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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可能分拆 CIS 业务 国产替代趋势更加确定

[Table_Summary]核心观点：

 4 月 28 日有新闻透露，索尼集团正在考虑分拆其半导体部门，分拆上市的方

案很可能最快于今年进行，大概率索尼将所持的半导体业务的大部分股份分

配给股东，并可能在分拆后保留少数股权。若真的分拆标志 Sony 将更专注于

PlayStation 等娱乐业务。在 Sony 可能调整 CIS 业务之前，2 月 26 日主要车

载 CIS 供应商安森美宣布因需求和收入下降计划裁员 2400 人，约占总人数的

9%。3 月 6 日，SK 海力士宣布关闭其 CIS 部门。这都预示未来全球 CIS 产业

链可能会出现大的格局变动。

 2024 年全球 CIS 芯片重回增长，相对 2024 年 Sony 图像传感器收入约 15.4%

的增长，安森美2024年图像传感器收入约14.5%的负增长，国内韦尔股份2024

年图像传感器收入增长 25%，思特威 2024 年图像传感器收入增长 109%，格科

微 2024 年图像传感器收入增长 45.5%，都显著高于海外 CIS 芯片厂商的收入

增速。从全球 CIS 芯片的供应看，Sony、三星和安森美销售额占据全球超过

75%的市场份额。从细分的手机摄像头用 CIS 销量看，2024 年格科微、韦尔股

份、思特威已占 57%，且格科微的销量基本最上 Sony，韦尔股份也超越了三

星。可见国产 CIS 芯片已展现出明显的替代趋势，且空间巨大。

 对标 CIS 龙头企业 Sony 最新的 LYT-900 芯片性能，2025 年 4 月韦尔股份下属

的豪威科技发布了 OV50X 芯片，同样是 1 寸大底 CIS 芯片，主要技术水平已

经追上。同时市场传言华为即将发布的Pura80 Ultra将采用思特威的SC5A0CS

传感器，也与 Sony 的 LYT-900 类似，22nm 工艺，1 寸大底，110dB 高动态范

围成像，也已追平 LYT-900 芯片性能。从制程工艺上，目前最新的 CIS 芯片

也仍在 28nm 的技术平台，国内成熟制程供应充足，且在大幅扩产，因此在高

性能 CIS 技术和产能都没有短板的情况下，看好国产 CIS 芯片加速替代趋势。

 CIS 芯片的下游应用主要是手机和汽车。手机领域，继 2024 年国产品牌手机

全球市占率提升后，2025 年一季度国产手机品牌市占进一步上升。国内手机

销量上，国产品牌市占的表现更好一些。汽车领域，目前国产品牌汽车不仅

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的电动化转型，而且 2025 年将在售价 10 万元以上车型普

及 L2++级别以上辅助驾驶，也将引领全球汽车的智能化转型。两大 CIS 芯片

应用领域都是国产厂商占优，也将助力国产 CIS 芯片的加速替代趋势。

风险提示：

国产 CIS 芯片技术迭代放缓、下游需求不如预期、产业链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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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 CIS 芯片产业出现供应格局大变动的先兆

4 月 28 日有新闻透露，索尼集团正在考虑分拆其半导体部门，分拆上市的方

案很可能最快于今年进行，大概率索尼将所持的半导体业务的大部分股份分配

给股东，并可能在分拆后保留少数股权。若真的分拆标志 Sony 将更专注于

PlayStation 等娱乐业务。在 Sony 可能调整 CIS 业务之前，2 月 26 日主要车

载 CIS 供应商安森美宣布因需求和收入下降计划裁员 2400 人，约占总人数的

9%。3 月 6 日，SK 海力士宣布关闭其 CIS 芯片部门。这都预示未来全球 CIS

产业链可能会出现大的格局变动。

图 1、Sony 自 2019 年疫情来净利润增长总体乏力 单位：亿日元

数据来源：iFinD 、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整理

从 2019 年至 2024 年底，Sony 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总体看，以游戏、

音乐、图片和 PlayStation 设备为主的娱乐业务收入占比从 2019 年的 47.4%，增长

到了 2024 年的 77.5%，已经成为以娱乐业务为主的公司。

图 2、Sony 自 2019 年以来娱乐业务收入占比显著提升

数据来源：iFinD 、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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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 CIS 芯片外资品牌占主导地位 但国产 CIS 厂商崛起迅速

2024 年全球 CIS 芯片重回增长，相对 2024 年 Sony 图像传感器收入约 15.4%

的增长，安森美 2024 年图像传感器收入约 14.5%的负增长，国内韦尔股份 2024

年图像传感器收入增长 25%，思特威 2024 年图像传感器收入增长 109%，格科

微 2024 年图像传感器收入增长 45.5%，都显著高于海外厂商的收入增速。

图 3、2024 年全球主要 CIS 芯片上市公司 2024 年收入与收入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iFinD 、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整理

从全球 CIS 芯片的供应看，Sony、三星和安森美销售额占据全球超过 75%的市

场份额。从细分的手机摄像头用 CIS 销量看，2024 年格科微、韦尔股份、思

特威已占 57%，且格科微的销量基本最上 Sony，韦尔股份也超越了三星。可见

国产 CIS 芯片已展现出明显的替代趋势，且空间巨大。

图 3、2024 年全球主要 CIS 芯片上市公司 2024 年收入与收入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Yole 数据、潮电智库数据、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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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产 CIS 芯片技术性能已基本追平 Sony 最新产品的性能

根据狮门半导体微信公众号整理的，2023~2024 年已上市国内部分主流高端手

机使用的 CIS 主摄芯片分布看，韦尔股份下属的豪威科技的 OV50K 就已被荣耀

的 Magic7 作为主摄 CIS 芯片。豪威科技的 OV50H 就已被华为的 Pure70 Pro

作为主摄 CIS 芯片，代表国产 CIS 芯片正式打开了过往由 Sony 和三星基本垄

断的高端手机主摄市场。

图 4、2023~2024 年豪威已经打破 Sony 和三星对高端手机主摄 CIS 芯片垄断

数据来源：Yole 数据、潮电智库数据、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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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 CIS 龙头企业 Sony 最新的 LYT-900 芯片性能，2025 年 4 月韦尔股份下属

的豪威科技发布了 OV50X 芯片，同样是 1 寸大底 CIS 芯片，主要技术水平已经

追上。同时市场传言华为即将发布的 Pura80 Ultra 将采用思特威的 SC5A0CS

传感器，也与 Sony 的 LYT-900 类似，22nm 工艺，1 寸大底，110dB 高动态范

围成像，也已追平 LYT-900 芯片性能。从制程工艺上，目前最新的 CIS 芯片也

仍在 28nm 的技术平台，国内成熟制程供应充足，且在大幅扩产，因此在高性

能 CIS 技术和产能都没有短板的情况下，看好国产 CIS 芯片加速替代趋势。

表 1、2025 年初移动设备用高性能 CIS 芯片性能对比

数据来源：公司网站、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整理

型号 图样 主要参数

索尼 LYT-900

发布：2023 年

底

1、1/0.98 英寸，5000 万像素

2、单像素尺寸 1.6μm，支持四合一像素合并

3、动态范围>86dB HDR（单次曝光）

4、对焦，100%覆盖全像素八核对焦技术

5、制程工艺：22nm

6、首发机型 OPPO Find X7、vivo X100 Pro、

小米 14 Ultra 等

韦尔 OV50X

发布：2025 年

4 月

1、1 英寸大底，5000 万像素

2、单像素尺寸 1.6μm，支持四合一像素，合并

（输出 1250 万像素）

3、动态范围 110dB HDR（单次曝光）

4、对焦，100%覆盖率的四相位检测（QPD）

5、首发机型预计小米 16 Pro、荣耀 Magic8 Pro

思特威 SC5A0CS

发布：预计 2025

年中

1、1 英寸大底，5000 万像素

2、单像素尺寸 1.6μm

3、动态范围 110dB HDR，RYYB 阵列比传统 RGGB

提升 40%进光量

4、对焦:n/a

5、制程工艺：22nm

6、首发机型预计华为 Pura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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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产手机、新能源车全球市占提升 助力国产 CIS 芯片加速替代

CIS 芯片的下游应用主要是手机和汽车。手机领域，继 2024 年国产品牌手机

全球市占率提升后，2025 年一季度国产手机品牌市占进一步上升。国内手机

销量上，国产品牌市占的表现更好一些。

表 2、IDC 数据统计 25 年一季度国产品牌手机市占进一步提升

汽车领域，国产 CIS 芯片已经基本超过了过去的行业龙头安森美。豪威科技

2023 年车载 CIS 出货量 1.03 亿颗，超过安森美成为全球第一，2024 年继续坐

稳出货量第一位置。2024 年思特威车载 CMOS 出货量约 7500 万颗，名列全球

第三。2024 年国产车载 CIS 市占合计 58.2%。

图 5、豪威已经超过安森美成为车用 CIS 芯片龙头供应商

资料来源：潮电智库、iFind、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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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国内具备L2智能辅助驾驶乘用车的渗透率虽然超过50%,但从功能上看，

主要是具备单车道保持和 AAC 功能，而 2025 年主流车厂宣布 10 万以上售价车

型将普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至少是具备高速NOA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即L2++

功能及以上功能的车。按这个标准，2024 年国内乘用车销量 L2++及以上配置

的仅占当年乘用车销量的 11%。

图 6、2024 年国内乘用车 L2++及以上配置渗透率仅 11%

资料来源：乘用车分会、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整理

2025 年前两月，国内宣布全面普及 L2++及以上辅助驾驶功能至售价 10 万以上

车型的主要车厂，如比亚迪、吉利、长安、奇瑞等销量增长都在 30%以上，远

高于同期国内乘用车的平均增长速度。

图 7、普及高阶智驾公司销量占国内销量超 50% 且 2025 年 1~2 月销量高增长

资料来源：乘用车分会、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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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汽车整车出口 640.7 万辆，同比增长 22.7%。出口金额达 117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5%。而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日本

汽车出口 421 万辆，同比下降 5%。因此中国连续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证明了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现在中国乘用车在快速电动化、智能化，在智

能辅助驾驶功能普及后，竞争力会更强，而 2024 年全球除中国外新能源车的

普及率才 11%，因此中国车出口持续增长将是长期趋势。

图 8、2024 年全球除中国外新能源车渗透率只有 11%

资料来源：乘用车分会、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整理

可见，目前国产品牌汽车不仅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的电动化转型，而且 2025 年

将在售价 10 万元以上车型普及 L2++级别以上辅助驾驶，也将引领全球汽车的

智能化转型。两大 CIS 芯片应用领域都是国产厂商占优，也将助力国产 CIS

芯片的加速替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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