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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来看，我们建议投资者聚焦半导体等核心领域的国产化替代加速，同时继续
关注春节前后涨价所带来的面板行情以及出现边际变化的 5G 手机主板领域投资
机会。估值角度建议关注半导体目前估值仍处低位的上游设备及手机整机公司。 

▍新型肺炎疫情蔓延至全国，一季度为电子业传统淡季，疫情防控得力情况下预

计所受冲击相对较小。 2020 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蔓延至

全国，多省市及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并采取“封城”、限制

交通、延长假期等措施避免人口的大规模聚焦和流动，以期尽早控制疫情。在这

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会各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由于疫情发生在

人员流动较多的春节期间，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加剧，国务院决定将春节假期延

长至 2 月 3 日，此后多地政府进一步决定将企业复工时间延后至不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多地区复工时间延后一周以上。疫情中心湖北进一步延长春节假期至

2 月 13 日，2 月 14 日起正常上班。对于电子行业而言，一季度是传统淡季，营

收全年占比不足 20%，一季度营收占比在中信行业指数中位列 21/29，我们认为

疫情防控得力情况下，预计所受冲击相对较小，具体影响仍需动态观察疫情持续

时长及扩散范围。 

▍供给端影响：复工延迟+原材料运输受阻，电子业 2 月确定性受影响。为防控疫

情，多地政府将企业复工时间延后至 2 月 10 日及以后，根据产业链调研显示，

多数电子企业复工时间延后一周以上，电子行业产业链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

地区，受此影响，行业相关公司在 2 月份预计面临生产人员返工不及时导致的

产能利用率降低风险。与此同时，由于交通运输受阻和上游供应链企业面临复工

压力，部分企业还将面临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梳理后发

现自动化程度高、已海外布局、一季度产能利用率不高、研发驱动型为主的四类

企业受疫情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从产业链的情况来看，风险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电子行业的产业链

长，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终端成品的出货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越往上游越

安全，如设备，半导体设计，上游的零部件等；越往下游风险越大，如手机整机。

2、很多环节人数众多，企业复工虽然目前是推迟一周，但从正常角度看，复工

率初期估算可能并不高。 

▍需求端影响：短期国内需求受抑制，长期看需求只是延迟并非消失。复盘 2003

年 SARS 疫情期间手机销量，Q2 销量增速迅速下滑至-1%（Q1 为+10%），Q3

随着疫情缓解销量增速又反弹至+30%。预计本轮疫情影响下，国内终端需求短

期同样会受到抑制，其中线上渠道占比较高的企业影响相对较小。海外需求方面，

目前 WHO 不建议各国政府对我国采取“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因此目前出口

需求仍保持稳定，后续仍需动态观察各国政策变化。需要强调的是，长期看需求

只是延迟并非消失，在疫情缓解后有望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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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上半年手机出货量的判断：2020Q1 出货量方面，1 月份由于 5G 手机尚未规

模铺开，消费者换机动能不足，手机出货量预计同比下滑在 10%左右，2-3 月份则由于

春节因素叠加疫情影响，厂商在 5G 手机发布及开售方面亦有推后，根据 IDC 数据，预

估 2020Q1 中国区出货量同比下滑 30%。全年维度，目前尚不明朗，需要看疫情后续发

展，乐观判断全年国内手机出货量同比个位数提升，悲观判断则是个位数下滑。关于库

存，我们暂无手段获得定量的库存数据，从产业链调研获得的定性结论是当前国内手机

库存是高于 2019 年同期。两方面原因：（1）2018 年 Q4 手机备货不足，导致当年春节

期间供应局部紧张，所以 2019 年 Q4 加大备货力度。（2）2020 年春节由于疫情影响销

量不及预期。整体来看，我们判断对于 2020 年国内 5G 手机销量影响较小。维持全年

超 1 亿部的销量预期。 

▍聚焦武汉：目前面板及存储产业保持正常运转。武汉是本次疫情的重灾区，也是我国面

板和存储产业的重要聚焦地，其中面板产业包含京东方、华星光电及深天马的共计 5 条

产线，存储产业涉及长江存储、武汉新芯两家重要存储器厂商。由于面板产业和存储产

业全年不停歇运转，因此春节期间仍正常经营，且自动化率较高，预计不会明显受到复

工问题的影响。此外，相关企业正向政府申请特殊许可，以解决原材料及产成品运输问

题。 

▍参照非典疫情，以史为鉴，我们认为电子板块在超跌后具有战略配置价值，建议关注半

导体、面板及各行业现金流好的龙头公司。我们复盘了非典时期的信息科技板块表现，

认为 2020年整体情况与 2003年 SARS疫情期间不同，短期疫情或导致风险偏好降低，

板块整体承压；但中长期看 2020 年为电子扩张阶段，板块盈利能力角度看，本次疫情

期间电子板块盈利能力更高更确定；板块估值角度看，非典期间国内流动性收紧，本次

疫情期间外部相对宽松，支撑估值扩张。我们认为电子板块在超跌后具有战略配置价值。 

▍市场回顾与策略展望：本周（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7 日），A 股中信电子行业指数
下跌 2.73%，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13pcts，跑输创业板指数 7.30pcts，跑赢中小板指数
2.11pcts，跑赢上证综指 0.65pcts。电子板块在中信行业板块中涨跌幅排名 14/30，费
城半导体指数上涨 4.16%，台湾电子指数上涨 1.49%，恒生资讯科技业指数上涨 7.71%。
沪深 300 下跌 2.60%，上证综指下跌 3.38%，中小板指下跌 0.62%，创业板指数上涨
4.57%。本周 A 股电子板块行业 PE 为 80.55 倍，较沪深 300 估值溢价 584.84%；港股
电子行业 PE 为 33.14 倍。 

▍风险因素：板块下游需求不及预期，消费电子行业竞争加剧，国际局势动荡。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估值及投资评级  

简称 
收盘价 

（元） 

EPS（元） PE（x） 评级 

2019E 2020E 2021E 2019E 2020E 2021E  

信维通信 40.86 1.06 1.40 1.91 39 29 21 买入 

立讯精密 42.78 0.84 1.31 1.59 51 33 27 买入 

海康威视 35.20 1.37 1.67 2.04 26 21 17 买入 

汇顶科技 328.30 5.07 5.62 6.31 65 58 52 买入 

兆易创新 294.48 2.10 2.71 3.36 140 109 88 买入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注：股价为 2020 年 2 月 7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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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点：新型肺炎或导致国内 Q1 手机出货量同比

下滑 30%，电子板块仍具防御性配置价值 

新型肺炎疫情蔓延至全国，一季度为电子业传统淡季，疫情防控得力情况下预计所受

冲击相对较小。2020 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蔓延至全国，多省市及

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并采取“封城”、限制交通、延长假期等措施避

免人口的大规模聚焦和流动，以期尽早控制疫情。在这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会

各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由于疫情发生在人员流动较多的春节期间，为了防止疫情进

一步加剧，国务院决定将春节假期延长至 2 月 3 日，此后多地政府进一步决定将企业复工

时间延后至不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多地区复工时间延后一周以上。疫情中心湖北进一步

延长春节假期至 2 月 13 日，2 月 14 日起正常上班。对于电子行业而言，一季度是传统淡

季，营收全年占比不足 20%，一季度营收占比在中信行业指数中位列 21/29，我们认为疫

情防控得力情况下预计所受冲击相对较小，具体影响仍需动态观察疫情持续时长及扩散范

围。 

供给端影响：复工延迟+原材料运输受阻，电子业 2 月确定性受影响。为防控疫情，

多地政府将企业复工时间延后至 2 月 10 日及以后，根据产业链调研显示，多数电子企业

复工时间延后一周以上，电子行业产业链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受此影响，行业

相关公司在 2 月份预计面临确定性生产人员返工不及时导致的产能利用率降低风险。与此

同时，由于交通运输受阻和上游供应链企业面临复工压力，部分企业还将面临原材料供应

不足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梳理后发现自动化程度高、已海外布局、一季度产能利

用率不高、研发驱动型为主的四类企业受疫情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从产业链的情况来看，风险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电子行业的产业链长，

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终端成品的出货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越往上游越安全，如设备，

半导体设计，上游的零部件等；越往下游风险越大，如手机整机。2、很多环节人数众多，

企业复工虽然目前是推迟一周，但从正常角度看，复工率初期估算可能并不高。 

需求端影响：短期国内需求受抑制，长期看需求只是延迟并非消失。复盘2003年SARS

疫情期间手机销量，Q2 销量增速迅速下滑至-1%（Q1 为+10%），Q3 随着疫情缓解销量

增速又反弹至+30%。预计本轮疫情影响下国内终端需求短期同样会受到抑制，其中线上

渠道占比较高的企业影响相对较小。海外需求方面，目前 WHO 不建议各国政府对我国采

取“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因此目前出口需求仍保持稳定，后续仍需动态观察各国政策

变化。需要强调的是，长期看需求只是延迟并非消失，在疫情缓解后有望复苏。 

我们关于上半年手机出货量的判断：2020Q1 出货量方面，1 月份由于 5G 手机尚未

规模铺开，消费者换机动能不足，手机出货量预计同比下滑在 10%左右，2-3 月份则由于

春节因素叠加疫情影响，厂商在 5G 手机发布及开售方面亦有推后，根据 IDC 数据，预估

2020Q1 中国区出货量同比下滑 30%。全年维度，目前尚不明朗，需要看疫情后续发展，

乐观判断全年国内手机出货量同比个位数提升，悲观判断则是个位数下滑。关于库存，我

们暂无手段获得定量的库存数据，从产业链调研获得的定性结论是当前国内手机库存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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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 年同期。两方面原因：（1）2018 年 Q4 手机备货不足，导致当年春节期间供应局

部紧张，所以 2019 年 Q4 加大备货力度。（2）2020 年春节由于疫情影响销量不及预期。

整体来看，我们判断对于 2020 年国内 5G 手机销量影响较小。维持全年超 1 亿部的销量

预期。 

聚焦武汉：目前面板及存储产业保持正常运转。武汉是本次疫情的重灾区，也是我国

面板和存储产业的重要聚焦地，其中面板产业包含京东方、华星光电及深天马的共计 5 条

产线，存储产业涉及长江存储、武汉新芯两家重要存储器厂商。由于面板产业和存储产业

全年不停歇运转，因此春节期间仍正常经营，且自动化率较高，预计不会明显受到复工问

题的影响。此外，相关企业正向政府申请特殊许可，以解决原材料及产成品运输问题。 

参照非典疫情，以史为鉴，我们认为电子板块在超跌后具有战略配置价值，建议关注

半导体、面板及各行业现金流好的龙头公司。我们复盘了非典时期的信息科技板块表现，

认为 2020 年整体情况与 2003 年 SARS 疫情期间不同，短期疫情或导致风险偏好降低，

板块整体承压；但中长期看 2020 年为电子扩张阶段，板块盈利能力角度看，本次疫情期

间电子板块盈利能力更高更确定；板块估值角度看，非典期间国内流动性收紧，本次疫情

期间外部相对宽松，支撑估值扩张。我们认为电子板块在超跌后具有战略配置价值。 

首先，中美科技角力持续，关注芯片制造、设备机会，继续重点推荐中芯国际、北方

华创。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能暂停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但科技角力仍将继续。据路透

社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 2 月 28 日召开内阁层级会议，讨论限制中国、华为出口的新办

法。此前美国商务部拟将对华为的“美国技术含量”限制由 25%降至 10%。我们预计华

为为防止在台积电部分投片受到影响，或将增加对中芯国际订单。根据我们的估测，中芯

国际当前第一大客户为华为海思，对应 2018 年营收占比为 17.3%。我们估计华为在 8 英

寸晶圆的电源管理芯片方面投片中芯国际较多，12 英寸采购自台积电较多，如麒麟系列应

用处理器采用的 7nm 目前中芯国际尚无法量产，随着中芯国际 14nm 已进入量产，预计华

为海思将在中芯国际 14nm 增加应用处理器、多媒体类芯片新项目的投片量。另一方面，

国内晶圆代工厂目前仍采用了较高比例的美、日、欧设备，从根本而言需要增加国产设备

比例，提升中国技术含量 ，因此同时建议关注设备龙头厂商机会。北方华创为国内规模

最大、品类最全、技术一流的半导体设备龙头，持续受益国内晶圆厂扩产潮及国内晶圆厂

对国产设备的持续支持。随着其技术竞争力提升，晶圆厂国产采购规模有望持续扩大。半

导体设备业务 2020 年有望维持年均 50%增长。真空锂电设备和电子元器件业务稳定成长，

未来几年整体业绩增速有望达到 35%~40%。推荐中芯国际、北方华创。 

其次，红外测温被纳入防疫重点物资，全国需求超 6 万台，重点推荐国内红外产业龙

头睿创微纳。体温检测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红外测温由于能实现“非接触式+大面

积”体温监测，在公众场所对疑似患者甄别发挥着重要作用。受本次新型肺炎疫情影响，

医院、高铁、飞机场、地铁等公共场所对可进行非接触测温的红外热像仪等仪器需求正大

幅增长，根据工信部统计目前全国需求在 6 万台。2 月 1 日起国务院也将红外测温仪纳入

疫情防控重点物资，要求各地政府及交通运输部保障红外测温仪的生产工作。根据产业调

研，国内红外产业链各厂商正紧急复工，其中睿创微纳可供应红外测温仪，同时可为海康

威视、华中数控等整机厂商供应红外测温模组，在助力防疫工作同时迎来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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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供需格局好转，建议继续关注大尺寸产品涨价带来的面板行情，重点推荐京东

方 A、TCL。展望 2020 年，全球 LCD 供给端新增产能主要是两条 10.5 代线（京东方+广

州富士康），扩产节奏逐步趋缓，与此同时韩台厂商部分转产和退出，有望阶段性驱动全

球大尺寸 LCD 供给格局有望显著改善。需求端方面：（1）国际贸易摩擦缓和带来下游客

户补货诉求，之前下游库存仅约为 3-4 周，面板厂库存约 2-3 周，短期内补库存将带来刚

性需求。（2）2020 年是奥运大年，有望刺激 TV 面板出货，叠加 5G 换机对于手机面板的

拉动，整体看需求料将迎来边际改善。价格端：目前不同尺寸面板价格已陆续企稳，对于

部分跌破现金成本的面板尺寸而言，其价格增速有望于率先回暖，截至 2 月初我们已观测

到部分尺寸产品价格回暖。我们看好受益于行业反转下的面板龙头，推荐京东方 A，TCL

集团。 

其四，2 月中旬开始 5G 新机将陆续发布，未来几年成长明确，重点推荐高弹性的行

业龙头顺络电子、三环集团。5G 端通道数、频点数增加，主板打件数量预计将从 4G 的

约 1000 点提升到 5G 的约 1300 点，元件数量和连线密度显著增加，估算电感单机平均用

量 +50%、MLCC +30%。当前疫情对需求有一定影响，同时延迟复工亦加剧了被动元器

件供给紧缺，随着 5G 新机批量推出有望催生拉货行情。重点推荐精密电感已进入 HOVM

供应链的顺络电子，以及 MLCC 积极扩产整体业绩拐点临近的三环集团。 

其五，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汽车电子产业链长期趋势确立，持续推荐宏发股份、长盈精

密。特斯拉 2020 年预计交付超过 50 万辆（按照 50 万辆测算 YoY +36%），至 2020 年底

国产特斯拉零部件有望 100%国产化，国内供应链单品龙头有望借助特斯拉走向全球。宏

发股份在新能源高压直流继电器全球排名第三，在国内市场份额近 40%，海外客户取得突

破。公司 2019 年 10 月份 Tesla 项目量产成为其主力供应商之一，并已经实现对奔驰、路

虎、保时捷、大众等标杆客户小批量供货 2020 年持续扩大，有望迎来业绩和估值双重提

升。长盈精密通过外延收购布局新能源汽车 busbar（高压大电流电源母排）、充电桩、汽

车内饰等，其控股子公司苏州科伦特为特斯拉 Model 3 的 busbar 的最大供应商（份额超

90%），并有望继续成为 Model Y 的 busbar 主供。我们判断，伴随 Model 3、Model Y 销

量提升，以及特斯拉上海工厂逐步投入生产，长盈精密来自特斯拉的收入有望于 2021 年

迎来爆发。此外，考虑到特斯拉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前瞻性和引领性，全球主流汽车厂商有

望快速跟进，busbar 有望逐步成为高端车标配，目前科伦特已切入奔驰、宝马供应链，长

期增长可期。 

中长期而言，我们认为 2020 年仍是电子板块大年，5G 手机、AIoT 以及半导体国产

替代三大主题为我们年度战略看好的三大方向，建议关注三大趋势下的细分领域投资机会。 

5G 手机方面，我们认为手机换机潮将带动整个产业链迎来业绩改善，其中重点推荐

光学、传输及外观件三个细分方向。参考 4G 换机初期表现，我们认为 5G 周期终端价格

下探更迅速，渗透率提升更快，从而有效拉动换机（前期小米发布 RedmiK30 5G 手机已

降至 1999 元）。预测 2020 年全球智能机出货同比提升 5%-10%，国内市场同比提升

10%-15%。5G 手机放量仍旧是 2020 年板块驱动力，上半年看安卓、下半年看苹果，我

们认为整个手机产业链明年都将受益换机潮而带来业绩与估值双轮驱动。5G 方向上，我

们重点推荐三个细分方向：（1）光学，手机端多摄持续渗透，像素提升，我们认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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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镜头、模组在内的整个产业链都将持续受益行业高增长，重点推荐 CIS 厂商韦尔股

份和镜头厂商舜宇光学科技；（2）射频，5G 领域存在明确的量价齐升机会。预计 2020

年安卓手机蜂窝天线仍以 LDS 为主，数量翻倍 ASP +50%以上；LCP 天线和连接器逐步

渗透，射频 B2B 加速应用，有望带动价值量跃升。在 2020 年手机射频板块仍有估值提升

潜力，当前重点关注在射频积极布局的信维通信。5G 手机对对被动元器件单机用量提升，

预计电感 +50%、电容+30%，叠加下游库存处于低位，行业景气度上行。2020 年被动元

器件板块业绩有望逐季改善，当前重点关注顺络电子、三环集团、风华高科。（3）外观件，

5G 手机对天线和通信的要求提高，外观件从金属一体化机身演变为金属中框+玻璃后盖，

能够提供金属+玻璃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厂商份额有望持续提升，重点推荐港股比亚迪电子。 

AIoT 方向，我们认为今年主要看声学耳机，明年智能手表有望接棒，更长的 AR/VR

等智能终端有望持续分散手机的部分功能并呈现多品类爆发式增长趋势。首先，（1）智能

音频，我们 2019 年持续重点推荐的战略大方向之一，作为物联网时代的信息入口将率先

落地，代表产品包括 TWS 耳机和智能音箱等，预计 2019/2020 年出货量 TWS 耳机分别

为 1.2 亿/2.3 亿副，重点关注歌尔股份、立讯精密、共达电声；（2）智能手表，我们认为

2020 年下半年开始，智能手表有望接力，聚焦运动、健康监测等功能，用户渗透率逐步

提升，预计 2019/2020 年出货量分别为 0.63/0.81 亿台，重点关注歌尔股份、立讯精密；

（3）AR/VR，再往后看，AR/VR 在解决网络传输、用户体验等问题后预计将迎来高速成

长，在消费、工业等领域均有望应用，预计 2018-2023 年出货量复合增速达到 63%，推

荐韦尔股份、歌尔股份。 

半导体方向，国产化趋势将驱动板块迎来有业绩的长牛行情，也是我们长期战略看好

的大方向。华为国产化替代持续深入，同时 5G、TWS 等细分领域创新需求驱动 2020 年

业绩确定性强。近期美国计划收紧对于华为的实体清单约束条件，将“源自美国技术标准”

从 25%比重调降至 10%，该政策或将影响台积电向华为供货。由于台积电是华为主要芯

片代工厂，如计划实施料将对华为自研芯片制造产生较大影响。美国正将实体清单作为除

关税壁垒之外的又一直接手段，华为等核心企业在芯片制造、设备、材料、EDA 等关键领

域受美国技术制约较大，加快国产替代刻不容缓。根据集微网和美国商务部官网资料，截

至 2019 年 12 月 13 日，中国共有 239 家企业及个人被纳入“实体清单”（不包含中国台

湾企业和外国附属公司），集成电路（46 家，19%）和通信（35 家，15%）两大领域占比

最多，其次是政府机关（8%）、航空航天（7%）和互联网（7%）等。我们仍然强调国内

半导体板块核心逻辑是十年维度的自主可控，后续政策、资金支持有望加大。行业龙头公

司具备先发优势且在政策自上而下逐步落地过程中有望率先受益，建议重点关注。结合当

前板块估值情况，近期推荐中芯国际、北方华创，建议关注兆易创新、长电科技、博通集

成、全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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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全球市场回顾 

行情回顾：A 股市场下跌 2.60%，电子板块跑输大盘 

A 股市场：板块下跌 2.73%，排名 14/30 

市场回顾：电子行业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13pcts。本周（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7 日，下同），沪深 300 下跌 2.60%，上证综指下跌 3.38%，中小板指下跌

0.62%，创业板指数上涨 4.57%。A 股中信电子行业指数下跌 2.73%，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13pcts，跑输创业板指数 7.30pcts，跑输中小板指数 2.11pcts，跑赢上证综指 0.65pcts。

电子板块在中信行业板块中涨跌幅排名 14/30。我们主要跟踪的股票中，本周表现居前的

5 只股票分别为新纶科技（30.78%）、北方华创（22.33%）、中芯国际（21.40%）、振华

科技（9.42%）、扬杰科技（7.83%）。 

表 1：本周 A 股市场指数表现 

综合指数表现 TMT 行业指数表现 

证券简称 本周收盘 上周收盘 周涨跌幅 PE PB 证券简称 本周收盘 上周收盘 周涨跌幅 PE PB 

沪深 300 3,899.87  4,003.90  -2.60% 11.8 1.4 电子元器件（中信） 6,882.90 7,075.97 -2.73% 80.6 4.7 

上证综指 2,875.96  2,976.53  -3.38% 12.4 1.3 通信（中信） 4,705.27 4,754.32 -1.03% 100.0 3.4 

中小板指 6,996.56 7,040.36  -0.62% 27.8 3.7 计算机（中信） 5,915.37 5,682.24 4.10% 112.6 4.5 

创业板指 2,015.80 1,927.74  4.57% 58.1 6.1 传媒（中信） 2,858.46 2,748.28 4.01% - 2.6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2015 年初至今沪深 300 指数及电子行业指数（中信）涨跌幅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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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本周电子元器件（中信）在行业板块中涨跌幅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板块及个股表现：电子板块略有分化。本周（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7 日）

A 股电子板块中，CS 半导体价格涨跌幅为 2.96%，跑赢 CS 电子 5.31pcts，CS 其他电子

零组件Ⅱ价格涨跌幅为 0.20%，跑赢 CS 电子 2.56pcts。板块中涨幅前五的股票分别为新

纶科技（30.78%）、北方华创（22.33%）、天华超净（22.00%）、三盛教育（15.45%）、

台基股份（15.26%）。 

表 2：中信电子二级行业板块表现 

证券简称 本周开盘 本周收盘 周涨跌幅（%） 

CS半导体 42.6396 49.9679 2.9579 

CS元器件 22.3678 23.2990 -6.3706 

CS光学光电 7.2412 7.8965 -2.0785 

CS消费电子 17.2809 18.0492 -6.2441 

CS其他电子零组件Ⅱ 9.2461 10.0675 0.2015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表 3：本周 A 股电子板块个股表现 （元，%） 

周涨幅前 5 名 周跌幅前 5 名 

证券简称 周开盘价 周收盘价 周涨跌幅 证券简称 周开盘价 周收盘价 周涨跌幅 

新纶科技 6.9600 8.3700 30.7812 长方集团 3.1900 2.9400 -16.9492 

北方华创 106.6500 144.9600 22.3291 奋达科技 4.5900 4.4000 -13.7255 

天华超净 6.3000 8.5400 22.0000 领益智造 11.6600 11.2100 -13.5031 

三盛教育 6.8500 8.6700 15.4461 *ST德豪 1.7600 1.6100 -12.9730 

台基股份 14.8600 19.0300 15.2635 华东科技 1.7700 1.7200 -12.6904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美股市场：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 4.16%，高知特科技表现最佳 

市场回顾：半导体指数领先大盘，跑赢道琼斯指数 1.16cts。本周（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7 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3.00%，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4.04%，标普

500 指数上涨 3.17%。本周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 4.16%，跑赢道琼斯指数 1.16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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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本周美股市场指数表现 

代码 简称 开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DJI.GI 道琼斯工业指数  28,869.01   29,348.10   1.82  

IXIC.GI 纳斯达克指数  9,213.72   9,388.94   2.29  

SPX.GI 标普 500  3,271.13   3,329.62   1.97  

SOX.GI 费城半导体指数  1,879.90   1,916.62   2.69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3：2015 年初至今纳斯达克指数及费城半导体 SOX 指数涨跌幅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个股表现：高知特科技表现最佳，希捷科技跌幅最大。本周（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年2月7日），美股信息技术板块中表现居于前五的公司分别为高知特科技（13.38%）、

微芯科技(MICROCHIP TECHNOLOGY)（8.96%）、微软公司(MICROSOFT)（8.02%）、

EBAY（7.87%）、IBM（7.85%）。跌幅前五的公司分别为希捷科技(SEAGATE)（-5.07%）、

天睿公司(TERADATA)（-3.82%）、完全系统服务(退市)（-1.63%）、威瑞信(VERISIGN)

（-1.48%）、QORVO（-0.67%）。 

表 5：本周美股科技板块个股表现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周开盘价 

（美元） 

周收盘价 

（美元） 

周涨跌幅

(%) 

涨幅前五 

CTSH.O 高知特科技 61.85 69.59 13.38  

MCHP.O 
微芯科技(MICROCHIP 

TECHNOLOGY) 
98.34 106.21 8.96  

MSFT.O 微软公司(MICROSOFT) 170.43 183.89 8.02  

EBAY.O EBAY 33.75 36.2 7.87  

IBM.N IBM 144.25 153.41 7.85  

跌幅前五 

STX.O 希捷科技(SEAGATE) 57.83 54.1 -5.07  

TDC.N 天睿公司(TERADATA) 24.47 23.41 -3.82  

TSS.N 完全系统服务(退市)  133.27 -1.63  

VRSN.O 威瑞信(VERISIGN) 208.63 205.07 -1.48  

QRVO.O QORVO 106.16 105.15 -0.67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50%

0%

50%

100%

150%

200%

2
0
1
5
-0

1

2
0
1
5
-0

3

2
0
1
5
-0

5

2
0
1
5
-0

7

2
0
1
5
-0

9

2
0
1
5
-1

1

2
0
1
6
-0

1

2
0
1
6
-0

3

2
0
1
6
-0

5

2
0
1
6
-0

7

2
0
1
6
-0

9

2
0
1
6
-1

1

2
0
1
7
-0

1

2
0
1
7
-0

3

2
0
1
7
-0

5

2
0
1
7
-0

7

2
0
1
7
-0

9

2
0
1
7
-1

1

2
0
1
8
-0

1

2
0
1
8
-0

3

2
0
1
8
-0

5

2
0
1
8
-0

7

2
0
1
8
-0

9

2
0
1
8
-1

1

2
0
1
9
-0

1

2
0
1
9
-0

3

2
0
1
9
-0

5

2
0
1
9
-0

7

2
0
1
9
-0

9

2
0
1
9
-1

1

2
0
2
0
-0

1

纳斯达克指数 费城半导体指数



 

  

 电子行业每周市场动态追踪（2020.01.31-2020.02.07）｜2020.2.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8 

台股市场：台湾电子指数上涨 1.49%，跑赢大盘 

市场回顾：台股整体微升，台湾电子指数跑赢大盘。本周（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7 日），台股市场整体上涨 1.02%，台湾电子指数上涨 1.49%，跑赢大盘。在台湾

上市行业板块中，台湾半导体指数上涨 2.22%、台湾光电指数下跌 0.36%、台湾电子零组

件指数上涨 1.86%、台湾电子通路指数下跌 0.28%、台湾其他电子指数下跌 0.74%。 

表 6：本周台股市场指数及行业指数表现 

代码 简称 开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TWII.TW 台湾加权指数 11,365.90 11,612.81 1.02 

TWIT.TW  台湾资讯科技指数  12,703.97 13,205.55 2.29 

TWSE020.TW 台湾电子指数 496.1  511.54 1.49 

TWSE071.TW 台湾半导体指数 211.47 219.82 2.22 

TWSE073.TW 台湾光电指数 40.87 40.98 -0.36 

TWSE075.TW 台湾电子零组件指数 107.36 112.09 1.86 

TWSE076.TW 台湾电子通路指数 116.17 116.24 -0.28 

TWSE078.TW 台湾其他电子指数 80.21 82.23 -0.74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4：2015 年初至今台湾加权指数及台湾资讯科技指数涨跌幅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港股市场：资讯科技板块上涨 7.71%，网龙表现最佳 

市场回顾：资讯科技板块跑赢大盘 3.56pcts。本周（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7 日），港股市场恒生指数上涨 4.15%，恒生资讯科技业指数上涨 7.71%，跑赢恒生指

数 3.56pcts。 

表 7：本周港股市场指数表现 

代码 简称 开盘价 收盘价 涨跌幅(%) 

HSI.HI 恒生指数 26,189.61  27,404.27  4.15  

HSITSI.HI  恒生资讯科技业  12,315.89  13,220.00  7.71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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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5 年初至今恒生指数及恒生科技指数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个股表现：网龙表现最佳，辉煌科技跌幅最大。本周（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7 日），香港恒生资讯科技业板块中表现居于前五的公司分别为网龙（46.14%）、辰罡

科技（39.34%）、中国有赞（35.09%）、扬科集团（30.00%）、火币科技（27.30%）。 

表 8：本周恒生资讯板块个股表现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周开盘价 

（港元） 

周收盘价 

（港元） 

周涨跌幅(%) 

 

 

涨幅前五 

 

0777.HK 网龙 18.96 27.65 46.1416 

8131.HK 辰罡科技 0.08 0.085 39.3443 

8083.HK 中国有赞 0.57 0.77 35.0877 

1460.HK 扬科集团 0.04 0.052 30 

1611.HK 火币科技 3.09 4.01 27.3016 

 

 

跌幅前五 

 

0515.HK 达进东方照明 0.062 0.055 -26.6667 

0076.HK 谊砾控股 0.032 0.023 -23.3333 

1010.HK 太睿国际控股 0.86 0.77 -18.0851 

8206.HK 神通机器人教育 0.295 0.25 -15.2542 

8159.HK 辉煌科技 0.153 0.14 -14.6341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估值状况：A 股电子行业 PE 为 80.55，港股资讯科技业为 33.14 倍 

A 股电子板块估值：行业 PE 为 80.55，板块估值相对溢价 584.84% 

市场估值：TTM 市盈率为 80.55 倍，处于历史均值偏上。本周（2020 年 1 月 31 日

至 2020 年 2 月 7 日），中信电子板块的 TTM 市盈率为 80.55 倍，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估

值溢价 584.84%，相对创业板指估值溢价 38.57%，处于相对历史均值偏上。在 TMT 行业

中，电子板块 TTM 市盈率低于通信（99.98 倍），低于计算机（112.63 倍）板块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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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本周 A 股市场市盈率表现 

市场指标 沪深 300 上证综指 中小板指 创业板指 

PE 11.76  12.39  27.77  58.13  

TMT 行业 电子元器件（中信） 通信（中信） 计算机（中信） 传媒（中信） 

PE 80.55  99.98  112.63  -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6：本周 A 股市场电子元器件（中信）市盈率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7：2015 年至今沪深 300、电子元器件（中信）PE 涨跌幅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子板块估值：半导体估值溢价高。本周（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7 日）中

信电子二级子行业板块中，半导体PE估值（155.08倍）相对电子板块整体估值溢价 92.51%，

元器件 PE 估值（40.15 倍）相对电子板块整体估值折价-50.16%，光学光电 PE 估值（62.51

倍）相对电子板块整体估值折价-22.40%，消费电子 PE 估值（103.29 倍）相对电子板块

整体估值溢价 28.22%，其他电子零组件 PE 估值（85.23 倍）相对电子板块整体估值溢价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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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本周 A 股电子元器件（中信）子板块市盈率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海外电子板块估值：港股电子行业 PE 为 33.14 倍 

市场估值及板块表现。本周（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7 日），恒生资讯科

技板块市盈率为 33.14 倍，相对恒生指数估值溢价 235.45%，低于 A 股电子板块相对于 A

股大盘 584.84%的溢价水平。本周来看，A 股电子板块 PE 倍数较港股电子板块 PE 倍数

高 47.41 倍。 

表 10：本周 A 股市场和港股市场估值情况对比 

市场 A 股 港股 

  沪深 300   恒生指数  

PE 11.76 9.88 

 电子行业  中信（电子） 恒生资讯科技业 

PE 80.55 33.14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 重要公司公告汇总 

业绩公告 

【通富微电 002156.SZ】2019 年年度业绩预告。业绩预告期间为 2019 年 01 月 0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下降-89.49% 至 -84.24%（上年同期盈利 12,693.96 万元），盈利 1,334.00 万元 至 

2,000.00 万元。业绩变动原因说明：2019 年，半导体行业景气度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

上半年市场需求整体低迷，下半年国内市场爆发，以及 5G 商用带来客户订单大幅增长。

在此背景下，2019 年下半年，公司国内客户订单饱满；通富超威苏州、通富超威槟城海

外客户订单大幅增长，公司 2019 年经营业绩亦呈现先抑后扬态势，下半年扭亏为盈。同

时，公司加大了针对高性能计算、存储器、高清显示驱动等市场应用的先进封装产品的研

发布局，2019 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20%以上。预计公司 2019 年度实现盈利，但较 2018

年度业绩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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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 601231.SZ】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72.04 亿元，较 2018 年 335.50 亿元同比增长 10.89%。公司 2019 年

实现营业利润 14.22 亿元，较 2018 年的 13.87 亿元增长 2.56%；实现利润总额 14.33 亿

元，较 2018 年的 13.93 亿元增长 2.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2 亿

元，较 2018 年 11.80 亿元增长 6.98%。受 2019 年度 SiP 相关产品营收占比提高和非

SiP 产品毛利率略有下降影响，公司 2019 年毛利率下降 0.9 个百分点，此外，公司 2019 

年度期间费用同比增幅较大，造成公司 2019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45 亿元，较 2018 年的 11.94 亿元下降 12.52%。 

回购公告 

【电连技术 300679.SZ】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1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5.04

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633,202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0.5816%，成交的最低价格为 37.00 元/股，成交

的最高价格为 39.90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63,048,363.17 元（不含佣金、过户费

等交易费用）。 

【正业科技 300410.SZ】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并经 2019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暂未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公

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回购实施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水晶光电 002273.SZ】回购进展公告。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 14 元/股（含），本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内（2019 年 8 月 22 日至 2020 年 8 月 21 日）。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回购股份

7,614,405股，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 0.64%，最高成交价为 13.8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57

元/股，成交均价为 13.24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 100,797,983.06 元（含佣金、过户费等交

易费用）。 

【大华股份 002236.SZ】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社会公

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 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含），用于后

期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37 元/股（含），具体回购数

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3,391,48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007,991,230 股的比例为

0.4452%，最高成交价为 17.88 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12.90 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

203,499,400.44 元（不含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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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明科技 300232.SZ】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4,767,345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0.51%，最高成交价为 9.3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7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0,000,842.04

元（含交易费用）。 

【歌尔股份 002241.SZ】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 7,631,854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2352%，最高成交价为 19.99 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 19.20 元/股，成交金额为 151,071,511.41 元。公司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通富微电 002156.SZ】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5,920,09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1%，最高成交价为 8.8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97 元/股，支付的总

金额为 49,900,111.60 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股份情况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水晶光电 002273.SZ】关于“水晶转债”赎回实施的第十九次提示性公告。截至本公

告日，距离 2020 年 2 月 14 日（可转债停止转股日）仅有 6 个交易日，根据赎回安排，截

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水晶转债”将按照 100.19 元/张的价格强制赎

回。因“水晶转债”赎回价格与停止交易前的市场价格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

能面临损失，特别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本次赎回完成后，“水晶转债”将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摘牌。 

【洲明科技 300232.SZ】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实施的第二次公告。2020 年 2 月

3 日，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全部已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根据《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已触发“洲明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同意公司行使“洲

明转债”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全部“洲明转债”。 

增减持公告 

【汇顶科技 603160.SH】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减持计

划公告披露日（2019 年 7 月 25 日），公司董事朱星火先生持有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1,987,600股，约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455,992,781股的 2.63%。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自 2019 年 7 月 25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24 日，朱星火先生拟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1,000,000 股公司股份，拟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 0.22%。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19 年 8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 月 24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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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朱星火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987,6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455,732,298 股的 0.2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星火先生的减持时间区间已届满，本次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精测电子 300567.SZ】关于公司特定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告。持汉精测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8,220,05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3.35%）的股东西藏比邻医疗科

技产业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比邻”）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减持期间内拟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3.35%的股份，即

8,220,055 股。2020 年 2 月 3 日，公司收到西藏比邻出具的《关于减持精测电子股份的告

知函》，西藏比邻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803,900 股。 

【正业科技 300410.SZ】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进展公告。广东正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

分股份可能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137），控股股东东莞市正业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业实业”）计划自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0 年 3 月 19 日采

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812,902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过半，正业实业暂未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目前正业实业仍持有公司股份 164,323,7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10%。 

【联得装备 300545.SZ】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

司可转债的公告。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6 日接到控股股东聂泉先生的通知，其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2020 年 1 月 23 日和 2020 年 2 月 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其持

有的联得转债共 200,001 张，占发行总量的 10.00%。截止本公告日，聂泉先生持有联得

转债 499,999 张。 

【胜利精密 002426.SZ】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19-122），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吴加富先生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670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0.195%。近日,公司收到吴加富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告知

函》，获悉其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投资公告 

【大华股份 002236.SZ】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浙江大华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华股份”、“上市公司”）拟与关联法人宁波华固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华固”）、宁波华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宁波华淩”）共同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浙江大华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暂

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大华存储”）。其中，大华股份以自有资金出

资 2,5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宁波华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15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30%；宁波华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950 万元，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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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19%。该公司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其他公告 

【水晶光电 002273.SZ】关于“水晶转债”停止交易的公告。水晶光电于 2017 年 11

月17日公开发行了1,1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水晶转债，债券代码：128020），

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18,000 万元，期限 6 年。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起在深交所

挂牌交易，并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进入转股期。目前“水晶转债”的转股价格为 12.23 元/

股。“水晶转债”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根据可转债赎回时间安排，“水

晶转债”将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起停止交易。“水晶转债”停止交易后，所有债券持有人仍可

在 2020 年 2 月 13 日收市前申请转股。2020 年 2 月 14 日当天公司将以 100.19 元/张的价

格赎回剩余未转股的“水晶转债”。 

【闻泰科技 600745.SZ】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91,126,418 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50,000,000 股，限售股 41,126,4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11%；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1,863,3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3%。云南省城投与云南融智为一致行动人。本次质押后，云南省

城投与云南融智合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12,587,778 股，占双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1.54%，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2%。 

【TCL 集团 000100.SZ】关于公司应对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公告。公司旗下

TCL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向武汉捐赠的用于帮助抗击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 1000

万元人民币目前已全额到账，由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公司旗下奥鹏

教育在疫情期间免费为全国小学生（幼儿园）提供语文教材同步学习 APP，并捐赠 50 万

元人民币，款项已全额到账。公司经营状况说明：半导体显示器件生产制程具备特殊性，

产线需全年不间断运行，TCL 华星春节期间仍按计划生产经营。TCL 华星大尺寸正常生产，

深圳 t1、t2、t6、t7 工厂及惠州模组厂生产或建设未受直接影响。TCL 华星生产中小尺寸

产品的 t3、t4 工厂位于武汉，春节期间按计划生产经营，当前产成品出货通道正常。截至

本公告日，厂区及配套区域内无确诊人员，当前在岗员工可保障产线运行，公司将严格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安排节后人员返厂；目前公司材料库存能满足当前生产需要，但受疫情影

响，部分生产材料供应可能因供应商延期复工及物流不畅等因素出现短期迟滞，公司已通

过积极协调物流渠道、与战略供应商协商保障等方式，推进材料按需进场。公司将根据疫

情及市场变动适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 

【欣旺达 300207.SZ】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公司并于 2020 年 1 月 29 日通过深圳

市红十字会向湖北等疫情重灾区捐赠 1000 万元现金，专项用于支持抗击肺炎疫情。公司

本次对外捐赠是为了支持抗击肺炎疫情，符合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有利于提升

公司社会形象，本次对外捐赠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

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对投资者利益构成重大影响。 

【精测电子 300567.SZ】关于签订重大日常经营性合同的公告。2019 年 6 月 20 日

至 2020 年 2 月 4 日期间，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同一交易对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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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签订了多份销售合同，合同累计金额达到

695,549,982.93 元。合同标的均为平板显示检测设备及相关配套设备。 

【正业科技 300410.SZ】关于激光设备产品收到重庆京东方中选通知书的公告。广

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业科技”）于近日收到重庆京东方智慧电子

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京东方”）出具的《中选通知书》，获悉公司成为重庆京东

方 S04L7 线 FPL 雷切机设备项目的承包人，正业科技集团总部正式成为京东方的合格供

应商。本次中选的镭切机设备项目，是公司激光类产品的重点项目之一，该项目用途广、

竞争力强。公司配置有完善的技术团队，可满足京东方个性化配套的需求，促进其提高产

品的切割质量及生产效率，实现互利共赢。 

【华天科技 002185.SZ】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结果的公告。天水华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天电子集团”）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完成了以其所持公司部分 A 股股票为标的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发行。换股期自 2017 年 9 月 25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18 日止。近日，公司收

到华天电子集团的通知，截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收市，本次可交换债券已全部完成换股，

累计换股数量 69,691,657 股，累计换股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3.07%。华天电子集团因本

次可交换债券换股而减少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3.07%。 

【国民技术 300077.SZ】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2 条“上市公司连续两

年亏损的，在披露其后首个半年度报告时须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之后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直至暂停上市风险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暂

停上市的决定”的规定，公司在发布首次《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后，需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直至暂

停上市风险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 

▍ 风险因素 

板块下游需求不及预期，消费电子行业竞争加剧，国际局势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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