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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证券代码：688262          编号：2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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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国联证券：熊军、辛鹏、姜青山；  

煜德投资：王秀平； 

远策投资：李博； 

海通资管：童胜； 

百嘉基金：黄超； 

中银基金：张引； 

华美国际投资：王书伟； 

东吴基金：张浩佳； 

上海阜盈投资：王彬； 

陶朱资本：肖洪彬； 

泰康资管:陈弘毅、邹志、雷鸣、周昊、黄若谷、段中喆。 

时间 
2022 年 5 月 12 日 13:30 

2022 年 5 月 13 日 15:30 

地点 线上交流 

上市公司参

加人员姓名 

董事长：郑茳先生 

董事会秘书：黄涛先生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人员：龚小刚先生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1、公司产品线的规划是什么？未来的定位是怎么样？核心优势是什么？ 

答：公司是一家聚焦于国产自主可控嵌入式 CPU 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的芯片设

计公司，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市场需求领域客户提供自主可控的嵌入式 CPU IP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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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定制服务和自主芯片及模组产品，持续发展我国自主可控高端嵌入式 CPU 系列，

助力关键领域实现芯片层面的安全自主可控，推动国产化替代进程。公司产品主要应

用于信息安全、汽车电子和工业控制以及边缘计算和网络通信三大关键领域。公司的

战略目标是成为我国嵌入式 CPU 领域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公司的核心技术在自主

可控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公司在先进制程工艺设计方面经验丰富。同时，公司产品面

向的应用领域广，在国家重大需求和关键领域的产业化应用方面优势明显，面向应用

实现了多种技术与应用的深度融合。公司信息安全芯片聚焦于“云”到“端”的安全

应用，覆盖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存储、工业控制和金融电子等关键领域，

以及服务器、汽车和智能终端等重要产品。公司积极发展汽车电子芯片，覆盖车身控

制、发动机和新能源电机控制、域控制和新能源电池管理系统控制等方面，为解决我

国汽车行业“缺芯”问题作出努力。 

2、2021 年信息安全方面收入比上年增长 66.79%，汽车电子与工业控制，收入比

上年增长 11.79%，边缘计算和网络通信收入比上年增长 97.67%，今年各方面业务的

增长趋势怎么样？ 

答：2022 年以来，公司的订单稳定且有较为持续的增长，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

与去年一季度的相比增长幅度较大，未来公司会持续开拓市场，特别是汽车电子和工

业控制领域，随着汽车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汽车电子的消费需求正在不断增强，国

产替代空间也逐步加大，预计各项业务会有持续的、良好的发展。 

3、公司 2022 年全年产能是否有保障？ 

答：作为芯片设计公司，公司在行业内持续耕耘了 20 余年，与业内主要的晶圆

制造厂、封测厂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情况下基本能够满足公司业务增长的

需要，公司的产能是有保障的。另外，随着全球晶圆制造产能的扩张，预期产能紧张

的情况未来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4、公司芯片定制服务未来增长情况？ 

答：由于国家重大需求和国产替代的要求，预期国产芯片的定制化设计服务需求

会进一步增多，公司在芯片定制领域深耕 20 余年，在业内有良好的品牌口碑，产品

的订单有强力保证。公司在工业控制方向，面向工业自动化领域头部客户开发的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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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专用芯片以及面向新一代谐波分量智能电表开发的专用芯片投入量产，同时针对

国家重大需求领域的信息安全芯片也陆续投入量产，这些芯片的投产对公司定制服务

业务业绩成长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5、IP 业务今年的进展情况，有哪些在研的 IP? 

答：在嵌入式 CPU 核方面：公司继续走开源的技术道路，基于 RISC-V 指令架构

和 PowerPC 指令架构投入研发。基于 PowerPC 指令架构研发了高性能 64 位多核 CPU 

C10000，是具有多级流水线的超标量处理器，满足边缘计算和网络通信领域大数据处

理应用的市场，实现对 ARM A55 CPU 核的替代。 

开发基于“RISC-V 架构”的处理器，应用于指纹等生物识别领域、高端控制领域、

AI 推断应用领域、高端自动化 AI 控制领域等，已推出 CRV0、CRV4L 和 CRV4E 等三款

RISC-V CPU，对应与 ARM M0 和 M4 系列；正在研发 CRV7 CPU，对应于 ARM M7 系列，

这样可以覆盖 ARM 应用面最广的 M系列。 

数据通路加速架构设计技术：在高性能云安全芯片、边缘计算与网络通信芯片上

通常具有多个各种类型的高速通信接口，且以多核芯片为主，为了高效地处理多端口

的复杂数据包，需要集成硬件加速单元对从端口接收到的数据包进行硬件加速操作，

那么数据通路加速架构可为多核 CPU 提供对高速通信接口和加速器的共享基础架构，

通过数据通路加速架构的队列管理器驱动的方式将高速通信接口和加速器简化成入

队列/出队列操作。该项技术属国内亟需的核心技术，公司已完成研发。 

6、RISC-V 架构是否是公司弯道超车的机会？这块国内竞争情况怎么格局？  

答：在非安卓系统的应用，尤其是物联网领域，RISC-V 架构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国内有不少公司在基于 RISC-V 架构做芯片研发，但有丰富 IP 和定制设计经验的，有

实力针对用户应用需求作系列化 CPU 核定制，并对外做芯片定制化设计的，这样的单

位还不多。 

7、公司嵌入式 CPU 在汽车领域进度怎么样？ 

答：公司瞄准汽车电子 MCU 芯片领域“缺芯”带来国产化替代窗口机会，公司基

于 PowerPC 指令集，已经开发了面向汽车电子领域应用的 C2000、C2002、C2003、

C2006 和 C2007 系列 CPU，公司相关 CPU 已经授权客户使用，同时基于以上 CPU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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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系列车身及动力控制芯片，正在开发汽车电子域控制器及新能源电池管理控

制芯片。 

8、信息安全芯片国产化率怎么样？ 

答：在国内销售的信息安全芯片，需要采用国密算法，通过国家有资质的检测机

构的测试和认证获得证书。相对来说国产化率较高。。 

9、信息安全芯片更注重哪方面的性能？ 

答：信息安全芯片的通用要求是安全算法，要求可以抗各种攻击。不同应用领域

要求，其要求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如物联网，要求低功耗、低成本，云安全领域则更

注重高性能，大数据中心云安全则要求高数据吞吐率，车用领域则更注重高可靠性。 

10、关于信息安全芯片竞争格局，公司信息安全芯片上有什么竞争优势，包括制

程、性能、价格、产品矩阵、客户覆盖等方面？ 

答：国芯科技的竞争优势，一是具有三种指令架构 8 大类嵌入式自主 CPU 核；二

是产品种类丰富，覆盖了云到端，工作范围覆盖车规级、工业级、消费级。工艺制程

上，从低成本的 65 纳米工艺到高端的 14 纳米工艺。 

11、公司车规级信息安全芯片客户有哪些，出货量多少？国内还有哪些厂商可以

提供车规级安全芯片？ 

答：公司车规级安全 MCU 芯片：主要应用包括车载 T-BOX 安全单元、车载诊断系

统（OBD）安全单元、车联网 C-V2X 通信安全应用等。公司车规安全芯片已有产品系

列包括 CCM3310S-T/CCM3310S-H/CCM3320S,都通过了 AEC-Q100 标准检测，其中

CCM3310S-T/CCM3310S-H 已批量供货，CCM3320S 正在进行客户验证阶段，主要对标国

际领先厂商有恩智浦和英飞凌相关产品，应用于 V2X 领域。客户包括国际 Tier1 厂商

捷德信息，以及国内厂商云海商通、远特科技等，国内车联网信息安全市场目前在培

育和起步阶段，公司 2022 年出货量请以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 

从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竞争格局来看，恩智浦、瑞萨电子和英飞凌等传统汽车芯片

巨头具备丰富的产品布局和领先的技术实力，在车规级安全芯片方面具备先发优势，

传统汽车芯片企业凭借深厚的汽车芯片设计经验，在智能汽车安全芯片领域与汽车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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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系统开发商深度绑定，能够更好地协同车辆控制，把控功能和信息安全需求。由

于国外厂商起步早，设计、生产等方面的技术领先较大，国外领先企业占据全球的主

要车规级安全芯片的市场份额。 

12、车规级安全芯片市场空间有多大？这部分现在缺货程度怎么样，什么时候缺

货会缓解，价格波动情况怎么样？ 

答：随着互联互通在带来便利高效体验的同时，信息通信安全所可能发生的隐患

也愈发重要。智能网联汽车的信息通信安全不仅构成企业的经济损失和个人隐私的泄

漏，而且还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引发威胁国家的公共安全问题。例如

在 V2X 通信场景下，安全需求主要包括可认证性、完整性和抗抵赖性。可认证性和完

整性保护在 V2X 通信中尤为重要，特别是传递的信息都是关于周围车辆行驶状态、道

路紧急状况和安全事故时，必须保证消息是合法设备所发出的，没有被篡改或者重放。

同时要考虑到可认证性一般要基于用户的身份进行鉴别，而直接使用车辆或其所有者

的信息，又可能造成用户隐私泄露。因此，建设适用于 V2X 通信终端类型多样化、分

布地域广、高吞吐量、低时延要求等技术特点，同时达到身份认证和完整性保护要求

的 V2X 通信安全可信体系尤为重要。 

2020 年 2 月，由发改委、工信部等 11 部委联合发布《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明确要加

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研究制定急需技术标准和准入管理要求，持续优化政策环境，

打造创新产业生态，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提出到 2025 年实现有条件自

动驾驶的智能汽车达到规模化生产，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将占比 30%。汽车行业在向智

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电动化演进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种种信息安全的挑战，急

需配套的车规级安全芯片解决方案。 

综上，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处于发展阶段，其中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保障标准正

在制定和完善工程中，车规级安全芯片也会适应相关标准而逐步完善，车规级安全芯

片的应用在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未来车规级安全芯片的市场空间巨大。目

前车规级安全芯片货源基本能够得到保障。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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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