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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算力需求或支撑国产芯片产业链景气

提升 
——电子行业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市场回顾 

上周（2.10-2.14）申万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0.27%，在申万 31 个行业中排名第

21，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92%。申万电子行业三级子行业中模拟芯片设计、

印制电路板、被动元件指数涨跌表现相对靠前，分别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94%、

1.12%、0.49%。 

每周一谈：AI 算力需求或支撑国产芯片产业链景气提升 

中芯国际 2024Q4 毛利率好于指引，2025Q1 营收展望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中芯国际 2024 年第三季度报、第四季度业绩快报和投资者关系活动资料，

公司 2024Q4 实现销售收入 159.17 亿元，同比增长 31.0%。按照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2024 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环比增长 1.7%，符合此前公司三季报指

引，毛利率环比上升 2.1 个百分点至 22.6%，高于此前指引区间，2024Q4 毛

利率同比及环比均获得提升。2024Q4 12 英寸产品结构占比 80.6%获得进一

步提高，带动 ASP 环比提高。2024 年 12 英寸收入同比增长 35%，主要得益

于产能规模的扩大和新增产能能够较快地完成验证并投入生产。2024 年公司

资本开支为 73.3 亿美元，年底折合 8 英寸标准逻辑月产能为 94.8 万片，出货

总量超过 800 万片，四季度产能利用率为 85.5%，同比提升 8.7 个百分点。 

公司预计 2025Q1 淡季不淡，在国家刺激消费政策红利的带动下，客户补库存

意愿较高，消费、互联、手机等补单和急单较多，2025 年除人工智能继续高

速成长外，市场各应用领域需求持平或温和增长。公司 2025Q1 营收展望同比

增长 6-8%，毛利率 19-21%，2025 年营收增长展望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资

本开支展望与 2024 年大致持平。 

我们认为国产代工和先进制程龙头的展望反映行业景气预期，公司产能扩张可

逐步释放为公司业绩，在设备自主可控背景下、持续的资本开支对国产设备需

求形成支撑。从下游场景看，国内 AI 应用的扩大有望传导到数据中心算力需

求和智能端侧硬件领域，带动国产芯片产业链维持较好景气水平。此前半导体

禁令将促使 AI 相关 GPU、HBM 等高性能芯片代工向国内厂商转移，加快国

内龙头代工企业先进工艺迭代和设备更新，利好国产设备和先进封装等环节。 

用户庞大的应用和智能终端接入大模型或加速 AI 普及。根据 IT 之家消息，近

日微信、腾讯元宝、ima 等多款产品接入 DeepSeek-R1 模型，苹果公司与阿

里巴巴合作为国行版的 iPhone 开发 AI 功能，用户庞大的应用和智能终端接入

大模型或加速 AI 应用普及。此外，DeepSeek 等模型的本地部署或将带动应

用环节的算力投资、AIPC 等换机，建议关注 AI 需求对国产算力、存储芯片、

端侧 SoC 的带动以及对晶圆代工和国产设备、封装等制造环节的传导。 

投资策略：建议关注 AI 需求驱动和国产替代逻辑下的 AI 产业链及端侧消费电

子相关标的海光信息、中科曙光、瑞芯微、恒讯科技、兆易创新、中兴通讯、

芯源微、三环集团、富创精密、立讯精密、鹏鼎控股、领益智造、东山精密、

环旭电子等，先进制程代工企业、半导体设备和零部件及材料公司中芯国际、

北方华创、中微公司、华海清科、拓荆科技等。 

风险提示：贸易摩擦加剧，需求复苏不及预期，产能扩张不及预期，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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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基本资料  

股票家数 458 

行业平均市盈率 58.8 

市场平均市盈率 12.8 
 
 
行业表现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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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上周（2.10-2.14）申万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0.27%，在申万 31 个行业中排名第 21，

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92%。 

本月（2.1-2.14）申万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6.43%，在申万 31 个行业中排名第 4，跑

赢沪深 300 指数 3.24%。 

年初至今（1.1-2.14）申万电子行业指数上涨 6.15%，在申万 31 个行业中排名第

6，跑赢沪深 300 指数 6.05%。 

图1：申万一级行业上周（2.10-2.14）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2：申万一级行业本月以来（2.1-2.14）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3：申万一级行业年初至今（1.1-2.14）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4%

-2%

0%

2%

4%

6%

8%

10%

12%

传
媒
(
申
万
)

计
算
机
(
申
万
)

商
贸
零
售
(
申
万
)

通
信
(
申
万
)

医
药
生
物
(
申
万
)

社
会
服
务
(
申
万
)

银
行
(
申
万
)

食
品
饮
料
(
申
万
)

房
地
产
(
申
万
)

美
容
护
理
(
申
万
)

基
础
化
工
(
申
万
)

轻
工
制
造
(
申
万
)

建
筑
装
饰
(
申
万
)

综
合
(
申
万
)

汽
车
(
申
万
)

纺
织
服
饰
(
申
万
)

农
林
牧
渔
(
申
万
)

非
银
金
融
(
申
万
)

环
保
(
申
万
)

钢
铁
(
申
万
)

电
子
(
申
万
)

交
通
运
输
(
申
万
)

建
筑
材
料
(
申
万
)

家
用
电
器
(
申
万
)

电
力
设
备
(
申
万
)

有
色
金
属
(
申
万
)

机
械
设
备
(
申
万
)

公
用
事
业
(
申
万
)

石
油
石
化
(
申
万
)

国
防
军
工
(
申
万
)

煤
炭
(
申
万
)

-5.0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计
算
机

(申
万

)

传
媒

(申
万

)

汽
车

(申
万

)

电
子

(申
万

)

通
信

(申
万

)

医
药
生
物

(申
万

)

社
会
服
务

(申
万

)

机
械
设
备

(申
万

)

商
贸
零
售

(申
万

)

房
地
产

(申
万

)

国
防
军
工

(申
万

)

电
力
设
备

(申
万

)

非
银
金
融

(申
万

)

美
容
护
理

(申
万

)

钢
铁

(申
万

)

有
色
金
属

(申
万

)

建
筑
装
饰

(申
万

)

环
保

(申
万

)

综
合

(申
万

)

基
础
化
工

(申
万

)

轻
工
制
造

(申
万

)

家
用
电
器

(申
万

)

食
品
饮
料

(申
万

)

纺
织
服
饰

(申
万

)

农
林
牧
渔

(申
万

)

银
行

(申
万

)

交
通
运
输

(申
万

)

石
油
石
化

(申
万

)

公
用
事
业

(申
万

)

建
筑
材
料

(申
万

)

煤
炭

(申
万

)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计
算
机
(
申
万
)

传
媒
(
申
万
)

汽
车
(
申
万
)

有
色
金
属
(
申
万
)

机
械
设
备
(
申
万
)

电
子
(
申
万
)

通
信
(
申
万
)

社
会
服
务
(
申
万
)

基
础
化
工
(
申
万
)

钢
铁
(
申
万
)

医
药
生
物
(
申
万
)

家
用
电
器
(
申
万
)

银
行
(
申
万
)

电
力
设
备
(
申
万
)

综
合
(
申
万
)

轻
工
制
造
(
申
万
)

美
容
护
理
(
申
万
)

纺
织
服
饰
(
申
万
)

环
保
(
申
万
)

建
筑
材
料
(
申
万
)

农
林
牧
渔
(
申
万
)

房
地
产
(
申
万
)

非
银
金
融
(
申
万
)

建
筑
装
饰
(
申
万
)

国
防
军
工
(
申
万
)

商
贸
零
售
(
申
万
)

交
通
运
输
(
申
万
)

石
油
石
化
(
申
万
)

食
品
饮
料
(
申
万
)

公
用
事
业
(
申
万
)

煤
炭
(
申
万
)



电子行业研究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3 / 11 证券研究报告 

上周（2.10-2.14）申万电子行业三级子行业中模拟芯片设计、印制电路板、被动元

件指数涨跌表现相对靠前，分别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94%、1.12%、0.49%。 

图4：电子子行业上周（2.10-2.14）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5：电子子行业本月（2.1-2.14）涨跌幅  图6：电子子行业年初至今（1.1-2.14）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上周（2.10-2.14）万得半导体概念指数中第三代半导体指数、先进封装指数、长江

存储指数、半导体设备指数、半导体材料指数、光刻机指数、中芯国际产业链指数

涨跌幅分别为 1.50%、0.83%、-0.20%、-0.26%、-0.36%、-0.54%、-0.64%。 

图7：万得半导体概念指数上周（2.10-2.14）涨跌幅  图8：万得半导体概念指数年初至今（1.1-2.14）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截至 2 月 14 日，费城半导体指数收于 5160.94 点、周上涨 3.0%。台湾半导体指数

-3%

-2%

-1%

0%

1%

2%

3%

4%

模
拟
芯
片
设
计

印
制
电
路
板

被
动
元
件

分
立
器
件

消
费
电
子
零
部
件
…

L
E
D

面
板

数
字
芯
片
设
计

集
成
电
路
封
测

光
学
元
件

半
导
体
设
备

其
他
电
子
Ⅲ

半
导
体
材
料

电
子
化
学
品
Ⅲ

品
牌
消
费
电
子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模
拟
芯
片
设
计

光
学
元
件

数
字
芯
片
设
计

L
E

D

消
费
电
子
零
部
件
及
组
装

集
成
电
路
封
测

分
立
器
件

半
导
体
设
备

品
牌
消
费
电
子

面
板

电
子
化
学
品
Ⅲ

半
导
体
材
料

被
动
元
件

其
他
电
子
Ⅲ

印
制
电
路
板

0%

2%

4%

6%

8%

10%

12%

印
制
电
路
板

模
拟
芯
片
设
计

光
学
元
件

消
费
电
子
零
部
件
及
组
…

数
字
芯
片
设
计

品
牌
消
费
电
子

被
动
元
件

半
导
体
设
备

半
导
体
材
料

集
成
电
路
封
测

L
E
D

面
板

其
他
电
子
Ⅲ

分
立
器
件

电
子
化
学
品
Ⅲ

-1.00%

-0.50%

0.00%

0.50%

1.00%

1.50%

2.00%
周涨跌幅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年初至今涨跌幅



电子行业研究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4 / 11 证券研究报告 

收于 654.02 点、周下跌 4.4%。 

图9：费城半导体指数（截至 2.14）  图10：台湾半导体指数（截至 2.14）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2. 每周一谈：AI 算力需求或支撑国产芯片产业链景气提升 

中芯国际 2024Q4 毛利率好于指引，2025Q1 营收展望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根据

中芯国际 2024 年第三季度报、第四季度业绩快报和投资者关系活动资料，公司

2024Q4 实现销售收入 159.17 亿元，同比增长 31.0%。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2024 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环比增长 1.7%，符合此前公司三季报指引，毛利率环比

上升 2.1 个百分点至 22.6%，高于此前指引区间，2024Q4 毛利率同比及环比均获

得提升。2024Q4 12 英寸产品结构占比 80.6%获得进一步提高，带动 ASP 环比提

高。2024 年 12 英寸收入同比增长 35%，主要得益于产能规模的扩大和新增产能能

够较快地完成验证并投入生产。2024 年公司资本开支为 73.3 亿美元，年底折合 8

英寸标准逻辑月产能为 94.8 万片，出货总量超过 800 万片，四季度产能利用率为

85.5%，同比提升 8.7 个百分点。 

 

图11：2024Q4 中芯国际 12 英寸产品销售产品占比增加 

 
资料来源：中芯国际官网，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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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中芯国际 2024Q4 产能利用率同比提高 

 

资料来源：中芯国际官网，申港证券研究所 

 

公司预计 2025Q1 淡季不淡，在国家刺激消费政策红利的带动下，客户补库存意愿

较高，消费、互联、手机等补单和急单较多，2025 年除人工智能继续高速成长外，

市场各应用领域需求持平或温和增长。公司 2025Q1 营收展望同比增长 6-8%，毛

利率 19-21%，2025 年营收增长展望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资本开支展望与 2024

年大致持平。 

我们认为国产代工和先进制程龙头的展望反映行业景气预期，公司产能扩张可逐步

释放为公司业绩，在设备自主可控背景下、持续的资本开支对国产设备需求形成支

撑。从下游场景看，国内 AI 应用的扩大有望传导到数据中心算力需求和智能端侧

硬件领域，带动国产芯片产业链维持较好景气水平。此前半导体禁令将促使 AI 相

关 GPU、HBM 等高性能芯片代工向国内厂商转移，加快国内龙头代工企业先进工

艺迭代和设备更新，利好国产设备和先进封装等环节。 

用户庞大的应用和智能终端接入大模型或加速 AI 普及。根据 IT 之家消息，近日微

信、腾讯元宝、ima 等多款产品接入 DeepSeek-R1 模型，苹果公司与阿里巴巴合

作为国行版的 iPhone 开发 AI 功能，用户庞大的应用和智能终端接入大模型或加速

AI 应用普及。此外，DeepSeek 等模型的本地部署或将带动应用环节的算力投资、

AIPC 等换机，建议关注 AI 需求对国产算力、存储芯片、端侧 SoC 的带动以及对

晶圆代工和国产设备、封装等制造环节的传导。 

 

3. 重要公告 

晶合集成：2 月 14 日发布关于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公司董事会于近

日收到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蔡辉嘉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蔡辉嘉先生因个人及家

庭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后，蔡辉嘉先

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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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矽电子：2 月 14 日发布 2024 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3,604,517,889.64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0.76%；实现营业利润 20,745,192.23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7,087,108.15 元，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671,592.92 元，较上年同期亏

损减少 137,238,163.75 元。报告期内，全球半导体行业呈现温和复苏态势，集成电

路行业整体景气度有所回升，下游需求复苏带动公司产能利用率提升。得益于部分

客户所处领域的景气度回升、新客户拓展顺利及部分新产品线的产能爬坡，公司营

业收入规模快速增长。 

华虹公司：2 月 14 日发布二零二四年第四季度业绩。未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

2024Q4 公司销售收入 5.3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4%，环比增长 2.4%。毛利率

11.4%，同比上升 7.4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母公司拥有人应占损失

2520万美元，上年同期及上季度分别为母公司拥有人应占盈利3540万美元及 4480

万美元，主要由于本季度为外币汇兑损失，而上年同期及上季度均为外币汇兑收益。

2025Q1 指引为预计销售收入约在 5.3 亿美元至 5.5 亿美元之间，预计毛利率约在

9%至 11%之间。 

 

4. 行业动态 

联想携手 DeepSeek 发力 AI PC 

2 月 10 日消息，全球 PC 龙头大厂联想近日宣布与国产 AI 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合作，发表基于 DeepSeek 大模型的国产一体机解决方案，此外，联想的人工智能

体“小天”也已接入 DeepSeek，并且正与 DeepSeek 探讨更多深入合作可能。受

此消息影响，上周五联想集团股价大涨 6.26%，收于港币 12.22 元/股，攀上近十年

新高价，业界认为，联想与 DeepSeek 深度合作，将带动联想 AI PC 销量大爆发，

而作为联想笔记本电脑的最大代工合作伙伴，仁宝将直接受益，纬创承接部分联想

订单，也同步沾光。 

据台媒报道，中国台湾代工厂当中，仁宝与联想关系最紧密，目前仁宝在 AI PC 市

场已处于领先地位。仁宝董事长陈瑞聪之前表示，仁宝在AI PC已经成为业界第一。

仁宝目前与多家芯片厂商合作，由仁宝设计的 AI PC 市场占有率约 60%到 70%，

由于近期开源模型 DeepSeek 的技术突破，有机会进一步降低边缘端采用 AI 的成

本，将推动 AI PC 的渗透率加速提升，有利仁宝 PC 出货升温。纬创也承接部分联

想笔电代工订单。纬创总经理林建勋看好，随着 Windows 作业软件升级，加上疫

情前换机的消费者陆续换机，今年下半年有机会成长，而全年 AI PC 渗透率将达双

位数。（来源：芯智讯） 

1 月 DRAM 价格继续下跌，创近 2 年来最大跌幅 

2 月 14 日，据日经新闻报道，由于 PC、智能手机等终端产品需求疲弱，加上中国

买家扩大采用国产 DRAM，导致全球 DRAM 需求放缓，今年 1 月 DRAM 价格环比

下跌 6%。报道称，2025 年 1 月份指标性产品 DDR4 8Gb 批发价（大宗交易价格）

为每个 1.75 美元左右，容量较小的 4Gb 产品价格为每个 1.34 美元左右，皆较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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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份下跌 6%，皆为连续第五个月下跌。其中 8Gb 产品创 1 年 10 个月来（2023

年 3 月以来）最大跌幅、4Gb 产品创 1 年 9 个月来（2023 年 4 月以来）最大跌幅。

DRAM 批发价格为内存厂商和客户间每个月或每季敲定一次。DRAM 需求中，约

50%来自 PC 和服务器，约 35%来自智能手机。 

报道指出，市场预期 DRAM 价格有望在下半年复苏。三大 DRAM 厂正将生产转向

使用于服务器的 DDR5、高频宽内存（HBM），据业界关系人士指出，三大 DRAM

厂可能会在今年内停产 DDR3 和 DDR4 产品。上述可能成真的话、DRAM 卖家将

限缩至中国台湾厂商，电子产品商社指出，“夏天以后可能出现短缺”。 （来源：芯

智讯） 

传苹果本周将发布 iPhone SE 4，或将首发自研 5G 基带芯片 

2 月 10 日消息，著名行业分析师马克·古尔曼 （Mark Gurman）在他的最新 Power 

On 时事通讯中发布消息称 ，苹果计划在本周推出 iPhone SE 4，将采用新设计，

价格高于 SE 3，但仍低于 500 美元。 

根据之前的消息显示，iPhone SE 4 将搭载定制的 A18 芯片，这是该公司的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所必需的，再加上 8GB 的 RAM。该设备还将配备 6.1 英寸 

OLED 显示屏而不是 LCD，使用 USB-C 端口而不是 Lightning，并在背面配备升

级的摄像头传感器。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爆料还曾显示，iPhone SE 4 将有望首发搭载苹果首款自研

的 5G 基带芯片，虽然其速率可能远低于高通的 5G 基带芯片，可能只有 4Gbps 峰

值下行速率，且不支持毫米波技术。但是自研 5G 基带芯片将有助于苹果摆脱对于

高通的过度依赖。（来源：芯智讯） 

 

恩智浦 3.07 亿美元收购 NPU 厂商 Kinara 

当地时间 2025 年 2 月 10 日，恩智浦半导体公司 (NXP) 宣布，已与高性能、节能

和可编程离散神经处理单元 (NPU) 领域的行业领导者 Kinara 达成最终收购协议。

此次收购将以全现金方式进行，价值 3.07 亿美元，预计将于 2025 年上半年完成，

但须遵守包括监管部门批准在内的惯例成交条件。 

Kinara 的创新 NPU 和全面的软件支持可为一系列神经网络（包括传统 AI 和生

成 AI）提供节能的 AI 性能，以满足工业和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 AI 需求。此次收

购将增强和加强恩智浦提供完整且可扩展的 AI 平台（从 TinyML 到生成 AI）的

能力，将独立的 NPU 和强大的 AI 软件引入恩智浦的处理器、连接、安全和高级

模拟解决方案产品组合。 

作为现有合作伙伴，Kinara 和 NXP 可轻松将 Kinara 的 NPU 与 NXP 业界领

先的工业和物联网处理器产品组合配对。两家公司将携手打造更紧密的解决方案集

成，为各种工业和汽车 AI 推理需求提供可扩展的 AI 平台。（来源：芯智讯） 

日月光 2024 年先进封测营收暴涨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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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半导体封测龙头大厂日月光投控召开法说会，公布了 2024 年第四季与

2024 年全年财报。日月光投控 2024 年第四季营收金额为新台币 1,622.64 亿元，

环比增长 1%，同比增长 1%；毛利率为 16.4%，环比减少 0.1 个百分点，同比增加

0.4 个百分点，税后净利润 93.12 亿元，环比减少 4%，同比减少 1%，每股收益为

新台币 2.15 元。日月光投控也同步公布 2024 年全年营收财报，金额为 5,954.1 亿

元，较 2023 年增加 2%，毛利率 16.3%，较 2023 年增加 0.5 个百分点，税后纯益

324.83 亿元，也较 2023 年增加 2%，EPS 来到 7.52 元，为历年第三高的纪录。 

日月光投控表示，受益于先进封测需求旺盛，2024 年先进封测业务营收超过 6 亿

美元，占整体封测业务营收比重达 6%，相较 2023 年超过 100%，封测业务在 2024

年全年营收达新台币 3,258.75 亿元，同比增长 3%，毛利率为 22.5%，同比增加 0.7

个百分点。（来源：芯智讯） 

台积电 1 月营收大涨 35.9%创新高 

2 月 10 日，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公布了 2025 年 1 月营收报告，当月合并营收达新

台币 2,932.88 亿元，环比增长 5.4%，同比大涨 35.9%，创历年同期新高。需要指

出的是，这个业绩还是在今年 1 月台湾嘉义地区地震导致台积电部分产线受损的情

况下取得的，凸显市场对于台积电产能的旺盛需求。（来源：芯智讯） 

传美国推动英特尔、台积电成立合资芯片代工厂 

美国证券商 Baird 分析员 Tristan Gerra 周三(12 日) 表示，证券界正传闻美国要

求芯片巨擘英特尔与台积电组成合资公司，共同在美国拥有及发展多个芯片代工厂

项目。 

台积电 ADR ( TSM-US ) 下滑 1.13% 至每股 206.38 美元。英特尔( INTC-US ) 暴

涨 7.20% 至每股 22.48 美元，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走升。Gerra 透露，亚洲供应链

中正探讨英特尔将其半导体制造部门分拆为与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组成合资企业。

根据提议，美国政府官员要求英特尔，把美国已建成及正在建设的 3 nm 及 2nm 芯

片厂项目放到合资公司。台积电将提供关键的半导体工程师和技术专长，帮助在美

国生产先进的 3  nm 和 2  nm 芯片，保证美国芯片供应稳定，并得到《芯片法案》

的联邦补贴支持。由于英特尔晶圆代工事业「Intel Foundry」早已跟英特尔其他部

门分开运作，市场早就预期英特尔分拆晶圆代工业务。（来源：集微网） 

拓展终端市场，传英伟达联手联发科开发 AI PC 和手机芯片 

为拓展终端 AI 芯片市场，传出传英伟达正与联发科加强合作，计划在 2025 年下半

年推出 AI PC 芯片，并正在研发一款 AI 手机芯片，意图拓展其在移动市场的版图。 

据报道，英伟达和联发科的 AI PC 芯片将采用台积电 3nm 制程和 ARM 架构，融合

了联发科在定制芯片领域的专长和英伟达强大的图形计算能力，市场对其性能表现

十分期待。此芯片于 2024 年 10 月准备流片，预计 2025 年下半年量产。 

同时，英伟达和联发科还可能发布一款 AI 智能手机芯片，挑战安卓阵营中的主要

竞争对手高通。此前，英伟达在与任天堂合作开发 Tegra 芯片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

的低功耗 GPU 设计经验，这为其进军移动市场提供了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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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称，英伟达与联发科的合作有望为 PC 和智能手机市场带来革新，凭借双方在

各自领域的优势，他们有潜力在定制芯片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虽然移动芯片的细节

尚不明确，但这一合作无疑值得关注。（来源：集微网） 

机构发布 2024 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榜：中国厂商占据 TOP10 八席 

2 月 10 日，市调机构 Omdia 在报告中指出，2024 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达到 3.28 亿部，同比增长 2.8%，这一增长使智能手机市场连续五个季度实现同比

增长。2024 年全年智能手机的总出货量攀升至 12.23 亿部，与 2023 年的 11.42 亿

部相比增长了 7.1%，标志着该行业正在稳步复苏。（来源：集微网） 

 

 

5. 风险提示 

贸易摩擦加剧，需求复苏不及预期，产能扩张不及预期，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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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

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均不构成对任何机

构和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市场有风险，投资者

在决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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