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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宁波证监局官网显示，甬矽电子的辅导机
构平安证券已完成对其科创板上市的辅导工作，并发布了
总结报告。平安证券称，目前相关辅导工作取得较好效
果，已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天眼查显示，甬矽电子成立于2017年11月，注册资
本3.48亿元，主要从事高端集成电路（IC）的封装和测
试。公司一期占地126亩，项目计划5年内投资30亿元
（分两段实施），建设达产后具备年产50亿块中高端集成
电路、年销售额30亿元的生产能力。

甬矽电子虽然仅成立4年左右，但却颇受资本青睐。
2020年9月29日,聚隆科技公告称，公司及其他15

家企业与甬矽电子及其股东签署了《投资协议》。聚隆科
技及其他10家企业拟以15元/股的价格受让甬矽电子股东
转让的737.5万股甬矽电子股份。同时，公司及其他12家
企业拟以15元/股的价格认购甬矽电子新增的3566万股
股份。其中，公司拟受让宁波鲸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鲸芯）转让的甬矽电子53.60
万股股份，转让对价为 804万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0611万元认购甬矽电子707.40万股新增股份。

聚隆科技称，受下游产业链转移、5G先行推广、手
机创新、存储库存趋于正常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大陆地
区半导体封测回升力度优于全球，市场空间广阔。甬矽电
子现有业务着重布局在新兴快速增长的应用领域，商业化
落地进展迅速。

天眼查显示，甬矽电子16位股东中，不仅有上市公
司，也不乏明星基金。比如，甬矽电子第3大股东为宁波
上市公司朗迪集团，持股比例为10.03%；第10大股东为
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元禾璞华），持股比例为3.24%。而元禾璞华的第3大
合伙人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除本身实力不俗外，甬矽电子也赶上了半导体产业
发展的大机遇。”宁波一位创投人士向记者表示，这是甬
矽电子发展比较快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芯片需求暴增背
景下，封装自然也会出现产能短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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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中高端半导体封测
甬矽电子完成科创板上市辅导
记者 王婧

全球“芯片荒”不断加剧，从汽车业席卷到整个制造
业。但同时，芯片紧缺也给相关企业带来机遇。近日，多家
半导体企业科创板IPO迎来新进展。这其中就包括甬矽电子
（宁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甬矽电子）。

日前，据宁波证监局披露，甬矽电子已完成科创板IPO辅导。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芯片需求激增，令芯片企业迎来高

景气周期，宁波多家半导体材料、封装等企业订单饱和、产
能紧张，更有企业订单已排到明年下半年。

始于2020年第四季度的“缺芯风
暴”，目前依旧没有缓解。

“我们是一家节能灯生产企业，也
需要用到芯片，‘芯片荒’也影响到了
我们。”日前，宁波一家节能灯生产企
业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芯片
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订单需求。

正如一位欧洲智库分析师所描
述，从医疗器械到银行ATM机，再到
农用拖拉机，芯片无处不在。

在“缺芯”背景下，不少半导体
企业加快了冲刺科创板的步伐。除甬
矽电子外，近日，拟冲刺科创板的半
导体企业还有概伦电子、唯捷创芯、
复旦微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概伦电子股东
名单中，英特尔持股达2112.4752万
股，持股比例达5.41%，位列第7大股
东。

据Cartner统计，2020年，全球
半导体收入实际增长10.4%至4662亿
美元，高通、英特尔、联发科等芯片
厂商均取得不俗业绩。

不仅芯片厂商业绩亮眼，宁波相
关半导体企业的订单今年也拿到手软。

“现在订单根本接不过来，用‘爆’
了来形容都不为过。”甬矽电子相关人士
向记者表示，公司去年建成的生产线已满
负荷运转，订单也已排到明年下半年。

财报显示，主营半导体上游原材
料高纯溅射靶材的江丰电子销售收入
继续增长，今年一季度实现营收3.17
亿元，同比增长32.89%。

江丰电子称，随着客户端需求增
加、对供应链安全重视程度提高，以
及国内半导体产业对国产化需求紧
迫，国产替代进度大大加快。

江丰电子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作
为芯片供应链的一个环节，公司目前
的订单量是饱和的。

6月4日，在互动平台上，康强电
子回复投资者表示，公司为国内半导体
封装材料塑封引线框架研发、生产与销
售的龙头企业，目前订单充足。今年一
季度，康强电子实现归母净利润
2271.78万元，同比增长100.07%；营
业收入4.74亿元，同比增长71.57%。

记者发现，不少半导体公司颇受
创投资金青睐。去年6月22日，盛吉
盛(宁波)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获得聚源
资本战略融资；去年11月24日，宁波
润华全芯微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获数千
万元战略融资，投资方为哈勃投资。

中信证券电子组首席分析师徐涛认
为，目前，半导体缺货覆盖各类产品。
从历史来看，半导体缺货是长期存在的
现象，但本轮缺货引发的涨价较此前更
为严重。在目前下游需求回暖背景下，
行业产能紧张可能会持续至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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