80.94% 14.44% 

平均值 55.74 56.77% 20.83% 

汇顶科技 17.95 84.23% 19.05% 

注：上表存货规模系存货账面价值。 

如上表所示，公司存货规模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19.05%，基本与行业平均水

平相当；公司存货增长比例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主要系公司对消费电子的依赖高，

公司按 2022 年的预计量下单晶圆，但后续消费类电子市场下滑严重，实际出货量大

幅度低于预计量，造成存货的增长。同行业可比公司亦同样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存货

增长，无明显差异。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执行的核查程序： 

1、对存货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进行了解、评价和测试，以评价

存货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合理、有效； 

2、对存货执行采购计价测试、发出计价测试； 

3、对存货实施监盘并执行函证程序，检查存货的数量、状况，详情如下： 

（1）存货的监盘金额为 117,858.61万元，监盘比例为 52.12%； 

（2）2022 年末委托加工物资的发函对应金额为 115,625.66 万元、发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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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金额占期末委托加工物资余额比例为 92.13%,回函金额为 115,625.66 万

元、回函对应金额占委托加工物资余额的比例为 92.13%； 

2022 年末存放在第三方的存货发函对应金额为 67,645.66 万元、发函

对应金额占期末存放在第三方的存放余额比例为 100.00%，回函金额为

67,645.66万元、回函对应金额占存放在第三方存货余额的比例为 100.00%； 

2022年末发出商品发函对应金额为 1,633.47万元、发函对应金额占期

末发出商品比例为 98.09%，回函金额为 1,589.16万元，回函对应金额占发

出商品期末余额的比例为 95.43%。 

（3）针对半成品监盘以及函证情况：2022 年末针对半成品执行监盘金额系

53,347.90 万元，占 2022 年末半成品账面余额的 100.00%；2022 年末针对存放

在第三方的半成品执行函证程序，函证金额系 49,067.95 万元，占 2022 年末半

成品账面余额的 91.98%。 

4、对主要供应商的采购额及应付账款余额进行函证，其中：采购额发函金

额 282,496.96 万元，发函对应金额占存货采购总额的比例 91.95%，回函金额

277,581.37 万元，回函对应金额占存货采购总额的比例 90.35%；应付期末余额

发函金额为 18,669.76 万元、发函对应金额占应付账款期末余额的比例为

93.09%，回函金额为 16,501.33万元、回函对应金额占应付账款期末余额的比例

为 82.28% 

5、询问公司管理层，了解期末存货规模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6、将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规模及其占总资产比重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

行比较分析。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受市场需求放缓影响，主要是消费电子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使得公司期末存

货规模及其占总资产比重大幅上升，具有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

差异。 



第 16 页 

 

问题 4：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将长期股权投资中的联营企业深圳市航顺

芯片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顺芯片）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该项投资期

初余额为 0.68 亿元，转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后期末余额为 2.30 亿元，主要

以最近外部投资者入股价并考虑一定流动性折扣作为估值依据。报告期内公司确

认 1.27 亿元权益法核算的投资转金融资产产生的投资收益。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对航顺芯片持股比例、董事席位等的变化情况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对该项投资重分类的依据，说明对其丧失重大影响的判断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流动性折扣的确定依据和估值定价的公允

性分析，确认相关投资收益的合理性，是否存在调节利润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对航顺芯片持股比例、董事席位等的变化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对

该项投资重分类的依据，说明对其丧失重大影响的判断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公司与航顺芯片及其股东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签订增资协议书，增资完成

后，公司持有航顺芯片 10%的股权。因协议约定拥有推举一名董事的权利，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委派一名董事，即公司能对航顺芯片实施重大影响，按《企业会

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其进行会计处理。 

航顺芯片经过多轮融资，公司没有进行同步增资，截止 2022 年 6 月公司对

其持股比例下降至 8.42%。根据投资协议，持股比例变化客观上不会导致公司无

权推选董事。但公司管理层结合公司及航顺芯片的发展计划，后期不排除视航顺

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股份转让的可能性。故经慎重考虑后，公司决定不再委派董事

及放弃推举董事的资格,自此公司不具有向航顺芯片委派董事及推荐董事的权

利。公司已于 2022 年 6月 15日与航顺芯片签订不具有派董事权利的补充协议。

因公司不再对航顺芯片实施重大影响，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对其进行会计处理，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考虑到其流动性，将其列报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将丧失重

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以上处理符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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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流动性折扣的确定依据和估值定价的公允性分析，确认相关投资收益的

合理性，是否存在调节利润的情形 

公司将航顺芯片分类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航顺芯片是非上市公司，其股

权不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以最近外部投资者入股价并考

虑一定流动性折扣作为估值依据。公司以航顺芯片在 2022年 6月融资的投资协

议中的投前估值为依据计算公允价值，合理且公允。流动性折扣并不存在一个绝

对标准，SEC机构投资者研究（Institutional Investor Study）交易所上市公

司以及未报告的场外交易市场公司股票转让价格的对比研究表明，流动性对股票

价格有较大影响，折价水平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 25.6%和 24%。同时根据安永提

供的相关报告，行业经验值的流动性折扣在 20%到 30%。在分类为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时，公司确定流动性折价水平为 25%，符合市场水平。 

公司依上述方法确认丧失重大影响之日的投资收益及后续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调节利润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通过独立第三方网站查询航顺芯片的工商信息，了解其股权及董事变更

情况； 

2、获取公司对航顺芯片股权变动情况、公司放弃董事权利内部流程； 

3、询问公司管理层不再对航顺芯片实施重大影响的原因； 

4、获取公司与航顺芯片签订不具有派董事权利的补充协议； 

5、对航顺芯片的财务总监进行访谈； 

6、获取丧失对航顺芯片重大影响时，其外部股东增资的协议、股东会决议

等资料，复核投资收益金额的准确性； 

7、复核流动性折扣的确定依据和分析估值定价的公允性。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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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公司对航顺芯片持股比例下降，不再具有向航顺芯片委派及推荐董

事的权利，对其丧失重大影响的判断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公司以最近外部投资者入股价并考虑一定流动性折扣作为估值依据，确

认丧失重大影响之日的投资收益具有合理性且估值定价公允，不存在调节利润的

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