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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云变幻：失意的苹果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2018 年度数据 
 
行业动态 

 苹果新机销量再创新低，全年累计不足 3000 万：12 月，苹果手机新增设备
数 152 万台，环比上月大降 47%，增量份额不足 5%，新增设备数和增量份
额均以年内新低收官。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的销量自 11 月大幅下滑
后，12 月继续下跌，较上月分别下跌 40%和 41%；被寄予厚望的 iPhone XR

更是较上月大幅下滑 73%。 

 存量市场份额定格，苹果大幅下滑，华为/荣耀增长显著：2018 年，苹果手
机存量市场份额在半年内，接连下跌，从第一下滑至至第四；华为/荣耀表现
优异，存量市场份额较年初增长 4.5%，由第四升至第三；OPPO、vivo 分列
一、二位，但逐步被华为逼近；小米位列第五，存量份额较年初微跌，但与
前四大品牌差距拉大。 

 全年国内新增设备数达 4.3 亿，华为/荣耀占近三成：华为/荣耀合计约 1.2

亿，排名第一，其次为 vivo、OPPO、小米和苹果。 

 三摄、屏幕指纹识别普及加速：2018 年，三摄手机新增设备数 760 万台，屏
幕指纹识别手机新增设备 1470 万台，渗透加速，预计今年将有更多手机采
用三摄及屏幕指纹识别。 

投资建议 

 苹果新机销量不佳，建议关注苹果手机销量变化对其股价及产业链的影响。 

 手机后置多摄趋势明显，预计今年将推出更多三摄机型，三摄渗透率进一步
提升。老牌供应商将优先享受三摄红利。 

重点关注：舜宇光学科技 

 受全面屏影响，前置摄像头份额下跌，屏幕指纹识别更具科技感，可满足全
面屏手机的生物识别需求，因此，屏幕指纹识别商用后，份额迅速提升。 

重点关注：汇顶科技 

风险提示 

 1）手机创新不及预期；2）技术创新对行业格局产生影响；3）三摄、屏幕
指纹识别需求不及预期。 

附表：五大品牌存量、增量市场份额（2018 年） 

品牌 存量份额 自年初增减 增量份额（全年） 

OPPO 21.42% 1.59% 20.88% 

vivo 19.45% 0.64% 23.27% 

华为&荣耀 19.13% 4.49% 26.66% 

苹果 18.29% -3.76% 6.77% 

小米 11.52% -1.05% 14.52% 

 

  

2019 年 01 月 04 日  

 研究创新中心 

 行业数据分析报告 
) 

行业月报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月报 
 

- 2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内容目录 

2018 年度关键字：变 .....................................................................................4 

2018 年度数据 ................................................................................................4 

行业格局 .....................................................................................................4 

年度销量排行榜...........................................................................................7 

分品牌情况..................................................................................................8 

2018 年度趋势 ..............................................................................................10 

全面屏+屏幕指纹识别................................................................................10 

后置多摄 ...................................................................................................12 

风险提示 ......................................................................................................13 

 

图表目录 

图表 1：国内手机活跃设备数（亿） ...............................................................5 

图表 2：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万） ...............................................................5 

图表 3：国内手机新增设备数（万） ...............................................................5 

图表 4：智能手机存量市场份额变化趋势 ........................................................6 

图表 5：智能手机增量市场份额变化趋势 ........................................................6 

图表 6：11、12 月国内智能手机设备减少量 ...................................................6 

图表 7：消费者持有手机时长（月） ...............................................................7 

图表 8：消费者平均换机周期（月） ...............................................................7 

图表 9：2018 年新增设备分布（万） ..............................................................7 

图表 10：2018 年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8 

图表 11：新机销售占比分布 ...........................................................................8 

图表 12：2018 年苹果部分机型新增设备数（万） ..........................................9 

图表 13：2018 年苹果新机销售情况（万）.....................................................9 

图表 14：2018 年华为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9 

图表 15：2018 年华为手机代表系列新增设备数（万） ...................................9 

图表 16：2018 年 vivo 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9 

图表 17：2018 年 OPPO 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9 

图表 18：2018 年 vivo、OPPO 旗舰机型销售情况（万） .............................10 

图表 19：2018 年小米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10 

图表 20：小米代表机型销售情况（万）........................................................10 

图表 21：增量设备屏幕尺寸分布 .................................................................. 11 

图表 22：增量设备屏幕占比分布 .................................................................. 11 

图表 23：屏幕指纹识别新增设备数（万） .................................................... 11 

图表 24：新增设备指纹识别分布 .................................................................. 11 



行业月报 
 

- 3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图表 25：部分采用屏幕指纹识别设备相关信息 .............................................12 

图表 26：存量设备后置摄像头数量分布........................................................12 

图表 27：新增设备后置摄像头数量分布........................................................12 

图表 28：新增三摄手机情况（万）...............................................................13 

图表 29：部分三摄手机 2018 年销量情况 ......................................................13 

 
 

  



行业月报 
 

- 4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2018 年度关键字：变 

新年伊始，回顾 2018 年，如果用一个关键字来形容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
“变”也许再恰当不过。 

市场风云变幻：2018 年，智能手机整体市场依然低迷，用户持有手机时长
和换机周期继续增长。一方面，创新乏力、技术同质化一直笼罩着手机厂商，
另一方面，消费者也越来越找不到换手机的理由。 

在市场结构方面，前五大手机厂商存量、增量市场份额继续提升，12 月分
别达到 90%和 94%，较年初增长 2%和 5%。留给其他手机厂商的机会越来越少，
于是我们看到，金立宣告破产，美图与小米战略合作，HTC 下架天猫旗舰店几
乎所有手机，锤子也站在风口浪尖上。 

前五大手机厂商虽然地位稳固，但内部也暗流涌动，几家欢喜几家愁：苹
果手机存量市场份额在半年内，接连下跌，从第一跌至第四，而增量份额一直
徘徊在 10%以下，12 月，苹果手机新增设备数 152 万台，环比上月大降 47%，
增量份额不足 5%，新增设备数和增量份额均创年内新低；小米手机市场表现
低迷，逐渐被其他四家拉开差距；华为/荣耀表现优异，存量市场份额较年初增
长近 4.5%，增量份额连续 10 个月排名第一；OPPO、vivo 虽然在存量市场上依
然排名一、二，但在增量上被华为/荣耀超越。 

产品百花齐放：2018 年，几乎所有的新款手机都逃不过一个词：全面屏。
2016 年底，小米率先提出全面屏概念，并发布了小米 MIX；1 年之后，iPhone 

X 的“刘海屏”为全面屏定了调。随之众多厂商也纷纷为自己的产品梳上了
“刘海”，然而他们当中更多的是拙劣的简单模仿，“刘海”并不是出于对功能
的妥协（结构光），又或是仍留着宽厚的“下巴”。 

2018 年中，各手机厂商又如同商量好似的纷纷调转方向，在追求真·全面
屏的道路上狂奔，有的采用机械结构，将摄像头藏在手机之中（OPPO Find X、
vivo NEX、小米 MIX3、荣耀 Magic 2 等）；有的采用各类异形屏（水滴屏、打
孔屏等），尽可能缩小摄像头所占面积；更有激进者直接采用双屏，将自拍功能
挪至背面（努比亚 X、vivo NEX 双屏版）。而全面屏的普及也推动了屏幕指纹
识别的加速落地。 

手机厂商变了，苹果作为行业“定标者”的地位开始松动，国产厂商逐渐
有了自己的想法；手机产品也因此变了，以往我们感叹，手机变得越来越像；
而 2018 年的后半段，我们终于看到了不少新面孔。 

2018 年度数据 

行业格局 

中国的智能手机普及过程已经完成，预计未来增幅继续减缓，行业机会将
主要来自于存量结构调整以及换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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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国内手机活跃设备数（亿）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从增量看，全年新增设备 4.3 亿台，月均新增设备数约 3600 万台，总体趋
势和数量与信通院出货量数据接近，但略有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来自于渠道库
存。例如 2 月份，由于春节假期影响，手机出货量不足 2000 万，但新增设备
数高达 3500 万。 

来自渠道库存的差异也赋予了我们监测数据的新属性，出货量数据是手机
厂商对市场的预判，更多的是“过去”的量，而我们监测的数据是终端的激活
量，带有一定的消费者偏好属性，更能反映终端的真实需求。 

图表 2：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万）  图表 3：国内手机新增设备数（万） 

 

 

 

来源：中国信通院，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从行业竞争格局来看，前五大品牌（OPPO、vivo、苹果、华为、小米）
占据市场超过 90%的份额，头部效应明显。我们认为，中国智能手机行业格局
稳固，五大品牌存量市场份额持续提升，且拥有强大的资金和品牌实力，新进
入者难以获得突破。 

行业格局较年初已发生较大的变化，华为/荣耀今年表现优异，存量市场份
额提升显著，增长近 4.5%，前四名市场份额进一步集中；小米相较于年初市场
份额略有下滑，与前四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苹果则是今年最大的失意者，市
场份额节节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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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智能手机存量市场份额变化趋势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从增量结构来，2018 年，前五大品牌在新增设备中的份额已达到 92%。
华为已连续 10 个月增量份额排名第一；苹果增量份额持续垫底，每月均不足
10%。 

图表 5：智能手机增量市场份额变化趋势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苹果 12 月存量份额上升的同时，增量份额创年内新低，但这样的数据并不
矛盾，因为存量份额还与每月减少设备数相关。苹果新机型供货充足，但需求
量较小，新机型上市后短期内，换机需求便得到满足。苹果设备减少量随之减
少，成为 12 月五大手机厂商中唯一设备减少量下降的品牌。所以苹果 12 月的
存量份额上升并不是因为销量增加，而是得益于忠实的老用户以及友商的存量
下滑。 

图表 6：11、12 月国内智能手机设备减少量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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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的发展经历了数次“换机潮”，每一次的“换机潮”都是伴随着一
项解决消费者使用痛点的技术被应用于智能手机，例如，触控屏大幅改善消费
者的使用体验；3G/4G 提供了全新的应用体验（在线视频、在线游戏等）。但
近年来手机创新能力下降，能够解决的痛点越来越少，同时手机的质量在不断
提升，消费者缺乏购机欲望，因此平均换机周期提升显著，较年初增长了近 4
个月。苹果手机的持有时长已达 36 个月，而华为手机的持有时长最短，约 23
个月。 

图表 7：消费者持有手机时长（月）  图表 8：消费者平均换机周期（月）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年度销量排行榜 

2018 年，国内新增设备累计达 4.3 亿，其中，华为/荣耀约 1.2 亿，占比约
28%，其次为 vivo、OPPO、小米和苹果。苹果累计新增机型数量不足 3000 万，
仅为第四名小米的一半。 

图表 9：2018 年新增设备分布（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新机型销售排行榜中，华为/荣耀占据 7 席，OPPO 5 席，vivo 占据 5 席，
小米 3 席，而苹果没有上榜。其中，OPPO R15 为年度销量冠军；共有 4 款机
型销量超过千万，分别归属 OPPO 和 vivo；小米 8 和华为 P20 分别为小米和
华为销量冠军。 

15

20

25

30

35

4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苹果 

小米 

OPPO

vivo

华为 /

荣耀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华为/荣耀 vivo OPPO 小米 其他 苹果 



行业月报 
 

- 8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图表 10：2018 年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在销售策略上，华为/荣耀采取机海战术，通过不同价格以及分化配置，匹
配不同用户需求，而 OPPO、vivo 采取爆款策略，集中资源研发、生产、推广
较少数量的产品。反映在新 机销售分布上，华为/荣耀分布更加均衡，而 vivo、
OPPO 销量差距较为悬殊，集中在几款爆款机型上。 

图表 11：新机销售占比分布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分品牌情况 

苹果 

1 月 2 日，苹果 CEO 库克在致投资者信中调低了 2019 年第一财季（即
2018 自然年第四季度）的业绩预期，库克在信中指出，诸多因素造成公司营收
不及预期，其中包括中国市场的销售不佳。通过我们监测的数据可以看出，苹
果新机型（iPhone Xs、Xs Max、XR）的销售数据不及去年机型；由于需求不
足，新机型在开售后第三个月销量就大幅滑坡。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的
销量自 11 月出现大幅下滑，12 月继续下跌，较上月分别下跌 40%和 41%；被
寄予厚望的 iPhone XR 更是较上月大幅下滑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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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2018 年苹果部分机型新增设备数（万）  图表 13：2018 年苹果新机销售情况（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华为/荣耀 

华为/荣耀今年以来表现优异，华为采取了机海战术，虽然单个机型销量并
不突出，但总体销售情况较好。单机销售榜中 P20 名列榜首，单机销量达 600
万台，全系列合计超 1000 万台；Mate 20 系列销量也已经超过 280 万台。 

图表 14：2018 年华为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图表 15：2018 年华为手机代表系列新增设备数（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OPPO、vivo 

OPPO、vivo 采取的是爆款战略，各有两款机型年销量超千万，但不同机
型之间销量差距较大，机型数量也较少。相比之下，OPPO 的爆款战略执行得
更为彻底。 

图表 16：2018年 vivo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图表 17：2018年 OPPO 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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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 Find X和 vivo NEX旗舰版是 OPPO 和 vivo 在全面屏方案上摆脱苹
果设计的尝试，但从实际终端数据来看，较为一般。相对而言，OPPO Find X
更佳。一方面原因当然是价格，另一方面，为了全面屏而破坏了机身一体性、
增加机械结构本身也具有争议。 

图表 18：2018年 vivo、OPPO 旗舰机型销售情况（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小米 

小米 8 毫无意外的拿下了小米年度销量冠军，自 6 月份发布后，一直保持
了较高的销量。但小米手机机型数量较少，限制了其总体销量。 

图表 19：2018 年小米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图表 20：小米代表机型销售情况（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2018 年度趋势 

全面屏+屏幕指纹识别 

智能手机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在满足了消费者各式各样的需求之后，似乎
陷入了瓶颈，难以寻找到能打动消费者的卖点，因此有人说智能手机行业已经
逐渐的 PC 化，就像曾经的 PC 一样，产品形态和交互方式已经固化，接下来
每年只是例行的进行硬件升级。但 2018 年，我们还有“全面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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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往年，由苹果作为行业的“定标者”，引领智能手机的发展，2018
年中，在跟风推出了众多刘海屏之后，国产手机厂商纷纷拿出看家本事，打造
不同于“苹果标准”的全面屏。 

受全面屏影响，智能手机的屏幕尺寸迅速增大，屏占比也显著提升，新增
设备中已开始全面普及 6 英寸以上，以及 80%屏占比以上的机型。 

图表 21：增量设备屏幕尺寸分布  图表 22：增量设备屏幕占比分布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全面屏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全面屏的围剿之下，手机正面已没有前置指
纹传感器的位置，后置指纹识别在使用习惯上仍有一定争议。iPhone 的解决方
案是采用结构光传感器代替指纹识别，然而，结构光传感器价格昂贵，结构复
杂。屏幕（屏下）指纹识别成为另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1 月，vivo 发布全球首款采用屏幕指纹识别设计的机型，X20 Plus 屏幕指
纹版，由 Synaptics 提供指纹识别传感器。9 月，随着 OPPO R17、vivoX23 的发
布，屏幕指纹渗透率的大幅提升。 

图表 23：屏幕指纹识别新增设备数（万）  图表 24：新增设备指纹识别分布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目前，市场中有多款机型采用屏幕指纹识别方式，主要供应商有 Synaptics、
汇顶科技、思立微。10 月，OPPO 发布的 K1 成为首款采用屏幕指纹识别设计
的千元机，预计未来，屏幕指纹识别将成为主流的生物识别传感器。目前，商
用的屏幕指纹识别传感器均采用光学原理，而这对屏幕材质有严格的要求，只
有 OLED 屏才能胜任，因此，也会对 OLED 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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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部分采用屏幕指纹识别设备相关信息 

机型 上市时间 供应商 价格 

vivo X20 Plus 2018.2.1 Synaptics ￥3598 

华为 Mate RS 保时捷 2018.4.12 汇顶科技 ￥9999 

vivo NEX 旗舰版 2018.6 汇顶科技 ￥4298 

魅族 16th 2018.8 Synaptics ￥2698 

魅族 16th Plus 2018.8 Synaptics ￥3198 

OPPO R17 2018.8.23 思立微 ￥3499 

vivo X23 2018.9.6 汇顶科技 ￥3498 

小米 8屏幕指纹版 2018.9.19 汇顶科技 ￥3199 

OPPO K1 2018.10.10 思立微 ￥1599 

华为 Mate 20 Pro 2018.10.26 汇顶科技 ￥5399 

vivo X23幻彩版 2018.11 汇顶科技 ￥2798 

一加 6T 2018.11.5 汇顶科技 ￥3599 

荣耀 Magic 2 2018.11.6 汇顶科技 ￥3799 

一加 6T 迈凯伦班 2018.12.17 汇顶科技 ￥4599 

vivo NEX 双屏版 2018.12.29 汇顶科技 ￥4998 
 

来源：中关村在线，公开信息整理，国金证券研究所 

后置多摄 

除了全面屏之外，各手机厂商在摄像头上也下足了功夫，后置多摄已经迅
速得到普及。从存量和增量来看，多摄均为未来手机发展趋势。在新增设备中，
已有超过 80%的设备采用了后置多摄的方案，在存量设备中，后置多摄的设备
比例也已接近 30%。 

图表 26：存量设备后置摄像头数量分布  图表 27：新增设备后置摄像头数量分布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三摄手机 12 月新增设备数总计超过 200 万台，华为作为三摄的主要推动
者，是目前三摄机型的主要供应厂商。OPPO、vivo 也推出了首款采用 TOF 摄
像头的三摄手机 OPPO R17 Pro、vivo NEX 双屏版，12 月分别新增 17、3 万
台。相比双摄，三摄在镜头模组的复杂程度，以及镜头分布方案难度上均高出
一截，目前均为中高端机型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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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新增三摄手机情况（万）  图表 29：部分三摄手机 2018 年销量情况 

 

 机型 上市时间 价格 销量（万） 

华为 P20 Pro 2018.4.12 ￥4488 397 

华为 Mate 20 2018.10.26 ￥3999 136 

华为 Mate 20 Pro 2018.10.26 ￥5399 105 

华为 Mate 20 X 2018.10.26 ￥4999 40 

荣耀 Magic 2 2018.11.6 ￥3799 33 

OPPO R17 Pro 2018.11.1 ￥3999 17 

vivo NEX 双屏版 2018.12.29 ￥4998 3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中关村在线，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

智 

风险提示 

1）手机创新不及预期；2）技术创新对行业格局产生影响；3）三摄、屏幕指
纹识别需求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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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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