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家国家大基金持股公司去年盈利总额增逾五成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家大基金一期和二期直接持股的A股上市公司共23家，覆盖了半导体全产业链（芯片设计、制造、装测、设备材料），且多为各细分领域龙头。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2020年，这23家公司整体业绩向好，合计实现营收1517亿元，同比增长12%；合计盈利144亿元，同比增长58%。

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半导体市场面临近20年来最严重的晶圆、封装产能紧缺，行业景气度一路上涨。 业内人士预计，全行业供应紧缺的态势至少要持续到2022年才能缓解，产业链公司将持续受益。

逾八成公司盈利增长

从营收规模看，上述23家公司差异较大。中芯国际、长电科技、纳思达、太极实业、通富微电这5家公司超过100亿元，分别为274.71亿元、264.64亿元、195.85亿元、178.46亿元和107.69亿元。三安光电、华润微、汇顶科技、北方华创这4家公司介于50亿元到100亿元之间，分别为84.54亿元、69.77亿元、66.87亿元和60.56亿元。兆易创新、北斗星通等7家公司介于10亿元到50亿元之间。其余7家公司均低于10亿元。

在营收增速方面，21家公司实现同比增长。 其中，15家公司同比增速超过20%，长川科技、晶方科技、北方华创分别以101.54%、96.93%和49.23%的增速位居前三名；中芯国际、通富微电这两家收入百亿级公司的增速也不低，分别为24.8%、30.27%。 由于利盟打印机业务受疫情影响，纳思达2020年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93%。

从归母净利润指标看，中芯国际以43.32亿元稳坐头把交椅，汇顶科技、长电科技、三安光电分别以16.59亿元、13.04亿元、10.16亿元紧随其后。 华润微、兆易创新、太极实业、北方华创这4家公司盈利介于5亿元到10亿元之间，雅克科技、晶方科技等9家公司介于1亿元到5亿元之间。

在盈利增速方面，19家公司实现同比增长，占比82%。 其中，16家公司同比增速超过30%。 其中半导体封测公司盈利能力最为显著，通富微电从2019年的0.19亿元增至2020年的3.38亿元，同比增长1668%；长电科技、晶方科技分别盈利13.04亿元、3.8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71%、252%。 尽管长川科技2020年的盈利规模不大（0.85亿元），但同比增速高达611%。 中芯国际、华润微、安集科技这3家公司的盈利同比增速均超100%，沪硅产业和北斗星通扭亏为盈。

经营亮点频现

过去一年，多家公司在新品上市、客户拓展、研发投入、并购整合等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

在2020年多项财务指标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中芯国际在先进制程方面完成了1.5万片FinFET安装产能目标，第一代量产稳步推进，第二代进入风险量产。 此外，公司先进制程收入贡献比例由2019年的4.3%增加至2020年的9.2%。

2020年，封测龙头长电科技并购的新加坡星科金朋实现营业收入13.41亿美元，同比增长25.41%，净利润从2019年的亏损5431.69万美元变为2020年盈利2293.99万美元。另外，子公司长电国际利用星科金朋的技术、厂房等新设立的长电韩国工厂在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2.35亿美元，同比增长64.97%；净利润为5833.49万美元，同比增长669.97%。

通富微电与全球处理器大厂AMD深度合作，2020年，公司立足7nm，进阶5nm，全力支持AMD的高速发展，其产品在笔记本、服务器、显卡、游戏机等领域多点开花，其他客户的产品也在高速成长。

报告期内，化合物半导体龙头三安光电与全球多家下游知名客户在Mini� LED导入TV、显示器等领域开展合作，一些客户的出货量正在逐月递增。

半导体综合设备龙头北方华创的集成电路先进制程多种产品通过客户验证，成熟制程设备工艺覆盖率快速提升。刻蚀机、PVD、立式炉、清洗机等产品在集成电路、先进封装主流客户实现规模销售，在新能源光伏、LED、第三代半导体、新型显示等泛半导体领域，产品竞争力及出货量再上新台阶。

2020年，兆易创新推出国内首款容量高达2Gb、高性能的GD25/GD55� B/T/X系列产品，代表了SPI� NOR� Flash行业的最高水准；量产全国产化24nm工艺节点的4Gb� SPI� NAND� Flash产品，实现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封装测试所有环节的纯国产化和自主化等。 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将推出第一颗自有品牌的DRAM产品。

把握国产替代机遇

多家公司看好半导体领域自主可控、国产替代浪潮下的发展机遇。

国内半导体材料龙头之一的雅克科技表示，2021年，公司将不断拓展电子材料业务板块的国际和国内市场，积极推进电子材料的国产化战略和建设项目的落地。

国科微表示，对比固态硬盘同行企业，公司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基于自有控制器芯片开发硬盘的企业。 公司全国产固态存储控制器芯片GK2302已实现多版本开发，该款芯片已通过国测和国密的认证，并已实现量产。 公司新一代固态存储控制器芯片GK2302V200已全面投片，将在2021年全面上市。

芯朋微表示，中国电源管理芯片设计产业正处于上升期，国内企业设计开发的电源管理芯片产品在多个应用市场领域，尤其是中小功率段的消费电子市场已经逐渐取代国外竞争对手的份额，进口替代效应明显增强。 目前，国产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占中国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市场的比例不到20%，未来成长空间巨大。

向集成电路装备材料方向转型的万业企业表示，国际形势的变化驱使龙头整机企业加速国产化供应链重塑，未来国内厂商在先进制程上的不断突破，将会迎来半导体设备需求的显著提升，更多国内设备公司将被纳入采购体系。 2020年，旗下凯世通加速离子注入机产品推进商用化，并取得商业订单突破。

沪硅产业300mm硅片产品在技术上实现了14nm及以上工艺节点的全覆盖，且实现了国内300mm芯片制造企业的全覆盖。 谈及经营计划时，公司表示将立足国内芯片制造企业的需求，加快产品认证的进程。

太极实业表示，2020年，旗下太极半导体积极顺应国产替代大趋势，大力开拓国内市场。

国内打印机芯片龙头纳思达表示，公司将牢抓国产替代机会，加快中高端产品研发，发展通用MCU微控制器、高端SoC-eSE安全主控芯片，做自主可控技术的引领者、国产替代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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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3家公司去年研发投入总额增长18%

医药生物、计算机、电子三大行业最“硬核”

●本报记者 傅苏颖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 截至4

月29日， 已有4039家上市公司发布

2020年年报。 其中，报告期内公布研

发费用的企业有3623家，研发费用合

计支出 8526.94亿元， 同比增长

18.08%。 从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来

看，医药生物、计算机、电子三大行业

排名靠前。

研发投入见“涨”

按绝对金额统计，报告期内研发

费用达到1亿元以上的公司有1242

家，超过5亿元的有257家，超过10亿

元的有125家。 其中， 研发费用超过

100亿元的有13家，中国建筑研发费

用投入居于首位， 达255.23亿元，中

国中铁、 中国交建位列第二和第三，

分别为218.37亿元、200.94亿元。

相比于研发投入总额，用研发投

入强度（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来衡

量上市公司对研发的重视程度更为

科学。从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的指标

来看，2020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

超过7%的企业有798家。 分行业来

看，医药生物行业表现突出。 研发投

入占比排名前十的公司中， 有7家为

医药生物， 多数为科创板上市药企，

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均超40%。 其

中，艾力斯排名首位，研发投入占营

收比例达31728.84%。 除医药生物之

外，研发投入占比排名前50名的上市

公司中，计算机和电子两大行业公司

居多。

艾力斯年报显示， 公司自设立

以来即从事药物研发活动， 该类项

目研发周期长、 资金投入大。 2020

年，公司研发投入为1.78亿元，同比

增长9.85%，充足的研发投入确保公

司研发管线不断推进。 目前，公司已

经围绕非小细胞肺癌建立了优势产

品管线， 包括6个产品的10个项目，

公司核心产品伏美替尼的二线治疗

适应证已于2021年3月获批上市，后

续多项适应证的临床试验及研究者

发起的临床试验也处于顺利推进过

程中；KRASG12C抑制剂及RET抑

制剂预计将于2022年申报IND。

电子行业方面，寒武纪研发投入

占营收比例排名居前。 公司年报显

示，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云边端”产

品线及基础系统软件平台的研发投

入，扩充研发团队，人员成本及相关

研发设备、 材料等投入均大幅增加，

故研发投入较上年增长41.48%，研

发投入占营收比例为167.41%，同比

增长45.09%。

带动业绩增长

研发投入大的企业业绩出现增

长。数据显示，公布研发费用的3623

家公司中， 有2246家上市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速实现正增长，占比62%；

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100%的企业

有575家，占比达15.87%。

医药行业龙头恒瑞医药一直注

重研发创新， 每年持续高比例的研

发投入， 促使公司业绩一直保持稳

定增长态势。 2020年，公司实现营收

277.35亿元，同比增长19.09%；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63.28亿元，同

比增长18.78%。 公司2020年投入研

发资金49.89亿元，比上年增长28%，

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

18%，为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带动医

疗器械等防疫物资需求的猛增，企业

积极加大研发投入，扩大产能，也带

动了业绩大幅上涨。医疗器械龙头迈

瑞医疗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10.26

亿元，同比增长27%；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58亿元，同

比增长42.24%。 公司2020年研发投

入达20.96亿元，同比增长27.04%。

值得一提的是， 艾力斯等部分

科创板医药生物上市公司由于产品

还未实现商业化或刚开始商业化，

2020年业绩还处于亏损状态， 但业

绩亏损已经有所收窄。

计算机行业方面， 科大讯飞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30亿元，

同比增长29.23%。其中，重点赛道智

慧教育、 智慧医疗业务分别实现

70.68%和69.25%的增长；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64亿

元， 在助力疫情防控及社会捐赠等

支出增加的情况下， 净利润较去年

同期增长66.48%。 公司2020年研发

费用22.11亿元，同比增长34.86%。

把握国产替代机遇

多家公司看好半导体领域自

主可控、 国产替代浪潮下的发展

机遇。

国内半导体材料龙头之一的

雅克科技表示，2021年，公司将不

断拓展电子材料业务板块的国际

和国内市场，积极推进电子材料的

国产化战略和建设项目的落地。

国科微表示， 对比固态硬盘

同行企业， 公司是中国为数不多

的基于自有控制器芯片开发硬盘

的企业。 公司全国产固态存储控

制器芯片GK2302已实现多版本

开发， 该款芯片已通过国测和国

密的认证，并已实现量产。公司新

一 代 固 态 存 储 控 制 器 芯 片

GK2302V200已全面投片，将在

2021年全面上市。

芯朋微表示， 中国电源管理

芯片设计产业正处于上升期，国

内企业设计开发的电源管理芯片

产品在多个应用市场领域， 尤其

是中小功率段的消费电子市场已

经逐渐取代国外竞争对手的份

额， 进口替代效应明显增强。 目

前， 国产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占中

国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市场的比例

不到20%，未来成长空间巨大。

向集成电路装备材料方向转

型的万业企业表示， 国际形势的

变化驱使龙头整机企业加速国产

化供应链重塑， 未来国内厂商在

先进制程上的不断突破， 将会迎

来半导体设备需求的显著提升，

更多国内设备公司将被纳入采购

体系。2020年，旗下凯世通加速离

子注入机产品推进商用化， 并取

得商业订单突破。

沪硅产业300mm硅片产品

在技术上实现了14nm及以上工

艺节点的全覆盖， 且实现了国内

300mm芯片制造企业的全覆盖。

谈及经营计划时， 公司表示将立

足国内芯片制造企业的需求，加

快产品认证的进程。

太极实业表示，2020年，旗

下太极半导体积极顺应国产替代

大趋势，大力开拓国内市场。

国内打印机芯片龙头纳思达

表示，公司将牢抓国产替代机会，

加快中高端产品研发， 发展通用

MCU微控制器、 高端SoC-eSE

安全主控芯片， 做自主可控技术

的引领者、国产替代的先锋。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家大基金一期和

二期直接持股的A股上市公司共23家， 覆盖了半导体全

产业链（芯片设计、制造、装测、设备材料），且多为各细

分领域龙头。东财Choice数据显示，2020年，这23家公司

整体业绩向好，合计实现营收1517亿元，同比增长12%；

合计盈利144亿元，同比增长58%。

2020年下半年以来， 全球半导体市场面临近20年

来最严重的晶圆、封装产能紧缺，行业景气度一路上涨。

业内人士预计， 全行业供应紧缺的态势至少要持续到

2022年才能缓解，产业链公司将持续受益。

●本报记者 吴科任

逾八成公司盈利增长

从营收规模看，上述23家公司

差异较大。中芯国际、长电科技、纳

思达、太极实业、通富微电这5家公

司超过100亿元， 分别为274.71亿

元 、264.64 亿 元 、195.85 亿 元 、

178.46亿元和107.69亿元。 三安光

电、华润微、汇顶科技、北方华创这

4家公司介于50亿元到100亿元之

间， 分别为84.54亿元、69.77亿元、

66.87亿元和60.56亿元。兆易创新、

北斗星通等7家公司介于10亿元

到50亿元之间。 其余7家公司均低

于10亿元。

在营收增速方面，21家公司

实现同比增长。 其中，15家公司

同比增速超过20%，长川科技、晶

方 科 技 、 北 方 华 创 分 别 以

101.54%、96.93%和49.23%的增

速位居前三名；中芯国际、通富微

电这两家收入百亿级公司的增速

也不低， 分别为24.8%、30.27%。

由于利盟打印机业务受疫情影

响，纳思达2020年整体收入同比

下滑15.93%。

从归母净利润指标看， 中芯

国际以43.32亿元稳坐头把交椅，

汇顶科技、长电科技、三安光电分

别 以 16.59 亿 元 、13.04 亿 元 、

10.16亿元紧随其后。 华润微、兆

易创新、太极实业、北方华创这4

家公司盈利介于5亿元到10亿元

之间，雅克科技、晶方科技等9家

公司介于1亿元到5亿元之间。

在盈利增速方面，19家公司

实现同比增长，占比82%。 其中，

16家公司同比增速超过30%。 其

中半导体封测公司盈利能力最为

显著， 通富微电从2019年的0.19

亿元增至2020年的3.38亿元，同

比增长1668%；长电科技、晶方科

技分别盈利13.04亿元、3.82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371%、252%。

尽管长川科技2020年的盈利规

模不大（0.85亿元），但同比增速

高达611%。中芯国际、华润微、安

集科技这3家公司的盈利同比增

速均超100%，沪硅产业和北斗星

通扭亏为盈。

经营亮点频现

过去一年，多家公司在新品

上市、客户拓展、研发投入、并购

整合等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

在2020年多项财务指标创

下历史新高的同时，中芯国际在

先进制程方面完成了 1.5万片

FinFET安装产能目标，第一代量

产稳步推进，第二代进入风险量

产。 此外，公司先进制程收入贡

献比例由2019年的4.3%增加至

2020年的9.2%。

2020年， 封测龙头长电科技

并购的新加坡星科金朋实现营业

收入 13.41亿美元， 同比增长

25.41%， 净利润从2019年的亏损

5431.69万美元变为2020年盈利

2293.99万美元。另外，子公司长电

国际利用星科金朋的技术、厂房等

新设立的长电韩国工厂在2020年

实现营业收入12.35亿美元， 同比

增长64.97%； 净利润为5833.49万

美元，同比增长669.97%。

通富微电与全球处理器大厂

AMD深度合作，2020年，公司立

足7nm， 进阶5nm， 全力支持

AMD的高速发展，其产品在笔记

本、服务器、显卡、游戏机等领域

多点开花， 其他客户的产品也在

高速成长。

报告期内，化合物半导体龙

头三安光电与全球多家下游知名

客户在Mini� LED导入TV、显示

器等领域开展合作，一些客户的

出货量正在逐月递增。

半导体综合设备龙头北方华

创的集成电路先进制程多种产品

通过客户验证，成熟制程设备工艺

覆盖率快速提升。刻蚀机、PVD、立

式炉、 清洗机等产品在集成电路、

先进封装主流客户实现规模销售，

在新能源光伏、LED、 第三代半导

体、 新型显示等泛半导体领域，产

品竞争力及出货量再上新台阶。

2020年，兆易创新推出国内

首款容量高达2Gb、 高性能的

GD25/GD55� B/T/X系列产品，

代表了SPI� NOR� Flash行业的

最高水准； 量产全国产化24nm

工艺节点的 4Gb� SPI� NAND�

Flash产品，实现了从设计研发、

生产制造到封装测试所有环节的

纯国产化和自主化等。公司预计，

今年上半年将推出第一颗自有品

牌的DRAM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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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布局能源结构转型

多家公司发布中长期战略规划

●本报记者 崔小粟

2021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在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下，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发展光伏等新能

源， 积极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势在必行。 在此背景

下，相关上市公司积极布局，并在年报中发布企业

的“十四五”战略规划。

紧盯生态环保领域机遇

瀚蓝环境在“十四五”战略规划中提出，在固

废方面，面向全国，紧抓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优质项目

的窗口期扩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模，同时加快拓

展轻资产运营的环卫业务；做强工业危废和有机质

固废处理业务；持续推进纵横一体化大固废战略，打

造全面对标无废城市的“瀚蓝模式2.0” 。 在能源、水

务方面，立足佛山市南海区，逐步转向轻资产运营。

龙马环卫表示， 今年将把握环卫装备市场增

量，突破空白市场和弱势区域；深挖环卫服务存量项

目潜力，积极参与市场拓展，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

侨银股份表示，2021年， 公司将以实施农村

环卫一体化为切入点，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不断创新机制、模式，助力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提高公司的市场份额。

城发环境提出，“十四五” 时期，公司将充分

抓住生态环保领域的发展机遇， 在稳抓高速公路

业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业务相关板块，

打造河南北京两个总部，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培育餐厨、污泥、医废等多元新兴业态，推动公司

从“投资+专业化管理” 的区域性环保公司，向研

发设计、装备制造、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数字化应

用等全产业链国际环保领军企业转型升级。

机构分析预测，“十四五” 期间环保产业投资

将由“十三五”期间的约20万亿元上升到约100万

亿元。随着细分市场不断成熟和技术进步，固废行业

从以生活垃圾处理为主，向餐厨垃圾、污泥、医废危

废等多产业协同发展转变；水务行业从以生活污水

处理为主，向工业废水、乡镇污水等多产业统筹布局

转变；环卫行业从以公共区域清扫保洁为主，向垃圾

分类、绿化管养、物业管理、河道清理等环境综合服

务转变。 产业精细化布局推动市场空间持续扩大。

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

“十四五” 期间，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将成

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汽车市场将迎来

更好的发展期。

长安汽车发布了企业“十四五” 规划和2030

愿景，坚定不移向智能低碳出行科技公司转型，将

效率和软件能力打造为核心竞争力，打造“新汽车

+新生态”产业公司，向世界一流汽车品牌迈进。

广汽集团在年报中指出，“十四五”期间，集团

全面实施“1615” 发展战略，即完成1个目标，“十

四五” 期末挑战汽车产销量达350万辆，新能源汽

车产品占整车产销规模超20%，成为行业先进的移

动出行服务商；夯实6大板块，做强做实研发、整车、

零部件、商贸服务、金融服务和出行服务六大板块；

突出1个重点，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集团高

质量发展；实现5大提升，全面实现电气化、智联化、

数字化、共享化、国际化五大方面的提升。

天齐锂业在年报中表示， 未来仍将继续专注

用于制造锂电池正极材料的锂化合物产品生产技

术的发展创新，不断提高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品质，

增强生产工艺技术的适用性， 以满足下游应用领

域的需求，积极参与到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节能

减排和循环经济的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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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家国家大基金持股公司去年盈利总额增逾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