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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解读 
投资要点   
[table_summary] 
◆ 事件：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

会议（以下简称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7 月

21 日，新华社公布《决定》，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分三大板块，有 15 个部分 60

条内容。 

◆ 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继承与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

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稿确认了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提出了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与安全提及频次明显增多。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

定》稿在体制建设上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与十八届三中

全会的《决定》稿相比，发展、科技/科学、技术等词出现频率明显增多。部分

涉及科技行业的决定有：（1）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2）健

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3）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制度。 

◆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布局，推动国产化替代加速。半导体是科技产业的基础，也

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清洗、CMP、热处理等半导体设备已实现较大程度

的自主可控，光掩膜、靶材、抛光材料等部分半导体材料实现较大突破，在产

业链多个环节已逐渐缩小了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受益于《决定》对“健全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要求，中国半导体先进设备和核心

材料的国产替代进程有望加速推进。2024 年 5 月底，中国半导体国家产业基金

“大基金”三期成立，彰显了中国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重视，继二十届三中全

会召开后，国家在半导体产业上的战略布局有望持续加码。 

◆ 投资建议：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稿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把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作为核心要点。半导体是科技产

业的基础，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无疑将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布局的重点，在

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国产化进程有望加速推进，建议关注半导体设备、材料领

域。 

◆ 风险提示：政策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的风险，国产

化替代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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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

简称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7 月 21 日，新华社公布《决

定》，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分三大板块，有 15 个部分 60 条内容。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科技与安全重点突出 

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继承与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

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稿确认了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

国内形势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

确了到 2029 年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到 2035 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科技与安全提及频次明显增多。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稿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

定》稿相比，发展、科技/科学、技术等词出现频率明显增多，国际、安全、国防等

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容更加具化，改革、发展的要求持续强化，提出推动经济转向高

质量发展。 

图 1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词频比较 

 
资料来源：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万和证券研究所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科技新质生产力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稿在体制建设上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

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并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决定要求。文中部分涉及科技行业决定如下：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

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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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

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

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

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优化重大产业基金运作和

监管机制，确保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战略要求。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

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

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

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布局，推动国产化替代加速 

美国公司统治全球 48％半导体市场，研发投入占比 2.5 倍于中国。从 2022 年全球半

导体市场份额来看，美国公司的市场份额最大，达到 48%，中国内地公司仅占 7％。

资本和研发投资是保持半导体行业竞争力的驱动力，2022 年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研发

投资总额为 588 亿美元，研发支出在总销售额当中占比高达 18.75%，并持续多年均

超过了 15%，是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研发支出占比的近 2.5 倍。 

图 2  各国半导体公司占据全球半导体销售额比重  图 3  各国半导体行业的研发支出占总销售额比重 

 

 

 

资料来源：《2023 SIA Factbook》，万和证券研究所 

注：由于中国市场的 2022 年数据不完备，市场份额数据基于 2021 年情况 
 资料来源：《2023 SIA Factbook》，万和证券研究所 

图 4  美国半导体企业每年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百分比均超过 15% 

 
资料来源：《2023 SIA Factbook》，芯智讯，万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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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将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布局的重点。2022 年以来，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韩

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均大举加码本土半导体产业。美国于 2022 年通过《芯片与科

学法案》，整体涉及金额高达 2800 亿美元，鼓励企业在美国本土研发和制造芯片。

2023 年，日本新修订的《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提出加快半导体基础设施建设，

研发颠覆性半导体技术。2024 年 5 月，韩国政府宣布将投入 26 万亿韩元（约 1381.59

亿元人民币），用于半导体产业综合扶持计划。半导体是科技产业的基础，也是新质

生产力的代表，2024 年 5 月底，中国半导体国家产业基金“大基金”三期成立，注

册资本 3440 亿元，彰显了中国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与重视，继二十届三中全会

召开后，国家在半导体产业上的战略布局有望持续加码。 

半导体自主可控有望不断加强。半导体产品涉及的技术精细复杂，产业链价值链也

异常庞大，从上游的设备、材料、设计软件，到中游的设计、制造、封装环节，再

到下游的终端。中国企业虽起步较晚，但经过近年来的加速发展，清洗、CMP、热

处理等半导体设备已实现较大程度的自主可控，光掩膜、靶材、抛光材料等部分半

导体材料实现较大突破，在产业链多个环节已逐渐缩小了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

受益于《决定》对“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要求，中国半

导体先进设备和核心材料的国产替代进程有望加速推进。 

表 1  半导体设备、材料国产化情况 

设备/材料种类 国产化率 国内企业 

2023 年中国半导体设备国产率情况 

薄膜沉积设备 ＜20% 北方华创、拓荆科技、中微公司、微导纳米等 

光刻机 ＜1% 上海微电子等 

刻蚀设备 ＜20% 中微公司、北方华创等 

量/检测设备 ＜5% 精测电子、中科飞测、上海睿励等 

清洗设备 ＞30% 盛美上海、北方华创、至纯科技、芯源微等 

涂胶显影设备 ＜10% 芯源微等 

CMP 设备 ＞30% 华海清科等 

热处理设备 ＞30% 北方华创、屹唐半导体、盛美上海等 

离子注入设备 ＜10% 万业企业、中科信 

2022 年中国半导体材料国产率情况 

硅材料 9% 立昂微、中环股份 

光掩膜 30% 菲利华、石英股份 

光刻胶 ＜5% 晶瑞股份、飞凯材料 

电子特气 ＜5% 金宏气体、华特气体 

湿电子化学品 3% 晶瑞股份等 

靶材 20% 鼎龙股份、江丰电子 

抛光材料 20% 鼎龙股份、上海安集 

引线框架 ＜30% 康强电子 

封装基板 ＜20% 兴森科技、深南电路 

键合丝 ＜20% 北京博达 

陶瓷封装材料 ＜20% 河北中瓷 

环氧塑封料 ＜30% 华海诚科、衡所华威 
资料来源：SEMI，中商产业研究院，智研咨询，万和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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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稿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作为核心要点。半导体是科技产业的基础，也是新质

生产力的代表，无疑将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布局的重点，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国产

化进程有望加速推进，建议关注半导体设备、材料领域。 

 风险提示 

政策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国际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的风险，国产化替代不及预期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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