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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IDM 厂加速产能扩张，苹果头显产品预计年

中发布 
  

——电子行业周报（2023.02.13-2023.02.17）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核心观点 
市场行情回顾 
上周（02.13-02.17），A股申万电子指数下跌3.29%，板块整体跑输沪
深300指数1.54pct，从申万电子二级六大子板块来看，光学光电子、
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元件、其他电子Ⅱ、半导体涨跌幅分别为-
1.31%、-2.40%、-2.44%、-2.74%、-2.88%、-5.36%，半导体板块迎
来较大幅度调整。海外市场方面，指数整体维持弱势，费城半导体、
台湾电子、恒生科技、道琼斯美国科技、纳斯达克指数周涨跌幅分别
为-0.18%、-1.92%、-2.40%、-0.08%、+0.59%。 
 
重点要闻回顾以及核心观点 
半导体：1）看好半导体产业链自主可控，国产替代已逐渐步入深水
区。2 月 15 日，就美日荷限制向中国出口相关芯片制造设备事件，中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严正声明，明确提出三个“反对”，并强烈呼吁
共同制定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生态健康发展的规则；2）车载芯片需求
确定性高，IDM 厂商加速产能扩张，凭借成本优势和工艺壁垒有望缩
短交货周期以此来获得更多市场份额。据中国台湾《经济日报》17 日
报道，英飞凌、瑞萨、德州仪器、Rapidus 等企业均启动建厂计划，
业界估四家扩产投入的金额超 250 亿美元，恐削减对台积电、联电等
晶圆代工厂既有的委外代工订单；3）受益于工业物联网、数据中心、
汽车等细分领域需求提升，格芯、华虹半导体等晶圆代工厂 2022Q4
业绩表现较为亮眼，2022Q4 华虹半导体营收达 6.30 亿美元，同比
+19.3%，毛利率上升至 38.2%，同比+5.7pct；2022Q4 格芯实营收 
21.01 亿美元，同比+14%，调整后毛利率 30.1% ，创下历史新高。 
消费电子：伴随下游需求复苏、库存持续去化以及苹果链首款 VR/MR
头显发行窗口期在即,消费电子板块有望迎来景气回升。据彭博社的最
新报道，苹果选择在 WWDC 大会（WWDC 大会一般会在 6 月举行）
发布 VR/AR 产品，将其命名为 Reality Pro ，售价 3000 美元左右。 
面板：MicroOLED 面板具有超高清分辨率以及轻薄化的特点，这使
其成为混合现实（XR） 设备应用的优质选择。据韩媒 TheElec 报
道，Meta 将与韩国零部件制造商 SK 海力士和 LG Display 合作开发 
MicroOLED 面板。其中，SK 海力士将为芯片生产晶圆；LG Display 
负责将 OLED 沉积在晶圆上，然后切割成 MicroOLED 面板。  
 
◼ 投资建议 
本周我们继续看好以安全可控为主的高端制造以及受益需求复苏和科
技创新为主的芯片设计、消费电子产业链。 
半导体设备材料零部件：半导体产业链国产化仍有较大空间，继续看
好万业企业、和林微纳、光力科技，建议关注拓荆科技、富创精密、
富乐徳等； 
半导体设计：继续看好车载芯片相关设计公司赛微微电，建议关注中
颖电子、必易微、帝奥微。看好 IOT 芯片相关设计公司恒玄科技，建
议关注中科蓝讯等； 
消费电子：苹果首款头显产品发布在即，建议关注产业链相关公司立
讯精密、歌尔股份、领益智造、三利谱等； 
光学：建议关注受益消费产业链复苏及车载需求放量的宇瞳光学，永
新光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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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ble_Industry] 行业: 电子 

日期: 
 
shzqdatemark    

 

   
[Table_Author] 分析师: 陈宇哲 

Tel: 021-53686143 

E-mail: chenyuzhe@shzq.com 

SAC 编号: S0870521100002 

分析师: 席钎耀 

Tel: 021-53686153 

E-mail: xiqianyao@shzq.com 

SAC 编号: S0870522070001 

联系人: 马永正 

Tel: 021-53686147 

E-mail: mayongzheng@shzq.com 

SAC 编号: S0870121100023 

联系人: 潘恒 

Tel: 021-53686248 

E-mail: panheng@shzq.com 

SAC 编号: S0870122070021 
 

 

   
[Table_QuotePic] 最近一年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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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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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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核心观点： 
 
半导体：1）看好半导体产业链自主可控，国产替代已逐渐步入深
水区。2 月 15 日，就美日荷限制向中国出口相关芯片制造设备事
件，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严正声明，明确提出三个“反对”，
并强烈呼吁共同制定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生态健康发展的规则。2）
车载芯片需求确定性高，IDM 厂商加速产能扩张，凭借成本优势
和工艺壁垒有望缩短交货周期以此来获得更多市场份额。据中国
台湾《经济日报》17日报道，英飞凌、瑞萨、德州仪器、Rapidus
等企业均启动建厂计划，业界估四家扩产投入的金额超250亿美元，
恐削减对台积电、联电等晶圆代工厂既有的委外代工订单；3）受
益于工业物联网、数据中心、汽车等领域需求提升，格芯、华虹
半导体等晶圆代工厂 2022Q4 业绩表现较为亮眼，2022Q4 华虹半
导体营收达 6.30 亿美元，同比+19.3%，毛利率上升至 38.2%，同
比+5.7pct； 格芯实营收 21.01 亿美元，同比+14%，调整后毛利
率 30.1% ，创下历史新高。 
消费电子：伴随下游需求复苏、库存持续去化以及苹果链首款
VR/MR 头显发行窗口期在即,消费电子板块有望迎来景气回升。据
彭博社的最新报道，苹果选择在 WWDC 大会（WWDC 大会一般
会在 6 月举行）发布 VR/AR 产品，将其命名为 Reality Pro ，售价
3000 美元左右。 
面板：MicroOLED 面板具有超高清分辨率以及轻薄化的特点，这
使其成为混合现实（XR） 设备应用的优质选择。据韩媒 TheElec 
报道，Meta 将与韩国零部件制造商 SK 海力士和 LG Display 合作
开发 MicroOLED 面板。其中，SK 海力士将为芯片生产晶圆；LG 
Display 负责处理最后一步，将 OLED 沉积在晶圆上，然后切割成 
MicroOLED 面板。  
 
投资建议： 
 
本周我们继续看好以安全可控为主的高端制造以及受益需求复苏
和科技创新为主的芯片设计、消费电子产业链。 
 
半导体设备材料零部件：半导体产业链国产化仍有较大空间，继
续看好万业企业、和林微纳、光力科技，建议关注拓荆科技、富
创精密、富乐徳等； 
 
半导体设计：继续看好车载芯片相关设计公司赛微微电，建议关
注中颖电子、必易微、帝奥微。看好 IOT芯片相关设计公司恒玄科
技，建议关注中科蓝讯等； 
 
消费电子：苹果首款头显产品发布在即，建议关注产业链相关公
司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领益智造、三利谱等； 
 
光学：建议关注受益消费产业链复苏及车载需求放量的宇瞳光学，
永新光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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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回顾 

2.1  板块表现 

 

上周（02.13-02.17），A 股申万电子指数下跌 3.29%，板块整

体跑输沪深 300指数 1.54pct、跑输创业板综指数 0.57pct。在申万

31 个子行业中，电子排名第 30 位。 

 

图 1：A 股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情况（02.13-02.17）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上周（02.13-02.17）申万电子二级行业中，光学光电子板块

下跌1.31%，跌幅最小；跌幅最大的是半导体板块，下跌5.36%。 

光学光电子、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元件、其他电子Ⅱ、半导

体涨跌幅分别为-1.31%、-2.40%、-2.44%、-2.74%、-2.88%、-

5.36%。 

 

图 2：申万电子二级行业一周涨跌幅情况（02.13-02.17）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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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02.13-02.17）申万电子三级行业中，面板板块上涨

0.23%，涨幅最大；跌幅前三的板块分别为分立器件、数字芯片以

及模拟芯片设计板块，其分别下跌 6.87%、6.08%、5.55%。 

图 3：申万电子三级行业一周涨跌幅情况（02.13-02.17）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从海外市场指数表现来看，整体维持弱势。费城半导体、台

湾电子、恒生科技、道琼斯美国科技、纳斯达克指数上周（02.13-

02.17） 涨 跌 幅 分 别 为-0.18%、-1.92%、-2.40%、-0.08%、

+0.59%。 

图 4：海外指数涨跌幅情况（02.13-02.17）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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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股表现 

 

上周（02.13-02.17）涨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英力股份

（22.57%）、海航科技（15.94%）、*ST瑞德（15.92%）、万祥科

技（15.87%）、敏芯股份（14.40%）、海洋王（9.91%）、国芯科

技（9.12%）、珠城科技（8.74%）、天禄科技（8.26%）、鸿合科

技（7.87%），涨幅后十的公司分别是恒烁股份（-15.18%）、德邦

科技（-13.71%）、必易微（-12.97%）、中科蓝讯（-12.20%）、苏

大维格（-10.88%）、普冉股份（-10.73%）、好利科技（-10.73%）、

华亚智能（-10.03%）、芯海科技（-9.78%）、新洁能（-9.78%）。 

 

表 1：电子板块（申万）个股上周涨跌幅前 10 名（02.13-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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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956.SZ 英力股份 22.57% 688416.SH 恒烁股份 -15.18% 

600751.SH 海航科技 15.94% 688035.SH 德邦科技 -13.71% 

600666.SH *ST 瑞德 15.92% 688045.SH 必易微 -12.97% 

301180.SZ 万祥科技 15.87% 688332.SH 中科蓝讯 -12.20% 

688286.SH 敏芯股份 14.40% 300331.SZ 苏大维格 -10.88% 

002724.SZ 海洋王 9.91% 688766.SH 普冉股份 -10.73% 

688262.SH 国芯科技 9.12% 002729.SZ 好利科技 -10.73% 

301280.SZ 珠城科技 8.74% 003043.SZ 华亚智能 -10.03% 

301045.SZ 天禄科技 8.26% 688595.SH 芯海科技 -9.78% 

002955.SZ 鸿合科技 7.87% 605111.SH 新洁能 -9.78%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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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新闻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严正声明 

2 月 15 日，就美日荷限制向中国出口相关芯片制造设备，中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严正声明，明确提出三个“反对”。 中国半导

体行业协会呼吁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

生态健康发展的规则。对于捍卫全球化理念、全球半导体产业价

值观的外国企业，支持其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健康运营。（数据来源：

中国新闻网） 

 

全球车载芯片“四强”，投入超 250 亿美元扩产 

2 月 17 日消息，据中国台湾《经济日报》报道，英飞凌、瑞

萨、德州仪器、Rapidus 等企业均启动建厂计划，业界估四家业者

扩产投入的金额超250亿美元，恐削减既有对台积电、联电等晶圆

代工厂委外代工订单，也让车用微控制器厂新唐承压。近年来车

载芯片大厂为缩短交期，直接向晶圆代工厂接洽合作。（数据来源：

AI 芯天下） 

 

2023Q1 中国智能手机 AP 出货量继续下降 

2 月 13 日消息，由于中国和新兴市场渠道的需求萎缩和智能

手机库存高企，中国智能手机厂商的 AP 出货量已经连续五个季度

出现同比下滑。展望 2023Q1，中国智能手机厂商的 AP 出货量预

计仅为 1.21 亿部，环比下降 11.7%，年下降 32.3%，部分受淡季

影响。大多数中国智能手机品牌预计整个 2023 年智能手机升级需

求都将低迷，因此他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耗尽过剩的 

AP 库存。（数据来源：半导体产业纵横） 

 

IDC 预计全球半导体营收 2023Q1 同比减少 13.8%,Q4 转为正增长 

2 月 16 日消息，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受库存调整及

需求疲软影响，预计 2023Q1全球半导体营收同比减少 13.8%，直

至 Q4 才有望转为正增长，全年总营收将衰退 5.3%。（数据来源：

IT 之家） 

 

谷歌自研数据中心芯片预计在 2024 年下半年量产 

据中国台湾《经济日报》2 月 14 日报道，The Information 报

道称，Google 在研发自家的服务器芯片已取得进展，预计由台积

电在 2024年下半年量产，2025年开始采用这些新芯片，目标是降

低营运数据中心的成本，并跟上云端竞争同业亚马逊的脚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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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源：界面新闻） 

 

4  公司动态 

【苹果】彭博社：苹果选定在 WWDC 2023 大会发布 VR/MR 头

显 

2 月 16 日消息，据彭博社的最新报道，苹果已经放弃了春季

期间的时间窗口，并选择在 WWDC 大会发布产品。同时，彭博社

再次表示苹果会将设备命名为 Apple Reality Pro。综合彭博社和

The Information 等的情报，苹果的首款 AR/VR 头显将名为 Reality 

Pro，单眼 4K，120 度视场；提供眼手控制；界面类似于 iOS；允

许用户在 VR 中可视化 Mac 桌面，并使用物理键盘/鼠标控制；外

接电池，续航 2 小时；搭载 Mac 级 M2 处理器和用于处理 AR 和

VR 视觉效果的专用芯片；售价 3000 美元左右。（数据来源：映维

网） 

 

【德州仪器】德州仪器美国犹他州第二座 12 英寸晶圆制造厂将于 

2026 年投产 

2 月 16 日消息，德州仪器宣布计划在美国犹他州李海 (Lehi) 

建造第二座 12 英寸半导体晶圆制造厂。该工厂紧邻德州仪器位于

该地区的现有 12 英寸晶圆制造厂 LFAB，建成后，这两个工厂将

合为一个晶圆制造厂进行运营，新工厂预计将于 2023 年下半年开

始建造，最早于 2026 年投产。（数据来源：IT 之家） 

 

【格芯】格芯 2022 Q4 营收 21.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2 月 14 日消息，格芯 2022Q4 实现营收 21.01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4%，调整后毛利至 30.1%，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

润）同比增长 41%至 8.21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2022年全年营

收为 81.08 亿美元，同比增长+23%。（数据来源：界面新闻） 

 

【微软】微软面向企业用户的 OpenAI ChatGPT 即将在全球版 

Azure 上线 

2 月 15 日消息，微软近期宣布扩大与 OpenAI 的合作关系。

微软 Azure 作为 OpenAI 的独家云服务提供商，自 2019 年开始为 

OpenAI 的快速发展提供助力。微软已经发布上线 Azure OpenAI 

服务，并将在多条产品线接入 OpenAI 模型。（数据来源：IT 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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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Meta 将 与 SK 海 力 士 和 LG Display 合 作 开 发 

MicroOLED 面板 

2 月 13 日消息，据韩媒 TheElec 报道，Meta 将与韩国零部件

制造商 SK 海力士和 LG Display 合作开发 MicroOLED 面板。LG 

Display 已与 Meta 签署协议，SK 海力士也接近与 Met 签署协议。

其中，SK 海力士将为芯片生产晶圆；LG Display 负责处理最后一

步，将 OLED 沉积在晶圆上，然后切割成 MicroOLED 面板。（数

据来源：IT 之家） 

 

【台积电】台积电董事会核准对亚利桑那州子公司增资不超 35 亿

美元 

2 月 14 日消息，台积电扩大美国投资，董事会今天核准在不

超过 35亿美元额度内，增资 100%持股的子公司 TSMC Arizona。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去年 12 月举行移机典礼，宣布第一期工程将

于 2024 年量产 4 纳米，并开始兴建第二期工程，预计 2026 年开

始生产 3 纳米制程，两期工程总投资金额约 400 亿美元。（数据来

源：界面新闻） 

 

【欧菲光】欧菲光带加热功能 2M 电子外后视镜摄像头已实现量

产 

2 月 16 日消息，欧菲光近期在接受调研时表示，公司带加热

功能的 2M 电子外后视镜摄像头已实现量产。同时，公司紧随汽车

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深入布局智能座舱及相关解决方案。

公司密切关注座舱控制器的规划和发展，合理调整产品规划和技

术路线，围绕座舱重点打造 AR-HUD、电子后视镜、显示屏和小

尺寸仪表及光学衍生等显示类产品。（数据来源：界面新闻） 

 

【海康威视】海康威视子公司拟增资引入战投 加速汽车电子业务

发展 

2月 15日消息，子公司石家庄森思泰克拟新增注册资本 23.98

亿元，其中海康威视拟以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杭州海康汽车技术有

限公司 60%股权、控股子公司芜湖森思泰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4.4%股权，共计作价 13.45 亿元，对石家庄森思泰克增资，持有

石家庄森思泰克不低于约56.1%股权。增资完成后，海康威视仍将

维持对石家庄森思泰克的控股权。海康威视称，此次增资扩股将

加速汽车电子业务板块的发展，优化汽车电子在技术、市场、资

源等方面的资源配置。（数据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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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虹半导体】华虹半导体 2022 年销售收入创新高，同比增长

52.8% 

2 月 14 日消息，2022Q4 公司销售收入达 6.30 亿美元，同比

上升 19.3%，环比持平；毛利率上升至 38.2%，同比上升 5.7个百

分点，环比上升 1.0 个百分点。第四季度电子消费品作为公司的第

一大终端市场，贡献销售收入 3.91 亿美元，占销售收入总额的

62.1%，同比增长 12.0%，主要得益于 MCU、超级结及智能卡芯

片的需求增加，部分被逻辑产品的需求减少所抵消。2022 全年，

公司销售收入创历史新高，达 24.76亿美元，较上年度增长 51.8%。 

（数据来源：界面新闻） 

 

5  公司公告 

表 2:  A 股公司要闻核心要点（02.13-02.17） 

日期 公司 公告类型 要闻 

2023-02-18 寒武纪 定向增发 

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72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先进 

工艺平台芯片项目、稳定工艺平台芯片项目、面向新兴应用场景的通用智能处理器

技术 研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2023-02-18 晶丰明源 股权激励 

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55.81 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布日股本

总额 0.63亿股的 2.48%。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24.71 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

草案公布日股本总额 0.63亿股的 1.98% 

2023-02-18 钜泉科技 股权激励 

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2 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布日股本总

额 0.58亿股的 1.25%。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7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

布日股本总额 0.58亿股的 1.22% 

2023-02-17 力合微 可转债发行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8 亿元，扣除费用

后投资智慧光伏及电池智慧管理 PLC 芯片研发 及产业化、智能家居多模通信网关

及智能设备 PLC 芯片研发及产业化、科技储备资金等项目 

2023-02-17 宏微科技 业绩快报 
公司 2022 全年营收 9.29 亿 元，同比+68.75%；归母净利润 0.77 亿元， 同比

+12.0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0.61亿元，同比+ 41.59% 

2023-02-17 华峰测控 业绩快报 
公司 2022 年全年营收 10.71 亿元，同比+21.89%；归母净利润 5.25 亿元，同比

+19.67%； 扣非归母净利润 5.06亿元，同比+16.38% 

2023-02-14 有研硅 业绩快报 
公司 2022 年全年营收 11.75 亿元，同比+35.23%； 归母净利润 3.51 亿元，同比

+136.80%； 扣非归母净利润 3.13亿元，同比+1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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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