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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本周核心观点：本周电子行业指数下跌 4.81%，456只标的中，扣除

停牌标的，全周上涨的标的 91只，周涨幅在 3个点以上的 48只,周

涨幅在 5个点以上的 32只，全周下跌的标的 354只，周跌幅在 3个

点以上的 269 只，周跌幅在 5个点以上的 167只，周跌幅在 10个点

以上的 26只。 

本周已进入中报预告期，上半年业绩同比变动较大的公司陆续公开

其经营情况，由于上海疫情封控以及上游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叠加，

整个上半年 A 股电子板块的业绩喜忧参半，消费电子供应链公司业

绩变脸者不在少数，当然功率器件、半导体设备以及耗材赛道的企

业仍有亮眼的业绩表现，但对整体电子板块而言，终究是瑕不掩瑜，

鉴于半年报公布期临近，暂时调低行业评级至“中性”，当然对于

中报业绩超预期、三季报有正向变化可能的标的，调整仍是不错的

布局良机。 

7月 14日，台积电披露了华丽的中报数据，但正如我们之前周报中

提及，智能终端对全球上游产业链的反噬已经开始显现，所以市场

对下半年半导体产业链的预期下修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尤其是

射频、显示驱动和存储芯片等与消费电子相关性较强的细分领域，

困局来的更早，二季度诸多相关公司的业绩已开始大幅下滑，当前

上述芯片市场已转入买方市场，下半年更是有可能被迫进入去库存

的价格战阶段；但面对着不断上涨的原材料成本压力，短期内要求

晶圆厂调低代工价格并不现实，部分晶圆厂甚至仍可能在三季度继

续调涨价格，而这对下游需求的扼制自然不言而喻，这意味着，在

库存合理化、智能终端需求有效复苏之前，部分半导体领域的压力

比市场预期的更为沉重，在此情况下，晶圆厂的扩产进度已明显放

缓。 

智能终端需求疲软对面板市场的供需关系亦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

效应，7 月份，a-Si、LTPS、AMOLED 面板价格全面承压，各类尺寸

面板价格均延续了下行趋势，当然，现下各大核心面板供应商已被

迫加速减产进度，以期稳住价格的下行趋势，但随着全球通胀上行，

电视等终端需求何时见底回升仍是未知之数，面板价格能否企稳仍

 走势对比 

 

[Table_IndustryList]  子行业评级 

   
 

[Table_CompanyInfo]  推荐公司及评级 
超 频 三(300647) 买入 

奥 来 德(688378) 买入 

闻泰科技(600745) 买入 
 

[Table_ReportInfo] 相关研究报告：  

《高纯靶材国产先锋，半导体零部

件崭露头角》--2022/07/15 

《布局车载标的频预喜，铜价下行

缓解 PCB成本压力》--2022/07/03 

《618 仅苹果一枝独秀，供应链 Q3

守成为先》--2022/06/26  
 

[Table_Author] 证券分析师：王凌涛 

电话：021-58502206 

E-MAIL：wanglt@tpyzq.com 

执业资格证书编码：S1190519110001 

证券分析师：沈钱 

电话：021-58502206-8008 

E-MAIL：shenqian@tpyzq.com 

执业资格证书编码：S1190119110024 

联系人：欧佩 

(39%)

(30%)

(21%)

(12%)

(3%)

6%

2
1

/7
/1

9

2
1

/9
/1

9

2
1

/1
1

/1
9

2
2

/1
/1

9

2
2

/3
/1

9

2
2

/5
/1

9

电子 沪深300

[Table_Message] 2022-07-17 

行业周报 

中性/调整 

 电子 
行
业
研
究
报
告 

太
平
洋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行业周报 

P2 半导体二季度喜忧参半，产业链静待智能终端复苏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守正 出奇 宁静 致远 

电话：021-58502206 

E-MAIL：oupei@tpyzq.com 

执业资格证书编码： 
 

待进一步观察。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LME 铜现货结算价格的走低，的确在较大程度

上抵消了需求景气度下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近期不少 PCB（包括

软板）企业二季度业绩预喜，如下半年汽车、通信、工控等细分市

场的景气复苏能如期而至，对 PCB环节的利润预期应有所加强。 

行业聚集：财联社 7月 11日电，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芯

片法案将最终得以在国会通过，两周内在芯片法案上取得了巨大进

展。 

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 6 月全国进口重点商品量值表显示，当月我

国进口集成电路 476.6亿个，进口金额折合人民币 2408亿元，较去

年同期 519.8 亿个的进口量同比下降 8.3%，进口金额则基本持平。 

IDC于 11日发布，2022年第二季全球传统 PC出货量 7130万台、年

减 15.3%，这是继两年增长后，连续第二个季度出货量下降。 

本周重点推荐个股及逻辑：我们的重点股票池标的包括：超频三、

奥来德、闻泰科技、天通股份、南大光电、兴瑞科技、兴森科技。 

 

风险提示：(1)市场超预期下跌造成的系统性风险；(2)重点推荐公

司相关事项推进的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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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周市场表现 

本周电子行业指数下跌4.81%，456只标的中，扣除停牌标的，全周上涨的标的91只，

周涨幅在3个点以上的48只,周涨幅在5个点以上的32只，全周下跌的标的354只，周跌

幅在3个点以上的269只，周跌幅在5个点以上的167只，周跌幅在10个点以上的26只。 

本周上证综指整体下跌3.81%，上周下跌0.93%，申万行业板块中，电子行业涨跌幅排

名全行业第24位，其余板块中，涨幅最大的三个板块依次为电力设备、通信和环保，

涨幅分别为1.15%、0.02%和-0.39%，跌幅最大的三个板块依次为银行、房地产和有色

金属，跌幅分别为-7.17%、-6.07%和-5.91%。 

本周已进入中报预告期，上半年业绩同比变动较大的公司陆续公开其经营情况，由于

上海疫情封控以及上游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叠加，整个上半年A股电子板块的业绩喜忧

参半，消费电子供应链公司业绩变脸者不在少数，当然功率器件、半导体设备以及耗

材赛道的企业仍有亮眼的业绩表现，但对整体电子板块而言，终究是瑕不掩瑜，鉴于

半年报公布期临近，暂时调低行业评级至“中性”，当然对于中报业绩超预期、三季

报有正向变化可能的标的，调整仍是不错的布局良机。 

7月14日，台积电披露了华丽的中报数据，但正如我们之前周报中提及，智能终端对全

球上游产业链的反噬已经开始显现，所以市场对下半年半导体产业链的预期下修并不

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尤其是射频、显示驱动和存储芯片等与消费电子相关性较强的细

分领域，困局来的更早，二季度诸多相关公司的业绩已开始大幅下滑，当前上述芯片

市场已转入买方市场，下半年更是有可能被迫进入去库存的价格战阶段；但面对着不

断上涨的原材料成本压力，短期内要求晶圆厂调低代工价格并不现实，部分晶圆厂甚

至仍可能在三季度继续调涨价格，而这对下游需求的扼制自然不言而喻，这意味着，

在库存合理化、智能终端需求有效复苏之前，部分半导体领域的压力比市场预期的更

为沉重，在此情况下，晶圆厂的扩产进度已明显放缓。 

智能终端需求疲软对面板市场的供需关系亦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效应，7月份，a-Si、

LTPS、AMOLED面板价格全面承压，各类尺寸面板价格均延续了下行趋势，当然，现下

各大核心面板供应商已被迫加速减产进度，以期稳住价格的下行趋势，但随着全球通

胀上行，电视等终端需求何时见底回升仍是未知之数，面板价格能否企稳仍待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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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LME铜现货结算价格的走低，的确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了需求景气度

下滑所造成的的负面影响，近期不少PCB（包括软板）企业二季度业绩预喜，如下半年

汽车、通信、工控等细分市场的景气复苏能如期而至，对PCB环节的利润预期应有所加

强。 

图表1：电子板块相对大盘涨跌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图表2：电子行业上周在细分子行业中涨跌幅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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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从个股来看，过去两周电子行业个股涨幅较大的个股为天津普林（29.92%），奥海科技

（26.46%）和福蓉科技（23.89%）；过去两周下跌幅度较大的个股为卓胜微（-20.28%）、

富满微（-16.76%）和振邦智能（-16.22%）。 

图表3：电子行业上周在细分子行业中涨跌幅排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幅前十

（%）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跌幅前十

（%） 
002134.SZ 天津普林 29.9205 300782.SZ 卓胜微 -20.2765 

002993.SZ 奥海科技 26.4601 300671.SZ 富满微 -16.7599 

603327.SH 福蓉科技 23.8905 003028.SZ 振邦智能 -16.2157 

300916.SZ 朗特智能 22.2386 688601.SH 力芯微 -14.9619 

002952.SZ 亚世光电 20.8106 688368.SH 晶丰明源 -14.1042 

600152.SH 维科技术 18.9274 300256.SZ *ST星星 -13.9535 

002992.SZ 宝明科技 16.1611 603160.SH 汇顶科技 -13.8211 

301099.SZ 雅创电子 15.3394 002217.SZ 合力泰 -13.7821 

002005.SZ ST德豪 14.7436 002955.SZ 鸿合科技 -12.7072 

300787.SZ 海能实业 14.5105 300458.SZ 全志科技 -12.5126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过去两周电子行业个股换手率最高的为宝明科技，换手率为207.14%。其余换手率较

高的还有传艺科技（155.32%）、振邦智能（137.69%）和铭普光磁（108.07%）。 

图表4：电子行业个股换手率排名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二、 本周行业重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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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联社 7 月 11 日电，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芯片法案将最终得以在国会

通过，两周内在芯片法案上取得了巨大进展。 

2.集微网消息，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 6 月全国进口重点商品量值表显示，当月我国

进口集成电路 476.6亿个，进口金额折合人民币 2408亿元，较去年同期 519.8亿个的

进口量同比下降 8.3%，进口金额则基本持平。今年上半年（1-6 月累计）我国集成电

路进口量合计 3122.9 亿个，同比下滑 10.4%，累计进口金额则较去年同期增长 5.5%。

7 月 13日，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 2022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9.72万亿元，

增长 4.2%，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49.1%。上半年，我国电工器材、集成电路、汽

车等机电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24.8%、16.4%、51.1%；我国铜材、基本有机化学品、集成

电路等中间产品进口分别增长 16.2%、7.9%和 5.5%。 

3.IDC于 11日发布，2022年第二季全球传统 PC出货量 7130万台、年减 15.3%，这是

继两年增长后，连续第二个季度出货量下降。IDC所统计的传统 PC包括桌面笔记本电

脑、笔记本电脑和工作站，不包括平板电脑或 x86服务器。数据显示，第二季全球 PC

市场份额前五名依序为联想、市场份额 24.6%; 惠普 18.9%、戴尔 18.5%、宏碁 6.9%、

苹果 6.7%。IDC 表示，从全球 PC 市场前五大供应商来看，尽管前三名的排名没有改

变，但苹果跌至第五位，与华硕、市场份额 6.6%相仿，主要原因在于该季度苹果的产

量有所下降，预期在供应因素得到缓解的情况下，预计苹果将在今年下半年提高产量。 

4. 集微网消息，继 6 月 7 日，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预计苹果

AR/MR 头显将推迟至 2023 年第二季度发布之后。今日，郭明錤再度给出了关于苹果

AR/MR 的最新出货量以及供应链预测。郭明錤表示，高单价的 Pancake 透镜是苹果

AR/MR 的关键光学零组件，直接影响视觉体验与外观设计。而且，第二代 Apple AR/MR

可能有高阶与较低售价两种机型，预计在 2025 年上半年出货，零组件供应商预计自

2024 年下半年开始出货。受益于第二代 Apple AR/MR 产品区隔策略与生态，Apple 

AR/MR 出货量最快可能在 2025 或 2026 年达 1000 万部。其中，第一代 Apple AR/MR

的Pancake透镜供应商为玉晶光 (主要供应商) 与扬明光 (第二供应商)。GIS为Pancake

透镜贴合供应商，预计以上供应商均在第二代供应链中。另外，第一代 Apple AR/MR

将配备 2 个 3P Pancake 模组，Pancake 透镜总成本约$30-40 (USD)，约等同 20 个高阶

7P 镜头，为 Apple 光学供应链中长期新成长动能。预计第二代 Pancake 透镜成本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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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以改善视觉体验与外观设计。大立光可能成为第二代 Apple AR/MR 头盔的

Pancake 透镜新供应商，预计将在台中新厂房为此订单扩产。 

5. 集微网消息，近日，有数码博主爆料称，华为 Mate50 系列新品发布会时间基本确

定为 8 月底，且其中标准版和 Pro 版本机型已经定版，会在影像方面带来新东西，同

时系统搭载鸿蒙 3.0，不久后应该会发布。就在今年 7 月初，全新品牌华为影像 XMAGE

正式发布，基本可以确定这与 Mate 50 系列关联性。而在近期，华为鸿蒙 HarmonyOS 

3.0 开发者 Beta 测试版也已经开始推送，主打全场景智慧体验，在交互设计、多设备

互联互通、性能、 用户关怀等方面带来了全面的提升。华为 Mate 40 系列于 2020 年

底发布，自此以后，Mate 系列手机已经有近 2 年的时间没有推出新品了。主要原因自

然是来自供应链方面的限制问题，如今 Mate 50 系列即将浮出水面，这也证明华为供

应链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三、 本周上市公司重要消息 

【奥来德】股东深圳南海及杭州南海在2022年6月19日至2022年7月11日期间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108.9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6%。 

【闻泰科技】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69.29万

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3.89万股解锁，上市流通时间为2022年7月18日。公司产

品集成业务正在积极布局汽车电子领域，公司为国内新能源汽车头部厂商品牌配套的

智能座舱产品开发进展顺利。目前，该汽车座舱产品已经进入量产并开始出货。 

【南大光电】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40亿-1.52亿元，同比增长63.70%-

77.74%，扣非归母净利润1.10亿-1.22亿元，同比增长66.99%-85.20%。 

【兆驰股份】预计2022年1-6月实现归母净利润4.50亿元-6.00亿元，同比下降

42.80%-57.10%；扣非净利润4.00亿元-5.00亿元，同比下降46.34%-57.07%。 

【欧菲光】预计2022年1-6月实现归母净利润亏损7.50亿元-9.50亿元；扣非净利润亏

损8.00亿元-10.10亿元。 

【光峰科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

市，归属股票数量为288.15万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2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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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点推荐个股及逻辑 

我们的重点股票池标的包括：超频三、奥来德、闻泰科技、天通股份、南大光电、兴

瑞科技、兴森科技。 

个股逻辑： 

【超频三】超频三是我们以全年持续高增以及未来两三年持续健康成长为标准，筛选

行业后选出的标的之一。通过年前的业绩预告和正极关键材料扩产公告，公司传统业

务的负面包袱已经处理，未来公司发展重点将切向废旧电池回收至锂电正极关键材

料。 

目前来看，上半年的成长预期很好，全年以及明年利润可能大超我们先前报告的预

期，其重要驱动力在于接下来锂电正极材料的规模化扩产，一期扩产可落地的产能是

明确的，明年下半完全满产后（目前先期已投入建设）正极材料相关领域有望实现40

亿以上收入，对应4-5亿净利润，而且二期三期扩产将继续投入，因此当下市值显然

明确低估，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奥来德】我们看好公司在OLED有机发光和功能材料领域的不断突破与进阶空间，也

坚定认为蒸发源的成长瓶颈绝不在当下，还有非常明确的上升通道。有机发光与功能

材料的持续推进与应用切入，面对的空间更大、而且国产化替代的需求也更为强烈，

我们预估公司2021-2023年利润将有望达到1.37亿、2.75亿、3.93亿，予以公司买入

评级。 

【闻泰科技】5G普及所带来的终端ODM需求量和成本的上升，制造难度的提升也会促

升ODM的经营毛利水平，这会明确抬升公司未来两年的盈利基数。关键客户的ODM的合

作模式与深度，以及器件模组等元件产品供应的增量弹性。半导体，5G、新能源汽

车、IOT等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半导体板块旺盛的需求成长，叠加以美国贸易战

和实体名单对中国的制约，国内半导体行业具备独立IDM能力的公司在相当长的一段

周期里都将充分享受元件国产化所带来的替代红利。闻泰安世的IDM产能本来就在全

球居于前列，国内无出其右者，未来如临港12寸线能如期置入，伴之以闻泰自身以及

投资的超长产业链布局一体化共振，闻泰将成为国内IDM无可替代的行业龙头，建议

投资者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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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股份】今年是公司各个领域的成长大年，Miniled带动蓝宝石量价齐升，利润

贡献重回2019年高点，磁性材料在新能源等多领域应用的带动下亦有较佳成长，目前

来看对应领域的成长都有长维度延续性。和协鑫共同开发的CCZ长晶炉目前已经进入

批量开发的前期攻关阶段，未来放量预期明确，颗粒硅毫无疑问是光伏技术的下一个

跃迁突破口，CCZ连续直拉法有望大幅改善拉晶效率，行业技术与生态一旦成熟，增

量空间较大，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 

【南大光电】在国内半导体关键材料的制备领域，是一家非常有特点的公司：首先，

根基牢固：有多条不同产品体系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业务线，扎根于对应细分领域的

国产化替代，能够很好地为上市公司提供利润和成长保障。第二，厚积薄发：在不同

产品的细分领域，如光刻胶、特种气体、前驱体等，又都有阶梯递进的良好技术储备

与客户推进，能够为我国半导体行业解决关键的卡脖子问题，同时也能成为公司新的

放量成长驱动源；第三，领军效应，在MO源、氢类、氟类特气等部分产品上，已经成

为全球第一或者前列，这为公司奠定了良好的行业地位与社会认同，也为后续其他产

品的成长起到了良好铺垫，目前公司已经进入成长兑现期，维持公司买入评级。 

【兴瑞科技】得益于与松下等大客户同步研发积累的技术和量产能力，公司在新能源

汽车头部客户等方面有较强的积累，近两年也实现了客户的迭代与增长落地，取得了

更多的行业客户资源，使公司的渠道端出口迅速打开。另外，公司在三电领域实现了

从单一零组件到模组类产品的研发突破，样件得到了下游大客户的认可与应用，这意

味着公司产品端已并非过去仅仅依赖连接器或少数BDU类产品，开始向PDU、OBC、DC-

DC，还有鱼眼端子相关的所有连接器模块组件产品方向拓延，未来的产品交付模式，

会从过去的单一部件走向与客户前期开发紧密嵌合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覆盖会延伸至

新能源汽车上所有的模块化单元，兴瑞科技在高压强电传输/隔绝与模组设计、包括

精密镶嵌注塑等复合领域的深厚积累优势正在逐渐显现，成长可期。 

【兴森科技】今年上半年，即使在行业各个下游景气度转弱、以及上海、深圳等地疫

情封控造成的物流阻断的情况下，公司面对IC载板产能大规模投产带来的高技术人员

扩招的成本和设备折旧压力，仍有望交出平稳增长的业绩表现，规划的FCBGA产线最

快有望于明年上半年投产，成为国内首家实现FCBGA封装基板量产的企业。在目前

FCBGA项目团队逐步到位的前提下，有望通过珠海基地的投产打通关键工艺环节、快

速实现客户认证，并为广州基地60亿产能的落地储备量产经验、积累客户资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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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公司当前在IC载板领域的产能、技术工艺、规划等诸多层面，均领先于国内同

行，在此重申公司作为国内一线半导体材料标的的投资价值。 

五、 风险提示 

(1)市场超预期下跌造成的系统性风险； 

(2)重点推荐公司相关事项推进的不确定性风险. 

表1： 重点推荐公司盈利预测表 

[Table_ImportCompany] 
代码 名称 最新评级 

EPS PE 股价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2/07/15 
 

[Table_ImportCompany1] 300647 超 频 三 买入 -0.35 0.2 0.69 1.47 -31.97 56.5 16.38 7.69 11.3 

688378 奥 来 德 买入 1.33 3.22 5.07  27.21 11.2 7.11  36.06 

600745 闻泰科技 买入 2.1 3.06 4.68 7.41 34.59 23.69 15.49 9.78 72.48 

600330 天通股份 买入 0.42 0.57 0.73  28.58 20.88 16.3  11.9 

300346 南大光电 买入 0.25 0.65 0.85 1.08 124.17 47.86 36.6 28.81 31.11 

002937 兴瑞科技 买入 0.38 0.5 0.88 1.29 47.02 35.8 20.34 13.88 17.9 

002436 兴森科技 买入 0.42 0.49 0.59  25.86 22.04 18.31  10.8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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