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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测设备空间大格局好，上海精测、中科飞测等国产品牌蓄势待发 

——半导体量测设备行业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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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量测设备是第四大制程设备环节，诞生大公司 KLA。量测设备的市场规模

小于刻蚀、薄膜沉积设备、光刻机，但大于清洗设备、CMP、离子注入、Track、

电镀等环节。2021 年，量测设备全球市场规模 104 亿美元，占 WFE 市场的 11%，

而刻蚀 209 亿美元占 23%，薄膜沉积 207 亿美元占 22%，光刻机 171 亿美元占

19%。量测设备环节龙头 KLA，2022 自然年收入指引 101.5-104.5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4%-28% 

国内外半导体量测设备市场都被美日欧垄断。根据中科飞测招股说明书，2020

年全球半导体量测设备主要被 KLA、Applied Materials、日立高科技、Lasertec、

Onto、ASML、Nova、Camtek 等垄断；中国大陆市场同样被 KLA、Applied 

Materials、日立高科技、Lasertec、ASML 等垄断，其中美、日、欧的量测设备

厂商份额分别不低于 64%、11%、3%，美国厂商份额最高。 

半导体量测设备国产化率低。根据精测电子最新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在前道量

测领域，本土生产线的国产设备供给率较低。2021 年，国内量测设备龙头企业

上海精测半导体、中科飞测销售收入分别为 1.11 亿元、3.61 亿元。国产厂商的

收入规模较小，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偏低。根据中国国际招标网数据统计，本土

产线量测设备仍主要依赖于 KLA、Onto、应用材料等进口品牌。 

量测设备的国产品牌蓄势待发。尽管相比刻蚀、PVD、CMP、清洗等环节，量测

设备环节国产化率偏低，但我国涌现了一批优质的国产量测设备品牌，包括睿励、

东方晶源、上海精测半导体、中科飞测、埃芯半导体、南京中安、御微半导体，

而天准科技通过收购 Muetec、赛腾股份通过收购 Optima，布局量测业务。 

精测电子布局多个量测设备，且获得重复订单。上海精测的膜厚产品、电子束量

测设备已取得国内一线客户的批量订单；明场光学缺陷检测设备已取得突破性订

单；OCD 设备获得多家一线客户的验证通过，且已取得部分订单；半导体硅片

应力测量设备也取得客户订单，其余储备的产品目前正处于研发、认证以及拓展

的过程中。截至 2022 年 11 月 11 日，精测电子公布子公司上海精测在过去 12

个月内中标某客户 3.38 亿元订单。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半导体前道量测设备厂商中微公司、天准科技、赛腾股份、

精测电子。 

中微公司：参股的睿励科学仪器，主要产品包括光学膜厚测量设备和光学缺陷检

测设备，以及硅片厚度及翘曲测量设备等，2021 年睿励销售收入 0.41 亿元。 

精测电子：膜厚产品（含集成式膜厚产品）、电子束、明场晶圆有图形缺陷检测、

OCD 量测等设备产品和相关技术通过自主研发均实现技术突破，获得了国内一

线客户的批量订单或验证通过。2021 年上海精测销售收入 1.11 亿元。 

天准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精密测量仪器，测量精度达到 0.3 微米，与国际最先

进同类产品精度相当。2021 年公司收购德国 MueTec 100%股权，布局晶圆的

OCD、Overlay 等尺寸测量，以及晶圆的宏观和微观缺陷检测设备。22H1 在半

导体及泛半导体领域，实现营业收入 2.2 亿元。 

赛腾股份：公司收购全球领先晶圆检测设备供应商日本 OPTIMA，切入半导体业

务，布局晶圆边缘检测、晶圆缺陷检测、晶圆正面/背面检测、针孔缺陷检测等。

2021 年公司半导体板块营收 2.17 亿，增速良好；毛利率高达 45%，维持高位。 

风险分析：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技术迭代风险，美国进一步限制关键设备和

零部件出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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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报 

光伏设备和半导体设备业绩表现强劲，国内晶圆

代工龙头逆周期加大投资力度 

——机械行业周报 2022 年第 35 周（8.21-8.27） 

新能源汽车拉动碳化硅快速增长，四川工业企业

让电于民反映电力系统配储紧迫 

——机械行业周报 2022 年第 34 周（8.14-8.20） 

中微公司陆续布局 LPCVD 等新产品，美国芯片

法案后再次加大 EDA、半导体材料的出口限制—

—机械行业周报 2022 年第 33 周（8.7-8.13）

（2022-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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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半导体量测设备是第四大制程设备环

节，诞生大公司 KLA 

量测设备的市场规模小于刻蚀、薄膜沉积设备、光刻机，但大于清洗设备、CMP、

离子注入、Track、电镀等环节。 

图 1：各类制程设备的全球市场规模对比（2020-2022E，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上证路演中心，中微公司，Gartner 2022，光大证券研究所 

按照各类制程设备的 2021 年全球市场规模或价值量占比排序依次是： 

(1) 刻蚀：209 亿美元，占 23%； 

(2) 薄膜沉积：207 亿美元，占 22%； 

(3) 光刻机：171 亿美元，占 19%； 

(4) 量测设备：全球市场规模 104 亿美元，占 11%； 

(5) 清洗：51 亿美元，占 6%； 

(6) 涂胶显影：37 亿美元，占 4%； 

(7) CMP：28 亿美元，占 3%； 

(8) 热处理：26 亿美元，占 3%； 

(9) 离子注入：21 亿美元，占 2%。 

 

图 2：各类制程设备的全球市场规模及占比（2021，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上证路演中心，中微公司，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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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测设备龙头 KLA 2021 自然年收入 82 亿美元，位居全球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第

5 名，2022 自然年收入指引 101.5-10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28%。 

 

图 3：KLA 收入规模居全球半导体设备厂商第 5 位（2021 年，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各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4：KLA 2022 年收入预计延续高增长趋势（亿美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2022 年预测值取自 KLA 公告收入指引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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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半导体量测设备市场都被美日欧

垄断 

根据中科飞测招股说明书，2020 年全球半导体量测设备主要被 KLA、Applied 

Materials、日立高科技、Lasertec、Onto、ASML、Nova、Camtek 等垄断。

其中，KLA 垄断了全球 1/2 的量测设备市场份额。 

 

图 5：2020 年全球半导体量测设备竞争格局（销售额口径） 

 

资料来源：中科飞测招股说明书，光大证券研究所 

 

按照各家公司公告的 2021 财年销售额，KLA 位居量测设备行业第一，毛利率

61%、净利率 36%均超过大部分同行。 

 

表 1：KLA 位居全球半导体量测行业第一 

序号 企业 单位 
最近财年 

量测收入 

量测业务 

毛利率 

公司整体 

净利率 

量测业务 

主要产品 

1 KLA 亿美元 92.12 61% 36% 
膜厚、OCD、晶圆缺陷检测、光罩缺陷检测，

电子束缺陷 Review 等全系列 

2 AMAT 亿美元    电子束检测、光罩缺陷检测、晶源缺陷检测 

3 日立 亿日元    CD-SEM 

4 Lasertec 亿日元 904 53% 27.5% EUV 光罩检测 

5 Onto 亿美元 7.89 54% 18% 膜厚、无图形晶圆缺陷检测，OCD 等 

6 ASML 亿欧元 5.14   Overlay、OCD、电子束（多束）检测 

7 Nova 亿美元 4.16 57% 22.4% 膜厚、OCD 等 

8 Camtek 亿美元 2.70 51% 22.4% AOI 缺陷检测 

9 中科飞测 RMB 亿元 3.61 49% 15% 
形貌、晶圆缺陷检测、膜厚(介质、金属)、

套刻精度量测等 

10 上海精测 RMB 亿元 1.11   
膜厚、电子束、明场晶圆有图形缺陷检测、

OCD、硅片应力测量设备等 

11 睿励 RMB 亿元 0.41   膜厚、OCD、硅片厚度及翘量设备等 

资料来源：Wind，各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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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市场同样被 KLA、Applied Materials、日立高科技、Lasertec、ASML

等垄断，其中美、日、欧的量测设备厂商份额分别不低于 64%、11%、3%，美

国厂商份额最高。 

图 6：中国大陆半导体量测设备行业竞争格局（销售额口径） 

 
资料来源：中科飞测招股说明书，光大证券研究所 

 

3、 半导体量测设备国产化率低 

根据精测电子最新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在前道量测领域，本土生产线的国产设

备供给率较低。 

2021 年，国内量测设备龙头企业上海精测半导体、中科飞测销售收入分别为 1.11

亿元、3.61 亿元，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偏低。 

根据中国国际招标网数据统计，本土产线量测设备仍主要依赖于 KLA、Onto、

应用材料、ASML、日立等进口品牌。 

表 2：某本土晶圆制造产线量测设备中标数据统计（截止 2021 年底） 

 台数 数量占比 设备类别 

KLA 98 26.3% 
Overlay、表面颗粒检测、晶圆应力测量、OCD、膜厚、暗

场缺陷检测、亮场缺陷检测等 

Onto 104 28.0% OCD、膜厚 

AMAT 29 7.8% 电子束缺陷分析 

ASML 26 7.0% 套刻误差直接量测 

日立 40 10.8% CD-SEM 

FEI 7 1.9% 双束显微镜系统 

安捷伦 4 1.1% 质谱仪 

中科飞测 7 1.9% 光学表面三维形貌量测 

上海精测 2 0.5% 膜厚 

睿励 6 1.6% 介质薄膜测量 

其他 49 13.2%  

总计 372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招标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根据中国国际招标网数据统计，相比去胶、刻蚀、PVD、CVD、CMP、清洗、热

处理等环节，量测设备环节的国产化刚刚起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8- 证券研究报告 

机械行业 

图 7：本土晶圆制造产线的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截止 2021 年底）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招标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4、 量测设备的国产品牌蓄势待发 

我国涌现了一批优质的国产量测设备品牌，包括睿励、东方晶源、上海精测半导

体、中科飞测、埃芯半导体、南京中安、御微半导体，而天准科技通过收购 Muetec、

赛腾股份通过收购 Optima、中微半导体参股睿励，布局量测业务。 

表 3：国产半导体量测设备产品的竞争与互补性 

序号 企业 成立年份

或参股年

份 

膜厚 OCD 电子束 硅片/晶

圆形貌 

无图形晶

源缺陷检

测 

有图形晶

圆缺陷检

测 

套刻误差 光罩检测 

1 中科飞测 2014 *   * *  *  

2 上海精测 2018 * * * *  *   

3 睿励 2005 * *  *     

4 东方晶源 2014   *      

5 埃芯半导体 2020 * *       

6 南京中安 2020    * *    

7 御微半导体 2019        * 

8 天准科技 2020  *     *  

9 赛腾股份 2019    *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各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光大证券研究所 

根据各公司公告，国内半导体量测设备头部企业步入加速成长阶段： 

(1) 中科飞测：销售收入从 2018 年 0.30 亿元增长 11 倍至 2021 年的 3.61 亿元； 

(2) 上海精测半导体：收入从 2018 年的 0.026 亿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1.11 亿元，

且呈加速增长态势； 

(3) 睿励科学仪器：中微入股后，销售额从 2019 年的 0.12 亿元增至 2021 年的

0.4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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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国产半导体量测设备企业历年收入对比（亿元） 

序

号 
企业 

成立年份或参股

年份 
收入 增速 

   2018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1 中科飞测 2014 0.30 0.56 2.38 3.61 87% 325% 52% 

2 上海精测 2018 0.026 0.04 0.57 1.11 54% 1325% 95% 

3 睿励 2005 0.27 0.12  0.41 -56%   

4 赛腾股份 2019 1.79 >1.34 1.51 1.15   -24%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根据中科飞测招股说明书，中科飞测的晶圆厂客户包括 SMIC、长存、士兰微、

芯恩、晋华、广州粤芯、中芯绍兴等。 

表 5：中科飞测的订单和客户统计 

序号 客户 合同金额 合同签订年份 

1 中芯国际 超过 10,000 万元 2019、2020、2021 

2 长江存储 超过 10,000 万元 2019、2020、2021 

3 华天昆山 超过 8,000 万元 2019、2020、2021 

4 士兰集科 超过 5,000 万元 2020、2021 

5 长电先进 超过 4,000 万元 2019、2020 

6 客户 A 超过 4,000 万元 2020、2021 

7 北京屹唐科技 超过 4,000 万元 2021 

8 芯恩（青岛） 超过 3,000 万元 2020、2021 

9 上海芯物科技 超过 3,000 万元 2021 

10 天津中环领先 超过 3,000 万元 2021 

11 江苏卓胜微 超过 3,000 万元 2021 

12 浙江创芯集成 超过 3,000 万元 2021 

13 润西微 超过 2,000 万元 2021 

14 福建晋华 超过 2,000 万元 2021 

15 客户 B 超过 2,000 万元 2020 

16 客户 F 超过 2,000 万元 2021 

17 江苏天芯微半导体设备 超过 1,000 万元 2021 

18 宁波泰睿思微电子 超过 1,000 万元 2021 

19 上海集成电路装备材料创新中心 超过 1,000 万元 2021 

20 重庆京东方 超过 1,000 万元 2021 

21 广州粤芯 超过 1,000 万元 2021 

22 江苏芯德半导体 超过 1,000 万元 2020 

23 华卓精科 超过 1,000 万元 2020 

24 拓荆科技 超过 1,000 万元 2020 

25 中芯绍兴 超过 1,000 万元 2019、2021 

资料来源：中科飞测招股说明书，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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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建议：关注半导体前道量测设备厂

商中微公司、精测电子、天准科技、赛腾股

份 

中微公司：CCP+ICP+Epi+ALD+LPCVD+量测 

量测：参股的睿励科学仪器，主要产品包括光学膜厚测量设备和光学缺陷检测设

备，以及硅片厚度及翘曲测量设备等，2021 年睿励的销售收入 0.41 亿元。 

LPCVD：用于金属的沉积，具有创新的设计、独立的知识产权和优秀的阶梯覆盖

率和填充能力，能够满足先进逻辑器件接触孔填充应用，以及 64 层、128 层和

200 层以上 3D NAND 中的多个关键应用，目前已通过关键客户的工艺验证，并

积极推进设备在客户产线进行量产验证； 

Epi：正在开发拥有主知识产权的外延设备，以满足客户先进制程中锗硅外延生

长工艺的电性和可靠性需求，目前该设备研发进展顺利，已进入样机的制造和调

试阶段； 

ALD：研发也在积极推进中，所开发的设备能够满足先进存储器件和逻辑器件金

属阻挡层的应用，以及先进逻辑器件中金属栅极的应用； 

ICP：出货量保持高速增长。Primo nanova® ICP 刻蚀产品已经在超过 15 家客

户的生产线上进行 100 多个 ICP 刻蚀工艺的验证。2021 年推出的具有高输出率

特点的双反应台 ICP 刻蚀设备 Primo Twin-Star®刻蚀设备，已经在国内领先的

客户生产线上完成认证，订单数量持续增加。 

CCP：在部分客户市场占有率已进入前三位，公司继续积极与主流客户合作，定

义下一代 CCP 刻蚀机的主要功能及技术指标，正开发更先进的 CCP 刻蚀机产品。 

风险提示：产品研发进度不及预期、美国进一步限制关键设备和零部件出口

的风险技术迭代风险  

 

精测电子：布局五大量测设备，进入重复批量订单阶段 

子公司上海精测半导体布局五大量测设备。膜厚产品（含集成式膜厚产品）、电

子束、明场晶圆有图形缺陷检测、OCD 量测等设备产品和相关技术通过自主研

发均实现了技术突破，获得国内一线客户的批量订单或验证通过。 

量测设备的主流客户不断增加，行业地位持续提升。根据公司公告和中国国际招

标网，上海精测半导体的客户群体包括 SMIC、晋华、上海新昇、上海积塔、燕

东微、长存、上海芯物、广州粤芯等国内主流晶圆厂或头部硅片厂。 

根据 2022 年 11 月 8 日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内容记录，上海精测全面布局多品

类半导体量测设备： 

(1) 膜厚产品：已取得国内一线客户的批量订单； 

(2) 电子束量测设备：已取得国内一线客户的批量订单； 

(3) 明场光学缺陷检测设备：已取得突破性订单； 

(4) OCD 设备：获得多家一线客户的验证通过，且已取得部分订单； 

(5) 半导体硅片应力测量设备：取得客户订单； 

(6) 其余储备的产品：目前正处于研发、认证以及拓展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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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2 日，精测电子公布子公司上海精测半导体在过去 12 个月内中

标某客户 3.38 亿元订单。相比 2021 年销售收入 1.11 亿元，此次公告意味着上

海精测半导体的量测业务，从早期研发验证阶段，步入重复批量订单阶段。 

根据公司公告和中国国际招标网，上海精测半导体的客户群体包括 SMIC、晋华、

上海新昇、上海积塔、燕东微、长存、上海芯物、广州粤芯等。 

表 6：上海精测半导体中标统计 

序号 中标人 中标日期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中标台数 客户、产线 

1 上海精测半导体 2022-08-02 12 吋扫描式电子

显微镜 

电子束缺陷检测 1 福建晋华 

2 上海精测半导体 2022-07-29 抛光片检测机  1 上海新昇半导

体 

3 上海精测半导体 2022-06-07 厚度测量设备 膜厚 1 上海积塔半导

体 

4 上海精测半导体 2022-05-09 量测设备  1 批 北京燕东微 

5 上海精测半导体 2022-04-22 12 吋扫描式电子

显微镜 

电子束缺陷检测 1 福建晋华 

6 上海精测半导体 2021-06-10 氧化层抛光设备

集成式膜厚测量 

膜厚 1 上海芯物科技 

7 上海精测半导体 2020-08-17 集成式膜厚光学

关键尺寸量测仪 

膜厚 3 长江存储 

8 上海精测半导体 2020-01-17 集成式膜厚光学

关键尺寸量测仪 

膜厚 3 长江存储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招标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技术迭代风险、美国进一步限制关键设备和零部件出口的风险 

 

天准科技：视觉测量对标国际顶尖设备，收购 MueTec 全面布局半导体量测 

自研量测设备技术国际领先。公司自主研发精密测量仪器，测量精度达到 0.3 微

米，海克斯康和基恩士的同类型产品精度相当，公司产品可实现对工业零部件进

行高精度尺寸测量，广泛应用于包括消费电子、PCB、半导体在内的精密制造各

行各业。 

收购 MueTec 全面布局半导体量测。2021 年公司收购德国 MueTec 100%股权，

加快布局半导体领域步伐。MueTec 产品面向半导体前道晶圆环节，可实现晶圆

的 OCD、Overlay 等尺寸测量，以及晶圆的宏观和微观缺陷检测。公司着手进

行国内产能建设，推进 MueTec 产品线技术升级，以覆盖 55nm、28nm 等工

艺节点。同时瞄准高端装备领域，投资苏州矽行半导体有限公司，研发相关领域

的关键零部件。 

半导体业务增速亮眼。公司 2021 年在光伏半导体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9 亿元，

同比增长 471.11%；2022H1 在半导体及泛半导体领域，实现营业收入 2.2 亿

元，同比增长 53.86%，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47.99%。公司持续拓展半导体行业

新业务，逐步与核心客户简建立合作关系，未来有望进一步在半导体领域创造新

增长点。 

风险提示：技术快速迭代的风险、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风险 

 

赛腾股份：收购日本 OPTIMA，涉足晶圆检测领域，开拓高端半导体业务 

收购领先晶圆检测设备供应商，开拓半导体新业务。公司通过收购全球领先的晶

圆检测设备供应商日本 OPTIMA（当前持股 74.10%）涉足晶圆检测装备领域。

OPTIMA 主营产品为晶圆边缘检测、晶圆缺陷检测、晶圆正面/背面检测、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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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检测等，其检测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产品在日、中、韩三国市场占据极

大份额。 

进军高端半导体领域，拓展优质客户。公司目前半导体领域产品主要有固晶设备、

分选设备，晶圆包装机、倒角轮廓机、倒角粗糙度量测、晶圆字符检测机、晶圆

激光打标机、晶圆激光开槽机、光伏组件自动化单机设备及整线等。在半导体晶

圆检测板块，公司拥有 sumco、 sksiltron、 samsung、奕斯伟、中环半导体、

金瑞泓等优质客户。 

切入半导体赛道，业绩发展彰显韧性。2021 年公司半导体板块营收 2.17 亿元，

同比增长 0.47%，保持良好增长；毛利率高达 45%，维持高位。公司进一步加

大半导体领域产品渗透，未来将持续稳定扩大半导体领域业务范围。 

风险提示：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汇率波动风险、研发进度不及预期的风

险 

 

6、 风险提示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风险。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严峻复杂程度加剧，半导体行

业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进口原材料采购周期延长，给企业生产制造带来压

力，导致半导体设备产品交付周期延长。国内企业要进一步加强供应链安全建设，

以防范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供应链风险。 

技术迭代风险。随着半导体行业技术的发展和迭代，下游客户对相关设备及性

能的需求也随之变化。如果国内企业未来未能准确理解下游客户的产线设备及工

艺技术演进需求，或者技术创新产品不能契合客户需求，可能导致设备无法满足

下游产线生产制造需要，对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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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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