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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及智能设备产业链日报 

❖ 每日点评 

6月 24 日上证指数上涨 0.01%，沪深 300 上涨 0.17%，创业板综下跌 1.16%，中

证 1000 下跌 1.02%。Wind 11个一级行业分类中，工业指数、电信服务指数和

信息技术指数分别实现-0.13%、-0.40%和-0.49%涨跌幅，分别排名第 4 位、第

7 位和第 9位。 

科技及智能设备产业链涉及的 11 个 Wind 三级行业分类中，排名前三的板块是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指数、半导体产品与半导体设备指数和多元电信服务指

数，分别实现了 0.63%、-0.08%和-0.40%的涨跌幅；排名后三的板块是电脑与外

围设备指数、软件指数和信息技术服务指数，分别实现了-2.78%、-2.22%和-

1.99%的涨跌幅。 

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指数板块中今日有 6只股票涨停,1只股票跌停。涨停的

股票为久之洋、兴图新科、徕木股份、东尼电子、深南电路和*ST丹邦；排名后

三的股票为莱伯泰科、金运激光和和林微纳，涨跌幅分别为-10.94%、-8.85%和

-7.59%。 

半导体产品与半导体设备指数板块中今日有 4只股票涨停,1只股票跌停。涨停

的股票为帝科股份、拓日新能、*ST天龙和 ST德豪；排名后三的股票为气派科

技、国民技术和富瀚微，涨跌幅分别为-14.59%、-7.97%和-7.56%。 

多元电信服务指数板块中今日无股票涨停，无股票跌停。排名前三的股票为中

国联通、二六三和中国卫通，涨跌幅分别为 0.00%、-0.45%和-0.74%；排名后三

的股票为线上线下、会畅通讯和南凌科技，涨跌幅分别为-6.44%、-3.97%和-

3.70%。 

电脑与外围设备指数板块中今日无股票涨停,无股票跌停。排名前三的股票为威

创股份、华铭智能和安克创新，涨跌幅分别为 3.07%、1.79%和 1.11%；排名后

三的股票为 GQY 视讯、紫光股份和睿能科技，涨跌幅分别为-7.69%、-5.78%和

-5.45%。 

软件指数板块中今日有 1只股票涨停,无股票跌停。排名前三的股票为指南针、

霍莱沃和 ST 运盛，涨跌幅分别为 12.71%、5.25%和 5.06%；排名后三的股票为

龙软科技、数字认证和安恒信息，涨跌幅分别为-7.69%、-7.04%和-6.95%。 

信息技术服务指数板块中今日有 1 只股票涨停,无股票跌停。排名前三的股票

为旋极信息、延华智能和 ST 中安，涨跌幅分别为 11.59%、7.43%和 5.15%；排

名后三的股票为川网传媒、金桥信息和新晨科技，涨跌幅分别为-8.70%、-8.47%

和-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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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要闻 

研究机构：3D传感器市场 2023 年将恢复高速增长 

据国外媒体报道，研究机构预计，在连续几年的缓慢增长之后，全球 3D传感器

市场在 2023 年将恢复高速增长。 

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2023 年，全球 3D传感器市场的规模将达到 80亿美元，

而在 2026年，预计会增长到 150亿美元，较 2023 年的 80亿美元明显增加。 

不过，研究机构在报告中也表示，从 2020 年到 2023 年，全球 3D传感器市场的

增长较为缓慢，2020 年的规模，预计只有 65 亿美元，只有研究机构此前预计

的 80%。 

研究机构预计，得益于 2023 年之后的高速增长，从 2020 年到 2026 年，全球 3D

传感器市场的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 14.5%。 

智能汽车进入下半场 破解“芯片荒”还需想出新招 

“在以新能源汽车发展为标志的‘上半场’中，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处于世界领

先的位置，成为全球汽车业‘新四化’创新发展的先锋和重要践行者。”6月 18

日，在 2021 中国汽车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的一番话引起了

汽车行业内外的关注。 

苗圩认为，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承上

启下之年，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的起步之年。 

作为经济“晴雨表”的汽车行业，如今进入了以智能网联汽车为标志的“下半

场”。“‘下半场’的哨声已经吹响，中国汽车行业丝毫不能懈怠，还需要继

续努力，多方协同，奋力构建中国标准智能网联汽车体系，向世界汽车提供中

国方案。”苗圩直言，在软件定义汽车“下半场”，整车计算平台需要 CPU 加

操作系统，因此中国汽车产业应及早谋划自主可控的芯片、操作系统。同时，

统一的开源开放的操作系统可以形成构架之上的 App 软件，形成产业生态，因

此要加快建设开放的数据平台。 

这样的呼吁也与全球汽车产业如今面临的“芯片荒”困境非常契合。国际评级

机构穆迪的分析报告指出，受疫情、国际局势、交通运输等问题的影响，从去

年开始，全球汽车芯片出现短缺的情况，全球许多汽车大厂出现了减产甚至是

停产潮。 

近两年“芯片危机”“被软硬件掣肘”“被核心技术卡脖子”等关键词早已成

了汽车圈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行业从业者意识到，只有实现关键软

硬件技术的突破，才能真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事实上，在全球汽车产业被芯片问题掣肘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突破‘芯片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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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这一问题，中国汽车产业已经行动了起来。如今，中国汽车产业正在直

面芯片研发问题，并不断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加大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

加速在“下半场”的发展步伐。 

芯片供应短缺暴露了哪些短板 

谈起芯片，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手机芯片。事实上，在汽车领域芯片同样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是自动驾驶芯片、通信基带芯片还是智能座舱芯片，

都直接决定着汽车的智能化水平。 

国际咨询公司 AlixPartners 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缺芯”将导致 2021 年汽

车制造商的营收损失 1100 亿美元，超过了此前 610 亿美元的预期。 

AlixPartners 同时预测，今年全球汽车制造商的产量将减少 390 万辆，高于 4

个月前预测的 220 万辆，这个数字约占其预测的 8460 万辆汽车总产量的 4.6%。 

因此，AlixPartners建议，为避免未来供应中断，汽车制造商迫切需要“先发

制人”，保持“供应链弹性”。 

而“芯片荒”的问题也蔓延到了国内市场。上汽集团发布的 5 月份产销数据显

示，上汽大众共售出 11万辆新车，同比下滑了 16.03%；上汽通用售出 8.03 万

辆，同比跌幅达到了 40.99%。关于销量下滑背后的原因，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

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芯片短缺。 

与上汽两大合资公司遭遇类似的还有本田。本田公布的 5月终端销量数据显示，

广汽本田卖出了 6.2 万辆汽车，同比下跌了近 10%；东风本田共卖出了 6.6 万

辆，同比下跌 1.2%，芯片短缺同样成为“罪魁祸首”。 

“面对全球性的芯片危机，我国汽车行业确实被波及，但是也没有外界说的那

么夸张。”谈及“缺芯”这一话题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副秘书长

叶盛基在 2021中国汽车论坛上这样表示。 

叶盛基预测，今年二季度汽车芯片短缺将达顶峰。“乐观预计，该情况将在下

半年开始缓解，全年有望抹平影响。到 2022年年中，汽车芯片供应有望恢复正

常。”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认为，缺“芯”被过度解读，导致汽车厂

家大量扫货、囤货，最后会加剧供需失衡，造成恶性循环。 

“这次芯片危机是一次市场供求失衡，可以感觉到背后有恐慌性心理在作祟。”

许海东称，据国内几大汽车厂商在闭门峰会上透露，因缺“芯”造成的上半年

产能损失预计均在 10万辆以下。“芯片断供在上半年对产销量的影响应在 10%

以内。” 

不过，业内认为芯片危机警醒了各方，应重视国内车规级芯片供应短板。数据

显示，我国半导体自给率为 15%，车用半导体自给率不足 5%，车用芯片进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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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90%以上，汽车芯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急需增强。 

“不过，半导体产业包含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下游应用等多个分工环节。

产业模式也分为四大类型，车规级芯片与消费级芯片相比具有高标准、严要求、

长周期的特性，入行门槛高。”许海东坦言，“中国芯片供应短板在理想状态

下需要 2-3年才可能补上。” 

自主品牌“备战忙” 

如果仔细翻看近几年全国两会汽车行业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就会发现诸如“抓

住核心技术”“软硬件协同发展”等成为其中反复提及的关键概念。 

显然，此次“缺芯”危机不但敲响了行业警钟，更是时刻在提醒中国汽车品牌

必须走“自立自强”的发展之路。 

事实上，对于自主品牌来说，围绕“芯片”的一系列改变已经开始。 

2019 年 7 月，ECARX（亿咖通科技）公布了新款 E 系列芯片，并向全球展示吉

利博越 PRO 车型。 

据悉，吉利博越 PRO 是搭载 GKUI19吉利智能生态系统的吉利车型，内含首款由

吉利自主研发的量产级车机芯片。这款芯片由 ECARX 和联发科共同定制研发，

是一款专为智能网联车定制的 SOC。 

比亚迪在芯片半导体领域早有布局，其旗下子公司“比亚迪微电子”一直都在

专注于半导体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2018年年末，比亚迪在宁波举行的车规级 IGBT4.0技术解析会上宣布：比亚迪

已投入巨资布局性能更加优异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SiC（碳化硅）。按照计划，

到 2023 年，比亚迪旗下的电动车将全面搭载 SiC电控模块。 

“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与汽车成本息息相关。建议国家和行业协会深入研究一

下供应链的布局，让关键部件更完善、自主可控，也给相关研究生产给予一定

支持。”在 2021中国汽车论坛上，中国一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亦功呼吁

说。 

今年 4 月，中国一汽研发总院与中感微汽车芯片携手打造的“汽车芯片联合实

验室”落地长春。 

有分析指出，此次签约活动是中国一汽拓展汽车芯片国产化生态圈，助力汽车

芯片自主研发及应用的一项重要举措。 

刘亦功表示，“汽车芯片联合实验室”成立后，合作双方将充分发挥优势，通

过开展汽车相关核心芯片的研发、设计与应用，努力形成技术突破，实现汽车

芯片国产化替代，持续推出性能优良、性价比更高、境内生产的汽车芯片，着

力解决汽车芯片“卡脖子”问题，携手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汽车产业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如今在规模和效益上已经处于全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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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位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邵华对记者说，“汽车研发之路就如

同走‘象牙塔’，顶端的核心软硬件技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想要在未来的发

展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全力向前探索。” 

在李邵华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缺芯”能够让自主品牌更加重视芯片的

研发，也为发展芯片技术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让自主品牌的芯片水平有机会

真正发展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自主品牌在芯片领域发展的积极性，未来汽车芯片自主化是一

定会发展起来的。中国汽车产业也能够把更多社会资源进行调配，形成一个比

较好的环境，为补齐短板提供有利的发展机会和土壤。”李邵华如是说。 

多管齐下才能破解“芯片荒”难题 

随着汽车智能网联化趋势，芯片在单车上的应用数量和价值都在不断攀升。 

“2016 年全球每辆新车平均搭载 9 个以上的博世芯片，而到了 2019 年，这一

数字已上升到 17个以上，短短 3 年内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博世集团董事会成

员 HaraldKroeger 介绍说。 

更重要的是，由于车辆规格和电气化程度的不同，汽车对于芯片的需求度也不

甚相同。用数据显示，一辆传统燃油车大致需要 100-200 个半导体芯片，电动

车在此基础上数量要翻一倍，而一辆智能化水平较高的纯电动汽车甚至需要

800-1000个芯片。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芯片将被搭载在新车上，其价值占比越来越高的趋势

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在 2021中国汽车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

司长董小平直言。 

董小平表示，车用半导体供应短缺既是全球的共性问题，也反映出我国汽车行

业和半导体行业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深层次问题。 

“因此，我希望汽车行业进一步关注和支持车用半导体企业和创新产品，加强

多元化的供应链建设，为提升车用半导体技术能力提供强大的应用牵引力，并

抢抓机遇加强对汽车领域关键半导体的梳理和研究，加强研发，聚拢人才。”

董小平呼吁说。 

而在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原诚寅看来，为解决芯片燃眉之急，

中国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必须“探缘由、究根本”，开展一场行业性的自救行动。 

“通常来看，车企并不直接接触芯片设计、生产和采购等环节，只对功能性提

出要求，所有中间环节都是由博世、恩智浦这样的零部件供应商完成。国内目

前没有类似既了解汽车行业、又了解芯片行业的跨国公司，导致产业链断层。”

原诚寅说。 

面对缺“芯”困境，车企与半导体企业不约而同向对方伸手相握，合力构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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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比如，上汽与地平线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广汽新能源埃安搭载华为海思巴

龙 50005G芯片。 

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CTO 周剑光将解决思路概括为“不单做，要合作；不兼

职，要专干；不独干，要联合。” 

今年 2 月，由工信部组织编制《汽车半导体供需对接手册》发布，收录了 59家

半导体企业的 568 款产品，26 家汽车及零部件企业的 1000 条产品需求信息。

好消息是，不少手册上的企业表示根据手册联系过相应供需方，或被联系过。 

“信息充分交互才能实现协同。”原诚寅建议说，有关部门要及时构建国内标

准和认证体系，在汽车芯片设计开发与应用全周期内，促进供需信息无缝衔接。 

“在企业积极行动的同时，政府也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好地方政府和龙

头企业的关键作用，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提升车用半导体的供给能力。特别是

新能源、智能网联和自动驾驶等新兴领域要抢抓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支撑汽

车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原诚寅总结说。 

❖ 公司动态 

聚辰股份(688123)：公司发布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称本次权益变动前，登矽全、望矽高、建矽展与发矽腾合计持

有公司 11,624,999 股股份，计划自 2021 年 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7 月 14 日通

过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2,416,835股公司股份（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 月 24日

披露的《聚辰股份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截至 2021 年 6 月 22

日，登矽全、望矽高、建矽展与发矽腾已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1,390,32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5%。本次权益变动后，登矽全、

望矽高、建矽展与发矽腾合计持有公司 10,234,67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由减持前的 9.62%降低至 8.47%。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实施减持计划，未触及要约收购，亦未涉及投资者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形。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存在上市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本次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

诺一致，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公司未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中环股份(002129)：公司发布关于回购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称本次拟回购股份

的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42.00 元/股。具体回购价格根据公司二级市场股票

价格、公司资金状况确定。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高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150%。本次拟以不低于人民币 28,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3,000

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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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785.71 万股，约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6%；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666.67 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2%。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反映了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对公司

内在价值的肯定和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587.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 192.07亿元。2020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89

亿元。若此次回购资金 33,000 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0.56%、约占公司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72%。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不超

过人民币 33,000 万元且不低于人民币 28,000 万元的股份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

合上市条件。 

❖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贸易冲突加剧风险；原材料价格上涨超预期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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