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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千元  

全年 同比变化

(YoY)  

下半年 上半年 环比变化

(HoH)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手机CCM销量 365,953K 417,259K -12.3% 199,370K 166,583K +19.7%

其他领域CCM销量 7,636K 6,616K +15.4% 4,910K 2,726K +80.1%

手机FPM销量 110,238K 111,516K -1.1% 59,627K 50,611K +17.8%

收入 12,530,799 13,759,170 -8.9% 7,054,256 5,476,543 +28.8%

毛利 508,856 541,342 -6.0% 320,553 188,303 +70.2%

毛利率 4.1% 3.9% +0.2百分点 4.5% 3.4% +1.1百分点

费用率 4.8% 4.5% +0.3百分点 4.7% 5.0% -0.3百分点

净利润/亏损 83,531 170,230 -50.9% 61,839 21,692 +185.1%

净利润率 0.7% 1.2% -0.5百分点 0.9% 0.4% +0.5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亏损 6.9分 14.5分 -52.4% 5.1分 1.8分 +183.3%

经营性现金流 -378,783 1,048,352 不适用 -289,069 -89,714 不适用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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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一: 整体业务环比逐步改善

1)行业需求底部比较明确，销售情况向好发展。23年下半年的营业收入环比增长28.8%、同比增
长5.9%，尤其是摄像头模组，销售数量环比增长20.7%，且32M及以上产品占比环比提升8.2个
百分点至45.3%，产品单价环比增长9.1%，同比增长11.9%。

2)毛利率见底，逐步修复。23年下半年毛利率为4.5%，环比提升1.1个百分点，同比提升2.0个百
分点，尤其是CCM业务，下半年毛利率提升到4.9%，开始触底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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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2021-2H2023收入佔比 1H2021-2H2023銷量佔比

3200万像素及以上CCM占比

*产品包括3,200万像素及以上的单摄像头模组、双╱多摄像头模组、3D模组、车载摄像头模组和其他摄像头模组

➢ 本年度“聚焦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收入质量”的战略奏效，CCM产品结构大幅改善，32M像

素及以上产品的收入及销量占比环比及同比均稳步提升，均于2023年下半年创下历史新高。

亮点二: 32M像素及以上摄像头模组占比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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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三: 整体CCM模组单价同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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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四: 非手机领域摄像头模组销售数量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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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集团在应用于智能汽车和物联网(IoT)终端的摄像头模组产品的客户结构与产品结构均大幅改

善，销售数量同比增长约15.4%。

➢ 受惠于国内主要Tier-1客戶订单增长，本年度应用于智能汽车的摄像头模组的销量较同期增长3.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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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稳健，可持续发展能力向好

现金资产 (人民币 百万)

1775
2605

3638 3962

5772 5598

1H2021 2H2021 1H2022 2H2022 1H2023 2H2023

➢公司的资本负债净值比率同比提升，主要因为出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及综合考虑融资成本与存款利率

等因素，适当增加银行借款，期末银行借款约为人民币43.7亿元，较去年底增加约67.1%。但另一方

面，期末本集团现金资产（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原到期日逾三个月的银行定期存款、已抵押银行

存款、按公平值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和按摊销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合计金额达至约人民币55.98亿

元，完全覆盖银行借款，如果将定期存款及已抵押银行存款，全部用于归还银行借款，则可达至净现

金狀态，可见在恶劣的宏观环境下本集团仍然保持稳健的财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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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负债净值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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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芯片+算法

IoT + 车载

重点加强一体化整合设计，
提升竞争力及降低成本。

丘钛业务增长模式

摄像头模组

马达
(关连公司)

镜头 软板
(关连公司)

算法

终端: 手机/汽车/IoT

客户: 国内 + 海外

软硬件一体化
视觉模块

第二增长曲线

第一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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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能手机销量趋势（KK）

手机: 高端智能机成为增长点, 有利于CCM规格升级

➢虽然手机巿场H2需求回暖，但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同比仍下降约3.2%，预计未来两年智能机出货趋势

稳步上升，但上升平缓，预计2025年重新回归12亿台以上。

➢形成对比的是，全球高端智能手机(≥600美元)的销售额于2023年同比增长6%，按收入计占比约60%，

创下历史新高，继续成为智能手机巿场的增长点。

21%
24% 25%

28%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全球ASP高于600美元智能手机占比

*数据为基于巿场消息的综合预测，仅供参考 12



用
户
体
验

整
机
架
构

模
组
要
求

占用空间更小磁干扰更低成像素质更佳焦段覆盖更广 画面更稳定

看到
多焦段不同距离

美观
外形轻薄

轻松捕捉生活之美
看清

细节清晰，夜景清晰
看好

颜色鲜艳，饱和度佳
简单

快速对焦，防抖稳定

主摄 超广角 长焦前摄 生物感知

1.XYZ尺寸小    2.大底大光圈    3.防抖    4.对焦快    5.防止炫光    6.虚化效果佳    7.可变光圈    8. 性价比高

手机: 影像需求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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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手机功能重新定义手机摄像功能的用户使用体验，相机将根据不同的环境自动识别并且调节拍照参数，同
时作为智能识别的采集媒介，将进一步提高摄像头的设计规格要求

多模态场景识别

人物&物体智能识别

智能优化成像效果

手机: AI 提升多样化摄像头需求

14



传感芯片 光学系统 马达系统 模组系统

多模态
传感器

内置AI

预处理
滤镜阵列
创新

高适应性
光学系统

计算光学
更快速的
对焦

更稳定的
防抖

多模态
驱动

低延迟
处理

边缘计算

3D深度

EVS

多光谱

热成像

AI算力

场景检测

物体跟踪

RGBW

RYYB

智能化

白平衡

连续光变

可变光圈

液态镜头

AI降噪

清晰度

提升

像差纠正

色散优化

人像虚化

预判物体

移动

马达

提前响应

更快速对焦

预判

人手抖动

马达

提前响应

更稳定防抖

陀螺仪

场景判断

焦点识别

更优

驱动算法

Mipi 优化

时钟

频率加快

实时AI处理

AI算力

场景检测

物体跟踪

手机: AI 影像对模组规格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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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6国内高端产品需求（数量-KK)

OIS 潜望 可变光圈

➢国内OIS智能机渗透率持续增加，三星和苹果潜望式模组下沉，带动国内潜望式产品增长

➢本集团在三星ODM项目上已成功量产OIS模组

➢2023年本集团OIS摄像头模组出货占国内需求約45%，行业第一；2024年潜望式模组预期将覆盖国内大部份领

先品牌的旗舰机型，出货倍数增长。

手机: 高端智能机推动高端模组需求改善

*数据为基于巿场消息的综合预测，仅供参考

16

除了苹果及三星大量采用OIS及潜望式，国内品牌渗透率也在急速增加



折叠机种

高端旗舰机种

中高端机种

丘钛自主开发优势方案

SMA OIS 模组，静磁式OIS 模组

丘钛自主开发优势方案

1. TSA 芯动防抖模组
2. 可变光圈+OIS模组 

手机: OIS规格持续提升

丘钛结合镜头联营公司, 马达关连公司以及自身模组的设计能力，自主开发多种马达模组一体化方案，在

技术及成本优化上突破明显，配合客户使用于不同级别的机型中

丘钛自主开发优势方案

大芯片悬丝OIS 模组(内置IC+ 3轴闭环+3边磁石）

17



高端旗舰

主摄1” 潜望: 1/1.4” or 1/1.5”

高端机型

主摄1/1.3”or 1/1.4” 潜望: 1/2” or 1/2.5”

折叠机型

主摄1/1.4”或1/1.56” 潜望: 1/2.8”- 1/3.7”

手机: 潜望式后摄逐步成为第二主摄

潜望方案演进趋势：

◆ 大芯片

◆ 大光圈

◆ 微距

◆ 小尺寸

18



目标 丘钛模式 业务进展

在汽车摄像头领域复制
丘钛在手机摄像头领域

的市场地位

坚定把Tier-1作为主要客户

运用丘钛自身的算法+模组优势，
把本来是Tier-1做的产品
（摄像头、激光雷达等）

硬件与软件，由丘钛来完成，
交付给Tier-1，再由Tier-1 把产品整合成系

统产品交付给车厂

产品:
全面覆盖

ADAS\环视\智能座舱模组

客户:
国际国内Tier-1: 

H客戶、C客戶、B客户
国内新能源车厂: 

比亚廸、小鹏、蔚来、问界、埃安、吉利

销量及产能:

2023年销量同比增加3.6倍，
总产能突破1KK/月

战略合作: 

与平台公司创建视觉联合实验室 

车载: 摄像头模组业务进入加速期

2024年突破点:
1)产品线覆盖车载全系列摄像头并实现大规模出货

2)深化与H客户，C客戶及B客戶的合作关系，同时聚焦日、法、加、德海外Tier-1客户认证
3) 大力投资车载COB模组的研发及生产能力，按计划2024年量产交付大客户

4)推动激光雷达的量产出货 19



Front Sensing 

ADAS

LDW/FCW/PCW

Front

Surround 

View+Sensing

Parking Assist

Drive Monitor

Sight Tracking

Algorithm

E-Mirror Camera

Glare-proof

Left Side Front 

Sensing

ADAS

Rear

Surround 

View+Sensing

Parking Assist

Left Side

Surround 

View+Sensing

Parking Assist

Right Side

Surround 

View+Sensing

Parking Assist

ToF Camera

Gesture control

Video Chat/OMS

Streaming

Algorithm

Right Side Front 

Sensing

ADAS

Right Side Rear 

Sensing

ADAS

Left Side Rear 

Sensing

ADAS

Rear 

Sensing

ADAS

Camera Mornitoring 

System

View+Sensing

Camera Mornitoring 

System

View+Sensing

显示器系统

智能座舱感测

视觉及感测

车载: 摄像头产品线全覆盖目标初步完成

开发阶段

实现量产
20



单班人力投入只需3人

车载: 业界领先8M ADAS 摄像头全自动量产线

21



BGA封装 COB封装

生产成本 额外封装工序, 成本较高 Die 成本大幅下降

光学性能 Cover Lens 产生杂光 提升MTF，减少杂光，特别是8M以上
性能提升较明显

精度控制 较低 很高的一致度及精度

散热效能 较差，温升较高
导致模组发热量大

散热效果提升，降低温漂对MTF影响

生产工艺整合 需要外包SMT封装厂 模组厂全制程生产

车载: 大力投资车载COB封装模组

◆ 车载COB Sensor 生产过程

Plasma DB
DB胶
固化

PlasmaWB
Sensor
清洁

AOI GOS AA
Holder
胶水固化

22



车载: 单车多智能驾驶模组产品

车用摄像头 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

多模态传感器的早期融合 (Early Fusion)
在特征提取前对多个传感器的原始数据进行融合，达至更佳的自动驾驶效果

增强的环境感知能力 提高决策的可靠性 提高算法的效率

23



类型 丘钛合作情况

无人机及运动相机 ➢ 丘钛和客户整合数字一体化交付体系，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供应商地位
➢ 行业无人机及手持产品如云台拍摄扞及运动相机等持续高速增长，丘钛大
份额参与2024年及2025年多个项目

VR/AR光学产品 ➢ 覆盖主要中国大陆及台湾VR品牌，包括PICO、HTC、DPVR等
➢ PANCAKE LENS已有两项目进入量产
➢ 已获得美国大客户供应商CODE

扫地机/割草机/3D门铃/3D门
锁/视讯会议机

➢ 提供多种类产品包括2M FF广角、5M FF广角及VGA GS广角等
➢ 为多个客户提供软件硬件一体化视觉模块

IoT: 项目进展更新

24



方案: 大芯片双摄/多摄

广角+长焦镜头

功能: 影像缝合

人脸跟踪/人像取景

多镜头数位变焦

Active sterio

方案: 双摄

功能: 180 度镜头缝合

3D 面部辨识

Qualcomm

方案: 单摄(dToF)/双摄

功能: 3D深度感知, 

避障功能/AI物件辨识

BSP 
AI APP

3. 机器人1. 视像会议系统 2. 智能家居

1.一体化视觉模块
2.整机ODM

标定算法 +IQ Tuning + BSP 调适 + Sensor Fusion + AI 整合

IOT: 软硬件一体化视觉模块

25



丘钛科技

➢ 32M像素及以上摄像头模组销售数量占比达到45%以上

➢ 应用于手机领域摄像头模组销量同比增长不低于5%

➢ 应用于车载和IoT等非手机领域产品销量同比增长不低于50%

2024年度业务经营目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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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围绕四大发展思路，追求长期发展

双轨并行，稳健扩充
能力规模和服务领域

国内和海外生产基地

以摄像头模组业务作
为平台，加快产业链
上下游的资源整合，
建立完整的智能视觉
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垂直链条整合

以技术研发与
产品创新为驱动

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

坚持平衡策略，努力
持续优化公司内部

资源配置和业务结构

兼顾发展与风险控制

28



模组器件整合研发+ 算法系统集成能力

镜头研发能力马达研发能力 全自动化生产算法能力

丘钛垂直整合研发能力

 开环OIS、闭环OIS
 潜望马达、Sensor 

Shift、Sensor AF、可
变光圈等创新产品

 开环、闭环、
中置AF马达

 COP精密电子结构件 

 1G+6P、1P+6P镜头
 5P/6P/7P RGB镜头
 潜望、长焦镜头、

广角镜头
 3D镜头
 Pancake lens
 D-CUT能力、

低反镀膜能力

 计算视觉
✓ 计算光学
✓ 提升/修复
✓ 校准/融合
✓ 检测/追踪
✓ 分类/识别
 机器视觉
✓ 引导/量测
✓ 识别/检查

 AOI光学检测
 全自动生产车间
 打造AI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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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精益化Lean Production

控制智能化Intelligent Control

过程数字化Digitization

04

01

03

制造自动化Automation02

工业互联网大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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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先 高端精密制造

流程组织
设计/工艺/设备/材

料/软件/IT 
六大技术平台

工业互联网
大生产体系

全球领先的客户队列核心价值观文化

持续建设丘钛核心竞争力

价值定位: 
全球一流模组工艺，全球领先的马达和算法技术，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摄像
头模组和软硬一体化光学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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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鈦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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