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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行业景气度继续上行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情回顾：上周电子板块继续上涨 4.90%。其中，A 股半导体指数继续上周走势，

大幅上行 5.33%。集成电路、分立器件、印制电路板（PCB）、电子零部件制造以

及被动元件板块涨幅也均超过 5%，电子板块增长势头明显。 

 PCB 领跑电子板块，半导体材料稳健增长。半导体材料继续大幅上涨。受市场情

绪面继续发酵影响，本周电子行业上涨 4.90%，其中半导体材料涨幅达 5.33%，

随着半导体行业景气度的持续上行，3 月底以来，上游半导体材料领域出现持续快

速上涨。本周 PCB、电子零部件及分立器件板块开始逐步上行，涨幅分别达 8.32%、

7.68%及 6.88%。  

 推荐标的：建议继续关注高确定性标的。目前来看，电动车、消费类电子目前行业

渗透率低，增长确定性高，围绕该体系品牌及供应链景气度高且持续。我们推荐的

标的为：中车时代电气（中车系 IDM 厂商，有着生产有轨交通高压 IGBT 的成熟

技术，且已经打入大车厂供应链，且港股估值较低，即将在 A 股上市）、士兰微

（功率半导体的 IDM 厂商，正在积极发力车规级 IGBT）、斯达半导（IGBT 的

fabless 厂商，已经成功进入 A00 级汽车市场）、华润微（功率半导体的 IDM 厂

商）、闻泰科技（旗下安世半导体为全球前 10 大功率半导体厂商，成功切入功率

半导体 IDM 赛道）、晶方科技（晶方科技发家于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WLCSP）

技术，现已成长为业内领先的图像传感器封测厂）、韦尔股份（目前 A 股市场市

值第一的半导体设计公司标的，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 CMOS 图像传感器供应商，

积极布局消费类、车载、医疗、VR/AR 领域）。 

 风险提示：印度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疫情扩散风险；5G 发展不及预期风险；终端

出货不及预期风险；中美贸易/科技摩擦升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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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行情回顾 

1.1. A 股重要指数及全球重要半导体指数走势 

A股上周大盘较好，科技板块继续走强。沪深 300 上涨 2.69%，创业板上涨
2.85%、科创 50 指数上涨 2.69%；电子板块整体上涨 4.90%。 

表 1：A 股重要指数涨跌幅（单位：%）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年涨跌幅 

000001.SH 上证指数 2.34 (0.22) 3.87  

399106.SZ 深证综指 2.67 0.92 4.84 

399102.SZ 创业板综 2.85 4.02 10.28  

000688.SH 科创 50 2.69 6.39 10.18  

000300.SH 沪深 300 2.69 (1.72) 0.55 

801080.SI 电子(SW) 4.90 9.43  9.22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截至时间 2021-6-25 

 

全球半导体指数小幅回落，A股半导体指数本周大幅上涨 5.33%。随着 5月
中下旬市场吸收了东南亚疫情扩散的影响后，6月初以来，全球半导体主要指数进
入震荡期，中国台湾半导体指数和费城半导体指数呈现震荡走势。伴随国产化替
代在半导体行业的逐步向上游蔓延，叠加市场情绪催化，A 股半导体指数持续大
幅上行。随着中报季的到来，考虑“缺芯”叠加“国产替代”带来的基本面利好，
A 股半导体指数可能将维持上行走势。 

 

图 1：全球主要半导体指数涨跌幅（单位：%）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2020/12/31 各指数被标准化为 0，截至日期 202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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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子（SW）板块：PCB 领跑电子板块，半导体材料稳健增长 

半导体材料继续大幅上涨。受市场情绪面继续发酵影响，本周电子行业上涨
4.90%，其中半导体材料涨幅达 5.33%，随着半导体行业景气度的持续上行，3月
底以来，上游半导体材料领域出现持续快速上涨。 

PCB、电子零部件及分立器件板块领涨。本周 PCB、电子零部件及分立器件
板块开始逐步上行，涨幅分别达 8.32%、7.68%及 6.88%。 

 

图 2：电子（SW）各板块周涨跌幅及平均换手率（单位：%）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数据范围（2021/6/21-2021/6/27） 

 

图 3：电子（SW）各板块月涨跌幅（单位：%）   图 4：电子（SW）各板块年涨跌幅（单位：%）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数据范围（2021/6/21-2021/6/27）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数据范围（2021/6/21-202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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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个股表现 
 

图 5：本周电子板块涨幅 TOP5（单位：%）   图 6：本周电子板块跌幅 TOP5（单位：%）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数据范围（2021/6/21-2021/6/27）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数据范围（2021/6/21-2021/6/27） 

 

图 7：核心关注公司估值与涨跌幅（截至 2021/6/25 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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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采用 Wind 一致预期。 

 

图 8：大陆以外重点公司涨跌幅（截至 2021/6/25 收盘价） 

 

资料来源：德邦研究所 

注：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采用 Wind 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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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数据追踪 

2.1. 终端需求 
 

图 9：全球智能机出货量及其同比  图 10：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修正） 

 

 

 

资料来源：Wind，IDC，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IDC，德邦研究所 

注：为了控制 2020 年疫情带来的低基数影响，此处对 2021Q1 同比数据进行

了修正。修正方法为：将 2021Q1 的对比基期调整为 2019 年 Q1，同时开平

方。 

 

图 11：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及其同比  图 12：中国智能机出货量同比 

 

 

 

资料来源：信通院，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信通院，德邦研究所 

注：对 2021 年同比数据进行了修正，修正方法同上。 

 

图 13：我国新增 5G基站数  图 14：海外主要云计算厂商资本支出 

 

 

 
资料来源：工信部，德邦研究所 

注：根据工信部 5G 基站累计数据及最新新增数据反推获得。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海外五大云计算厂商包括：Google、Apple、Amazon、Facebook、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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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辆）及占汽车销量比  图 16：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对 2021 年同比数据进行了修正，修正方法同上。 

 

2.2. 重点价格 
 

图 17：DXI 指数   图 18：DRAM 现货价格（美元）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数据截至时间 2021-06-25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数据截至时间 2021-06-25 

 

图 19：闪存价格（美元）  图 20：重要面板价格（美元/片）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数据截至时间 2021-06-25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数据截至时间 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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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新闻 

2021 年 6 月，富士经济对 SiC（碳化硅）、Si（硅）功率半导体等下一代功
率半导体的全球市场进行了调查。功率半导体市场预计到 2030 年将达到 40471
亿日元，而 2020 年为 28043 亿日元。（富士经济公告） 

根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巴伐利亚当地政府正在与英特尔就建立晶圆厂的
事宜进行谈判。目前，英特尔在欧盟方面，已经于爱尔兰建有一座晶圆厂，而如果
在德国建立新晶圆厂，将是该公司在欧盟的第二个生产据点。英特尔执行长 Pat 

Gelsinger 曾经表示，希望能够在获得欧盟的 80 亿欧元（约合 95 亿美元） 的
资金补助下，以在欧盟建立一座新的晶圆厂。（《路透社》） 

据工商时报报道，全球半导体产能供不应求情况预期会延续到 2023年，晶圆
代工厂纷纷拉高资本支出扩产，但成熟制程投资未见扩大。其中，台积电及三星
晶圆代工将以 5纳米及 3纳米等更先进制程为投资重心，中芯国际受美国贸易禁
令影响，未来先进及成熟制程扩产受阻。联电锁定 28／22 纳米成熟制程扩大投
资，南科 Fab 12A 厂扩产进度顺利，受惠于三星 LSI、联发科等大客户预订产能，
未来 3 年营运看旺。（工商时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芯片短缺正在推高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等产品的价
格，并有可能对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其他畅销设备造成同样的影响。随着该行业
急于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并填补供应缺口，价格上涨正在通过供应商和芯片制造
的关键材料滚雪球般地上涨。因此，世界上许多大型芯片制造商都在提高对制造
个人电脑和其他小工具品牌的价格。行业人士表示，这种增长可能会继续。（华尔
街日报） 

据印媒报道，随着全球半导体公司、蜂窝和电子专业公司提高产能，印度工
程服务公司见证了芯片设计领域的良好需求。目前，包括汽车公司、手机和电子
行业、游戏技术行业在内的大多数行业都面临全球半导体严重短缺的局面。为了
缩小差距，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和几个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提高现有
产能或建设新的制造基地。在印度，具有芯片设计专业知识的工程服务公司看到
了更多需求。（半导体行业观察） 

据芯谋研究统计，2020 年全球功率分立器件产业前 20大企业中，中国企业
有 5 家，安世集团排名为第 9名，相对 2019 年排名提升 2名；2020年中国功率
分立器件行业多家公司的营收大幅增长，安世集团继续蝉联中国功率分立器件公
司排名榜第 1 名。（芯谋研究） 

半导体行业的国际组织 SEMI 正在加速制定管理半导体供应链（供应网络）
的方案，目的是为了解决半导体仿制产品的问题。SEMI计划在数年内制定业界共
通的规范，利用区块链管理半导体的生产和流通记录。如今作为“战略物资”的半导
体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所关注的事宜，因此确保供给网透明性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SEMI） 

根据行业组织 SEMI 的数据，由于英特尔公司预测半导体短缺将持续数年，
芯片制造商将在 2022年底前建造 29座新晶圆厂。这些计划对当前的短缺影响不
大，这种短缺已经远远超出了汽车行业。（SEMI） 

6 月 23 日消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今日发布最新一季“全球晶圆
厂预测报告（World Fab Forecast）”指出，全球半导体制造商将于今年年底前启
动建置 19座新的高产能晶圆厂，2022年将开工建设另外 10座晶圆厂，以满足通
讯、计算、医疗、线上服务及汽车等广大市场对于芯片不断增加的需求。（SEMI） 

CINNO Research 产业资讯，SDC 工会正式开始罢工。这是三星电子副总裁
李在镕去年宣布废除“无工会经营”原则以后，作为三星电子子公司的第一次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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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NO） 

CINNO Research 产业资讯，对于三星电子与 LG显示进行 OLED 面板交易
的传闻，三星电子表明立场称，毫无事实根据，无任何可能性。虽然 4 月 VD 事
业部总经理韩宗熙再次进行否认，但证券界传闻不断，不得已，三星电子对此明
确进行了否认。（CINNO） 

CINNO Research 产业资讯，LCD 液晶面板价格的上升趋势持续的可能性变
大。原材料费用将会上涨。这是对显示面板制造业的直接打击。（CINNO） 

6 月 25 日消息，立讯精密今年将首度拿下 iPhone新机组装单，而且包括高
阶款大尺寸机种，总量达千万支。立讯精密的订单规模将逐年扩大，有望在 2023
年超车和硕，成为 iPhone 第二大组装厂。（TechWeb） 

6 月 21 日晚间，深交所正式受理国内最大 EDA 企业华大九天的创业板 IPO

申请。华大九天成立于 2009年 5月，是我国电子设计自动化（EDA）龙头，也是
我国唯一能够提供模拟电路设计全流程EDA工具系统的本土 EDA企业。（深交
所网站） 

 

 

 

 

 

 

 

 

 

 

 

 

 

 

 

4. 风险提示 

印度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疫情扩散风险；5G发展不及预期风险；终端出货不
及预期风险；中美贸易/科技摩擦升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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