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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家都是做 CPU 晶片設計的公司，晶心科專攻 RISC-V (發音：risk-five)架構，金麗科專攻 x86 架構，

世芯專攻 ARM 架構。不過，三家公司的營業型態並不一樣，晶心科是純粹矽智財公司，金麗科是

turnkey 公司，世芯是設計服務公司，在做比較時要留意這些差異。 
 
從股本來看，三家公司最大的是金麗科(6.78 億元)、其次為世芯(6.2 億元)、晶心科規模最小(4.265 億

元)。 
 
從年度營收來看，世芯(70.79 億元)顯著大於晶心科(5.8 億元)和金麗科(3.78 億元)。世芯的 HPC 產品線涵

蓋 55 奈米的成熟製程到 7 奈米及 6 奈米的先進製程，頗受市場歡迎。 
 
在毛利率部分，專注開發 RISC-V 技術矽智財的晶心科毛利率接近 100%，金麗科毛利率接近 80%，世芯

在三家公司中最低只有 32.59%。 
 
在營業利益率部分，2020 年金麗科以 19.51%居冠，其次為世芯 13.94%，晶心科最低僅有 6.48%。但金

麗科過去連續多年虧損，僅在 2018 小賺，2020 年第三季才開始揚眉吐氣。世芯 2020 年的基本每股盈餘

高達$13.61，金麗科為$1.02，晶心科最低只有$0.82。 
 
今日(2021/5/6)收盤股價，晶心科為$380，備受飛騰事件衝擊的世芯繼續下挫至$363.5，金麗科為$180。

三家公司股價和 2020 年每股盈餘已經不成比例，顯示市場對三家公司未來的營運有著明顯不同的期待。 
由矽導計劃扶植成立的晶心科，頂著發展台灣芯的使命，在選擇專注開發 RISC-V 架構的矽智財技術

後，這幾年開始開花結果。晶心科的董事長是由聯發科董座蔡明介兼任，雖然市場因此認定晶心科是聯

發科的小金雞，但在聯發科的財務報表上看不到晶心科的蹤影，因為聯發科對晶心科的持股比例只有

13%，連採用權益法都談不上。 
 
RISC-V 的底層指令集架構(ISA)是開源的，「可以自由地用於任何目的，允許任何人設計、製造和銷售

RISC-V 晶片和軟體而不必支付給任何公司專利費」(引自維基百科)。 
 
在中美兩強對抗的大格局下，RISC-V 的開源特性也成為中國尋求技術自主的最佳選擇。相對上，x86 來

自美國的專利技術比例太高，ARM 已經成為輝達(nVidia)這家美國公司的囊中物，在美國商務部動輒發

動制裁的陰影下，中國當然會選擇 RISC-V 做為發展中國芯的核心技術。晶心科在 RISC-V 上建立的矽

智財，也成為中國 IC 設計業者最佳的技術來源。 
 
晶心科最近兩季股價的猛爆表現和輝達收購 ARM 有關。但在國際大廠持續遊說反對、英國政府最近也

以國安理由介入審查輝達收購 ARM 的案子，所以 ARM 最後的歸宿還未底定。若收購破局，未來 ARM
持續維持目前的中立營運方式，那和 ARM 一樣系出 RISC 架構的 RISC-V 就討不了好，晶心科就更需要

靠真本事來持續發光發熱了。 
 



附圖表：(以下財報資料擷取自各公司網站內容，並由周老師彙整。財務比率圖表擷取自證交所財務

比較 E 點通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