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260 证券简称：昀冢科技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90,195,566.92 -2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824,112.70 -61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1,901,589.27 -72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29,686.34 -53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85 -615.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40 -606.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7 -7.98

研发投入合计 17,038,408.64 50.2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8.89 9.8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419,026,083.69 1,330,220,338.32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21,040,537.63 447,395,530.08 -5.89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48,613.5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3,851,554.9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
收益

-443,260.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54.0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8,895.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63.05

合计 2,077,476.57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5.73

主要系公司的订单下降， 固定成本占比
较高引起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615.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606.28

研发投入合计 50.20 主要系公司汽车电子和电子陶瓷等新领
域研发投入增加

二、 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无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 东 性
质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 份
状态 数量

王宾 境 内 自
然人 13,183,740 10.99 13,183,740 13,183,740 无 0

苏州昀三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0206630 8.51 10206630 10206630 无 0

苏州昀二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0206630 8.51 10206630 10206630 无 0

苏州昀四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9781290 8.15 9781290 9781290 无 0

苏州昀一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8505450 7.09 8505450 8505450 无 0

郑向超 境 内 自
然人 5631134 4.69 0 0 无 0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239990 3.53 0 0 无 0

苏州天蝉智造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322440 2.77 0 0 无 0

方浩 境 内 自
然人 2126340 1.77 0 0 无 0

甘子英 境 内 自
然人 2126340 1.77 0 0 无 0

王清静 境 内 自
然人 2126340 1.77 0 0 无 0

苏州昀六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126340 1.77 0 0 无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郑向超 5,631,134 人民币普通股 5,631,134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239,990 人民币普通股 4,239,990

苏州天蝉智造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322,440 人民币普通股 3,322,440

方浩 2,126,340 人民币普通股 2,126,340

甘子英 2,126,340 人民币普通股 2,126,340

王清静 2,126,340 人民币普通股 2,126,340

苏州昀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126,340 人民币普通股 2,126,340

徐鳌 1,826,340 人民币普通股 1,826,340

熊强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王远 1,701,090 人民币普通股 1,701,090

苏州昀五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01,090 人民币普通股 1,701,0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王宾为苏州昀一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昀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昀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昀四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系一致行动关系；甘子
英为苏州昀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
人，系一致行动关系；王远为苏州昀五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
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系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股
东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 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3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7,008,547.66 28,408,544.92
结算备付金 - -
拆出资金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衍生金融资产 - -
应收票据 50,289,627.03 83,396,029.64
应收账款 153,183,189.15 178,108,305.05
应收款项融资 13,394,136.96 6,671,592.80
预付款项 12,185,474.52 3,449,901.68
应收保费 - -
应收分保账款 - -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 -
其他应收款 11,793,334.90 13,102,924.41
其中：应收利息 - -
应收股利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存货 125,436,118.37 106,473,852.01
合同资产 - -
持有待售资产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其他流动资产 43,936,820.99 37,404,944.14
流动资产合计 487,227,249.58 457,016,094.6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 -
债权投资 - -
其他债权投资 - -
长期应收款 - -
长期股权投资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
投资性房地产 - -
固定资产 183,855,190.66 193,890,841.38
在建工程 462,607,465.51 395,977,801.63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油气资产 - -
使用权资产 75,987,818.89 82,624,431.48
无形资产 27,174,496.01 18,223,600.17
开发支出 - -
商誉 - -
长期待摊费用 41,745,570.81 43,927,746.4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519,087.45 34,500,251.7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0,909,204.78 104,059,570.85
非流动资产合计 931,798,834.11 873,204,243.66
资产总计 1,419,026,083.69 1,330,220,338.3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24,862,260.10 396,193,284.82
向中央银行借款 - -
拆入资金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应付票据 - -
应付账款 141,069,253.91 200,983,471.56
预收款项 - -
合同负债 1,226,567.12 736,15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
应付职工薪酬 12,547,580.97 13,654,850.18
应交税费 2,656,639.49 7,314,802.14
其他应付款 784,403.25 621,242.40
其中：应付利息 295,274.15 -
应付股利 - -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 -
应付分保账款 - -
持有待售负债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7,180,499.54 72,495,360.91
其他流动负债 18,020,849.37 18,814,890.09
流动负债合计 668,348,053.74 710,814,052.10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 -
长期借款 281,180,979.30 108,568,701.45
应付债券 - -
其中：优先股 - -
永续债 - -
租赁负债 47,254,651.24 48,543,150.61
长期应付款 22,134,994.65 31,019,829.6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预计负债 - -
递延收益 1,256,184.49 1,332,487.59
递延所得税负债 9,188,446.92 11,395,503.79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361,015,256.59 200,859,673.08
负债合计 1,029,363,310.33 911,673,725.1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 -
其中：优先股 - -
永续债 - -
资本公积 317,316,703.46 313,847,583.20
减：库存股 - -
其他综合收益 - -
专项储备 - -
盈余公积 10,640,209.61 10,640,209.61
一般风险准备 - -
未分配利润 -26,916,375.44 2,907,737.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421,040,537.63 447,395,530.08

少数股东权益 -31,377,764.28 -28,848,916.9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89,662,773.35 418,546,613.1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419,026,083.69 1,330,220,338.32

公司负责人：王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于红
合并利润表
2023年 1—3月
编制单位：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 年第一季度 2022 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90,195,566.92 125,645,397.05
其中：营业收入 90,195,566.92 125,645,397.05
利息收入 - -
已赚保费 - -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 -
二、营业总成本 129,489,496.80 126,095,575.57
其中：营业成本 80,277,230.59 93,525,465.20
利息支出 -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
退保金 - -
赔付支出净额 - -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 -
保单红利支出 - -
分保费用 - -
税金及附加 414,925.96 934,365.20
销售费用 5,970,626.18 6,486,398.13
管理费用 19,432,747.15 9,233,290.61
研发费用 17,038,408.64 11,344,018.01
财务费用 6,355,558.28 4,572,038.42
其中：利息费用 6,307,710.05 4,620,461.58
利息收入 - -
加：其他收益 3,852,667.84 514,993.8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43,260.17 631,603.7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 -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267,925.70 1,436,304.87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903,762.39 51,860.8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8,520,358.90 2,184,584.84
加：营业外收入 21,859.86 322.08
减：营业外支出 757,972.86 473,417.7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9,256,471.90 1,711,489.13
减：所得税费用 -6,903,511.85 -3,142,801.2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2,352,960.05 4,854,290.33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2,352,960.05 4,854,290.3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9,824,112.70 5,782,931.82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2,528,847.35 -928,641.49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 -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 -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 -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 -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 -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 -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 -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 -
（7）其他 - -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七、综合收益总额 -32,352,960.05 4,854,290.33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9,824,112.70 5,782,931.82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528,847.35 -928,641.4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
净利润为：0 元。

公司负责人：王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于红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3年 1—3月
编制单位：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 年第一季度 2022 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5,397,038.89 122,650,141.67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 -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 -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 -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 -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 -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 -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740,186.24 594,306.5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60,874.24 4,347,225.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9,398,099.37 127,591,673.3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5,795,951.35 67,918,323.28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 -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 -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 -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 -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 -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5,188,929.68 43,720,923.25
支付的各项税费 7,228,898.00 8,339,997.0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514,006.68 3,398,689.7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7,727,785.71 123,377,93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29,686.34 4,213,739.9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31,576,25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631,603.7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32,207,853.7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47,874,966.93 62,593,712.06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7,874,966.93 62,593,712.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874,966.93 -30,385,858.3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24,803,365.39 93,230,231.24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579,335.94 15,083,321.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6,382,701.33 108,313,552.4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5,014,032.74 4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261,949.43 2,185,604.4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257,976.40 14,972,070.95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1,533,958.57 62,157,675.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848,742.76 46,155,877.0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7,935.93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8,606,153.56 19,983,758.7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730,490.65 40,112,766.6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5,336,644.21 60,096,525.42

公司负责人：王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于红
2023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苏州昀冢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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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作为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凌云光”、“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凌云光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
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产品开发无法满足下游应用需求的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具有技术革新频繁的特征，其下游行业的应用需求也处于高速迭代期，因此行业产

品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 如何快速将技术转化为多元化的产品从而服务于客户，是公司在行业竞争
中胜出的关键。 公司产品对应的下游应用场景较多，需要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持续投入研发。 公司
所处行业可覆盖新型显示、消费电子、锂电、半导体、 PCB 和汽车等众多下游应用行业。 因这些下游
应用行业普遍具有技术密集、产品更新换代频繁等特征。 如果未来公司的设计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
无法匹配下游行业应用需求的迭代速度，或公司因未能及时预见需求迭代导致技术开发方向上发生
决策失误，或公司未能成功将新技术快速转化为多元化的产品与服务，将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2、核心技术人才流失的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具有人才密集型特征，因行业涉及多种科学技术及工程领域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

需要大批掌握跨学科知识、具有高素质、强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 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研发和
技术创新能力，使产品和服务深度贴合下游行业的应用需求，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还需要长期积累下游
行业的应用实践。 因此，行业人才培养周期相对较长。

随着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公司竞争对手及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公司对光学成像、软件及算法等技
术人才的争夺将日趋激烈。 若公司未来不能持续健全人才培育体系或向核心技术人员提供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薪酬及福利，激励政策不能持续吸引技术人才，造成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将给公司带来技术
研发迟缓的风险。

3、技术泄密的风险
多年来，公司自主研发了一系列核心技术。 目前，公司已对关键技术及新产品研发采取了严格的

保密措施，通过申请专利等方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及管理机制，并与核心技术人员签署
了《知识产权权属、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对其任职期间及离职后的保密和侵权等事项进行了严格约

定。 但是，未来如果因核心技术人员违约加盟竞争对手或因生产经营过程中相关技术、数据、图纸、保
密信息泄露而导致核心技术泄密，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是早期从事机器视觉业务的中国企业之一。 在工业人工智能的时代潮流下，行业需求和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吸引了更多的新兴厂商甚至传统自动化企业进入机器视觉行业，公司将会面临更加
激烈的竞争环境。

2、产品价格下行、成本上升与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伴随机器视觉行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企业进入市场，原有的同行业厂商也会加大投

入，行业供求关系可能发生不利变化，公司产品价格存在下行风险。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人力成
本持续上升、环保等因素会导致部分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生产成本增加，例如 2021 年全球芯片出现
供应紧张的形势，从而发行人部分原材料价格有所上升，甚至出现暂时性供应紧缺的情形，影响了发
行人部分产品的交付与收入实现。 如果公司产品创新性或研发降本不能有效对冲价格下行与成本上
升的影响，将使得公司盈利能力出现下降风险。

3、国际供应紧张影响经营业绩的风险
公司部分境外供应商因“缺芯潮”的影响，导致公司部分高端相机等上游光学器件供应出现短缺，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和交付计划。 若未来该类上游国际器件供应紧张的现象不能得到改善，公司
业绩将存在受到负面影响的风险。

（三）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余额无法及时回收的风险公司 2022 年末应收账款 12.61 亿元，应收账款金额较大。

公司各期末已根据会计政策对应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并相应计提坏账准备。 但若公司客户经营状
况受外部环境影响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将有可能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出现坏账损失。

2、存货减值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构成。 2022 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4.70 亿元，占资产总额比例为 9.39%。 鉴于公司存在一定规模的存货，如果公司不能准确地预测市场
需求，可能导致原材料积压、库存商品滞销等情况发生。 当产品价格下降超过一定幅度时，公司的存
货可能发生减值，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3、汇率变动风险公司存在以美元、欧元结算为主的外币业务，主要为公司的境外采购以美元、欧
元等结算。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人民币与美元间的汇率波动性较大，对公司业绩可能造成
一定影响。 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加大海外业务，汇率波动将影响公司采购成本和公司产品价格、市场竞
争力，进而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四）行业风险
机器视觉及光纤通信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公司产品应用于新型显示、消费电子、印刷包装、

新能源、光通信等领域，其终端应用需求与宏观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如果宏观经济周期性下行，会导致
终端应用需求下降，下游产业投资放缓，公司将面临业绩增速放缓或下降的风险。

（五）宏观环境风险
一方面，公司经营境外品牌的代理销售业务；另一方面，公司采购部分境外品牌的相机、镜头、采

集卡、芯片等器件作为自主产品的原材料，个别高端线阵相机由于其芯片存在技术垄断，所以仍依赖
境外供应商供货。

在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相关产品及原材料供应可能会出现不确定性。 如果国际贸易局势和政
策发生重大变动，出现较为恶劣的贸易摩擦、关税壁垒、出口限制、关键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汇率波
动等情形，或境外知名厂商取消与公司的合作，而公司无法在短期内找到替代供应商，公司的自主业
务和代理业务均会受到影响，导致经营业绩下滑。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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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上述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2022 年度，公司努力克服疫情困难，产品布局与市场拓展取得较好进展，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长 12.83%；同时，受新冠疫情与国际“缺芯潮”的影响，公司销售订单尤其是生产交付受到不同程度
影响，增幅收窄，但该影响是短期的。 中长期来看，疫情有望加速机器替代人工的需求，也有利于促进
下游行业对机器视觉的应用需求扩大。

2、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分别增长 9.12%、8.69%，主要系公司持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自主产品更趋完善，自主产品收入比
例稳步提升；同时，参股公司计提股份支付等，大幅降低净利润。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成熟专业的团队及创新能力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人才资源是公司的重要核心竞争力之一。 在长期的发展过

程中，公司注重人才队伍建设，组建了一支行业经验丰富且富有创新力的研发团队、销售和解决方案
团队、售后服务团队。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工程化产品的开发目标，组建了一支多专业学科背景的研究团队。
团队成员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重点高校。 截
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研发团队共计 825人，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数 339 人，占研发团队
的 41%；公司的销售与解决方案团队成员主要由技术人员或有技术背景的人员构成，可以基于客户的
应用场景和业务痛点，为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售后服务团队协助客户将解决方案有效落地，
为客户提供深度培训、产品的定期维护、保修或返修等支持。 服务团队为大客户提供驻厂服务，及时
响应客户现场，保障客户项目顺利进行，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

（二）全面的产业链上游布局能力
机器视觉产业链的上游包括芯片、相机、镜头、光源等硬件及算法软件。 在上游视觉器件方面，公

司以采购与自主相结合，同时辅以产业投资进行布局的模式满足用户需求。 主要因为公司的产品应
用于消费电子、新能源、立体视觉、智慧交通、科学图像等多个下游领域，各下游应用场景的检测对象
不同，对视觉器件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公司根据不同应用场景的具体需求，选用最合适的相机和光源
等器件产品。 在相机领域，公司较早成立了相机研发中心，先后开发了面向工业、科研、交通等行业的
几十款特色相机；在光源领域，公司累计开发了多款特种光源，拥有 30 多项发明专利。 目前，公司自
主开发的工业相机、光源批量应用于公司自主的可配置视觉系统与智能视觉装备产品。

图像算法是机器视觉的核心技术。 2005 年，公司启动研发核心算法库 Visio nWARE；2008 年，
推出 VisionWARE-V1.0；截止目前，该算法库迭代至 5.3 版本，具有基础、定位、测量、检测、识别、颜
色、3D、深度学习和图形用户界面等 9个技术模块、18 个算法库和 100 余个算法工具，可实现工业视
觉行业定位、测量、检测和识别应用全覆盖，在 AI 算法方面支持模式识别、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在产业投资方面，公司投资了 CMOS 传感器芯片设计公司长光辰芯和红外芯片公司丽恒光微，布
局国内高端成像芯片研发；在镜头领域，公司投资了工业镜头公司湖南长步道，定制开发高精度大景
深成像镜头、高动态红外动捕镜头等特色镜头。 在 AI 大模型方面，公司投资了清华背景的 AI 公司智
谱华章，将数据预训练和知识图谱与工业智能制造、虚拟内容制作结合。 此外，公司还投资了动捕软
件供应商上海青瞳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布局产业链相关技术，拥有较为全面的产业链技术能力和
资源储备，这些也为凌云光规模化和纵深化发展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三）四大技术平台形成对下游应用的快速拓展能力
公司深耕机器视觉行业近 20 年，全面掌握了“光、机、电、算、软”等底层技术，形成了智能软件、智

能算法、先进光学与计算成像、自动化精密控制四大技术平台，可支撑公司在多个行业快速推出应用
产品。 四大技术平台主要解决不同下游应用的共性、通用性、标准化和模块化的研究开发，在四大技
术平台基础上，公司可以快速适配客户应用需求，推出特定行业产品，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提升市场需

求响应速度。 公司以打造领先的工业人工智能技术为目标成立“知识理性研究院”，进一步构建和拓
展四大技术平台能力，开展多种 AI 算法、计算成像、大数据与认知图谱等技术研究，服务更多行业需
求。

（四）深度掌握行业用户需求和提供解决方案能力
公司的主要客户为行业龙头公司，如苹果、工业富联、京东方、瑞声科技、宁德时代、福莱特等。 行

业龙头客户为公司解决下游应用的大场景、复杂工艺、典型制程需求提供了难得和极佳的实践价值，
公司借此形成了多款融合视觉检测和自动处理能力的智能化产品，推出了大量智能视觉检测和量测
设备。

公司在应用领域深刻把握工业客户对于精度、效率、品质提升的核心需求，开发适合行业应用的
成像解决方案和应用系统方案。 在消费电子领域，公司推出了消费电子制造精密装配/加工/智能识
别/对位/测量等系列产品；在新能源领域，公司推出锂电覆盖前中后道视觉系统、隔膜表面瑕疵检测和
极片检测产品、光伏玻璃质量检测系统；在立体视觉方面，公司提供数字人及内容制造的产品和服务；
在印刷包装领域，公司先后研发了国产印钞/标签/软包/ 彩盒等印前对版、印中高速在线检测仪 、 印
后 离 线 质 量 检 测 装 备 等 系 列 产 品 ； 在 新 型 显 示 领 域 ， 公 司 开 发 了 LCD/OLED/mini
LED/Micro LED 显示屏 cell 段/模组段半自动/全自动点灯、外观质量检测装备等系列产品；此外，公司
在智慧交通、生命科学与高端科研仪器等领域均推出了与领域深度结合的产品。 公司持续通过创新
的产品与解决方案服务行业自动化与智能化升级。

2022 年，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为了进一步完善在消费电子、新能源、虚拟数字人等领域的战略布局，2022 年度公司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以支撑未来战略增长。 2022 年累计投入研发费用 37,579.22 万元，同比增长 33.92%；研发费
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3.67%，较上年同期上升 2.15 个百分点。

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被工信部评选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相关创新性产品通过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认定；曾获得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两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导或参与多项国家级重大科技专项；先后参撰《机器视觉发展白皮书》《工业
智能白皮书》《MiniLED背光发展白皮书》《边缘计算视觉基础设施白皮书》多项行业发展白皮书。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 548 项境内专利，包括发明专利 273 项、实用新型 234 项、
外观设计 41 项；此外，公司累计获得软件著作权 257 项。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公司牵头或参与
制定并已发布的国家、行业、团体标准共 13 项，其中包括 3 项国家标准、10 项行业与团体标准。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719 号）核准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000 万股（超额配售
选择权行使前），每股发行价格为 21.93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7,37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6,841.67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0,528.33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
到位，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2〕6-39 号）。

2022 年 8 月 4 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商）（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在初始发行 9,000 万股普通股的基础上额外发行 1,350万股
普通股，由此增加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9,605.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2,079.27 万元，超额
配售募集资金净额为 27,526.23万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将全额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所对应的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划付给公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本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年 8 月 5 日出具
了天健验〔2022〕6-58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
议/五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74,391.72 万元，其中：支付发行费
用为人民币 18,920.94 万元、本期项目投入为人民币 26,655.41 万元、利息收入净额 2,257.75 万元、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性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为人民币 9,158.49 万元、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19,656.88 万
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 6 个募集资金专户、3 个定期存款账户和 4 个通知存款账户，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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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等
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使用，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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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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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