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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行业月度跟踪： 
 

控产持续，成本线上价格缓升， 
低库存有利于下半年传统旺季拉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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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月度核心观点：涨价具备可持续性，建议关注23Q3面板厂利润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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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6月，TV面板价格已回到主要厂商现金成本上，接近会计成本。大陆面板厂整体23Q2稼动
率80%-85%，相较23Q1 75-80%的稼动率有提升。随着进入23Q3，预计大陆三家面板厂商仍将
以维护行业平衡、保障利润为要义，坚持动态控产、按需生产的策略，实现供给端弱周期化，根据
订单动态调整稼动率，使得价格保持虽持续涨、但涨幅变缓的态势，有利于出清业内弱势产能，保
障竞争格局优化落地。由于需求仍为弱复苏，我们预计23Q3稼动率将维持在75-90%区间。 

 业内观察到渠道出货增长，品牌厂出货下降，意味着渠道在去库，品牌厂或有囤货，品牌厂库存仍
在5-8周健康水位。 5/31-6/18期间，中国TV线上零售总量-10%，均价同比+10%，75寸及以上
TV销量同比增长50%+，在京东和苏宁等平台上75寸TV已取代65寸成为最畅销尺寸，TV大尺寸化
趋势明显。 

 23H1需求主要系由国内厂商618提前备货带动，本质是由于22Q3-23Q1面板厂和下游品牌厂库存
去化较好。随着上半年备货结束、即将进入23Q3传统旺季，目前陆厂库存有提升但仍在健康水位，
韩国三星和LG库存水位在较低水平，预计未来由于库存低且面临必须拉货的情况，其较低库存有利
于面板厂的议价权和出货，有望接力拉货态势。 

 目前价格下，主要面板厂商有望在6月实现单月盈利，预计23Q3将在报表见到扭亏。在上行周期，
规模效应下，大厂预计将更加受益于利润修复，建议关注TCL科技、京东方A。 

 

 风险提示：海内外需求恢复不及预期风险；IT面板供需不平衡风险；控产默契不持续风险。 

数据来源：WitsView，群智咨询，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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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数据跟踪： 

 稼动率：大陆厂商4月平均稼动率约80%-83%，5月平均整体稼动率约83-85%，6月平均稼动
率预计在5月基础上波动，23Q2相较23Q1的70%+稼动率有一定提升。台湾厂商稼动率低于大
陆厂商，6代线以下稼动率仍<50%。 

 价格：TV面板价格自2月下旬持续抬升，陆厂通过控制稼动率达到提升价格的默契逐步得到验
证。根据WitsView的数据， 2023年 6月下旬， 32/43/55/65寸 TV面板价格分别为
34/60/113/155 美 元 ， 月 环 比 分 别 +6%/5%/8%/7% ， 相 较 2 月 下 旬 底 部 分 别
+17%/20%/36%/41%。根据Omdia的数据，2023年6月，32/43/50/55/65寸TV面板均价分
别为37/62/103/123/165美元，月环比分别+3%/+3%/+7%/+6%/+6%，在前期预测值基础
上 分 别 +0/+0/+4/+0/+1 美 元 ； Omdia 预 计 7 月 以 上 尺 寸 均 价 将 分 别
+3%/+3%/+5%/+4%/+4%至38/64/108/128/172美元。目前TV面板价格已经回到主要面
板厂商会计成本线以上。 

 估值：6月23日，SW面板指数的PB估值约在1.3x左右的位置，处于2003年10月发布至今约
11%左右的低分位数水平；其中京东方A的PB估值约为1.2x，处于上市至今约20%左右的分位
数水平；TCL科技的PB估值约为1.4x，处于上市至今约15%左右的分位数水平。 

 面板厂商出货量： 5月，京东方/TCL华星/惠科/群创光电/夏普/彩虹光电/友达光电/LG显示出
货量分别为5.1/4.1/3.7/3.4/1.5/1.4/1.4/1.0百万片，分别yoy +1%/+4%/-8%/+3%/+41%/-
3%/+0%/-63%，分别mom +1%/+4%/+10%/+7%/+10%/+0%/ +7% /+21%。 

面板月度核心观点：涨价具备可持续性，建议关注23Q3面板厂利润修复 

数据来源：Wind，WitsView，Omdia，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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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TV面板2月下旬以来逐月，MNT面板初现上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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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22年部分代表面板尺寸价格走势（美元）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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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sView各尺寸TV面板价格（美元） WitsView各尺寸TV面板价格MoM 

Omdia各尺寸TV面板价格（美元） Omdia各尺寸TV面板价格MoM 

数据来源：WitsView，Omdia，西南证券整理 

电视TV面板价格：保持2月下旬以来逐月上涨趋势，50寸和65寸涨幅超预期 



电视TV面板价格：保持2月下旬以来逐月上涨趋势，50寸和65寸涨幅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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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面板价格自2月下旬持续抬升，陆厂通过控制稼动率达到提升价格的默契逐步得到验证，5-6月
面板价格增幅持续超预期。 

 WitsView：2023年6月下旬，32/43/55/65寸TV面板均价分别为34/60/113/155美元，月环
比分别+6%/5%/8%/7%，相较2月下旬底部分别+17%/20%/36%/41%。 

 Omdia：2023年6月，32/43/50/55/65寸TV面板均价分别为37/62/103/123/165美元，月环
比分别+3%/+3%/+7%/+6%/+6%，在前期预测值基础上分别+0/+0/+4/+0/+1美元，50寸
和 65 寸 TV 面 板 价 格 涨 幅 均 超 前 期 预 测 值；Omdia预计 7月以上尺寸均价将分别
+3%/+3%/+5%/+4%/+4%至38/64/108/128/172美元。 

 群智咨询：2023年6月上旬，32/50/55/65/75寸TV面板均价分别为34/103/119/163/225美
元。 

 Runto 洛 图 ： 2023 年 6 月 ， 32/43/50/55/65/75/85/98 寸 TV 面 板 均 价 分 别 为
37/62/101/120/168/228/306/600美元，分别月环比+2/+3/+8/+6/+10/+10/+20/+0美元；
Runto 预 计 7 月 以 上 尺 寸 均 价 将 分 别 +1/+3/+6/+6/+8/+10/+20/+0 美 元 至
38/65/107/126/176/238/326/600美元，8月大概率仍将上涨。 

 随着进入23Q3，预计大陆三家面板厂商仍将坚持“动态控产、按需生产”的策略动态调整稼动率，
使得价格保持虽持续涨、但涨幅变缓的态势，有利于出清业内弱势产能，保障竞争格局优化落地。 

数据来源：WitsView，Omdia，群智咨询，Runto洛图，西南证券整理 



显示器MNT面板价格：高端MNT有望涨价，趋势可持续性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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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sView各尺寸MNT面板价格（美元） WitsView各尺寸MNT面板价格MoM 

 MNT面板库存较好，持续出现涨价趋势，涨价幅度小于Omdia前期预期，但延续性可期。 

 WitsView：2023年6月下旬，21.5寸(TN)/23.8寸(IPS)/27寸(IPS) MNT面板均价分别为41.4/47.8/61.6美元，
月环比分别+0.2%/+0.2%/+0%，首次出现WitsView口径涨价趋势。 

 Omdia： 2023年 6月， 21.5寸 (TN)/21.5寸 (WVA)/23.8寸 (WVA)/27寸 (WVA)  MNT面板均价分别为
36.6/43.3/46.4/55.8美元，以上尺寸月环比分别为+1.1%/+0%/+0.7%/+0.5%，其中21.5寸(TN)已经连从4
月开始连续上涨；各尺寸涨幅略低于前期预期，在前期预测值基础上分别-0.1/-0.5/-0.2/-0.2美元；Omdia预

计7月以上尺寸均价将分别+1.4%/+0%/+0.6%/+0.9%至37.1/43.3/46.7/56.3美元。 

 群智咨询： 2023年5月，21.5寸(TN模组)/23.8寸(IPS 模组)/23.8寸(IPS Cell)/23.8寸(VA Cell)/27寸(IPS 模组) 

MNT面板均价分别为 32.5/40/26.5/25.1/49.9美元；群智咨询预计6月以上尺寸MNT面板均价将分别
+0.2/+0.2/+0.3/+0.5/+0至32.7/40.2/26.8/25.6/49.9美元。 

数据来源：WitsView，Omdia，群智咨询，西南证券整理 



笔记本电脑NB面板价格：价格持平，静待库存去化和需求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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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sView各尺寸NB面板价格（美元） WitsView各尺寸NB面板价格MoM 

 NB面板仍有库存待消化，笔记本电脑需求静待恢复，价格预计将持平。 

 WitsView：2023年6月下旬，11.6/14/15.6/17.3寸 NB面板均价分别为24.8/26.3/40.5/38.2美元，环比持平，
持续持平2022年12月下旬底部价格。 

 Omdia：2023年6月，13.3寸(FHD IPS WVA)/14寸(HD)/15.6寸(HD)/15.6寸(FHD IPS WVA) NB面板均价分
别为58/26/25.8/37.2美元，符合前期预期；Omdia预计7月以上尺寸均价将分别0.2%/0.4%/0.4%/0.3%至
58.1/26.1/25.9/37.3美元。 

 群智咨询： 2023年5月，14寸(TN)/14(IPS)/15.6(IPS) NB面板均价分别为25.8/47.1/39.2美元；群智咨询预计
6月以上尺寸均价仍将持平。 

数据来源：WitsView，Omdia，群智咨询，西南证券整理 



平板Tablet面板价格：价格持平，需求偏弱静待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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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dia各尺寸Tablet面板价格（美元） Omdia各尺寸Tablet面板价格MoM 

 2月首次止跌，此后价格持平，静待需求催化。 

 Omdia：2023年6月，7/10.1寸Tablet面板均价分别为9.3/20.7美元，月环比持平，符合前期
预期；Omdia预计7月以上尺寸均价将分别+1%/+0.5%至9.4/20.8美元。 

 群智咨询： 2023年5月，8寸Tablet面板均价为11美元，群智咨询预计6月其均价将-0.1美元至
10.9美元。 

 Tablet终端市场仍然偏弱，预计短期内价格将持平，涨价需等待下半年品牌的平板新机型带动需求。 

数据来源：Omdia，群智咨询，西南证券整理 



手机面板价格：短期内仍在下行周期，静待需求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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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dia各尺寸手机面板价格（美元） Omdia各尺寸手机面板价格MoM 

 手机面板价格仍未止跌，预计短期内仍处于下行周期。 

 Omdia：2023年6月，6.52寸(a-Si IPS)/6.56寸(a-Si IPS)/6.67寸(柔性OLED)/6.8寸(a-Si IPS) 手机面板价格分
别为7/7/19/8美元，月环比持平。此前Omdia预计6月6.67寸柔性OLED屏价格降-5.3%至18美元，其余尺寸价
格将持平；实际6.67寸柔性OLED屏止跌，好于预期，其余尺寸价格符合预期。 

 群智咨询： 2023年5月，6.52寸(a-Si Cell)/6.52寸(a-Si 模组)/6.58寸(LTPS 模组)/6.498寸(LTPS 模组) 手机面
板均价分别为1.7/8/11.6/12.5美元；群智咨询预计 6月以上尺寸均价将分别+0/-0.2/-0.1/-0.2美元至
1.7/7.8/11.5/12.3美元。 

 CINNO：2023年4月，6.5寸(a-Si)/6.5寸(LTPS)/6.4寸(刚性OLED)/6.7寸(柔性OLED) 手机面板价格分别为
9.7/13.9/18.5/31美元，预计5月以上尺寸均价均将进一步下调0.5美元。 

 回顾手机面板价格， 6.52寸和6.8寸a-Si LCD手机面板相较2021年8月的高点已经分别-50%和-43%， 6.4寸刚性
OLED和6.7寸柔性OLED手机面板相较2021年11月的高点已经分别-20%和-31%。预计短期内仍处于下行周期，价
格上涨需要需求带动。 

数据来源：Omdia，群智咨询，CINNO，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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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动率：目前80%+，23H2取决于需求，供给端将逐渐弱周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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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LCD/AMOLED产线稼动率 全球LCD TV高世代产线稼动率 

 目前稼动率约80%+，动态控产、按需生产成为共识。 

 2019-2021年，全球主要LCD面板厂均以追求份额为公司策略，下行周期中全球LCD TV产线稼动率仍保持在约
85%+。 

 22H1，由于疫情扰动，稼动率有小幅下降；22Q3，由于需求疲软，供需失衡，面板厂商主动大幅下调稼动率；
23Q1，在持续3个季度面板厂商供给端的主动干预以及产业链的库存去化下，需求小幅回升，2023年2月下旬
初见涨价动能。此后稼动率由于618提前备货需求有所提升。 

 预计大陆三家面板厂商仍将以维护行业平衡、保障利润为要义，坚持动态控产、按需生产的策略，实现供给端
弱周期化，根据订单动态调整稼动率。 

 虽然需求仍为弱复苏，但随着进入23Q3，低端TV面板在印度和东南亚，以及高端TV面板在北美均有传统拉货需求，
考虑进1.5-2个月的船期，8月左右预计将见到为下半年传统旺季的备货和生产。我们预计23Q3稼动率将维持在75-
90%区间，具体稼动率将取决于海外需求和拉货情况。 

数据来源：CINNO，群智咨询，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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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股营收跟踪 



15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韩国 台湾 日本 中国大陆 

15Q4-25Q4全球LCD产能（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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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台湾 日本 中国大陆 

15Q4-25Q4全球LCD产能面积（万平方米） 

产能和供给：韩厂清退LCD产能确定，2022年起产能供给增速趋缓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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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厂清退产能： 

 SDC：2022年6月关闭最后一条LCD产线。 

 LGD：2022年8月Q2投资者会议表示，最迟将在 2023 年内停止在韩国生产LCD TV面板。
LGD提前关闭P7工厂；广州8.5代线出售。 

 陆厂产能新开产能有限，预计往后产能温和增长： 

 BOE：2024年B20武汉产线爬坡前，无新开产能。 

 TCL华星：T9广州8.6代线于9月底投产。 

 惠科、深天马等：无新开面板产能。 

 根据我们的测算， 

 23/24/25年全球LCD产能YoY约2.8%/1.4%/1.4%；全球LCD产能面积YoY约3.5%/2.9%/2.4%；
产能供给和供给面积增速趋缓。 

 中国大陆产能占比逐渐提升至60%。 

产能和供给：韩厂清退LCD产能确定，2022年起产能供给增速趋缓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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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23E 各地区TV零售情况（万台） 

2008-2023E 各地区TV零售YoY 

TV零售：东南亚、非洲需求持续旺盛，北美、东欧修复， 预计23年全球零售规模+2.6% 

数据来源：Passport Stat，西南证券整理 



19 

 2023年全球TV销量预计将+2.6%，其中中国大陆大尺寸化趋势有望带动出货面积提升，东南亚、
北美和非洲对TV出货量拉动明显。 

 中国大陆：2022年中国大陆TV零售规模为3766万台（全球占比17.2%），同比-2.8%，预计
2023年将同比-2.4% 。中国大陆为大尺寸TV面板最主要销售地区，618数据亦体现75寸及以
上TV销量同比增长50%+，在京东和苏宁等平台上75寸TV已取代65寸成为最畅销尺寸，预计
中国大陆市场将持续作为65寸及以上TV面板的主力消化市场。 

 东南亚和非洲：2022年东南亚TV零售规模为3782万台（全球占比16.4%），同比+4.1%，预
计2023年将同比+5.4%，保持连续3年的同比销售增长趋势；2022年中东和非洲TV零售规模
为1421万台（全球占比6.5%），同比+3.5%，预计2023年将同比+4.4%，保持2018年以来的
连续6年的同比销售增长趋势 。东南亚与非洲人口众多但电视普及率仍有待提升，预计未来短
期内将持续作为32寸与43寸TV面板的主力消化市场，有利于中小尺寸面板库存去化。 

 北美：2022年北美TV零售规模为3708万台（全球占比17.0%），同比-12.6%，北美TV零售规
模大幅下滑主要原因为疫情放开导致居家消费减少，叠加经济疲软与高通胀。预计2023年在通
胀缓和、筑底回升下，北美TV零售规模有望将同比+2.6%。 

 欧洲：2022年欧洲TV零售规模为4956万台（全球占比22.7%），同比-5.7%，其中东欧低于
由于地缘政治原因，TV零售规模同比大幅-9.8%；预计在2023年俄乌战争后续影响逐渐减弱下，
欧洲TV零售规模2023年将同比+1.2% 。 

 展望2023年，东南亚、非洲需求持续旺盛，北美、东欧需求预计将同比修复。我们对于面板的需求
保持谨慎乐观态度。 

TV零售：东南亚、非洲需求持续旺盛，北美、东欧修复， 预计23年全球零售规模+2.6% 

数据来源：Passport Stat，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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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月度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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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营收跟踪：5月友达、群创均实现环比增长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2012/5-2023/5 群创光电营收情况（百万新台币） 

 友达光电：2023年5月，友达光电营收218.0亿新台币，环比增长17.4%，同比微降0.8%；2023年1-5月，累计营收
915.5亿新台币，同比下降26.0%。 

 群创光电：2023年5月，群创光电营收187.1亿新台币，环比增长9.8%，同比增长3.9%。2023年1-5月，累计营收
813.3亿新台币，同比下降25.0%。 

2012/5-2023/5 友达光电营收情况（百万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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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月度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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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估值：0.98x PB为强支撑点位，进入上行周期，目前1.3x安全边际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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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面板指数PB估值历史 

面板行业PB与32寸TV面板价格相关性强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从面板行业历史周期来看，通常一个完整周期在3-4.5年左右。我们认为上一轮的下行周期已经结

束，现在已经进入新一轮上行周期。 

 历史上来看，0.98x PB为行业底部，当前估值具备较高性价比。PB对于判断面板行业所处位置具

有较好的指引作用，从历史数据来看，0.98x PB通常为面板行业的底部，6月20日，SW面板指数的

PB估值约在1.3左右的位置，处于发布至今约12%左右的低分位数水平，安全边际仍然较高。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24 

SW面板指数历史PB-band 

1.7年 3.3年 3.2年 4.5年 2.6年 4年 
新一轮 
上行周期 

行业估值：0.98x PB为强支撑点位，进入上行周期，目前1.3x安全边际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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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海内外需求恢复不及预期风险； 

 IT面板供需不平衡风险； 

 控产默契不持续风险。 



分析师：王谋 
执业证号：S1250521050001 
电话：0755-23617478 
邮箱：wangmou@sw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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