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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半导体景气度高涨，芯片缺货涨价延续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当前半导体市场的供需紧张关系依旧维持，并且在部分细分领域，缺货、
涨价现象进一步加剧。在供需矛盾的核心环节---晶圆代工市场，2020 年
下半年，部分晶圆代工厂开始调涨新订单价格，涨幅在 10-20%。2020

年 12 月，部分晶圆代工厂取消了订单价格折让，往年 12 寸晶圆代工订
单的价格折让一般为 3-5%，取消折让约等于变相涨价。2021 年上半年，
晶圆代工的新订单价格延续涨势，部分晶圆代工厂的涨幅约为 2-3%，
甚至有代工厂针对额外产能推行了一轮以上的产能竞标，竞标导致的订
单价格涨幅约 15-20%。目前，业界预期 2021 年晶圆代工厂仍会继续涨
价，新一轮的晶圆代工涨价潮有望进一步推升半导体产业链的采购成本
和产品价格。 

 

 作为晶圆代工厂的下游客户，半导体设计厂商也在向下传导晶圆代工成
本的上涨。自 2020 年下半年至 2021 年第二季度以来，陆续有半导体设
计厂商调涨了 1~2 轮产品价格（可参见 2021 年 4 月 2 日的报告《硅片
价格看涨，芯片涨价潮延续》），随着新一轮晶圆代工价格的上涨，我们
预计半导体设计厂商也有望继续调涨产品价格。 

 

 目前，在供需矛盾尖锐的若干细分领域，新一轮的芯片涨价潮已初现端
倪。在 TDDI 市场，联咏表示因成本增加，产品单价将有望再度上调。
在 MCU 市场，盛群 2021 年的订单全满，而且交期长达 6 个月，比起
以往 3~4 个月的交期略长，因此为了避免客户重覆下单，若客户要预约
2022 年订单需先付 30%订金。同时，由于全球 MCU 缺货严重，叠加晶
圆代工产能持续吃紧，盛群日前已宣布暂停 2022 年接单，但上游晶圆
代工有在酝酿涨价，所以预计下半年还会再调涨价格，目前正与晶圆厂
洽谈新的产能与报价，预计 5 月中旬会再继续接单。 

 

 在存储器市场，根据集邦咨询的预测，受到笔记本电脑产量增长、服务
器采购力度加强，以及原厂供给吃紧的影响，DRAM 价格在 2021 年第
二季度有望明显上涨。其中，PC DRAM 预期涨幅上调至 23-28%，服
务器 DRAM 预期涨幅上调至 20-25%，DRAM 整体预期涨幅上调至 18-

23%。 

 

 在当前全球半导体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本土芯片设计产业链有望加
速产品的市场拓展，提升产品的价值量或出货量，从而充分受益于半导
体市场的高景气行情，建议关注：富满电子、明微电子、晶丰明源、新
洁能、圣邦股份、芯朋微、斯达半导、全志科技、士兰微、思瑞浦、瑞
芯微、上海贝岭等标的。 

 

 风险提示：市场需求不及预期；企业研发不及预期；市场开拓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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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Yemei] 行业跟踪周报 
 

 

1.   本周观点：半导体景气度高涨，芯片缺货涨价延续 

当前半导体市场的供需紧张关系依旧维持，并且在部分细分领域，缺货、涨价现

象进一步加剧。在供需矛盾的核心环节---晶圆代工市场，2020 年下半年，部分晶圆

代工厂开始调涨新订单价格，涨幅在 10-20%。2020 年 12 月，部分晶圆代工厂取消

了订单价格折让，往年 12 寸晶圆代工订单的价格折让一般为 3-5%，取消折让约等于

变相涨价。2021 年上半年，晶圆代工的新订单价格延续涨势，部分晶圆代工厂的涨

幅约为 2-3%，甚至有代工厂针对额外产能推行了一轮以上的产能竞标，竞标导致的

订单价格涨幅约 15-20%。目前，业界预期 2021 年晶圆代工厂仍会继续涨价，新一轮

的晶圆代工涨价潮有望进一步推升半导体产业链的采购成本和产品价格。 

图 1：晶圆代工产能情况 

 

数据来源：国际电子商情，东吴证券研究所 

作为晶圆代工厂的下游客户，半导体设计厂商也在向下传导晶圆代工成本的上

涨。自 2020 年下半年至 2021 年第二季度以来，陆续有半导体设计厂商调涨了 1~2 轮

产品价格（可参见 2021 年 4 月 2 日的报告《硅片价格看涨，芯片涨价潮延续》），随

着新一轮晶圆代工价格的上涨，我们预计半导体设计厂商也有望继续调涨产品价格。 

图 2：半导体涨价信息统计 

 

数据来源：安芯商城，芯世相，东吴证券研究所 

时点 供需关系 晶圆制造/封测产能情况

2020年Q1 供需紧张
2020年2月，台积电、联电和世界先进等8寸晶圆代工厂均表示产能吃紧，2020年Q1 8寸晶圆代工

厂产能已被客户预订一空，部份订单能见度已至2020年Q2 。

2020年Q2 供不应求 2020年5月，联电、世界先进、中芯国际等8寸晶圆代工厂的产能均面临供不应求。

2020年Q3 开启涨价
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等8寸晶圆代工厂产能供不应求，部分厂商的代工价格调涨10~20%，预

期8寸晶圆代工市场产能供不应求情况将会延伸到2021年；

2020年Q4 订单满载至2021年

联电的8寸晶圆制造产能已满载至2021年下半年，并且2020年下半年已针对新追加投片量的订单

涨价10%；

全球封测龙头日月光的封测产能供不应求，已于2020Q4调涨封测价格，并且2021Q1调涨趋势依

然明确，

2021年Q1 延续涨势
部分晶圆代工厂的涨幅约为2-3%，甚至有代工厂针对额外产能推行了一轮以上的产能竞标，竞标

导致的订单价格涨幅约15-20%。

厂商 地区 涨价类别 涨价幅度 涨价时间

信越化学 日本 含硅制品 10%-20% 2021.4.1

灵动微电子 中国大陆 部分MCU - 2021.4.1

茂达 中国台湾 电源管理IC - 2021.4.1

瑞芯微 中国大陆 所有产品 - 2021.4.1

中芯国际 中国大陆 所有产品 - 2021.4.1

新洁能 中国大陆 所有产品 - 2021.4.1

士兰微 中国大陆 所有MOS产品/IGBT/SBD/FDR/功率对管等 - 2021.3.1

富满电子 中国大陆 所有产品 10% 2021.1.1

芯朋微 中国大陆 AP8012H/AP8022H系列产品 5% 20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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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供需矛盾尖锐的若干细分领域，新一轮的芯片涨价潮已初现端倪。在

TDDI 市场，联咏表示因成本增加，产品单价将有望再度上调。在 MCU 市场，盛群

2021 年的订单全满，而且交期长达 6 个月，比起以往 3~4 个月的交期略长，因此为

了避免客户重覆下单，若客户要预约 2022 年订单需先付 30%订金。同时，由于全球

MCU 缺货严重，叠加晶圆代工产能持续吃紧，盛群日前已宣布暂停 2022 年接单，

但上游晶圆代工有在酝酿涨价，所以预计下半年还会再调涨价格，目前正与晶圆厂

洽谈新的产能与报价，预计 5 月中旬会再继续接单。 

图 3：TDDI 产品  图 4：2019 年中国 MCU 市场竞争格局 

 

 

 

数据来源：Digitimes，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立鼎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在存储器市场，根据集邦咨询的预测，受到笔记本电脑产量增长、服务器采购力

度加强，以及原厂供给吃紧的影响，DRAM 价格在 2021 年第二季度有望明显上涨。

其中，PC DRAM预期涨幅上调至 23-28%，服务器 DRAM预期涨幅上调至 20-25%，

DRAM 整体预期涨幅上调至 18-23%。 

图 5：DRAM 价格预测 

 

数据来源：集邦咨询，东吴证券研究所 

在当前全球半导体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本土芯片设计产业链有望加速产品

的市场拓展，提升产品的价值量或出货量，从而充分受益于半导体市场的高景气行情，

建议关注：富满电子、明微电子、晶丰明源、新洁能、圣邦股份、芯朋微、斯达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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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志科技、士兰微、思瑞浦、瑞芯微、上海贝岭等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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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动态 

本周沪指下跌 0.81%，深证成指下跌 3.5%，创业板指下跌 5.85%。电子行业整体

下跌，截至 2021 年 5 月 9 日申万电子指数为 4400.81，较上周末下跌 5.1%。行业涨

跌幅在所有一级行业中排序 26/28。 

图 6：申万一级行业本周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本周申万电子各子行业中，其他电子板块下跌 2.98%，元件板块下跌 3.42%，光

学光电子板块下跌 4.13%，电子制造板块下跌 4.91%，半导体板块下跌 6.15%。 

图 7：申万电子子行业本周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本周电子行业 80 支个股上涨，深圳华强（17.4%）、海航科技（13.49%）、国科微

（10.33%）涨幅居前；有 183 支个股下跌，伊戈尔（-14.16%）、传音控股（-13.98%）、

卓胜微（-13.14%）跌幅居前。 

 

 

 

-10%

-8%

-6%

-4%

-2%

0%

2%

4%

6%

8%

钢
铁

采
掘

有
色
金
属

银
行

化
工

公
用
事
业

国
防
军
工

建
筑
装
饰

建
筑
材
料

轻
工
制
造

交
通
运
输

通
信

房
地
产

商
业
贸
易

机
械
设
备

综
合

传
媒

计
算
机

汽
车

纺
织
服
装

非
银
金
融

农
林
牧
渔

电
气
设
备

家
用
电
器

食
品
饮
料

电
子

医
药
生
物

休
闲
服
务

-7%

-6%

-5%

-4%

-3%

-2%

-1%

0%

其他电子Ⅱ 元件Ⅱ 光学光电子 电子制造 半导体



 

 6 / 8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Table_Yemei] 行业跟踪周报 
 

图 8：电子行业本周股价涨跌幅前十标的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截至 2021 年 Q1，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中，北方华创、环旭电子、景旺电子的机构

持股比例居前，分别为 140.23%、85.65%和 80.22%。 

图 9：电子行业 2021 年 Q1 机构持股比例前十标的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公司名称 涨幅 公司名称 跌幅

深圳华强 17.40% 伊戈尔 -14.16%

海航科技 13.49% 传音控股 -13.98%

国科微 10.33% 卓胜微 -13.14%

宇瞳光学 9.81% 韦尔股份 -12.64%

贤丰控股 8.13% 光莆股份 -10.88%

晓程科技 7.32% 大族激光 -10.33%

汇顶科技 6.20% 富满电子 -10.27%

晨丰科技 6.13% 圣邦股份 -10.04%

海科B 5.94% 方正科技 -9.91%

金安国纪 5.44% 京东方A -9.82%

  本周周涨幅前十位   本周周跌幅前十位

公司名称 机构持股比例（%）

北方华创 140.23

环旭电子 85.65

景旺电子 80.22

盈趣科技 78.88

得邦照明 77.89

蓝思科技 76.27

瑞芯微 75.36

睿能科技 75.14

晨丰科技 75.00

海康威视 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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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提示 

1）市场需求不及预期：若电子产品应用市场需求不及预期，相关公司产品销售

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公司营收的增长。 

2）企业研发不及预期：电子行业相关产品研发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存在一定技

术壁垒，技术开发难度和研发投入大，若新一代产品研发进度不及预期，相关公司核

心业务的营收规模和增速可能受到影响。 

3）市场开拓不及预期：由于下游需求放缓，导致相关公司与主要客户的稳定合

作关系发生变动或市场开拓不及预期，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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