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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观察 2024H2 半导体修复进程 
  

——电子行业周报（2024.08.05-2024.08.09）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核心观点 
市场行情回顾 
过去一周（08.05-08.09），SW电子指数下跌 3.81%，板块整体跑输沪
深 300 指数 2.25 pcts，从六大子板块来看，光学光电子、元件、消费
电子、电子化学品Ⅱ、半导体、其他电子Ⅱ涨跌幅分别为-2.71%、-
3.22%、-3.22%、-4.14%、-4.46%、-5.14%。 
核心观点 
2024Q2 半导体销售额实现同环比提升，细分领域业绩表现积极。 
半导体销售额：SIA 数据显示，2024Q2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实现 14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环比增长 6.5%；分地区来看，2024Q2 美
洲、中国、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半导体销售额均实现成长，其中，中
国 2024Q2 半导体销售额实现 442 亿美元，同比增速超过全球，同比
增长 23.12%，环比增长 2.72%。我们认为，2024H1 半导体初步实现
修复，2024H2 细分领域景气度修复有望延续；SIA 预计 2024 年全年
半导体销售额有望实现 6112 亿美元，这是行业有史以来最高的年销售
额，同比增速约为 16%。 
晶圆代工：中芯国际 2024Q2 销售收入和毛利率优于指引——中芯国
际 2024Q2 实现销售收入 19.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8%，环比增长
8.6%，毛利率实现 13.9%；据公司披露，2024Q2 需求方面，中低端
消费电子逐步恢复，全产业链均有较高备货建库存意愿以抢占更多市
场份额，同时，地缘政治带来的供应链的切割和变化也给公司带来了
新的需求；展望 2024H2，中芯国际表示公司产品单价有望稳步提升，
2024Q3 收入有望实现环比增长 13%-15%、毛利率有望实现 18%-
20%，对 2024Q4 情况持谨慎乐观态度。华虹半导体 2024Q2 销售收
入符合指引，毛利率优于预期——华虹半导体 2024Q2 实现销售收入
4.79 亿美元，环比增长 4.03%，毛利率实现 10.5%，公司总裁兼执行
董事唐均君表示半导体市场在部分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带动下出现了企
稳复苏信号。 
封装测试：通富微电、华天科技 2024 上半年产能利用率及营业收入均
实现增长，归母净利润或分别实现同比增长 253.44%-299.79%/ 
202.17%-265.78%。上述两公司均表示看到 2024H1 集成电路景气度
回升，我们认为，封测作为晶圆代工下游，景气度修复节奏或滞后晶
圆代工 1-2 月，2024 年下半年有望持续保持弱复苏。 
半导体设备：中芯国际 2024H1 综合产能利用率达 85%，环比增加 4 
pcts，其中 8 吋利用率回升，12 吋保持接近满产。同时，中芯国际
2024Q2 资本开支为 22.52 亿美元，环比微增。华虹半导体 2024Q2 产
能利用率高达 97.9%，环比提升 6.2 pcts。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大陆成
熟制程仍有望持续扩产，半导体设备公司订单或将延续。 

◼ 投资建议 

维持电子行业“增持”评级，我们认为目前电子半导体行业处于周期
底部，2024 年上半年开始弱修复，下半年有望迎来全面复苏，同时
IPO 新规下，产业竞争格局有望加速出清修复，产业盈利周期和相关
公司利润有望持续复苏。我们当前建议关注：半导体设计领域部分超
跌且具备真实业绩和较低PE/PEG的个股，AIOT SoC芯片建议关注中
科蓝讯和炬芯科技；模拟芯片建议关注美芯晟和南芯科技；建议关注
驱动芯片领域峰岹科技和新相微；Miniled 电影屏建议关注奥拓电子；
半导体设备材料建议关注华海诚科和昌红科技；折叠机产业链建议关
注统联精密及金太阳；建议关注军工电子紫光国微和复旦微电；建议
关注华为供货商汇创达。 

◼ 风险提示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终端需求不及预期、国产替代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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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ortInfo] 相关报告： 

《晶圆代工行业全线回暖，大尺寸电视面

板有望推动显示面积需求增长》 

——2024 年 08 月 05 日 

《折叠屏迎来高端机型与实力选手，内外

因素持续推动半导体设备&材料国产化》 

——2024 年 07 月 29 日 

《雷朋 Meta 智能眼镜掀起新热潮，全球智

能手机市场连续三个季度反弹》 

——2024 年 0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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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1.1  板块表现 

过去一周（08.05-08.09），SW 电子指数下跌 3.81%，板块整

体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25 pcts、跑输创业板综指数 1.19 pcts。在

31 个子行业中，电子排名第 29 位。 

图 1：SW 一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8.05-08.09）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过去一周（08.05-08.09）SW 电子二级行业中，光学光电子

板块下跌2.71%，跌幅最小；跌幅最大的是其他电子Ⅱ板块，下跌

5.14%。光学光电子、元件、消费电子、电子化学品Ⅱ、半导体、

其他电子Ⅱ涨跌幅分别为-2.71%、-3.22%、-3.22%、-4.14%、-

4.46%、-5.14%。 

图 2：SW 电子二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8.05-08.09）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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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08.05-08.09）SW 电子三级行业中，被动元件板

块下跌1.71%，跌幅最小；涨跌幅排名后三的板块分别为分立器件、

数字芯片设计以及其他电子Ⅲ板块，涨跌幅分别为-6.61%、-

5.72%、-5.14%。 

图 3：SW 电子三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8.05-08.09）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1.2  个股表现 

过去一周（08.05-08.09）涨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华塑控股

（20.58%）、超频三（19.38%）、星星科技（18.18%）、*ST 美讯

（17.65%）、民德电子（15.81%）、乾照光电（11.70%）、联建光

电（11.34%）、ST恒久（10.18%）、润欣科技（8.01%）、ST瑞德

（7.81%），跌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 ST 旭电（-21.82%）、沃尔核

材（-17.58%）、胜蓝股份（-13.44%）、盛洋科技（-12.30%）、艾

比森（-12.16%）、强力新材（-11.69%）、盈方微（-11.55%）、冠

石科技（-10.94%）、希荻微（-10.41%）、方邦股份（-10.35%）。 

表 1：电子板块（SW）个股过去一周涨跌幅前 10 名（08.05-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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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09.SZ 华塑控股 20.58% 000413.SZ ST 旭电 -21.82% 

300647.SZ 超频三 19.38% 002130.SZ 沃尔核材 -17.58% 

300256.SZ 星星科技 18.18% 300843.SZ 胜蓝股份 -13.44% 

600898.SH *ST 美讯 17.65% 603703.SH 盛洋科技 -12.30% 

300656.SZ 民德电子 15.81% 300389.SZ 艾比森 -12.16% 

300102.SZ 乾照光电 11.70% 300429.SZ 强力新材 -11.69% 

300269.SZ 联建光电 11.34% 000670.SZ 盈方微 -11.55% 

002808.SZ ST 恒久 10.18% 605588.SH 冠石科技 -10.94% 

300493.SZ 润欣科技 8.01% 688173.SH 希荻微 -10.41% 

600666.SH ST 瑞德 7.81% 688020.SH 方邦股份 -10.35%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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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新闻 

Techinsights：2024 年 Q2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 6740 万台、同比

增长 5%，vivo、OPPO、华为前三 

8 月 5 日，IT 之家报道，据 Techinsights 最新数据，2024 年第二

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 5%，达到 6740 万台。Vivo 出

货 1310 万台，同比增长 13.9%，市场份额 19.4%；OPPO（包含

一加）出货 1120万台，同比下降 8.2%，市场份额 16.6%；华为出

货 1040 万台，同比增长 56.8%，市场份额 15.4%。（资料来源：

IT 之家） 

 

欧洲半导体分销市场下滑 26.9%  

8 月 6 日，爱集微报道，2024 年第二季度，欧洲元件分销市场经

历了显著的下滑，总额下降了 26.9%，至 40.9 亿欧元。根据

DMASS Europe 的最新数据，半导体销售额下降了 33.1%，至

26.2 亿欧元，而连接器、被动元件和机电元件（IP&E）的销售额

下降了 12.9%，至 14.8 亿欧元。（资料来源：爱集微） 

 

Q2 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增长 18%，下半年进一步好转 

8 月 6 日，据爱集微报道，据市场研究机构 Canalys 数据显示，今

年第二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迎来了显著的同比增长，出货量

达到 3590 万台，增幅为 18%。与此同时，Chromebook 的出货量

也实现了 4%的同比增长，达到 600 万台，显示出教育市场回归到

典型的季节性采购模式。此外，惠普在 Chromebook 市场保持领

先，第二季度出货量为 170 万台，市场份额为 28%。联想以 150

万台的出货量和 9%的同比增长率位居第二。宏碁以 120 万台的出

货量成为增长最快的品牌，位列第三。而戴尔和华硕分别排名第

四和第五，尽管两者的出货量均出现了同比下滑。（资料来源：爱

集微） 

 

SIA：Q2 半导体市场规模达 1499 亿美元，中国同比增长 21.6% 

8 月 6 日，爱集微报道，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在 8 月 5 日

（美国时间）宣布，2024 年第二季度（4 月至 6 月）的半导体产

业销售额（三个月移动平均）同比增长了 18.3%，环比增长了

6.5%，达到了 1499 亿美元。此外，2024 年 6 月单月的销售额同

比增长了 22.9%，环比增长了 1.7%，达到了 500 亿美元。从国家

或地区的销售额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国增长了42.8%，中国

增长了 21.6%，亚太地区/其他地区增长了 12.7%，日本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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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欧洲减少了 11.2%。而与上个月相比，美国增长了 6.3%，

日本增长了 1.8%，中国增长了 0.8%，欧洲减少了 1.0%，亚太地

区/其他地区减少了 1.4%。（资料来源：爱集微） 

 

台积电 2025 年 5nm、3nm 制程涨价 3%~5%，已于 7 月通知客户 

8月 6日，IT之家报道，台媒《电子时报》援引 IC（集成电路）设

计业者的话报道称，台积电已于 7 月下旬陆续通知多家客户，

2025 年 5nm、3nm 两大先进制程将继续涨价。报道指出，具体的

涨价幅度将根据客户投片规模、产品与合作关系等的不同而定，

落在 3%~8%的范围内。此外客户先进封装需求不断提升，台积电

需要进一步扩充产能，台积电也将在此背景下上调 CoWoS 服务报

价。台积电此番涨价的背景是先进制程成本不断飙升，难以实现

长期维持 53%毛利率的既定目标。价格上涨即意味着部分成本涨

幅转移给下游客户，降低财务目标兑现难度。（资料来源：IT 之家） 

 

环球晶：下半年不会呈现 V 型反转，下调全年营收展望 

8 月 7 日，爱集微报道，全球第三大半导体硅晶圆厂环球晶圆公布

了 2024 年二季度财报，营收为新台币 153.26 亿元（约合人民币

33.6 亿元），较第一季增长 1.6%。但是因折旧、黑客攻击导致的

信息安全事件及电力等成本增加影响，第二季毛利率环比下滑 2个

百分点至 32.3%；税后净利润为新台币 28.79 亿元（约合人民币

6.3亿元），环比下滑 18.5%，每股净利润达新台币 6.02元。（资料

来源：爱集微） 

 

中国电池行业面临整合浪潮 

8 月 7 日，爱集微报道，一波整合浪潮席卷了中国的电池行业，导

致投资取消和小型企业退出，而领头羊宁德时代（CATL）和比亚

迪仍在推进扩张计划。据伦敦研究公司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称，今年前 7 个月，中国有 19 个电池超级工厂项目被

取消或推迟。这会加速对电池厂的投资撤回，因为电动汽车制造

商（主要是欧洲的制造商）正在努力应对销售放缓的问题。根据

行业组织中国储能技术联盟汇编的数据，今年 4 月，20 多家中国

公司披露了新电池生产设施的建设计划，预计年产能总计为

152GWh，较上年下降 55%。（资料来源：爱集微） 

 

IDC：预计到 2027 年，全球汽车半导体市场规模超 880 亿美元 

8 月 7 日，IT 之家报道，IDC 咨询今天午间发布研报指出，随着高

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电动汽车（EVs）以及车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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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s）的普及，对高性能计算芯片、图像处理单元、雷

达芯片及激光雷达传感器等半导体的需求正日益增加，为汽车半

导体行业带来新的增长机遇。IDC 预计，到 2027 年，全球汽车半

导体市场规模将超过 880 亿美元（IT 之家备注：当前约 6295.76

亿元人民币）。随着单车半导体的价值不断增长，半导体企业在汽

车产业链中的关注度和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资料来源：IT 之家） 

 

首尔半导体超越日亚化工 成世界第一背光 LED 显示器制造商 

8月 8日，爱集微报道，据市场追踪机构Omdia的数据，韩国首尔

半导体（Seoul Semiconductor）凭借其数万项先进的 LED 技术专

利，已超越日本的日亚化工（Nichia），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背光发

光二极管（LED）显示器制造商。首尔半导体公司背光 LED 市场

份额从 2022 年的 15.2%上升到 2023 年的 16.5%，排名第一。（资

料来源：爱集微） 

3  公司公告 

表 2：本周核心 A 股电子公司 2024 年上半年业绩（08.05-08.09） 

公告日期 公司 营业收入（亿元） YoY 归母净利润（亿元） YoY 

2024-08-06 日久光电 2.80 29.56% 0.33 1707.65% 

2024-08-06 艾比森 17.98 12.96% 0.89 -37.86% 

2024-08-08 盛美上海 24.04 49.33% 4.43 0.85% 

2024-08-09 南芯科技 12.50 89.28% 2.05 103.87% 

2024-08-09 南亚新材 16.11 9.34% 0.55 -250.98% 

2024-08-09 芯原股份 9.32 -21.27% -2.85 -1381.73% 

2024-08-09 奥拓电子 3.34 3.59% 0.02 -87.05% 

2024-08-09 五方光电 5.70 51.77% 0.41 23.00% 

2024-08-09 英力股份 7.52 19.27% 0.05 -119.63% 

2024-08-10 电科芯片 4.90 -13.63% 0.38 -28.94% 

2024-08-10 有研硅 5.07 -4.42% 1.30 -19.18%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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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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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需求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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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