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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91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2020-052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6月2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305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

事会高度重视并组织有关部门及中介机构进行讨论，目前，公司已按照要求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回复，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关注函》内容： 

2020年6月1日晚间，你公司披露《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其中股票期权行权及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为：2020年、

2021年、2022年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12.3亿元、14.5亿元、18.4亿元。我部关注

到你公司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24亿元，2020年业绩考核目标仅比2019年营业

收入增长600万元。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请你公司结合前期股权激励实施情况、预计2020

年公司业绩情况等因素，详细分析激励计划中公司层面考核指标设置的合理性，

并说明本次考核指标的设置是否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是否能够发挥长

期激励效果，是否存在刻意设置较低考核指标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情形，是否

可能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前期股权激励实施情况的说明 

公司于2017年8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三个月后即发布了《2017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

拟向激励对象授予256万股公司限制性股票和86万份股票期权，总计342万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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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8,555.00万股的4.00%，其中2017年首次

授予274万股，预留68万股在2018年授予。公司2017年及2018年年度的业绩均达到

考核目标，但是，近两年以来，随着国内外光学镜头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质

量的不断提升，虽然公司凭借技术创新以及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保持着行业领

先地位，可是市场竞争加剧及技术进步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

水平，导致2019年年度的业绩未达到考核指标，首次授予的第三个行权期和预留

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的授予权益份额需要回购。此外，由于行权期内因行权价格

高于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未能行权，

已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收益未达到预期。 

目前公司有效的股权激励仅剩余2017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三个

行权期/解锁期对应的份额，激励效果不高，结合前期部分激励对象没有实施行权，

没有达到公司既定的激励效果。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和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生

产产能扩张，公司需要吸引和补充更多优秀管理和技术人才。为进一步提升股东

价值，支持公司战略实现和长期持续发展，将核心员工的利益与股东利益、公司

利益紧密连接在一起，进一步吸引、激励和保留核心人才，优化公司治理，公司

在2020年6月即推出了《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以达到稳定和留住人才的目的，让核心人员并与公司目标

一致、并肩作战。 

二、2020年公司业绩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披露了《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

度报告》，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53亿元，比上年同期2.32亿元下降了0.79亿元，

下降比例达到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989.65万元，上年同期盈

利1,239.15万元。主要原因是受春节季节性例行因素影响，以及叠加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因素综合影响，公司虽然及时复工，视讯会议类镜头需求上升，但受人员、

物流等供应链影响以及部分安防、消费类客户需求减少的综合影响，公司一季度

销售收入和产能利用率同比均下降，另外随着二期厂房土建完工和部分设备购置，

固定资产折旧等固定成本和管理成本持续增加，影响了本期盈利。 

另外，受春节后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影响，以及海外疫情在今年3、

4月份相继爆发，部分国内外物流迟滞，导致下游客户需求延缓，公司本年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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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市场需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

润为亏损。 

三、关于公司层面考核指标设置的合理性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选取营业收入作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符合现阶段行

业发展特点和公司战略规划。 

公司致力于为市场提供高端光学镜头产品及解决方案，光学镜头是光学成像

系统的核心组件，对成像质量起着关键作用；随着光电子技术、互联网、物联网

的快速发展，公司光学镜头产品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目前已被广泛用于安防视

频监控、消费电子、投影视讯、智能家居等众多领域。 

公司产品所应用的安防视频监控、消费电子、物联网等行业，近年都保持着

持续的高速增长。公司积极把握和应对行业趋势，从产品布局、业务模式、组织

架构等进行转变和优化，保证了公司在不同领域都能保持充分的竞争力和广阔的

增长空间。 

从行业上看，光学镜头行业及周边产品均获得国家政策扶持，并纳入国家发

展计划，光学镜头行业正保持着发展的态势。5G网络建设推动,为光学行业的相关

产品领域提供发展基础。但目前，相关应用尚未产生规模效应，对公司业绩的增

长贡献有限。 

从公司来看，一方面，公司上市后一直坚持研发投入，通过技术创新来应对

市场变化，2019年公司研发投入约10,989万元，占营业收入8.98%。未来公司会持

续进行技术创新，加强研发投入，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保持并增强公

司竞争力。另一方面，2020年公司将从继续加大营销推广力度、强化内部管理、

完善人力资源政策等多个方面来寻求发展，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安防镜头产品领域

的领先地位，提升高端制造能力、研发创新能力，丰富镜头产品的应用领域，加

速新产品的产业化进程，以不断创新的产品设计和制造能力，成为具有卓越创新

能力、受人尊敬的专业光学镜头解决方案供应商。 

营业收入指标是反映公司营收能力及企业成长性的最终体现，也是巩固公司

在安防镜头产品领域的领先定位以及保持充分竞争力和增长空间的关键性指标。 

拟设置的业绩考核指标，公司 2020-2022 年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4.56%，

相比同行业公司，公司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均在合理的水平，指标设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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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公司 业绩考核指标 年均复合增长率 备注 

立讯精密 营业收入 9.66%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0-2022 年

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 

海兰信 营业收入 14.47%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0-2022

年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 

隆利科技 营业收入 14.47%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9-2021

年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 

注：行业类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因此，公司参考同行业公司立讯精密、海兰信、隆利科技以及结合公司自身

情况，最终选择营业收入作为公司股权激励的考核指标，符合《管理办法》且符

合现阶段行业发展特点和公司战略规划。 

四、关于激励计划中公司层面考核指标设置是否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

提升，是否能够发挥长期激励效果，是否存在刻意设置较低考核指标向相关人

员输送利益的情形，是否可能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说明。 

1、股权激励是一个长期激励计划，对激励对象是长期的激励与约束。 

激励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员工的长期绑定，推动公司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

并创造良好的股东回报，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是基于2017年-2019年最近三年

平均营业收入进行的综合考量（详见下表）。2020年设置的考核指标为营业收入

达到12.3亿，较近三年平均收入增长10.92%。关于2020年业绩考核目标仅比2019

年营业收入增长600万元的说明： 

受疫情影响，公司一季报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0.79亿元，同比下降34%，

同时公司本年二季度下游市场需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年初至半年度

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为亏损。进而影响公司2020年全年的业绩，另外，疫情如果不

能及时得到有效控制，都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在公司一季度营收较2019

年同期下降0.79亿及半年度业绩可能为亏损的背景下，公司2020年业绩考核目标

比2019年营业收入增长600万元对公司而言具有一定压力，不存在刻意设置较低考

核指标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情形。另外，公司2021年及2022年设置的营业收入

指标较2019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增长2.26亿、6.16亿，与前三年（2017-2019年）的

平均营业收入相比增长率达到30.76%，65.93%，就长期来看，该指标的设置有利

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能够发挥长期激励效果，不存在刻意设置较低考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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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情形，也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单位：万元 

科目 
2017-2019 年平

均收入 
2019 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收入指标 110,891.96 122,378.83 123,000.00 145,000.00 184,000.00 

收入增长率（与三年

平均收入对比） 
  10.92% 30.76% 65.93% 

从时间周期和行权比例上来看，公司本次股权激励方案着眼于未来的长期发

展，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60个月，分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比例分配

贴合市场激励计划比例：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2、激励计划双重考核，员工利益与公司发展深度绑定，业绩指标的设置体现

考核、约束与激励并重。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考核期内，继续严格执行个人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委

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并依照激励对象的业绩完

成率确定其解除限售的比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

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薪酬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并依照激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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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业绩完成率确定其解除限售的比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

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A）、

良好（B）、合格（C）和不合格（D）四个档次，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

其行权比例，具体如下表所示： 

考核结果（S） S≥80 80＞S≥70 70＞S≥60 S＜60 

评价标准 优秀（A） 良好（B） 合格（C） 不合格（D） 

标准系数 1.0 0.8 0.6 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优秀、良好、合格，则上一年度激

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标”，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分批次解

除限售，当期未解除限售部分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公

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解除限售额度，限制性股票由

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 

因此，激励对象只有在公司业绩及个人绩效考核同时达标的前提下才能按比

例行权/解锁，双重考核有效地将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深度绑定。 

3、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5.30元/份，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7.65元/股，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

九条的规定。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上市公司在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时，

应当确定授予价格或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授予价格不得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

原则上不得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 

2）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50％。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上市公司在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时，

应当确定行权价格或者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行权价格不得低于股票票面金额，

且原则上不得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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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述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5.30元

/份，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7.65元/股符合《管理办法》的规定。 

管理层认为，公司致力于为市场提供高端光学镜头产品及解决方案，员工的

稳定性对公司产品研发设计、生产效率、经营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为健全公司

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公司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制定了本次

激励计划。本次首次拟激励对象覆盖了公司170位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激励股份占首次拟授予720万股的94.44%，该激励计划为公司未来三年稳健

发展打下了基础，若公司及激励对象个人都能达到上述设定的业绩条件，将能够

保证公司未来三年的稳定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的情况、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公司2020年的业绩

情况等因素，本次激励计划中公司层面考核指标的设置是合理且具有挑战性的，

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同时能够发挥长期激励效果，不存在刻意设置较

低考核指标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情形，也不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五、律师核查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考核指标的设置具有合理性，

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能够发挥长期激励效果，不存在刻意设置较低考核

指标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情形，未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六、备查文件 

1、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

关注函〔2020〕第 305号）；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