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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56                                   证券简称：赛微电子 

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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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证券  胡剑、胡慧、周靖翔、叶子、詹浏洋 

          沈颖、童金华、陈柔池、杨梦琪、简洁 

贺平鸽、陈瀛寰、宋正昌、林若 

中信建投  周莞翔、徐博、刘岚 

中信证券  赵什              东方证券  曹伏飙 

中泰证券  王九鸿、杨旭      华安证券  李元晨  

杭州乐信  龚德军、陈铮鹰    天弘基金  张磊 

国泰基金  曾攀水            长安基金  刘嘉             

中银基金  袁哲航            华西基金  赵新宇 

九泰基金  赵万隆            太平基金  王达婷 

国金基金  范亮              宏利基金  孟杰 

国联基金  金拓              鹏扬基金  徐超 

摩根士丹利基金 李子扬       华泰柏瑞基金  吕慧建  

海富通基金  刘海啸          圆信永丰基金 胡春霞        

淡水泉投资  谢兵            招商资管  吴彤             

Green Court  Letian Shi     柏骏资本  姚欣岐 

中邮理财  顾纯              农银汇理  张璋 

生命保险资管  黄进          阳光资管  王逸峰 

中睿合银投资  谭玮康        韶夏投资  程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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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航资管  颜孝坤          自然拾贝投资  陈俊  

保银投资  郭强            仙人掌私募  彭柳萌 

明河投资  卢尧之          睿郡资产  张航 

云禧私募  黄恒超、龙华明、陈浩然 

个人投资者  梁辉 

时间 2024 年 1月 29 日 20:00-21:00 

地点 国信证券分析师电话会议-赛微电子近况更新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副总、董秘、CFO：张阿斌 

证券事务代表：孙玉华 

证券事务专员：刘妍君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第一部分：上市公司介绍了 2023 年度的业绩预计情况及主要

财务数据变动预计情况，公司 2023 年净利润扭亏为盈。 

公司专注 MEMS 芯片制造主业，持续提升境内外产线的产

能、利用率及良率，公司看好智能传感行业的未来发展空间，

同时对自身的芯片制造工艺及综合竞争实力充满信心。 

 

第二部分：上市公司解答提问，主要如下： 

1、请介绍公司 2023 年净利润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 

答：公司 2023 年净利润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1）在原有

境外扩产计划受挫之后，公司瑞典 MEMS 产线（FAB1&2）重新

调整扩产方案，在 2023 年上半年完成收购产线所在的半导体

产业园区，为业务扩展提供了可预期的空间条件，进一步巩固

扩大了与客户的业务合作关系，瑞典产线的营业收入重回增长

轨道，盈利能力亦得到显著恢复；（2）在经历多年积累之后，

公司北京 MEMS 产线（FAB3）进入产能爬坡阶段，具有导入属

性的工艺开发业务持续扩大，且从工艺开发阶段转入风险试

产、量产阶段的晶圆产品类别持续增加，北京产线的营业收入

实现大幅增长，在客观面临折旧摊销压力、工厂运转及人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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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压力的情况下实现亏损收窄；（3）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

环境较为复杂，公司从境外增加了数批次半导体设备的战略性

采购，在满足集团旗下产线自身中长期需要的同时，结合国内

其他半导体制造厂商的需求新增了半导体设备销售业务，为集

团贡献了一定体量的营业收入以及部分盈利。 

 

2、请问公司 MEMS 业务收入是否受到季节性、淡旺季的影响？

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的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答：根据公司历史统计数据，MEMS 业务收入的季节性、淡旺季

并不明显。虽然不同季节会因所交付芯片晶圆的结构差异而产

生波动，但由于偏居上游，涉及下游各行业较为分散，来自不

同领域的需求增减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因此 MEMS 业务

的周期性较弱。 

对于公司瑞典 FAB1&2 产线，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工艺水

平及新技术、新材料开发能力，拥有优质的客户群体，保持充

足的在手订单，工厂运营状况良好，拥有可预期的新扩充产能。

对于公司北京 FAB3 产线，随着硅麦克风、BAW 滤波器、MEMS

微振镜等产品的量产爬坡，以及 MEMS 气体、生物芯片、加速

度计、惯性 IMU 等产品的风险试产，以及 MEMS 压力、温湿度、

微流控、振荡器、红外、硅光子等产品的工艺开发推进，客户

及订单需求持续增加，将带动产线产能利用率的持续提升。不

考虑其他新建产线，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公司瑞典及北京

产线都将迎来市场需求驱动下的业务持续增长，预计将会是一

个具备可持续性的中长期发展趋势。 

 

3、请问公司如何定位 2023 年新增的半导体设备业务？第四季

度该业务的影响情况如何？ 

答：公司全资子公司赛积国际于 2022 年 10 月已变更经营范围

（并进行了公告），增加与半导体设备相关业务。赛积国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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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 MEMS 封装测试业务的一级平台企业开展相关业务活

动，同时兼顾支持公司旗下境内 MEMS 代工制造中试线；此外，

由于公司基于建设“境内-境外双循环”代工服务体系的发展

战略，在境内外拥有数条在建/运营/规划中的半导体制造产

线，且考虑到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近年来公司旗下子公

司从境外战略性采购了多批次半导体设备进行使用或储备，赛

积国际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开展部分与半导体设备

相关的保障业务，在服务集团旗下 FAB 需要的同时，也根据市

场需求服务于其他半导体制造企业。2023 年第四季度该业务

仍存在部分收入贡献，但相较于第三季度（具有累积交付因素）

的数据影响显著降低。公司未来将结合实际情况持续、适度开

展此类业务，但主要目的仍是支持公司 MEMS 核心主业。 

 

4、请问公司 2023 年收购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半导体生产制造园

区的考虑和展望？ 

答：此前受限于物理空间，瑞典 MEMS 产线的产能扩充条件有

限，主要依赖于瓶颈设备的更新换代。本次收购半导体产业园

区能够为公司 MEMS 业务在瑞典当地的扩充发展提供可预期的

现实条件，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扩大与客户的业务合作关系，有

利于促进更多客户或客户的更多晶圆产品从工艺开发阶段即

开始与公司开展绑定合作。目前，瑞典产线正在积极建设扩充

新增产能，将逐步形成从中试到量产的衔接服务能力，以最终

利于公司建设“境内-境外双循环”代工服务体系。 

 

5、最近中美半导体指数走势分化严重，请问瑞典产线的业务

是否与欧美半导体产业发展情况联动较为紧密？公司如何看

待这一现象？ 

答：的确由于国际产业链历史分工以及设计公司客户结构，公

司瑞典产线的业务与欧美半导体产业发展情况的联动较为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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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2023年的收入和利润增幅均较为显著，也反映了相关下游

领域的创新与应用动态。 

半导体景气周期取决于整体宏观经济、科技创新、产能库

存等因素。费城半导体指数近期的强劲上涨，一方面反映了市

场对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 AI、元宇宙、算力、数据中心等领

域所蕴含爆发潜力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全球最优秀半导

体科技公司的超强创新力与竞争力。当然这些也都是我国半导

体产业在整体追赶的同时，特别发力的重点领域。 

 

6、请问公司旗下产线 2023 年第三、第四季度的产能利用率情

况，以及后续变化趋势？ 

答：2023 年上半年，瑞典产线的产能利用率为 46.79%，北京

产线的产能利用率为 14.22%。2023 年下半年以来，瑞典和北

京产线的产能利用率均有所提升。其中，瑞典产线受欧美市场

需求影响较大，特别是 MEMS-OCS 进入量产，其在手订单增加，

产能利用率亦相应提高；北京产线则是随着产能爬坡、量产晶

圆类别的增加，以及温湿度、微流控、振荡器、硅光子等产品

的工艺开发推进，在客户及订单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将带

动产能利用率的持续提升。由于公司瑞典及北京产线的产能均

处于动态变化中，利用率将出现数据上下波动情况，但整体将

会是持续稳步提升态势。 

 

7、请问公司如何看待 MEMS 惯性器件的市场前景，公司此业务

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如何？ 

答：根据 Yole Development 的研究预测，全球 MEMS 行业市场

规模将从 2021 年的 136 亿美元增长至 2027 年的约 223 亿美

元，复合增长率（CAGR）达 9%，通讯、生物医疗、工业汽车及

消费电子的应用增速均非常可观，其中通讯领域的复合增长率

高达 25%。预计到 2026 年，10 亿美元以上的 MEMS 细分领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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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射频 MEMS（40.49 亿美元）、MEMS 惯性器件（40.02 亿美

元）、压力 MEMS（23.62 亿美元）、麦克风（18.71 亿美元）

以及未来应用（13.63 亿美元）。 

公司此前在惯性技术、器件及应用方面拥有较为深厚的积

累。北京产线已通过 MEMS 加速度计、IMU 的验证并启动试产，

正在积极推进量产进程，与瑞典产线同样重视该领域业务。 

基于 MEMS 技术的惯性传感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能

耗低及高精度等特点，常用于测量物体的线性加速度和运动状

态，可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包括 AR/VR/MR）、

无人系统、智能驾驶、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公司的角色是专业

的 MEMS 晶圆制造厂商，为下游各领域客户提供优质的工艺开

发及晶圆制造服务；基于 MEMS 平台工艺制造的各类智能传感

系统是万物互联、智能传感时代背景下被广泛应用的基础器

件，公司长期看好 MEMS 惯性器件的未来需求。 

 

8、请问公司与武汉敏声合作的产线进展如何？武汉敏声计划

自建产线是否影响双方的合作？ 

答：公司与武汉敏声以共同购置设备的方式合作建设的北京 8

英寸 BAW 滤波器联合产线已于 2022 年底实现通线，双方一直

就多款 BAW 滤波器（含 FBAR 滤波器）开展工艺开发、试产、

量产等工作，专线产品类别增加，良率水平大幅提升，已实现

商业化规模量产。该产线初期建成的产能为 2,000 片晶圆/月，

可扩展至 1 万片晶圆/月的水平。 

公司与武汉敏声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共同投

入数亿元购买设备建设专线，双方合作的联合产线正在持续提

高产能及出货量，公司来自武汉敏声的订单持续增长，双方保

持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BAW 滤波器涉及型号众多，市

场空间较大（尤其是国产替代），赛微电子北京 FAB3 产线虽

然单体产能较大，但同时服务众多行业、客户及产品。武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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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基于对自身业务发展前景的乐观判断，担心北京产线未来扩

充后的产能也难以满足其需求，因此提前进行产能布局，不影

响双方的合作。另外，客观上半导体产线的建设与运营属于系

统工程，一般需要耗费较长时间与较多资金。 

在 MEMS 产业领域，纯 Foundry 与 IDM 商业模式均普遍存

在，各有优劣。作为在 MEMS 纯 Foundry 领域连续四年全球排

名第一的领先企业，赛微电子一直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

与不同行业、不同商业模式的客户进行合作，对于同一行业或

同一类别产品，公司往往也同时服务多家客户；公司基于纯

Foundry 模式、丰富的工艺积累与提前布局的产线资源取得营

收与发展，为客户提供一流的 MEMS 工艺开发及晶圆制造服务。 

 

9、请问公司为何考虑增持武汉光谷信息股权？ 

答：近期，光谷信息（430161.NQ）完成股票定向发行，引入湖

北长江北斗数字产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长江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实控人为湖北省国资委）为公司控股股东，资本实

力进一步增强，为后续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本轮控制权变更

后，光谷信息拟按照“数字经济统领、时空信息特色、产业数

据赋能”的总体发展思路，立足“时空数据+AI 模型+行业场景

应用”的核心能力培育，面向“天空地一体、通导遥一体”融

合应用，着力打造时空信息智能服务全国领先企业。 

鉴于光谷信息的未来发展战略、资源及前景，以及光谷信

息业务拓展与数据、感知、应用等领域将产生的链接，同时基

于公司对光谷信息的长期投资历史及乐观展望，结合交易客观

条件，公司决定通过受让星燎投资、星燎基金所持有的光谷信

息股权，提高对光谷信息的持股比例。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 年 1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