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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市场整体上涨，半导体大幅上涨 

上周（2021/7/19~2021/7/23）市场整体呈上涨趋势，半导体指数上涨 9.77%。其中：设计

5.9%、制造 0.8%、封测-1.9%、材料+17.1%、设备+17.7%、功率半导体+11%。上周费城

半导体指数持续上涨，涨幅为 3.62%，2021/1/1-2021/7/23 涨幅为 16.60%。台湾半导体指

数本周下跌 0.72%，2021/1/1-2021/7/23 涨幅为 15.57%。 

截至上周（2021/7/23），A 股半导体公司总市值达 19293 亿元，同比增长约 48%。整体

PE69 倍。 

半导体行业公募基金重仓持股中，半导体设计板块获基金增持环比幅度最大，设备板块

次之。设计板块公募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比环增前三名分别为明微电子环比+16.54pct，晶

晨股份+11.18pct，圣邦股份+9.62pct；制造板块，中芯国际公募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比为

13.08%，环比-0.13pct；封测板块，太极实业环比增加最高+0.45pct；设备板块，环比增

幅前两名为华峰测控环比+9.02pct、中微公司环比+6.11pct；材料板块，环比增幅前两名

为天华超净环比+7.58pct，立昂微环比+3.58pct；功率板块，环比增幅前两名为士兰微

+2.95pc、斯达半导+2.63pct；被动元件板块，环比增加前两名为顺络电子+1.44pct、江海

股份+0.57pct。 

 H1业绩预告显示产业链各环节公司业绩均大幅度增长 

半导体多环节公司已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从 Q2 单季度情况看，均延续 Q1 高增长态

势，部分超市场预期，判断全行业高景气度下半导体各环节公司均有望实现业绩高增。

截止 7 月 24 日，已有超过四十家半导体公司发布 2021 年中报业绩预告，其中设计公司

20 家、封测公司 6 家、设备公司 4 家、材料公 7 家、功率公司 4 家、被动元件公司 1

家。设计公司 21H1 同比增速在 40%-3400%区间，其中北京君正 21H1 业绩同增 2632%-

3413%，领跑设计公司；封测公司 21H1 同比增速在 35%-300%区间，通富微电 21H1 业

绩同增 232%-277%，领跑封测企业；设备公司 21H1 同比增速在 50%-550%区间，芯源

微 21H1 业绩同增 399%-543%，排名第一；材料公司 21H1 同比增速在 35%-350%区间，

上海新阳 21H1 业绩同增 305%-344%，增速领先；功率半导体公司 21H1 同比增速在

90%-220%区间，新洁能 21H1 业绩同增 207%-216%，排名第一。被动元件方面，顺络

电子 21H1 业绩同增 60-80%。 

 东南亚新冠疫情持续，功率半导体价格Q3有望再度上调 

东南亚新冠疫情持续，使得 IDM 大厂如英飞凌、东芝等 IDM 大厂供货量能降至三分之

二。随着下半年电子行业传统旺季的到来，5G、车用等销量提升，下游终端强劲需求将

进一步扩大产能缺口，预计包括 MOS、二极管等在内的功率器件产品价格将呈易涨难

跌趋势，甚至在 Q3 有望再度上调，功率半导体产业景气度仍将持续。 

 MCU缺货潮加快国产替代进程，本土厂商迎发展机 

上周我们发布《半导体系列报告：MCU 缺货潮加快国产替代进程，本土厂商迎发展机》。

我们认为，短期缺货潮带来连续高成长性，中长期可容纳百亿体量龙头，核心观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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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CU 缺货严重，行业高景气有望贯穿至 2023 年 

自 2020 年起全球陷入 MCU 缺货危机，导致了部分车企出现停产的情况。目前各大厂

商均出现交期严重延长的情况，部分甚至达到了 40 周以上。同时国内外各大半导体

公司几乎全数发布涨价公告，普遍涨价 5%-15%，紧缺产品甚至涨价幅度超 50%，部

分产品涨价幅度甚至超过十倍。产业链公司估计本次缺货潮有望持续至 2023 年。 

2）市场空间巨大，汽车、IoT 有望带来高速增长 

MCU 作为一个具有处理器、存储器和外围设备的独立系统，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产

品中，其中车用电子、工控、消费电子、医疗健康占比分别为 35%、24%、18%和 14%。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全球市场规模同比下滑到 175 亿美元，预计到 2025 年全球市场

规模有望达 229 亿，2020-2025 年 CAGR 为 8%。我们认为，汽车与 IoT 领域或带来

主要边际变量。在汽车领域，传统汽车要用到几十颗 MCU，自动化、电动化趋势下，

电子电气架构重构，MCU 需求随之变革。IOT 领域，MCU“低功耗+安全+经济”特性，

正好符合 IOT 设备要求，IoT 设备的增长有望带来 MCU 增量需求。 

3）8/32 位是主流市场，行业需求提升有望带来 32 位高增长 

因价格的下降和计算性能要求的提升，32 位已成为市场主流。根据跟踪数据显示，32

位均价已从 2004 年 6.5 美元/颗下降到 2018 年 1.6 美元/颗，2004 年为 8 位的 3.6 倍，

2018 年为 8 位的 2.5 倍，占 MCU 总市场比例从 2002 年的 21%提升到 2020 年 59%。

8 位因价格较低和定位计算性能要求较低的市场而仍占据较大份额，到 2020 年仍占据

23%的比例。16 位定位尴尬逐渐淡出市场。行业需求提升有望带来 32 位高增长，预

计到 2025 年 32 位规模将由 2020 年 103 亿美元提升至 2025 年的 175 亿美元，CAGR

为 11%。 

4）供给：国外厂商主导，中低端错位竞争 

全球 MCU 市场高集中度，海外七大巨头占据超过 80%的市场份额，近年来虽各家市

占率有所变化，但基本均为头部七家厂商之间的竞争。七大巨头中，恩智浦、瑞萨定

位高端汽车、工控市场，微芯、意法定位中低端工控、消费电子，英飞凌 2020 年收购

赛普拉斯、完善汽车 MCU 布局，德州仪器则主要深耕工业控制与通信领域。其中 32

位市场，恩智浦、瑞萨占 20%左右，意法提升较快，由 2007 年的 6%提升至 2019 年

17%；8 位市场集中度低于 32 位，Top7 中有 5 家布局、CR5≈70%，其中微芯占到了

30%以上。  

5）缺货潮下国内厂商迎发展窗口期，看好国内领先公司 

大陆 MCU 市场占全球比例为 23%，但海外七大巨头占据超过 80%的市场份额，就高

端产品汽车 MCU 而言，海外七大巨头市占率超过 95%。巨大市场空间+极低自给率，

大陆 MCU 亟待国产替代。现大陆已出现具备较好技术积累和广泛产品布局或具有特

殊定位优势的 MCU 厂商。在本轮“贸易摩擦+缺货潮”下，大陆公司迎来绝佳发展窗口

期，且我们认为即便缺货得以缓解后，国产化进程不可逆转，大陆领先 MCU 厂商有

望迎来快速增长期。快速增长期后，我们判断本土 MCU 行业将有望诞生数家大体量

公司，并有十余家细分市场中等规模公司并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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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 

持续推荐半导体行业具有大空间/高景气度板块领先企业： 

1）设计：看好景气持续下价格持续上涨的弹性标的，建议关注韦尔股份、兆易创新、

卓胜微、富满电子、中颖电子、恒玄科技、芯海科技、圣邦股份、思瑞浦、乐鑫科

技、汇顶科技等； 

2）功率：产能紧张&涨价持续，高景气趋势仍将持续。建议关注士兰微、中车时代电

气、华润微、扬杰科技、斯达半导、新洁能、闻泰科技、捷捷微电等； 

3）设备：景气持续下代工厂/封测厂扩产+国产替代下国内存储厂扩产，建议关注北方

华创、芯源微、华峰测控、中微公司、芯碁微装等； 

4）材料：（1）国内晶圆厂密集扩产带动材料需求大幅提升。（2）先进制程半导体材

料进口受阻，国产替代加速。（3）近期海外厂商供货紧张，国内材料商迎来快速导

入良机。建议关注雅克科技、安集科技、鼎龙股份、江丰电子、华特气体、金宏气

体等； 

5）代工：产能持续满载+国产替代，建议关注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 

6）封测：产能持续满载，建议关注长电科技、通富微电、深科技、华天科技等。 

 

 风险提示 

下游代工厂扩产进度可能不及预期、国内厂商先进技术发展可能不及预期、行业景

气度持续不及预期。 

 

603501.SH 韦尔股份 302 3.12 5.22 7.39 97 58 41 推荐 

603986.SH 兆易创新 196 1.33 2.44 3.08 148 80 64 推荐 

300782.SZ 卓胜微 409 3.22 6.36 8.70 127 64 47 推荐 

300671.SZ 富满电子 164 0.49 2.20 3.41 335 75 48 推荐 

688608.SH 恒玄科技 333 1.65 3.77 5.69 201 88 59 NA 

688595.SH 芯海科技 132 0.89 1.12 1.58 148 118 84 NA 

300661.SZ 圣邦股份 285 1.23 1.88 2.51 232 151 114 NA 

688536.SH 思瑞浦 604 2.30 3.40 5.26 263 178 115 NA 

688018.SH 乐鑫科技 280 1.30 2.97 4.32 216 94 65 NA 

603160.SH 汇顶科技 113 3.62 2.48 3.54 31 45 32 推荐 

600460.SH 士兰微 64 0.05 0.62 0.82 1234 103 78 NA 

688396.SH 华润微 86 0.73 1.49 1.71 118 58 50 推荐 

300373.SZ 扬杰科技 53 0.74 1.25 1.54 72 43 35 NA 

603290.SH 斯达半导 430 1.13 1.82 2.48 381 236 173 NA 

605111.SH 新洁能 164 0.98 2.09 2.61 166 78 63 推荐 

3898.HK 中车时代电气 56 2.50 2.70 3.04 22 21 18 NA 

600745.SH 闻泰科技 88 1.94 3.22 4.04 46 27 22 推荐 

300623.SZ 捷捷微电 36 0.38 0.61 0.79 93 59 46 NA 

002371.SZ 北方华创 373 1.08 1.42 1.93 345 264 193 推荐 

688200.SH 华峰测控 528 3.25 5.00 6.91 163 106 76 NA 

688012.SH 中微公司 197 0.80 0.80 1.05 246 246 188 推荐 

688037.SH 芯源微 256 0.58 1.10 1.99 440 233 129 NA 

688630.SH 芯碁微装 77 0.59 0.99 1.47 131 78 52 NA 

盈利预测与财务指标 

代码 重点公司 
现价 EPS PE 

评级 
7月 23日 2020A 2021E 2022E 2020A 2021E 202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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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09.SZ 雅克科技 92 0.89 1.35 1.82 103 68 50 NA 

688019.SH 安集科技 307 2.89 2.91 3.83 106 105 80 NA 

300666.SZ 江丰电子 50 0.66 0.72 0.89 76 69 56 NA 

688268.SH 华特气体 62 0.70 0.97 1.27 89 64 49 NA 

688106.SH 金宏气体 83 0.89 1.28 1.70 94 65 49 推荐 

300054.SZ 鼎龙股份 30 0.41 0.53 0.66 74 56 45 推荐 

688981.SH 中芯国际 23 -0.17 0.33 0.45 -132 68 50 NA 

1347.HK 华虹半导体 52 0.55 0.35 0.52 95 149 99 推荐 

600584.SH 长电科技 40 0.59 0.88 1.04 68 46 38 NA 

002156.SZ 通富微电 36 0.73 1.13 1.39 49 32 26 推荐 

000021.SZ 深科技 22 0.25 0.53 0.69 85 41 31 推荐 

002185.SZ 华天科技 17 0.55 0.65 0.81 31 26 21 推荐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韦尔股份、兆易创新、卓胜微、富满电子、汇顶科技、华润微、新洁能、闻泰科技、北方华创、中微公司、芯源微、华特气体、金宏气体、

中芯国际、长电科技、通富微电、深科技采用民生证券预测值，其他公司采用 wind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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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情回顾：市场整体上涨，半导体大幅上涨 

上周（2021/7/19~2021/7/23）市场整体呈上涨趋势，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11%，上证综指

上涨 0.31%，深证成指上涨 0.38%，创业板指数上涨 1.08%，中信电子上涨 4.45%，半导体指

数上涨 9.77%。其中：半导体设计+5.9%、半导体制造+0.8%、半导体封测-1.9%、半导体材料

+17.1%、半导体设备+17.7%、功率半导体+11%。 

上周费城半导体指数持续上涨，涨幅为 3.62%，2021/1/1-2021/7/23 涨幅为 16.60%。台湾

半导体指数本周下跌 0.72%，2021/1/1-2021/7/23 涨幅为 15.57%。全球半导体五月月度销售额

为 4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2%，环比增长 4.1%。根据 WSTS 最新测算，存储芯片等市场快

速成长，有望带动全球市场年内实现 19.7%的总增长，总市场规模将达到 5270 亿美元。 

图1:费城半导体指数持续上涨 
 

图2:全球半导体月度销售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3:A 股半导体指数 
 

图4:台湾半导体指数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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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21-7-23 细分板块估值情况 
 图6:上周半导体各细分板块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注：PE=最近市值/2021 年 wind 一致预期净利润 

注：PB=最近市值/2021 年 wind 一致预期净资产 

上周（2021/7/19~2021/7/23）半导体行业涨幅前五公司为芯海科技（+46.21%）、国民技术

（+43.06%）、立昂微（+37.21%）、晶晨股份（+34.14%）、三安光电（+33.49%），涨幅后五的

公司为韦尔股份（-3.01%）、中芯国际（-3.98%）、长电科技（-4.09%）、大族激光（-4.39%）和

闻泰科技（-5.20%）。 

图7:上周半导体行业涨跌幅前五公司 
 

图8:上周半导体行业涨跌幅后五公司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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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上周（2021/7/23），A 股半导体公司总市值达 19293 亿元，同比增长约 48%。 

图9:A 股半导体公司总市值（十亿元）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上周（2021/7/19~2021/7/23）沪/深股通总体增持半导体板块。沪/深股通持股市值前 20 的

企业中，14 家企业获增持，6 家企业被减持。增持金额前三公司为韦尔股份（9.7 亿元）、三安

光电（5.2 亿元）、士兰微（4.3 亿元），减持金额前三公司为兆易创新（-5.0 亿元）、紫光国微

（-1.3 亿元）、晶盛机电（-0.6 亿元）。 

表1: 沪/深股通半导体板块持仓情况（按持股市值排名） 

 

注：此表中沪（深）股通持股市值=沪（深）股通持股数量*上周交易均价，数据更新截止于 2021/7/23；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国内下游需求旺盛。根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 6 月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为 2447

亿元，同增 20%；半导体生产设备进口额 139 亿元，同增 57%；处理器及控制器进口额为 1212

亿元，同增 18%；存储器进口额为 678 亿元，同增 20%；放大器进口额为 78 亿元，同增 25%。

2021 年 1 月-6 月，上述进口数据均同比双位数增长，反应国内需求高景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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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排名 上周排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一周增减持金额

（百万元）

一月增减持金额

（百万元）

年初至今增减持金额

（百万元）

沪(深)股通持股市值

（百万元）

沪(深)股通持股占

自由流通股比例

%

1 1 603501.SH 韦尔股份 972.7 2017.1 2017.1 20238.8 12.7

2 3 002371.SZ 北方华创 269.0 416.8 416.8 8343.5 11.3

3 2 300782.SZ 卓胜微 287.3 805.3 805.3 7536.2 9.4

4 4 603986.SH 兆易创新 -501.3 -132.1 -132.1 7069.1 7.9

5 5 002008.SZ 大族激光 -54.0 6.9 6.9 5947.0 19.7

6 6 002129.SZ 中环股份 22.4 309.9 309.9 5790.2 6.1

7 8 600703.SH 三安光电 524.0 528.4 528.4 4356.6 5.3

8 7 600745.SH 闻泰科技 51.8 186.1 186.1 3592.4 7.2

9 11 300661.SZ 圣邦股份 166.8 68.0 68.0 2330.0 7.7

10 9 300316.SZ 晶盛机电 -64.3 -78.0 -78.0 2309.4 7.4

11 10 002049.SZ 紫光国微 -130.4 -131.1 -131.1 2191.0 3.2

12 12 600460.SH 士兰微 427.7 580.7 580.7 1800.0 3.8

13 13 600584.SH 长电科技 102.6 289.3 289.3 1525.2 3.8

14 15 300327.SZ 中颖电子 -2.1 51.6 51.6 1348.2 8.3

15 14 603160.SH 汇顶科技 12.4 -45.8 -45.8 1259.2 5.2

16 16 688008.SH 澜起科技 131.7 55.7 55.7 1211.6 4.7

17 24 603290.SH 斯达半导 273.6 284.0 284.0 858.7 4.3

18 17 300373.SZ 扬杰科技 -24.5 -107.2 -107.2 832.2 7.2

19 18 002180.SZ 纳思达 5.6 -110.1 -110.1 831.8 4.3

20 21 688012.SH 中微公司 26.1 -216.8 -216.8 815.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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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集成电路月度进口数据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1:集成电路-半导体生产设备月度进口数据 
 

图12:集成电路-处理器及控制器月度进口数据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3:集成电路-存储器月度进口数据 
 

图14:集成电路-放大器月度进口数据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民生证券研究院 

根据 2021 年基金中报数据，半导体设计板块获基金增持幅度最大。分版块看：（持股市

值，持股占流通股比，持股占比环比变化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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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持股市值前五依次为韦尔股份（289.38 亿元，11.45%，+0.49pct）、卓胜微（271.02

亿元，26.47%，+1.06pct）、兆易创新（177.47 亿元，15.36%，-1.87pct）、紫光国微（176.97 亿

元，18.91%，+0.46pct）、圣邦股份（161.15 亿元，29.42%，+9.62pct），公募基金持股占流通股

比环比增长前三名依次为明微电子（8.49 亿元，16.85%，+16.54pct）、晶晨股份（77.03 亿元，

32.52%，+11.18pct）、圣邦股份（161.15 亿元，29.42%，+9.62pct）； 

2）制造：公募基金持有中芯国际市值 88.61 亿元，占流通股比 13.08%，环比-0.13pct； 

3）封测：持股市值前三依次为长电科技（42.66 亿元，8.33%，-6.43pct）、华天科技（6.26 亿

元，1.49%，-2.46pct）、晶方科技（3.06 亿元，1.34%，-8.32pct），公募基金持股占流通股比环

比增长前三名依次为太极实业（0.89 亿元，0.46%，+0.45pct）、通富微电（0.63 亿元，0.20%，

-0.13pct）； 

4）设备：持股市值排序为北方华创（173.00 亿元，13.58%，+0.49pct）、中微公司（91.34 亿元，

22.43%，+6.11 pct）、华峰测控（20.13 亿元，12.11%，+9.02pct）、芯源微（3.78 亿元，5.82%，

+3.91pct），按持股占流通股比例环比增长排序为华峰测控、中微公司、芯源微、北方华创； 

5）材料：持股市值排序为沪硅产业-U（26.38 亿元，8.31%，-3.49pct）、天华超净（21.43 亿元，

11.60%，+7.58pct）、立昂微（3.03 亿元，6.45%，+3.58pct）、江丰电子（0.60 亿元，0.89%，

+0.89pct），按持股占流通股比例环比增长排序为天华超净、立昂微、江丰电子、沪硅产业-U； 

6）功率：持股市值排序为士兰微（85.41 亿元，11.55%，+2.95pct）、华润微（35.95 亿元，12.09%，

+0.61pct）、斯达半导（9.27 亿元，3.67%，+2.63pct）、捷捷微电（2.61 亿元，1.08%，+0.45pct）、

新洁能（1.91 亿元，2.99%，-2.18pct）、扬杰科技（0.98 亿元，0.35%，-0.08pct），按持股占流

通股比例环比增长排序为士兰微、斯达半导、华润微、捷捷微电、扬杰科技、新洁能； 

7）被动元件：持股市值排序为顺络电子（36.7 亿元，13.39%，+1.44pct）、法拉电子（43.08 亿

元，12.09%，-1.62pct）、风华高科（18.79 亿元，6.95%，-6.65pct）、艾华集团（7.54 亿元，5.79%，

-0.59pct）、江海股份（1.49 亿元，1.25%，+0.57pct），按持股占流通股比例环比增长排序为顺

络电子、江海股份、艾华集团、法拉电子、风华高科。 

表2: 2021 年中报半导体行业公募基金重仓情况 

细分板块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市值(亿元) 持股占流通股比 持股占流通股比(QoQ) 

设计 

603501.SH 韦尔股份 289.38 11.45% 0.49% 

300782.SZ 卓胜微 271.02 26.47% 1.06% 

603986.SH 兆易创新 177.47 15.36% -1.87% 

002049.SZ 紫光国微 176.97 18.91% 0.46% 

300661.SZ 圣邦股份 161.15 29.42% 9.62% 

688099.SH 晶晨股份 77.03 32.52% 11.18% 

300327.SZ 中颖电子 20.03 8.43% 5.72% 

603893.SH 瑞芯微 14.22 5.42% 4.76% 

688536.SH 思瑞浦 42.24 40.43% 9.28% 

300223.SZ 北京君正 15.22 4.65% 3.46% 

300613.SZ 富瀚微 11.91 6.75%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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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008.SH 澜起科技 22.51 8.56% -3.98% 

688699.SH 明微电子 8.49 16.85% 16.54% 

603160.SH 汇顶科技 3.59 0.61% -0.26% 

603068.SH 博通集成 6.50 8.46% 5.46% 

600171.SH 上海贝岭 1.02 0.48% 0.45% 

688608.SH 恒玄科技 8.22 10.80% -8.05% 

002180.SZ 纳思达 2.75 0.85% -0.14% 

688368.SH 晶丰明源 3.64 6.98% -2.07% 

688595.SH 芯海科技 0.26 1.38% -0.84% 

688508.SH 芯朋微 0.01 0.04% 0.02% 

制造 688981.SH 中芯国际 88.61 13.08% -0.13% 

封测 

600584.SH 长电科技 42.66 8.33% -6.43% 

002185.SZ 华天科技 6.26 1.49% -2.46% 

002156.SZ 通富微电 0.63 0.20% -0.13% 

603005.SH 晶方科技 3.06 1.34% -8.32% 

600667.SH 太极实业 0.89 0.46% 0.45% 

设备 

002371.SZ 北方华创 173.00 13.58% 0.49% 

688012.SH 中微公司 91.34 22.43% 6.11% 

688037.SH 芯源微 3.78 5.82% 3.91% 

688200.SH 华峰测控 20.13 12.11% 9.02% 

材料 

605358.SH 立昂微 3.03 6.45% 3.58% 

688126.SH 沪硅产业-U 26.38 8.31% -3.49% 

300666.SZ 江丰电子 0.60 0.89% 0.89% 

300390.SZ 天华超净 21.43 11.60% 7.58% 

功率 

600460.SH 士兰微 85.41 11.55% 2.95% 

688396.SH 华润微 35.95 12.09% 0.61% 

603290.SH 斯达半导 9.27 3.67% 2.63% 

300373.SZ 扬杰科技 0.98 0.35% -0.08% 

605111.SH 新洁能 1.91 2.99% -2.18% 

300623.SZ 捷捷微电 2.61 1.08% 0.45% 

被动元件 

002138.SZ 顺络电子 36.78 13.39% 1.44% 

600563.SH 法拉电子 43.08 12.09% -1.62% 

000636.SZ 风华高科 18.79 6.95% -6.65% 

603989.SH 艾华集团 7.54 5.79% -0.59% 

002484.SZ 江海股份 1.49 1.25% 0.57%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上周重要新闻： 

1） 美国：拜登政府正积极推动 520 亿半导体法案通过 

《彭博社》报导，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 周四(7 月 22 日) 表示，拜登政府正在

为 520 亿的半导体计划做最后冲刺。 

拜登政府正积极推动美国国会批准通过 520 亿参议院 6 月通过该法案，但目前仍于众议院辩

论中尚未通过。雷蒙多称：拜登政府要金援美国芯片制造，因此非常专注将计划内容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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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实现这个目标。实际上，雷蒙多今年促成了一系列半导体会议，还向马来西亚和越南政府

施压，要求确保当地半导体工厂列为关键业务，不受疫情影响地维持部分产能。雷蒙多周二(20 

日) 透露，汽车芯片供给也在逐渐增加。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于五月表示，政府提议以 520 亿美元的支出，强化美国的

半导体生产和研发，可能会促使芯片业者在美国本土新设立七到十座工厂。据了解，包括台积

电、三星、英特尔和格芯都会成为受益者。 

2） 百亿半导体项目落户甘肃 

7 月 20 日，甘肃省天水市招商局网站披露，计划建设天水半导体产业园项目，预计投资 100 亿

元，目前已完成项目建议书。项目达产后，预计产值 178 亿元。 

据悉，天水市具有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地——华天集团，同时，天水华

洋公司生产的引线框架 50%配套华天集团，能够形成以集成电路封测为核心，芯片制造、电子

元器件、引线框架、专用设备模具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体系。 

3） 台积电正在评估赴日本设厂 

台湾最大的芯片制造厂台积电正在评估赴日本设厂。日经亚洲(Nikkei Asia)指出，该公司在日

本的第一座芯片制造厂最快将在 2023 年开始营运，台积电董事会预计将在本季度决定这项投

资。 

日经亚洲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台积电计划在日本的熊本县所设的工厂将分成两阶段进行，一旦

两阶段都投入生产，新的厂房将得以使用 28 奈米制程技术，每月生产约 4 万片晶圆。 

该芯片制造厂预期会被用来制造影像感测器，以提供给台积电在日本最大的客户索尼（Sony）。

该日本媒体指出，台积电对于合作持开放态度，这会让索尼在与日本政府谈判时有更多的发言

权。 

4） 欧盟成立两个新联盟，剑指半导体领域 

欧盟委员会于近日启动了两个新的工业联盟：处理器和半导体技术联盟，以及欧洲工业数据、

边缘和云端联盟。 

这两个新联盟将推动下一代微芯片和工业、云端、边缘计算技术，并为欧盟提供加强其关键数

字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所需的能力。这些联盟将汇集企业、成员国代表、学术界、用户以及

研究和技术组织。 

对于“处理器和半导体技术联盟”工作内容，欧盟表示该联盟将辨别并解决产业瓶颈、需求和

依赖性，且定义技术蓝图，确保欧洲有能力设计和生产最先进的芯片。联盟还将努力，到 2030 

年欧盟能在全球半导体生产市占率增加到 20%，减少依赖国外半导体生产。 

5） SK 海力士收购英特尔业务获新加坡批准 

7 月 21 日，据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Singapore，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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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CCCS)官网消息, 新加坡已批准 SK 海力士收购英特尔 NAND 业务的交易。 

此次 SK 海力士喜迎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对英特尔交易的批准，是继去年美国联邦贸易

委员会（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 FTC)，今年 5 月的欧盟（European Commission)等

之后，该项目从主要反垄断机构取得的第七份批准。 此次无条件获得新加坡的批准，意味着

SK 海力士在 2021 年内获得主要国家和地区批准的进程中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同时，这些不

同国家和地区对该交易无条件的批准也表明，该收购不仅不会阻碍行业竞争，毫无疑问还将会

有利于全球半导体存储行业的客户及供应链。 

6） ASML 第二季度净利润 10 亿欧元，上调本年营收预期 

7 月 21 日消息，当地时间周三，ASML 公布了 2021 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ASML 第二

季度营收为 40.2 亿欧元（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净利润为 10.3 亿欧元（1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8%。 

ASML 预计 2021 年第三季度营收在 52 亿欧元到 54 亿欧元之间，毛利率在 51%到 52%之间，

研发成本约为 6.45 亿欧元，SG&A 成本约为 1.8 亿欧元。由于对尖端芯片制造设备和利用软

件的强劲需求，ASML 将其 2021 年的营收增长预期上调至 35%。 

7） 芯片短缺+东南亚零件供应停滞，多家日车厂 8 月减产 

读卖新闻、时事通信社、路透社报导，本田汽车、铃木汽车 21 日透露，因全球芯片短缺影响，

因此位于日本的部分工厂将在 8 月份停工数天、进行减产，其中本田汽车会进行减产，除了芯

片短缺因素外，东南亚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封城，导致零件采购陷入停

滞也是原因。本田汽车位于日本的铃鹿制作所将在 8 月 2-6 日期间停工 5 天，加上本田原本就

计划在 8 月 7-15 日期间进行中元节长假(夏季长假)，因此等同铃鹿制作所将在 8 月前半停产、

要等到 8 月 16 日才会重启生产。 

铃鹿制作所主要生产人气轻型汽车「N-BOX」和小型车「Fit」等车款，本田虽未透露减产数

量，不过以铃鹿制作所日产能(约 2,000 台)计算、停工 5 天减产数量约 1 万台。另外，铃木汽

车日本相良工厂将在 8 月 6 日和 8 月 16 日停工、湖西工厂第 2 产线也将在 8 月 6 日停工。铃

木汽车也将在 8 月 7-15 日期间进行夏季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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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产业链各环节公司业绩均大幅度
增长 

六月底市场进入中报预告期，半导体多环节公司已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从 Q2 单季度情

况看，均持续 Q1 高增长态势，部分超市场预期，判断全行业高景气度下半导体各环节公司均

有望实现业绩高增长。 

在行业需求高景气的背景下，半导体企业 2021 年上半年业绩表现抢眼。截止 7 月 24 日，

已有超过四十家半导体公司发布 2021 年中报业绩预告，同比增速多位于 50%-150%区间，个

别公司同比增速甚至超过 150%。 

设计：共 20 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其中 16 家公司的 21H1 同比增速基本均在 40%-3400%区

间，北京君正 2021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 3.13-4.03 亿元，同比增长 2632%-3413%，其中 Q2 单季

归母净利为 5.96 亿元，环比增长 395%，同比增长 58984%，领跑设计公司；富满电子上半年

归母净利 3.00-3.30 亿元，同比增长 1125%-1247%，其中 Q2 单季归母净利为 2.53 亿元，环比

增长 312%，同比增长 1317%，业绩预告喜人。 

封测：共 6 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21H1 同比增速基本均在 35%-300%区间，通富微电 2021 年

上半年归母净利 3.70-4.20 亿元，同比增长 232%-277%，其中 Q2 单季归母净利为 2.39 亿元，

环比增长 53%，同比增长 94%，实现领跑；长电科技 2021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 12.80 亿元，同

比增长 249%，其中 Q2 单季归母净利为 8.94 亿元，环比增长 131%，同比增长 284%，增速领

先。 

设备：共 4 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21H1 同比增速在 50%-550%区间，芯源微 2021 年上半年归

母净利 0.31-0.40 亿元，同比增长 399%-543%，排名第一，其中 Q2 单季归母净利为 0.29 亿元，

环比增长 346%，同比增长 106%；长川科技上半年归母净利 0.83-0.95 亿元，同比增长 215%-

260%，其中 Q2 单季归母净利为 0.45 亿元，环比增长 0.4%，同比增长 103%。 

材料：共 7 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21H1 同比增速在 35%-350%区间，上海新阳上半年归母净

利 1.05-1.15 亿元，同比增长 305%-344%，增速领先，其中 Q2 单季归母净利为 1.07 亿元，环

比增长 3920%，同比增长 571%；立昂微 2021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 2.03-2.15 亿元，同比增长

166%-182%，其中 Q2 单季归母净利为 1.33 亿元，环比增长 76%，同比增长 204%。 

功率：共 4 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21H1 同比增速在 90%-220%区间，新洁能 2021 年上半年归

母净利 1.70-1.75 亿元，同比增长 207%-216%，排名第一，其中 Q2 单季归母净利为 0.98 亿元，

环比增长 30%，同比增长 216%；扬杰科技 2021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 3.17-3.61 亿元，同比增长

120%-150%，其中 Q2 单季归母净利为 1.84 亿元，环比增长 18%，同比增长 107%。 

被动元件：顺络电子 2021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 3.87-4.36 亿元，同比增长 60%-80%，其中 Q2 单

季归母净利为 2.21 亿元，环比增长 16%，同比增长 50%。 

（备注：Q2 单季业绩为 2021 年上半年业绩预告中值减去 2021Q1 业绩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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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21年上半年半导体公司业绩预告喜人 

板块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2021H1归母净利

（亿元） 
YoY 

2021Q2归母净

利（亿元） 
QoQ YoY 

设计 

300223.SZ 北京君正 3.13-4.03 2632%-3413% 5.96 395% 58984% 

300671.SZ 富满电子 3.00-3.30 1125%-1247% 2.53 312% 1317% 

688699.SH 明微电子 2.70-3.00 832%-936% 2.19 235% 1303% 

600171.SH 上海贝岭 3.90-3.95 335%-340% 2.53 82% 458% 

688608.SH 恒玄科技 1.85 279% 1.05 32% 108% 

688018.SH 乐鑫科技 1.00-1.20 188%-245% 0.76 124% 200% 

300782.SZ 卓胜微 9.91-10.25 181%-190% 5.16 5% 156% 

300458.SZ 全志科技 2.30-2.60 167%-202% 1.59 84% 164% 

603501.SH 韦尔股份 22.42-24.43 126%-147% 13.02 25% 139% 

300661.SZ 圣邦股份 2.20-2.72 110%-160% 1.70 126% 129% 

002049.SZ 紫光国微 6.03-8.04 50%-100% 3.80 17% 79% 

300327.SZ 中颖电子 1.49-1.55 58%-65% 0.84 25% 62% 

002180.SZ 纳思达 4.00-5.00 11%-39% 2.35 9% -29% 

688099.SH 晶晨股份 2.30-2.50  1.51 68% 747% 

000670.SZ *ST盈方 0.60-0.90  -0.05 -138% 29% 

603986.SH 兆易创新 预测 2021年上半年的累计净利润较 2020年上半年可能存在较大增幅变动 

688521.SH 芯原股份-U 预计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仍可能为亏损 

600198.SH *ST大唐 公司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688256.SH 寒武纪-U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仍将持续亏损 

603160.SH 汇顶科技 预测 2021年上半年的累计净利润与去年同期比存在一定幅度下降的可能性 

封测 

002185.SZ 华天科技 5.70-6.30 1134%-136% 3.18 13% 56% 

600584.SH 长电科技 12.8 249% 8.94 131% 284% 

002156.SZ 通富微电 3.70-4.20 232%-277% 2.39 53% 94% 

688216.SH 气派科技 0.63-0.72 130%-163% 0.47 131% 82% 

603005.SH 晶方科技 2.60-2.75 67%-76% 1.40 10% 49% 

688135.SH 利扬芯片 0.35-0.42 35%-55% 0.24 67% 19% 

设备 

688037.SH 芯源微 0.31-0.40 399%-543% 0.29 346% 106% 

300604.SZ 长川科技 0.83-0.95 215%-260% 0.45 0% 103% 

300316.SZ 晶盛机电 5.53-6.36 100%-130% 3.13 11% 120% 

002371.SZ 北方华创 2.76-3.31 50%-80% 2.31 217% 46% 

材料 

300236.SZ 上海新阳 1.05-1.15 305%-344% 1.07 3920% 577% 

605358.SH 立昂微 2.03-2.15 166%-182% 1.33 76% 204% 

003026.SZ 中晶科技 0.70-0.75 83%-96% 0.37 7% 44% 

300390.SZ 天华超净 2.81-3.38 50%-80% 1.64 12% 17% 

300398.SZ 飞凯材料 1.49-1.71 35%-55% 0.92 35% 58% 

688268.SH 华特气体 0.58-0.66 35%-55% 0.34 24% 31% 

688126.SH 沪硅产业-U 公司预测年度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仍为亏损 

功率 

605111.SH 新洁能 1.70-1.75 207%-216% 0.97 30% 215% 

300373.SZ 扬杰科技 3.17-3.61 120%-150% 1.84 18% 107% 

002079.SZ 苏州固锝 0.93-1.21 100%-160% 0.57 1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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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623.SZ 捷捷微电 2.22-2.45 90%-110% 1.33 33% 78% 

被动元件 002138.SZ 顺络电子 3.87-4.36 60-80% 2.21 16% 50%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3 投资建议 

1）设计：看好景气持续下价格持续上涨的弹性标的，建议关注韦尔股份、兆易创新、卓胜

微、富满电子、中颖电子、恒玄科技、芯海科技、圣邦股份、思瑞浦、乐鑫科技、汇顶科技

等； 

2）功率：产能紧张&涨价持续，高景气趋势仍将持续。建议关注士兰微、中车时代电气、华

润微、扬杰科技、斯达半导、新洁能、闻泰科技、捷捷微电等； 

3）设备：景气持续下代工厂/封测厂扩产+国产替代下国内存储厂扩产，建议关注北方华创、

芯源微、华峰测控、中微公司、芯碁微装等； 

4）材料：（1）国内晶圆厂密集扩产带动材料需求大幅提升。（2）先进制程半导体材料进口

受阻，国产替代加速。（3）近期海外厂商供货紧张，国内材料商迎来快速导入良机。建议关

注雅克科技、安集科技、鼎龙股份、江丰电子、华特气体、金宏气体等； 

5）代工：产能持续满载+国产替代，建议关注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 

6）封测：产能持续满载，建议关注长电科技、通富微电、深科技、华天科技等。 

 

 

4 风险提示 

下游代工厂扩产进度可能不及预期、国内厂商先进技术发展可能不及预期、行业景气度持续

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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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而导致的任何可能的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

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公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参与本报告所提及的公司的金融交易，亦可

向有关公司提供或获取服务。本公司的一位或多位董事、高级职员或/和员工可能担任本报告所提及的公司的董事。 

本公司及公司员工在当地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以及顾

问、咨询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本公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

关系后通知客户。 

若本公司以外的金融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金融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该机构的客户应联系该机构以交

易本报告提及的证券或要求获悉更详细的信息。 

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传播本报告。本公司版权所有并保

留一切权利。所有在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除非另有说明，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