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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晶圆产能稳步扩增，下游需求多元共振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目前，半导体市场的供需关系依然紧张。从晶圆产能的供给端来看，根
据 IC Insight 的数据，2020 年全球晶圆产能约 2081 万片/月，同比增长
6.7%，2015-2020 年的 CAGR 为 4.95%，增长较为平稳。2021 年以来，
随着晶圆产能紧缺的加剧，台积电、联电、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代
工厂陆续开启扩产规划，我们预计未来产能增长将更为显著。 

 在成熟制程领域，90nm 制程产能有望快速扩增，根据 Gartner 的数据，
2020-2022 年全球 90nm 制程的产能 CAGR 约为 9.64%，而更为传统的
130&180nm 制程的产能增速则较为缓慢，2020-2022 年全球相应产能的
CAGR 约为 4.01%。 

 未来，广泛应用的 28nm 制程产能增速显著，根据 Gartner 的数据，2020-

2022 年全球 28&32nm 制程的产能 CAGR 约为 11.8%，同时，得益于台
积电、三星等厂商在先进制程领域的突破，10nm 以下的先进制程产能
也有望高速增长，根据 Gartner 的数据，2020-2022 年全球 sub 10nm 制
程的产能 CAGR 约为 31.51%。 

 在晶圆出货量方面，联电、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全球主要晶圆代工
厂的出货量均已创近五年历史新高。2021 年第二季度，联电晶圆出货量
244 万片，同比增长 10.01%，中芯国际晶圆出货量 175 万片，同比增长
21.57%，华虹半导体晶圆出货量 73 万片/月，同比增长 39.58%。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晶圆产能供需趋紧，晶圆代工厂产能利用率持续攀
升至高位。2021 年第二季度，联电、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的产能利用
率分别达 100%+、100.4%和 109.5%。 

 目前，主要半导体产品的交期依然维持拉长状态。根据富昌电子的数据，
以信号链为代表的模拟半导体、以 Wifi/蓝牙模块为代表的射频半导体、
以 MOSFET/IGBT 为代表的功率半导体以及以 MCU 为代表的逻辑半导
体的交期普遍尚处于延长状态，部分产品的价格也处于上升通道。 

 从需求端来看，2021 年以来，AIoT、汽车电子等多个应用市场的需求
共振带动了半导体产品的销量快速增长。根据 IC Insight 的数据，2021

年，33 项半导体产品类别中将有 32 项产品实现销售额的增长，其中 29

项产品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 

 在当前全球半导体市场供不应求和产品涨价缺货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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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达半导、新洁能、恒玄科技、乐鑫科技、全志科技等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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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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晶圆产能稳步扩增，下游需求多元共振 

目前，半导体市场的供需关系依然紧张。从晶圆产能的供给端来看，根据 IC 

Insight 的数据，2020 年全球晶圆产能约 2081 万片/月，同比增长 6.7%，2015-2020 年

的 CAGR 为 4.95%，增长较为平稳。2021 年以来，随着晶圆产能紧缺的加剧，台积

电、联电、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代工厂陆续开启扩产规划，我们预计未来产能增

长将更为显著。 

图 1：全球晶圆产能变化  图 2：2020 年全球产能分布 

 

 

 

数据来源：IC Insight，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IC Insight，东吴证券研究所 

在成熟制程领域，90nm 制程产能有望快速扩增，根据 Gartner 的数据，2020-2022

年全球 90nm 制程的产能 CAGR 约为 9.64%，而更为传统的 130&180nm 制程的产能

增速则较为缓慢，2020-2022 年全球相应产能的 CAGR 约为 4.01%。 

图 3：全球 90nm 制程产能变化  图 4：全球 130&180nm 制程产能变化 

 

 

 

数据来源：Gartner，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Gartner，东吴证券研究所 

未来，广泛应用的 28nm 制程产能增速显著，根据 Gartner 的数据，2020-2022 年

全球 28&32nm 制程的产能 CAGR 约为 11.8%，同时，得益于台积电、三星等厂商在

先进制程领域的突破，10nm 以下的先进制程产能也有望高速增长，根据 Gartner 的

数据，2020-2022 年全球 sub 10nm 制程的产能 CAGR 约为 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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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全球 28&32nm 制程产能变化  图 6：全球 Sub 10nm 制程产能变化 

 

 

 

数据来源：Gartner，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Gartner，东吴证券研究所 

在晶圆出货量方面，联电、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全球主要晶圆代工厂的出货

量均已创近五年历史新高。2021 年第二季度，联电晶圆出货量 244 万片，同比增长

10.01%，中芯国际晶圆出货量 175 万片，同比增长 21.57%，华虹半导体晶圆出货量

73 万片/月，同比增长 39.58%。 

图 7：联电晶圆出货量（200mm 等效）  图 8：中芯国际晶圆出货量（200mm 等效） 

 

 

 

数据来源：联电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芯国际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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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华虹半导体晶圆出货量（200mm 等效）  图 10：部分代工厂产能利用率变化 

 

 

 

数据来源：华虹半导体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联电/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官网，东吴证券

研究所 

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晶圆产能供需趋紧，晶圆代工厂产能利用率持续攀

升至高位。2021 年第二季度，联电、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的产能利用率分别达 100%+、

100.4%和 109.5%。 

图 11：部分供应商的信号链产品交期  图 12：部分供应商的蓝牙模块产品交期 

 

 

 

数据来源：富昌电子，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富昌电子，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 13：部分供应商的低压 MOSFET 产品交期  图 14：部分供应商的 32 位 MCU 产品交期 

 

 

 

数据来源：富昌电子，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富昌电子，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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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hip 30-40 上升 上升

ON Semiconductor 35-42 上升 上升

Renesas 16-18 持平 上升

ST 35-43 上升 上升

供应商 货期（周） 交期趋势 价格趋势

infineon 26-30 上升 上升

Microchip 24-26 上升 上升

Murata 40-52 上升 持平

ST 30-40 上升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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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miconductor 42-52 上升 上升

infineon 39-52 上升 上升

ST 42-52 上升 上升

供应商 货期（周） 交期趋势 价格趋势

NXP 26-52 上升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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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hip 40-55 上升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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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半导体产品的交期依然维持拉长状态。根据富昌电子的数据，以信号

链为代表的模拟半导体、以 Wifi/蓝牙模块为代表的射频半导体、以 MOSFET/IGBT

为代表的功率半导体以及以 MCU 为代表的逻辑半导体的交期普遍尚处于延长状态，

部分产品的价格也处于上升通道。 

从需求端来看，2021 年以来，AIoT、汽车电子等多个应用市场的需求共振带动

了半导体产品的销量快速增长。根据 IC Insight 的数据，2021 年，33 项半导体产品

类别中将有 32 项产品实现销售额的增长，其中 29 项产品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 

图 15：2021 年部分半导体产品的销售额预测 

 

数据来源：IC Insight，东吴证券研究所 

在当前全球半导体市场供不应求和产品涨价缺货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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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达半导、新洁能、

恒玄科技、乐鑫科技、全志科技等标的。 

 

 

  

Product Category 2020 2021F

industrial/Other -Spcl Purpose Logic 12% 47%

DRAM 8% 41%

Auto-Spcl Prupose Logic 10% 39%

Consumer--Special Purpose Logic 8% 38%

Cellphone App MPUs 24% 34%

Auto--App-Specific Analog -7% 31%

Display Drivers 13% 31%

Wireless Comm--App-Specific Analog 8% 28%

Wireless Comm--Spcl Purpose Logic 24% 26%

Consumer--App-Specific Analog 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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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动态 

本周沪指上涨 1.68 %，深证成指下跌 0.19 %，创业板指下跌 4.18 %。电子行业

整体下跌，截至 2021 年 8 月 14 日申万电子指数为 5,345.25，较上周末下跌 2.52 %。

行业涨跌幅在所有一级行业中排序 27/28。 

图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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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板块下跌 6.63%，其他电子板块上涨 3.09%，

元件板块下跌 2.18%，电子制造板块下跌 1.08%，光学光电子板块下跌 0.47%。 

图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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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支个股上涨，东尼电子（21.69%）、欣旺达（21.22%）、福日电

子（16.39%）涨幅居前；有 138 支个股下跌，国科微（-12.75%）、韦尔股份（-12.75%）、

兆易创新（-12.04%）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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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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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旺电子、海康威视、广东骏亚的机构

持股比例居前，分别为 80.54%、76.64%和 68.57%。 

图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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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尼电子 21.69% 国科微 -12.75%

欣旺达 21.22% 韦尔股份 -12.75%

福日电子 16.39% 兆易创新 -12.04%

大族激光 16.23% 国民技术 -11.86%

和晶科技 13.04% 科达利 -11.35%

神工股份 12.84% 金安国纪 -10.87%

海能实业 12.51% 富满电子 -9.87%

光峰科技 11.51% 顺络电子 -9.46%

联创光电 11.05% 长电科技 -9.39%

卓翼科技 10.81% 隆利科技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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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旺电子 80.54

海康威视 76.64

广东骏亚 68.57

可立克 66.75

三安光电 64.93

生益科技 62.71

洁美科技 61.47

艾华集团 59.99

贤丰控股 58.63

华正新材 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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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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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

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分析师认为可靠且已公开的

信息，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

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

测不一致的报告。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

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转载，需征得东吴证券研究所同意，并注

明出处为东吴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东吴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 5%与 15%之间；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15%与-5%之间； 

卖出：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在-1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强于大盘 5%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5%与 5%； 

减持：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弱于大盘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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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21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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