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气度高企 晶圆代工“双雄”5月营收创新高

日前，台积电、联华电子这两家全球晶圆代工大厂分别发布5月经营简报，单月营收均创历史新高。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在此前 举 行 的 股 东 大 会 上 表 示 ， 目 前 公 司 产 能 利 用 率 很 高 ， 今 年 营 收 有 望 增 长 30 % 。 从 行 业 来 看 ， 今 年 不 计 存 储 器 的 全 球 半 导 体 市 场 产 值 将 增 长 9 % ， 其 中 晶 圆 制 造 市 场 产 值 有 望 增长约20%。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客户需求旺盛

简报显示，5月台积电实现营业收入1857.05亿元新台币，环比增长7.6%，同比增长65.3%。 1-5月，台积电实现营业收入8493.43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44.9%。

5月，联华电子实现营业收入244.30亿元新台币，环比增长7.18%，同比增长42.14%。 1-5月，联华电子实现营业收入1106.52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37.17%。

另外，力积电5月实现营业收入74.01亿元新台币，环比增长1.02%，同比增长42.84%；世界先进5月实现营业收入53.2亿元新台币，环比增长18.59%，同比增长56%。

一季度以来，全球消费电子市场持续疲弱，但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发电、工业、物联网等市场需求强劲，推动晶圆代工行业维持高景气度运行。

中芯国际近日表示，整体来看，客户需求依然旺盛，预计今年全年公司产能供不应求。 公司预计二季度销售收入环比增长1%-3%。 华虹半导体预计二季度销售收入为6.15亿美元，环比增长3.43%。

近期，晶圆代工企业涨价声音再起。

对于是否跟进涨价，台积电总裁魏哲家日前表示，会与客户沟通，不会因其他竞争者的动作或市场短期反应确定市场策略。

去年二季度，台积电毛利率一度下滑至50%，引发市场担忧。 随着去年8月开始产品全面涨价，台积电的毛利率稳定在50%以上，才给投资者吃下一颗“定心丸” 。

中芯国际董事兼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在一季度业绩说明上表示，“公司产能增长很快，客户也要盈利，这样才能长远共赢，而不是短期看谁赚钱更多。 ”

产能释放进度滞后

全球芯片需求整体保持上行态势，预计产能紧缺状况将至少持续到明年。

2021年，台积电启动3年1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刘德音表示，数字化转型推进，车用、手机等领域半导体需求大幅增长。

不过，晶圆厂的扩产进度滞后。 6月12日，有供应链人士表示，台积电日前给客户发布通知，称先进制造设备到货延期，明后年产能增加可能不及预期。

半导体设备交付延迟与零部件交付周期延长有较大关系。 “零部件供应延迟既有疫情因素，也有‘缺芯’带来的连锁反应。 同时，部分零部件厂商不急于扩大产能，因为担心未来产能过剩。 即使扩产也需要一定时间，同时会面临人工短缺等问题。 ”半导体设备产业资深人士说。

全球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应用材料相关负责人近期表示，由于零部件供应延迟，应用材料2022财年第二季度销售额减少1.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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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有望加快恢复

●本报记者 郭霁莹

618活动开启以来，各大电商平

台成绩喜人，消费回暖有所显现。 业

内人士认为，随着稳经济、促消费等

一揽子政策措施加速落地，加上多地

疫情缓解，消费市场有望加快恢复。

小米公司日前宣布，5月31日20

时至6月11日22时10分其线下新零

售体系创下多项新纪录。 其中，小米

之家销售额同比增长47%，订单量同

比增长58%， 手机销量同比增长

29%，智能生活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90%。本次618活动，小米公司产品全

渠道优惠， 涵盖手机、 平板电脑、电

视、空调等产品。

618活动被视为带动消费的重

要节点。 与往年不同，物流效率成为

今年618的首要制约因素。 中信建投

研报显示，疫情对物流、供应链带来

影响，成本有所提升。 根据国家邮政

局监测数据，受疫情影响，2022年第

一季度快递寄出地、运输、寄达地环

节全国平均运输时长均延长逾一个

小 时 ，72 小 时 准 时 率 同 比 下 降

2.83%。

本次618活动，京东物流搭建了

高度协同的多层级物流基础设施和

仓配网络， 实现多地分仓灵活发货，

保障京东零售及外部客户订单在全

国范围内高效送达。

针对快递物流保通保畅问题，一

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同时，各地

出台促消费和稳增长政策，包括发放

消费券、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等。比如，

上海、北京等地按要求减征部分乘用

车购置税，且规定年底前符合“以旧

换新” 条件购买新能源汽车的，给予

每辆车最高1万元的补贴。 广东、深

圳、天津、成都等地则通过发放消费

券促进消费，涵盖餐饮、旅游、零售等

多个领域。

山西证券认为，随着相关政策陆

续落地，商品和服务消费需求将不断

释放。中信证券预计，6月份消费领域

将进入加速修复阶段。

启明星辰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

● 本报记者 董添

6月12日晚，启明星辰公告，拟筹划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同时，公

司实际控制人王佳、 严立夫妇拟将其持有

的公司部分股份表决权委托给特定对象行

使。 若上述事项达成，将导致上市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 公司股票自6月13日开市起

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尚存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公告， 该事项目前尚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根据有关规

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自6月13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

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Wind数据显示，截至最新收盘，启

明星辰股价收报20.65元/股，涨幅达到

4.98%，市值达到196亿元。 6月以来，公

司股价累计涨幅达到14.15%。

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 王佳持

有2.2亿股公司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约为23.38%。 严立持有4740.8万股

公 司 股 份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约 为

5.08%。 截至一季度末， 公司共有

66779户股东。

一季度业绩亏损

2022年一季度， 启明星辰实现营

业收入约5.64亿元， 同比增长1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9751.09万元。

公司在接受机构调研时指出，今

年一季度各项费用增加，导致净利润

出现亏损。 同时，公司项目受到疫情

影响。

2021年， 启明星辰实现营业收入

43.86亿元，同比增长20.2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8.62亿元，同

比增长7.15%。

启明星辰指出，将坚持原始创新和

场景化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紧密跟

踪行业客户的安全需求，坚持做优质项

目，努力做到收入和利润双增长。 预计

二、三季度会有新的项目涌现。 公司高

度看好信创产业发展。

方大特钢入选

上市公司“丰厚回报榜”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日前，方大特钢收到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发来的证书， 方大特钢入选

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榜

单“丰厚回报榜” 。

2021年， 方大特钢积极应对能

耗双控、钢企限产等诸多挑战，实现

营业收入216.79亿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32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30.59%和27.65%； 基本

每股收益达1.27元， 较上年度增长

28.28%。 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23.32亿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11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25.88亿元（含税），现金分红总额占

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94.74%。

自2009年加入辽宁方大集团以

来，方大特钢秉承“依法合规、公平

公正、诚信为先、团结共赢” 的企业

原则，认真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

务，在企业飞跃式发展的同时，积极

与员工、股东、社会共享企业发展成

果，走出了一条员工增收、企业增效、

政府增税、 股东增利的健康发展之

路。 2009年以来累计分红总额达

124.43亿元，股利支付率超过80%。

据了解， 为鼓励上市公司积极

践行尊重投资者、 敬畏投资者的理

念， 引导市场预期， 提振投资者信

心，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发布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榜。

其中，上市公司“丰厚回报榜” 以近

一年和近三年的现金分红总额为主

要指标， 坚持代表性和持续性的基

本原则，既鼓励长期持续稳定分红，

又兼顾不同板块公司的特点， 充分

反映公司分红的积极意愿。 除了分

红总额、 股利支付率等客观量化指

标，还设置了证券市场诚信合规、财

务等方面的前置指标， 采取负面清

单“一票否决” 。

方大特钢表示，入选“丰厚回报

榜” 是对公司近年来实现高质量稳

健发展，尊重和保护股东权益、积极

回报股东的充分肯定。

工业机器人龙头埃斯顿获机构密集调研

●本报记者 吴勇

受益于行业高景气度， 工业机器

人龙头企业埃斯顿近期被255家机构

调研。 埃斯顿表示，锂电和光伏等行业

自动化市场规模快速扩张， 预计未来

2-3年仍会持续高增长，公司产品包括

通用及光伏、 锂电行业专用工业机器

人、自动化核心部件等。

扩大应用范围

作为工业机器人行业龙头企业，

埃斯顿备受机构关注。 埃斯顿在接受

机构调研时表示， 公司今年仍然以提

高市场份额、 提升品牌影响力作为主

要目标，按照“通用+细分” 的市场战

略，扩大下游行业应用覆盖范围，目前

重点布局锂电、光伏以及汽车等领域。

埃斯顿指出， 锂电和光伏等行业

的自动化市场规模快速扩张，公司判断

未来2-3年仍会持续高速增长。 在新能

源行业公司向下游延伸， 发展以自动

化控制系统和工业机器人为基础的相

关业务， 目前提供的产品包括通用及

光伏、锂电行业专用工业机器人、自动

化核心部件（如运动控制系统、交流伺

服系统、 数字化远程监控和边缘计算

模块等）。

埃斯顿透露，目前公司机器人产能

经过柔性化改造之后可达2万台套/年。

埃斯顿机器人智能产业园二期工程将

于2023年投入使用，届时将实现5万台

套/年产能。 公司2022年工业机器人出

货量目标为1.6万台-1.8万台， 覆盖行

业包括光伏、锂电、汽车及零部件等。

行业景气度高

根据中国电子学会数据，2021年我

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空间达445.7亿元，预

计2023年达到589亿元。 BCG咨询研究

报告显示，2030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

规模将增至400亿-500亿美元。

国泰君安指出，随着人力成本持续

上升， 工业机器人的经济性将越发凸

显，行业将长期保持高景气度。

太平洋证券认为， 目前我国制造

业工业机器人密度为246台/万人，以

日本、 德国等市场为标准推测仍有

50%左右的增长空间。 另外，较早一批

工业机器人需更新换代， 未来几年市

场需求大。

国金证券表示，工业机器人产业链

包括上游核心零部件生产、中游本体制

造和下游系统应用集成。上游核心零部

件方面，主要包括减速机、伺服电机、控

制器，行业技术壁垒较高，现阶段价值

高地仍被外资品牌垄断；中游机器人本

体方面，国内市场竞争格局较为分散。

景气度高企 晶圆代工“双雄” 5月营收创新高

日前，台积电、联华

电子这两家全球晶圆代

工大厂分别发布5月经

营简报， 单月营收均创

历史新高。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

音在此前举行的股东大

会上表示， 目前公司产

能利用率很高， 今年营

收有望增长30%。 从行

业来看， 今年不计存储

器的全球半导体市场产

值将增长9%，其中晶圆

制造市场产值有望增长

约20%。

●本报记者 吴科任

简报显示，5月台积电实现营业

收入1857.05亿元新台币， 环比增长

7.6%，同比增长65.3%。 1-5月，台积

电实现营业收入8493.43亿元新台币，

同比增长44.9%。

5月， 联华电子实现营业收入

244.30亿元新台币，环比增长7.18%，

同比增长42.14%。 1-5月，联华电子

实现营业收入1106.52亿元新台币，同

比增长37.17%。

另外， 力积电5月实现营业收入

74.01亿元新台币， 环比增长1.02%，

同比增长42.84%； 世界先进5月实现

营业收入53.2亿元新台币， 环比增长

18.59%，同比增长56%。

一季度以来，全球消费电子市场

持续疲弱，但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发

电、工业、物联网等市场需求强劲，推

动晶圆代工行业维持高景气度运行。

中芯国际近日表示， 整体来看，

客户需求依然旺盛，预计今年全年公

司产能供不应求。 公司预计二季度销

售收入环比增长1%-3%。华虹半导体

预计二季度销售收入为6.15亿美元，

环比增长3.43%。

近期，晶圆代工企业涨价声音再起。

对于是否跟进涨价，台积电总裁

魏哲家日前表示， 会与客户沟通，不

会因其他竞争者的动作或市场短期

反应确定市场策略。

去年二季度，台积电毛利率一度

下滑至50%，引发市场担忧。随着去年

8月开始产品全面涨价， 台积电的毛

利率稳定在50%以上， 才给投资者吃

下一颗“定心丸” 。

中芯国际董事兼联合首席执行

官赵海军在一季度业绩说明上表示，

“公司产能增长很快，客户也要盈利，

这样才能长远共赢，而不是短期看谁

赚钱更多。 ”

全球芯片需求整体保持上行态

势， 预计产能紧缺状况将至少持续到

明年。

2021年， 台积电启动3年1000亿

美元的投资计划。 刘德音表示，数字

化转型推进，车用、手机等领域半导体

需求大幅增长。

不过，晶圆厂的扩产进度滞后。 6

月12日，有供应链人士表示，台积电

日前给客户发布通知， 称先进制造设

备到货延期， 明后年产能增加可能不

及预期。

半导体设备交付延迟与零部件交

付周期延长有较大关系。 “零部件供

应延迟既有疫情因素，也有‘缺芯’带

来的连锁反应。同时，部分零部件厂商

不急于扩大产能， 因为担心未来产能

过剩。即使扩产也需要一定时间，同时

会面临人工短缺等问题。 ” 半导体设

备产业资深人士说。

全球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应用材

料相关负责人近期表示， 由于零部件

供应延迟，应用材料2022财年第二季

度销售额减少1.5亿美元。

客户需求旺盛

产能释放进度滞后

广联航空拟收购成都航新30%股权

●本报记者 宋维东

广联航空6月12日晚公告称，公

司拟出资1.2亿元收购成都航新30%

股权。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成都

航新100%股权， 成都航新将由公司

控股子公司变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联航空表示，随着国内航空工

业、 航天工业等高端制造业快速发

展，航空、航天等领域制造市场的需

求持续升级。 同时，高端制造业纵深

推进，民营企业直接参与重大项目的

份额将逐年提高。成都航新通过公司

业务资源及管理团队整合已实现较

快增长。 目前，公司已快速切入西南

地区主机厂供应链体系，与客户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就客户拟开展

的新业务进行深入交流。考虑到成都

航新良好发展形势，为进一步扩大公

司市场影响力，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

求，公司拟收购成都航新少数股东所

持有的30%股权，进一步提高公司在

西南地区整体盈利能力。

根据公告，此举有助于公司建设

成都地区航空产业加工制造基地。公

司对成都航新航空产业加工制造基

地项目的投资及本次股权转让的实

施， 可以充分发挥产业协同作用，实

现优势互补， 提高管理决策效率，提

升公司在航空零部件加工制造领域

的专业能力，提高公司航空零部件专

业化生产能力和智能化水平，更好地

落实公司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

领域的战略布局。

根据中国电子学会数据，

2021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空

间达445.7亿元， 预计2023年达

到589亿元。

58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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