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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 AI 大模型进入密集发布期，建议持

续关注 AI 芯片产业链 
  

——电子行业周报（2023.4.3-2023.4.7）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核心观点 
市场行情回顾 
上周（04.03-04.07），A股申万电子指数上涨6.69%，板块整体跑赢沪
深300指数4.90 pct，从申万电子二级六大子板块来看，光学光电子、
电子化学品II、消费电子、元件、其他电子Ⅱ、半导体涨跌幅分别为
3.12%、6.02%、4.43%、4.55%、3.11%、11.92%。从其他市场指数
表现来看，整体维持弱势，费城半导体、台湾电子、恒生科技、道琼
斯美国科技、纳斯达克指数周涨跌幅分别为-4.92%、-0.56%、-
1.54%、-0.63%、-1.10%。 
重点要闻回顾以及核心观点 
AI：AI聊天将登陆谷歌搜索，其 AI 芯片 TPU4 速度和能耗效率均高于
英伟达 A100。谷歌表示其计划在其旗舰搜索引擎中添加对话式人工智
能功能，而且公司 90%+的 AI 训练工作都在使用 TPU（谷歌为机器学
习定制的ASIC），TPU4性能比英伟达A100快 1.2-1.7倍，功耗低 1.3-
1.9 倍。地平线 CEO 余凯表示 ASIC 有望成为未来方向。  
面板：电视面板涨价，大厂资本开支创四年新高，行业景气度有望上
行。根据 TrendForce 数据，23 年 4 月上旬，65 寸/55 寸/43 寸/32 寸
电视面板均价与前期相比分别上涨 6/3/1/0 美元。另外，据台媒经济日
报报道，中国台湾面板四强（友达、群创、彩晶、元太）23 年合计资
本开支达 673 亿新台币（约 151.5 亿人民币），为近四年新高，同比增
长近 7%。 
半导体：半导体市场短期承压，看好工控以及车规市场稳步发展所带
来的成长机遇。 SIA 数据显示，受周期性及宏观经济状况影响，2023
年 2 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 397 亿美元，已连续 6 月环比下滑。据麦
肯锡分析，至 2030 年汽车和工业部门芯片需求将不断增长。  
功率器件：大厂加速碳化硅（SiC）布局，相关设备逐步完成突破。
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试图引进更先进的 8 英寸 SiC 工艺设备，迄今
为止完成的投资约在 6-12 亿人民币之间。士兰微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显示，士兰明镓预计 2023年底将实现月产 6000片 6英寸 SiC芯片。
同时，国产 SiC 相关设备逐步突破，盛美上海首次获 SiC 衬底清洗设
备订单；烁科中科信 SiC离子注入机实现交付。 

◼ 投资建议 
我们继续看好以安全可控为主的高端制造以及受益需求复苏和科技创
新为主的半导体设备零部件、芯片设计板块，建议关注数字经济、MR
产业链、AI 算力芯片相关公司。 
AI 算力芯片：建议关注寒武纪、海光信息、景嘉微、龙芯中科、纳思
达、兆易创新； 
MR产业链：立讯精密、东山精密、领益智造、歌尔股份、兆威机电、
高伟电子、三利谱； 
半导体设备材料零部件：国产化仍有较大空间，继续看好万业企业、
和林微纳、光力科技，建议关注拓荆科技、富创精密、富乐徳等； 
半导体先进封装：随着越来越多基于 Chiplet 架构的先进封装芯片投入
使用，产业链相关公司有望受益并迎来加速成长，建议关注通富微
电、长电科技、华天科技、甬矽电子等； 
半导体设计：继续看好车载芯片相关设计公司赛微微电，建议关注中
颖电子、必易微、帝奥微。看好 IOT 芯片相关设计公司恒玄科技，建
议关注中科蓝讯等；  
安防产业链：建议关注受益消费产业链复苏与下游 AIoT、汽车智能化
等创新业务持续拓展的海康威视、大华股份、萤石网络、宇瞳光学、
富瀚微、思特威等。 

◼ 风险提示 
中美贸易摩擦、下游终端需求不及预期风险、国产替代不及预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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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限制其本土半导体设备出口，苹果

开发者大会预计 6 月召开》 

——2023 年 04 月 06 日 

《苹果 WWDC 23 官宣 6 月 6 日，多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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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0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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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核心观点： 

AI：AI 聊天将登陆谷歌搜索，其 AI 芯片 TPU4 速度和能耗效率均

高于英伟达 A100。谷歌表示其计划在其旗舰搜索引擎中添加对话

式人工智能功能，而且公司 90%+的 AI 训练工作都在使用 TPU

（谷歌为机器学习定制的 ASIC），TPU4 性能比英伟达 A100 快

1.2-1.7 倍，功耗低 1.3-1.9 倍。地平线 CEO 余凯表示 ASIC 有望

成为未来方向。  

 

面板：电视面板涨价，大厂资本开支创四年新高，行业景气度有

望上行。根据 TrendForce 数据，23 年 4 月上旬，65 寸/55 寸/43

寸/32 寸电视面板均价与前期相比分别上涨 6/3/1/0 美元。另外，

据台媒经济日报报道，中国台湾面板四强（友达、群创、彩晶、

元太）23 年合计资本开支达 673 亿新台币（约 151.5 亿人民币），

为近四年新高，同比增长近 7%。 

 

半导体：半导体市场短期承压，看好工控以及车规市场稳步发展

所带来的成长机遇。 SIA 数据显示，受周期性及宏观经济状况影

响，2023年 2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 397亿美元，已连续 6月环比

下滑。据麦肯锡分析，至 2030 年汽车和工业部门芯片需求将不断

增长。  

 

功率器件：大厂加速碳化硅（SiC）布局，相关设备逐步完成突破。

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试图引进更先进的 8英寸 SiC工艺设备，迄

今为止完成的投资约在 6-12 亿人民币之间。士兰微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显示，士兰明镓预计 2023 年底将实现月产 6000 片 6 英寸

SiC 芯片。同时，国产 SiC 相关设备逐步突破，盛美上海首次获

SiC衬底清洗设备订单；烁科中科信 SiC离子注入机实现交付。 

 

投资建议： 

我们继续看好以安全可控为主的高端制造以及受益需求复苏和科

技创新为主的半导体设备零部件、芯片设计板块，建议关注数字

经济、MR产业链、AI算力芯片相关公司。 

AI 算力芯片：建议关注寒武纪、海光信息、景嘉微、龙芯中科、

纳思达、兆易创新； 

MR 产业链：立讯精密、东山精密、领益智造、歌尔股份、兆威机

电、高伟电子、三利谱； 

半导体设备材料零部件：国产化仍有较大空间，继续看好万业企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尾页重要声明                                 4 
 

   

业、和林微纳、光力科技，建议关注拓荆科技、富创精密、富乐

徳等； 

半导体先进封装：随着越来越多基于 Chiplet架构的先进封装芯片

投入使用，产业链相关公司有望受益并迎来加速成长，建议关注

通富微电、长电科技、华天科技、甬矽电子等； 

半导体设计：继续看好车载芯片相关设计公司赛微微电，建议关

注中颖电子、必易微、帝奥微。看好 IOT芯片相关设计公司恒玄科

技，建议关注中科蓝讯等；  

安防产业链：建议关注受益消费产业链复苏与下游 AIoT、汽车智

能化等创新业务持续拓展的海康威视、大华股份、萤石网络、宇

瞳光学、富瀚微、思特威等。  

2 市场回顾 

2.1  板块表现 

上周（04.03-04.07），申万电子指数上涨 6.69%，板块整体跑

赢沪深 300 指数 4.90 pct、跑赢创业板综指数 4.47 pct。在申万 31

个子行业中，电子排名第 2 位。 

图 1：申万一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4.03-04.07）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上周（04.03-04.07）申万电子二级行业中，半导体板块上涨

11.92%，涨幅最大；涨幅最小的是其他电子Ⅱ板块，上涨 3.11%。

光学光电子、电子化学品 II、消费电子、元件、其他电子Ⅱ、半导

体 涨 跌 幅 分 别 为 3.12%、6.02%、4.43%、4.55%、3.11%、

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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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申万电子二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4.03-04.07）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上周（04.03-04.07）申万电子三级行业中，半导体设备板块

上涨 16.13%，涨幅最大；涨跌幅排名后三的板块分别为面板、其

他电子Ⅲ以及被动元件板块，涨跌幅分别为 1.86%、3.11%、

3.46%。 

图 3：申万电子三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4.03-04.07）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从其他市场指数表现来看，整体维持弱势。费城半导体、台

湾电子、恒生科技、道琼斯美国科技、纳斯达克指数上周（04.03-

04.07） 涨 跌 幅 分 别 为-4.92%、-0.56%、-1.54%、-0.6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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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其他市场指数周涨跌幅情况（04.03-04.07）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2.2  个股表现 

上周（04.03-04.07）涨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佰维存储

（73.74%）、源杰科技（63.91%）、奋达科技（39.36%）、全志科

技（37.33%）、福晶科技（36.32%）、拓荆科技（34.60%）、艾比

森（30.15%）、国科微（29.53%）、传音控股（27.93%）、雅克科

技（27.64%），跌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百邦科技（-30.50%）、鸿

合科技（-14.77%）、胜利精密（-11.34%）、伟时电子（-7.88%）、

振邦智能（-7.46%）、捷邦科技（-6.87%）、伊戈尔（-6.74%）、

本川智能（-5.80%）、可立克（-5.32%）、东晶电子（-5.08%）。 

表 1：电子板块（申万）个股上周涨跌幅前 10 名（04.03-04.07） 

周涨幅前 10 名 周跌幅前 10 名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幅(%) 

688525.SH 佰维存储 73.74% 300736.SZ 百邦科技 -30.50% 

688498.SH 源杰科技 63.91% 002955.SZ 鸿合科技 -14.77% 

002681.SZ 奋达科技 39.36% 002426.SZ 胜利精密 -11.34% 

300458.SZ 全志科技 37.33% 605218.SH 伟时电子 -7.88% 

002222.SZ 福晶科技 36.32% 003028.SZ 振邦智能 -7.46% 

688072.SH 拓荆科技 34.60% 301326.SZ 捷邦科技 -6.87% 

300389.SZ 艾比森 30.15% 002922.SZ 伊戈尔 -6.74% 

300672.SZ 国科微 29.53% 300964.SZ 本川智能 -5.80% 

688036.SH 传音控股 27.93% 002782.SZ 可立克 -5.32% 

002409.SZ 雅克科技 27.64% 002199.SZ 东晶电子 -5.08%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6.69%

-0.56% -0.63% -1.10% -1.54%

-4.92%
-7.0%

-5.0%

-3.0%

-1.0%

1.0%

3.0%

5.0%

7.0%

9.0%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尾页重要声明                                 7 
 

   

3  行业新闻 

中国台湾面板四强 2023 年资本支出计划总额创近四年新高 

4 月 3 日，据台媒经济日报报道，中国台湾地区面板四强友达、

群创、彩晶及元太 2023 年资本支出规划合计达 673 亿新台币（约

合 151.5亿元人民币），为近四年新高，同比增近 7%。其中，友达

今年的资本支出排第一位，为 350亿新台币，较去年的 359.5亿新

台币略减 2.6%。群创、彩晶及元太均加大投入，群创估达 225 亿

新台币，比去年的 210.5 亿新台币增长 6.9%；彩晶为 38 亿新台

币，同比增 16.9%；元太估最高斥资 60 亿新台币，较去年倍增。

（资料来源：集微网） 

 

CINNO Research：2022 年中国半导体产业投资额达 1.5 万亿元 

4 月 4 日，根据 CINNO Research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中

国（含台湾）半导体项目投资金额高达 1.5 万亿元人民币，主要流

向为：芯片设计投资金额超 5600 亿人民币，占比约为 37.3%；晶

圆制造投资金额超 3800 亿人民币，占比约为 25.3%；材料投资金

额超 3000亿人民币，占比约为 20.1%；封装测试投资金额超 1300

亿人民币，占比约为 8.9%；设备投资金额约 360 亿人民币，占比

约为 2.4%。（资料来源：界面新闻） 

 

DRAM Exchange：3 月 NAND 价格环比下跌 5%至 3.93 美元 

4 月 4 日《科创板日报》讯，在存储芯片市场持续不景气的情

况下，NAND 3 月的价格跌至 3 美元左右。近日，据市场调查企业

DRAM Exchange 透露，3 月 NAND Flash 通用产品的平均固定交

易价格为 3.93 美元，环比下降 5.12%。NAND 面向存储卡和 USB

的通用产品（128Gb 16Gx8MLC）的价格在 2021 年第三季度达到

4.81 美元的最高点后，价格持续下跌。从去年 11 月开始一直维持

4.14 美元的价格，但 3 月价格再次下跌 5%左右，跌破了 4 美元大

关。（资料来源：科创板日报） 

 

机构：内存库存正在堆积，模拟芯片仍然供不应求 

4 月 6 日，《科创板日报》讯，据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称，模

拟芯片交货期长达 40周。“由于 DRAM供过于求，到 2023年年初

交货时间已从最长 22 周下降到 19 周，而一些半导体设备如 MCU

和传感器目前记录的交货时间为 20 至 40 周。”在内存供过于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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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传统芯片仍然极有可能在需求过剩的行业和汽车行业中

维持供应短缺。（资料来源：科创板日报） 

 

SIA：2 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降至 397 亿美元，同比下降 20.7% 

4 月 7 日，据 MarketWatch 报道，2 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额遭

遇了 14 年来最糟糕的一个月，同比下降超过 20%，因为该行业正

在努力摆脱两年来由疫情导致的库存过剩问题。据半导体产业协

会（SIA）数据，2 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从 2022 年 2 月份的 500

亿美元骤降至 397 亿美元，下降了 20.7%。（资料来源：科创板日

报） 

4  公司动态 

【联想】联想研发出创新铝材，今年将有 800 万台笔记本使用 

4 月 3 日，据联想官方消息，近期联想集团与中铝瑞闽共同开

发的“丝绸铝”5L52 通过国家标准审定，成为国标新牌号，并在

京举行揭牌仪式。联想称，今年将有800万台笔记本产品使用“丝

绸铝”5L52 材料。官方称，“丝绸铝”材料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在

YOGA、小新、拯救者、ThinkBook 等联想产品系列。（资料来源：

IT 之家） 

 

【深天马 A】23 年公司 AMOLED 手机显示产品出货有望提升 

4 月 4 日消息，深天马 A 表示，公司深耕多个定制化细分市场，

产品组合结构比较稳健。从目前最新情况看，消费品市场（比如

IT、AMOLED 手机等）已出现复苏迹象，公司持续关注市场需求

的动态变化并积极应对。近期，公司参与的客户 AMOLED 柔性手

机中有部分陆续首发上市。公司 AMOLED 业务持续成长中，新线

TM18 也进入爬坡期，公司高度重视 AMOLED 事业的发展，将强

化覆盖更多品牌客户项目并争取更大份额的力度，新的一年，公

司AMOLED手机显示产品出货有望进一步提升。（资料来源：IT之

家） 

 

【东部高科】东部高科扩展图像传感器业务 

4 月 4 日，东部高科表示，其已获得用于生产高端图像传感器

的全局快门以及SPAD技术，其全局快门技术采用了遮光板和光波

导，效率达到 99.997%，像素尺寸达到 2.8μm。而 SPAD 能探测

单个光子，所以常用在激光测距（如 LiDAR）应用中。其正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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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客户一起开发使用该技术的图像传感器。全

局快门和 SPAD 图像传感器均可用于汽车的测距等应用。（资料来

源：集微网） 

 

【龙芯中科】企业办公信息化平台全面完成国产化替代 

4 月 4 日消息，据龙芯中科官方宣布，龙芯中科企业办公信息

化平台全面完成国产化替代。2023 年 1 月 1 日，龙芯中科基于龙

芯 3C5000 平台的公司 ERP 系统正式上线，目前系统承载龙芯中

科财务云、供应链云、制造云等核心业务模块已稳定运行三个月。

龙芯 ERP 系统全系统使用国产化平台，私有化部署于基于龙芯

3C5000 服务器集群的虚拟化云平台上，使用自研 Loongnix 操作

系统、自研 LoongDB 数据库及龙芯虚拟化技术，采用金蝶云苍穹

PaaS平台及金蝶云星瀚SaaS管理云产品。（资料来源：IT之家） 

 

【台积电】苹果大砍 M2 芯片产量，台积电恐受冲击 

4 月 5 日消息，苹果已在 1、2 月暂停生产用于 MacBook 笔电

的 M2 自研芯片，3 月虽恢复量产，但也仅正常产量五成，等于订

单量打对折。据悉，M2 芯片采台积电 5 纳米制程生产，而苹果大

砍单，恐冲击台积电高阶制程产能利用率与营收表现。台积电 1、

2 月均未送出任何已完成的 5 纳米 M2 晶圆给后段封测厂切割与组

装为芯片成品，这只会在苹果要求暂停生产下发生，因此推测是

苹果要求停止生产，原因可能是采用这些芯片的 MacBook 需求低

迷。（资料来源：集微网） 

 

【微软】已将“文本生成图片”功能整合进浏览器 

当地时间 4月 5日，科技巨头微软高管表示，公司已将“必应

映像创建器”试用版的功能整合到微软 Edge 浏览器的侧边栏上。

公司广告和网络服务部门的首席执行官 Mikhail Parakhin 在社交媒

体上表示，在新功能的帮助下，“用户可以将生成的图片直接插入

到任何正在编辑的内容中。”在 Edge 浏览器的侧边栏上，有一个

类似于“绘图”的图标。在输入“Vinyage”（老式的）和

“Computer”（电脑）后，显示了四张非常古老的电脑图片，用户

可以将图片插入到邮件内容中。（资料来源：财联社） 

 

【三星】受存储芯片拖累，三星或将迎来 14 年来最低营业利润 

4 月 6 日消息，根据外媒分析，三星一季度营业利润预计将下

跌 90%。由于存储芯片行业的供需失衡所导致的库存问题，

DRAM和 NAND的价格下跌。根据 TrendForce的数据，DRAM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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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价格下跌了 20%，NAND 下跌了 15%。作为存储芯片领

域龙头的三星也无法幸免，预计其半导体部门将亏损约 27 亿美元。

导致预计第一季度营业利润跌至 1.45 万亿韩元。（资料来源：集微

网） 

 

【京东方】京东方截止 2022 年累计自主专利申请已超 8 万件 

4 月 6 日报道，京东方截止 2022 年累计自主专利申请已超 8

万件，全球共持有有效授权专利超 4 万件。截至 2022 年 12 月，

BOE（京东方）累计自主专利申请已超8万件，其中柔性OLED相

关专利申请超 2.8万件。在年度新增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超 90%，

海外专利超 33%，柔性 OLED、传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

专利申请占比超 50%，覆盖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资料来源：集微网） 

5  公司公告 

表 2:  A 股公司要闻核心要点（04.03-04.07） 

日期 公司 公告类型 要闻 

2023-04-04 利亚德 年度报告 
公司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81.54亿元，同比-7.89%；归母净利润 2.81亿元，同比-

53.9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1.83亿元，同比-67.12%。 

2023-04-04 京东方 A 年度报告 
公司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1784.14亿元，同比-19.28%；归母净利润 75.51亿元，

同比-70.91%；扣非归母净利润为-22.29亿元，同比-109.26%。 

2023-04-07 江丰电子 年度报告 
公司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23.24亿元，同比+45.80%；归母净利润 2.65亿元，同比

+148.72%；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2.18亿元，同比+186.50%。 

2023-04-07 国星光电 年度报告 
公司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35.80亿元，同比-11.49%；归母净利润 1.21亿元，同比-

48.22%；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0.49亿元，同比-72.14%。 

2023-04-07 纳思达 年度报告 
公司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258.55亿元，同比+13.44%；归母净利润 18.63亿元，同

比+60.15%；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16.71亿元，同比+154.04%。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1）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方加大对国内企业的制裁力度，部分公

司的经营或受到较大影响 

2） 下游终端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下游终端需求不及预期，产业链相关公司业绩或发生较大波动 

3） 国产替代不及预期 

国产替代不及预期，国内企业的业绩或将面临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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