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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29日A股收盘，同花顺iFinD
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1月4日-
12月29日），中证半导体指数（H30184.CSI）下跌36.79%。

2022年的半导体芯片行业受前一年的
供需错配、“缺芯”涨价、疫情等多
因素影响
，下游需求开始萎靡，全球半导体行业走入新一轮下行周期，A股半导体行业的表
现也的确不尽人意。

总的来看，在国家资金、科创板等大力推动下，中国半导体产业正在持续成长。但
是，美国今年10月的再次施压，给中国半导体业发展也带来了不确定性。

展望2023年，机构认为，2023年下半年开始消费有望逐步复苏，供需调整脚步渐
近，半导体行业逐步开启主动去库
存的主旋律。半导体2023年主要成长逻辑围绕自主可控和景气复苏两个环节展开。

本文将按照以下三点复盘2022年半导体行业表现以及机构对于行业2023年的展望
。

1）复盘：2022半导体市场增速放缓

2）展望：景气复苏将成为2023年主旋律

3）布局建议：三条主线

2022年：半导体市场增速放缓

2022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速放缓，中国所在区域增速为负。

申万宏源证券指出
，随着5G移动通信、汽车电子（智能网联汽车）、工业电子、人工智能、云计算、
各类消费电子产品等终端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2021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555
9亿美元，同比增长26%，为近十年最大增幅。

然而，WSTS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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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达58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远低于2021年增长幅
度。相比之下，市场增速明显放缓。

分区域看，WSTS预计除亚太地区外，所有地理区域都将呈现两位数的增长。其中

除日本外的亚太地区市场增速为-2%。

图片来源：申万宏源证券

以美国AppliedMaterial、荷兰ASML、美国LAM、日本TEL和美国KLA等为代表的
国际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客户资源、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占据了全球半导体专
用设备市场的主要份额。
2021年全球前5家半导体专用设备厂商市场占有率合计达77%。

图片来源：国金证券

此外，国金证券整理得到企业去库存化开启的三大讯号：

Fab厂产能利用率开始下降，资本开支在减少。分8寸和12寸厂看，产能利
用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8寸厂相对12寸产能利用率下滑更大，原因系12
寸晶圆厂覆盖产品布局更多元，晶圆厂通过产品组合转换弥补消费类的产
能利用率下滑。

台湾半导体厂商在今年三季度开始进入主动去库存阶段。跟踪到台湾半导
体原厂库存于今年三季度开始环比小幅下降1个点，开启主动去库存，参考
前几轮周期，主动去库存调整周期在3-4个季度，之后进入被动去库存的景
气上行期。

紧缺程度较高的车用MCU及模型芯片交期在缩短，Fab厂将产能在弱应用
（消费类产品）和强需求（车规产品、模拟产品）之间转换。

其次，从下游具体产品需求复苏的角度来看，消费电子在2023年或将率先迎来复苏
。

从智能手机、电脑以及可穿戴设备来看，根据IDC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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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同比下降9.1%，全年出货量为12.4亿部。2023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迎来复苏，2023年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望同比增长
2.8%，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智能手机的需求有望在2023年中得到改善。

在PC端，随着消费者需求逐步放缓，下游办公和教育需求得到满足，IDC
预测，2023年PC和平板电脑的销售量预计仍将下降2.6%，预计在2024年
恢复增长。

2022年全年可穿戴设备的出货量预计5.16亿台，同比下降3.4%。而2023
年由于新兴市场涌现的购买力量和发达市场的存量产品迎来替换周期，可
穿戴设备的需求有望在2023年成长4.5%，全年出货量5.39亿台。

最后，半导体设备渗透率逐步提升。

上一个部分提到过当前国外厂商占据了半导体设备市场的主导地位。

申万宏源证券认为
，国内设备厂商已成功进入大多数半导体制造设备细分领域，但整体国产化率尚处
于较低水平，政策支持下，半导体制造设备国产化潜力巨大。

举例来看
，在国家资金及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目前在半导体设备制造部分环节，已经逐渐成
长出一些优秀的国内设备供应企业，
整体水平达到28nm制程，并在14nm和7nm制程实现了部分设备的突破。

国海证券指出
，过去几年的产能紧张拉动晶圆厂资本开支，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空间持续增长；
海外局势的动荡加速了国产化的进程，国内晶圆厂给予国产设备更多的量产导入机
会，
成熟设备放量的同时，高端设备研发加速
；经营层面，龙头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张，内资晶圆厂的订单快速增长，同时先进
制程核
心工艺设备研
发顺利推进，经营规模的扩
张及技术实力的持续积累，显著提升国产设备公司竞争力，盈利能力逐渐体现。

关注三大细分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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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芯片

BMS芯片可分为电池计量芯片、电池保护芯片、AFE等。在消费电子、工业和汽车
三大应用领域中，电池管理系统的芯片构成有所不同。消费电子领域通常采用SoC
方案，集成电池计量、电池保护和电池充电管理等模块；工业和汽车中常使用分立
方案，包含计算单元、AFE、数字隔离芯片、均衡模块等。

国金证券统计得到
，来自MordorIntelligence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电池管理芯片市场规模预计
为78亿美元，2024年预计将成长到93亿美元，21-24年CAGR为6%。根据Frost&
Sullivan的统计，2021年全球电池管理芯片出货量为319.3亿颗，预计未来仍将保
持快速增长，2026年全球电池管理芯片出货量有望超600亿颗。

车用MCU

申万宏源证券指出
，MCU市场空间广阔，行业增速稳定，据ICInsight数据，2020年全球MCU市场规
模约为207亿美元，到2023年可达248亿美元；2020年国内MCU芯片市场规模达2
69亿元，随着汽车电子和物联网领域发展，预计

2025年中国MCU芯片市场规模有望达到483亿元。认为受益于行业高成长空间、
低国产渗透率以及缺货带来的国产认证持续加速浪潮，国产MCU行业将持续维持高
增长。

中国MCU市场规模及其增速（亿元，%）/图片来源：申万宏源证券

存储板块

国金证券认为
，回顾WSTS披露的历年全球半导体各板块销售同比增速，存储行业从销售增速见
顶到销售增速见底通常为1-2年。从上一轮周期看，存储板块的销售增速在2017年
见顶，2019年见底。本轮周期中，存储的销售增速在2021年见顶，2022年增速转
负，随着汽车智能化快速推进、高端制造信息化升级驱动汽车、工业、医疗等行业
强劲的市场需求，2023年下半年存储板块有望止跌反弹。

（报告来源：国金证券、国海证券、申万宏源证券、天风证券）

（本文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刊载内容来自持牌证券机构，不代表平台观点，
请投资人独立判断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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