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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 联电将在新加坡扩建 12 寸晶圆厂，预计 2024 年底实现一期量产。2

月 24 日，联电发布公告称，董事会通过了在新加坡扩建一座新先进晶

圆厂计划。新厂第一期的月产能规划为 3 万片晶圆，预计于 2024 年

底开始量产。联电表示，期望这座新厂能在满足这些市场强劲的需求

上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协助纾解 22/28 纳米晶圆产能结构性的短缺。 

⚫ 车和家与三安半导体设立合资公司。北京车和家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车和家”，后更名为“理想”）拟与湖南三安半导体共同设立合资公

司，车企和半导体厂商合作，进一步推进汽车电子产业发展。从 SiC

产业的角度来看，更多像理想汽车和三安半导体的联合，有利于加快

突破 SiC 产业壁垒，缩短整体 SiC 产品的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

从而推动 SiC 上车的进程。 

⚫ 晶圆代工厂商相继公布最新财报或运营数据，产业依旧保持火热发展

态势。晶圆代工厂商相继公布最新财报或运营数据。近期，台积电、

联电、格芯、中芯国际等晶圆代工厂商相继公布最新财报或运营数据，

受芯片市场需求高涨等因素影响，上述厂商均呈现较好增长。 

⚫ 电子板块行情弱于大盘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上证指数下跌 1.13%，中信电子板块上涨

2.67%，跑输大盘 3.8 个百分点。年初至今，上证指数下跌 0.62%，中

信电子板块上涨 3.21%，跑赢大盘 3.84 个百分点。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 2.02%。 

⚫ 电子各细分行业涨幅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电子细分行业中只有面板板块下跌，下跌了

1.90%，其余板块均在上涨。其中，半导体设备、分立器件、半导体材

料上涨最多，分别上涨了 8.75%、8.57%和 5.33%。 

⚫ 个股涨跌幅：A 股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电子行业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芯源微、兆

龙互连、江丰电子、扬杰科技和永新光学，分别上涨 20.35%、19.91%、

14.62%、14.32%和 13.57%；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卓翼科技、电连技

术、深华发 A、国光电器和万润科技，分别下跌 23.50%、10.37%、

9.84%、8.99%和 8.54%。 

⚫ 投资建议 

推荐关注三安光电、斯达半导、宏微科技、国芯科技、江丰电子、翱

捷科技、华润微、士兰微等。 

⚫ 风险提示 

技术发展不及预期、产能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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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电将在新加坡扩建 12 寸晶圆厂，预计 2024 年

底实现一期量产 

2 月 24 日，联电发布公告称，董事会通过了在新加坡扩建一座新先进晶圆厂计划。

新厂第一期的月产能规划为 3 万片晶圆，预计于 2024 年底开始量产。 

图 1 联电发布在新加坡设厂公告 

 
资料来源：Wind，联电，首创证券 

5G、物联网和车用电子发展带动强劲需求，新厂签订长期供货合约。目前不同领

域的应用对联电 22/28 纳米制程需求的前景强劲，新厂扩增产能也与客户签订了长期供

货合约，确保 2024 年后对客户产能的供应。新厂生产的特殊制程技术，如嵌入式高压

解决方案、嵌入式非挥发性存储器、RFSOI 及混合信号 CMOS 等，在智能手机、智能家

庭设备和电动车等领域广泛应用。 

新厂在满足强劲需求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联电表示，期望这座新厂能在满足这些

市场强劲的需求上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协助纾解 22/28 纳米晶圆产能结构性的短缺。

联电董事长洪嘉聪表示，新加坡 Fab12i 厂是联电的旗舰创新中心，与客户合作新的研发

项目并将在新厂上线后立刻投入生产。 

2 车和家与三安半导体设立合资公司 

1 月 25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司官网中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式显示，

北京车和家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车和家”，后更名为“理想”）拟与湖南三安半导体共同

设立合资公司，车和家持股比例为 70%，三安半导体持股比例为 30%，双方享有共同控

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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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车和家和三安半导体的简易案件公示 

 
资料来源：Wind，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首创证券 

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相关供应链面临好时机。理想汽车和三安半导体合作的大

背景，是新能源汽车大潮，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

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 298.9 万辆，同比增长 169.1%。根据乘联会预估，2022 年新能源乘

用车销量目标上看 550 万辆以上，渗透率将达 25%，整体新能源汽车有望突破 600 万

辆，渗透率将达 22%左右。由此可见，新能源汽车增量十分可期，也意味着新能源汽车

供应链正迎接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其中就包括 SiC。 

SiC 备受关注，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前全球“缺芯”现状仍将持续，为提前锁定产

能并应对全球性的缺料难题，车企们各显神通，或内生增长，或外延扩张，或跨界联合，

意在取得先发优势。相比传统 Si 材料，SiC 材料能够满足新能源汽车对设计紧凑、高功

率密度、耐高压、耐高温、延长续航里程和缩短充电时间等方面的需求，基于 SiC 技术

的半导体元器件现已开始加速渗透新能源汽车市场，被特斯拉、比亚迪、福特、丰田、

保时捷、奥迪、现代、小鹏、蔚来、长城汽车等众多海内外汽车品牌争抢，比如比亚迪

和中车时代正在积极自主研发车用 SiC 产品，既掌握着核心研发技术能力，也能够解决

产能紧缺的问题，在产品供应等各方面拥有较大的主动权。 

未来 SiC 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根据 TrendForce 集邦咨询预估，全球 SiC 功率

市场规模将从 2020 年的 6.8 亿美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33.9 亿美元，CAGR 达 38%。其

中，新能源汽车（主驱逆变器/OBC 车载充电器/DC-DC 直流变压器）将成为主要驱动力，

或在 2025 年占据 62%市场份额。 

车企和半导体厂商合作，进一步推进汽车电子产业发展。从 SiC 产业的角度来看，

更多像理想汽车和三安半导体的联合，有利于加快突破 SiC 产业壁垒，缩短整体 SiC 产

品的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从而推动 SiC 上车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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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晶圆代工厂商相继公布最新财报或运营数据，产

业依旧保持火热发展态势 

晶圆代工厂商相继公布最新财报或运营数据。近期，台积电、联电、格芯、中芯国

际等晶圆代工厂商相继公布最新财报或运营数据，受芯片市场需求高涨等因素影响，上

述厂商均呈现较好增长。 

1）台积电（TSMC） 

2022 年 Q1 台积电收入指引为 166-172 亿美元，毛利率在 53%-55%，营业利润率

在 42%-44%。2021 年 7 家晶圆代工厂中，台积电营收继续坐稳龙头位置，第四季度台

积电合并营收为 4381.89 亿新台币（约 157.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2%，连续第六个

季度创纪录；净利润为 1662.32 亿新台币（约 59.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4%。2021 年

全年，台积电营收 1.587 万亿新台币（约 569.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5%；净利润

5965.4 亿新台币（约 213.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 

2）联电（UMC） 

联电 2022 年 Q1 的毛利率指引为 40%。2021 年四季度实现营收 591 亿新台币（约

2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5%；归母净利润为 159.49 亿新台币（约 5.7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42.5%。2021 全年实现营收 76.26 亿美元，年增 20.47%；归母净利润为 557.80 亿

新台币（约 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91.1%。 

3）格芯（GlobalFoundries） 

格芯 2021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 1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4%；净利润为 4300 万

美元，同比扭亏转盈。2021 年该公司实现 66 亿美元营收，同比增长 36%。 

4）中芯国际（SMIC） 

中芯国际 2022 年 Q1 预计收入环比增长 15%-17%，毛利率介于 36%-38%。2021

年第四季度营收达到 15.80 亿美元，环比增长 11.6%，同比增长 61.1%；归母净利润为

5.34 亿美元，环比增长 66.1%，同比增长 107.7%，再创新高。2021 年全年中芯国际营收

为 5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归母净利润为 17.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7.81%。 

5）力积电（PSC） 

力积电去年第四季营收 197.58 亿元新台币（约 7.09 亿美元），季增 14.26%，年增

66%。2021 年营收达到 656.23 亿新台币（约 23.54 亿美元），年增 43.64%。受益于存储

器、逻辑和 MOSFET 等晶圆代工需求强劲，力积电营收同样大幅成长。 

6）华虹半导体（Hua Hong） 

华虹半导体预计 2022Q1 营收 5.6 亿美元，qoq+6%，毛利率为 28-29%。2021Q4 公

司营收达 5.28 亿美元，同比上升 88.6%，环比上升 17.0%，连续六个季度刷新纪录。毛

利率 29.3%，同比上升 3.5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2.2 个百分点，其中 8 英寸厂毛利率首

次达到 40%。2021 年全年，华虹半导体营收达 16.31 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70%，是 7 家

中营收涨幅最高的厂商。 

4 周报数据 

4.1 电子指数走势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上证指数下跌 1.13%，中信电子板块上涨 2.67%，跑输大

盘 3.8 个百分点。年初至今，上证指数下跌 0.62%，中信电子板块上涨 3.21%，跑赢大盘

3.8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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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电子指数走势  图 4 年初至今电子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4.2 A 股各个行业涨跌幅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中信电子板块上涨 2.67%，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 2.02%。

年初至今，中信电子板块上涨 3.21%，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 23.51%。 

图 5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 A 股各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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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年初至今 A 股各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4.3 电子各细分行业涨跌幅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电子细分行业中只有面板板块下跌，下跌了 1.90%，其余

板块均在上涨。其中，半导体设备、分立器件、半导体材料上涨最多，分别上涨了 8.75%、

8.57%和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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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电子各细分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图 8 年初至今电子各细分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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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个股涨跌幅：A 股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电子行业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芯源微、兆龙互连、江丰

电子、扬杰科技和永新光学，分别上涨 20.35%、19.91%、14.62%、14.32%和 13.57%；

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卓翼科技、电连技术、深华发 A、国光电器和万润科技，分别下

跌 23.50%、10.37%、9.84%、8.99%和 8.54%。 

表 1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涨幅前 20 名的公司 

公司名称 上周涨跌幅

（%） 

本年涨跌幅

（%） 

 市值（亿元）   PE（TTM）  

芯源微 20.35% 57.59%  136.33   176.62  

兆龙互连 19.91% 7.86%  41.25   50.55  

江丰电子 14.62% 20.77%  136.01   102.67  

扬杰科技 14.32% 52.70%  346.38   50.90  

永新光学 13.57% 217.12%  125.47   44.01  

芯朋微 13.47% 12.86%  120.12   59.68  

石英股份 12.95% 166.92%  219.66   102.37  

斯达半导 12.60% 46.91%  602.82   192.54  

欧比特 12.47% 11.73%  70.92   69.26  

北方华创 12.10% 66.90%  1,585.61   182.54  

中瓷电子 11.87% 617.90%  167.81   142.47  

新洁能 11.54% 24.76%  248.25   71.10  

隆利科技 10.99% 22.87%  58.75   -50.95  

圣邦股份 10.68% 95.41%  809.79   151.96  

伊戈尔 10.63% 134.79%  54.29   26.86  

士兰微 10.60% 124.70%  795.12   105.89  

精研科技 10.07% 15.36%  78.37   43.32  

长川科技 9.96% 172.63%  260.95   145.85  

东尼电子 9.67% 67.48%  78.01   201.80  

瑞芯微 8.91% 64.39%  494.53   81.96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表 2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跌幅前 20 名的公司 

公司名称 上周涨跌幅

（%） 

本年涨跌幅

（%） 

 市值（亿元）   PE（TTM）  

卓翼科技 -23.50% 4.99%  31.55   -5.20  

电连技术 -10.37% 100.08%  188.99   52.24  

深华发 A -9.84% -0.90%  20.39   276.37  

国光电器 -8.99% 18.46%  48.38   30.61  

万润科技 -8.54% 21.08%  40.28   52.53  

利亚德 -6.53% 33.09%  214.62   -27.83  

大恒科技 -5.89% 39.64%  62.16   68.99  

东山精密 -5.53% -13.57%  382.33   21.57  

协创数据 -5.47% -4.47%  58.17   46.49  

三利谱 -5.42% 47.39%  89.88   26.24  

*ST 丹邦 -5.14% -53.58%  13.15   -1.53  

深华发 B -4.81% -2.62%  25.14   67.26  

罗普特 -4.79% -51.51%  35.40   22.70  

超华科技 -4.70% -6.33%  66.15   45.06  

腾景科技 -4.57% 13.00%  30.55   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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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趣科技 -3.85% -21.02%  230.38   18.81  

汉威科技 -3.76% 52.06%  76.43   31.95  

汇创达 -3.75% -19.36%  43.01   33.53  

ST 同洲 -3.68% 74.29%  13.65   -9.32  

聚飞光电 -3.68% 6.26%  73.84   27.60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4.5 个股涨跌幅：海外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海外主要电子行业涨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 ENPHASE 

ENERGY、SOLAREDGE TECHNOLOGIES、超威半导体(AMD)、英特尔(INTEL)和安森

美半导体，分别上涨 9.53%、7.76%、6.35%、5.93%和 5.48%；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力

积电、华邦电、南亚科、台积电和瑞昱，分别下跌 9.97%、8.21%、7.66%、6.77%和 5.59%。 

表 3 海外主要公司 2 月 21 日至 2 月 25 日涨跌幅 

公司名称 
上周涨跌幅

（%） 

本年涨跌

幅（%） 

市值 

（亿元） 

PE

（TTM） 

ENPHASE ENERGY 9.53% -12.39%  205.90   141.56  

SOLAREDGE 

TECHNOLOGIES 

7.76% -12.91%  146.80   86.78  

超威半导体(AMD) 6.35% 32.00%  1,451.88   45.92  

英特尔(INTEL) 5.93% -1.01%  1,942.75   9.78  

安森美半导体 5.48% 94.01%  274.64   27.20  

泰瑞达 4.54% 0.52%  194.97   19.22  

恩智浦半导体 3.80% 23.48%  509.85   27.25  

莱迪思半导体 3.49% 37.10%  86.50   103.74  

QORVO 3.42% -17.15%  149.38   13.34  

阿斯麦 2.98% 37.43%  2,685.84   40.32  

奇景光电 2.83% 60.02%  20.19   4.62  

凌云半导体 2.80% 6.70%  50.24   19.69  

德州仪器 2.45% 7.23%  1,577.60   20.39  

英特格 2.42% 39.24%  180.70   44.17  

联咏 2.24% 23.71%  98.84   8.80  

英伟达(NVIDIA) 2.18% 85.20%  6,039.25   61.93  

迈威尔科技 2.09% 45.18%  580.11   -141.26  

思佳讯(SKYWORKS) 2.01% -7.37%  228.49   16.45  

应用材料 1.96% 58.67%  1,198.94   18.30  

芯科实验室 1.72% 20.75%  58.73   2.76  

亚德诺(ANALOG) 1.59% 12.11%  848.40   66.18  

博通(BROADCOM) 1.38% 38.28%  2,427.74   37.72  

友达光电 1.15% 47.68%  70.35   -    

IPG 光电 0.91% -38.31%  73.09   26.25  

MONOLITHIC POWER 

SYSTEMS 

0.89% 26.73%  214.61   88.67  

意法半导体 0.65% 17.67%  394.06   19.70  

拉姆研究(LAM RESEARCH) 0.56% 22.48%  799.61   17.42  

微芯科技(MICROCHIP) 0.52% 6.03%  401.15   41.63  

赛灵思(XILINX) 0.00% 38.00%  -     -    

力旺 0.00% 210.08%  49.97   139.44  

克里科技 0.00% 0.00%  -     -    

科天半导体(KLA) -0.18% 40.11%  539.03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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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马克技术 -0.26% 56.29%  57.24   10.35  

美光科技 -0.77% 20.14%  1,008.92   13.70  

联华电子 -0.95% 14.37%  220.89   14.09  

苹果(APPLE) -1.46% 25.16%  26,902.60   26.75  

世界 -1.95% 8.19%  73.19   20.73  

日本京瓷 -2.09% -5.87%  215.42   -    

力成 -2.69% -0.74%  26.12   9.10  

联电 -2.98% 10.50%  220.89   13.96  

联发科 -3.13% 45.25%  617.27   18.05  

旺宏 -3.55% 2.84%  28.73   8.56  

硅力-KY -3.58% 51.04%  122.10   63.15  

环球晶圆 -3.78% -2.82%  107.04   22.81  

稳懋 -4.43% -12.72%  45.57   25.72  

西部数据 -4.65% -4.41%  165.69   8.31  

瑞昱 -5.59% 16.77%  82.86   15.66  

台积电 -6.77% 3.29%  5,768.45   26.78  

南亚科 -7.66% -11.18%  84.96   13.79  

华邦电 -8.21% 13.60%  46.73   13.47  

力积电 -9.97% 6.60%  67.05   25.97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5 投资建议 

推荐关注三安光电、斯达半导、宏微科技、国芯科技、江丰电子、翱捷科技、华润

微、士兰微等。 

6 风险提示 

技术发展不及预期、产能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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