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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在今日(4/15)的法說會上公布了 2021 年第一季的營運成績，這幾張圖表告訴大家各項製程、各類

產品在台積電目前營收結構中的比重。 
 
在製程部分，5 奈米、7 奈米合計佔總營收 49%，和上一季(2020Q4)一樣，但組合卻改變了。5 奈米在上

一季占總營收 20%，本季卻下降為 14%；反而 7 奈米從上一季的 29%上升為本季的 35%。顯然在失去華

為海思這個大客戶後，5 奈米的需求比不上其他大客戶對 7 奈米的需求增幅。另外，大客戶的產品季節

調整也是製程需求組合變動的可能原因。 
 
16 奈米、28 奈米的生意仍然火熱。10 奈米、20 奈米則已完全淡出市場。其他更成熟製程的生意則維持

原有水平。 
 
在產品平台部分，智慧手機晶片代工仍是台積電 2021Q1 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但佔比已經從上季的 51%
下滑至 45%；高效運算晶片代工則從 31%上升至 35%；IoT 從 7%上升至 9%；硬擠出產能的車用晶片代

工從 3%上升至 4%。 
 
在地理區域部分，北美從佔營收來源的 73%下降為 67%，但若與去年同季 56%較，占比反而是上升的。

亞太(不含大陸及日本)市場占比從 12%大幅上升為 17%，應該是聯發科的貢獻。曾經很重要的中國大陸

市場，則因不再能對華為海思出貨而從 2020Q4 開始就從原本的 22%大幅下降為 6%。美國商務部在 4/8
又把大陸 7 家與超級電腦相關的企業列入實體清單，其中也有台積的客戶。台積想通吃中美兩大市場的

希望越來越渺茫。 
 
台積 2021Q1 的不動產、廠房及設備(PPT)金額比 2020Q4 大幅增加約 NT$1,030 億元(=1,658.55-1,555.59 
報表單位為 10 億元)，佔總資產比例也微幅上升。上述數字還是扣減上季 PPT 在本季提列折舊後的淨增

數，這顯示台積在資本支出上的氣勢無與倫比。台積本季的資本支出為$88.4 億美元(約 NT$2,519 億

元)，遠高於上季的$31.9 億美元。這麼龐大的支出，也讓台積本季的自由現金流量(=營業現金流量-資本

支出)難得出現負數(-NT$202.1 億元)。 
 
附圖表：(以下資料直接擷取自台積電公司網站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