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31                                            证券简称：英唐智控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现场参观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路演活动 

□新闻发布会            ■  其他（电话交流会） 

参与单位及人

员 

德邦证券： 陈海进 、陈蓉芳 、陈妙杨                                          

招商基金： 张潇潇、阳宜洋、范刚强 

国泰基金： 李林珈、智健、张阳 

民生加银基金： 孙金成、朱辰喆 

南方基金： 曹群海 、萧嘉倩 

信达基金： 万科麟 

万家基金： 武玉迪 
建信基金： 郭帅彤 

申万菱信： 周小波 

泰达宏利： 赖庆鑫 

鹏华基金： 董威 

申菱基金： 卜忠林 

中邮基金：  李培炎 

泰康基金： 李晓金 

前海开源基金： 张浩 

华商基金： 彭雾 

普行资产： 姚占领 

时间 2022-9-14  10:00–11:00 

地点 电话交流会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胡庆周 

英唐极光执行董事、战略规划部负责人：刘林 

董事会秘书：李昊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本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涉及的未来经营计划、预测是公司基于

目前的行业、市场环境制定的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判断，并不构成业绩承

诺，敬请投资者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

间的差异。） 

一、介绍公司上半年基本经营情况介绍及未来展望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元器件分销，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以及其他电

子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软件研发、销售及维护等业务。 



 

（1）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 

公司在电子分销领域深耕近三十年，凭借产品线丰富程度及行业规模

处于了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业务涵盖 PC/服务器、手机、家电、公共设施、汽车、工业等多

个行业，各个细分行业的 top10 客户已全部覆盖，公司自 2017 年以来采

用大客户战略，建立了较强的客户粘性，并能紧密的把握客户变化。伴随

着上述行业的高速成长和优质的客户资源，公司逐渐成为国内电子分销领

域内生增长能力较强的电子分销商。 

公司依托控股子公司信息化平台，提前掌握行业情况，快速适应市场，

从去年一季度开始逐渐降低手机等消费电子的安全库存，同时，加大了对

产品线和客户的优化力度，分销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得益于新能

源行业的持续发展，公司在汽车电子及电子材料的细分市场，销售额较去

年同期均有大幅增长。在分销业务模块，公司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为企

业经营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 

（2）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以及其他电子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

售 

截至 8月底，公司研发人员占比 23%，预计年底研发人员的占比将超

过 25%，并已取得多项研发专利技术。这也代表了公司的整体的变化，研

发业务会是公司的重点。 

公司控股子公司英唐微技术专注于光电转换和图像处理的模拟 IC 和

数字 IC 产品的研发生产，在 MEMS 振镜相关领域拥有丰富的研发经验，并

拥有 6英寸晶圆器件产线。 

英唐微技术第一代 MEMS 振镜产品已经实现小批量应用，公司基于第

一代 MEMS 振镜的压电加磁性技术，计划加入缩小化技术，使产品体积更

小，具有更丰富的应用场景。不仅能应用在激光雷达领域，还能应用在消

费类电子领域，包括 AR 眼镜、HUD、微投影仪等。英唐微技术开发的应用

于车载 LiDAR（激光雷达）的 MEMS 振镜（CG0006AR）第二代产品，已于

2022 年 7 月开启送样，并预计在 4级自动驾驶车辆中投入实际使用。MEMS

振镜完成车厂验证的时间周期是一年到一年半，预计明年下半年有望陆续



 

出现批量订单。 

 

二、提问交流环节： 

1、三年到五年以后，公司的规划及展望 

从 2019 年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公司发展基本按照制定的目标逐步

落地。实现了对原有业务的优化整合，调整了人员结构，为公司转型提供

了坚实基础。 

公司自主开发的企业管理系统为公司电子分销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

并购标的业务整合以及未来半导体生产制造业务的导入奠定了坚实的系

统基础。经过几年的努力，公司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路线、产品规划已经

逐渐清晰，未来主要还是围绕汽车电子，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这一领域的电

子产品，大力发展公司业务。例如围绕汽车电子开发的第二代 MEMS 振镜

产品，目前已经进入送样阶段，并将逐步推动最终的产业化落地。 

按照目前的趋势，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产销持续呈现高速增长，国内汽

车行业未来会有很大的空间。目前单台车的芯片使用量在二至三千，预计

到 2028年，随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以及网联化程度提高，芯片使用量

将呈现数倍增长的趋势，市场容量极大。 

公司目前的技术整合与产品规划已告一段落，根据市场未来的发展方

向，公司将尽快完成产线落地，满足未来 5-10 年的发展需求，最终形成

以电子元器件渠道分销为基础，半导体设计与制造为核心，集研发、制造

及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半导体 IDM 企业集团。    

未来一段时间，公司努力推动国内硅基和碳化硅基的混合产线建设计

划的落地。等日本子公司新产品在工艺、技术方面成熟并大规模生产后，

将逐步实现国产化生产。 

总体来说公司按照 2019 年开始确定的转型目标一步一步坚定的往前

走。 

2、对于日本英唐微技术的整合及想法？  

公司目前持有英唐微技术的股权比例为 55%，该公司在半导体研发方

面技术积累深厚，且研发和工艺团队稳定，经验丰富，为方便后续管理，



 

公司不排除在适当的时候对剩余股权进行收购。 

自今年上半年日本放开疫情的入境管制措施后，公司陆续派遣了核心

骨干人员前往日本英唐微技术，从技术、管理、业务等方面对其加深整合，

并针对公司最新的 MEMS 振镜募投项目的实施、国内外市场拓展布局做出

了进一步规划。 

3、MEMS 振镜的客户方面的进展，不同应用场景有多少客户落地？

MEMS 振镜在激光雷达、投影仪的价值量有多少？ 

针对 MEMS 振镜产品，公司正在与多方国内客户进行洽谈，一方面是

车载激光雷达领域的 MEMS 振镜客户，另一方面是激光投影领域的 MEMS 振

镜客户。目前正在针对具体产品结合、过程开发需求进行对接当中，进展

较为顺利。公司将尽最大努力加快产品的验证和最终导入进程。由于目前

还处于前期的洽谈过程，接洽的激光雷达和激光投影等领域的客户可实现

的销售规模，在产品验证通过后方可较为准确的估计。 

4、MEMS 振镜其他激光雷达厂商在布局，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MEMS 振镜产品的研发制造除了需要成熟的半导体制造工艺外，还需

要电磁和光学技术的配合，在设计和工艺制程上都有较高的技术门槛。日

本子公司英唐微技术一直专注于光电转换和图像处理的模拟 IC 和数字 IC

产品的研发生产，在 MEMS 振镜相关领域拥有 11年的研发经验，并形成了

14 项专利技术。其第一代产品已经实现小批量销售，第二代产品已经启

动送样检测工作，第二代 MEMS 振镜产品较第一代产品具有影像清晰度和

稳定性更高、视野角度更宽、体积更小的特点优势。 

国内大多同类型厂商，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公司 MEMS 产品凭借英唐

微技术丰富的研发经验和成熟的制造工艺，已经具备了先发优势。 

5、公司未来收购方向有哪些？ 

公司目前的研发技术整合工作将暂告一段落，经过这几年的转型布

局，公司初步具备了在半导体设计、制造方面的能力，再结合原有客户及

渠道资源，公司在半导体芯片领域研发、制造、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已经初

步搭建。未来公司将继续围绕汽车电子产品，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这一

领域的芯片产品，同各方产业伙伴展开深入合作。 



 

  

 

6、成立英唐极光微是什么考虑？有何规划？ 

该公司的设立主要为了独立高效的推动 MEMS 振镜募投项目。同时考

虑到 MEMS 振镜产品技术研发和市场导入门槛较高，公司也计划将英唐极

光打造成为产业平台，在保证募投项目按照既定方案顺利实施的前提下，

在未来择机引入激光雷达、激光投影、AR/VR等产业领域的合作伙伴，通

过股权和产业融合的形式，共同推动项目未来进一步的开发及产业化推

广。 

 

 

接待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保证信息

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

情况。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2 年 9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