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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行业周报（07.31-08.06） 

全球半导体销售持续回温，产业寒冬或将过去 

投资要点： 

 本周电子板块表现：本周电子行业指数上涨1.57%。从电子细分行业

指数看，半导体、消费电子、元件、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板块均

上涨。其中，消费电子板块涨幅位列第一，周涨幅为+3.38%。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连续四个月稳定增长，回暖趋势明显，触底回升可

期。8月4号晚间，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Q2全球

半导体销售额总计为1245亿美元，环比Q1增长4.7%；2023年6月全球

销售额为415亿美元，环比增长1.7%，全球芯片销售额已连续四个月

小幅上升；与此同时，我国六月半导体销售额也实现了环比3.2%的增

长。SIA总裁表示：“我们乐观地认为市场将在下半年继续反弹。”

自2021年12月半导体销售额增速达到峰值以来，此轮景气度下沉已持

续较长时间，半导体行业基本面“筑底”已基本完成，本次连续数月

的稳定环比增长或将为半导体行业触底回升带来一缕曙光。 

 AI等新兴应用方兴未艾、消费电子弱复苏，或将推动半导体行业温和

回暖。从需求侧来看，一方面，2023年Q2全球PC出货量创2022年Q1之

后首次环比增长，2023年5月中国手机出货量实现同比增长25.2%，消

费电子需求出现回暖迹象，库存水位修正后有望重启拉货；另一方

面，高性能运算/AIOT/汽车智能化/XR等新兴领域为半导体行业长期

发展增加新的源头活水。据McKinsey预测，2030年全球半导体销售规

模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其中汽车领域2021-2030年CAGR达13%-15%，

是增长最快的领域。据TrendForce预测，2023年AI服务器出货量将接

近120万台，年增38.4%，AI相关应用拉动的计算、存储、数据互联芯

片需求有望赋能半导体行业发展。 

 投资建议：PCB方向，建议关注积极参与AI及服务器相关赛道的公

司，如沪电股份、胜宏科技、奥士康等；半导体方向，建议关注上游

设备、材料、零部件国产替代机会，如新莱应材、昌红科技、正帆科

技、汉钟精机等，以及深耕AIOT、汽车电子等技术创新赛道，如全志

科技、瑞芯微等；消费电子方向，建议关注AR、VR等智能终端创新赛

道的公司，如苏大维格等；面板方向，建议关注产品布局全面、产线

规模较大的公司，如TCL科技等。 

 风险提示：电子产品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电子行业景气复苏不及预

期，相关公司新产品研发不及预期，半导体国产替代进度不及预期，

消费复苏不及预期，贸易摩擦加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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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周市场表现 

1.1 电子板块本周表现 

大盘表现上，本周（0731-0804）创业板指上涨 1.98%，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70%。

本周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1.57%，表现优于沪深 300。行业表现上，计算机行业位列全

行业的第 1位。本周计算机、非银金融、传媒板块领跑，医药生物、煤炭、美容护理

板块表现不佳。 

从电子细分行业指数看，半导体、消费电子、元件、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板

块均上涨。消费电子板块涨幅最大，周涨跌幅为+3.38%；其他电子板块下跌，周涨跌

幅为-0.09%。 

图表 3：电子细分领域本周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1.2 SW 电子个股本周表现 

从个股维度来看，SW 电子板块中，海光信息（11.71%）、宝明科技（11.71%）等

位列涨幅前列；赛微电子（-15.24%）、佰维存储（-13.33%）等位列跌幅前列。 

 

图表 1：SW 各行业板块本周市场表现  图表 2：电子板块稳定增长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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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换手率来看，上周电子行业个股换手率最高的是天山电子，换手率为 131.19%。

其余换手率较高的还有中富电路（101.12%）、佰维存储（73.49%）和甬矽电子（71.07%）。 

图表 6：SW 电子本周换手率前二十个股（%）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1.3 电子板块估值分析 

从本周 PE 走势来看，整体电子行业估值高于近一年、三年、五年平均值水平。

本周 PE（TTM）为 44.91 倍，较上周有所增长，高于近一年区间 PE 平均值 33.93 倍；

近三年区间 PE平均在 37.82 倍；近五年区间 PE 平均值 37.37 倍。 

 

 

 

图表 4：SW 电子本周涨幅前十个股（%）  图表 5：SW 电子本周跌幅前十个股（%）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 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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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SW 电子行业指数 PE 走势（TTM）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细分领域上，近一年半导体、其他电子、元件、光学光电子、消费电子和电子化

学品 PE 均值分别为 42.98、31.48、28.83、39.09、27.27 和 44.94。所有细分板块本

周 PE均超过其近一年平均值。 

图表 8：SW 电子细分行业指数 PE 走势（TTM）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二、 行业动态跟踪 

2.1 半导体板块 

1）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连续 4个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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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了 2023 年第二季度全球半导体销售额，总计 1245 亿美

元，比第一季度增长4.7%。2023 年 6月的全球销售额为415亿美元，环比增长 1.7%。 

SIA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ohn Neuffer 表示：“到目前为止，虽然 2023 年全球半

导体销售额仍落后于去年的总销售额，但 6月份营收已连续第四个月攀升，环比增长

稳健，我们乐观地认为市场将在下半年继续反弹。” 

2）工信部：上半年集成电路产量为 1657 亿块 同比下降 3% 

工信部今日发布 2023 年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上半年，规模以上电

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6.78 万亿元，同比下降 4.2%。 

在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 6.86 亿台，同比下降 3.1%，其中智能手机产量 5.07 亿

台，同比下降 9.1%；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 1.62 亿台，同比下降 25%；集成电路产量

1657 亿块，同比下降 3%。 

3）宁德时代上半年营收接近韩国三大电池制造商营收 

据外媒报道，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主要有宁德时代、LG新能源、比亚迪、三星

SDI、松下等厂商，其中为特斯拉等诸多厂商供应电池的宁德时代优势明显，在研究

机构的月度装机量排行榜中，他们长期高居榜首，且远高于其他厂商。 

宁德时代的半年报显示，他们在上半年营收 1892.46 亿元，同比大增 67.52%，

接近包括 LG 新能源在内的韩国三大电池制造商的营收。 

4）苦追台积电，传三星 3纳米工艺平台第三款产品投片 

三星电子由于 NAND 和 DRAM 市场下滑，业绩大幅下降。但已开始生产第三个 3nm

芯片设计，产量稳定。二季度营收下降 22%，三星半导体部门营收下降 48%，亏损 34

亿美元。虽然预计下半年内存需求将恢复，但计划进一步减产以支撑内存价格。三星

透露第三款 3nm(GAAFET)芯片已开始生产。与此相比，台积电的 3纳米工艺平台收获

大量客户，将在 2024-2025 年推出不同系列的工艺技术。 

5）三星电子下半年将继续削减存储芯片产量，尤其是 NAND 闪存 

根据 TechWeb 的报道，三星电子在二季度财报中预计，在减产和客户库存调整减

弱的推动下，存储芯片需求将在下半年逐渐恢复。然而，三星电子并不打算增加产量，

而是计划继续削减 DRAM 和 NAND 闪存的产量，以加速库存正常化。此举是因为存储芯

片市场需求尚未明显好转，该业务的营收持续大幅下滑。三星电子的存储业务在二季

度营收略有增长，但同比下滑 57%，连续四个季度同比大幅下滑。 

6）在美国不断升级芯片出口限制之际 英特尔在深圳设立科创中心 

尽管华盛顿对半导体企业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它们减少与中国的交易，

但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仍将通过在深圳设立一个新的创新中心，来加强与中国的

商业关系。在美中关系恶化、华盛顿不断升级芯片出口限制之际，英特尔公司是试图

维持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业务的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之一。这场技术战还推动了中

国对电子元件尤其是芯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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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台积电向先进封装设备供应商启动新一轮订单 

据业内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最近与包括 Apic Yamada、Disco、guudeng 

Precision Industrial 和 Scientech 在内的先进封装设备供应商启动了新一轮订单。 

据台媒电子时报报道，消息人士表示，随着 AMD MI300 系列在第四季度正式开始

量产，以及英伟达继续要求台积电尽快解决因 CoWoS 封装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短缺问

题，台积电被迫加快其先进封装产能的扩张。 

8）英特尔 Gaudi 2 面世，性能不输 H100 还有中国“特供版” 

据台媒经济日报报道，ASML 去年宣布投资 300 亿元新台币，于中国台湾新北林

口工一产业园设厂，目标是 2050 年达到净零排放，于今年 7月 31日经新北市都市设

计审议核准备案通过，预估未来将有 2000 名员工进驻，最快 2026 年启用运营。 

中国台湾新北市城乡发展局指出，此处是全台首座大型智能零碳设计的厂房，基

地面积达 3.3 公顷，经都市设计审议后，将提供地面绿化 7000 平方公尺。 

9）韩国之后，美国泰吉量子宣布发现室温超导材料 

7 月 31 日，美国泰吉量子（Taj Quantum）公司宣布新发现一种室温超导材料，

系一种石墨烯泡沫材料。泰吉量子声称：“这种独特的 II 型超导体（专利号：17249094）

可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工作，包括远高于室温的温度，从约-100°F(-73°C) 到约

302°F (150°C)，这是在超导体世界中并不常见的一种特性。”泰吉量子称，这项

超导体专利是公司推动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未来将发布更多超导体相关信息。 

2.2 消费电子板块 

1）中国 Q2 智能手机销量创 2014 年以来 Q2 最低水平，vivo 夺冠 

根据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的统计，2023 年第二季度，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同比

下降 4%，创 2014 年以来的第二季度最低水平。 

统计显示，4月和 5月，中国智能手机销量疲软，而 6月“618”电商购物节，提

振销量实现 25%的环比增长。然而今年“618”促销季（6月 1日~18 日）的表现相比

去年下降 8%，拖累整个 6月的销量也同比下降 6%。 

2）印度限制进口部分电脑和服务器 

据彭博社报道，印度要求从笔记本电脑到平板电脑的进口必须获得许可证，这是

印度政府旨在鼓励本地电子产品生产的一系列措施中的最新举措。 

根据印度对外贸易总局的通知，采购商进口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一体机、超

小型电脑和服务器需要获得许可，并立即生效。该机构表示，被指定为“资本货物”

的某些类型的电脑，如机床、核磁共振仪等设备自带的控制电脑，不受此规定限制。 

3）外媒：美国正走向新的供应链危机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在扩大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的竞赛中奋起直追，但退税和其他

激励措施给外国公司留下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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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锂离子电池生产的一些最重要零部件方面落后于中国、韩国和日本。美国

的电池产能仅占全球的 4.4%，且隔膜、电解质、阴极和阳极的份额仅为个位数百分

比，距离电动汽车自给自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3 面板板块 

1）LGD 进入苹果 Micro OLED 供应链 打破索尼独供局面 

7 月 31 日，供应链消息人士透露，LG Display 已经进入 Vision Pro 硅基 OLED

（Micro OLED）供应链，打破了索尼独供的局面。 

此次 LG Display 成为苹果 Vision Pro 硅基 OLED 供应商只是刚刚开始。随着其

他厂商陆续突破 Micro OLED 技术瓶颈，三星显示等都有机会进入 Vision Pro 硅基

OLED 供应链，硅基 OLED 成本也有机会下探。 

2）机构：到 2027 年 10-14 英寸 MicroLED 面板成本将骤降至 25% 

据 businesskorea 报道，microLED 被认为是“梦想显示器”，因为它的高成本障

碍预计将在未来几年迅速消失。韩国企业积极发展小、大型 microLED 面板，但中型

市场在高档汽车的应用范围更广，容易受到试图抢占该市场的中国台湾企业的竞争。 

Omdia 研究机构 7月 30日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到 2027 年，10至 14英寸 microLED

显示面板的成本将骤降至目前水平的四分之一。 

3）面板涨价需求增加，友达、群创第三季拼转盈 

友达光电和群创公布第 2季财报，亏损较第 1季明显缩小。分析师认为，面板报

价继续上涨，有利于面板厂在第 3季实现单季盈利。友达光电第 2季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净损 48.1 亿元，亏损较第 1季大幅缩小。群创第 2季税后净损约 57亿元，亏损也

较第 1季大幅减少。分析师指出，中国大陆面板厂严格控制产能，是近期面板价格上

涨的重要因素。预计 7月电视面板价格将继续上涨，面板厂有获利机会。 

4）LG 显示购买 14 项 Micro LED 美国专利，涉及转移工艺 

据 thelec 报道，LG 显示（LG Display）已从一家中国台湾公司购买了 Micro LED

专利，其中大部分是转移工艺专利，这是 Micro LED 技术的核心。LG 显示预计将通

过 Micro LED 背板上的转移工艺来寻求提高盈利能力。 

据业内人士 8月 2日透露，LG显示于今年 6月从中国台湾优显科技购买了 14项

微型发光二极管（LED）相关的美国专利，其中注册专利 13 项，申请专利 1项。 

2.4 汽车电子板块 

1）特斯拉将于 8月 4日在香港降价，部分车型降幅达 11.9% 

7 月 31 日，财联社报道称，特斯拉旗下 Model 3、Model Y 多款车型计划于 8月

4日在中国香港再次降价，据报道，特斯拉此次部分车型的价格降幅将达 11.9%。 

7 月 19 日，特斯拉公布 2023 年第二季度财报，实现营收 249.27 亿美元，同比

增长 47%，好于市场预期；净收入约为 27亿美元，增长 20%。外媒表示，特斯拉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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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营收和利润好于市场预期，主要原因包括原材料价格的降低导致汽车成本下降。 

2）机构：去年汽车 CIS 市场达 22 亿美元，豪威科技市占率 26% 

据 Yole 报告显示，2022 年，汽车用摄像头和 CIS 市场大幅增长，收入同比增长

22.8%和 35.3%，分别达到 54 亿美元和 22亿美元，2028 年汽车用摄像头模组和 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将分别达到 90亿美元和 30 亿美元以上。2022 年至 2028 年间，这两

个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分别为 9.7%和 8.7%。在平均销售价格（ASP）增长的带动下，

安森美仍引领市场，其次是豪威（Omnivision）、索尼和三星。 

3）机构：28nm 等车用芯片短缺目前有明显缓解迹象 

知名半导体咨询机构 Techinsights 今日发文，表示汽车半导体行业收入与实际

半导体需求之间的不匹配正在缩小。 

文章认为，2022 年，汽车生产的半导体需求同比增长 21.3%，市场规模达到 533

亿美元。TechInsights 还估计，2022 年汽车半导体厂商收益同比增长 27.4%，从 2021

年的 466 亿美元增长到 594 亿美元。 

2.5 AI 板块 

1）AMD 透露，AI 芯片暴涨 7倍 

第二大个人电脑处理器制造商 AMD 第二季度营收超出预期，公司同时表示，正在

进一步进军人工智能计算领域后，这让 AMD 股价在尾盘交易中上涨。该公司表示，客

户越来越多地考虑使用其人工智能加速器，这提高了英伟达公司主导的利润丰厚领域

的收益前景。AMD 的 PC 芯片部门的表现也好于预期，这表明市场正在从大流行后的

严重低迷中反弹。 

 

三、 公司动态跟踪 

图表 9：过去一周股东增减持更新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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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过去一周股权激励一览 

 

数据来源：Wind，华福证券研究所 

 

四、 风险提示 

电子产品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电子行业景气复苏不及预期，相关公司新产品研发

不及预期，半导体国产替代进度不及预期，消费复苏不及预期，贸易摩擦加剧风险。 

  

代码 名称 最新公告日期 方案进度 激励方式 激励总数(万) 激励总数占当时总股

本比例(%)
期权初始行

权价格

300433.SZ 蓝思科技 2023/7/31 董事会预案 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及上市公司提取激励基金买入流通股 1911-08-22 0.8551 6.34

300433.SZ 蓝思科技 2023/7/31 董事会预案 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及上市公司提取激励基金买入流通股 1063.1973 0.2138 6.34

300537.SZ 广信材料 2023/8/3 董事会预案 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 1900-05-29 0.7771 7.79

688608.SH 恒玄科技 2023/8/2 董事会预案 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及上市公司提取激励基金买入流通股 232.906 1.9403 65.00

002213.SZ 大为股份 2023/8/4 股东大会通过 授予期权,行权股票来源为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 1900-03-15 0.3178 12.43

002213.SZ 大为股份 2023/8/4 股东大会通过 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 125 0.5297 7.77

688082.SH 盛美上海 2023/8/5 实施 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 1903-08-23 3.07 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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