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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销量享春节红利，苹果手机份额回升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一月数据分析 
 
行业动态 

 受春节购物旺季影响，一月手机销量提升：1 月份国内手机新增设备数 3513

万台，同比增长 13.76%，环比增长 7.5%，五大品牌手机销量环比均有所上
升，其中 vivo 环比上升 16%，华为&荣耀环比上升约 10%，排名居前。 

 苹果少见新机促销，降价措施略有成效：由于苹果新机销量不佳，1 月，华
强北渠道商，京东、苏宁等电商相继调低 iPhone XR、iPhone 8、iPhone 8 

Plus、iPhone X 以及 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等机型价格，最高降价上千
元。此外，苹果天猫及线下自营零售店均推出以旧换新活动，亦变相降价。
根据研究创新中心监测数据，自降价后，苹果手机销量由于所回升，其中以
降价幅度最大的 iPhone XR 增幅最为明显。 

 苹果手机存量份额企稳回升，OPPO 略有下滑：得益于苹果手机销量止跌，
以及较低的流失率，苹果手机存量份额有所回升；OPPO 新增设备数相对较
低，而流失率较高，因此份额有所下滑，但仍居存量份额第一位。 

 摄像头、折叠屏开启智能手机创新新空间：近期将有数款新机发布或展出，
重点创新方向为折叠屏以及多摄、潜望式摄像头等。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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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2.HK） 

 折叠屏以及屏幕指纹识别等新技术目前只能采用 OLED 屏幕，OLED 渗透率
有望继续提升。 

重点关注：京东方 A（000725.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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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
屏需求不及预期。 

附表：五大品牌存量、增量市场份额（1 月） 

品牌 存量份额 增量份额 

OPPO 20.75% 21.65% 

vivo 19.77% 27.34% 

华为&荣耀 19.56% 31.29% 

苹果 18.49% 4.43% 

小米 11.42%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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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新机增量数据 

总体增量华为领先，OPPO 单机销量第一 

春节是传统的销售旺季，各大电商平台也纷纷推出“年货节”促销。根据
研究创新中心的数据，1 月，国内共新增设备数 3513 万台，其中华为、vivo 排
名一、二各占近三分之一，其次为 OPPO、小米、苹果。 

图表 1：1 月新增设备分布（万）  图表 2：手机销量随春节临近而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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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机型销售排行榜前 20 位中，OPPO A5 排名第一，增量近 250 万台，
OPPO 在前 20 中占据 5 席；vivo 上榜 6 款机型，增量最高为 Y93s；华为上榜 6

款机型，最高为荣耀 8X；小米上榜 2 款机型，最高为小米 8；苹果上榜 1 款机
型， iPhone XR。 

图表 3：1 月手机销售排行榜（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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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线下齐降价，苹果罕见新机促销 

1 月份，苹果调低了部分机型售价以应对低迷的销量，部分机型价差甚至
高达千元以上。 

据《每日经济新闻网》报道，1 月 8 日晚间，华强北苹果手机渠道商收到
美国方面的调价信息，调低 iPhone XR、iPhone8、iPhone 8 Plus、iPhone X 以及
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等机型价格。随后，1 月 10 日，京东、苏宁相继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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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将下调自营苹果手机价格，iPhone 8/8 Plus 价格下调至 3999 元和 4799 元，较
变动前分别下调了 600 元和 800 元，较苹果官网报价 5099 元和 5999 元分别下
降 1100 元和 1200 元；新机 iPhone XR 降价也超千元。京东方面称降价为苹果
官方通知及授权。此外，苹果天猫及线下自营零售店均推出以旧换新活动，亦
变相降价。 

图表 4：京东 iPhone 价格  图表 5：苹果自营店以旧换新活动 

机型  官网零售起价  京东券后起价  价差  

iPhone 8 5099 3999 1100 

iPhone 8 Plus 5999 4798 1201 

iPhone X - 6099 - 

iPhone Xs 8699 7999 700 

iPhone Xs Max 9599 8999 600 

iPhone XR 6499 5399 110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京东，注：价格日期 1 月 24 日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苹果官网 

苹果自推出降价措施（第二周末）以来，第三周销量有所回升，其中以
iPhone XR 增幅最为明显，第三周销量环比上升 41%，其次为 iPhone 8、iPhone 

8 Plus，环比上升 19%和 18%；而降价幅度较低的 iPhone Xs、iPhone X、iPhone 

Xs Max 环比增幅较小，其中，新机 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增幅低于 5%。
我们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周数据（1 月）》已有相关提示。 

1 月，苹果共新增设备 155 万台，环比 12 月微增 2%，同比下降 19%。
iPhone XR 自降价以来销量回升，而 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销量较低。 

图表 6：苹果新机型销售不及历史机型（万）  图表 7：苹果新机型销售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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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品牌情况 

华为&荣耀 

华为&荣耀继续保持高增长，1 月新增设备数约 1100 万台，同比增幅达
47%，环比上升 10%。华为采取的“机海战术”，单个机型销量并不十分突出，
但总体销售情况较好：荣耀 8X 销量超过 100 万台；P20 系列自去年 4 月份发布
后，仍然维持了较高的销售量；Mate 20 系列受供货影响，销量并不稳定。 



行业月报 

- 6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图表 8：1 月华为新机型销售排行榜（万）  图表 9：Mate 20 系列销售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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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O、vivo 

OPPO、vivo 采取的是“爆款机型”的策略，但两者略有差异，OPPO 的爆
款战略执行的更加彻底；而 vivo 相对来说机型更多，分布更加均衡。 

图表 10：1月 OPPO 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图表 11：1月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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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小米 8 依然占据首位，1 月共新增设备 90 万台左右。新机红米 Note 7 销量
较好，发布后销量快速上升，1 月共新增设备 40 万台左右。 

图表 12：1 月小米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图表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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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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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进入存量时代，头部效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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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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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份国内手机新增设备数 3513 万台，同比增长 13.76%，环比增长 7.5%。 

我们的数据与信通院出货量数据略有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来自于渠道库存。
此外，每年的一、二月具有一定特殊性，主要受春节假期的影响，在工厂放假
前，出货量增加；而临近假期则是春节销售旺季，新增设备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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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金研究创新中心监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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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18 年 12 月国内新增设备数大降，渠道库存上升，这种来自终端的需求变
化对于手机厂商 1 月份的出货量安排会产生较大影响。 

图表 15：国内手机新增设备数（万）  图表 16：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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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通院，国金证券研究所 

行业格局稳固：苹果份额企稳，OPPO 略有下滑 

从行业竞争格局来看，前五大品牌（OPPO、vivo、苹果、华为、小米）占
据市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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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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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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存量情况来看，苹果手机份额企稳并略有回升；华为/荣耀和 vivo 继续纠
缠；OPPO 份额则出现下滑；小米继续保持稳定。 

图表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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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增量结构来看，华为、vivo 表现亮眼，而 OPPO、小米、苹果与上月差
异不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新机销量相对较低是 OPPO 存量份额下跌的一
个重要原因。在存量市场时代，更多的机型，更能满足消费者不同的换机需求。
因此， OPPO 与 vivo 虽具有相似的市场定位，但 vivo 的机型更加丰富，因此新
增量也更多。 

图表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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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O 份额下跌的另一个原因是，流失数量的相对增加。OPPO 曾经售出了
多款爆款机型，如今部分机型，例如 OPPO A57 开始大量进入换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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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1 月国内智能手机设备流失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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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持有时长继续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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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平均持有时长提升显著。 

本月，我们改进了平均持有时长的算法，新算法加入了对每月新增以及减
少设备影响的考虑。结果显示，新方法下，持有时长整体有所下降，但是逐步
提升的趋势没有改变。苹果手机的平均持有时长仍然最长，达 34 个月，而华为
的平均持有时长仅为 21 个月。 

图表 20：分品牌平均持有时长（月）  图表 21：平均持有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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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摄像头及折叠屏 

摄像头 

摄像头是近年来手机创新的焦点，后置双摄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得到迅速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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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后置三摄约 8%），在存量设备中，
后置多摄的设备比例也已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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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新增设备后置摄像头数量分布  图表 23：存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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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浪科技报道，OPPO 将于 2 月 23 日在巴塞罗那举办创新大会，此前透
露的 10 倍混合光学变焦技术等或许将在这次创新大会上发布。后续我们也将密
切保持数据跟踪。 

折叠屏 

2018 年 10 月，柔宇科技率先发布首款可折叠柔性屏手机 FlexPai。另据中
新网报道，三星、华为将于 2 月底分别发布各自的首款折叠屏手机；小米、
OPPO、摩托罗拉、LG 等厂商近期也会发布或展示折叠屏手机。而 OLED 是目
前唯一可适用于折叠屏的技术。此外，屏下指纹技术目前也仅适用于 OLED 屏，
预计 OLED 渗透率将会进一步提高。 

目前，在新增设备中，OLED 屏幕占比约 30%左右；在存量设备中，
OLED 也占 25%左右，仍具发展空间。其中：OLED 在 OPPO 和 vivo 中渗透率
较高，已超过 40%，而在华为&荣耀手机中占比较小。 

图表 24：新增设备 OLED 份额  图表 25：存量设备 OLED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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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6：各品牌新增设备 OLED 份额  图表 27：各品牌存量设备 OLED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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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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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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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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版权归“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

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

经过书面授权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删节和

修改。 

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

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对由于该等问题产生的一切责任，国金证券不作出任何担保。且本报告中

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可能会随时调整。 

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参考，不作为或被视为出售及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邀请或要约。客户应当

考虑到国金证券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而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证券研究报

告是用于服务具备专业知识的投资者和投资顾问的专业产品，使用时必须经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国金证券建议获取

报告人员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报告本身、

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也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国金证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

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国金证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

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故本报告所载观点可能与其他类似研究报告的观点及市

场实际情况不一致，且收件人亦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国金证券的客户。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报告仅供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中风险评级高于 C3 级(含 C3

级）的投资者使用；非国金证券 C3 级以上(含 C3 级）的投资者擅自使用国金证券研究报告进行投资，遭受任何损失，

国金证券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此报告仅限于中国大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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