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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周期有望迎来反转，上游国产替

代重回加速 
  

——电子行业周报（2023.4.10-2023.4.14）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   
◼ 核心观点 
市场行情回顾 
上周（04.10-04.14），A股申万电子指数下跌1.93%，板块整体跑输沪
深300指数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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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26%、-2.18%、-3.81%、-1.79%、-1.08%。从其他市场指
数表现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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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51%、-1.74%、-0.07%、
0.29%。 
重点要闻回顾以及核心观点 
模拟芯片：消费电子市场逐渐复苏，显示驱动 IC 和 PC 外围芯片开始
补库。据财联社报道，半导体测试服务提供商已经看到客户开始补充
显示驱动 IC（DDI）和 PC外围芯片的库存。必易微董秘高雷表示，消
费电子市场逐渐复苏，市场需求在逐步回升，公司库存水位健康。 
存储：23Q1 存储器价格已触底，三星减产或有望拉动存储景气度复
苏。据台湾电子时报报道称存储器设计 IC 厂商表示 23Q1 将是存储器
价格最低点。同时，三星电子 23Q1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96%，创 2009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公司表示由于全球经济形势和购买意愿放缓，
目前存储芯片需求急剧下跌，公司不得不做出减产的调整。减产能降
低三星库存及亏损额度，作为存储界的龙头厂商，跟进后或能促使存
储市场加快复苏脚步。 
芯片制造：国家重视核心技术攻关，芯片国产化替代相关政策出台及
落实指日可待。国务院总理李强指出要加快芯片研发制造等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打造更多具有话语权的产品和技
术，推动产业发展实现更大突破。同时，两会聚焦“缺芯”“国产化”
等关键词展开诸多议题，我们预计未来半导体国产化进程将加速。 
AI 服务器：国产优质厂商积极布局 AI 服务器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成
长，期待未来产品放量机遇。紫光股份总裁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 23Q1 
AI 服务器订单有很大提升，公司有各类型 GPU 服务器满足 AI 场景应
用，特别针对 GPT 场景而优化的 GPU 服务器已经完成开发，将在
23Q2 全面上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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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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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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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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 AI 大模型进入密集发布期，建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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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核心观点： 

模拟芯片：消费电子市场逐渐复苏，显示驱动 IC 和 PC 外围芯片

开始补库。据财联社报道，半导体测试服务提供商已经看到客户

开始补充显示驱动 IC（DDI）和 PC 外围芯片的库存。必易微董秘

高雷表示，消费电子市场逐渐复苏，市场需求在逐步回升，公司

库存水位健康。 

 

存储：23Q1 存储器价格已触底，三星减产或有望拉动存储景气度

复苏。据台湾电子时报报道称存储器设计 IC 厂商表示 23Q1 将是

存储器价格最低点。同时，三星电子 23Q1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96%，

创 2009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公司表示由于全球经济形势和购买

意愿放缓，目前存储芯片需求急剧下跌，公司不得不做出减产的

调整。减产能降低三星库存及亏损额度，作为存储界的龙头厂商，

跟进后或能促使存储市场加快复苏脚步。 

 

芯片制造：国家重视核心技术攻关，芯片国产化替代相关政策出

台及落实指日可待。国务院总理李强指出要加快芯片研发制造等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打造更多具有话语

权的产品和技术，推动产业发展实现更大突破。同时，两会聚焦

“缺芯”“国产化”等关键词展开诸多议题，我们预计半导体国产

化进程将加速。 

 

AI 服务器：国产优质厂商积极布局 AI 服务器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

成长，期待未来放量机遇。紫光股份总裁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

23Q1 AI 服务器订单有很大提升，公司有各类型 GPU 服务器满足

AI 场景应用，特别针对 GPT 场景而优化的 GPU 服务器已经完成

开发，将在 23Q2 全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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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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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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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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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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04.14），申万电子指数下跌 1.93%，板块整体跑

输沪深 300 指数 1.18 pct、跑输创业板综指数 1.46 pct。在申万 31

个子行业中，电子排名第 24 位。 

图 1：申万一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4.10-04.14）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上周（04.10-04.14）申万电子二级行业中，半导体板块下跌

1.08%，跌幅最小；跌幅最大的是元件板块，下跌 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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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1.26%、-2.18%、-3.81%、-1.79%、-1.08%。 

 

 

-0.48% -0.76%
-1.93%

-6%

-4%

-2%

0%

2%

4%

6%

有
色
金
属

建
筑
装
饰

传
媒

石
油
石
化

公
用
事
业

钢
铁

银
行

医
药
生
物

电
力
设
备

机
械
设
备

社
会
服
务

房
地
产

交
通
运
输

创
业
板
综

非
银
金
融

环
保

家
用
电
器

沪
深

3
0
0

煤
炭

美
容
护
理

纺
织
服
饰

基
础
化
工

建
筑
材
料

汽
车

商
贸
零
售

电
子

综
合

国
防
军
工

通
信

轻
工
制
造

农
林
牧
渔

计
算
机

食
品
饮
料



   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尾页重要声明                                 5 
 

   
图 2：申万电子二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4.10-04.14）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上周（04.10-04.14）申万电子三级行业中，半导体设备板块

上涨2.41%，涨幅最大；涨跌幅排名后三的板块分别为品牌消费电

子、印制电路板以及集成电路封测板块，涨跌幅分别为-4.99%、-

4.96%、-3.00%。 

图 3：申万电子三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4.10-04.14）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从其他市场指数表现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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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04.14）涨跌幅

分别为-0.04%、-0.51%、-1.74%、-0.07%、0.29%。 

图 4：其他市场指数周涨跌幅情况（04.1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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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2.2  个股表现 

上周（04.10-04.14）涨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甬矽电子

（33.62%）、东田微（23.73%）、万润科技（22.99%）、富信科技

（22.89%）、有研硅（22.56%）、联动科技（22.28%）、耐科装备

（21.13%）、恒烁股份（19.77%）、力合微（19.26%）、富乐德

（17.78%），跌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碳元科技（-18.96%）、传音

控股（-16.71%）、寒武纪（-13.53%）、本川智能（-13.03%）、芯

原股份（-12.61%）、瀛通通讯（-11.78%）、沪电股份（-11.23%）、

濮阳惠成（-11.07%）、复旦微电（-10.82%）、国光电器（-

10.79%）。 

表 1：电子板块（申万）个股上周涨跌幅前 10 名（04.1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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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362.SH 甬矽电子 33.62% 603133.SH 碳元科技 -18.96% 

301183.SZ 东田微 23.73% 688036.SH 传音控股 -16.71% 

002654.SZ 万润科技 22.99% 688256.SH 寒武纪 -13.53% 

688662.SH 富信科技 22.89% 300964.SZ 本川智能 -13.03% 

688432.SH 有研硅 22.56% 688521.SH 芯原股份 -12.61% 

301369.SZ 联动科技 22.28% 002861.SZ 瀛通通讯 -11.78% 

688419.SH 耐科装备 21.13% 002463.SZ 沪电股份 -11.23% 

688416.SH 恒烁股份 19.77% 300481.SZ 濮阳惠成 -11.07% 

688589.SH 力合微 19.26% 688385.SH 复旦微电 -10.82% 

301297.SZ 富乐德 17.78% 002045.SZ 国光电器 -10.79%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3  行业新闻 

Omdia：OLED在行动电脑显示器中的渗透率将在2028年达到 14% 

4月 10日，Omdia预测手提电脑 OLED 面板出货量将在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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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超过 1000 万片并达到 1290 万片，其中的笔记型电脑为 770 万

片，平板电脑为 520 万片。OLED 在手提电脑中的渗透率将在

2028 年前达到 14%。（资料来源：Omdia） 

 

IDC：中国无线音箱市场智能化比例接近六成，预计 2023 年传统

音箱销量 2 千万台 

4 月 11 日，IDC 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无线音箱市场销量为

4870 万台，同比下降 20.7%。其中智能音箱市场销量为 2851 万

台，占比接近六成，受市场周期性发展及补贴收窄影响，销量缩

减近四分之一。传统音箱市场销量为 2019 万台，同比下降 13.9%，

需求多元化发展之下传统音箱市场展现出较强的韧性。（资料来源：

IDC） 

 

CINNO Research：2022 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厂商营收排名 Top10 

4 月 11 日，CINNO Research 统计数据表明，2022 年全球上

市公司半导体设备业务营收排名TOP10营收合计达1030亿美元，

创近三年新高，同比增长 6.1%。TOP10 名单为应用材料、阿斯麦、

泛林、TEL、科磊、迪恩士、爱德万、ASM 国际、日立高新、泰

瑞达。与 2021 年 TOP10 名单相比，迪斯科跌出 TOP10，日立高

新入围 TOP10，泰瑞达排名从第七下落至第十。科磊 22 年半导体

业务营收近 1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2%，是 TOP10 设备商中营

收同比增长最快的企业。（资料来源：CINNO） 

 

SEMI 报告：2022 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金额达到 1076 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美国加州时间 4 月 12 日，SEMI 在其发布的《全球半导体设

备市场报告》宣布，2022 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出货金额相较

2021 的 1026 亿美元增长 5%，创下 1076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2022 年中国大陆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市场，

2022 年中国大陆的投资同比放缓 5%，为 283 亿美元。中国台湾

地区是第二大设备支出地区，2022年增长8%，达到 268亿美元。

韩国的设备销售额下降了 14%，为 215 亿美元。欧洲的年度半导

体设备投资激增 93%，北美增长了 38%。世界其他地区和日本的

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34%和 7%。（资料来源：S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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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务部再将 12 家中企芯片贸易商列入实体清单 

4 月 13 日电，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在

《联邦公报》（美国政府公报）刊登了一份定于 4月 17日发布的行

政措施，将 12 个位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实体加入管制出口“实体

清单”，所谓理由是这些公司被指支持俄罗斯军方。这些公司包括：

三合成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深圳市强诚达电子有限公司、

亿商网络（深圳）有限公司、永利电子元器件（深圳）有限公司

以及香港新三泰电子有限公司等。（资料来源：CINNO） 

4  公司动态 

【毫末智行】业内首个自动驾驶生成式大模型落地车型为新摩卡

DHT-PHEV 

4 月 11 日，在毫末智行第八届 HAOMO AI DAY 上，毫末智行

发布了业内首个自动驾驶生成式大模型毫末 DriveGPT 雪湖·海若，

并面向行业开放。据毫末智行 CEO 顾维灏介绍，毫末 DriveGPT

雪湖·海若通过引入真实人驾接管数据建立 RLHF（人类反馈强化

学习）技术，对自动驾驶认知决策模型进行持续优化，其目标是

实现端到端自动驾驶，现阶段主要用于解决自动驾驶的认知决策

问题，后续持续将毫末多个大模型的能力整合至毫末 DriveGPT 雪

湖·海若。同时，顾维灏在现场宣布，毫末 DriveGPT 雪湖·海若

智能驾驶能力首发落地车型为新摩卡 DHT-PHEV。（资料来源：财

联社） 

 

【搜狗】王小川携新公司百川智能入场大模型创业 

4 月 10 日，搜狗公司创始人王小川宣布入场大模型创业，和

前搜狗 COO 茹立云联合创立人工智能公司百川智能，旨在开发中

国版的 OpenAI 基础大模型及颠覆性上层应用。据悉公司早前已获

得 5000 万美元启动资金，来自王小川与其业内好友的个人支持。

据百川智能创始人王小川介绍，百川智能团队拥有包括前搜狗、

百度、华为、微软、字节、腾讯等知名科技公司以及其他创业公

司核心成员在内的数十位顶尖 AI 人才，预计在 4 月底将组建一只

50 人规模的精英团队，并声称在年底“做出中国最好的大语言模

型”。（资料来源：界面新闻） 

 

【Meta】Meta 告别元宇宙，转投 AIGC 

4 月 10 日消息，Meta 首席技术官 Andrew Bosworth 在接受

《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几个月前成立了生成式 AI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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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计划在 12 月前，完成生成式 AI 的商业化。（资料来源：IT 之

家） 

 

【阿里云】阿里云正式推出大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4 月 11 日电，在阿里云峰会上，阿里云智能首席技术官周靖

人正式宣布推出大语言模型通义千问。他介绍称，通义千问是一

个超大规模的语言模型，功能包括多轮对话、文案创作、逻辑推

理、多模态理解、多语言支持。能够跟人类进行多轮的交互，也

融入了多模态的知识理解，且有非常强的文案创作能力，能够续

写小说，编写邮件等，可以极大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资料来源：

财联社） 

 

【LG CNS】韩国最大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LG CNS 宣布与微软达成

合作，使用 ChatGPT 开发新服务 

4月 11日消息，韩国最大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LG CNS4月 11

日宣布，将加强与微软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使用 ChatGPT 开

发新服务。LG CNS 的首席执行官 Shin-gyoon Hyun 强调，该公司

将基于微软的创新云基础设施、数据分析和 Azure OpenAI 技术迅

速开发新的人工智能服务，引领市场。（资料来源：IT 之家） 

 

【气派科技】碳化硅方面的功率器件封装产品开发中 

4 月 10 日消息，气派科技近期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公司 5G

宏基站射频芯片封装测试具备量产条件，但是终端客户目前尚时

候的金属和陶瓷封装的产品，公司什么时候能量产主要取决于终

端客户。公司在 MEMS 封装方面已经量产，客户主要是台湾客户。 

公司正在开发碳化硅方面的功率器件封装产品，尚未量产。（资料

来源：界面新闻） 

 

【推特】马斯克被曝购入大量 GPU 

当地时间 4 月 11 日，据 Business Insider 报道，马斯克最近

购买了约 1 万块 GPU，用于推特的两个数据中心之一，推特将根

据自己的海量数据进行 AI 训练。（资料来源：澎湃新闻） 

 

【索尼】索尼投资树莓派，共同开发边缘 AI 解决方案 

4 月 13 日消息，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SSS）今天发布新闻

稿，宣布和树莓派公司签署战略协作框架，持有后者的少数股权，

共同开发边缘人工智能（Edge AI）解决方案。（资料来源：IT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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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光电】自主研发的高端 ArF 光刻胶已经通过了客户认证 

4 月 10 日消息，南大光电在互动平台表示，该公司自主研发

的高端ArF光刻胶已经通过了客户认证，并少量销售。南大光电表

示，公司已有两款 ArF 光刻胶产品分别在下游客户存储芯片 50nm

和逻辑芯片 55nm 技术节点上通过认证，并实现少量销售。现阶段

验证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且针对同一客户开发了不同的产品，以

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资料来源：21IC 电子网） 

 

【鸿海】鸿海取得日月光4座大陆工厂，规划布局车用第三代半导

体封装 

4 月 12 日，据台湾“中央社”消息，鸿海旗下工业富联先前

取得日月光位于大陆的 4座工厂，产业人士透露，工业富联与鸿海

转投资青岛新核芯科技分工合作，规划 4座封测厂布局车用第三代

半导体等功率元件封装。报道指出，鸿海规划今年下半年将提供

碳化硅（SiC）量产服务。（资料来源：界面新闻） 

 

【均胜电子】子公司获新能源汽车高压平台功率电子类项目定点

订单 

4 月 12 日电，均胜电子公告，子公司近期新获某知名车企客

户全球性项目定点，为其新能源汽车的 800V 高压平台提供功率电

子类产品，预计全生命周期订单总金额约 130 亿元。（资料来源：

财联社） 

5  公司公告 

表 2:  A 股公司要闻核心要点（04.10-04.14） 

日期 公司 公告类型 要闻 

2023-04-11 沪硅产业 年度报告 
公司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36.00亿元，同比+45.95%；归母净利润 3.25亿元，同比

+122.45%；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1.15亿元，同比+187.55%。 

2023-04-11 鼎龙股份 年度报告 
公司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27.21亿元，同比+15.52%；归母净利润 3.90亿元，同比

+82.66%；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3.48亿元，同比+68.47%。 

2023-04-12 深科技 股权激励 

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计不超过 4,681.76 万份股票期权，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

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15.61亿股的 3.00%。其中，首次授予 3,812.00万份，占本计划授

予总量的 81.42%，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2.45%；预留不超过

869.76万份，占本计划授予总量的 18.58%，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

额的 0.56%。 

2023-04-13 晶晨股份 年度报告 
公司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55.45亿元，同比+16.07%；归母净利润 7.27亿元，同比

-10.47%；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6.68亿元，同比-6.77%。 

2023-04-14 中科蓝讯 年度报告 
公司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10.80亿元，同比-3.88%；归母净利润 1.41亿元，同比-

38.57%；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1.12亿元，同比-42.49%。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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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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