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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电子行业指数本周涨跌幅：截至2022年11月4日，申万电子板块本

周上涨8.35%，跑赢沪深300指数1.97个百分点，涨幅在31个申万一

级行业中位列第8位；申万电子板块2022年11月以来累计上涨6.46

个百分点，跑输沪深300指数0.90个百分点；申万电子板块2022年

以来累计下跌31.48%，跑输沪深300指数7.73个百分点。

 电子行业二级子板块本周涨跌幅：截至2022年11月4日，申万电子

板块的6个二级子板块本周全面上涨，涨幅从高到低依次为：SW消

费电子（11.23%）＞SW元件（9.17%）＞SW电子化学品（9.16%）＞

SW其他电子（8.67%）＞SW半导体（7.73%）＞SW光学光电子

（5.69%）。

 本周部分新闻和公司动态：（1）五部门：全面提升虚拟现实关键

器件、内容生产工具、专用信息基础设施的产业化供给能力；

（2）村田：电容元件下半年业绩预估较上一年同期衰退；（3）消

息称半导体代工厂正与车企协商涨价 小部分厂商车用芯片有望小

幅涨价；（4）8寸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因应需求减弱 下修今年资

本支出约10%；（5）传台积电大砍供应链订单 最多高达四、五

成；（6）面板行业释放回暖信号；（7）工信部：前三季度我国规

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8）产能暴降 传年底台

积电3纳米月产能由4.4万片下修至1万片；（9）高通第四季度经调

整营收113.9亿美元 市场预估114亿美元；（10）环球晶：半导体

产业将于2024年恢复成长；（11） AMD第三季度营收略高于市场预

估；（12）群智咨询：显示驱动芯片市场寒潮可能延续至2023年

底；（13）（14）通富微电定增结果：大基金二期获配近3亿元；

（15）大族激光：拟向子公司增资7.4亿元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电子行业周观点：从三季报情况看，电子行业分化较为明显，半导

体材料与设备、功率半导体板块业绩表现较好，而消费类电子、显

示面板、被动元件等业绩承压。今年以来电子行业回调幅度较大，

受全球疫情、海外冲突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电子行业下游需求

萎靡，且向中上游环节传导，从细分板块来看，跌幅较为明显的为

消费电子、面板、LED、IC设计和PCB等板块，而半导体设备与材

料、功率半导体和汽车电子等细分领域虽然景气度较好，但今年以

来整体也出现一定回调，表明市场情绪较为低迷。投资方面，建议

关注中报业绩出色及所属细分领域景气度较好的个股，如AR/VR、

汽车电子、功率半导体、半导体材料与设备等，并关注具有景气反

转预期的板块，如液晶显示面板等。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不如预期，行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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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行业行情回顾

电子行业指数本周涨跌幅：截至 2022 年 11 月 4 日，申万电子板块本周上涨 8.35%，跑

赢沪深 300 指数 1.97 个百分点，涨幅在 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位列第 8 位；申万电子

板块 2022 年 11 月以来累计上涨 6.46 个百分点，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90 个百分点；

申万电子板块 2022 年以来累计下跌 31.48%，跑输沪深 300 指数 7.73 个百分点。

图 1：申万电子行业 2021 年初至今行情走势（截至 2022 年 11 月 4 日）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表 1：申万 31 个行业涨跌幅情况（单位：%）（截至 2022 年 11月 4 日）

序号 代码 名称 本周涨跌幅 本月至今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1 801880.SL 汽车 12.74 11.67 -11.78

2 801120.SL 食品饮料 11.18 12.72 -25.93

3 801210.SL 社会服务 10.78 10.92 -10.30

4 801200.SL 商贸零售 10.15 11.77 -12.27

5 801730.SL 电力设备 9.99 10.28 -15.47

6 801980.SL 美容护理 9.83 10.34 -13.09

7 801050.SL 有色金属 9.48 9.99 -13.34

8 801080.SL 电子 8.35 6.46 -31.48

9 801760.SL 传媒 8.16 6.92 -32.52

10 801970.SL 环保 7.55 6.97 -19.10

11 801890.SL 机械设备 7.09 7.00 -15.23

12 801230.SL 综合 6.95 8.12 6.43

13 801030.SL 基础化工 6.86 7.86 -16.43

14 801710.SL 建筑材料 6.24 8.58 -31.11

15 801010.SL 农林牧渔 6.09 5.23 -12.77

16 801790.SL 非银金融 6.00 5.94 -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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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1 月 4 日，申万电子板块的 6 个二级子板块本周全面上涨，涨幅从高到

低依次为：SW 消费电子（11.23%）＞SW 元件（9.17%）＞SW 电子化学品（9.16%）＞SW

其他电子（8.67%）＞SW 半导体（7.73%）＞SW 光学光电子（5.69%）。

二、产业新闻

1. 【五部门：全面提升虚拟现实关键器件、内容生产工具、专用信息基础设施的产

业化供给能力】

财联社 11 月 1 日电，工信部等五部门印发《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

划（2022—2026 年）》提出，全面提升虚拟现实关键器件、终端外设、业务运营

平台、内容生产工具、专用信息基础设施的产业化供给能力。研发高性能虚拟现

实专用处理芯片、近眼显示等关键器件，促进一体式、分体式等多样化终端产品

发展，提升终端产品的舒适度、易用性与安全性。加大对内容生产工具开发的投

入力度，提高优质内容供给水平。

2. 【五部门：到 2026 年 我国虚拟现实产业总体规模超过 3500 亿元】

17 801110.SL 家用电器 5.73 7.79 -25.69

18 801150.SL 医药生物 5.62 5.55 -19.62

19 801750.SL 计算机 5.53 1.34 -23.25

20 801130.SL 纺织服饰 5.22 5.67 -19.45

21 801040.SL 钢铁 4.88 5.25 -24.21

22 801170.SL 交通运输 4.24 6.90 -4.05

23 801140.SL 轻工制造 4.23 5.68 -25.45

24 801770.SL 通信 4.15 2.11 -11.15

25 801960.SL 石油石化 3.58 6.28 -12.11

26 801160.SL 公用事业 3.13 3.89 -15.75

27 801740.SL 国防军工 2.96 0.36 -17.01

28 801720.SL 建筑装饰 2.83 4.60 -11.97

29 801780.SL 银行 1.68 2.92 -20.11

30 801950.SL 煤炭 1.41 5.51 22.36

31 801180.SL 房地产 0.61 4.12 -20.41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表 2：申万电子行业各子板块涨跌幅情况（单位：%）（截至 2022 年 11 月 4 日）

序号 代码 名称 一周涨跌幅 本月至今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1 801084.SL 光学光电子 5.69 6.84 -31.87

2 801083.SL 元件 9.17 5.78 -29.29

3 801082.SL 其他电子 8.67 7.68 -14.15

4 801085.SL 消费电子 11.23 8.11 -35.21

5 801081.SL 半导体 7.73 5.25 -32.00

6 801086.SL 电子化学品 9.16 7.80 -18.23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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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 11 月 1 日电，工信部等五部门印发《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

划（2022—2026 年）》提出，到 2026 年，我国虚拟现实产业总体规模（含相关硬

件、软件、应用等）超过 3500 亿元，虚拟现实终端销量超过 2500 万台，培育 100

家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骨干企业，打造 10 个具有区域影响力、引领

虚拟现实生态发展的集聚区，建成 10 个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3. 【村田制作所：电容元件下半年业绩预估较上一年同期衰退】

财联社 11 月 1 日电，被动元件大厂村田制作所下修 2022 会计年度营收和获利预

估，获利恐出现年减，其中电容元件下半年业绩估较上一年同期衰退，全年力拼

持平。 (台湾电子时报)

4.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晶圆厂建设进度如预期 将于 2024 年量产】

财联社 11 月 1 日电，台积电今日表示，亚利桑那州晶圆厂约于 18 个月前动工，

建设进度如预期并将于 2024 年开始量产。

5. 【8 寸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因应需求减弱 下修今年资本支出约 10%】

财联社 11 月 1 日电，专业 8 寸晶圆代工厂世界先进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因

应终端需求减弱、客户持续库存调整及产能利用率下滑，下修今年资本支出至 210

亿元，比原本规划的 230 亿元，下修约一成；明年也放缓晶圆 5 厂产能建置速度，

资本支出持续保守以对。世界先进提出今年第 4 季展望，受到客户订单持续保守，

以及总体经济变数仍多，第四季合并营收将由上季的 133.28 亿元，降至 95~99 亿

元，环比减少达 25.7 至 28.7%。

6. 【业内人士：主流 DDR4 8Gb 现货价格下滑一成 DDR5 市场相对火热】

《科创板日报》1 日讯，业内人士称，随着双十一大促来临，存储器现货市场价格

跌幅加大，显示终端通路及品牌厂商竞价销售，主流 DDR4 8Gb 价格下滑约一成，

大容量 16Gb 也有 8%以上跌幅；利基型 DDR3 也受限于库存去化及市场抛售压力，

单月跌幅达 11%。此外，上游原厂 DDR5 产能供应增加，高端 DDR5 7000MHz 规格产

品上架即售罄，且价格约在 DDR4 的 1 倍以上，因此高端利基市场仍具有吸引力。

(台湾电子时报)

7. 【传台积电大砍供应链订单 最多高达四、五成】

财联社 11 月 1 日电，半导体景气下行，台积电二度下修资本支出之际，传出 3 纳

米制程大客户临时取消订单，台积电因而大砍协力厂订单，最多高达四、五成，

涵盖再生晶圆、关键耗材、设备等领域，由于这些供应商规模都相对较小。台积

电供应链私下透露，来自台积电的订单确实从第 3 季末开始转弱，第 4 季与明年

首季订单持续下滑。目前所知，冲击领域包括前段生产制程与后段先进封装制程，

其中对后段的影响幅度大于前段。 (台湾经济日报)

8. 【面板行业释放回暖信号】

财联社 11 月 1 日电，面板行业释放回暖信号，相关企业信心逐渐恢复。记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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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进入 10 月，全球液晶电视面板价格抬头向上，中小尺寸产品全面涨价，大尺

寸产品止跌企稳。业内人士表示，面板厂商大力控制产能，同时需求回升，中小

尺寸液晶电视面板市场景气度持续回升。考虑到明年有新产能释放，供需局面能

否彻底扭转还有待观察。 (中证报)

9. 【三星 2023 年智能手机生产量将少于 3 亿台】

《科创板日报》31 日讯，消息称三星计划在 2023 年生产 2.9068 亿台智能手机。

其中 Galaxy A 系列总共生产 2.1565 亿台，占三星智能手机总产量目标的 74%。

(TheElec)

10. 【工信部：前三季度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财联社 10 月 31 日电，据工信部消息，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9.5%，增速分别超出工业、高技术制造业 5.6 和 1.0 个百分点。9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较 8 月份上升 5.1 个百分

点。

11. 【产能暴降 传年底台积电 3 纳米月产能由 4.4 万片下修至 1万片】

《科创板日报》31 日讯，业界消息传出，台积电原定年底时 3 纳米月产能可达

4.4 万片，但现在仅约 1 万片，放量速度明显低于预期。与此同时，下给供应商的

订单预估也一路修正，据了解，现阶段订单与年初相比，修正幅度已达 4-5 成。

(钜亨网)

12. 【Omdia：预计今年服务器 DRAM 需求将达到 684.86 亿 GB】

《科创板日报》3 日讯，研究机构 Omdia 在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服务器对 DRAM

的需求，会达到 684.86 亿 GB，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今年所需的 DRAM

预计为 662.72 亿 GB。到 2026 年，服务器对 DRAM 需求的年均增长率预计会达到

24%，相关的厂商也将从中获益。

13. 【高通第四季度经调整营收 113.9 亿美元 市场预估 114 亿美元】

财联社 11 月 3 日电，高通第四季度经调整营收 113.9 亿美元，市场预估 114 亿美

元；预计明年第一季度营收 92 亿美元至 100 亿美元，市场预估 120.3 亿美元；第

四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 3.13 美元，市场预估 3.11 美元；预计明年第一季度调整

后每股收益 2.25 美元至 2.45 美元，市场预估 3.40 美元。

14. 【消息称 IC 设计公司议价失败 台积电、联电 2023 年定价策略不变】

《科创板日报》2 日讯，据业内消息人士透露，因 IC 设计公司缩减订单以应对整

个行业供应链的库存调整，台积电和联电的晶圆厂产能利用率大幅下降。尽管如

此，IC 设计公司未能与台积电和联电就 2023 年上半年的较低代工报价进行成功谈

判，后者打算保持其报价持平。

15. 【环球晶：半导体产业将于 2024 年恢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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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日报》2 日讯，全球前三大半导体硅晶圆厂环球晶昨日举行法说会，董事

长徐秀兰表示，6 吋以下产品动能放缓，但 8 吋与 12 吋产能仍可满载至明年 Q1。

预估下半年电脑、手机及存储器相关市场可能持续疲软，但车用与数据中心应用

表现强劲。2023 年整体市场表现持平，长期则由于总体经济改善、新品库存渐趋

平衡，加上数字转型的大趋势推动，2024 年将恢复成长。

16. 【AMD 第三季度营收略高于市场预估】

财联社 11 月 2 日电，AMD 第三季度营收 56 亿美元，市场预估 55.8 亿美元；预计

全年营收 232 亿美元至 238 亿美元，市场预估 238.9 亿美元；预计第四季度经调

整毛利率 51％，市场预估 52.4％；预计全年经调整毛利率大约 52％，此前预计大

约 54％，市场预估 52.4％；第三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 0.67 美元，市场预估 0.65

美元。

17. 【群智咨询：显示驱动芯片市场寒潮可能延续至 2023 年底】

《科创板日报》1 日讯，群智咨询（Sigmaintell）报告指出，进入 2022 年第四季

度，消费电子终端的需求仍无回升势头，显示驱动芯片(DDIC)价格持续走低。同

时订单减少的压力已由下游全面传导至晶圆代工行业。显示驱动芯片供需关系已

经出现反转，业界需要相当长的库存调整周期来适应需求的快速减退，显示驱动

芯片市场寒潮可能延续至 2023 年底。

18. 【消息人士称 6 英寸晶圆报价恐持续下滑】

《科创板日报》1 日讯，消息人士称近期 IT、3C 领域需求相对疲软，各大系统厂

商正积极去库存，6 英寸晶圆报价恐持续下滑。目前 6 英寸晶圆报价虽然还没有下

滑到 2019 年 60-70 美元的水准，但仍没有止跌迹象。目前 MOSFET、二极管代工的

厂商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约在七成多。

19. 【需求放缓下内存产品去库存缓慢 2023 年 Q1 仍难有起色】

《科创板日报》4 日讯，随着消费电子和企业支出需求前景面临疲软，内存应用主

要的云端服务器从 2022 下半年面临砍单压力，使得 2023 年第 1 季拉货也将难有

起色。业界指出，目前全球一线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对建置库存的意愿明显趋于保

守，供应链订单从第 3 季大幅调整，尤其是 DRAM、SSD 及 CPU 等存货较高，也是

首波遭遇库存调节的项目。但业界认为，新一代 CPU 平台支持上线以及 DDR5 新产

品扩大量产等，将有望成为 2023 年云端服务器市场的重要动能。 (台湾电子时报)

20. 【LED 大厂富采第三季营收 66.84 亿新台币 同比下降 35.3%】

《科创板日报》3 日讯，LED 大厂富采公布第三季财报，第三季营收 66.84 亿新台

币，同比下降 35.3%，环比下降 14.1%。法人表示，富采第三季转亏，主因苹果

Mac 系列新品恐延后至明年第一季发布，包括 MacBook Pro、Mac mini 和 Mac Pro

等产品线，导致富采 MiniLED 出货动能受阻。 (钜亨网)

21. 【消息称半导体代工厂正与车企协商涨价 小部分厂商车用芯片有望小幅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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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日报》3 日讯，近期车企与晶圆代工厂针对 2023 年报价协商拔河进入高

潮期，其中，小部分晶圆代工厂针对车用小幅涨价有望成功，不过高比例仍在热

议中。部分厂商倾向晶圆代工与 IDM 及 Tier 1 各退一步，预估可达成 2023 全年

代工报价个位数百分比调升，但仍依客户、订单大小不同而异。实际上，最初协

商时客户端即言明，只要供应顺畅，价格可“随行就巿”。 (台湾电子时报)

22. 【显示驱动芯片厂商大幅下调 Q4 及 2023 年投片量 封测端 DDI 晶圆库接近满仓】

《科创板日报》3 日讯，显示驱动芯片（DDI）厂商针对第 4 季及 2023 年投片都已

大幅下修，领先大厂甚至有整个第 4 季订单都延迟拉货的情况。封测端，也传出

DDI 晶圆库（wafer bank）快满仓的状况，显示出终端需求的疲软程度超出预期，

高库存水位恐怕已经不是靠砍单就能解决，更多削价清仓出货的策略将会陆续出

笼。 (台湾电子时报)

23. 【联想集团：第二财季营收 170.9 亿美元 同比下降 4%】

财联社 11 月 3 日电，联想集团发布 2022-2023 财年中期业绩，截至 9 月 30 日止 6

个月的营收为 340.4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智能设备业务集团的收入同比下降

7%；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 10.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第二财季营收 170.9 亿美

元，同比下降 4%；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 5.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董事会宣布

派发截至 9 月 30 日止 6 个月的中期股息每股 8 港仙，合共约 1.236 亿美元。

三、公司公告与动态

1. 【通富微电定增结果：大基金二期获配近 3 亿元】

财联社 11 月 1 日电，通富微电披露定增结果，此次发行价格为 14.62 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 26.93 亿元，其中大基金二期获配近 3 亿元。

2. 【大族激光：拟向子公司增资 7.4 亿元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财联社 10 月 31 日电，大族激光公告，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大族锂电增资 7.4 亿

元，其中，3.2 亿元拟通过族锂聚贤、族能聚贤、族锂聚才间接增资。公司拟将增

资完成后持有的族锂聚贤、族能聚贤、族锂聚才财产份额转让给大族激光员工及

大族锂电核心员工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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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数据更新

4.1 智能手机数据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根据 IDC 数据，22Q3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3.02 亿部，同比下

降 8.85%，环比增加 5.56%。

图 2：全球智能手机出货情况

资料来源：IDC，东莞证券研究所

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根据工信部数据，2022 年 8 月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1,813.50

万部，同比下降 21.43%，环比下降 5.14%。

图 3：国内智能手机出货情况

资料来源：工信部，东莞证券研究所

4.2 半导体销售数据

全球、中国半导体销售数据：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2022 年 9 月全球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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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为 470.0 亿美元，同比下降 3.00%，环比下降 0.51%；国内半导体 9 月销售额为

144.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4%，环比下降 3.15%。

图 4：全球半导体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5：中国半导体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东莞证券研究所

4.3 液晶面板价格数据

根据 Omdia 最新报价，2022 年 11 月，32 吋、43 吋、50 吋、55 吋和 65 吋液晶面板价

格分别为 31、52、75、87 和 116 美元/片，环比上期分别提升 6.90%、4.00%、4.17%、

3.57%和 4.50%。

图 6：液晶面板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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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mdia，东莞证券研究所

五、电子板块本周观点

投资建议：从三季报情况看，电子行业分化较为明显，半导体材料与设备、功率半导

体板块业绩表现较好，而消费类电子、显示面板、被动元件等业绩承压。今年以来电

子行业回调幅度较大，受全球疫情、海外冲突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电子行业下游

需求萎靡，且向中上游环节传导，从细分板块来看，跌幅较为明显的为消费电子、面

板、LED、IC 设计和 PCB 等板块，而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功率半导体和汽车电子等细分

领域虽然景气度较好，但今年以来整体也出现一定回调，表明市场情绪较为低迷。投

资方面，建议关注中报业绩出色及所属细分领域景气度较好的个股，如 AR/VR、汽车电

子、功率半导体、半导体材料与设备等，并关注具有景气反转预期的板块，如液晶显

示面板等。

建议关注标的：北方华创（002371.SZ）、江丰电子（300666.SZ）、联创电子

（002036.SZ）、电连技术（300679.SZ）、斯达半导 （603290.SH）、东山精密

（002384.SZ）、京东方 A（000725.SZ）等。

表 3：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2022/11/4）

股票代码
股票

名称
股价(元)

EPS（元） PE
评级

评级

变动2021A 2022E 2023E 2021A 2022E 2023E

002371 北方华创 272.60 2.15 3.72 5.12 126.95 73.35 53.25 推荐 维持

300666 江丰电子 88.69 0.47 1.15 1.58 188.70 77.13 56.00 推荐 维持

002036 联创电子 14.49 0.10 0.29 0.50 144.90 49.14 29.15 推荐 维持

300679 电连技术 41.31 0.88 1.24 1.44 46.94 33.37 28.73 推荐 维持

603290 斯达半导 369.90 2.47 4.59 6.53 149.76 80.60 56.64 推荐 维持

002384 东山精密 27.10 1.09 1.39 1.75 24.86 19.56 15.45 推荐 维持

000725 京东方 A 3.54 0.71 0.20 0.31 4.99 17.29 11.46 推荐 维持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注： 2022 年、2023 年预测 EPS 采用 iFind 一致预期

表 4：建议关注标的的主要看点（202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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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股票

名称
建议关注标的的主要看点

002371.SZ 北方华创
1. 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产品涵盖 IC、LED、面板、光伏等泛半导体领域，产品线覆盖全面，内生外延打

造泛半导体平台；

2. 2022 年上半年业绩超预期，受益下游主流晶圆厂扩产和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进程。

300666.SZ 江丰电子
国内高纯溅射靶材国内龙头供应商，主要产品包括铝靶、钛靶、钽靶、钨钛靶等，业务上下游布局广泛，

积极扩充靶材业务产线建设。

002036.SZ 联创电子
公司产品结构不断优化，车载和高精广角业务迅速放量，公司在 ADAS 镜头产品技术领先，未来有望受益

于智能汽车浪潮下车载镜头的快速发展。

300679.SZ 电连技术
汽车”三化“增加对高压连接器、高频高速连接器需求，车载连接器有望迎来量价齐升机遇。公司在国内

车载高速连接器保持领先，车载高速连接器快速放量，有望为公司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

603290.SH 斯达半导
1.公司 2022 年上半年业绩表现出色，营收、归母净利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大幅增长；

2.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车及光伏应用放量显著。

002384.SZ 东山精密

1.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营收、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分季度来看 Q2 利润实现同比、环比增长，盈

利能力大幅提升；

2.公司在 FPC、硬板和小间距 LED 封装等领域多方位卡位新能源汽车业务，利用多产业链的优势进行多方

位布局，有望充分受益汽车轻量化、智能化趋势。

000725.SZ 京东方 A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营收、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为面板价格大幅下行。公司作为行业龙头，大

规模产线布局已基本完成，资本开支将逐步收缩，随着液晶面板价格回暖，未来盈利有望重回上行趋势。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六、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不如预期：受下游创新力度放缓和全球疫情影响，以智能手机、PC、平板电

脑为代表的下游终端渗透率趋于饱和，出货开始放缓，可能对国内相关上市公司业绩

造成不利影响；

行业竞争加剧：目前在集成电路、被动元器件等领域，国内上市企业以生产中低端产

品为主，高端领域国产替代空间较大。若上市企业进行大量产能扩张，则行业未来可

能面临产能过剩，导致竞争加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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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主板股票及基金、可转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市场策略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三板（含退市整理期）等板块的股票、基金、可转债

等方面的研究报告，港股股票、基金研究报告以及非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在所知

情的范围内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受本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干涉和影响。本人保证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无任何利害关系，没

有利用发布本报告为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或者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前泄露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

声明：

东莞证券为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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