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地区半导体行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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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半导体企业发展情况

• 2023年全球半导体市场面临通胀加剧和市场需求疲软等挑战，整体市场呈现下滑趋势，但2024年因下游
需求复苏将会有所反弹。

• 近半成半导体企业对未来增长依旧保持乐观态度，认为亚太市场将在未来3-5年内加速增长，并且预计企
业营收将实现10%以上的增长。

• 超过75% 的半导体企业已开始数字化转型或已设定转型计划，但运营模式转变、现有系统升级和人才缺
乏等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 考虑到市场环境，企业对潜在的并购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并购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所需的技术和服务，以
及进入新市场；此外，企业会面临供应中断的情况。

• 未来半导体企业将重点投入在研发、供应链稳定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

- 地缘政治和成本是供应链稳定的主要挑战，多数半导体企业对其供应链调整以分析和降低风险，有
50%的企业已经采取自动化/智能解决方案来提升供应链可见性。

- 企业对供应链稳定性和人才能力感到担忧；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云计算技术被认为有助于管理这些
风险

- 企业选择专注于员工职业路线规划并注重其技能的培养以留住人才，来应对人才缺乏对于项目进度
和成本增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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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通货膨胀和终端市场需求疲软影响，2023年全球半
导体市场将下滑，但预计2024年将强势反弹

全球半导体市场
2023年面临的挑战

• 由于通胀加剧，终端市场需求疲软，尤其受消费者支
出影响的终端市场，导致全球半导体市场萎缩。

• 尽管分立器件预计2023 年保持个位数同比增长，但
其他类别如光电子、传感器和执行器等预计出现负增
长。

预计2024年市场将反弹

• 展望202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将强劲增长，预计增长
13.1%，原因是下游行业的需求复苏，生成式人工智
能相关产品和功率分立器件的需求持续增长。此外，
经济复苏的预期不断增强，对电子设备总体的需求将
扩大。

亚太地区占全球半导体行业收入超50%

Sources: WSTS, Deloitte Analysis

亚太地区半导体市场
亚太地区在全球半导体行业占据领先地位

• 2022年，亚太地区占全球半导体产业收入的57.6%

• 全球前15家半导体公司中，有4家来自亚太地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需求市场
• 2022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占全球半导体设
备销售额26%，中国台湾占全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25%

充满挑战的亚太市场环境

• 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疫情后复苏缓慢、通胀压
力高、需求波动等因素，导致亚太地区半导体市场增
长动力放缓

• 因此，自 2021 年以来，亚太地区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一
直在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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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与GSA联合对亚洲半导体产业链相关企业展开了调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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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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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类职位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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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您的企业属于哪个行业？

Q1:您的企业所在地区在哪？ Q2:您的企业员工规模是多少？

Q4:您的职级属于哪一类?

尽管市场面临诸多挑战，半导体企业对未来增长持乐观
态度—近50%的受访者认为亚太市场将在未来3-5年内加
速增长

亚太地区半导体行业未来3-5年的预测

46.6%

23.3%

30.0%
加速增长

增速维持现状

几乎不增长

亚太地区需求的预测
外圈：电子产品（智能手机除外） 中圈：汽车
内圈：智能手机

Q5:您认为亚太地区半导体产业未来3-5年会增长情况如何？ Q6:您预计亚太地区的市场需求将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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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未来业务的预测
未来3-5年的平均年收入增长情况

6.7%

26.7%

16.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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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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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业务增长措施

20.0%

23.3%
40.0%

13.3%

3.3%

加强改善核
心市场的现
有产品和方
案

Q7:您如何预测您所在企业的未来业务（未来 3-5 年的平均营收
增长率）？

Q8:哪种措施最能描述您的企业未来发展业务？

近50%的企业预计营收将实在10%以上的增长，产品研
发是实现增长目标的关键举措

企业主要投入的事项

90.0%

83.3%

66.7%

30.0%

13.3%

13.3%

3.3%

0% 20% 40% 60% 80% 100%

人才培养和发展

研发

供应链稳定

数字化转型

收并购

市场扩张

其他

企业业务增长的主要挑战和风险

73.3%

60.0%

53.3%

53.3%

33.3%

23.3%

3.3%

0% 20% 40% 60% 80%

全球局势不确定

竞争威胁

供应链稳定性

全球贸易规则

技术壁垒

行业整合/重组

其他

Q10:您的企业业务增长面临哪些主要挑战和风险？Q9:为了维持行业的增长和竞争力，您的企业的投入重点是什么？

人才培养、研发以及供应链稳定是企业重点投入的方
面；另外，企业仍担忧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激烈竞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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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市场环境，企业对潜在的并购持相对保守的态
度

企业未来 3 年会完成的平均交易数量的预测

36.7%

13.3%
6.7%

26.7%

16.7%
增加

保持现状

减少

没有并购计划

不披露

企业收并购交易的目标公司主要在国外的比例

23.3%

16.7%

3.3%
13.3%6.7%

3.3%

44.4%

无– 主要关注
国内交易
少于25%

25-50%

50-75%

75-99%

全部

Q11:您预计您的企业完成的平均交易数量在未来 3 年内会增加还
是减少？

Q12: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您的企业收并购交易的目标公司
中，主要在国外市场运营的比例有多大？

并购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所需的技术和服务，以及进入
新市场；此外，企业会面临供应中断的情况

并购交易的主要原因和目的

43.3%

16.7%

20.0%

6.7%

13.3%
获取新技术

扩展产品或服务

进入新市场

提升生产力

其他

企业当前供应链的中断程度

50.0%

16.7%

23.3%

10.0%
很大程度中断

较为严重中断

中断了一部分

完全没影响

Q13:并购交易的主要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Q14:您的企业目前是否遇到供应链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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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和成本是供应链面临的主要挑战，大多数企
业将谨慎地对其供应链采取略微调整

企业投资供应链解决方案主要是为了分析和降低风险；
50% 的公司已采取相关举措

供应链中断的主要原因

80.0%

73.3%

50.0%

43.3%

16.7%

13.3%

13.3%

10.0%

0% 20% 40% 60% 80% 100%

地缘政治

供应链成本

运营（例如基础设施、自然灾害等）

制裁（例如人才限制、经济制裁）

供应链合作伙伴资金链削弱

网络安全

其他

ESG问题

企业计划重新调整供应链的范围

76.7%

16.7%

6.7%
在某种程度上调
整——不对供应链
产生重大调整

完全不调整——没
有计划对供应链进
行任何改变

在很大程度上大
改——计划对供应
链做出重大改变

Q16:您的企业计划在多大程度上重新调整供应链？Q15:您观察到的主要供应链中断原因有哪些？

企业投资供应链解决方案以降低风险的收益

90.0%

83.3%

60.0%

53.3%

10.0%

0% 20% 40% 60% 80% 100%

更强的分析/降低风险的能力

竞争优势

不同供应链问题的可见性

降低成本

减少企业声誉损失

企业利用自动化/智能解决方案获得供应链
可见性的进程

20.0%

30.0%

10.0%

16.7%

23.3%

已经拥有技术并已经在
执行

已经拥有技术，目前正
在布局中

尚未掌握相关技术，但
计划在未来一年内引入
技术
尚未掌握相关技术，但
计划在未来一年后引入
该技术
还没有相关技术，也没
有计划引进

Q18:您的企业是否计划利用自动化/智能解决方案来提升供应链
可见性？

Q17:您认为您的企业投资供应链解决方案以降低风险的最大好处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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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和运营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部门，超过75% 的企业
已开始数字化转型或已有计划

企业面临运营模式、升级现有系统和人才缺乏等挑战，
而企业内一致的数字化愿景和自上而下的管理层引导
是转型成功的重要因素

企业预计引领数字化转型的部门

23.3%

36.7%
10.0%

13.3%

13.3%

3.3%
运营

IT

制造

营销

工程

人力资源

企业计划落实数字化转型的日期

46.7%

20.0%

20.0%

10.0%

3.3%

已经落实

正在规划落
实
一年内

两年内

三年内

Q19:您企业中的哪些部门有望引领数字化转型？ Q20:您计划何时进行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73.3%
63.3%
63.3%

56.7%
13.3%
13.3%

6.7%
3.3%
3.3%

0% 20% 40% 60% 80%

运营模式转变
升级现有系统
人才缺乏

不清楚转型优先级
文化冲突

缺乏协调能力
产能不足
融资
其他

影响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

80.0%
73.3%

46.7%
33.3%

30.0%
20.0%

10.0%
3.3%

0% 20% 40% 60% 80% 100%

内部统一的数字化转型愿景和…

强大的领导力

运营模式、融资和治理机制转变

营造转型氛围和激励措施

专注于能够快速见效的举措

单独设立数字部门

设立专项资金

吸引外部合作伙伴

Q22:您认为影响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有哪些？Q21:您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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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缺乏影响企业项目进度，并增加成本；为留住人
才，企业专注于员工职业路线规划并注重其技能的培
养

企业对供应链稳定性和人才能力感到担忧；大数据、
机器学习和云计算技术被认为有助于管理这些风险

人才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70.0%

61.1%

60.0%

43.3%

33.3%

30.0%

13.3%

10.0%

0% 20% 40% 60% 80%

人才不足导致项目延误

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需要外包一…

员工流动率较高

人才流入到竞争对手企业

无法完成重点项目

无法实现创新目标

裁掉缺乏技术技能的员工

其他

核心人才保留和培育

100.0%

80.0%

60.0%

53.3%

10.0%

0% 20% 40% 60% 80% 100%

提供清晰的职业路线规划和公
平的晋升机会

技能培养投入

领导的支持和认可

提供弹性工作安排

其他

Q24:您的企业如何保留和培养核心人才？Q23:您的企业面临哪些关键的人才管理挑战？

影响半导体行业和企业业务的主要风险

76.7%
63.3%

53.3%
40.0%

16.7%
13.3%
13.3%

6.7%
3.3%
3.3%
3.3%

0% 20% 40% 60% 80% 100%

供应链稳定性
人才的能力和保留

政治不确定性
合规监管

知识产权保护
研发能力不足
竞争威胁
信息安全

消费需求降低
网络安全

财务（例如流动性、资产负债…

在风险管理中使用或计划使用的新兴技术

50.0%

16.7%

16.7%

3.3%
3.3%

10.0%
大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

云计算

机器人自动化

认知分析

其他

Q26:您的企业是否在风险管理中使用或计划使用以下任何新
兴技术？

Q25:您认为影响半导体行业和您企业业务的主要风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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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
人共同拥有，始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
国31个城市，现有超过2万名专业人才，向客户提供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
务咨询、风险咨询、税务与商务咨询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
慧的技术解决方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
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德勤品牌始于1845年，其中文名称“德勤”于1978年起用，寓意“敬德修业，业
精于勤”。德勤全球专业网络的成员机构遍布150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因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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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GSA

GSA (Global Semiconductor Alliance；全球半导体联盟) 国际产业领袖汇聚，旨在
建立一个永续发展的半导体生态圈，并持续扩大生态圈范畴，包括半导体、软
件、解决方案、系统和服务。身为半导体和技术产业的领导组织，我们提供了
一个高效运营的策略性平台。在这里全球高管、业界同仁、合作伙伴和客户
进行交流、持续创新，以加速产业增长并最大化投资和智慧资本的回报。
GSA足迹遍布全球，代表六大洲中的300多家公司成员，其中包括120家上
市公司。作为一个独特且中立的平台，我们的会员涵盖了包括从最令人振奋的
新兴公司到半导体行业的中坚力量和技术领袖们，代表半导体产业75%份额，
其市值超过5,750亿。

欢迎大家关注GSA的社交媒体平台：
LinkedIn,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YouTube和WeChat.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GSA官方网站www.gsaglob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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