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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报告为半导体、计算机行业 2023 年景气度展望。半导体行业总体景气度下行恐

长于市场预期，寻结构性景气亮点；计算机板块景气向好，信创、网安、银行 IT 景

气度优。 

 

信息技术板块是四大股指成分中的大权重板块，在中证 1000 中权重占比尤为突出。

根据 Wind 行业分类，信息技术板块在中证 1000、中证 500、沪深 300、上证 50 中的

权重分别为 22%、18%、16%、11%，排名分别为第 2、3、2、3。 

 

本轮下行周期恐长于市场预期。终端需求持续性疲弱，本轮半导体厂商主动去库存

难度提升，我们预测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拐点晚于 23Q3。 

 

半导体下行周期寻结构亮点。1.设备板块，受益国内逆周期资本开支和国产替代；

2.功率板块，受益新能源高景气度；3.DDR5 链，受益价格下降和 CPU 新品支持。 

 

计算机三条主线景气度占优。1. 信创，行业信创发力，“2+8+N”全面推进；2. 网

安，22 年为网安小年，23 年景气度有望反转；3. 信创和数字货币加持，23 年景气

度加速上行。 

 

风险提示：消费电子需求超预期复苏、新能源需求不及预期、晶圆厂资本开支不及

预期、功率半导体竞争格局恶化、DDR5 渗透率不及预期、信创进度不及预期。 

 

 

本篇报告为半导体、计算机行业 2023 年景气度展望。半导体行业总体景气度下行恐

长于市场预期，寻结构性景气亮点；计算机板块景气向好，信创、网安、银行 IT 景

气度占优。 

报告要点 

半导体拐点晚于市场预期，计算机三条线占优 

——2023 年度半导体&计算机行业策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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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 
信息技术板块是四大股指成分中的大权重板块，在中证 1000 中权重占比尤

为突出。根据 Wind 行业分类，信息技术板块在中证 1000、中证 500、沪深 300、

上证 50 中的权重分别为 22%、18%、16%、11%，排名分别为第 2、3、2、3。因

此，信息技术行业的基本面变化会对股指期货产生较大影响。 

图表 1：中证 100 成分中信息技术为第二大权重板块  图表 2：中证 500 成分中信息技术为第三大权重板块 

 

   

 

数据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图表 3：沪深 300 成分中信息技术为第二大权重板块  图表 4：上证 50 成分中信息技术为第三大权重板块 

 

   

 

数据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所 

 
 

二、半导体：下行周期将长于市场预期，寻结构亮点 

（一）总体情况：本轮下行周期恐长于市场预期 

当前景气度处于快速下行区间。根据 IDC 的预测，2022 年全球半导体销售

额将增长 13.7%，较 2021 年快速下滑 10.8pct，2023 年增速转负。 

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出货量的下滑是景气度差的主因。 消费电子为半导体

最大的下游，占比约 71%；进一步拆分，手机、电脑、服务器是半导体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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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终端产品，分别占比 36%、17%、14%。2022 年前三季度手机出货量量下滑

比-8.81%，下行趋势仍在持续。 

图表 5：全球半导体细分下游销售额&预测  图表 6：2021 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下游拆分 

   

 

数据来源：IDC Bloomberg 中信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IDC Bloomberg 中信期货研究所 

 

全球半导体龙头公司库存拐点出现，但仍处高位。龙头厂商 Q3 开始主动去

库存，从最新的财报数据上已初见端倪，但由于库存水位过高叠加需求持续性

疲软，本轮周期下行时间恐长于市场预期。 

图表 7：全球半导体龙头公司库存仍处高位  图表 8：全球手机销量增速 

 

   

 

数据来源：Bloomberg 中信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IDC Bloomberg 中信期货研究所 

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拐点不早于 23Q3。基于我们对消费电子拐点的预测，预

测 2023 年整体将先抑后扬弱复苏，2024 年需求有望迎来全面修复，我们预计全

球 2023 年智能机出货量将达到 12.97 亿台，同比增长 2%，全面需求复苏或在

2024 年显现。 

 

（二）结构性亮点一：设备板块，受益国内逆周期资本开支和国产替代 

中游晶圆厂大幅扩产，规划产能为现有产能的 2-3 倍。受国内半导体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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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以及全球半导体制造产能不足的影响，国内晶圆厂自 2020 年起开始陆续

扩产，从扩产计划来看，22/23 年为开工新建大年。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晶圆厂

12 寸晶圆制造产能达 1720 千片/月，8 寸+12 寸产能总计折合 12 寸达 2160 千片

/月。 

中芯国际上调全年资本开支略微缓解市场对行业资本开支下调的担忧。 中

芯国际三季报披露，将 2022 年全年资本支出计划从人民币 320.5 亿元上调为人

民币 456.0 亿元。但不可否认，海外龙头厂商及部分受美国特殊制裁的国内企

业资本开支有概率下修。 

图表 9：国内 8寸 Fab 厂产能规划情况 

 
数据来源：各公司公告 各公司官网 公开资料整理 中信期货研究所 

 

公司 地点 具体工厂 尺寸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上海 Fab1-3 8寸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深圳 Fab15 8寸 55 65 70 70 70 70 70
天津 Fab7 8寸 58 75 120 140 150 150 150

宁波 8寸 40 40
绍兴 A1 8寸 125 125 125 125

上海 HH Fab1 8寸

上海 HH Fab2 8寸
上海 HH Fab3 8寸

上海积塔 上海临港 Fab1 8寸 20 35 45 45 45

Fab3 8寸
Fab3 8寸

华润微电子 重庆 JV 8寸 53 53 53 53 53 53 53
华润微电子 无锡 Fab2

华润微电子 无锡 Fab3

士兰微 杭州 一期 8寸 40 40 40 40 40 40 40
士兰微 杭州 二期 8寸 15 20 25 30 36 36

华微电子 吉林 一期 8寸 10 15 20 20 20 20
海辰半导体 无锡 8寸 50 75 90 115 115 115

一期 10 10 10 10 10 10

二期 10 10 10 10 10
三期 10 10 10 10

北京燕东 北京 8寸 10 40 50 50 50 50
合计 424 546 691 896 946 992 992

赛莱克斯 北京 8寸

60 60 60 60

28 28 28 28 28

8寸 60 60 60

15 15 15 15

上海先进 上海虹槽 28 28

华虹宏力 15 15 15

中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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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国内 12 寸 Fab 厂产能规划情况 

 
数据来源：各公司公告 各公司官网 公开资料整理 中信期货研究所 

 

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低，产品力提升+环境支持下国产替代加速。从国产化

率看，CVD 设备、CMP 设备约 10%， 刻蚀设备、清洗设备约 20%，光刻设备、涂

胶显影设备为 0。大部分细分赛道都涌现出了产品力较强的公司，FAB 厂也愿意

给予国产设备测试机会，从招标情况看，设备国产化率不断提升。 

受益于国内晶圆厂逆周期资本开支和国产替代浪潮，设备厂 2023 年景气度

将维持高位。 

公司 地点 具体工厂 尺寸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中芯国际 Fab4 12寸

中芯国际 Fab6 12寸

Fab2-P2 12寸 35 35 35 35 35 35 35

Fab2-P3 12寸 6 25 35 45 55 65 65
中芯京城 B3P 12寸 30 50 70 100

中芯国际 Fab8-P1 12寸 11 11 11 11 11 11 11

中芯国际 Fab8-P2 12寸 9 9 9 9 9 9 9

中芯南方 SN 12寸 3 15 15 15 15 15 15
中芯深圳 深圳 Fab16 12寸 40 40 40 40

中芯天津 天津 12寸

HH Fab5 12寸 35 35 35 35 35 35 35

HH Fab6 12寸 10 20 30 40 40 40 40
HH Fab7

（一期）
12寸 20 40 60 60 60 60

HH Fab7

（二期）
12寸 25 35 60 60 60

miniline 12寸 3 3 3 3 3
二期 12寸 20 50

一期 12寸 20 50 75 100 100 100 100

二期 12寸 20 100 100 100

三期 12寸 50 100
F1 12寸 30 30 30 30 30 30

F2 12寸 30 30 30 30 30

广州粤芯 粤芯一期 12寸 10 16 16 16 16 16 16

广州粤芯 粤芯二期 12寸 10 24 24 24 24

合肥长鑫 合肥 长鑫存储 12寸 20 40 60 120 120 120 120
华润微 重庆 华润重庆 12寸 10 20 30 30

士兰微 士兰集科一期 10 25 35 45 45 45 45

士兰微 士兰集科二期 15 45 45 45

N1 12寸 15 25 40 40 40 40 40

N2 12寸 60 80 160 200 280

万国半导体 重庆 AOS 12寸 5 10 20 20 20 20

联芯 厦门 一期 12寸 16 18 25 25 25 25 25
台积电 南京浦口 Fab 12寸 15 20 25 25 25 25 25

英特尔 大连 Fab68 12寸 85 85 85 85 85 85 85

X1 60 60 60 60 60 60

X2-PH1 70 70 70 70 70

格科微 上海临港 12寸 5 20 20 20
合计 196 596 921 1135 1380 1530 1720

广州

合肥

三星 西安 12寸

晶合集成

武汉新芯 武汉

厦门 12寸

积塔 临港

长江存储 武汉

中芯北方

上海

华力集成 上海

华虹半导体 无锡

北京

52 52 52 52 52 5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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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构性亮点二：功率板块，受益新能源高景气度 

新能源汽车、光伏维持高景气度。根据 Marklines，2021 年全球新能源车

销量同比增长 111%，渗透率提升至 12.3%，根据高频数据跟踪情况，尽管受高

锂价和疫情扰动影响，2022 年 1-4 月份全球新能源车销量仍同比增长 77%，景

气度维持在高水平区间。根据 BNEF，全球 2021 年光伏装机量为 182GW，同比增

长 25.52%，预计 2022 年光伏装机量将进一步提升 31.75%至 240GW，需求旺盛。 

图表 11：国内新能源车销量  图表 12：全球光伏装机量 

   

 

数据来源：中汽协 中信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BNEF 中信期货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和逆变器带来功率半导体用量显著提升。 新能源汽车中功率半

导体价值量较燃油车大幅提升，根据澎湃网转引的 Infenion 和 Strategy 

Analytics 数据，纯电动车中功率半导体的价值量为 459 美元/辆，相比传统燃

油车 88 美元/辆，提升了 422%。IGBT 是逆变器的主要成本之一，据英飞凌数据，

集中式逆变器中 IGBT 成本约为 2000-3000 欧元/MW，组串式逆变器中 IGBT 成本

约 2500-5000 欧元/MW，约占逆变器总成本的 10%-20%。 

图表 13：纯电动车功率半导体价值量提升 422%   图表 14：光伏装机带动逆变器出口增速高企 

   

 

数据来源：英飞凌 澎湃 中信期货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中信期货研究所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和光伏的高景气度，功率厂商 2023 年景气度将维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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