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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电市场有望迎来回暖，建议关注汽车

电子产业链 
  

——电子行业周报（2023.6.19-2023.6.21）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核心观点 

市场行情回顾 
上周（06.19-06.21），SW电子指数下跌1.57%，板块整体跑赢沪深
300指数0.93 pct，从六大子板块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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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15%、
0.41%、-2.02%、-2.47%、-2.84%。从其他市场指数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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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0.89%、-8.37%、-1.73%、-
1.44%。 
核心观点 
面板：面板市场结构性涨价行情有望继续演绎。据 TrendForce 数据，
23 年 6 月下旬，电视各尺寸面板价格继续上涨，部分显示器面板价格
小幅上调，6 月 32/43/55/65 吋电视面板价格分别环比上涨 2/3/8/10 美
元，而显示器面板在台厂连续两个月发动涨价影响下，韩厂与中国面
板厂也开始释放涨价的想法。终端客户采购需求有望延续，进而支撑
面板价格上行。 
消费电子：全球笔电市场 Q2 出货量或将回暖，存储、CPU 等芯片以
及零部件市场有望迎来改善。据 TrendForce 数据，23Q1 全球笔电出
货量约 3390万台，环比减少 13%，同比减少 39%，23Q2预计笔电出
货量提升至 3763 万台，环比增加 11%。部分品牌计划推出搭载
NVIDIA GeForce 40 系列中阶、入门款机型，消费市场逐步下沉。笔
电整机及零部件渠道回补需求有望逐月增强，与此同时，受 AI 浪潮催
化，笔电市场有望迎来新一波换机潮 ，部分笔电厂商如宏碁、惠普释
出打造 AI 笔电的方向。 
汽车电子：工信部支持 L3+车型商业化应用，新能源车购置税续免，
汽车电子相关产业链有望充分受益。工信部表示支持 L3+自动驾驶功
能商业化应用，并加快关键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操作系统等新技术
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应用；进一步完善网联基础设施，加快 C-V2X、
路侧感知、边缘计算等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测试示范应用，启动智能
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组织开展城市级“车路云一体化”示
范应用，此外工信部还将发布新版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指南，通
过标准引导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发展。 

◼ 投资建议 

维持电子行业“增持”评级，我们认为 2023年电子半导体产业会持续
博弈复苏；目前电子半导体行业市盈率依然处于 2018 年以来历史较低
位置，同时风险也有望逐步释放。我们当前重点看好：半导体设计类
标的和部分超跌标的里面行业轮动机会，AIOT SoC 芯片建议关注中科
蓝讯和乐鑫科技；XR 产业链建议关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兆威机电；建
议重点关注驱动芯片领域的峰岹科技、必易微、中微半导、明微电
子、汇成股份；半导体设备材料建议重点关注深科达、金海通、新益
昌和华海诚科；建议关注国内头部功率供应商：时代电气，士兰微，
新洁能，宏微科技，东微半导，扬杰科技等，建议关注可立克，京泉
华，江海股份等核心元器件供应商，同时建议关注 LED 产业链的兆驰
股份、卡莱特和奥拓电子等个股。 

◼ 风险提示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终端需求不及预期、国产替代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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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1.1  板块表现 

上周（06.19-06.21），SW 电子指数下跌 1.57%，板块整体跑

赢沪深 300 指数 0.93 pct、跑赢创业板综指数 0.54 pct。在 31 个

子行业中，电子排名第 9 位。 

图 1：SW 一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6.19-06.21）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上周（06.19-06.21）SW 电子二级行业中，消费电子板块上

涨0.41%，涨幅最大；跌幅最大的是半导体板块，下跌2.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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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15%、0.41%、-2.02%、-2.47%、-

2.84%。 

图 2：SW 电子二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6.19-06.21）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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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06.19-06.21）SW 电子三级行业中，品牌消费电子板

块上涨2.16%，涨幅最大；涨跌幅排名后三的板块分别为半导体设

备、半导体材料以及印制电路板板块，涨跌幅分别为-7.81%、-

3.42%、-3.05%。 

图 3：SW 电子三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6.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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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9-

06.23） 涨 跌 幅 分 别 为-4.53%、-0.89%、-8.37%、-1.73%、-

1.44%。 

图 4：其他市场指数周涨跌幅情况（06.19-06.23）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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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股表现 

上周（06.19-06.21）涨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晶赛科技

（31.77%）、可川科技（25.31%）、易天股份（23.48%）、福立旺

（22.97%）、苏州固锝（22.37%）、惠伦晶体（19.65%）、峰岹科

技（19.59%）、菲沃泰（16.53%）、奕东电子（15.43%）、东田微

（15.40%），跌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和林微纳（-20.09%）、利通

电子（-14.09%）、睿能科技（-12.69%）、安集科技（-11.96%）、

长川科技（-10.90%）、深科技（-10.46%）、纳芯微（-9.86%）、

路维光电（-9.31%）、天禄科技（-9.07%）、芯源微（-8.80%）。 

表 1：电子板块（SW）个股上周涨跌幅前 10 名（06.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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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981.BJ 晶赛科技 31.77% 688661.SH 和林微纳 -20.09% 
603052.SH 可川科技 25.31% 603629.SH 利通电子 -14.09% 
300812.SZ 易天股份 23.48% 603933.SH 睿能科技 -12.69% 
688678.SH 福立旺 22.97% 688019.SH 安集科技 -11.96% 
002079.SZ 苏州固锝 22.37% 300604.SZ 长川科技 -10.90% 
300460.SZ 惠伦晶体 19.65% 000021.SZ 深科技 -10.46% 
688279.SH 峰岹科技 19.59% 688052.SH 纳芯微 -9.86% 
688371.SH 菲沃泰 16.53% 688401.SH 路维光电 -9.31% 
301123.SZ 奕东电子 15.43% 301045.SZ 天禄科技 -9.07% 
301183.SZ 东田微 15.40% 688037.SH 芯源微 -8.80%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2 行业新闻 

全球前十大 IC 设计厂商第一季营收持平前季，第二季因 AI 需求带

动有望止跌反转 

6 月 20 日，集邦咨询表示，第一季供应链库存消化不如预期，且

适逢传统淡季，整体需求清淡。不过，由于部分新品拉动，加上

特殊规格急单带动，第一季全球前十大 IC 设计公司营收为 338.6

亿美元，持平 22Q4 营收，环比增长 0.1%。Cirrus Logic（思睿科

技）跌出前十名之外，WillSemi（韦尔半导体）与美系电源管理

IC 厂 MPS（芯源系统）递补第九与第十名位置，其余排名并无变

动。展望第二季，尽管 IC 库存去化速度较预期缓慢，但相较于

2022 年下半年库存高企时期，仍已陆续恢复至较为健康的水位。

同时，部分 IC 设计厂在新品刺激下，营收有望朝正向增长。（资料

来源：全球半导体观察，集邦咨询） 

 

AI 芯片与 HBM 需求带动，预估 2024 年先进封装产能将提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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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6 月 21 日，集邦咨询研究指出，2023 年 ChatBOT 等生成式 AI 应

用带动 AI 服务器成长热潮，又以大型云端业者最积极投入，包含

Microsoft、Google、AWS 或其他中系业者如 Baidu、ByteDance

等陆续采购高端 AI 服务器，以持续训练及优化其 AI 分析模型。高

端 AI服务器需采用的高端 AI 芯片，将推升 2023-2024 年高带宽存

储器（HBM）的需求，并将驱动先进封装产能 2024 年成长 3-4 成。

预计 2023 年市场上主要搭载 HBM 的 AI 加速芯片，搭载 HBM 总

容量将达 2.9 亿 GB，成长率近 6 成，2024 年将持续成长 3 成以

上。（资料来源：全球半导体观察，集邦咨询） 

 

市场需求下，OLED 面板驱动芯片将从 40nm 向 28nm 制程迭代 

6 月 21 日，集微网称，据电子时报报道，近年来 OLED 面板驱动

芯片（DDI）需求增幅明显，已成为各个厂商最重要的产品，同时

这也是在市场环境疲软的背景下，少数几类销量没有明显减少的

芯片。研究机构 Omdia 认为，现在几乎所有的晶圆代工厂扩增的

产能主要集中在 28nm 节点，联电也在计划缩减 40-90nm 工艺面

板驱动芯片的产能。需求方面，各大主要智能手机品牌的面板供

应链，也希望使用更高规格的芯片。在供需双方的推动下，预计

目前 28nm、40nm OLED DDI 芯片的比例约为 4：6，未来两年内

将逐渐转变为 6：4。除了在智能手机领域，可穿戴设备的增长，

也带动了这类芯片的需求，预计未来将一直保持每年两位数的增

长率。（资料来源：爱集微） 

 

中国大陆将对第三代半导体需求强劲 

6 月 24 日，一些技术专家表示，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大陆将对第三

代半导体产生强劲需求，这些半导体产品主要用于电网、电动汽

车和电信基站。新一代芯片，也称为复合芯片，由 SiC 和 GaN 等

宽带隙材料制成，它们适用于功率器件，可以在高温、高频和高

压的环境中工作。TrendForce 表示，全球 SiC 功率器件市场的价

值将从 2022年的 16.1亿美元攀升至 2026年的 53.3 亿美元，复合

年增长率为 35%。GaN功率器件的年增长率将从 2022.年的 1.8亿

美元增长到 2026 年的 13.3 亿美元，CAGR 为 65%。（资料来源：

半导体产业纵横） 

 

Micro LED 市场规模 2028 年达 8 亿美元，未来五年复合年增长率

达 70.4% 

6 月 25 日，据 GlobeNewswire 报告显示，预计到 2028 年，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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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LED 显示器市场将达到约 8 亿美元，2023 年至 2028 年复合

年增长率为 70.4%。报告显示，全球Micro LED显示器市场的未来

前景广阔，消费电子、汽车、广告、航空航天和国防市场蕴藏着

机遇。该市场的主要驱动力是市场对节能显示解决方案需求的不

断增长，以及电子巨头对 Micro LED 显示器的偏好日益增加。（资

料来源：爱集微） 

3  公司动态 

【基侑电子】半导体刻蚀设备生产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 10 亿元 

6 月 19 日，半导体刻蚀设备生产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半导体刻蚀

设备生产项目由昆山基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总投资 10 亿元，

位于上饶高新区霞峰电子信息产业园，用地面积约 30 亩，主要生

产晶圆刻蚀机、清洗机等设备。项目达产达标后，预计年产值可

达 15 亿元人民币。（资料来源：全球半导体观察） 

 

【芯视佳】12 寸硅基 OLED 项目正式开工 

6 月 20 日，据科创板日报消息，近日，芯视佳 12 英寸硅基 OLED

产业园项目在安徽淮南市高新区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 65 亿元，

规划月产能达 4000 片晶圆，主要生产硅基 OLED 微显示屏，应用

于 AR/VR等领域，预计年产值达 35亿元。两期完成投产后产值预

计可达 100 亿元以上。项目计划于 2024 年 7 月份将搬入设备，12

月份点亮产品，2025 年正式进入量产阶段。（资料来源：VR 陀螺） 

 

【ASML】数值孔径 0.75 超高 NA EUV 光刻设备 2030 年登场 

6 月 21 日，全球半导体观察称，据日媒报道，光刻机设备龙头阿

斯麦执行副总裁 Christophe Fouquet 近日在比利时 imec 年度盛会

ITF World 2023 表示，半导体产业需要 2030 年开发数值孔径 0.75

的超高 NA EUV 光刻技术，满足半导体发展。自 2010 年以来 EUV

技术越来越成熟，半导体制程微缩至 2020年前后三年，以超过 50%

幅度前进，不过速度可能会在 2030 年放缓。到 2030 年，使用

High NA EUV 的多重图案将与单一图案一起完成，以提高产量，

并降低制程成本，需要更高数值孔径的 EUV 曝光（NA=0.75）。

（资料来源：全球半导体观察） 

 

【台亚半导体】正以 IDM 模式进军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6 月 21 日，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亚半导体正在以 IDM 模式进军第

三代半导体产业，2023Q1 已试产氮化镓，2024 年试产碳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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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年产能约 10 万片。据台亚半导体宣布，他们将在中国台湾铜

锣扩建 6 吋碳化硅晶圆厂和 8 吋、12 吋氮化镓晶圆厂，以及后段

的测试、封装厂。台亚总经理衣冠君表示，该氮化镓厂将是全球

少见的先进功率器件厂，预计在 2024 年底之前达成每月 3000 片

的出货量，产品将聚焦于快充、电动汽车、无人机等应用。近期，

台亚已完成第一颗 650V D-mode HEMT 的开发，并进行送样验证。

他们预期在少量代工单生产之下，氮化镓有望在 23 年开始贡献营

收。衣冠君认为，24 年公司氮化镓营收提升至 30％的目标有望达

成。（资料来源：行家说三代半） 

 

【科友半导体】实现 8 吋 SiC 量产技术突破 

6 月 22 日，科友半导体宣布，他们实现了 8 英寸 SiC 单晶的量产

关键技术突破，在晶体尺寸、厚度、缺陷控制、生长速率、制备

成本及装备稳定性等方面取得可喜成绩。目前，科友半导体 8英寸

SiC 中试线平均长晶良率已突破 50%，晶体厚度 15mm 以上，有

望成为我国大尺寸低成本碳化硅规模化量产制造技术的领跑者。

（资料来源：行家说三代半） 

 

【山西天成半导体】成功研发出 8 吋 SiC 单晶 

6 月 22 日，“行家说三代半”在调研中了解到，国内还有 1 家企业

——山西天成半导体——也实现了 8吋 SiC单晶技术研发突破。天

成半导体透露，他们这次开发出的 8 吋 SiC 单晶直径达到 202mm，

各项参数指标良好。天成半导体成立于 2021年 8月成立，2022年

4 月，天成半导体仅用半年时间就顺利完成了中试投产，已经实现

了 6 英寸导电型和半绝缘型碳化硅晶锭的小批量生产。（资料来源：

行家说三代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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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公告 

表 2:  A 股公司要闻核心要点（06.19-06.21） 

日期 公司 公告类型 要闻 

2023-06-20 中微半导 股权激励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156人调整为 150人，前述 6名激励对象对应的

拟授予限制性股票份额调整给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其他激励对象，首次授予总量

保持不变，为 480万股。授予价格由 25.00元/股调整为 24.55元/股。 

2023-06-20 萤石网络 限售股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数量为 5,191,57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9229%，

限售期为公司上市之日起 6个月。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6月 28日。本次上

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2023-06-21 纳芯微 限售股上市 

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2,205,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56%，限

售期为自取得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本次上市流

通日期为 2023年 6月 30日。 

2023-06-22 可立克 资金投向 

受 2022年国内经济增长放缓、2022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坡等因素影响，公司

计划将“汽车电子磁性元件生产线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3年 6

月 30日延长至 2024年 12月 31日；将“汽车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3年 6月 30日延长至 2024年 12月 31日。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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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需求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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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