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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那些在危机前期便适时调整长期战略的半导体公司将披

荆斩棘，强势归来。 

新冠疫情暴发后，半导体公司果断出击，多管齐下保护员工，并解决

供应链安全隐患等紧迫性问题。尽管形势依旧严峻，且许多政府仍在落实

“社交疏离”等要求，但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企业已在展望未来，充分为后

疫情时代备战。为了从容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他们正在重新构思能够变

革其商业模式的战略。在麦肯锡之前提出的新冠疫情应对框架中，重构战

略、变革商业模式这两点备受推崇。 

———————————————————————————

———————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前，必须首先设立基线。当大环境充满不确定时，

基线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这个过程并不复杂，且大多数半导体公司早已掌

握了必备信息。他们所要做的第一步，便是基于自身的能力及产能，明确

其核心商业模式和主要优势。其次，各公司应仔细审视新冠疫情带来的财

务冲击。除去采取评估现金流和流动性状况等早期举措外，半导体公司还

应细究各种干预措施的影响，包括息税前利润（EBIT）在这些措施下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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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审视公司内部状况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还要评估公司在行业中

的地位。与竞争对手相比，他们当前的市场份额和传统地位如何？客户和

竞争对手对公司的看法是否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一旦这些问题得

到解决，半导体公司便能全面了解自己的潜在优势，未雨绸缪，从容迎接

未来挑战。 

———————————————————————————

——————— 

商业模式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发生改变，包括产品组合、资本开支

（capex）、研发战略、需求预测、供应链足迹、生产决策以及并购选择等。

面对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半导体公司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可能略感艰难。这

也是为什么转型伊始，设立一个坚实的基线无比重要（欲知更多信息，请

参见附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基础打牢后，半导体公司便可在规划

前方路径时聚焦以下问题： 

纵观历史，那些在危机早期就开始重构战略的公司最有望迅速复苏，

成为市场领军者。虽说新冠疫情在近代堪称史无前例，但无法“抹杀”长

期规划对公司的重要性。 

新冠疫情极大改变了半导体行业的基本面，包括客户行为、业务营收

和公司运营等诸多方面。许多公司的前景都充满不确定性，有些甚至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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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闭的潜在困局。基于政府出台的干预措施及其他难以预测的变量，半导

体行业将面临多种潜在恢复情景。 

早些时候，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展望了半导体行业在中短期的需求

演变。该文章从麦肯锡新冠疫情恢复九大预设情景中选取了两种，并进行

了一系列分析。这两种假设都认为，新冠病毒的传播最终能够得到控制，

从而避免灾难性的经济损失。在第一种情景中(以下简称 A3)，全球国内生

产总值（GDP）将于 2020 年第四季度复苏；在第二种情景中（以下简称

A1），复苏将被推迟到 2022 年年底。文章发表后，我们又调整了此前的预

估，将 2021 年的需求也纳入其中。 

上述两种复苏情景都表明，大多数半导体细分行业的营收都将在 2020

年同比出现负增长。不过，该现状可能会在 2021 年得到改善，因为届时

大多数终端市场都将出现复苏。而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2020 年较低

的行业起点。在较为乐观的 A3 情景中，只有少数细分市场能在 2021 年达

到新冠肺炎暴发前的增长预期(见图 1)。在较为悲观的 A1 情景中，复苏的

细分行业数量更是少之又少(见图 2)。在这些细分市场中，有几大趋势十分

醒目： 

上述两种复苏情景都表明，大多数半导体细分行业的营收都将在 2020

年同比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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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医疗保健行业与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2021 年之后的需求

其实更加难以预测。公司在制定长期计划和评估潜在情景时，有两个领域

的趋势尤为值得关注。 

市场拉动力 

过去几个月，世界各地的人们借助视频会议等技术，对新的工作、学

习和沟通方式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这种趋势可能会对半导体的需求带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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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影响，并为现有产品和服务开辟新的可能性。例如，随着人们越来越依

靠在线协作，各行各业可能会增加自身对支持服务器、互联互通和云端服

务的半导体需求。以下产品和服务可能也会拉动对半导体的需求： 

当然，某些重要领域会因疫情而减少对半导体的需求。由于收入下滑，

缺乏相应的研发资金，部分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推迟对自动驾驶技术的投

资。其他领域对需求趋势的预测则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以出行业务为例，

人们对病毒传播的担忧明显降低了公共交通的受欢迎程度。如果地铁和公

交车的客流量持续低迷，或是购买私家车的人数不断攀升，那行业对半导

体的需求可能也会随之改变。 

关注行业变化及区域应对差异 

新冠疫情为供应端带来了意料之外的风险，导致了潜在的关键零部件

短缺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许多半导体公司都在对供应链进行重新配

置，提高供应链韧性，并潜移默化地进行长期调整。在针对未来进行战略

规划时，半导体公司可以进行场景建模，充分了解生产本地化、提高库存

和其他举措的潜在影响。 

新冠疫情还会加速工厂内部对自动化以及工业 4.0 技术的应用。未来，

远程制造、诊断和维护都有望成为工厂的显著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半导

体公司可能会一跃成为智能工作场所，在技术的辅助下让大多数员工实现

远程工作。此外，混合工作模式也有望备受推崇。在此模式下，部分员工

采取远程办公模式，其他员工则在现场办公。这些变革带来的效率提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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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3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