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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 

 

保荐人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名称：唯捷创芯（天津）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武鑫 

联系方式：0755-83237439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鹏程一路广电

金融中心大厦 35 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沈杰 

联系方式：0755-88999729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鹏程一路广电

金融中心大厦 35 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425

号文”批准，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唯捷

创芯”）公开发行股票 4,008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02%。本次公司发行新

股的发行价为 66.6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66,932.8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6,681.67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50,251.13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由中信建投证券完成持续督导工作，出具本持续督导

年度报告书。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

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

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

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

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义务。 

保荐机构已与唯捷创芯签订《持续督导协

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

的权利和义务。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

访等方式，了解唯捷创芯经营情况，对唯

捷创芯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

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

2024 年度，唯捷创芯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

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机构

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4 年度，唯捷创芯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

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

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唯捷创芯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

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唯捷创芯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

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

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

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

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唯捷创芯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内控制度履行了督导职责，唯捷创芯的

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

效执行。 

9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唯捷创芯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

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以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

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

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

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

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唯捷创芯的信息披露文件及

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

他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不存在由于公司

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不予更正或

补充而应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

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

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唯捷创芯不存在控股股东；2024 年度，唯

捷创芯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

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唯捷创芯不存在控股股东；2024 年度，唯

捷创芯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

诺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

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

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

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

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4 年度，保荐机构持续关注公共媒体关

于唯捷创芯的报道及相关市场传闻，经保

荐机构核查，唯捷创芯不存在应披露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应督促

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上市公司涉

嫌违反《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

相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

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

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

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不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

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

构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4 年度，唯捷创芯未发生相关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

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

工作质量。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

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

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

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存

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资金占

用；（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

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五）资金往来或

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六）上海证

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2024 年度，唯捷创芯不存在需要专项现场

检查的情形。 

16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 
2024 年度，唯捷创芯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

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72.5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267.21 万元。2024 年年度，公司股份支付费用

4,403.34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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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8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63.87 万

元。本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下降主要是因为：射频前端芯片市场竞争态势的加剧，导致公司部分产

品面临价格下行的压力，进而影响了产品的利润空间。 

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主要财务指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与行业趋

势一致。如果后期下游终端市场需求持续下降、市场竞争加剧、宏观景气度下行、

国家产业政策变化、公司客户拓展情况不及预期等情形，公司业绩可能存在持续

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二）核心竞争力风险 

1、研发失败的风险 

公司新产品的研发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新产品研发周期长，可

能耗时半年至数年，在产品规划阶段，若公司产品定位错误，可能导致研发的新

产品不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发展变化；（2）若公司对自身技术开发能力和产品开

发的成功率判断失误，可能导致产品开发过程无法顺利推进，或者研发设计的产

品不能成功流片、未达到预定性能等；（3）新产品上市销售阶段，若产品方案不

够成熟，市场接受程度不理想，可能导致新产品销售迟滞，无法有效的收回前期

研发投入的成本，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以及后续研发工作开展。 

2、产品升级迭代的风险 

射频前端芯片产品主要应用于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消费电子行业，该行业具

有产品迭代频繁、市场格局变动较快等特点。此外，公司产品也需要随着不断发

展的通信技术进行迭代。公司需及时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并保持前瞻性，

以保持市场竞争力。如果公司的技术升级速度和产品迭代成果未达到预期水平，

未能及时、有效满足市场需求，或出现颠覆性、革新性的新技术导致公司现有产



品被替代，则存在公司产品升级迭代的风险，导致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市场竞争力

下降。 

3、优秀研发人才流失的风险 

公司专注于集成电路的设计环节。对于射频前端芯片，研发人员应具备扎实

的设计理论知识，基于对材料和封装工艺的深入了解，通过复杂的电路设计实现

各类性能指标的优化和均衡，完成既定研发目标。但集成电路行业整体面临较大

的专业人才缺口，如果发生优秀研发人才大面积流失的情况，将对公司的研发实

力、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4、技术秘密泄露的风险 

公司的各类核心技术贯穿于公司产品的研发设计、工艺选型、封装、测试等

各个环节，是公司长时间投入各种资源积累的成果，也是公司保持产品市场竞争

力的基础和保障。技术秘密的保密工作对公司维持产品及技术的竞争力尤为重要。

对于未公开的非专利技术及体现研发战略的在研产品，若保密不当导致泄露，则

可能严重削弱公司技术的优势和产品的竞争力。 

（三）经营风险 

1、营业收入无法持续高速增长，盈利水平同时受到影响的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之中，智能手机行业具有竞争激烈、产品和技

术更迭较快、头部品牌厂商集中且市场占有率较高的特点。公司客户或终端客户

主要为知名品牌厂商，若出现智能手机行业整体出货量下降、公司与头部品牌厂

商的合作关系发生变化、头部品牌厂商采用自研射频前端芯片、现有主要客户的

终端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等不利因素，或公司未能及时拓宽及迭代产品线、开拓

新的应用领域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均可能导致下游行业及客户对公司产品的

采购需求降低。目前由于消费电子需求未有明确的转暖信号，公司未来营业收入

可能无法持续增长，或影响公司盈利水平。 

2、毛利率相对较低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射频功率放大器模组，通过和境内外可比上市公司进行比较，



公司毛利率相对较低，虽然 5G 射频功率放大器模组收入占比增加、总体销售价

格提升，但毛利率仍低于境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和境外领先厂商。公司产品销售单

价受美系和日系领先厂商同类产品的市场定价、产品及技术的先进性、客户议价

能力以及过往销售价格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产品单位成本亦受原材料及封测服务

的采购单价以及产业链供需关系等因素影响，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若公司未

能及时推出更先进的产品争取更高的利润空间、产品的竞争力不足、无法适应市

场竞争导致销售价格持续下降，或未来原材料或封装测试服务产能供给紧张导致

采购价格上涨，或公司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下降，均可能导致公司无法进一步

改善毛利率，对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3、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公司主要采用经销或直销模式向手机品牌或 ODM 厂商销售产品，下游终端

市场以及产业链特点决定了客户的集中度较高。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

营业收入合计数占收入的比例为 97.39%。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头部手机品牌厂商

的经营情况相关性较高，如未来该等头部手机品牌厂商的市场份额下降或竞争地

位发生重大变动，或公司与头部手机品牌厂商的合作关系发生变化，公司将面临

订单减少或流失等风险，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4、优质供应商替代性选择较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向主要供应商的采购集中度较高且晶圆供应商主要为境外供

应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与上述原材料和封装测试服务供应商在产品质量、

技术实力和供应能力方面相同或接近的替代性选择较少。若公司因供应商或公司

自身业务发展考虑、集成电路产业链产能紧张、全球贸易环境的不利变化等因素

而主动或被动与上述一个或多个供应商中断或终止合作，亦或其大幅提升供货价

格、结算要求等，且公司难以及时转向其他合格的替代供应商，公司可能面临产

品性能或质量表现下降、产能不足、原材料供应短缺从而影响经营业绩的风险。 

（四）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截至 2024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41,141.55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



例为 10.40%。然而，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受市场环境和客户经营情

况变动等因素影响，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可能逐步增加。若未来公司应收账款不能

及时回收，将对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2、汇率波动的风险 

2024 年内，公司存在境外销售、采购和收付外币款项情况。随着业务规模持

续扩大，若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汇率变动将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未

来，若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将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3、政府补助减少和政策变化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3,909.39 万元。如果未来公

司享受的政府补助政策取消，或政府补助政策、补助力度等发生不利调整，将对

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4、存货跌价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半成品以及库存商品构成。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

面价值为 77,742.09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为 19.66%。若市场需求环境发生变

化，市场竞争加剧或公司不能有效拓宽销售渠道，优化库存管理，将可能导致公

司产品滞销、存货积压，存货跌价风险提高，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五）行业风险 

1、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目前，全球射频前端市场主要由 Broadcom、Skyworks、Qorvo、Qualcomm

和 Murata 等美日厂商主导，且占据了中国射频前端芯片行业的高端产品市场，

对国内试图进入中高端产品市场的企业造成极大的竞争压力。面对该等头部厂商

的竞争压力，对于性能相似的产品，公司可能采取为客户提供更佳性价比的策略

获取订单，存在因此导致产品利润水平和现金流承压的风险。此外，近年来国内

企业仍在中低端领域充分竞争，以“价格战”为主要竞争策略的市场环境下，若

公司不能进一步向中高端市场实现更大的突破，存在面临国内同业企业竞争加剧，

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2、行业政策波动风险 

集成电路行业作为我国的重点扶持产业，长期以来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

推动。若未来国家针对集成电路设计行业的产业政策发生调整或变化，集成电路

设计行业增长势头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导致公司面临一定的行业政策波动风

险，在市场竞争中面临不确定性和压力。 

3、供应商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风险 

公司自设立以来以 Fabless 模式开展经营，将芯片各类原材料的制造、加工、

封装、测试等环节委托外部供应商完成，这对公司的供应链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

要求。而射频功率放大器模组是耗能高、功率大的器件，在应用过程中若出现质

量问题，将导致通讯设备丧失部分通讯功能。 

若出现某一供应商原材料性能、质量不达标等问题，将直接影响公司最终芯

片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和性能表现，可能导致终端客户产品的消费者体验不佳，

损害客户品牌商誉，进而严重影响客户关系和经营业绩。 

（六）宏观环境风险 

近年来，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鉴于集成电路产业系全球产业链高度分工

化合作的行业，产业链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均不可避免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作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公司及公司现有供应商大部分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了国外

的设备或技术，若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公司的研发设计以及产品供应都可能受

到影响。 

（七）其他重大风险 

1、知识产权风险 

公司自设立以来，通过自主创新申请并积累了多项知识产权。然而，公司不

能排除竞争对手或其他第三方利用无效专利和公知技术主张公司或上下游供应

商、客户侵犯其知识产权的可能性，存在竞争对手采用恶意诉讼或其他手段发起

知识产权争议或纠纷，试图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声誉、阻碍公司经营发展的风险。

此外，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 34 项境外注册的专利，由于不同国



家、不同法律体系对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的解释与认定存在一定差异，可能存在

由此引发知识产权争议和诉讼的风险。 

2、技术授权风险 

公司技术和产品研发的过程中需要使用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并取

得相关 EDA 供应商的技术授权。鉴于 EDA 市场目前形成的寡头竞争格局，主要

国外厂商的 EDA 工具在其细分功能领域没有可靠的替代性产品。如果 EDA 供

应商取消对公司技术授权，将导致研发和生产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对公司业务和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产品质量纠纷风险 

大型品牌客户对射频功率放大器可靠性要求非常严苛。然而，导致射频功率

放大器出现故障的可能因素较多，除产品自身设计、原材料质量、晶圆制造和封

测质量等因素外，若其他配合使用的器件存在质量或设计问题，也可能导致射频

功率放大器模组工作出现故障。基于上述，排查并确定故障原因的难度高、耗时

长，公司、客户和供应商可能对产品质量责任的判断存在不一致的理解或纠纷，

给公司带来法律、声誉及经济等方面不利影响。 

4、公司业务模式变化的风险 

集成电路生产测试项目实施后，公司将向产业链下游延伸，通过自建部分测

试生产线的方式布局集成电路测试环节，公司业务模式将从轻资产模式转向一定

程度的重资产模式。公司在原来的 Fabless 模式下，自身并不具备大规模资产管

理的经验，可能会因缺乏设备运营经验导致设备运营效率较低，出现产能使用不

足从而降低项目实施效率，存在影响公司盈利能力的风险。 

5、内控体系建设及内控制度执行的风险 

公司已根据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逐步建立健全了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要求

的内部控制体系，但上述制度及体系的实施时间较短，且仍需根据公司业务的发

展、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予以修正及完善。若公司因内控体系不能及时完善，或

有关内部控制制度不能有效实施，将直接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合规性以及运

作效率，进而影响公司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 



四、重大违规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4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4年 202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103,040,242.61 2,981,525,258.85 -29.46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

营业收入 

2,101,681,815.29 2,980,625,258.85 -2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725,130.22  112,288,416.43 -12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2,672,138.90  103,460,720.01 -15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8,255,041.03  743,815,087.87 -142.79 

主要会计数据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992,010,080.34  4,034,625,006.05 -1.06 

总资产 4,589,971,914.29  4,819,275,224.07 -4.76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202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27 -1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27 -122.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5 -14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59 2.84 减少 3.43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2.62 减少 3.92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20.83 15.18 增加 5.65 个百分点 

2024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202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0,304.02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2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72.51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121.1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267.21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150.91%。业绩下滑主要系射频前端芯片市场竞争态势的加剧，导致公司部分产

品面临价格下行的压力，进而影响了产品的利润空间。面对盈利下滑的挑战，公

司积极优化产品结构。本年度，公司接收端产品营收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 5G

产品占射频功率放大器模组营收的比例也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加之，公司严

格把控成本费用，从而有效减轻了市场竞争对业绩带来的不利影响。 

2、2024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1,825.50 万元，较上

年同期降低 142.79%，主要系：①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营收规模以及净利润有所

下滑；②支付的原材料以及加工费的价款增加。 

3、2024 年度，公司股份支付费用 4,403.34 万元。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30.83 万元。 

4、2024 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降低 122.22%；稀释每股收益

较上年同期降低 122.2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降低

148.0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减少 3.43 个百分点；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减少 3.92 个百分点。主要系本报告

期净利润同比降低所致。 

5、2024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0.83%，较上年同期增加

5.65 个百分点，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营收规模减少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自创立以来，公司始终以创新的设计和卓越的技术实力，致力于成为行业的

领导者，专注于射频前端芯片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坚定地将研发投入与技术创

新置于公司发展的核心位置。 

1、技术创新与研发实力：公司发展的根本动力 

战略驱动与持续投入：自公司成立以来，研发创新一直是战略发展的核心驱



动力。我们积极投入资源，致力于提升核心竞争力，并通过不断的自主创新和技

术研发，逐步确立了行业内的技术领先地位。公司密切关注行业技术的发展、演

变趋势和需求变化，加速产品线布局，积极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确保技术持续领

先。公司坚持以射频前端产品线为发展中心，通过融合创新技术和先进工艺，持

续推动技术研发，快速适应通信技术的变革，显著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024

年，公司的累计研发投入达到 43,797.40 万元，占总收入的 20.83%，充分展现了

公司对技术创新的坚定承诺。 

研发团队与成果：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于卓越的人才团队和强大的研发实

力。公司高度重视人才的发掘与培养，建立了成熟的射频器件及模组研发设计团

队，核心成员拥有多年的设计、开发及工艺调试经验。通过积极的人才引进策略

和股权激励机制，公司吸引了国内外高层次技术人才，形成了稳固的人才梯队，

为持续创新和市场拓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公司研发团队由 349 名专业人才组

成，占员工总数的 56.11%，团队成员在射频功率放大器等关键技术领域积累了

深厚的技术底蕴。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国内发明专利 79项，实用新型专利 65项，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145 项，这些成果不仅彰显了公司在研发创新方面的实

力，也体现了技术和发展战略上的领先优势。这些优势共同构成了公司推动射频

前端产品线不断丰富和进入更多应用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技术领先优势：在国内高集成度模组的研发领域，公司率先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为下一代模组方案的研发赢得了先发优势。L-PAMiD 模组的大批量出货不

仅验证了公司模组产品的设计能力，而且为新一代高集成度模组的研发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数据支持。随着 5G 技术的不断演进和新一代通信技术的逐步成熟，

公司已正式推出第二代 L-PAMiD 模组（Phase 7LE Plus 模组），其在效率、功耗

等关键性能上实现了相对上一代产品的显著提升，将适配主流平台厂商的新一代

旗舰平台，目标市场为今年秋季的品牌手机旗舰机型。此外，公司率先推出 Wi-

Fi 7 模组产品，该产品已批量销售并适用于主流品牌手机和路由器中。通过持续

的技术创新和对市场动态的敏锐洞察，公司将确保推出的产品和服务始终处于行

业前沿，满足客户对高性能通信技术的需求，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地

位。 



2、产品优势：创新解决方案与测试能力 

一站式解决方案：公司凭借在射频前端领域的深厚积累和持续创新，构建了

丰富的产品系列，这些产品可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汽车电子、蓝

牙耳机、无人机、AI/AR 眼镜等多个市场。公司的产品线涵盖了从分立器件到射

频模组的多样化解决方案，包括 TxM、MMMB PA、L-PAMiF、L-PAMiD、L-FEM、

LNA Bank、DiFEM、L-DiFEM、卫星通信、Wi-Fi 等模组产品，全面满足客户在

射频前端的多样化需求。公司以一站式服务为核心优势，为客户提供从 2G 至 5G

的全面射频前端解决方案，简化了产品导入流程，有效降低了客户的供应链管理

成本与风险。通过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提升产品的差异化水平，加快市场响应

速度，赢得了终端客户的广泛青睐。这些优势不仅展现了公司在射频前端领域的

技术和服务实力，也为盈利能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在

行业中的领导地位。 

产品结构升级：公司在射频前端领域的战略转型已取得显著成效，成功从中

集成度模组向高集成度模组转型，显著提升了技术能力并在市场上赢得了竞争优

势。公司的 5G 射频功率放大器模组以其卓越的性能和优化的能效，在市场中获

得了广泛认可，并应用于多个知名终端客户的产品中。产品线的升级使公司能够

覆盖高端市场和高性价比市场的全方位需求，高端市场的突破为公司带来了更广

阔的市场空间和新的营收增长点，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这正是公司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公司致力于持续创新和优化产品结构，满足不同细分市场

的需求，确保公司在射频前端领域的领先地位。 

自有测试优势：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测试工具和解决方案，在射频前端领域

确立了显著的竞争优势。这些工具不仅加速了产品从设计到市场的转化，提升了

测试的精准度和效率，还确保了产品品质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在外部测试资源紧

张时，公司内部的测试能力保证了高集成度模组产品的及时测试与上市，使公司

能够抓住行业发展的每一个机遇。这种自主可控的测试能力，结合对测试技术的

深入理解和创新应用，使公司能够持续提供高质量的射频前端解决方案，满足市

场对高性能和高可靠性产品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3、市场响应与未来趋势预判：研发创新和客户需求的协同优势 



客户需求导向：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构建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

并与研发紧密结合，实现市场与产品的高效协同。通过升级研发体系，确保产品

设计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从而保证产品的高性能和高品质。这种策略加快了产品

上市速度，提高了市场响应能力。公司将客户的高标准作为自我提升的动力，持

续提升技术实力和服务质量，为客户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

和集成的产品开发流程，确保了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和精准交付，赢得了客户

的信任，为维护公司的持续发展和行业领先地位提供了坚实保障。 

内部管理与外部协同：公司打造并实施高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旨在满足品

牌客户的严格要求，确保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均符合品牌客户的高标

准，保障了产品的卓越可靠性。通过与全球顶级供应商建立的稳固合作关系，公

司确保了原材料质量和供应稳定性，为产品生产的连续性和可靠性打下了坚实基

础。通过大量订单形成的规模优势，公司在合作中拥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有效

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公司通过引入新的供应商，优化供应链管理，增加了成

本控制的灵活性。此外，公司通过资源整合和供应链合作标准化，实现了供应链

各环节的无缝衔接，提高了运营效率和产品质量。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产品的长

期稳定交付，也通过长期产能规划和自购核心设备等策略，减少了行业产能波动

对公司供货周期的影响。 

未来趋势预判与战略布局：公司始终紧密关注下游客户和终端消费者的需求，

积极预判未来技术趋势并提前布局。例如，公司提前研发了 Wi-Fi 7 技术，成功

推出相关产品，满足了市场对高速无线网络的需求；率先完成车规级产品的研发，

成为国内率先通过车规级射频前端产品认证的企业；还率先研发了大功率 Wi-Fi

模组和蓝牙模组，为 AI 终端设备提供高性能通信解决方案。这些前瞻性的研发

投入和战略布局，确保公司推出的产品和服务始终处于行业前沿，为客户提供更

先进、更可靠的射频前端解决方案。 

（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2024 年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为了保证公司能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保持产品和服务的技术领先水平，维

持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公司进行持续性的研发投入。2024 年度，公司研发投入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2023年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437,973,995.19 452,642,350.14 -3.24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437,973,995.19 452,642,350.14 -3.24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

例（%） 
20.83 15.18 增加 5.65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2024 年度，公司主要在研项目进展顺利，取得一定的研发成果。2024 年度，

公司新获授权专利 42 项，其中发明专利 16 项，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取得专利 146 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145 项，

软件著作权 17 项，形成了大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研发成果具体情

况如下： 

项目 
本期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38 16 211 79 

实用新型专利 34 26 97 65 

外观设计专利 0 0 2 2 

软件著作权 0 1 18 17 

其他 17 8 154 145 

合计 89 51 482 308 

注：“其他”代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募集资金专户收到的募集资金净额 2,523,514,960.00 



项目 期末余额 

减：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支出金额 1,877,988,335.92 

截至 2023 年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45,526,624.08 

加：2024 年度专户利息收入 9,898,457.91 

2024 年度现金管理类产品投资收益 9,037,777.79 

现金管理类产品到期赎回 1,600,000,000.00 

减：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 1,602,376,666.67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 124,504,429.00 

支付专户手续费支出等 200.00 

截至 2024 年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37,581,564.11 

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

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唯捷创芯无控股股东。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唯捷创芯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名称 类别 
直接持股数

量（股） 

间接持股数

量（股） 

合计持股数

量（股） 

合计持股

比例

（%） 

荣秀丽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53,265,280 6,556 53,271,836 12.39 

孙亦军 
实际控制人、董事、

总经理 
14,716,061 7,040,548 21,756,609 5.06 

辛静 董事、财务负责人 1,311,283 5,217,574 6,528,857 1.52 

周颖 董事 1,966,925 5,283,144 7,250,069 1.69 

钟英俊 董事 - - - - 

许家硕 董事 - - - - 

蔡秉宪 董事 - - - - 

罗毅 独立董事 - - - - 

杨丹 独立董事 - - - - 



张恝恕 独立董事 - - - - 

黄吉 独立董事 - - - - 

李爱华 监事会主席 - 65,565 65,565 0.02 

刘艳虹 监事 - - - - 

张英娇 职工代表监事 - 32,782 32,782 0.01 

赵焰萍 董事会秘书 1,311,283 4,134,578 5,445,861 1.27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中信建投唯捷创芯 1 号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唯捷创芯 1 号资管计划”）、中信建投唯

捷创芯 2 号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唯捷创芯 2 号资管计

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前述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

期自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2024 年度，唯捷创芯 1 号资管计划减持 50,205 股，唯捷创芯 2 号资管计划

减持 4,574 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唯捷创芯 1 号资管计划持有公司 488,365

股股份，唯捷创芯 2 号资管计划持有公司 251,176 股股份，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资管计划份额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参与资管计划名称 
持有资管计划

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报告期

内是否发生变化 

孙亦军 董事、总经理 
唯捷创芯 1 号资管

计划 
3.03% 否 

辛静 董事、财务负责人 
唯捷创芯 1 号资管

计划 
3.03% 否 

周颖 董事 
唯捷创芯 1 号资管

计划 
3.03% 否 

李爱华 监事会主席 
唯捷创芯 1 号资管

计划 
3.03% 否 

张英娇 职工代表监事 
唯捷创芯 2 号资管

计划 
5.88% 否 

赵焰萍 董事会秘书 
唯捷创芯 1 号资管

计划 
- 否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年度报告书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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