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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所有上市的芯片半导体公司中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的高光时刻和扩张
谋略！

编辑｜感知芯视界

越发瞩目的芯片半导体企业，在大众的关注中迎来了不间断的高光时刻。

一方面，成长起来的公司完成了由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的跨域。IT
桔子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28 日，已上市的中国芯片半导体企业超
200 家。尤其是自 2019
年以来，芯片半导体企业迎来上市密集期。2019-2021
年期间，敲钟上市的公司数量达 80 家，仅 2020 年就有 35
家芯片半导体企业顺利上市，创造了历年上市公司数量的最高纪录。进入到
2022 年，芯片半导体公司上市依旧活跃，截止到 6 月 28 日，共有 17
家企业顺利上市。

另一方面，已
上市的芯片半导体公司也在
不断创造自己的历史。普华永道（PwC）根据全球上市公司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股票市值，对全球市值 100 强上市公司进行排名，集成电路制造服务模
式提供商台积电，升至第十位，也超过腾讯
成为
中国地区
市值最高的公司。其他公司诸如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开发公司紫光国微也在
2021 年上升至千亿市值行列。

身价暴涨的芯片半导体公司们轻而易举收获大众的目光。在此情况下，IT
桔子根据 2022 年 6 月 29 日股票市值，对中国所有上市的芯片半导体公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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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进行排名，排出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

接下来，本文对其中代表企业进行具体分析。

最赚钱公司——台积电

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29 日，集成电路巨头公司台积电以 4374 亿美元的市值
，轻松坐上中国第一芯片半导体公司的宝座。不仅如此，与世界其他芯片巨头
诸如英特尔、高通、三星电子等相比，台积电的市值也排名第一。

成立于 1987 年的台积电，能从各大国际巨头中突围成功，初期靠的是代工厂
制造业务。作为全球第一家晶圆
代工企业，台积电通过圆晶厂生产制造，帮助芯片半导体公司完成中间生产制
造一环，与各大巨头之间不存在竞争，反而是合作关系，因此在芯片不断旺盛
的市场需求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如今台积电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
厂，合作的客户包括苹果、高通、索尼等。

之后，逐渐壮大起来的台积电一方面不断吸引人才，加强自身技术建设；另一
方面通过投资巩固市场地位。据悉，台积电持有 3D
堆叠晶圆级封装技术公司精材科技 41.01%
的股份，专用集成电路公司创意电子持股 34.84% 等。

根据台积电发布的 2022 年第一季度财报，该公司第一季度营收 4910.76
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 1105.9 亿元），净利润 2028.73
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 456.87 亿元），成为市值前 10
芯片公司中最赚钱的公司。

2022 年 6 月台积电总裁魏哲家透露，台积电去年启动新建七个厂，今年则要
在全球盖五座新厂，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产能。

上市创最多纪录的公司——中芯国际

2000 年成立的中芯国际是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也是中国内地技术最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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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最完善、规模最大、跨国经营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以 3643
亿元的市值荣登中国芯片半导体公司最高市值公司的第 3 名。

中芯国际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建有三座 8 吋晶圆厂和三座 12
吋晶圆厂；在上海、北京、深圳各有一座 12 吋晶圆厂在建中。中芯国际还在
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台湾设立营销办事处、提供客户服务。

2020 年 7 月 16
日，中芯国际登陆上交所
科创板，此次上市刷新了当时的众多记录，成为此次十大公司中上市创造最多
纪录的公司。

最快上市。中芯国际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 19
天，被称为「闪电过会」；从申请到正式上市仅用时 46 天，刷新 A
股最快上市纪录。
A 股近十年来最大规模 IPO。中芯国际于上交所上市首日，开盘价 95
元 / 股，较发行价上涨 245.96%，共募集资金总额最多达 532
亿元，即使不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其至少募资 463 亿元，为 A
股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 IPO。
荣获多个「市值王」。截止 2020 年 7 月 16
日当日收盘，中芯国际以 5917.52 亿元的市值成为科创板市值王、芯
片股市值王、半导体行业市值王，当时还超过宁德时代、立讯精密等 A
股科技龙头市值，成为 A 股科技总龙头。

中芯国际在科创板的这次，并非其第一次上市。此前成立四年后，中芯国际就
于 2004 年分别于 3 月 17 日、18
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
上市。但之后由于成交低迷和成本太高，中芯国际于 2019 年 5
月从纽交所
退
市。
这次成功
登陆科创板，中芯国际也成为首家同时实现「A+H」上市的红筹企业。

获融资次数最多的公司——韦尔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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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股份是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5 月，于 2017
年在上交所上市，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29 日以 1526
亿元的市值位列中国芯片半导体公司最高市值榜第 7 名。

韦尔股份主要从事半导体设计和销售业务，形成了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触控
与显示解决方案和模拟解决方案三大核心业务体系。2019
年韦尔股份收购数字图像处理方案提供商豪威科技，其生产的系列 CMOS 图

三星的全球第三大传感器解决方案商。

从融资历史来看，IT
桔子数据显示，除去上市募集融资之外，自成立以来韦尔股份获得 5
轮融资，是这十家公司中获得融资次数最多的公司。早在 2011
年，同创伟业联合富汇合创为韦尔股份投资了 3000 万元，成为其最早期的投
资人。之后，韦尔股份又相继获得中芯聚源、常春藤资本、清芯华创等机构的
投资，背后聚集的资本多达近 20 家。

在登陆上交所之后，韦尔股份又瞄准了下一个上市地。2022 年 6 月 29 日韦
尔股份发公告称，为拓宽公司国际融资渠道，满足国际业务发展需要，以及进
一步加强全球品牌影响力，公司拟
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最「年轻」公司——大全能源

晶硅研发制造企业大全能源以 1244
亿元的市值排在中国市值最高的芯片半导体公司第 9 名。成立于 2011
年的大全能源，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成功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成为新疆首家
科创板上市企业。也是这十所公司中最「年轻」的公司。

大全能源上市发行的 3 亿股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共计 9000
万股，占发行总数的 30%。参与战略配售的机构明星云集，除了大全能源的专
项管理计
划（高管和员工参
与）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跟投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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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深创投
新材料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保投基金、中国人寿等多家大型知
名机构。

机构积极参与，与其业务有关。大全能源专注于高纯多晶硅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是极为重要的优良半导体材料。目前已形成年产 10.5
万吨高纯多晶硅产能，产能规模在业内处于第一梯队。2021
年随着多晶硅价格的持续走高，大全能源业绩暴涨。

根据大全新能源公布的财报数据，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16.79
亿美元，同比上涨 148.49%；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 7.4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79.68%。2022
年，大全能源业绩依旧「漂亮」——2022
财年第一财季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 5.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543.9%；营业收入为 12.80 亿美元，同比上涨 399.94%。 

对外投资最多的台湾公司——联发科

成立于 1997 年的台湾公司联发科，于 2001 年在台交所上市，如今以市值
10503 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 2365.2756 亿元）排在第四名的位置。

联发科技
的核心业务包括移动通信、智能家居与车用电子领域，着重于研发适用于跨平
台的芯片组核心技术，如今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无晶圆半导体公司。根据其官网
介绍，联发科在移动通信芯片领域位居世界第二。

在中国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中，联发科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公司。IT
桔子根据公开信息披露，收录到的数据显示，联发科对外投资的公司超 20
家，投资的公司包括专注
深度学习处理器解决方案的人工智能
科技公司深鉴科技、半导体设计公司奕力科技、半导体封测公司中华精测等。

其中，联发科在 2011 年花费 409
万美元投资的半导体软硬件解决方案商汇顶科技
，创造了投资回报的神话。据悉，汇顶科技在 2016
年成功上市后为联发科创下 5 年大赚 600 倍的投资传奇史。

                                    5 / 6



智行理财网
中国芯片公司排名前十股票（中国芯片公司排名前十上市公司）

据了解，早在 2014 年联发科便设立了 3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进行多方布
局。不仅如此，联发科还联合中国湖北长江蔚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会、上海物
联网二期创业投资基金等多家基金，投资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等领域。

附录

*免责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所用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
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删除。本平台旨在提供行业资讯，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
表感知芯视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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