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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23,000 万元（含 123,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预计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触控显示模块一体化项目——智能穿戴项目 129,913.64 123,000.00 

合计 129,913.64 123,000.00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将

募集资金投入上述项目；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项目总投

资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

况以自筹资金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和程序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一）全球智能穿戴市场快速发展，空间广阔 

近年来，全球智能穿戴市场快速增长。智能可穿戴设备是手机之外重要的电

子交互产品，是可直接穿在身上或整合到衣服、生活配件中，并且可以通过软件

支持和云端进行数据交互的设备。目前，智能穿戴设备主要包括智能手环、智能

手表、智能服饰、智能眼镜等。当前智能可穿戴设备多以手机辅助设备呈现，手

环和手表占据主要市场。随着功能和体验不断升级，便捷性和实用性不断提升，

智能穿戴设备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市场快速增长。依据 Frost & Sullivan

的数据，2014 年到 2016 年，全球智能穿戴设备出货量从 0.29 亿台增加到 1.03

亿台；2017 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出货量达 1.33 亿台，比上一年同比增长 29%
1。

按出货量统计，中国已于 2015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穿戴设备市场。 

                                                             
1数据来源：广发证券研究报告《华米科技，乘小米产业链东风，踞智能可穿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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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全球智能穿戴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智能穿戴技术应用场景

正在重新定义个人与设备、个人与互联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智能穿戴

设备实现与用户交互和数据收集，让更广泛和更多元化的数据的聚合和分析成为

可能，有利于产品创新。而不断改进的设备硬件、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所驱动的

快速扩展的应用场景，进而促进了产品的创新。随着智能穿戴设备的不断创新，

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人们对健康、时尚、便捷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

以及与智能穿戴设备相连接的物联网设备的出现和普及，全球智能穿戴市场未来

将会保持快速增长。依据 Frost & Sullivan 的预测，到 2021 年，全球智能穿戴设

备出货量预计将由 2017 年的 1.33 亿台增长至 2.82 亿台，未来四年复合增长率预

计为 21%；市场规模预计将由 2017 年的 208 亿美元增长至 462 亿美元，未来四

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22%
2。 

（二）柔性 OLED 在智能穿戴设备的渗透率不断提高 

全球智能穿戴市场的快速发展的同时，柔性 OLED 在智能穿戴设备的渗透

率不断提高。由于 OLED 屏幕具有低功耗、柔性、超轻薄、更清晰的特有优势，

OLED 更加适合智能穿戴设备的应用环境，目前主流智能手表已逐步采用 OLED

触控显示屏。如 Apple 和 Samsung 两款标杆性智能手表均采用 AMOLED 面板，

促使 AMOLED 面板引起市场强烈关注；此外，Moto360 智能手表、华为 watch、

LG G watch R 智能手表、中兴 AXON WATCH 等主流产品均采用 OLED。根据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数据，OLED 触控显示屏在智能穿戴设备市场的渗透率将从

2017 年的 70%持续提升至 2021 年的 92%
3。柔性 OLED 产品相对于硬屏产品而

言，更加轻薄、耐撞击、不易破碎、便于携带，能够更好地适应穿戴设备的特殊

设计要求，因而更加符合智能穿戴设备需求。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在智能

穿戴设备上的应用也将不断增多。依据 IHS 的预测，柔性 OLED 的市场规模将

由 2016 年的 37 亿美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155 亿美元4。随着全球智能穿戴设备市

场的快速发展，智能穿戴柔性 OLED 触控显示屏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市场前

景广阔。 

                                                             
2数据来源：广发证券研究报告《华米科技，乘小米产业链东风，踞智能可穿戴龙头》。 
3数据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报告《京东方 A（000725.SZ）：成都量产，柔性 OLED 卡位，关注良率爬坡带

动业绩高弹性》。 
4 数据来源：IHS《柔性显示屏市场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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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的行业竞争格局及主要企业情况 

柔性 OLED 显示面板的已建成产能主要分布于韩国企业，中国大陆及中国

台湾的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截至 2017 年末，全球主要柔性 OLED 面板产能仍集

中于韩国三星和LG。根据已公布的全球主要OLED面板厂商投资情况，截至 2017

年末，已实现量产或投产的柔性 OLED 面板生产线及设计产能包括，4.5 代线 34

千片/月、5.5 代线 205 千片/月、6 代线 138 千片/月5，已实现量产或投产的产能

简单加总为 377 千片/月，其中 231 千片/月的产能由三星掌握，其他产能分布于

LGD
6、JDI、京东方、天马、友达、鸿海等面板厂商。 

在柔性 OLED 显示面板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专门从事柔性 OLED 触控

显示模组的生产企业尚不多，市场机遇巨大。全球触控显示模组生产厂商主要集

中于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主要技术、关键零组件和原材料基本掌握在日本、韩

国厂商手中。随着国外显示面板厂商加快技术移植和产业转移的步伐，国内触控

显示模组企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国内触控显示模组企业的竞争优势

主要建构在 LCD 领域，专门从事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的生产企业尚不多。

除显示面板企业自建的触控模组生产企业或部门外，国内外主要触控模组生产企

业如 TPK
7、业成控股（GIS）8、信利国际9、欧菲科技、合力泰等仍主要以 LCD

触控显示模组为主，尚未发力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领域。韩国三星、LG 等

显示面板企业为防止 OLED 相关技术外溢，其生产的柔性 OLED 面板，主要由

其自身集团内生产企业或部门进行触控模组的贴合组装，很少与第三方进行合

作。在与日本知名面板企业多年合作的基础上，东莞德普特通过实施本次募投项

目布局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将有利于公司取得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

领域的先发优势，把握未来市场机遇。 

未来，随着柔性 OLED 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国内外各大显示面板生产企业

                                                             
5 4.5 代线一般指生产尺寸为 730mm×920mm 面板的生产线，5 代线一般指生产尺寸为 1100mm×1300mm

面板的生产线，6 代线一般指生产尺寸为 1500mm×1850mm 面板的生产线，大尺寸面板需切割为多片小片

后进一步用于生产不同尺寸的触控显示模组产品。 
6 LGD，即 LG Display，LG 显示公司，是韩国 LG 集团内从事显示面板业务的子公司。 
7 TPK Holding Co., Ltd.，2005 年设立并于 2010 年在台湾上市的企业，下属多家子公司从事触控应用产品的

研发制造及销售，为全球重要的触控显示模组生产企业。 
8 业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Ceneral Interface Solution Holding Limited，2011 年设立并于 2015 年在台湾上市

的企业，主要生产手机、平板电脑触控显示模组产品，为全球重要的触控显示模组生产企业。 
9 信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设立并于同年在香港上市，目前主要生产液晶显示器产品及电子消费产

品，为全球重要的触控显示模组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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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大了对柔性 OLED 面板产线的投资力度。随着柔性 OLED 面板产能的

不断增加，技术不断成熟，为之配套的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将会迎来较大

的发展机遇。截至 2017 年末，正在建设中的柔性 OLED 面板生产线及设计产能

包括，5.5 代线 11 千片/月、6 代线 620 千片/月，正在建设中的产能简单加总为

631 千片/月10，接近已实现量产或投产产能的两倍。随着柔性 OLED 面板产能的

迅速扩大，对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的配套能力需求将大量增加，柔性触控

显示模组市场将面临难得的市场机遇。 

综上，随着供给端柔性 OLED 面板产能的逐步增加，需求端柔性 OLED 触

控显示屏在消费电子产品中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必然给柔性触控显示模组行业带

来更多机会。公司子公司东莞德普特作为触控显示模组生产企业，凭借自身技术、

客户和管理等方面的基础和优势，抓住市场机遇，加快对柔性 OLED 触控显示

模组领域的业务布局，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具有可行性。 

（四）公司具备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相应储备、业务基础及未来规划 

本次募投项目是公司主营业务的有效延伸，是公司在中小尺寸触控显示一体

化业务现有的技术、管理和客户等基础上，建设智能穿戴设备用 OLED 触控显

示模组生产线，丰富中小尺寸触控一体化业务板块产品种类和应用范围。 

1、技术储备和基础 

触控显示模块一体化项目-智能穿戴项目由公司子公司东莞德普特组织实

施。东莞德普特是国内从事中小尺寸触控显示模组的优秀供应商，经过在中小尺

寸触控显示模组领域的多年积累，不仅在 TFT 中小尺寸触控显示模组领域具有

显著优势，也掌握了成熟的硬屏 OLED 产品生产技术，并实现批量出货。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产品为应用于智能穿戴设备的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

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在技术、工艺等方面与现有中小尺寸 LCD 的触控显示

模组，以及硬屏 OLED 触控显示模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比如均需要切割、偏

光片贴附、邦定、贴合等工序，且工艺技术具有一定联系性。东莞德普特的经营

管理团队和研发制造团队在多年触控显示模组生产基础上，掌握了 COF 邦定、

                                                             
10 数据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报告《京东方 A（000725.SZ）：成都量产，柔性 OLED 卡位，关注良率爬坡

带动业绩高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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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切割和异形切割等关键技术，并且形成了高精密封装水平，对产品过程管理

和良率控制能力较强。此外，东莞德普特与国际主要面板厂商等客户合作多年，

针对客户需求和下游主要客户偏好在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产品技术上进行

了一定的准备。 

2、人员和管理方面的储备和基础 

东莞德普特经过多年发展，建立起一支在中小尺寸触控显示模组领域经验丰

富的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团队，团队主要成员行业经验丰富、忠诚度高，对中小

尺寸触控显示模组产品的市场发展、研发、生产和销售有着深刻地理解。经过多

年积累，东莞德普特依托成熟的团队建立了一套与中小尺寸触控显示模组产品生

产相适应的技术、质量、过程控制等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良率，从而实现较好的盈利水平。 

3、客户方面的储备和基础 

通过在中小尺寸触控显示模组领域的多年发展，凭借过硬的技术和良好的品

质，东莞德普特与国内外主要面板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其直接客户

包括 JDI、京东方、天马等，产品最终应用于华为、OPPO、ViVO、小米等高端

手机品牌。东莞德普特积极寻求由以 Buy and Sell 为主的经营模式向 Buy and Sell

和 ODM 并重发展，积极开发并与华为、步步高、小米等终端消费电子产品生产

企业建立了良好关系。 

4、未来规划 

经过多年来高效益的内涵增长和高质量的外延拓展，公司围绕主业，成功打

造了触控显示一体化高端制造产业链。未来，公司将依托产业链优势，继续专注

于拓展中高端触控显示一体化业务的市场战略，在优势业务板块进一步挖掘市场

潜力、巩固优势地位；同时紧紧把握触控显示领域细分市场发展方向，从应用相

对成熟的智能穿戴设备用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入手，逐步加大柔性 OLED

触控显示模组的业务布局，适时拓宽 OLED 触控显示模组的应用领域，进而沿

OLED 产业链进行纵向延伸，深度参与 OLED 市场机遇。 

对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在技术、人员和客户资源等方面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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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储备和业务基础，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把握触控显示行业细分领域发展

机遇，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一）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坚定实施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是专业从事触控显示关键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坚定实施“积极打造触控显示一体化高端制造产业链、积极服务触显独角兽客户

群”的业务战略，以触控显示一体化为核心走平板显示材料专业化发展道路。面

对触控显示行业细分领域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公司将充分利用产业链、工艺、

技术、客户等优势，坚持以市场需求、客户需求为导向，以品质求生存，以科技

创新和工艺提升为动力，不断强化触控显示一体化研发和制造能力。本次通过发

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于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智能穿戴设备柔性 OLED 触控

显示模组项目，有利于把握触控显示行业细分领域发展机遇，推动实施公司发展

战略。 

（二）夯实公司产业链优势，培育公司盈利增长点 

经过多年来高效益的内涵增长和高质量的外延拓展，公司围绕主业，成功打

造了触控显示一体化高端制造产业链。未来，公司将依托产业链优势，继续专注

于中高端触控显示一体化业务拓展的市场战略，在优势业务板块进一步挖掘市场

潜力、巩固优势地位；同时紧紧把握触控显示领域细分市场发展方向，积极创新、

把握机遇，培育盈利增长点。 

投资于触控显示模块一体化项目——智能穿戴项目系基于智能穿戴 OLED

触控显示模组未来巨大的增长潜力。公司通过触控显示模块一体化项目-智能穿

戴项目的投资建设，从 OLED 应用相对较成熟的智能穿戴设备入手，加强对柔

性 OLED 显示模组的业务布局和投资力度，加大在 OLED 触控显示领域的技术

研发投入，形成在 OLED 触控显示领域的工艺、人才、客户资源储备。未来，

随着 OLED 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技术工艺逐渐成熟，公司将进一步加大 OLED

触控显示领域布局，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 

（三）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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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项目实施后，将

以智能可穿戴 OLED 触控显示模组为切入点，逐步布局 OLED 触控显示模组市

场，捕捉市场未来发展机遇，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的整体技术水平，

进而巩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有效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增

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扩大盈利规模，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的

长期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公司子公司东莞市德普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普特电子”）

组织实施。依托公司德普特电子触控模组客户资源和技术基础，紧跟智能穿戴设

备市场机遇，新建厂房约 58,492.8m
2，建设 OLED 触控显示屏一体化全贴合生产

线，并购置相应的检测仪器、动力辅助设备等配套设施，项目达产后形成年产

2,400 万台智能穿戴设备触控显示模组的生产能力。 

2、建设内容 

本项目总投资 129,913.64 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 123,000.00 万元。本项

目在公司子公司德普特电子现有厂区内新建厂房约 58,492.8m
2，建设 OLED 触控

显示屏一体化全贴合生产线，并购置相应的检测仪器、动力辅助设备等配套设施，

项目达产后形成年产 2,400 万台智能穿戴设备触控显示模组的生产能力。 

3、项目投资概算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固定资产投资合计 123,727.27 

123,000.00 1.1 建筑工程费用 8,000.00 

1.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 115,727.27 

2 铺底流动资金 6,18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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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投资 129,913.64 123,000.00 

4、项目实施进度 

本项目建设期为 12 个月，包括从项目前期准备、工程设计、建筑工程施工、

设备选型与购置、设备运输与安装调试、试运行及验收等过程。 

5、项目选址 

项目选址在公司子公司德普特电子东莞市大岭山镇大片美村现有厂区内新

建厂房约 58,492.8m
2，占地面积约为 11,600m

2。 

6、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为 12 个月，建成投产后预计首年可达到设计产能的 80%，以

后各年预计可达到设计产能的 100%，完全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57.18 亿元，净利润 1.50 亿元，投资回收期约为 5.33 年（不含建设期），财务内

部收益率可达 15.51%，预期经济效益良好。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触控显示模块一体化项目-智能穿

戴项目”，经德普特电子申请，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取得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出

具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项目编号：2018-441900-39-03-002710）；

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取得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东莞市德普特电子触控

显示模块一体化项目-智能穿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东环建[2018]2119

号）批复文件。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主要生产触控显示关键器件并提供相关精加工服务，具体包括中大尺寸

轻薄型一体化（包括 ITO 导电玻璃、触控 Sensor、触控模组、TFT 面板减薄、

中大尺寸一体化模组）和中小尺寸触控显示一体化（包括中小尺寸触控显示一体

化模组）两类，并建立了行业内领先的竞争优势。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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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于建设触控显示模块一体化项目-智能穿戴项目，是公司在现有主营

业务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前布局智能穿戴 OLED 触控

显示模组，形成人才和经验积累，并以此为切入点，逐步拓展 OLED 触控显示

模组的应用。通过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保持并扩大公司在核心领域的竞争优势，

紧跟市场最新需求，完善公司产品链条，提升对客户的服务能力，把握未来发展

机遇，进而提高公司的竞争实力、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随着未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实现转

股，公司负债规模将逐步下降，净资产规模将逐步上升，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

本次发行是公司保持可持续发展、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的重要战略措施。由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释放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次发行后，若投资者迅速行使

转股权利，可能导致公司在短期内存在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的风险；但长期来看，随着公司资金实力和经济效益的增强，未来公司营业收入

和盈利能力将会得到较大提升，最终为公司和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 

七、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加强和扩

大核心业务优势，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投资项目具有

良好的效益。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

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是可行的、必要的。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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