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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业绩超预期，日美荷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

加剧 
  

——电子行业周报（2023.01.30-2023.02.03）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核心观点 
市场行情回顾 
上周（01.30-02.03），A股申万电子指数上涨2.93%，板块整体跑赢沪
深300指数3.88pct、跑赢创业板综指0.88pct。在申万31个子行业中，
电子排名第7位，整体表现优异。上周申万电子二级行业中，消费电子
板块上涨6.09%，涨幅最大；涨幅最小的是半导体板块，上涨0.71%。
上周涨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凯华材料（40.80%）、方邦股份
（27.17%）、厦门信达（20.31%）、恒久科技（19.97%）、蓝思科技
（18.28%）、同兴达（18.18%）、歌尔股份（17.35%）、寒武纪
（16.52%）、三利谱（16.37%）、卓翼科技（16.12%），涨幅后十的公
司分别是澜起科技（-12.59%）、普冉股份（-8.93%）、拓荆科技（-
4.97%）、芯朋微（-4.90%）、斯达半导（-4.59%）、光峰科技（-
4.21%）、兆易创新（-4.17%）、三环集团（-3.83%）、艾为电子（-
3.34%）、源杰科技（-3.27%）。 
 
一周新闻回顾 
行业新闻:1)Meta 四季度业绩超预期 拟回购 400 亿美元;2) 日本调整引
入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新规；3）商务部拟将激光雷达等技术列入禁止
限制出口目录；4）AMD 称，预计 PC 市场将在 2023 年下滑 10%；
5）英特尔、三星、IBM 及爱立信共同研发下一代芯片；6）苹果、
AMD、英伟达争抢台积电 AI 芯片订单；7）国产量子计算机将问世，
首条量子芯片生产线要来了；8）IDC:2022 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
量同比下滑 13.2%；9）2022 年全年半导体销售创历史新高。 
公司动态：1）美国半导体厂商 Wolfspeed 宣布将在德国建造全球最大
200 毫米晶圆工厂；2）苹果将导入 Micro LED 技术，Apple Watch 
2024 年首先搭载；3）AMD 称，预计 PC 市场将在 2023 年下滑
10%;4）SK 海力士重组 CIS 团队，挑战索尼和三星；5）三星将与谷
歌和高通联手打造全新 XR 平台；6）英飞凌第一财季营收同比增长
25%，上调全年利润率预测；7）芯原股份表示正在有计划地进行自有
半导体 IP 的车规级认证；8）华润微重庆园区 8 英寸晶圆月产量达 6.5
万片；9）飞利信智能会议版块涉及 ChatGPT 技术；10）凯美特气光
刻气产品通过 ASML 子公司合格供应商认证。 
 
◼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2023年电子行业有望迎来反弹复苏行情，但行业整体
的结构性机会仍然大于板块性机会，需要持续聚焦细分赛道，精选优
质个股。我们提出了2023年电子行业投资的两个关键词组：新安全新
制造、待复苏谋创新。由此对应的两个投资方向为：以安全可控为主
的中国高端制造及以受益需求复苏和科技创新为主的芯片设计产业
链，并分别衍生出六大细分赛道：半导体制造国产替代、半导体先进
封装制造、航空大飞机高端制造（对应新安全新制造），电池管理系统
（BMS）、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碳化硅（SiC）、虚拟/增强
现实（VR/AR）+物联网（IoT）（对应待复苏谋创新）。 

我们看好“新安全新制造”带来的半导体设备、材料与零部件板块投
资机会，推荐国内半导体设备与零部件国产替代的平台型新星万业企
业，受益于 chiplet 先进封装的半导体测试探针供应商和林微纳，建议
关注半导体设备零部件龙头公司富创精密，同时我们看好受益于 C919
国产大飞机实现规模量产交付的核心供应商，建议关注振华科技、烽
火电子、景嘉微。“待复苏谋创新”中我们看好 BMS 产品力领先的赛微
微电，建议关注 MCU+BMS 优势突出的中颖电子、电源管理芯片龙头
同时在 BMS 产品布局的必易微；建议关注新能源车产业链投资机会，
推荐 IDM 模式车规功率龙头闻泰科技和 IGBT 龙头时代电气、模拟 IC
重点关注有较强产品升维能力的个股，建议关注磁传感器龙头灿瑞科
技、模拟开关龙头帝奥微，IoT 芯片建议关注中科蓝讯和恒玄科技。 
◼ 风险提示 
中美贸易摩擦、下游终端需求不及预期风险、国产替代不及预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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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ortInfo] 相关报告： 

《美股半导体集体反弹，芯片需求有望逐

渐走出底部迎来复苏》 

——2023 年 01 月 09 日 

《2022 年电子行业中期策略：坚定自立自

强+碳中和+元宇宙，静待反弹行情，把握

结构性机会》 

——2022 年 06 月 04 日 

《电子行业动态跟踪：Meta 将推出首款手

表产品，智能手表产业有望加速成长》 

——2022 年 0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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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核心观点 

本周继续维持上周观点，2023年电子行业有望迎来反弹复苏

行情，但行业整体的结构性机会仍然大于板块性机会，需要持续

聚焦细分赛道，精选优质个股。我们提出了2023年电子行业投资

的两个关键词组：新安全新制造、待复苏谋创新。由此对应的两

个投资方向为：以安全可控为主的中国高端制造及以受益需求复

苏和科技创新为主的芯片设计产业链，并分别衍生出六大细分赛

道：半导体制造国产替代、半导体先进封装制造、航空大飞机高

端制造（对应新安全新制造），电池管理系统（BMS）、绝缘栅双

极型晶体管（IGBT）+碳化硅（SiC）、虚拟/增强现实（VR/AR）+

物联网（IoT）（对应待复苏谋创新）。 

我们看好“新安全新制造”带来的半导体设备、材料与零部件板

块投资机会，推荐国内半导体设备与零部件国产替代的平台型新

星万业企业，受益于 chiplet 先进封装的半导体测试探针供应商和

林微纳，建议关注半导体设备零部件龙头公司富创精密，同时我

们看好受益于 C919 国产大飞机实现规模量产交付的核心供应商，

建议关注振华科技、烽火电子、景嘉微。“待复苏谋创新”中我们看

好 BMS产品力领先的赛微微电，建议关注 MCU+BMS优势突出的

中颖电子、电源管理芯片龙头同时在 BMS 产品布局的必易微；建

议关注新能源车产业链投资机会，推荐 IDM 模式车规功率龙头闻

泰科技和 IGBT 龙头时代电气、模拟 IC 重点关注有较强产品升维

能力的个股，建议关注磁传感器龙头灿瑞科技、模拟开关龙头帝

奥微，IOT 芯片建议关注中科蓝讯和恒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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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回顾 

2.1  板块表现 

 

上周（01.30-02.03），A 股申万电子指数上涨 2.93%，板块整

体跑赢沪深 300 指数 3.88pct、跑赢创业板综指 0.88pct。在申万

31 个子行业中，电子排名第 7 位，整体表现优异。 

 

图 1：A 股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情况（01.30-02.03）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上周（01.30-02.03）申万电子二级行业中，消费电子板块上

涨 6.09%，涨幅最大；涨幅最小的是半导体板块，上涨 0.71%。 

 

图 2：申万电子二级行业一周涨跌幅情况（01.30-02.03）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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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板块表现 

 

上周（01.30-02.03）涨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凯华材料

（40.80%）、方邦股份（27.17%）、厦门信达（20.31%）、恒久科

技（19.97%）、蓝思科技（18.28%）、同兴达（18.18%）、歌尔股

份（17.35%）、寒武纪（16.52%）、三利谱（16.37%）、卓翼科技

（16.12%），涨幅后十的公司分别是澜起科技（-12.59%）、普冉

股份（-8.93%）、拓荆科技（-4.97%）、芯朋微（-4.90%）、斯达

半导（-4.59%）、光峰科技（-4.21%）、兆易创新（-4.17%）、三

环集团（-3.83%）、艾为电子（-3.34%）、源杰科技（-3.27%）。 

 

表 1：电子板块（申万）个股上周涨跌幅前 10 名（01.30-02.03） 

周涨幅前 10 名 周跌幅前 10 名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幅(%) 
831526.BJ 凯华材料 40.80% 688008.SH 澜起科技 -12.59% 

688020.SH 方邦股份 27.17% 688766.SH 普冉股份 -8.93% 

000701.SZ 厦门信达 20.31% 688072.SH 拓荆科技 -4.97% 

002808.SZ 恒久科技 19.97% 688508.SH 芯朋微 -4.90% 

300433.SZ 蓝思科技 18.28% 603290.SH 斯达半导 -4.59% 

002845.SZ 同兴达 18.18% 688007.SH 光峰科技 -4.21% 

002241.SZ 歌尔股份 17.35% 603986.SH 兆易创新 -4.17% 

688256.SH 寒武纪 16.52% 300408.SZ 三环集团 -3.83% 

002876.SZ 三利谱 16.37% 688798.SH 艾为电子 -3.34% 

002369.SZ 卓翼科技 16.12% 688498.SH 源杰科技 -3.27%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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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新闻 

 

Meta 四季度业绩超预期，拟回购 400 亿美元 

Meta 第四季度营收 321.7 亿美元，市场预期 316.5 亿美元；

四季度 Facebook 月活用户数 29.6 亿，分析师预期 29.8 亿；四季

度 Facebook 日活用户数 20.0 亿，分析师预期 19.8 亿；四季度

Reality Labs 收入 7.27 亿美元，分析师预期 6.52 亿美元；四季度

APP家族收入 314.4亿美元，分析师预期 308.1亿美元；预计一季

度收入 260-285亿美元，分析师预期 272.5 亿美元。公司宣布 400

亿美元股票回购计划。（数据来源：科创板日报） 

 

日本调整引入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新规 

日美荷 3 国高层官员于 1 月 27 日在华盛顿进行了磋商。美国

彭博社等媒体报道称，在当天的磋商中，日美荷达成了共识，称

日本和荷兰也将引入美国政府已经启动的部分对华出口管制措施。

但并没有公开相关内容的计划，表示有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

能实施。（数据来源：36 氪） 

 

商务部拟将激光雷达等技术列入禁止限制出口目录 

近日，国家商务部称拟将激光雷达等技术列入《中国禁止出

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按照《目录》要求，激光雷达系统定位为

“车载激光探测及测距系统技术”，这是当前全球智能汽车领域，

针对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研究的核心硬件科技。伴随自动驾驶技

术的发展，相关的软硬件技术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数据来源：

每经网） 

 

AMD 称，预计 PC 市场将在 2023 年下滑 10% 

AMD 称，预计个人电脑（PC）市场将在 2023 年下滑 10%；

整体需求料将在 2023 年下半年变得更加强劲；预计 2023 年将在

数据中心业务方面扩大销售和市场份额；预计云客户的库存增加；

预计 2023 年上半年调整后毛利润率“持平”，下半年料将有所扩

张。（数据来源：36 氪） 

 

英特尔、三星、IBM 及爱立信共同研发下一代芯片 

据 eeNews报道，三星、英特尔、IBM和爱立信正在联手研究

和开发下一代芯片，该合作项目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半导体未来（FuSe）计划的一部分，并获得其 5000万美元资助。 

NSF 和四家科技巨头将在不同领域的“共同设计”基础上开发下

一代芯片。三星、爱立信、IBM 和英特尔将在设备性能、芯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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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级、可回收性、环境影响和可制造性等领域携手合作。（数据

来源：集微网） 

 

苹果、AMD、英伟达争抢台积电 AI 芯片订单 

据台湾地区经济日报，苹果、AMD、英伟达在 AI 领域竞争白

热化，传出近期同步对台积电下急单，相关芯片将在 4 月后逐步

产出。业界提到，从算力来看，当前 AI 芯片最成功应用的 

ChatGPT 已导入至少 1 万颗英伟达高端 GPU；此外，苹果 M2 系

列新芯片持续导入 AI 加速器设计；AMD 也发布相关新品，其最受

关注的“Alveo V70”AI 芯片，采用台积电 5/6 纳米 Chiplets 设计，

规划今年内推出。（数据来源：IT 之家） 

 

国产量子计算机将问世，首条量子芯片生产线要来了 

我国最新量子计算机“悟空”即将在面世，生产线正在紧锣

密鼓生产量子芯片，合肥本源量子已研发出多台中国量子计算机，

并成功交付一台量子计算机给用户使用，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

个具备量子计算机整机交付能力的国家。（数据来源：中关村在线） 

 

IDC:2022 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下降 13.2% 

2022Q4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 7292 万台，同比下降

12.6%。2022 年全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 2.86 亿台，同比

下降 13.2%，创有史以来最大降幅。时隔 10 年，中国智能手机市

场出货量再次回落到 3 亿以下市场大盘。（数据来源：界面新闻） 

 

2022 年全年半导体销售创历史新高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宣布，2022 年全球半导体行业

销售额总计 5735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与 2021 年的 5559 亿美

元相比增长 3.2%。然而，下半年销售放缓。第四季度销售额为 

1302 亿美元，比 2021 年第四季度下降 14.7%，比 2022 年第三

季度下降 7.7%。2022 年 12 月全球销售额为 434 亿美元，与 

2022 年 11 月总数相比下降 4.4%。（数据来源：半导体产业纵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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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动态 

 

【Wolfspeed】美国半导体厂商 Wolfspeed 宣布将在德国建造全

球最大 200 毫米晶圆工厂 

 Wolfspeed 计划在德国萨尔州建造全球最大的 200mm 碳化硅

晶圆工厂，这是该公司 65 亿美元全球产能扩张计划的一部分，也

将是该公司在欧洲的首座工厂，将提升公司现有材料产能 10 倍以

上。同时，Wolfspeed 与采埃孚集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采埃

孚计划通过提供数亿美元的财务投资，持有该工厂的少数股份。

（数据来源：界面新闻） 

 

【苹果】苹果将导入 Micro LED 技术，Apple Watch 2024 年首

先搭载 

TrendForce 集邦咨询今日发布报告称，苹果将在消费性电子

产品中导入 Micro LED 技术，预计 2024 年将首先搭载于 Apple 

Watch。报告指出，2024 年新款 Apple Watch 将突破性地导入 

Micro LED 作为显示技术，除了将显示尺寸再次扩大到 2 吋以上外，

可期待亮度规格提高的程度，以满足户外运动爱好者与专业人士

的要求。TrendForce 集邦咨询认为，Micro LED 技术在 2024 年后

也会陆续在苹果其他产品扩大导入。受益于苹果率先应用，2026-

2030 年 Micro LED 技术应用范围有机会扩大至 AR 眼镜、手机、

车用显示等设备。（数据来源：IT 之家） 

 

【英特尔】英特尔进行大规模降薪：CEO 最高降 25%，员工也受

影响 

英特尔公司周三证实，已经实施了广泛的员工减薪措施，包

括管理人员及 CEO 在内的高管薪酬。其中英特尔首席执行官 

Gelsinger 的基本薪酬将调降 25%，英特尔领导团队的基本薪酬将

调降 15%。（数据来源：IT 之家） 

 

【SK 海力士】SK 海力士重组 CIS 团队，挑战索尼和三星 

据 TheElec 获悉，SK 海力士已重组其 CMOS 图像传感器 

(CIS) 团队，以将重点从扩大市场份额转移到开发高端产品。其 

CIS 团队在变革之前是一个单一的组织，但该公司现在已经创

建了专注于图像传感器特定功能和特性的子团队。总体而言，

该团队现在更像是一个研发团队，而不是销售和营销团队。（数

据来源：半导体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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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三星将与谷歌和高通联手打造全新 XR平台 

三星电子在 Galaxy Unpacked 2023 发布会上宣布，将与谷

歌、高通联手打造全新的 XR(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平台。 

三星电子移动部门负责人 TM Roh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更像

是关于我们将如何正确构建 XR 生态系统的声明。”三星、谷歌

和高通合作开发智能手机已久，三星制造手机硬件，高通提供

处理器，谷歌则负责底层安卓操作系统。Roh 介绍说，谷歌和

高通将在即将推出的 XR 平台开发中扮演类似的角色。（数据来

源：半导体技术天地） 

 

【英飞凌】英飞凌第一财季营收同比增长 25%，上调全年利润

率预测 

芯片制造商英飞凌 2 月 1 日发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

2023 财年第一季度财报。第一财季营收为 39.51 亿欧元，同比

增长 25%；利润为 11.07 亿欧元，季度调整后利润率从 25.5%

上升至 28%。该公司预计第二财季营收约 39 亿欧元，利润率预

计达 25%左右；预计 2023 财年营收仍为 155 亿欧元，并将全

年利润率预测从 24%上调至 25%左右。（数据来源：界面新闻） 

 

【芯原股份】芯原股份表示正在有计划地进行自有半导体 IP 的

车规级认证 

芯原股份表示在汽车电子领域，公司从智慧座舱到自动驾

驶技术均有布局，正在有计划地进行自有半导体 IP 的车规级认

证，公司的芯片设计流程也已获得 ISO26262汽车功能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芯原可以从芯片和 IP 的设计实现、软件开发等方面，

为全球客户提供满足功能安全要求的车载芯片的一站式定制服

务。（数据来源：界面新闻） 

 

【华润微】华润微重庆园区 8 英寸晶圆月产量达 6.5 万片 

据重庆日报报道,华润微电子重庆园区内每个月都有约 6.5

万片 8英寸晶圆下线，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汽车电

子等领域。2022 年 12 月 29 日，华润微电子重庆 12 英寸晶圆

制造生产线以及先进功率封测基地实现通线，进一步提高园区

产能。此外，重庆日报报道，华润微电子还将积极谋划 8英寸宽

禁带半导体的布局。（数据来源：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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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信】飞利信智能会议版块涉及 ChatGPT 技术 

飞利信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的智能会议版块涉及到

ChatGPT 技术，主要用于补偿语音自动识别中的语义顺畅。公

司自研的 MCU 芯片目前正处于小批量生产阶段，主要运用在军

工领域，也可以应用在汽车电子领域，暂未与国内车企合作。

（数据来源：财联社） 

 

【凯美特气】凯美特气光刻气产品通过 ASML 子公司合格供应

商认证 

公司控股子公司岳阳凯美特电子特种稀有气体有限公司（下

称“凯美特电子特种气体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 日收到 ASML

子公司 Cymer 公司发来的合格供应商认证函。凯美特电子特种气

体公司生产的光刻气产品通过了 Cymer 公司审查，Cymer 公司已

将凯美特电子特种气体公司光刻气产品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单。（数

据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 

 

5  公司公告 

表 2:  A 股公司要闻核心要点（01.30-02.03） 

日期 公司 公告类型 要闻 

2023-01-30 纳思达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185000.0 万元~200000.0 万元,变动幅度为:59.04%~71.94% 

2023-01-30 赛微电子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6789.01 万元~-5143.19 万元,变动幅度为:-133.0%~-125.0% 

2023-01-30 江丰电子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24524.14 万元~27722.94 万元,变动幅度为:130.0%~160.0% 

2023-01-30 富满微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19000.0 万元~-16000.0 万元,变动幅度为:-141.63%~-135.05% 

2023-01-30 拓荆科技-U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33000.0000 万元~40000.0000 万元,增加 381.85%~484.06% 

2023-01-30 安路科技-U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5000.0000 万元~7000.0000 万元 

2023-01-30 唯捷创芯-U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5400.0000 万元 

2023-01-30 恒烁股份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2000.0000 万元~2400.0000 万元,减少 86.45%~83.74% 

2023-01-30 艾为电子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6500.0000 万元~-4500.0000 万元,减少 122.54%~115.61% 

2023-01-31 苏州固锝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32009.26 万元~40920.93 万元,变动幅度为:47%~88% 

2023-01-31 中晶科技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1700.0 万元~2200.0 万元,变动幅度为:-87.06%~-83.25% 

2023-01-31 北京君正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75971.06 万元~88868.48 万元,变动幅度为:-17.97%~-4.05% 

2023-01-31 全志科技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20800.0 万元~25000.0 万元,变动幅度为:-57.93%~-49.44% 

2023-01-31 晶方科技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20000.0000 万元~24000.0000 万元,减少 65.28%~58.34% 

2023-01-31 博通集成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25000.0000 万元~-20000.0000 万元,减少 528%~442% 

2023-01-31 汇顶科技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90000.0000 万元~-60000.0000 万元 

2023-01-31 斯达半导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81200.0000 万元~82500.0000 万元,增加 103.82%~107.09% 

2023-01-31 瑞芯微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27000.0000 万元~33000.0000 万元,减少 55%~45% 

2023-01-31 澜起科技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124400.0000 万元~136800.0000 万元,增加 50%~65% 

2023-01-31 中微公司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108000.0000 万元~120000.0000 万元,增加 6.78%~18.64% 

2023-01-31 乐鑫科技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9000.0000 万元~10000.0000 万元,减少 55%~50% 

2023-01-31 盛美上海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60000.0000 万元~72000.0000 万元,增加 125.35%~1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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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31 晶华微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2200.0000 万元~2600.0000 万元,减少 71.56%~66.39% 

2023-01-31 利扬芯片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2750.0000 万元~3300.0000 万元,减少 74.02%~68.82% 

2023-01-31 希荻微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1900.0000 万元~-1300.0000 万元,减少 174%~151% 

2023-01-31 翱捷科技-U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25600.0000 万元,增加 56.62% 

2023-01-31 天岳先进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18500.0000 万元~-15500.0000 万元 

2023-01-31 寒武纪-U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126500.0000 万元~-103500.0000 万元,减少 53.34%~25.46% 

2023-01-31 东微半导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27500.0000 万元~31500.0000 万元,增加 87.20%~114.43% 

2023-01-31 甬矽电子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13000.0000 万元~16000.0000 万元,减少 59.64%~50.32% 

2023-01-31 路维光电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11000.0000 万元~12500.0000 万元,增加 110.30%~138.98% 

2023-01-31 芯海科技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1100.0000 万元,减少 88.50% 

2023-01-31 格科微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37000.0000 万元~51000.0000 万元,减少 70.60%~59.47% 

2023-01-31 普冉股份 业绩预告 净利润约 6400.0000 万元~9600.0000 万元,减少 78.02%~67.03%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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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提示 

1）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方加大对国内企业的制裁力度，部分公

司的经营或受到较大影响 

 

2） 下游终端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下游终端需求不及预期，产业链相关公司业绩或发生较大波动 

 

3） 国产替代不及预期 

       国产替代不及预期，国内企业的业绩或将面临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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