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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36                                     证券简称：思瑞浦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登记表 

                                                          2023 年 8 月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2023 年半年度业绩交流会及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参与机构与

人员 

【广发证券】【民生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证券】【华夏基金】【万家基金】【银

河基金】【易方达基金】【泓德基金】【嘉实基金】【国泰基金】【银华基金】【兴业基

金】【汇添富基金】【中国人寿资管】【高毅资管】【上海混沌投资】等机构，总计【562】

人及部分网络端投资者 

时    间 2023 年 8 月 

沟通方式 线上沟通（在线电话沟通/网络文字互动） 

地    点 公司会议室/上证路演中心平台 

上市公司参

与人员 

董事长周之栩；总经理吴建刚；董事会秘书李淑环；财务负责人王文平等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依法披露，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晚以线上方式召开了 2023 年半年度业绩交流会，并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在上证路

演中心平台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公司经营情况与投

资者作了进一步交流。相关交流内容汇总如下： 

一、2023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介绍 

2023 年上半年，在半导体行业周期下行背景下，受终端市场需求下降及客户端

去库存等因素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200.90 万元，同比下降 38.68%；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08.77 万元，同比下降 94.01%；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

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594.15 万元，同比下降 85.93%。 

2023年上半年，公司信号链芯片实现销售收入 48,060.58万元，同比下降 31.03%。

电源管理芯片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12,762.97 万元，同比下降 57.63%。2023 年上半年，

公司信号链芯片收入占比为 78.53%，电源管理芯片收入占比为 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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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半年，公司信号链芯片产品毛利率为 56.63%，较上年同期减少 5.26 个

百分点；电源管理芯片产品毛利率为 47.90%，较上年同期减少 2.18 个百分点。 2023

年上半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54.74%，较上年同期减少 3.58 个百分点。 

2023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 28,314.36 万元，约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46.26%。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研发技术人员数量增加至 508 人，同比增长

34.39%，占公司员工总数 71.15%。研发人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 340 人，占研

发技术人员总数的 66.93%。 

2023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推进产品研发与市场拓展，信号链产品线推出激光雷

达、漏电检测运放等多款新产品，电源管理产品线推出新型线性稳压器、电压基准、

PMIC 及二十余款开关电源产品；CAN 收发器系列、16 通道 SAR ADC 及变压驱动

等数十款车规芯片产品实现量产。此外，首款 MCU 产品处于工程样片验证阶段，初

步功能验证结果满足设计目标，后续新的产品系列也已进入芯片设计阶段，将持续

在工业控制、新能源等方向丰富和拓展产品组合。 

二、投资者交流主要内容 

公司主要就以下方面内容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 

Q1：请介绍 2023 年上半年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公司回复：2023 上半年公司产品综合平均单价同比下降约 22 %。发生上述变动

的主要原因是行业下行周期背景下，市场需求较为疲弱，公司根据经营需要进行了

必要主、被动的价格调整以维护和争取市场份额，因此产品平均价格有所下降。此

外，受下游市场需求波动等影响，产品结构有所变动，对平均单价也会有一些影响。 

后续公司会努力推出更多有竞争力的新产品，以争取优化产品结构，缓解价格端压

力。 

Q2：请介绍 2023 年上半年公司库存情况 

公司回复：2023 年上半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3.65 亿，较 2022 年末增加 7,380

万元，其中 2023 年第二季度环比增加 2,680 万。2023 上半年末存货周转天数为 213

天，较 2022 年末增加 106 天，较 2023 年第一季度末减少 6 天。公司存货中约 60%

都是晶圆，市场需求疲弱及客户端阶段性去库存需要使得下游销货速度放缓，晶圆

长协的执行导致了晶圆阶段性累库。考虑到通用模拟产品生命周期较长，且晶圆作

为半成品存储期长、库龄健康，公司存货跌价风险比较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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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请介绍 2023 年上半年公司信号链、电源管理产品线营收同比变化及原因 

公司回复：202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200.90 万元，同比下降 38.68%。

其中，公司信号链芯片实现销售收入 48,060.58 万元，同比下降 31.03%。电源管理芯

片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12,762.97 万元，同比下降 57.63%。2023 年上半年受市场需求

疲弱及下游客户去库存影响，公司信号链及电源产品销量同比下降；同时，受价格调

整及产品结构季度性变化的影响，产品平均单价有所下降。 综上，上半年收入同比

下降。 

Q4：请介绍 2023 年上半年信号链产品研发进展 

公司回复：线性产品方面，一方面进行了部分老产品的迭代，以拓宽产品的应

用覆盖；另一方面，结合细分应用需求，推出部分相对专用的产品，如用于激光雷达

的高速光电转换的运算放大器、用于漏电检测和电荷传感器等的信号放大的运算放

大器等；转换器产品方面，研发通用转换器，同时推进相关 AFE 产品的研发。上半

年推出了可应用于光模块市场的 AFE 产品、可用于工业市场电力自动化检测的高精

度 AFE 及温度传感器产品等；接口方面，上半年推出多款隔离料号，推出用于伺服

和变频控制系统的隔离采样芯片，且工规及车规 CAN 系列产品矩阵持续完善。上半

年，车规信号链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品类覆盖车规放大器、比较器、接口、隔离、

CAN、转换器等。 

Q5：请介绍 2023 年上半年电源管理产品研发进展 

公司回复：上半年电源产品线取得多项进展，具体包括：多款 DCDC 开关电源

产品量产；工规 PMIC 产品量产；推出用于安防、检测市场的超低噪声、超高 PSRR

线性稳压器产品；推出应用于测试测量、工业仪器、数据采集和医疗设备等领域的高

精度、低温漂系数的电压基准芯片；推出国内领先的高性能汽车级推挽变压器驱动

芯片 TPM650xQ 系列；车规电源产品储备不断夯实，品类覆盖线性稳压器、电压基

准、驱动芯片、低压开关及复位芯片等。 

Q6: 为何电源管理芯片业务的同比下降幅度会比信号链业务要更大？公司如何

看待 TI 在中国价格战对于竞争格局的影响？ 

公司回复：2023 年上半年，电源管理芯片收入同比下降幅度更大主要有两方面

原因：一方面是电源产品市场竞争更加开放和充分，当前阶段承受的价格压力更大；

另一方面，电源产品线中收入占比较大的线性电源及电源监控等产品目前主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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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讯市场，受通讯市场需求阶段性疲弱影响，上述电源产品销量受到影响。半导体

行业自产生以来已经历过多轮周期轮换，来自国际及国内市场的竞争也始终都存在，

当前阶段公司将更加聚焦业务和客户需求，坚定维护市场份额和客户基础，持续推

进在各个关键领域的资源投入，力求在产品和技术上建立更多竞争优势，为实现更

加长远的目标而努力。 

Q7：2023 年上半年公司 MCU 业务的研发进展情况，后续产品、市场定位等

长期发展策略 

公司回复：公司首款 MCU 产品于 2022 年 10 月底 TO，2023 年 5 月中上旬流片

回来，目前处于工程样片验证阶段，初步功能验证结果满足设计目标，部分指标达到

延伸目标。首款 MCU 产品具有高集成度、高性能、低功耗的特性，集成了多路 ADC、

DAC、OPA，在系统性能和集成度上较为领先，可应用于智能楼宇、智能家居、工业

控制等工业应用场景。 

模拟芯片与 MCU 产品下游应用广泛，在工业、汽车、消费等应用领域存在高度

的市场重合，同时 MCU 芯片通常需要针对不同应用领域搭载多种模拟外设。因此，

在 MCU 与模拟芯片业务具有广阔的业务协同空间。公司 MCU 产品主要定位在工业

和汽车两大市场，前期产品会先切入泛工业市场，并逐步拓展到汽车市场。在产品定

义与研发上会寻求差异化竞争，围绕上述两大市场中国产化率还比较低、对芯片性

能、集成度、功耗、数模混合等各方面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垂直应用开发产品，且会重

点做与公司模拟产品在技术与客户需求方面强耦合的产品，不会做纯通用 MCU。在

嵌入式处理器产品研发中公司将发挥公司多年积累的模拟技术优势，实现 IP 和客户

资源的复用。同时，随着自有工艺能力的提升，助力 MCU 产品设计的优化，不断加

强 MCU 和模拟芯片的整合，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整体解决方案，提升系统方案性价

比，加强客户黏性。 

Q8：请介绍下公司在海外市场布局进展 

公司回复：2023 年，公司加快推进海外销售布局步伐，目前在美国、欧洲、日

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区已建立或正在筹备布局相关销售中心，团队成员也将陆续到

位。海外龙头客户基于供应连续性及商业方面的考量，往往有较大动力引入具有竞

争力的新增供应商。长期维度上看，公司对于未来海外业务的发展抱有信心，也会努

力做好全球化人才团队建设及业务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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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能否说明收购创芯微的必要性，以及未来该收购能给公司带来的好处 

公司回复：公司与创芯微未来在产品、技术、市场、供应链及文化等多个方面均

具有一定的协同空间。产品方面，若并购完成可以扩充公司电源管理产品线，扩大产

品目录；技术方面，双方可以通过 IP 与经验共享，节约研发资源投入，缩短新产品

研发周期；市场方面，思瑞浦基于广泛的客户资源可在市场和销售渠道上给予创芯

微必要支持。创芯微在消费市场的经验亦可以帮助思瑞浦增加对消费类客户的了解；

供应链及质控能力方面，公司所拥有的质量管控、供应链、产品工程等全方位的平台

化能力，可以在全流程和体系上赋能创芯微，助力其产品和业务向工业、新能源、汽

车等新领域拓展；文化融合方面，创芯微可以为思瑞浦补充新鲜血液，取长补短，相

互赋能，实现共赢。 

Q10：关于创芯微的并购，贵公司是否考虑过最近政策导向对再融资的收紧？

贵公司的再融资在交易所层面是否被提出异议？ 

公司回复：公司已关注到相关政策变化，也会结合政策规定，在再融资等事项

具体实施前充分做好与监管机构和相关中介的讨论与沟通。 

Q11: 由于上半年公司的收入下滑，导致公司研发投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46.26%的水平，请问公司如何控制研发投入的节奏？是会关注研发投入金额大小，

还是关注研发费用率（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公司回复：2023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行业下行及市场需

求疲弱背景下，营收端阶段性承压。短期看，在市场需求明显恢复前，公司会综合考

虑经营需要与财务影响，加强降本增效措施，并根据后续市场变化及经营需要动态

调整。长期来看，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公司研发费用率水平将争取保持在 20-

25%。 

Q12：请问贵公司对 2023 年下半年业绩有何预判，对市场有何预判？ 

公司回复：2022 年以来，行业下行周期下，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市场增量需求

疲弱，叠加客户端去库存需要，行业内诸多公司阶段性业绩表现均承受了较大压力。

2023 年上半年，各下游市场客户端库存在持续去化，后续若宏观经济能够有效改善，

市场需求加快恢复，行业内公司业绩表现也将逐步修复。 

Q13：公司今年年初获批了“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请问如

何看待在当前的资本市场和下游需求的环境下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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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公司将结合当前市场环境、发行准备工作进度及公司资金需求等因

素，合理审慎评估发行规模及发行节奏，有序推进定增发行相关工作。 

日 期 2023 年 9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