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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展望，2025 年 1 月
2024 年电子元器件下游需求整体温和复苏，不同应用领域复苏程度有

所分化，行业内企业收入及利润恢复增长，经营获现情况承压，消费

电子需求回暖程度存在不确定性，但 AI 应用渗透多个行业成为电子

元器件需求的主要增长动力，同时汽车电子为需求提供长期支撑，中

国政府持续稳定的政策支持及国内广阔的市场空间亦可为行业发展

提供支撑。 

行业 未来 12~18 个月展望 

电子元器件行业 稳定 

其中：半导体 稳定 

     光学光电子 负面改善 

     印刷电路板 稳定 

     电子零部件制造 稳定 

摘要 

 2024 年电子元器件下游需求整体温和复苏，但不同应用领域复苏程

度有所分化；展望 2025 年，消费电子需求复苏强度存在不确定性，

AI 相关的算力需求预计将驱动通信设备和数据中心资本支出保持较

大幅度增长，数字化转型带动下的工业及物联网应用需求亦将稳定

增长，同时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发展为电子元器件长期需求增长提

供支撑。

 国内外需求温和复苏带动行业整体经营效益企稳回升，但不同细分

行业在竞争格局及供需关系上有所差异，经营效益改善程度不同；半

导体产业整体触底回升，价格上涨叠加下游需求回暖带动产业链各

环节业绩好转，投资趋于理性，加速行业回暖；受益于供给侧减产效

果显现及消费领域需求回暖，光学光电子产业业绩压力有所缓解，但

整体仍在低位运行；PCB 产品应用领域多元化程度高，下游需求复

苏对产业带动效果明显，业绩改善程度优于其他子行业；电子零部件

产业经营稳健，整体收入保持小幅增长。

 财务方面，样本企业总体收入及利润水平恢复增长，多数企业经营获

现水平有所下滑，偿债指标小幅弱化，但仍在可控范围内。各子行业

财务表现均呈现向好态势，其中，在需求回暖拉动下，半导体及印制

电路板样本企业收入增幅居前；供给侧减产效果显现及消费领域需

求回暖，模组及面板行业业绩压力有所缓解，拉动光学光电子行业业

绩改善；其他子行业财务状况短期扰动对其信用水平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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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析思路 

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链复杂冗长，上游涵盖化学原材料、电子元器件及组件等，中游通过制

造加工将不同的组件装配形成整机，下游涉及通信设备、消费电子、汽车电子、智能家居、

工业控制、军事安防等多个领域，应用范围十分广阔。 

电子元器件行业1的信用基本面分析，以下游市场需求为起点，结合各细分领域竞争环境和供

应能力来判断价格走势和企业竞争实力。同时，由于我国电子元器件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国

际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电子元器件产品进出口影响较大，因而将国际贸易环境及国内外产

业政策作为重要考量因素，纳入到行业整体发展和信用基本面分析框架中进行综合判断。 

二、 行业基本面 

下游需求 

2024 年电子元器件下游需求整体温和复苏，但不同应用领域复苏程度有所分化；我们认为 2025 年

消费电子需求复苏强度仍存在不确定性，AI 相关的算力需求预计将驱动通信设备和数据中心资本

支出保持较大幅度增长，数字化转型带动下的工业及物联网应用需求亦将稳定增长，同时新能源汽

车市场持续发展为电子元器件长期需求增长提供支撑。 

电子元器件行业下游应用领域广泛，包括通信设备、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军事

安防、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2024年下游行业需求整体温和复苏，但不同应用领域复苏程度

有所分化。以手机和计算机为代表的传统消费电子应用需求逐步回暖，但经济增长及通货膨

胀等压力仍然存在，需求复苏强度存在不确定性；新的AI应用以及AI大模型训练的算力需求

驱动通信设备和数据中心资本支出保持较大幅度增长，数字化转型带动下的工业及物联网应

用需求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发展为电子元器件长期需求增长提供支撑。  

通信领域，2023年我国5G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5G网络建设及用户渗透率等方面仍均居全

球领先地位。根据工信部数据，截至2024年11月末，我国累计建成5G基站419.1万个，较上年

末净增加81.5万个，新增5G基站数量略低于去年同期，5G基站占比由2023年末的29.1%增至

33.2%。5G网络布局初具规模，推动物联网、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政企数字化转型及云计算

产业发展，为行业带来巨大的市场增量空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AI大模型训练

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了更大需求，数据中心作为重要的算力基础设施，成为科技型企业资本

开支的重要增量方向，进而带动以服务器、存储、数据中心芯片等为主的IT算力设备及相关

核心元器件的成长。从全球数据中心资本开支来看，在经历了2023年资本开支增速放缓后，

在AI大模型训练驱动下，科技企业纷纷加大数据中心投资，全球数据中心资本开支增速大幅

增长，根据Dell'Oro Group数据，2024年上半年全球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同比增长38%，预计增

                                                        
1 本文中的电子元器件行业属于中诚信国际电子行业中的二级子行业，涵盖半导体、光学光电子、印刷电路板、电子零部件制造及其他电子元器件等三级子行业，

其中，光学光电子又主要包括模组、半导体显示和 LED 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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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将保持在30%以上，其中微软、Meta、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均加大对数据中心投资，

2024年1-8月总计向数据中心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展望2025年，新的AI应用以及AI大模型

训练的算力需求仍然是全球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的关键驱动力，预计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将保持

较大幅度增长。从中国市场来看，2023年，“东数西算”工程启动实施一年，我国IDC市场规

模保持增长，根据科智咨询数据，2023年我国整体IDC业务市场规模5,078.3亿元，较上年增长

25.6%，投用智算中心总IT负载达到1,205.5MW，同比增长41.6%；在政府极大的重视及相关

政策加持下，我们估算2024年IDC业务市场规模将保持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

性更高的智算中心。云相关业务是除服务器、物理基建以外数据中心的另一大资本支出，从

全球和中国的云资本开支看，快速增长的AI相关需求为云服务带来机会，随着AI技术应用范

围不断扩大，对高性能计算和存储的需求快速增长，带来对先进和扩展性高的云基础设施需

求，促使云服务厂商加大AI领域投入。根据Canalys数据，2024年第三季度全球云基础设施服

务支出同比增长21%至820亿美元；中国大陆的云基础设施服务支出在第三季度同比增长11%

至102亿美元，占全球云支出的约12%，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期需求持续存在，同时AI广泛应

用带来新的需求，云资本支出在阶段性放缓后预计将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 

消费电子领域，主要包括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及可穿戴产品等。2024年以来，全球经济缓慢

复苏呈现一定韧性，消费者信心有所增强，消费电子市场需求整体呈现复苏，但不同品类市

场需求复苏程度有所分化。智能手机方面，自2021年下半年起，在经历连续6个季度同比下滑

后，高性价比的新产品组合、更新周期以及消费者信心增强等因素推动下，2023年下半年全

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恢复增长态势并延续到2024年，经过连续4个季度增长，根据IDC季度数据

加总，2024年前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6.34%至8.91亿台。从区域市场来看，中

低端产品为主的非洲和拉美市场延续了自2023年下半年开始的复苏态势，根据Canalys数据显

示，2024年第三季度，非洲及拉美地区智能手机连续多个季度实现复苏，但在宏观经济压力

下增速均有所放缓，非洲地区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3%至1,840万部，拉美地区智能手机出

货量同比增加10%至3,510万部；受益于智能手机厂商改善其库存水平和提升渠道活动，东南

亚地区智能手机ASP下降，带动出货量连续增长，2024年第三季度，东南亚地区智能手机市

场同比增长15%至2,500万部且增速达到多个季度最高点；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在2024年开始反

弹，出货连续两个季度增长，2024年三季度同比增长4%至6,910万部，延续反弹趋势。从不同

手机品牌和各机型市场表现来看，2024年前三季度，全球前五大智能手机厂商表现稳定，但

竞争更为激烈，三星精简其产品线，三季度出货量略有下滑，但仍以5,750万台的出货量及19%

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带有AI功能的iPhone16系列表现强劲，出货量创5,450万台的历史记录

位居第二，市场份额18%与三星差距进一步缩小；受益于新产品推出，小米以4,280万台的出

货量位居第三，市场份额14%；通过精简产品线及加大市场拓展力度，OPPO和Vivo分别以2,860

万台和2,720万台的出货量位列第四和第五。受产品定位、耐用性等因素影响，在经过多个季

度高速增长后，折叠屏手机市场增长率出现瓶颈，同时部分厂商开始缩减折叠屏产品投入，

根据Canalys预计，2024年全年折叠屏手机出货量仅能实现13%增长。随着移动端AI应用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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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发展，带有AI功能的手机有望替代折叠屏手机成为高端手机市场新的增长点，根据

Canalys预计，2024年AI手机渗透率将达到17%。总体来看，智能手机作为消费电子领域最重

要的应用终端之一，连续多个季度下跌之后，在2023年四季度迎来拐点并延续至2024年。展

望2025年，疫情期间购买的手机逐步进入换机周期以及AI手机的渗透将推动需求逐步回暖，

但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预期下，需求复苏强度存在不确定性，预计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将保

持小幅增长。 

可穿戴设备主要包括可听戴设备和智能腕带设备等。自2011年起走进消费者视野，经过多年

市场渗透率快速攀升，随着中国、美国、欧洲和印度等大型市场走向成熟，全球可穿戴设备

出货量进入温和增长阶段，技术创新速度及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兴趣放缓，均对可穿戴设备增

长带来压力。随着消费需求温和复苏以及换机周期逐步到来，根据IDC预计，2024年全球可穿

戴出货量将增长6.1%达到5.38亿台，尽管增长较为温和，但出货量恢复到2021年水平。从产

品端来看，可穿戴腕带设备包括基础手环、基础手表和智能手表三大品类，基础手环因功能

所限已经历多个季度下滑，基础手表的兴起是2023年增长的主要动力。2024年前三季度，全

球可穿戴腕带设备市场同比增长3%至5,290万台，在多系列新品需求强劲的带动下，基础手环

经历多季度下滑后首次恢复增长，出货量同比增长7%至1,040万台；基础手表市场随着以印度

图1：近年来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情况 

 

数据来源：IDC，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2：近年来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情况 

  

数据来源：工信部，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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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新兴市场需求放缓趋于平稳，出货量同比增长3%至2,390万台；技术创新速度及消费者

兴趣降低，智能手表出货量微增0.1%至1,850万台。个人音频方面，全球个人音频设备市场在

2024年迎来全面复苏，根据Canalys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全球个人智能音频设备出货量约1.26

亿件，同比增长15%，已连续三个季度呈现增长趋势，增长主要来自TWS设备、无线颈挂式

及开放式耳机，其中在音质提升及主动降噪等功能普及带动下，TWS设备出货量增长15%，

特别是在印度市场大幅增长约47%；随着消费者对健康关注程度提升，在健康及健身领域带

动下，无线颈挂式耳机及开放式耳机需求大幅增加，出货量占整体市场的6%，增速大幅提升。

展望2025年，可穿戴腕带设备市场趋于成熟，技术创新速度及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兴趣放缓，

均对可穿戴设备增长带来压力，随着消费需求温和复苏以及换机周期逐步到来，预计可穿戴

腕带设备市场将温和增长；音频设备方面，音质及功能的提升为市场带来机遇，开放式耳机

等新品类仍有较大的渗透空间，预计音频设备市场将保持较好增长，不同成熟度和消费特点

的区域市场将为可穿戴设备发展带来差异化机会。此外，AI功能的嵌入可能为可穿戴市场带

来一定新增需求。 

图3：近年来全球可穿戴装备出货量情况 （亿部） 图4：2023年四季度以来全球TWS耳机市场出货量  

   

 

 

数据来源：IDC，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Canalys，中诚信国际整理 

计算机领域，2023年四季度以来，全球PC市场出现积极信号，随着经济缓慢复苏，Windows

软件更新以及AI PC的推出，消费者和企业采购需求复苏，特别是企业需求复苏明显，全球PC

出货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增长。根据Canalys数据显示，2024年第三季度, 全球PC（包含台式

机、笔记本和工作站）的出货量为达到6,640万台，同比增长1.3%，其中笔记本（包括移动工

作站）的出货量达到5,350万台，同比增长2.8%，而台式机（包括台式机工作站）的出货量下

跌4.6%至1,290万台；AI PC方面，2024年第三季度保持强劲步伐，搭载Snapdragon X系列芯片

的Copilot+ PC迎来了其首个完整的供应季，而AMD也推出了Ryzen AI 300系列产品，英特尔

则正式发布其Lunar Lake系列，AI PC出货量达到1,330万台，占本季度PC总出货量的20%。展

望2025年，随着技术基础完善，芯片厂商和OEM厂商预计通过更多价位产品，覆盖更广泛的

客户群体，同时Windows10系统将于2025年10月停止服务亦将带动一定的PC换机需求，特别

是在企业需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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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展望，2025 年 1 月 

汽车电子领域，电动汽车、自动驾驶、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智能座舱等仍然是行业

发展的主流方向，并拉动汽车电子需求快速增长。从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发展来看，中国市场

起步较早，近年来，新能源车产销量持续保持较快增长，销量及渗透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4年1~11月，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134.5万辆和

1,126.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6%和35.6%，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车

渗透率超过50%。近年来全球新能源汽车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同时，基于电动汽车的单

车电子元器件价值量亦将提升，电动化发展将有利于以功率器件和功率半导体、微控制器、

电源管理芯片和传感器等为代表的车用半导体、电池、车载面板、摄像头、PCB和MLCC等关

键电子元器件需求稳定增长。展望2025年，在经历多年快速发展，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1,000

万辆，渗透率超过50%后发展预计将有所放缓，但仍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持

续发展为电子元器件长期需求增长提供支撑。 

整体来看，2024年电子元器件下游需求整体温和复苏；新产品的推出及新的换机周期带动以

手机和个人电脑为代表的消费电子产品需求温和复苏；AI对各行业带来的变革，特别是算力

需求驱动通信设备和数据中心资本支出保持较大幅度增长，数字化转型带动下的工业及物联

网应用需求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发展为电子元器件长期需求增长提供支撑。 

经营状况 

国内外需求温和复苏带动行业整体经营效益企稳回升，但不同细分行业在竞争格局及供需关系上有

所差异，经营效益改善程度不同；半导体产业整体触底回升，价格上涨叠加下游需求回暖带动产业

链各环节业绩好转，加速行业回暖；受益于供给侧减产效果显现及消费领域需求回暖，光学光电子

产业业绩压力有所缓解，但整体仍在低位运行；PCB 产品应用领域多元化程度高，下游需求复苏

对产业带动效果明显，业绩改善程度优于其他子行业；电子零部件产业经营稳健，整体收入保持小

幅增长。 

中国作为全球电子信息制造大国，经过多年平稳快速发展，主要电子信息产品的产量居全球

前列，中国制造产品持续出口至海外，带动国内电子元器件行业不断发展壮大。2024年以来，

 

数据来源：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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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展望，2025 年 1 月 

尽管地缘政治危机、美元加息及全球通货膨胀等因素仍然存在，但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呈现一

定韧性，海外需求亦有所复苏，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扭转2023年以来的

下滑趋势，根据海关总署数据，电子元件（统计范围包括印刷电路、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

件、集成电路等）出口金额同比增速由2023年1~11月的-10.2%恢复增长至2024年1~11月的

5.7%。受上述影响，电子元器件各细分行业内企业经营效益均恢复增长，但不同细分行业在

竞争格局及供需关系上有所差异，经营效益改善程度不同。 

半导体产业方面，受产业周期变化及地缘政治因素等综合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自2022年下

半年起出现下滑，随着2023年下半年存储市场价格回升，行业整体下滑趋势企稳，并在2024

年恢复增长，根据WSTS数据，2024年1~10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同比增长19.38%至5,100.99

亿美元，基于主要下游市场需求的持续修正，WSTS预计2024年和2025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分

别为6,112.31亿美元和6,873.80亿美元，重新回到增长趋势。对于中国大陆企业而言，经过过

去十多年的技术追赶，中国企业在中低端领域陆续实现技术突破，已经打通了核心环节，形

成较为完整半导体产业链布局，初步完成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特别是在芯片生产环节，设

计、制造及封测方面，均实现成熟制程的突破，制造环节的自给能力逐步增强，但与国内市

场需求相比仍有较大产能和技术缺口，特别在先进制程方面；相比于芯片生产环节，作为生

产支撑的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设备方面，仍是我国产业链的薄弱之处，特别涉及到高端芯片

生产环节，中国大陆厂商竞争力相对薄弱，未来发展仍需产业生态各个环节的通力协作。总

体而言，中国大陆半导体供需随着在企业在中低端领域不断突破已有所缓解，核心产品存在

进口依赖度不断下降，但在高端先进制程方面供需矛盾仍较为突出。从数据上来看，目前中

国半导体市场需求占全球比重在30%左右，中国大陆晶圆制造产能占比提升至约19.1%，与广

阔的市场需求相比，中国大陆半导体制造产能缺口有所收窄但仍较大，近年来贸易逆差规模

总体呈收缩态势，但半导体仍然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1~11月，

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和贸易差额分别为3,492.37亿美元和-2,044.93亿美元。此外，基于中国

半导体产业发展现状及美国对中国高端半导体技术和人才的出口限制不断升级，中国大陆企

业在主流高端半导体技术和产品方面的突破及产能扩充将面临更大的困境，新器件、新材料、

新工艺，微纳系统集成，芯片架构创新或将成为未来三大主要创新方向，同时，国内资源整

合和产业集中度的提升或将有助于增强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庞大的国内市场空间也可为

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图6：近年来全球和中国半导体销售情况（%） 图7：近年来我国集成电路进出口规模（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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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STS，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光学光电子产业中最具代表性的细分领域包括面板、模组和LED，近年来上述子行业均面临

着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具体来看，LED方面，LED产业链整体仍承压下行，根据中国照明

电器协会数据，近年我国照明产品占全球出口份额的60%左右，2024年1-11月我国照明产品出

口总额约504亿美元，同比下降约0.7%，海外需求仍显疲软，产品结构持续改变，LED电光源

出口占比上升约72%，占我国普通照明用电光源出口量的90%，LED模块出口量同比增长约

517%，传统普通照明用产品出口占比继续下降，LED厂商经营表现分化，掌握先进LED技术

的厂商经营表现率先企稳。模组方面，随着消费电子终端需求逐渐回暖，2024年以来模组厂

商经营压力有所缓解，整体业务规模增长带动产线产能稼动率提升，行业整体回暖，其中头

部厂商首先受益，经营业绩表现较好，其他模组厂商业务虽有所增长但幅度较小，仍存在一

定经营压力。模组环节技术壁垒较低，行业竞争激烈，产业链上下游对模组端盈利空间的挤

压效应显著，模组企业整体运营效率较低，同时面板等行业技术逐步成熟以及加工方式变化

对模组行业提出更高要求，缺乏核心竞争优势的模组企业仍可能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面板

方面，液晶电视、PC及智能手机是面板主要的下游应用方向。2023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头部

面板厂商调整稼动率及部分低效产能加速出清，叠加库存消化，大尺寸面板价格在2024年呈

现回升后企稳态势，中小尺寸面板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目前行业竞争较为稳定，LCD、OLED、

MicroLED等技术并存，LCD仍是主流，在大尺寸方面广泛应用，OLED从手机领域逐渐向笔

电、车载、电视领域渗透，全球出货量占比逐年提升，同时各大厂商正加大MicroLED布局。

继韩系厂商三星、LGD关闭工厂后，中国台湾双虎群创、友达也相继关闭部分LCD产线，LGD

广州工厂亦计划出售，同时随着中国大陆高世代产线陆续释放产能，全球面板产能进一步向

中国大陆集聚，目前我国显示面板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一。京东方和TCL华星已在大尺寸LCD

领域建立起显著竞争优势，在中小尺寸面板领域，三星、京东方和深天马市场份额排名全球

前三，中国大陆厂商在面板显示领域的市场地位居全球前列且技术实力逐步增强。印刷电路

板产业方面，2024年以来，由于需求逐步恢复、库存改善，行业呈现复苏迹象，根据Prismark

估算，2024年PCB市场整体将实现正增长，预计总产值730.26亿美元，同比增长约5.0%。AI服

务器、数据存储、通信、新能源、智能驾驶以及消费电子等市场仍将是行业长期的重要增长

驱动力。其中，AI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高算力和高速网络通信的需求呈高增长态势，驱动

了下游市场对于大尺寸、高层数、高频高速、高阶HDI、高散热等PCB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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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展望，2025 年 1 月 

对高端芯片和先进封装需求的大幅增长，从而带动了全球封装基板产业恢复增长，但仍面临

结构性差异，AI相关高阶算力芯片及存储芯片需求旺盛，相关领域封装基板产品需求同比快

速增长；其他细分领域如分立器件、光电子器件、传感器和模拟芯片等需求复苏相对较弱，

间接影响对应封装基板产品市场增长。电子零部件制造及其他电子元器件产业方面，在需求

缓慢复苏的带动下，行业增速有所恢复，但目前制造及技术研发能力高、大客户满意度更高

的厂商，能够争取到来自核心客户更多的产品供货品类及更大市场份额，在此基础上，行业

集中度呈现上升趋势，且叠加部分厂商拓展新的产品应用领域，行业空间进一步扩大，为相

关厂商业绩稳健增长提供良好基础。 

图8：2020年以来主要大中尺寸面板价格走势（美元/片） 图9：近年中小尺寸面板价格走势（美元/片） 

     

数据来源：群智咨询，Omdia，中诚信国际整理 

整体来看，2024年以来，我国主要电子元器件的出口在经历首次下滑后快速恢复增长，在需

求复苏的带动下企业经营效益转好，但不同细分行业的复苏程度有所分化。在供需关系改善

及价格企稳影响下，面板企业经营转好，在面板领域的市场份额不断增长；在国家政策支持

及企业持续投资下，半导体行业自主可控能力增强，各产业链环节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有所减

弱但仍然较大，高端产品制造研发和产能扩充受海外国家政策影响较大，企业资源有效整合

和产业链通力合作有助于中国电子元器件厂商竞争力的提升。 

政策影响 

2024 年以来，行业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严峻，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相关产业的限制

范围及限制力度进一步加大，延续了自特朗普任期以来对我国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半导体产业的高压

态势；但以“两新”、“两重”为主的政策为电子元器件行业下游领域项目建设及需求复苏带来动力，

持续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和资金支持为关键技术突破及加速国产化替代进程提供有力支撑。 

2024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大逆周期调节，以“两新”、“两重”为主要发力点开展经济工作，

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方式筹集资金支持相关行业项目建设，以补贴的形式支持汽车、家电

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提振消费和扩大内需。从效果来看，“两重”政策投入7,000亿元资金，支

持超过1,000个项目，单项目平均支持资金在4亿元左右，有利的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两新”

方面，投入3,000亿元在设备更新、汽车及家电以旧换新等方面，全国汽车置换更新超3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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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超3,330万名消费者购买相关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超5,210万台，家装厨卫“焕新”补贴产品

超5,300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100万辆，均带动了超过千亿规模的销售增长。整体来

看，2024年以来，我国以“两新”、“两重”为主的经济政策不仅从项目投资角度支持企业发

展，同时提振消费及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亦为电子元器件行业需求复苏带来动力。展望2025

年，“两新”、“两重”政策将持续发力，设备更新支持范围预计将扩大至电子信息、安全生产、

设施农业等领域，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不仅会加大家装消费品换新的支持力度，还将实

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三类数码产品

给予补贴，持续为电子元器件行业需求复苏提供动力。 

国际政策方面，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继续对我国包括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在

内的所谓敏感高科技领域进行打压限制，2024年3月美国拜登政府第三轮修订对华半导体出口

管制令、2024年12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再次修订《出口管理条例》，对我国相

关产业的限制范围及限制力度进一步加大，延续了自特朗普任期以来对我国高科技领域特别

是半导体产业的高压态势。面对美国高科技产业封锁所带来的严峻考验，我国政府持续出台

包括顶层设计、财税等政策，以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其中2024年5月，我国成立了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第三期，注册资本3,440亿元，远超一期和二期规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等四大协会在联合发声，明确表示

针对美国对华采取的出口限制进行坚决抵制，并提醒中国企业谨慎采购美国芯片，确保供应

链的安全性；推出《电子信息制造业2023—2024年稳增长行动方案》、《稀土管理条例》等，

意在反制外部国家产业限制、大力扶植我国本土企业。持续有力的产业政策支持将加快电子

行业逐步突破“卡脖子”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进程，增强我国电子产业链安全。 

三、 行业财务表现 

样本企业概述 

中诚信国际选取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发债企业及有公开信用评级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企业，剔

除存在母子公司关系的企业，样本企业共计91家。从细分行业来看，半导体企业26家、电子

零部件制造企业15家、光学光电子企业26家、PCB企业15家、其他电子元器件企业9家。由于

电子元器件细分行业较多，不同细分领域的样本企业在财务表现方面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盈利能力 

2024年以来电子元器件样本企业收入和利润均恢复增长，盈利指标均有所回升，但不同细分

行业恢复程度有所差异。受益于下游应用领域广泛，半导体及印制电路板样本企业收入增幅

居前；供给侧减产效果显现及消费领域需求回暖，模组及面板行业业绩压力有所缓解，有望

拉动光学光电子行业业绩改善；电子零部件制造样本企业盈利状况略好于其他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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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方面，2024年电子元器件下游需求整体温和复苏，样本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11.16%至11,062.63亿元。各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均呈现增长，其中半导体、印制电路板及其他

电子元器件样本企业收入增幅居前，分别为25.32%、19.09%和15.86%；光学光电子行业市场

行情经过连续多年下行后，受益于供给侧减产效果显现及消费领域需求回暖，业绩压力有所

缓解，2024年前三季度该细分行业样本企业收入重新恢复增长，但增长幅度明显低于其他细

分行业。 

毛利率方面，2024年前三季度，电子元器件样本企业的营业毛利率均值同比增加0.7个百分点

至19.84%，其中印制电路板、电子零部件、其他电子元器件和半导体行业毛利率均有所下降，

相关行业样本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在面板和模组价格恢复带动下，光学光电子行业营业毛

利率均值恢复增长，但仍为细分行业中最低值，为14.73%。从期间费用来看，电子元器件样

本企业费用控制能力较稳定，近年来期间费用率小幅增长，2024年以来样本企业财务费用增

长明显叠加持续的研发投入，期间费用率增加0.86个百分点至18.32%。从结构上看，各细分

行业样本企业经营账期拉长，经营获现情况弱化，需要通过一定融资保持日常经营周转，财

务费用均保持增长，其中印制电路板、其他电子元器件及半导体样本企业增幅较大。由于持

续的研发投入是电子元器件企业构筑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样本企业保持较大规模的研

发投入，分行业来看，由于行业技术壁垒高、研发人才及材料设备等资金投入更大，以及研

发资本化比例低于其他子行业，半导体行业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其他子行业研发投入力度在

经营压力略有缓解后有所恢复，受财务费用快速增长影响，各细分行业研发费用占期间费用

比重均有所下滑，但仍是期间费用的主要构成，研发费用占期间费用的比重均值为44.14%。 

净利润方面，2024年前三季度，样本企业在经历2023年净利润大幅下降后重新恢复增长，同

比增长24.60%至379.50亿元，前三季度盈利超过2023年全年。具体来看，各细分行业净利润均

保持增长但幅度有所差别，其中光学光电子改善最为明显，但行业整体仍呈亏损状态，在下

游需求回暖及面板行业价格回升带动下，净利润同比大幅减亏76.66%，其中LED行业竞争激

烈，盈利仍呈下滑态势；随着消费电子等终端需求复苏，PCB和电子零部件样本企业净利润

分别增长25.71%和25.31%，其中PCB样本企业净利润恢复增长，电子零部件样本企业受益于

核心客户品牌及产品竞争力强、差异化程度较高，抗风险能力较强，订单及盈利水平较为稳

定；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器件样本企业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小，分别增长1.28%和3.82%，其他

电子元器件样本企业在经历连续下滑后，随着需求复苏重新恢复增长，半导体样本企业在触

底后部分产品价格开始回升，样本企业净利润水平改善，但受部分样本企业新增产线，折旧

摊销增加影响，增长幅度有限。 

从盈利指标来看，2024年前三季度，电子元器件行业样本企业EBIT利润率均值同比增加1.29

个百分点至3.76%，重新恢复增长，其中，唯一EBIT利润率均值为负的子行业仍是光学光电

子，但随着下游需求回暖及面板行业价格回升，样本企业盈利情况好转，该指标提升5.14个百

分点至-1.18%；此外，仅半导体行业EBIT利润率出现下降，虽然自2024年以来，随着产业链

库存逐步出清见底，多个细分领域市场行情出现复苏迹象，产品价格有所回升，行业样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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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有所改善，但受新增产线折旧摊销增加影响，利润增幅不及营收，当期EBIT利润率同

比下降0.95个百分点至5.17%。 

图 10：分行业样本企业收入及盈利能力情况 图 11：近年来分行业样本企业财务费用及研发费用率情况 

 
  

数据来源：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 12： 2024 年前三季度样本企业净利润同比变动情况 图 13：近年来分行业样本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获现能力 

行业样本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总体虽小幅增长，但增幅低于净利润增幅且仅光学光电子样

本企业获现增长，其余细分行业样本企业经营获现均不同程度下滑；面板企业得益于严格的

账期管理要求，其经营获现能力维持良好状态，带动光学光电子样本企业经营获现增长，其

余行业样本企业经营获取情况弱化，但仍能形成正向的内生性资金来源。 

获现能力方面，2024年前三季度样本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合计为1,273.20亿元，同比增长

10.09%，经营获现增幅低于盈利，各子行业样本企业均能形成正向的内生性资金来源为业务

运营提供支持，但除光学光电子行业外，其余细分行业样本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均同比均

有所下降。光学光电子行业样本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同比增长45.59%，其中，面板行业高

度集中，样本企业话语权较强，在收入增长带动下，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大幅增长45.83%；模

组企业在需求复苏的带动下，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由流出转为流入状态；LED行业充分竞争，

虽经营业绩保持稳定，但经营活动获现情况同比下滑，资金压力有所加大。PCB样本企业在下

游需求回暖的情况下增加备货，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同比下滑22.30%。半导体行业样本企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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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净现金流同比减少12.06%，延续了下滑态势，主要由于当期部分企业因产能爬坡或为

上游分担库存压力等原因增加库存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出增加较多所致。电子零部件及其他电

子元器件样本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分别同比下降5.30%和54.47%，在整体经济弱复苏的环境

下，品牌厂商更加注重现金流情况，进而压缩了产业链其他行业获现情况，同时为保持需求

响应速度，样本企业适度增加备货亦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有所增加。 

图 14：近年来分行业样本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情况 
图 15： 2024 年前三季度分行业样本企业经营活动净现

金流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偿债能力 

样本企业资本开支力度整体下降使得总债务增速放缓，财务杠杆小幅提升，多数样本经营获

现情况弱化导致偿债指标总体有所弱化，但仍保持在较好水平。其中，半导体企业财务弹性

大且在良好的政策及融资环境加持下，偿债能力良好；具有领先行业地位的半导体显示样本

企业融资渠道顺畅，偿债风险可控；模组类样本企业虽经营业绩有所改善，但短债占比较高，

偿债指标仍处于较低水平，仍面临一定的债务接续压力。 

资本开支方面，2024年前三季度，全行业样本企业资本开支同比增加8.76%至1,629.71亿元，

其中，在国产化替代加速推进及中美半导体产业博弈的背景下，为不断升级现有工艺技术平

台及增强产能规模优势，半导体行业样本企业资本开支仍保持大幅增长，增量主要来自制造

环节，当期半导体行业样本企业资本开支增长20.38%。光学光电子样本企业资本开支小幅增

长11.19%，主要系京东方A资本开支同比增长84.21亿元带动样本企业整体资本开支增长，由

于市场环境仍不明朗且现有产能较充足，厂商出于谨慎性考虑，投资节奏有所放缓，其他光

学光电子企业资本开支整体仍呈下降趋势。下游需求缓慢复苏，同时现有产能相对充足，PCB、

电子零部件及其他电子元器件行业资本开支规模同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图 16：近年来分行业样本企业资本开支情况 
图 17：2024 年前三季度分行业样本企业资本开支变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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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从债务情况来看，电子元器件样本企业大部分资本开支力度削减导致债务增速放缓，截至2024

年9月末，电子元器件样本企业总债务同比增长6.96%至8,464.79亿元。其中，以面板为主的光

学光电子样本企业债务绝对值最大，占全行业总债务的54.08%，但由于投资节奏拉长，当期

末光学光电子样本企业总债务增速仅1.09%。半导体行业样本企业因项目建设等资本开支规

模延续正增长，期末总债务增速为19.71%，高于其他细分行业。在经营活动获现下滑情况下，

电子零部件及其他电子元器件行业样本企业债务规模小幅增加，同比增速分别为15.66%和

10.68%。从债务结构来看，截至2024年9月末短期债务占比小幅上升至52.47%，其中，模组类

样本企业短期债务占比超过80%%，债务结构亟需改善，半导体和面板类样本企业短债占比较

低，债务期限结构与长期的项目建设需求匹配度高。截至2024年9月末，电子元器件样本企业

平均资产负债率和总资本化比率分别为46.73%和33.36%，分别同比上升2.17个百分点和1.92

个百分点，总体财务杠杆适中。 

偿债能力方面，2024年前三季度，样本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对短期债务覆盖倍数的平均值

为2.40倍，由于各细分行业的经营获现水平均在不同程度受到宏观经济下行影响而弱化，该

指标较2023年末有所下降。同期，样本企业货币资金对短期债务覆盖倍数的平均值为8.23倍，

覆盖倍数小幅下降但仍表现良好。具体来看，半导体样本企业经营获现情况有所下滑，自身

内生性资金来源对偿债的保障作用有限，但半导体企业的发展充分受益于现有国内良好的政

策及融资环境，且多数企业自有资金垫较厚、财务弹性大，债务风险较低。PCB产业成熟度

较高，企业经营稳健度较高，近年扩产节奏较为保守，经营积累带来的资金储备总体保持增

长同时债务规模有所下降，2024年1~9月，PCB样本企业偿债指标均有所提升。电子零部件样

本企业因经营获现下滑且库存对资金的占用加大，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对短期债务的平均覆盖

能力下降至0.54倍，低于其他子行业，但该类企业经营发展普遍围绕关键大客户进行，具有一

定技术及制造壁垒，产线定制化程度高，短期被客户替代的可能性较小，因而该类样本企业

的偿债有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提供较有力的支撑，短期偿债能力仍处于可控范围。光学光电子

行业中的模组类样本企业偿债指标有所改善但仍处于较弱水平，当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货

币资金对短期债务的平均覆盖倍数分别为0.59倍和0.97倍；半导体显示样本企业偿债能力对外

部融资能力的影响大，已占据行业领先地位的面板企业仍能保持较强的偿债能力，同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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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回升有望带动面板企业偿债指标有所优化。 

四、 结论 

电子元器件行业作为现代社会应用场景最广泛的产业之一，行业规模发展有着良好的市场基

础，但技术更迭快又使得行业波动性较强。2024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并呈现一定韧性，电子

元器件下游需求整体温和复苏，主要企业总体收入及利润水平恢复增长，多数企业经营获现

水平均有所下滑，偿债指标小幅弱化，大多数企业投资策略变得谨慎，但政策及金融支持为

稳住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伴随着消费电子需求缓慢回暖及汽车电子、人工智能等

行业快速发展，有助于行业总体信用状况仍维持稳定，预计未来12~18个月内电子元器件行业

总体信用质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其中部分细分子行业表现有所分化，半导体产业方面，

半导体产业整体触底回升，价格上涨叠加下游需求回暖带动产业链各环节业绩好转，投资趋

于理性，加速行业回暖，未来一段时间半导体子行业的信用质量将由负面改善转为“稳定”。

光学光电子产业方面，市场行情在连续多年下行后，受益于供给侧减产效果显现及消费领域

需求回暖，光学光电子产业业绩压力有所缓解，但整体仍在低位运行，未来一段时间光学光

电子子行业的信用质量将维持“负面改善”状态，仍需关注持续其中流动性压力较大的模组

类企业的信用水平变化。电子零部件制造、印刷电路板子行业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图 18：分行业样本企业资本结构情况 图 19：分行业样本企业债务结构及偿债能力情况 

    

数据来源： iF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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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样本企业财务数据 

证券名称 所属行业分类 

营业收入（亿元） EBIT／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亿元） 总资本化比率 带息债务（亿元） 货币资金/短期债务

（X） 2023 2024.1~9 2023 2024.1~9 2023 2024.1~9 2023 2024.1~9 2023 2024.1~9 2023 2024.1~9 

生益科技 印制电路板 165.86  147.45  8.35% 11.37% 11.49  14.51  24.14% 23.75% 49.97  49.44  0.76  0.40  

华正新材 印制电路板 33.62  28.24  -3.03% 1.30% -1.20  -0.05  67.49% 69.03% 32.52  35.41  0.25  0.23  

世运电路 印制电路板 45.19  36.75  12.30% 14.76% 4.67  4.61  31.49% 23.01% 16.20  16.80  3.52  2.40  

南亚新材 印制电路板 29.83  24.44  -5.46% 2.46% -1.29  0.56  24.14% 27.71% 7.79  9.35  0.69  0.62  

东山精密 印制电路板 336.51  264.66  6.94% 5.17% 19.65  10.67  45.55% 44.31% 152.15  150.05  0.83  0.77  

中富电路 印制电路板 12.41  10.44  1.80% 2.03% 0.26  0.31  37.77% 45.44% 7.05  9.79  0.91  0.69  

四会富仕 印制电路板 13.15  10.38  18.11% 14.38% 2.04  1.23  23.66% 23.28% 4.70  4.85  41.66  177.61  

弘信电子 印制电路板 34.78  44.49  -12.12% 4.49% -4.93  1.16  52.53% 53.37% 17.10  19.04  0.54  0.28  

明阳电路 印制电路板 16.19  11.89  7.94% 4.81% 1.02  0.33  32.29% 30.37% 9.12  8.61  4.53  3.25  

兴森科技 印制电路板 53.60  43.51  2.12% -5.92% 1.24  -2.07  42.36% 46.81% 46.35  52.00  1.51  0.64  

深南电路 印制电路板 135.26  130.49  10.74% 12.82% 13.98  14.88  24.83% 25.22% 43.57  48.07  0.44  0.23  

金百泽 印制电路板 6.36  4.99  6.32% 4.36% 0.39  0.21  8.05% 6.84% 0.59  0.49  3.38  2.93  

崇达技术 印制电路板 57.72  45.74  9.02% 7.72% 4.22  2.98  25.70% 26.72% 26.11  27.89  1.33  1.30  

超声电子 印制电路板 54.57  42.14  5.33% 4.91% 2.29  1.78  27.45% 23.93% 19.58  16.71  2.64  2.72  

景旺电子 印制电路板 107.57  90.78  9.81% 11.99% 9.11  8.96  33.81% 22.90% 45.81  33.25  1.51  1.21  

晨丰科技 光学光电子 12.43  9.29  10.25% 6.07% 0.75  0.10  54.88% 59.76% 14.60  17.53  0.68  0.54  

联得装备 光学光电子 12.07  10.04  17.51% 24.25% 1.76  1.94  30.53% 24.44% 7.32  5.98  1.16  1.52  

隆利科技 光学光电子 10.26  9.41  5.08% 9.15% 0.46  0.77  18.92% 17.96% 2.56  2.52  1.39  1.57  

华映科技 光学光电子 14.55  13.16  -98.61% -51.42% -16.07  -8.49  59.68% 64.94% 36.26  29.54  0.36  0.30  

*ST 合泰 光学光电子 46.30  10.17  -224.83% -64.54% -125.72  -12.84  604.71% -410.41% 73.00  59.18  0.10  0.08  

长信科技 光学光电子 88.89  86.37  3.51% 4.28% 2.96  3.24  23.83% 32.66% 27.53  43.41  0.57  0.39  

激智科技 光学光电子 23.03  16.39  8.19% 12.27% 1.36  1.67  43.53% 38.61% 14.35  12.34  0.76  0.48  

欧菲光 光学光电子 168.63  144.72  1.38% 2.59% 0.74  0.98  64.84% 65.18% 77.17  83.46  0.25  0.26  

水晶光电 光学光电子 50.76  47.10  11.87% 19.65% 6.17  8.79  7.07% 4.83% 6.82  4.68  3.68  3.60  

凯盛科技 光学光电子 50.10  35.74  5.56% 7.22% 1.50  1.58  43.73% 49.90% 34.96  45.78  0.37  0.12  

彩虹股份 光学光电子 114.65  90.03  8.93% 15.69% 6.64  12.26  40.97% 38.38% 141.95  135.06  0.80  0.99  

深天马 A 光学光电子 322.71  240.14  -3.31% 0.95% -21.10  -4.76  57.85% 55.94% 397.89  371.64  0.96  0.75  

维信诺 光学光电子 59.26  58.47  -70.71% -28.43% -45.39  -21.87  62.78% 68.56% 182.47  185.08  0.51  0.54  

TCL 科技 光学光电子 1,744.46  1,231.32  5.18% 1.47% 47.81  -18.29  54.14% 58.05% 1,714.81  1,890.54  0.56  0.47  

京东方 A 光学光电子 1,745.43  1,437.32  1.91% 2.80% 3.70  19.37  43.00% 41.70% 1,491.91  1,440.76  2.67  2.03  

利亚德 光学光电子 76.15  54.65  4.67% 4.63% 2.82  1.82  20.19% 20.12% 21.58  21.49  1.76  1.74  

联创电子 光学光电子 98.48  77.43  -8.10% 2.03% -10.60  -0.89  67.29% 70.09% 73.18  79.84  0.33  0.27  

华灿光电 光学光电子 29.03  29.53  -32.54% -13.20% -8.46  -3.60  25.33% 31.91% 25.55  33.61  0.99  0.51  

国星光电 光学光电子 35.42  26.88  1.88% 1.83% 0.86  0.70  28.49% 28.50% 15.15  15.30  1.06  1.11  

联创光电 光学光电子 32.40  24.34  14.33% 17.91% 4.07  3.79  27.76% 29.65% 17.71  20.61  1.14  0.98  

洲明科技 光学光电子 74.10  54.20  2.42% 3.10% 1.28  1.16  36.52% 35.35% 26.98  25.86  0.91  0.64  

聚飞光电 光学光电子 25.12  22.08  10.30% 11.79% 2.29  2.28  30.04% 29.04% 13.14  13.12  0.68  0.76  

木林森 光学光电子 175.36  121.90  3.78% 3.98% 4.51  3.62  18.87% 20.61% 32.10  33.63  1.63  1.35  

崧盛股份 光学光电子 7.63  6.52  3.87% 2.94% 0.24  0.05  31.97% 33.09% 3.83  4.02  1.21  1.16  

华体科技 光学光电子 6.08  2.89  10.30% -11.29% 0.55  -0.33  21.78% 21.16% 2.54  2.29  4.69  6.23  

勤上股份 光学光电子 3.29  2.90  -21.95% -16.39% -0.59  -0.42  0.22% 0.61% 0.06  0.15  94.59  52.41  

兴瑞科技 电子零部件制造 20.06  14.78  15.03% 14.20% 2.66  1.92  26.00% 25.03% 5.38  5.22  4.75  6.48  

英力股份 电子零部件制造 14.84  12.58  -0.92% 1.77% -0.37  0.06  36.68% 31.28% 6.51  6.30  0.22  0.42  

精研科技 电子零部件制造 21.96  15.76  7.60% 5.57% 1.57  0.96  17.62% 15.44% 4.38  3.85  1.69  1.18  

环旭电子 电子零部件制造 607.92  440.07  3.87% 3.93% 19.50  12.97  33.16% 31.01% 84.77  79.27  1.41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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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达科技 电子零部件制造 28.91  23.54  4.16% 8.18% 0.30  1.41  38.79% 34.18% 13.91  12.47  1.42  1.72  

佳禾智能 电子零部件制造 23.77  19.32  5.79% 4.06% 1.32  0.72  1.66% 33.57% 0.42  12.85  18.43  2.81  

蓝思科技 电子零部件制造 544.91  462.28  6.52% 5.85% 30.42  24.08  24.77% 25.12% 153.20  159.29  1.84  1.25  

瀛通通讯 电子零部件制造 7.54  5.96  -7.79% -3.53% -0.79  -0.33  37.91% 39.10% 5.15  5.16  3.59  3.15  

春秋电子 电子零部件制造 32.57  29.82  2.31% 6.39% -0.02  1.09  34.15% 35.78% 14.76  15.78  0.95  1.15  

福立旺 电子零部件制造 9.92  9.00  10.95% 9.69% 0.92  0.62  42.08% 43.58% 11.76  12.59  1.24  0.75  

胜蓝股份 电子零部件制造 12.41  9.23  5.53% 9.53% 0.73  0.85  35.98% 24.92% 6.40  4.18  1.37  2.10  

立讯精密 电子零部件制造 2,319.05  1,771.77  5.72% 6.05% 122.43  97.87  35.91% 43.65% 393.83  615.82  1.40  0.87  

歌尔股份 电子零部件制造 985.74  696.46  1.07% 3.69% 10.19  22.88  36.48% 38.76% 181.04  208.96  1.35  0.92  

得润电子 电子零部件制造 59.87  38.75  -2.65% -3.17% -3.12  -2.46  32.23% 33.46% 11.92  11.41  0.40  0.32  

福蓉科技 电子零部件制造 19.06  17.32  17.11% 10.14% 2.78  1.42  29.10% 33.86% 8.18  9.67  19.06  1.21  

泰晶科技 其他电子元器件 7.93  6.18  12.62% 14.31% 1.02  0.86  0.45% 0.15% 0.08  0.03  39.84  179.19  

朗科智能 其他电子元器件 13.34  11.76  3.21% 4.00% 0.38  0.48  30.57% 29.44% 4.85  4.72  4.84  4.66  

海能实业 其他电子元器件 19.03  15.56  7.82% 3.53% 1.29  0.44  36.48% 44.75% 9.88  13.13  1.82  0.58  

风华高科 其他电子元器件 42.21  35.72  1.22% 7.16% 1.81  2.64  8.65% 9.43% 11.44  12.75  6.41  5.37  

拓邦股份 其他电子元器件 89.92  77.00  5.90% 8.15% 5.12  5.53  24.59% 29.35% 20.77  27.22  0.98  0.77  

和而泰 其他电子元器件 75.07  70.40  5.19% 5.47% 3.48  3.25  26.82% 35.96% 19.36  30.16  0.66  0.43  

商络电子 其他电子元器件 51.03  46.61  1.68% 2.13% 0.33  0.50  42.75% 39.64% 13.04  13.92  0.50  0.25  

视源股份 其他电子元器件 201.73  171.52  6.12% 5.53% 14.00  9.83  19.78% 22.60% 31.73  38.01  1.61  1.13  

艾华集团 其他电子元器件 33.79  29.65  12.89% 8.72% 3.42  1.92  22.83% 23.09% 10.70  11.14  0.24  0.34  

韦尔股份 半导体 210.21  189.08  5.37% 13.68% 5.44  23.66  34.05% 30.71% 110.98  100.56  1.64  2.15  

至纯科技 半导体 31.51  26.39  18.92% 14.96% 3.28  1.61  45.59% 51.79% 42.45  55.21  0.32  0.20  

长电科技 半导体 296.61  249.78  5.82% 5.13% 14.70  10.71  27.09% 32.28% 97.16  135.75  2.15  1.61  

闻泰科技 半导体 612.13  531.61  4.24% 2.44% 9.67  4.30  35.02% 33.71% 203.02  193.48  0.53  0.63  

士兰微 半导体 93.40  81.63  2.19% -0.04% -0.65  -1.00  32.38% 31.34% 64.27  61.56  2.05  1.27  

ST 华微 半导体 17.42  15.79  7.16% 11.81% 0.39  1.08  44.87% 41.31% 26.58  23.67  0.85  0.39  

立昂微 半导体 26.90  22.77  3.17% -1.68% -0.27  -1.29  38.89% 44.60% 60.75  74.19  1.76  0.97  

沪硅产业 半导体 31.90  24.79  4.21% -25.89% 1.61  -6.49  20.13% 24.04% 51.68  61.95  6.51  2.91  

利扬芯片 半导体 5.03  3.60  5.18% -0.30% 0.25  -0.10  35.61% 51.18% 6.28  12.40  0.40  1.30  

晶合集成 半导体 72.44  67.75  4.02% 8.24% 1.19  2.96  38.01% 47.28% 135.72  231.19  3.17  2.16  

钜泉科技 半导体 6.03  4.49  19.28% 14.03% 1.31  0.71  0.23% 0.24% 0.05  0.05  33.67  121.99  

汇成股份 半导体 12.38  10.70  15.62% 10.42% 1.96  1.01  5.81% 27.00% 1.93  11.61  0.57  7.38  

力合微 半导体 5.79  3.78  20.07% 15.31% 1.07  0.50  24.15% 23.53% 3.21  3.14  30.25  49.92  

芯海科技 半导体 4.33  5.14  -36.45% -23.59% -1.43  -1.15  30.56% 36.71% 4.03  4.62  12.07  3.96  

银河微电 半导体 6.95  6.38  14.23% 11.22% 0.64  0.43  24.49% 26.61% 4.29  4.85  5.20  2.08  

宏微科技 半导体 15.05  9.80  8.69% 0.49% 1.14  0.00  41.41% 44.09% 8.08  8.88  0.51  0.32  

中芯国际 半导体 452.50  418.79  6.90% 4.73% 63.96  32.33  24.89% 24.86% 723.92  728.67  5.74  2.07  

紫光国微 半导体 75.65  42.63  35.60% 24.27% 25.34  10.16  16.15% 15.55% 22.60  22.43  4.29  3.80  

华天科技 半导体 112.98  105.31  2.96% 4.94% 2.78  3.72  34.33% 40.00% 99.96  132.29  0.94  1.10  

北方华创 半导体 220.79  203.53  20.11% 25.09% 40.33  44.60  23.86% 19.28% 77.81  71.38  6.90  10.19  

国民技术 半导体 10.37  8.21  -52.14% -15.03% -5.94  -1.66  57.25% 61.04% 16.68  17.91  0.94  0.42  

赛微电子 半导体 13.00  8.25  2.27% -19.19% 0.72  -1.77  15.72% 17.12% 10.50  11.40  2.46  1.60  

富瀚微 半导体 18.22  13.02  13.80% 13.04% 2.52  1.61  18.80% 17.08% 6.45  5.90  14.48  32.33  

捷捷微电 半导体 21.06  20.06  11.19% 21.39% 2.04  3.51  34.74% 31.69% 23.40  21.83  0.64  0.96  

江丰电子 半导体 26.02  26.25  11.22% 11.83% 2.20  2.22  20.44% 32.49% 10.61  20.74  3.47  0.85  

江波龙 半导体 101.25  132.68  -9.98% 7.19% -8.37  5.61  45.33% 51.95% 53.48  76.03  0.38  0.22  

注：因部分数据不可得，故上表中带息债务不包括中诚信国际债务计算公式中的调整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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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中诚信国际行业展望结论定义 

行业展望 定义 

正面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将有明显提升、行业信用分布存在正面调整的可能性 

稳定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负面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将恶化、行业信用分布存在负面调整的可能性 

正面减缓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正面”状态有所减缓，但仍高于“稳定”状态的水平 

稳定提升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稳定”状态有所提升，但尚未达到“正面”状态的水平 

稳定弱化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稳定”状态有所弱化，但仍高于“负面”状态的水平 

负面改善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负面”状态有所改善，但尚未达到“稳定”状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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