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6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中金公司肖雪杨、东方证券杨震、山西证券王志杰、岭北资

本刘玉红、泽铭投资安晓东、泽嘉投资邓琳瀚、汇丰前海证

券胡若琳、雅策投资黄鹤翔、北京长兴投资黄尚、深圳赛硕

基金黄士栩、前海美银互联基金季龙、珠海尚石投资贾鹏

飞、浙江银万斯特投资李刚、中天证券梁鹏、北京中教创联

投资刘磊、国华人寿刘翔宇、宁波锦合投资刘宇、贵山财富

投资毛程霖、红孩尔私募毛鸣松、北京长兴投资邱建伟、小

马投资基金史德志、广东融昊资产锁智明、国诚投资咨询魏

岗、上海昶享资产徐幸福、鼎福祥资产周洪才、上海泊通投

资庄臣、京晟投资贾金兴共 27位机构投资者 

时间 2022年 11 月 3日 下午 15：00-16：00 

地点 线上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何俊丽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王美娇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一、首先由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

会秘书何俊丽对公司发展历程、“一体两翼”战略以及核心

竞争力进行简要介绍，并就公司智慧交通、泛半导体以及产

业数智化三大业务的经营情况进行详述。 

众合科技 2022 年 1-3 季度主要经营情况： 

智慧交通业务方面，在夯实专业领域的业务根基的基

础上，融合数字技术，实现轨道交通专业领域数字化和智能

化，以此构建平台化与生态化，实现跨专业、跨领域的交通

数智化。 

泛半导体业务方面，公司泛半导体产业实现“一个核

心、多个两点”的布局，力求在做强核心半导体单晶硅材料

基础上，顺延至关键领域涉及的半导体产业链积极拓展产

品边界，打造有特色、自主可控、可持续的泛半导体核心竞

争力。子公司浙江海纳凭借优良的产品品质和高客户粘性，

在 3-8 寸中小尺寸半导体单晶硅材料领域形成了良好的竞

争优势，且订单形势和发展前景较好。继 2022 年 6月完成

股份制改制之后，拟申请挂牌新三板。 

产业数智化方面，公司以“提供智能化的数据产品与服

务，实现价值发现与共享”为发展数智业务的使命，围绕以

机电控制为核心，提升生产效率的业务逻辑，通过深化一苇

数智平台和工业数字化平台等产品的研发，深入理解行业

业务逻辑，不断挖掘存量轨交场景、探索新的工业场景的深



度和潜力，构建大交通领域和工业领域的数智业务生态圈，

拓展多个数字化、智能化业务新场景，打造软硬件融合的智

能化模块核心能力。在 2022年产业数智化业务战略元年即

从多个不同场景撕开了突破口，如最近中标 12,988.1210万

元的杭州 NCC项目。 

 

二、回答投资者提问 

1、请问 20 大会议精神对公司有何意影响和意义？ 

答：公司作为成立 23年的企业，已形成了智慧交通、

泛半导体、产业数智化三大业务群，构建起“产业数智化赋

能”与“智慧交通+泛半导体”紧密结合的“一体两翼”

发展战略。三大战略方向均为二十大精神当中国家未来重

点发展的领域。未来，公司在半导体产业链国产化、安全控

制芯片的国产化、交通数字化治理和四网融合多制式调度

指挥数字化、无人驾驶、工业大数据、智能感知、数字孪生

等行业前沿研究领域发力，构建起扎实的数智化产业格局，

推动业绩稳健增长。 

 

2、公司三季度轨道交通业务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

么？是受疫情影响，还是产品交付确认周期影响？在这块

业务上全年的营收水平怎么预计？ 

答：轨交业务的收入主要受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

且不同城市的不同订单毛利和交付节奏不同。尽管今年轨

交建设在阶段性上有一定程度上的下滑，但基于长远来看，

轨交作为城市建设和交通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的开

标也必不可少，因此整体来看今年是阶段性的下滑，公司对

智慧交通板块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3、目前在半导体领域团队已经取得哪些方面的业绩？

未来的规划如何？请具体谈一下，谢谢！ 

答：从团队上面来讲：第一，公司的核心技术领头人兼

半导体业务总经理沈益军先生，是中国的半导体之父阙端

麟院士的学生，其所带领的海纳半导体技术团队在国内属

于比较领先的；第二，海纳目前核心的这个技术团队，在这

个领域的工作年限基本都在十年以上，积累了非常成熟的

工艺和经验；第三，通过收购日本松崎公司的方式将日本的

先进技术（例如中大尺寸抛光技术）、成熟的生产管理体系

等引进国内，国内、国外公司形成双向联动模式。 

整体未来规划方面，我们将“高端单晶硅硅片”产品系

列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目前我们主要的产品为 4寸—8寸

的单晶研磨硅片，未来会逐步向 12寸去拓展，同时进一步

强化 6寸、8寸单晶抛光硅片的体量。以“增加产能规模适

应市场需求”这个目标为前提，考虑到山西的电价优势，公

司在山西投资建设了单晶硅生产基地，并有计划在山西单



晶硅生产基地建成投产以后逐步扩建与之产能匹配的抛光

片生产基地。在其他半导体新型材料方面，我们正在积极探

索，具体的产业化规划需要根据公司的整体投资和运营情

况再做进一步探讨。 

 

4、请问太原生产基地今年年底建成后，后续的产能释

放节奏如何？业绩兑现的时间节点怎么判断？ 

答：海纳半导体太原基地整体的产能规划是在 750吨/

年。目前衢州开化工厂的产能是 200-250吨/年，未来随着

山西基地产能的逐渐释放，预计产能是目前的三倍，规模效

益逐步形成，营收及净利润也将相应大幅提升。预计从投产

到产能完全释放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5、公司目前半导体材料在手订单以及新签订单情况如

何？预计明年是否能消化新增产能？ 

答：目前海纳半导体硅片产能仍处于饱和状态，因此进

行产能扩张。公司已开始强化与原客户的战略合作，同时拓

展细分产品领域的新客户，目前看新增产能完全可以消化。 

 

6、海纳近几年业绩每年基本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就目前时间节点来看，今年是否能保持这这个增长势头？ 

答：从我们前三季度的情况来看，目前增速大概在 15%

左右。海纳整体业绩一方面略微受到下游的整体经济景气

度影响，另一方面主要是受到这个海纳自身产能受限的影

响。待山西基地正式投产以后，并配合后道抛光产线的建设

与投产，预计对海纳半导体整体的业绩会有比较大的提增。 

 

7、目前海纳半导体硅片的主要应用领域，然后产品制

程方面能否介绍一下？ 

答：公司半导体硅片产品的生产线简单概况为：长晶-

切割-研磨-抛光。产品直接下游主要是外延片厂商、器件厂

商、集成电路厂商等，终端应用领域以汽车电子、通讯电子

为主。产品细分领域中，高端 TVS产品的细分市场占有率行

业前列。 

 

8、在半导体材料国产化替代大背景下，目前国内半导

体，硅片市场需求情况如何？公司计划如何把握机会扩大

市场份额？ 

答：从目前来看整体的国内的国产化率还是比较低的，

尤其是 8寸和 12寸硅片。根据国内对供应链安全的要求，

6 寸和 8 寸的国产化替代需求旺盛。同时基于 12 寸的市场

整体研发情况来看，海纳半导体属于国内各家技术平均水

平区间内，加大研发投入可快速在市场中占据一定优势。半

导体产业本身具备一定的周期性，相较于 2020 年的大幅涨



价，近两年有所回落，但从 2022年单片的价格来看，仍然

溢价较高，从整体行业来说，市场需求仍然旺盛。 

 

9、公司资产负债率在 60%左右，行业内正常的一个资

产负债率水平是多少？公司有什么计划降低资产负债率

吗？ 

答：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往年一直维持在 60%左右，对

于同类行业而言相对合理。且基于公司所处行业的特殊性，

整体资产负债率处于正常水平。对负债结构优化方面，公司

将会采取多种融资手段进行优化提升。 

 

10、政策推动轨道交通数字化转型，想了解一下在存量

市场改造上存在哪些难点。存量市场空间有多大？ 

答：中国早期例如北上广深以及重庆、沈阳等早期就有

轨道交通建设投入的城市都已陆续实施大修计划。整体估

算，存量市场改造规模近千亿，公司作为机电设备研发为主

出身的企业对相关的技术、设备、数据以及业主的需求都更

为熟悉，公司可借助这种优势，快速切入机电设备运维和其

他类似场景的机电运维领域。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其他

轨道交通领域的综合性运维。 

公司在电力机房数智化管理，已经有成熟产品。公司站

房巡检机器人及其诊断系统提供全专业的巡检及动环相结

合涵盖信号、供电，通信机房目前已在杭州、成都等地进行

试点，可实现维护人员身份识别、站房设备智慧巡检、动环

监控、资产管理等功能，实现 7*24 小时且准确率达 99%以

上的机房无人巡检。该平台及其配套的巡检机器人功能丰

富且检测精准，可广泛应用于电力、医院、汽车站、地铁站、

商业中心等，目前正处于市场积极推广中。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2-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