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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及市场供需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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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半导体是指一种导电性可受控制，常温下导电性能介于导体与绝缘体之间的材料。半导体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构成计算机、消费类电子以及通信等
各类信息技术产品的基本元素。

半导体分立器件是电力电子应用产品的基础，也是构成电力电子变化装置的核心器件，主
要用于电力电子设备的整流、稳压、开关、混频等方面，具有应用范围广、用量大等特点，
在节能照明、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电子仪器仪表、工
业及自动控制、计算机、网络通讯等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

近年来，受益于国际电子制造产业的转移，以及下游计算机、通信、消费电
子等需求的拉动，我国半导体分立器件行业保持了较快的发展态势。

凭借良好的政策环境、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以及充分的资源供给等优势，“十一五”、“十二
五”期间，全球半导体分立器件的制造环节以较快速度向我国转移。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
球重要的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基地。

从技术发展水平看，目前国内半导体分立器件行业技术水平仍与国际领先水 平存在较大
的差距。2009年《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提出，需提高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
研发能力，形成完整配套、相互支撑的产业体系。随着半导体分立器件国产化趋势的显现以
及下游应用领域需求增长的拉升，我国半导体分 立器件行业蕴含着巨大的发展契机。2010
年以来，受益于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以及新能源、新材料及物联网的应用，我国电子整机制
造产业出现快速回升，计算机、消费电子、通信等整机产量增长及产品结构持续升级，大大
拉动了对上游分立器件产品需求的增长。

2014年我国半导体分立器件行业销售收入833.46亿元，同比2013年的814.8亿元增长了2.
29%，2015年上半年销售收入达到了427.49亿元。近几年我国半导体分立器件行业销售收
入情况如下图所示：
2010-2015年上半年中国半导体分立器件行业销售收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自2011年起，随着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及物联网等一系列“十二五”规划的陆续出台
，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发展低碳经济等新兴发展理念的推动下，应用于绿色能源、能源智
能管理、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的半导体分立器件成为市场的新热点。在传统应用领域，一方
面与节能密切相关的智能电表等领域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传统消费电子产品向更
为节能的功率电子领域发展，如变频控制等。半导体分立器件新兴应用领域的持续快速发展
，成为支撑分立器件 市场保持较好发展势头的重要源泉。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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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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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数据，由于稀缺内存芯片价格上涨，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创下2014年史上最高纪
录，但是2015年发生逆转，半导体产业销售额为3352亿美元。需求疲软、美元走强以及市
场趋势和周期性因素，限制了2015年增长。
2007-2015年全球半导体产业销售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SIA

随着电子整机、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市场的持续升温，半导体分立器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当前全球半导体分立器件市场总体保持稳步向上，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表现犹为显眼
。

半导体分立器件行业属于半导体行业的细分行业，种类繁多，包括功率半导体分立器件，
特殊器件及传感器，敏感器件，小功率半导体分立器件，碳化硅、氮化镓等宽禁带功率半导
体分立器件和半导体光电器件六大类别。半导体分立器件作为介于电子整机行业以及上游原
材料行业之间的中间产品，是半导体产业的基础及核心领域之一。
2010-2015年全球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规模：亿美元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二、全球半导体元件行业特点分析  39
三、国外半导体元件行业技术现状分析 40
四、全球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竞争状况 41

美国半导体分立器件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厂商，例如德州
仪器（TI）、飞兆（Fairchild）、国家半导体（NS）、国际整流器（IR）等厂商。美国厂商
在电源管理芯片领域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从美国厂商的市场客户分布来看，亚太地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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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日本）是最大的市场，也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其次是美国市场，此外日本市场也占
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近年来，得益于市场需求，特别是亚洲市场的旺盛，美国半导体分立
器件厂商一直保持快速的发展。相对于其它地区的企业，美国厂商在技术和市场上都保持世
界领先地位。

欧洲拥有英飞凌（Infineon）、恩智浦（NXP）、意法（ST）、安森美（ONSEMI）等全
球知名半导体厂商，产品线齐全，无论是IC还是分立器件都具有领先实力。从市场客户分布
来看，亚太地区是欧洲厂商最大的应用市场，其次是欧洲市场。

日本半导体分立器件厂商主要包括东芝（Toshiba）、瑞萨（Renesas）、罗姆（Rohm
）、富士电机（Matsushita Fuji）等，日本厂商在半导体分立器件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且厂
家众多，但很多厂商的核心业务并非半导体分立器件，从整体市场份额来看，日本厂商落后
于美国厂商。从日本厂商的市场客户分布来看，日本国内是其最大的市场，其次是亚太（不
包括日本）市场，在欧美市场占有少量的市场份额。

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分立器件芯片及成品市场发展较快，拥有立铸（NichTek
）、富鼎先进（A-Power）、茂达（Anpec）、崇贸（SG）等厂商。从台湾地区厂商的市场
客户分布来看，我国内地和台湾地区是其最大的应用市场。产品方面，除了崇贸（SG）提
供 AC/DC 产品之外，台湾地区厂商主要偏重于DC/DC领域，主要产品包括线性稳压器和功
率MOSFET等。总体来看，台湾地区半导体分立器件厂商的发展较快，技术方面和国际领
先厂商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产品主要应用于计算机主板、显卡和LCD等设备。

IC Insights前不久公布了2015年全球半导体公司产能TOP10榜单，由于半导体晶圆尺寸
不同，统一换算成了200mm/8英寸等效产能。能够进入前十名的公司跟2014年没有变化，4
家来自北美地区，韩国有2家，日本有1家入围，台湾地区有2家入围，详细名单如下。
2015年全球半导体行业TOP1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三星半导体业务涵盖了处理器、内存及闪存等，特别是后面两种，产量巨大，所以三星的
半导体产能达到了每月253.4万片等效8寸晶圆，占据了全球产能的15.5%，这几年来都是全
球产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第二名是TSMC，他们主要为无晶圆半导体公司代工各种芯片，包括移动SoC、GPU等等
。他们的产能折合每月189.17万片8寸晶圆，占据了11.6%的产能份额，同比增长了14%。

第三名是美光，也是重要的内存、闪存供应商，每月产能折合160.1万片8寸晶圆，份额9.
8%。

接下来分别是东芝/闪迪、SK
Hynix，这两家公司的产能相近，每月大约134、131万片晶圆，份额分别为8.2%、8.1%。

第九、第十名分别是TI德仪和STM意法，产能分别是55.3万片、45.8万片，份额3.4%、2.
8%。

值得注意的是第六第七，2014年Intel排名第六，GF排名第七，2015年GF逆袭了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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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产能提升到76.2万片8寸晶圆，份额4.7%，18%的增长速度也是TOP10中最高的。
    Intel则下滑到第七，每月产能71.4万片，比去年下跌1%，产能份额4.4%。

需要提醒的是，以上排名只是产能，在这方面NAND闪存及DRAM内存厂商会非常有优势
，因为这两种产品需求本来就大得多，Intel最重要的产品还是CPU处理器，技术含量高，但
产能就不占优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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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构成计算机、消费类电子以及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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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分立器件是电力电子应用产品的基础，也是构成电力电子变化装置的核心器件，主
要用于电力电子设备的整流、稳压、开关、混频等方面，具有应用范围广、用量大等特点，
在节能照明、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电子仪器仪表、工
业及自动控制、计算机、网络通讯等领域均有广泛的应用。

近年来，受益于国际电子制造产业的转移，以及下游计算机、通信、消费电
子等需求的拉动，我国半导体分立器件行业保持了较快的发展态势。

凭借良好的政策环境、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以及充分的资源供给等优势，“十一五”、“十二
五”期间，全球半导体分立器件的制造环节以较快速度向我国转移。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
球重要的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基地。

从技术发展水平看，目前国内半导体分立器件行业技术水平仍与国际领先水 平存在较大
的差距。2009年《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提出，需提高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
研发能力，形成完整配套、相互支撑的产业体系。随着半导体分立器件国产化趋势的显现以
及下游应用领域需求增长的拉升，我国半导体分 立器件行业蕴含着巨大的发展契机。2010
年以来，受益于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以及新能源、新材料及物联网的应用，我国电子整机制
造产业出现快速回升，计算机、消费电子、通信等整机产量增长及产品结构持续升级，大大
拉动了对上游分立器件产品需求的增长。

2014年我国半导体分立器件行业销售收入833.46亿元，同比2013年的814.8亿元增长了2.
29%，2015年上半年销售收入达到了427.49亿元。近几年我国半导体分立器件行业销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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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情况如下图所示：
2010-2015年上半年中国半导体分立器件行业销售收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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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管理、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的半导体分立器件成为市场的新热点。在传统应用领域，一方
面与节能密切相关的智能电表等领域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传统消费电子产品向更
为节能的功率电子领域发展，如变频控制等。半导体分立器件新兴应用领域的持续快速发展
，成为支撑分立器件 市场保持较好发展势头的重要源泉。
二、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47
三、产业技术分析  50
第二节 中国半导体元件产品供给分析分析  51
一、半导体元件行业总体产能规模  51
二、半导体元件行业生产区域分布  52
三、2010-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产量分析       55
四、供给影响因素分析 56
第三节 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56
一、2010-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需求量分析 56
二、区域市场分布  58
三、下游需求构成分析 59
四、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需求热点  59
第四节 2013-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产品重点在建、拟建项目 60
一、在建项目   60
二、拟建项目   61
第五节 2013-2015年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61
一、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价格走势影响因素       61
二、2013-2015年半导体元件行业价格走势       62
第六节 2013-2015年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62
一、半导体元件行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62
二、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策略分析  63
第五章 2011-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65
第一节 2011-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规模分析       65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65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65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66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第二节 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所属行业结构分析  66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66
1、不同类型分析    66
2、不同所有制分析       66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67
1、不同类型分析    67
2、不同所有制分析       67
第三节 2011-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所属行业产值分析      68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68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69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69
第四节 2011-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所属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70
一、销售成本统计  70
二、费用统计   70
第五节 2011-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71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71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71
 
第六章 2009-2015年我国半导体元件行业进出口市场分析  72
第一节 2009-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进口数据分析       72
一、进口数量分析  72
二、进口金额分析  72
第二节 2009-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出口数据分析       73
一、出口数量分析  73
二、出口金额分析  74
第三节 2009-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进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74
一、半导体元件行业进口产品结构  74
二、半导体元件行业出口产品结构  75
第三节 2009-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76
一、进口价格走势  76
二、出口价格走势  77
 
第七章 2009-2015年半导体元件行业销售渠道与技术发展趋势 78
第一节 行业销售渠道与策略     78
一、行业主要产品销售渠道现状      78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二、行业企业的营销战略分析   79
三、行业销售渠道发展趋势与策略  86
第二节 半导体元件生产工艺技术发展现状  87
一、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技术现状分析 87
二、产品技术成熟度分析    89
三、中外半导体元件技术差距及其主要因素分析      90
四、提高中国半导体元件技术的策略     90
五、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91
第八章 中国半导体元件区域行业市场分析  94
第一节 东北地区    94
一、2013-2015年东北地区在半导体元件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94
二、2013-2015年东北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规模情况分析    96
三、2013-2015年东北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企业分析     97
四、2017-2022年东北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98
第二节 华北地区    98
一、2013-2015年华北地区在半导体元件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98
二、2013-2015年华北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规模情况分析    101
三、2013-2015年华北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企业分析     102
四、2017-2022年华北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03
第三节 华东地区    104
一、2013-2015年华东地区在半导体元件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104
二、2013-2015年华东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规模情况分析    106
三、2013-2015年华东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企业分析     107
四、2017-2022年华东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13
第四节 华中地区    114
一、2013-2015年华中地区在半导体元件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114
二、2013-2015年华中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规模情况分析    117
三、2013-2015年华中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企业分析     118
四、2017-2022年华中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18
第五节 华南地区    119
一、2013-2015年华南地区在半导体元件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119
二、2013-2015年华南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规模情况分析    121
三、2013-2015年华南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企业分析     122
四、2017-2022年华南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25
第六节 西部地区    125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一、2013-2015年西部地区在半导体元件行业中的地位变化       125
二、2013-2015年西部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规模情况分析    129
三、2013-2015年西部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企业分析     130
四、2017-2022年西部地区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31
第九章 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竞争状况分析  133
第一节 2015-2016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竞争力分析   133
一、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要素成本分析 133
二、品牌竞争分析  133
三、技术竞争分析  135
第二节 2015-2016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区域格局分析     135
一、重点生产区域竞争力分析   135
二、市场销售集中分布 136
三、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相对竞争力     136
第三节 2015-2016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138
一、行业集中度分析     138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139
第四节 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39
第五节 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五力竞争分析  140
一、“波特五力模型”介绍  140
二、半导体元件“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141
（1）行业内竞争    141
（2）潜在进入者威胁   141
（3）替代品威胁    142
（4）供应商议价能力分析  142
（5）买方侃价能力分析      142
第六节 2015-2016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竞争的因素分析  143
第三部分 半导体元件行业产业链分析   145
第十章 2013-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上游行业研究分析      145
第一节 2013-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上游行业一研究分析  145
一、上游行业硅原料产销状分析      145
二、上游行业硅原料市场价格情况分析 147
三、上游行业硅原料生产商情况      147
四、上游行业硅原料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148
第二节 2013-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上游铜材行业研究分析     148
一、上游铜行业产销状分析       148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二、上游铜行业市场价格情况分析  153
三、上游铜行业生产商情况       155
四、上游铜行业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156
第三节 上游行业发展对半导体元件影响因素分析  156
第十一章 2013-2015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需求分析  158
第一节 2013-2015年中国压半导体元件下游行业需求结构分析 158
第二节 下游汽车行业半导体元件需求分析  159
一、下游汽车行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159
二、下游汽车行业领域半导体元件应用现状       163
三、下游汽车行业对半导体元件的需求规模       163
四、下游汽车行业主要企业及经营情况 164
五、下游汽车行业半导体元件需求前景 164
第三节 下游手机行业半导体元件需求分析  165
一、下游手机行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165
二、下游手机领域半导体元件应用现状 169
三、下游手机行业对半导体元件的需求规模       169
四、下游手机行业主要企业及经营情况 170
五、下游手机行业半导体元件需求前景 171
第四节 下游计算机行业半导体元件需求分析     171
一、下游计算机行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171
二、下游计算机领域半导体元件应用现状    174
三、下游计算机行业对半导体元件的需求规模   175
四、下游计算机行业主要企业及经营情况    175
五、下游计算机行业半导体元件需求前景    177
第五节 下游电网行业半导体元件需求分析  177
一、下游电网行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177
二、下游电网领域半导体元件应用现状 186
三、下游电网行业对半导体元件的需求规模       186
四、下游电网主要企业及经营情况  187
五、下游电网行业半导体元件需求前景 190
第六节 下游行业发展对半导体元件影响因素分析    190
 
第四部分 半导体元件行业企业竞争力分析  191
第十二章 2014-2015年半导体元件行业优势企业分析   191
第一节 华微电子经营情况分析 191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191
二、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192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93
三、2014-2015年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收入、成本、利润）       193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194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195
六、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196
七、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196
八、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197
九、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97
十、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198
第二节 上海科技经营情况分析 199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199
二、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199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199
三、2014-2015年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收入、成本、利润）       200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00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01
六、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202
七、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203
八、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203
九、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204
十、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204
第三节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05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05
二、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206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206
三、2014-2015年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收入、成本、利润）       206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07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08
六、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209
七、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210
八、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210
九、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211
十、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211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第四节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12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12
二、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212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213
三、2014-2015年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收入、成本、利润）       213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14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15
六、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216
七、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217
八、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217
九、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219
十、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219
第五节 华天科技经营情况分析 219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19
二、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220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220
三、2014-2015年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收入、成本、利润）       221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21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22
六、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223
七、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224
八、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224
九、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225
十、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225
第六节 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26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26
二、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227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227
三、2014-2015年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收入、成本、利润）       228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28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29
六、企业经营能力分析 230
七、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231
八、企业经营状况SWOT分析 231
九、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232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十、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232
第五部分 半导体元件行业未来市场前景展望、投资策略研究     233
第十三章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产业发趋势预测分析     233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发展趋势分析       233
一、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233
（1）市场空间较大，需求增长强劲       233
（2）下游产业的推动   233
二、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    234
（1）技术水平的限制   234
（2）可持续发展给行业发展带来压力   234
（3）成本压力增大       235
三、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趋势   235
（1）技术发展趋势       235
（2）产品发展趋势       236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市场预测分析       236
一、半导体元件供给预测分析   236
二、半导体元件需求预测分析   237
三、半导体元件进出口预测分析      238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238
第十四章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投资建议分析  240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企业的标竿管理   240
一、国内企业的经验借鉴    240
二、国外企业的经验借鉴    240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企业的资本运作模式  241
一、企业国内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241
二、企业海外资本市场的运作建议  241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企业营销模式建议      242
一、企业的国内营销模式建议   242
二、半导体元件企业海外营销模式建议 242
 
第十五章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244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244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245
一、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245
二、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246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三、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247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248
一、半导体元件投资潜力分析   248
二、半导体元件投资吸引力分析      249
第四节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250
一、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250
二、政策风险分析  250
三、技术风险分析  250
四、其他风险分析  251
 
第十六章 2017-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投资价值分析   252
第一节 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分析      252
第二节 半导体元件行业发展的空白点分析  253
第三节 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投资方向   254
第四节 新进入者应注意的障碍因素       255
第五节 营销分析与营销模式推荐    255
 
图表目录：
图表：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全国粮食产量及其增速
图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图表：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
图表：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情况
图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情况（%）
图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人口及其自然增长率变化情况
图表：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201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
图表：2015-2020年中国GDP增长预测
图表：国内外知名机构对2015-2020年中国GDP增速预测
图表：半导体元件行业产业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半导体元件行业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图表：2011-2015年我国半导体元件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半导体元件行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半导体元件行业资产规模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半导体元件行业产成品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半导体元件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半导体元件行业销售成本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半导体元件行业费用使用统计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半导体元件行业主要盈利指标统计图
图表：2011-2015年我国半导体元件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增长趋势图
图表：企业1
图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企业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负债情况图
图表：企业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2
图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企业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负债情况图
图表：企业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3
图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企业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负债情况图
图表：企业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4
图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图表：企业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企业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负债情况图
图表：企业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5
图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企业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负债情况图
图表：企业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6
图表：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经营收入走势图
图表：企业盈利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负债情况图
图表：企业负债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运营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企业成长能力指标走势图
图表：其他企业⋯⋯
图表：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图
图表：2011-2015年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供给
图表：2011-2015年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需求
图表：2011-2015年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规模
图表：半导体元件所属行业生命周期判断
图表：半导体元件所属行业区域市场分布情况
图表：2016-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图表：2016-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供给预测
图表：2016-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需求预测
图表：2016-2022年中国半导体元件行业价格指数预测
图表：⋯⋯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详细请访问：https://www.huaon.com//detail/287597.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www.huaon.com//detail/287597.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