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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荆科技”或“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

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拓荆科技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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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拓荆科技

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跟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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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拓荆科技签订

《保荐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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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拓

荆科技业务情况，对拓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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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

公告。 

2022 年度，拓荆科技在持续督

导期间内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

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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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2 年度，拓荆科技在持续督

导期间内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

背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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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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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的持续督导期间内，

保荐机构督导拓荆科技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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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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拓荆科技无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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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拓荆科技严格按照证券监督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

息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2022 年度，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拓荆科技存在重大问题。 

四、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主要重大风险事项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随着半导体行业技术的发展和迭代，下游客户对薄膜沉积设备及性能的需求

也随之变化。因此，公司需要持续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保持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和先进水平。如果公司未来未能准确理解下游客户的产线设备及工艺技术演进需

求，或者技术创新产品不能契合客户需求，可能导致公司设备无法满足下游产线

生产制造需要，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1、晶圆厂扩产不及预期的风险 

下游晶圆厂产能投资规模决定了半导体专用设备的市场空间。晶圆厂的扩产

投资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如果下游晶圆厂的产能投资强度降低，公司将面临市场

需求下降的情况，对于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不利影响。 

2、供应链安全风险 

近年来，复杂的国际形势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性。目前，公司的部分

零部件暂时仍然需要向国外供应商采购。如果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可能出

现上述国外供应商受相关政策影响减少或者停止对公司零部件的供应，进而影响

公司产品生产能力、生产进度和交货时间，降低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3、市场竞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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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的竞争对手主要为国际知名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与中国大陆半导体

专用设备企业相比，国际巨头企业拥有客户端先发优势，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处于

弱势地位。另外，国内半导体设备厂商存在互相进入彼此业务领域，开发同类产

品的可能。公司面临国际巨头以及潜在国内新进入者的双重竞争。如果公司无法

有效应对市场竞争环境，则公司的行业地位、市场份额、经营业绩等均会受到不

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1、政府补助政策变动风险 

公司在 2022 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主要是对公司研发投入的支持。如果公司

未来不能持续获得政府补助，或政府补助显著降低，公司将需要投入更多自筹资

金用于研发，进而影响公司现金流。此外，政府补助的减少，也会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2、税收优惠风险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2022 年度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如

果国家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则可能面临因税收优惠减少或取消而降低盈

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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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2021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20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18 0.72 341.6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3.17 0.72 340.28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4 -0.86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3.13 5.92 

增加 7.21 个百分

点 
-1.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5 -7.08 不适用 -5.5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22.21 38.04 

减少 15.83 个百

分点 
28.19 

（三）变动合理性分析 

（1）公司营业收入持续高速增长。2022 年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产品质

量稳步提高，客户对公司产品认可度不断攀升， 2022 年度营业收入达到

170,556.27 万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25.02%。公司持续拓展以 PECVD、

ALD、SACVD 及 HDPCVD 为主的薄膜系列产品工艺应用领域，获得逻辑芯片、

存储芯片等领域现有客户重复订单及新客户订单。 

（2）公司 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51.76 万元，同比增长

438.09%、增加 30,003.11 万元，净利率达到 21.35%，较上年增加 12.52 个百分

点。主要系：①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增长，毛利额大幅增加；②期间费用率降低 17

个百分点，由 2021 年 54.16%降低到 2022 年的 37.16%，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持续

提升；③公司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持续增强产品竞争力，本期研发投入 37,874.05

万元，同比增长 31.37%，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投入，使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盈利能

力大幅提升。 

（3）公司 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10.41 万元，同比增加 26,010.60 万元。主要系：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加 30,003.11 万元；②非经常性损益增加 3,992.51 万元，其中：2022 年股

权投资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1,625.82 万元、获得政府补助确认的其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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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加 1,528.68 万元。 

（4）公司 2022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62.99 万元，同比增长

80.12%，主要系公司订单及营业收入大幅增加带来的销售回款增长。 

（5）公司 2022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1,153.10 万元，同比增

长 211.21%。主要系 2022 年 4 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收到募

集资金净额 212,759.73 万元所致；此外 2022 年度公司实现盈利，本期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51,76 万元。 

（6）公司 2022 年末总资产 731,328.65 万元,同比增长 190.47%，主要系：①

2022 年 4 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收到募集资金；②2022 年度

销售回款大幅增长；③公司在手订单持续增加，对应的材料备货及发出商品增加。 

（7）公司 2022 年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341.67%、

340.2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每股增加 2.40 元，主

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净利润增加所致。 

七、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2022 年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公司建立了创新管理体制，

形成了多项国际先进的核心技术，并在研发团队、技术积累和研发平台、市场拓

展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形成竞争优势，具体体现为： 

（一）具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及国际先进的核心技术优势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设计，构建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体

系。截至 2022 年末，公司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216 项，其中发明专利 124 项。 

公司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专项/课题，已研发了支持不同工艺型号的

PECVD、ALD、SACVD 和 HDPCVD 等薄膜系列设备，在半导体薄膜沉积设备

领域积累了多项研发及产业化的核心技术，构建了具有设备种类、工艺型号外延

开发能力的研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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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面向国内半导体制造产业的实际需求和产线演进节奏，研制了应用于晶

圆级三维集成领域的键合设备。公司未来将坚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持续迭代升

级、优化现有设备和工艺，不断推出面向未来发展需求的新工艺、新设备。 

（二）优秀的技术研发及管理团队优势 

公司已经建成了一支国际化、专业化的半导体薄膜沉积设备技术研发及管理

团队。公司立足核心技术研发，积极引进资深专业人才、自主培养科研团队。 

公司国际化和专业化的高级管理团队、全员持股的激励制度，吸引了大量具

有丰富经验的国内外半导体设备行业专家加入公司，在整机设计、工艺设计、软

件设计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公司自设立以来，自主培养本土科研团队，随着多

项产品的研发成功，公司本土科研团队已成长为公司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公司

的研发技术团队结构合理，分工明确，专业知识储备深厚，产线验证经验丰富，

是奠定公司技术实力的基石，保障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022 年度，公司核心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人员稳定，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 

（三）领先的行业地位及丰富的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以“建设世界领先的薄膜设备公司”为愿景，通过在薄膜沉积设备这一

半导体核心设备细分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

的领军企业。 

公司已与国内半导体行业企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 PECVD、

ALD、SACVD、HDPCVD 等设备已批量发往国内集成电路晶圆厂产线。此外，

公司积极关注国际市场需求，适时开拓国际市场。 

（四）稳定的供应链及较低的运营成本优势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吸纳积累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资源，与

关键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搭建了稳定的供应链结构。通过对供应商进行阶

段性的评估与考核，鼓励供应商在产品质量、交货期和成本控制等方面进行改善，

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公司以协作为基础，与供应商实时互动，共同进行敏捷的

协同产品创新，保持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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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均位于美国和日本，服务中国大陆客户的成本较高。公

司的研发和生产主要位于中国大陆，拥有区位优势。在产品设计方面，公司通过

与供应商密切合作，使产品具有模块化、易维护的特点，从而降低公司原材料采

购成本。随着本土供应商的不断成熟，给予了公司更多的采购选择。因此，公司

相比其主要竞争对手在运营成本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随着产能的不断提升，降本

优势将更加明显。 

（五）提供定制化产品及高效的售后服务优势 

公司针对客户提出的特定工艺材料、特定制造工序薄膜性能的快速响应能力

可以及时满足客户产线的客制化设备需求。这对于中国本土客户近年来能够快速

扩充产能极其重要，由此建立和巩固与客户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主要客户的生

产基地位于中国大陆，相较于国际竞争对手，公司管理和技术团队更贴近主要客

户，能够提供高效的、及时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及时保障和满足客户需求。。 

八、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投入情况表 

公司不断丰富产品种类，拓展工艺应用领域，持续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公司 2022 年度研发投入 37,874.05 万元，同比增长 31.37%，主要系直接材料投

入和职工薪酬增加。公司 2022 年度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22.21%，较

2021 年度减少 15.83 个百分点，主要为 2022 年度营业收入的大幅增加。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378,740,474.41 288,308,464.81 31.37 

资本化研发投入 0.00 0.00 不适用 

研发投入合计 378,740,474.41 288,308,464.81 31.37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

比例（%） 
22.21 38.04 

减少 15.83 个百

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0.00 0.0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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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发成果 

公司专注于半导体薄膜沉积设备的研发。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技术，截至 2022 年末，公司累计申请发明专利 665 项、实用新型专利 155 项、

外观设计专利 1 项、软件著作权 15 项，PCT30 项；累计获得发明专利 124 项、

实用新型专利 91 项、外观设计专利 1 项。 

2022 年度，公司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称号，公司专利“负载腔

室及其使用该负载腔室之多腔室处理系统”获得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优秀奖和

第二届辽宁省专利奖三等奖。 

2022 年度，公司获得的知识产权情况列表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175 27 665 124 

实用新型专利 69 21 155 91 

外观设计专利 0 0 1 1 

软件著作权 15 0 15 0 

其他 8 0 30 0 

合计 267 48 866 216 

注 1：上表“其他”指 PCT 申请数量； 

注 2：上表“累计数量”中“申请数”和“获得数”不包含已失效专利。 

九、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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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关于同意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24 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161.98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

币 71.88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227,283.12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4,523.40 万元

（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2,759.73 万元。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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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139

号）。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653,252,504.29

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与结存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212,759.73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49,692.38 

利息收入净额 B2 2,257.90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B1 49,692.38 

利息收入净额 C2-B2 2,257.90 

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D-A-C1+C2 165,325.25 

实际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E 165,325.25 

差异 F=D-E -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专户

开户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存款

方式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浑南产业

园支行 

拓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1050139460100001108 37,464,712.36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沈阳

长白岛支行 

拓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8112901012700838048 1,416,357,469.58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中信泰富广场

支行 

拓荆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8110201012401451243 153,140,411.11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中信泰富广场

支行 

拓荆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8110201012601533201 46,289,911.24 活期 

合  计 1,653,252,50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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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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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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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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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拓荆科技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第一大

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5,121,755 股股份，持股

比例为 19.86%。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

况如下：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股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股） 

吕光泉 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 500,000 

姜  谦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1,234,290 

张孝勇 
副总经理（2023 年 1 月离任）、

核心技术人员 
150,000 

注：张孝勇于 2023 年 1 月自拓荆科技副总经理职位离任，现任职于子公司拓荆创益（沈阳）

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本表格统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直接持

股情况。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股情况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

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共青城

芯鑫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11 个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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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间接持股的员工持股平台 
间接持股股数

（股） 
质押股数（股） 

吕光泉 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 

共青城芯鑫龙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30,000 630,000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5,000 0 

姜  谦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共青城芯鑫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83,900 883,900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0,000 0 

沈阳盛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60,000 0 

叶五毛 
监事会主席、核心技术人

员 

共青城芯鑫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30,000 330,000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0,000 0 

刘忠武 职工代表监事 

共青城芯鑫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11,700 111,700 

沈阳盛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9,000 0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000 0 

田晓明 
总经理（2023 年 1 月离

任）、核心技术人员 

共青城芯鑫全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00,000 400,000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00,000 0 

张孝勇 
副总经理（2023 年 1 月离

任）、核心技术人员 

共青城芯鑫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65,000 765,000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40,000 0 

周  坚 
副总经理（2023 年 1 月离

任）、核心技术人员 

共青城芯鑫龙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0,000 250,000 

沈阳盛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0,000 0 

刘  静 

副总经理（2023 年 1 月离

任）、财务负责人（2023

年 1 月离任）、总经理

（2023 年 1 月开始任职） 

共青城芯鑫全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1,000 301,000 

共青城芯鑫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74,386 274,386 

共青城芯鑫龙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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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公司职务 间接持股的员工持股平台 
间接持股股数

（股） 
质押股数（股） 

沈阳盛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94,000 0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900 0 

孙丽杰 副总经理 

共青城芯鑫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63,300 363,300 

共青城芯鑫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7,126 127,126 

共青城芯鑫全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6 126 

共青城芯鑫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5 125 

共青城芯鑫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5 125 

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81,700 0 

沈阳盛龙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0,080 0 

赵  曦 董事会秘书 
共青城芯鑫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0,000 60,000 

宁建平 
副总经理（2023 年 1 月开

始任职）、核心技术人员 

共青城芯鑫龙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67,130 267,130 

沈阳盛龙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6,230 0 

沈阳盛全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7,000 0 

陈新益 
副总经理（2023 年 1 月开

始任职） 

共青城芯鑫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50,000 150,000 

杨小强 
财务负责人（2023 年 1 月

开始任职） 

共青城芯鑫阳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250 17,250 

注：1、田晓明、张孝勇、周坚于 2023 年 1 月自拓荆科技总经理或副总经理职位离任，现任

职于拓荆科技全资子公司拓荆创益（沈阳）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三人仍为公司核心技术人

员；2、刘静原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自 2023 年 1 月起，刘静任公司总经理；3、

宁建平、陈新益自 2023 年 1 月开始任公司副总经理，杨小强自 2023 年 1 月开始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4、本表格统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间接持股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部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共青城

芯鑫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芯鑫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

青城芯鑫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芯鑫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芯鑫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芯鑫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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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共青城芯鑫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7 个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存在股份质押情况，质押股数详见上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其他情形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除前述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员工

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之外，部分董事因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其他股东的财

产份额或股份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①董事齐雷间接持有公司股

东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部分份额，并因此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②董事尹志尧直接并间接持有公司股东中微半导体设备（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并因此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22 年度，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招商资管拓荆科技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拓荆科技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参与了拓荆科技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战略配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拓荆科技员工战配资管计划持有公司 3,080,974 股股份，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拓荆科技员工战配资管计划比例如下： 

序号 参与配售人员姓名 公司职务 
参与拓荆科技员工战配

资管计划的比例 

1 吕光泉 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 13.28% 

2 姜  谦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3.23% 

3 叶五毛 监事会主席、核心技术人员 3.16% 

4 刘忠武 职工监事 1.26% 

5 田晓明 
总经理（2023 年 1 月离

任）、核心技术人员 
7.59% 

6 周  坚 
副总经理（2023 年 1 月离

任）、核心技术人员 
6.01% 

7 刘  静 

副总经理（2023 年 1 月离

任）、财务负责人（2023 年

1 月离任）、总经理（2023

年 1 月开始任职） 

10.90% 

8 孙丽杰 副总经理 10.59% 

9 赵  曦 董事会秘书 3.16% 

10 陈新益 
副总经理（2023 年 1 月开始

任职）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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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与配售人员姓名 公司职务 
参与拓荆科技员工战配

资管计划的比例 

11 杨小强 
财务负责人（2023 年 1 月开

始任职） 
0.95% 

注：1、田晓明、周坚于 2023 年 1 月自拓荆科技总经理或副总经理职位离任，现任职于拓荆

科技全资子公司拓荆创益（沈阳）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两人仍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