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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计算技术的革新快速地

改变着社会，而半导体正是技术革命的核

心。由于智能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硬件的兴

起, 消费端一直是驱动半导体行业的最重

要力量。在全球疫情中, 远程居家办公与

在线课程成为了疫情期间的主要工作和学

习形式，带动了对于5G手机、平板电脑等

智能电子设备的需求，也增加了芯片和集

成电路等各类半导体元器件的需求量，使

得2020年整个半导体市场较前年实现了

10.4%的同比增长1。在汽车领域，市场对

汽车芯片的需求日益增大，无论是人工驾

驶或自动驾驶，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出现

在车辆上，如电压控制和电池管理都需要

半导体芯片。预计至2030年的全球汽车

半导体市场中每辆车的半导体价值将增

长10倍2。智能硬件的热潮也带来了大量

的存储数据需求，数据和存储芯片相互依

存，到2030年，全球数据量将增加15倍3，

这也将导致集成芯片需求的增加。

由智能设备和智能汽车所引发的半导体需

求，是以消费者为中心促进了半导体行业

的发展。而随着科技不断更新，预期未来

十年驱动半导体行业的关键发展要素将

逐步从消费端走向"消费端+企业端"共同

发力。特别是以5G,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

首的数字技术，其应用场景将更多偏向企

业端。例如计算和医疗等领先的应用正在

推动新的人工智能应用浪潮, 由此推动AI
半导体芯片的发展, 人工智能也对数据中

心和边缘硬件的需求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而5G全行业的应用场景也将带动半导体

的发展, 丰富人工智能物联网的设计与汽

车技术创新。此外, 物联网应用逐渐爆发，

市场对传感器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进而对

半导体产品产生巨大需求。

亚太区域的传统半导体四强 – 韩国, 日
本, 中国以及中国台湾, 主导了整个亚太地

区半导体上中下游的产业发展, 在全球范

围内有着重要的地位, 而一连串的黑天鹅

事件也使得亚太半导体在全球的重要性

不断攀升。预期随着半导体市场的需求增

加、多样化要求不断提升，亚太各地区将

持续争相发展研究，紧跟并推进半导体

行业的发展创新，使亚太锐变为全球半导

体基石。

未来十年半导体将由"消费端"到"消费端+企业端"双驱动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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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端”驱动

疫情带来远程居家办公与

上学的形式带动智能手机

以及相关智能硬件需求；

智能硬件和电动汽车的热

潮增加半导体元器件需求

2020年

“消费+企业端”驱动

数据中心和边缘硬件的

需求上升；物联网应用爆

发，市场对传感器的需求

不断增加

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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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半导体受"常态黑天鹅"事件影响, 使
得亚太半导体的在全球的重要性不断攀

升。亚太区域的传统半导体"四强" – 韩国, 
日本, 中国以及中国台湾，成为了整个全

球半导体上中下游的产业发展基石。预至

2030年全球半导体产值将突破1万亿美

元, 而亚太区将占比六成。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半导体行业占GDP的比

重较高。韩国的半导体行业规模庞大，通

过企业的数量和经验的优势，在国内形成

庞大且稳定的半导体产业链。中国台湾是

目前为止最大半导体代工地区, 与其他三

个地区相比一直保持相对较高的出口额，

其次是中国，韩国和日本。进口方面, 中国

半导体的进口额高于出口额且远超其余

三个地区。

材料: 日本领航

日本企业在半导体材料领域的占比超过

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半导体的材料对纯

度和配方要求极为严格，需要大量基础科

学仪器和长时间的工艺积累，在这种条件

下，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赶超之路艰难。

设计 – 亚太处于追赶状态

亚太地区的半导体设计相对其制造来说

处于全球第二梯队，全球前十大IC设计公

司在2020年营收排名中, 仅有中国台湾占

据了三个席位，这得益于其起步早、充分

的政策扶持以及积极的人才培养, 特别是

在疫情下有着较好的发展势头。韩国拥有

较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AI、云技术和

电动汽车等领域发达，其中下游产业的丰

富经验也为上游设计领域发展助力。

核心观点

亚太锐变为全球半导体基石

半导体是“四强”重要

经济命脉

“四强”在半导体价值链上

各具优势  

01

03

02

制造: 韩国与中国台湾双雄

在长时间的技术积累下，中国台湾半导体

制造市场份额已超过全球市场的一半。

韩国在晶圆制造领域的优势和中国台湾

类似，也有着长时间的积累和经验，多年

来“政府+企业”的各类政策和资金方面

的支持，对制造领域的创新发展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封装测试: 两岸领航

全球半导体封测市场由中国台湾和中国

主导。中国近年来大力发展封装产业，同

时通过收购海外封测厂也跻身到了全球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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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应对常态不确定性

AI在半导体大规模应用有

三要素 

汽车半导体成为半导体增速

最快的子行业

AI为半导体带来了新的机遇

05

07

08
06

常态黑天鹅事件给了半导体行业提供了一

个重新思考和重塑现有模式的机会。半导

体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相互合作才能建

立更灵活的半导体供应网络，帮助半导体

行业创造更具适应性的未来。应从国家/
地区和企业两个层面来考虑: 

 • 在国家/地区层面，全球半导体短缺和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现状，使得各国/
地区加强了对半导体供应链的审查，并

促使各国/地区争夺在半导体行业的领

导权。亚太各国政府或地区领导也在竞

相确保和加强供应链。

首先，随着AI深入应用，半导体行业竞争

激烈，企业需要及时调整战略布局。其

次，人工智能发展迅速，行业中缺少懂半

导体的AI人才。最后，人工智能在半导体

行业应用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撑。

汽车智能化级别越高，所需控制芯片数量

越多、车载存储的容量越大，对相应半导

体的需求激增。同时，在全球低碳经济政

策下，纯电动车将大量替代传统燃油车，

使得功率半导体、第三代半导体需求显着

增加。此外，互联网化将大幅增加车端和

路端传感器和通信芯片的需求。亚太汽车

半导体市场占全球市场的1/3，而日本在

汽车半导体领域的收入，领先亚太其他

地区。

人工智能正在以两种方式影响半导体行

业的发展，第一种方式是培养对人工智能

新兴技术的需求，从而创造新的市场机

会。第二种方式是改进半导体的设计与制

造流程。通过节约成本、缩短产品上市时

间、提高企业运作效率以及产品质量，使

半导体行业实现新的盈利增长点。在未来

的十年内，人工智能每年可以为半导体公

司增加10亿美元利润。

中国、日本、韩国陆续发布投资规划，确

立税减免政策、人才培养计划等，巩固半

导体产业链。韩国为了保持存储半导体世

界第一的地位，未来十年将投资510万亿

韩元（约合4500亿美元），打造全球最大

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4。日本在半导体领

域针对尖端半导体也有集中投资规划，设

置了2000亿日元的基金，计划大幅扩充

扶持政策5；而中国国家大基金二期也在

2018年获批，未来几年大基金二期300亿
美元的资金6将会陆续投入半导体。

政府在推动亚太半导体产业

扮演了关键角色04
 • 在企业层面，短期企业应评估供应商

失去制造能力后对企业带来的潜在影

响，并建立备用的供应商选择方案，

以尽量减少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从长

远来看，半导体公司应审视其供应链

战略和运营模式，以应对制造地域集

中和缺乏适应性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半导体公司应考虑转向“灵活供应节

点网络”模式，该模式灵活且允许多

路径，有助于消除单点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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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端需求

 • 疫情导致需求激增

企业端需求

 • 大量囤货

亚太锐变为全球半导
体基石

“常态黑天鹅”事件不断

从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到全球范围的疫情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近年“黑天鹅”

事件频繁爆发，影响了半导体行业的供给与需求。自全球新冠疫情开始，人们居家办公

或在线上课，需要购买电脑、显示屏等相关电子设备，导致电子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

这些电子产品内部都装载着智能芯片，加上新一代5G网络, 可穿戴设备及云服务的发展

更进一步加速了半导体需求，使得全球范围内半导体芯片陷入短缺。这些黑天鹅事件

也迫使汽车减产以及电子产品价格攀升。许多设备制造商都纷纷开始购买零部件并囤

货，以期抵消由于整个市场不确定性所可能造成的损失。此外，中美高新技术领域博弈

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全球半导体的供应链。

半导体产业"常态黑天鹅"事件

来源：德勤

地缘政治

 • 贸易保护

 • 科技保护

 • 知识产权

自然/人为灾害

 • 地震

 • 海啸

 • 台风

 • 断水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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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成半导体“热区”

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亚太区域的传统半导体四强 – 韩国, 日本, 中国以及中国台湾, 主导了整个亚太地区半导

体上中下游的产业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有着重要的地位, 而一连串的黑天鹅事件也使得

亚太半导体在全球的重要性不断攀升。我们预期2030年全球半导体产值将突破1万亿

美元, 而亚太区半导体市场将在全球的市场占比六成。

全球半导体产业产值变化

来源：德勤

2020全球半导体产业产值

4,404亿美元

其他国家和地区,57%

韩国,19%

日本,

10%

中国台湾,

6%

中国,

5% 其他国家和地区,40%

韩国,20%

日本,

10%

中国,

15%

中国台湾,

10%

2030全球半导体产业产值

突破1万亿美元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8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