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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超高清视频大时代 
 

事件：工信部等发布《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目标 2022

年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总体规模超过 4 万亿元。 

点评：我们认为超高清视频时代受益主要是两个维度：1.超高清化终端需求提升和
核心器件的国产化加速，2.超高清+5G 带来大屏生态大发展 

1. 智能高清视频：全球科技巨头都在布局的重要方向 

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约 70%是来自于视觉，显示技术和图像视频工具的发展是人类提
升信息交互效率的核心，国际科技巨头在显示/视频/tv/ar/vr 领域投入大量研发，我
们判断智能高清视频方向是未来全球科技产业重要浪潮。 

2.规划出台，迎来超高清视频大时代 

本次规划内容明确提出“4k 先行、兼顾 8k”总技术路线和 2022 年 4k 电视全面普及、
超高清用户达 2 亿、超高清产业规模达 4 万亿元的目标，计划重点突破核心器件国
产化，包括芯片、器件、面板、摄像机，同时提出探索 5G 在超高清视频传输里的
应用，重点发展电视、文教、安防、医疗等行业的应用。我们认为该规划的提出，
将对国内超高清视频生态产生深远影响，国内视频服务生态进入超高清时代。 

3.华为发布电视，广电获 5G 牌照：5G+超高清解放大屏社交生态 

由于内容端限制，国内 TV 大屏生态发展较缓慢，我们判断国内未来 5G 发展将对大
屏生态有很大影响：（1）5G 的高速和低延时和大屏的高效人机交互互相促进；（2）
广电有望获得 5G 牌照，广电和 5G 的融合将对高清视频内容和服务分发有很大的推
动；（3）华为有望于 19 年上半年推出 TV 产品，我们认为华为在 5G、芯片、云计
算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将给华为电视在产品形态上带来重大突破和变革，迎来产业拐
点。 

4.硬件产品最先受益，上游核心器件国产化加速 

超高清视频生态将加速发展，并且核心上游关键器件国产化有望加速，我们认为从
视频数据流角度，输入（摄像头、光学器件等）、处理和存储（视频处理和存储芯片）、
输出（显示屏幕、驱动芯片等）环节的核心器件将面临重大机遇。 

5.超高清生态逐步成熟，将带动行业应用和内容服务大发展 

根据规划，超高清内容和终端将加速渗透，随着 5G 生态的成熟，大屏领域特别是
家用 TV 市场除了受益于高清化拉动 tv 换机需求，我们判断在社交相关应用场景将
进入蓬勃发展期，例如家庭社交、在线教育、VR/体感游戏等交互类应用将快速发展，
受益于高清化内容和 5G 社交应用生态。 

6.投资建议：超高清硬件+超高清&5G 生态两条线 

我们看好智能视频科技浪潮以及 5G 和超高清视频驱动的大屏社交生态，建议关注
相关受益标的：（1）高清面板：推荐京东方 A 和 TCL 集团，（2）视频处理和存储芯
片：关注韦尔股份、富瀚微、国科微、北京君正、全志科技、中颖电子、圣邦股份、
兆易创新；（3）光学器件：关注欧菲科技、联合光电、水晶光电、联创电子、利达
光电、永新光学、福晶科技，（4）高清电视：关注海信电器、创维数码、TCL 电子，
（5）高清商显：关注视源股份、利亚德、洲明科技；（6）行业应用，安防关注大
华股份、海康威视、佳都科技、苏州科达，文教娱乐关注科大讯飞、三爱富，工业
制造关注东方国信、宝信软件，医疗健康关注麦迪科技，智能交通关注四维图新、
千方科技、佳都科技；（7）高清内容和服务：东方明珠、广电网络、捷成股份、天
威视讯、贵广网络、华数传媒。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新终端需求不及预期；5G 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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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高清视频：全球科技巨头都在布局的方向 

我们一直强调，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的方式约 70%是来自于视觉，显示技术和图像视频工具
的发展是人类提升信息交互效率的核心。从消费电子科技浪潮发展历史来看，过去经历过
PC、功能手机、tv 和笔记本以及智能手机迭代周期，我们判断下一个消费电子科技浪潮方
向是智能视频。 

图 1：下一个科技浪潮属于智能视频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际科技巨头共同投入相关显示视频技术和终端得到验证：苹果的
AR/VR 硬件、Apple TV 等，谷歌收购 YouTube、布局 Daydream 等，Facebook 收购 Oculus 

VR，微软布局 HoloLens，索尼的 PlayStation VR 等产品，我们判断智能高清视频方向是未
来全球科技行业发展和突破的重要领域，产品形态和应用场景上将实现多元化发展。 

图 2：全球科技巨头投入图像显示视频技术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2. 规划出台，迎来超高清视频大时代 

3 月 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关于印发《超高清视
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的通知 

整体目标：按照“4K 先行、兼顾 8K”的总体技术路线，大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和

消费电子科技浪潮
·1994-1999年台式机

·1999-2004年功能手机

·2004-2009年液晶电视和笔记本电脑

·2009-2013年智能手机

下一个科技浪潮属于智能视频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

主要的虚拟显示设备：

头戴式显示器、智能手机架、

智能眼镜、微型投影机

和车载HUD等。

1994 1999 2004 2009 2016

1994-1999

台式机

代表：惠普、戴

尔

1999-2004

功能手机

代表：诺基亚、

摩托罗拉

2004-2009

液晶电视

代表：三星、夏

普、索尼

笔记本电脑

代表：宏碁、

华硕

2009-2013

智能手机

代表：苹果、谷

歌、三星

2016—

虚拟显示

代表：

虚拟现实：

Oculus

增强现实：

Google

国际科技巨头投入显示视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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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域的应用。 

到 2020 年，符合高动态范围（HDR）、宽色域、三维声、高帧率、高色深要求的 4K 电视
终端销量占电视总销量的比例超过 40%；建立较为完善的超高清视频产业标准体系；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和有条件的地方电视台开办 4K频道，不少于 5个省市的有线电视网络和 IPTV

平台开展 4K 直播频道传输业务和点播业务，实现超高清节目制作能力超过 1 万小时/年；
4K 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 1 亿； 

到 2022 年，符合 HDR、宽色域、三维声、高帧率、高色深要求的 4K 电视终端全面普及，
8K 电视终端销量占电视总销量的比例超过 5%，4K 频道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有线电视网络
升级改造和监测监管系统建设不断完善，实现超高清节目制作能力超过 3 万小时/年，开展
北京冬奥会赛事节目 8K 制播试验；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到 2 亿 

表 1：《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主要内容 

发展目标 

整体目标 
总体技术路线：“4K 先行、兼顾 8K” 

2022 年时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达 4 万亿 

2020 年 

4K 电视终端销量占电视总销量的比例超过 40% 

实现超高清节目制作能力超过 1 万小时/年 

4K 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 1 亿 

2022 年 

4K 电视终端全面普及，8K 电视销量占比达 5% 

实现超高清节目制作能力超过 3 万小时/年 

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 2 亿 

重点任务 

核心关键器件 
开发和量产面向超高清视频的芯片和器件 

加强 4K/8K 显示面板创新 

重点产品 

超高清影视摄像机、极低照度摄像机 

超高清电视切换台及其系统 

适配超高清视频的高容量、高速率存储系统 

超高清电视、机顶盒、虚拟现实设备 

超高清视频监控、工业相机 

网络能力 

推进有线网络 IP 化、光纤化 

提升通信网络的速率，满足 4K 和 8K 视频传输需求 

探索 5G 在超高清视频传输里的应用 

超高清 tv 节目 

丰富超高清电视节目供给 

加强 4K 超高清电视节目制作（体育赛事、纪录片、影视剧、文化科技） 

打造超高清电视内容制作生产基地 

行业创新应用 

广播电视领域：有线电视、卫星电视、IPTV 和互联网电视 

文教娱乐领域：游戏、动漫、电影等领域 

安防监控领域:   超高清监控摄像机等 

医疗健康领域：远程医疗、手术培训、内窥镜手术、医疗影像检测等方面 

智能交通领域：智能网联汽车(识别车牌、车型等） 

工业制造领域：工业可视化、缺陷检测、机器人巡检、人机协作交互等场景 

资料来源：工信部等，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整体看该规划的内容主要重点有：（1）提出了超高清产业目标，（2）提出了重点突破的关
键器件和重点产品，（3）提出了 5G 和超高清生态的结合，（4）提出了超高清内容和服务
的重点突破行业应用，同时也提到鼓励“淘旧换新”政策，加快超高清终端的推广力度，
我们认为后续相关补贴政策有望逐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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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为发布电视，广电获 5G 牌照：5G+超高清解放大屏社交生
态 

近几年互联网 OTT 内容给大屏提供了有效补充，由于内容端的限制，国内 TV 大屏生态发
展较缓慢，终端的用户数和用户时常均难以有较快提升。 

图 3：iptv 等带动大屏生态 

 
资料来源：ZNDS，勾正数据，天风证券研究所 

家庭互联网（Home Internet），以电视、冰箱、空调为主要承载，立足家庭应用环境。以
人为中心，重新定义电视、冰箱、空调等多终端的功能，及各终端间的广泛互联和智能协
同。从而在全新商业模式的牵引下产生一套完整的技术架构和生态系统，为消费者创造越
来越自在、越来越舒适、越来越简单的家庭生活。 

电视，家庭互联网入口。电视机由于其大屏的特性，拥有非常好的视频属性。未来家庭的
每一个成员都将围绕着电视大屏转，看电影、玩游戏，位置和娱乐属性都将优于手机、空
调、冰箱等智能硬件。另一方面电视基于大数据的积累和分析，将会越来越懂家庭成员的
选择，对家庭行为进行预测，预测用户喜欢什么。 

以电视和主要的家电设备为核心，实现互联互通。电视作为家中拥有最大屏幕的设备，将
展现很多内容，加剧智能内容，比如说控制、配置。目前最新的信息、参数可以全部显示
出来，这就是以智能电视作为核心的中枢设备，将产业链的价值挖掘出来。而随着 5G 落
地、人工智能植入、物联网推进，大数据应用成熟和智能家居设备普及等要素的落地，家
庭互联网将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从而驱动 TV 销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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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家庭互联网趋势 

 

资料来源：众视 DVBCN、天风证券研究所 

最佳内容承载体，大屏电视带来的社交效应。电视由于其大屏幕的特点，可以为使用者带
来最佳的视觉效果，不论是主机游戏、电视剧还是电影，电视都是最佳的选择。 

以任天堂产品 Switch 为例，Switch 由于其红蓝的外观配色，具有很强的吸睛效果，并且搭
载了体感游戏功能、IR 相机、和本地联机功能（最多支持 8 台设备）。Switch 不仅是掌机
游戏，同时也具有连接电视机的功能，任天堂作为其发行商，推出了多款多人互动游戏以
及 Switch 配套套件（Vehicle Kit、裁开纸盒等），显著的增强了 Switch 的互动性，同时电
视作为内容的载体，也会发挥了良好的社交属性。 

视频通话，大屏电视社交应用新场景。传统的视频通话主要通过手机、平板以及计算机进
行，但是由于较小的屏幕，导致可视角度很小，基本只能容纳 1-2 人。而电视视频通话在
攻克技术难关后，给予用户更广阔的视角、灵活的角度，并且可以解放了用户的双手；电
视独有的大屏优势令其在视频通话的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图 5：视频通话，大屏电视社交应用新场景 

 
资料来源：ZOL、天风证券研究所 

我们判断国内未来 5G 发展将对大屏生态有很大影响：（1）5G 核心是数据传输的高速和低
延时，大屏交互核心是数据交互效率的提升，两者互相促进；（2）广电有望获得国内第四
张 5G 牌照，广电网络和 5G 网络出现融合，将对高清视频内容和服务分发有很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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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为全球 5G 产业领导者之一，华为有望于 19 年上半年推出 TV 产品（中关村在线消
息），我们认为华为在 5G、芯片、云计算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将给华为电视在产品形态上带
来重大突破和变革。 

图 6：广电有望正式拿到 5G 牌照  图 7：华为终端示例图 

 

 

 

资料来源：elecfans，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天风证券研究所 

根据规划，超高清内容和终端将加速渗透，随着 5G 生态的成熟，大屏领域特别是家用 TV

市场除了受益于高清化拉动 tv 换机需求，我们判断在社交相关应用场景将进入蓬勃发展期，
例如家庭社交、在线教育、VR/体感游戏等交互类应用将快速发展，受益于高清化内容和
5G 社交应用生态，tv 行业有望进入换机新周期。 

 

 

4. 硬件产品最先受益，上游核心器件国产化加速 

4.1. 超高清电视销量有望受益 

4K 电视已经成为销售的主流类型：根据奥维云网数据显示，2018 年国内零售中，4K 电视
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69%，。从政策的目标看，如果 2022 年达到全面普及，则 2019-2022 年
平均每年需提升 7.5pct。从前期的渗透率提升速度看，我们预计 4K 电视的普及速度或快于
政策的目标期。 

存量电视的 4K 替代空间有多大？根据奥维云网数据，目前国内电视机的总保有量中，超
高清电视为 1.1 亿台，非 UHD 电视（FHD/HD/CRT 电视）合计约 5 亿台。从长期空间看，
4K 电视的潜在替代空间非常巨大。 

4K内容的供给和补贴政策或提升存量电视的替代速度。根据超高清视频 2019-2022规划，
2020 年目标实现超高清节目制作能力超过 1 万小时/年，4K 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 1 亿，2022

年超高清节目制作能力超过 3 万小时/年，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到 2 亿。随着 4K 内容的供
给快速增长，预计存量用户中更换超高清电视的动力将增加，同时，2019 年 1 月发布的《进
一步优化攻击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中提到，有条件的地
方可以对超高清电视、机顶盒、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设备等产品推广予以补贴，扩大超高清
视频终端消费。内容供给增加叠加财政补贴，我们预计后续电视机的存量更新速度预计将
加速。 

政策刺激或将加速存量电视的更新速度，将带来电视机需求边际改善。海信电器作为黑电
龙头，在大尺寸电视、4K 激光电视等布局深厚，2018 年海信集团加快渠道变革，或将受
益于行业需求改善；同时建议关注具有渠道优势和品牌影响力的创维数码和 TCL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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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全球 TV 产品结构变化-按照分辨率 

 

资料来源：IHS，天风证券研究所 

 

4.2. 上游超高清核心器件加速国产化 

在超高清视频趋势下，我们认为，对于上游高清面板以及相关芯片/镜头企业，是重要的
行业驱动。我们认为，对于上游相关芯片/镜头企业，是重要的行业驱动。半导体行业发
展受下游应用领域拉动而发展，半导体行业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一定是应用端的创新和发展。 

显示芯片产业链具有长端特征，参与者较多，有纯粹的芯片设计公司以 Fabless 模式经营，
也有下游面板厂商涉及零部件芯片设计。在不同的环节，都有各自不同的参与者，其生产
模式也不一概而论。整体上具有厂商较多，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属性。 

图 9：显示芯片各环节参与者 

 

资料来源：Himax，天风证券研究所 

行业龙头集中在中国台湾和欧美地区，大陆供应商所占份额较低。在显示芯片领域我国核
心芯片的市场占有率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准，有望随着此次产业发展规划的推动而提升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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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的国产化率。就高清电视的显示处理芯片和显示驱动芯片来看，占有率在 5%以下。 

表 2：国内核心芯片设计领域占有率低 

系统 设备 核心集成电路 国产芯片占有率 

计算机系统 服务器 MPU 0% 

个人电脑 MPU 0% 

工业应用 MCU 2% 

通用电子系统 可编程逻辑设备 FPGA/EPLD 0% 

数字信号处理设备 DSP 0% 

通信装备 移动通信终端 Application processor 18% 

Communication 

processor 
22% 

Embedded MPU 0% 

Embedded DSP 0% 

核心网络设备 NPU 15% 

内存设备 半导体存储器 DRAM 0% 

NAND FLASH 0% 

NOR FLASH 0% 

Image processor 5% 

显示及视频系统 高清电视/智能电视 Display processor 5% 

Display driver 0% 

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现状分析》，天风证券研究所 

 

 

我们看到，显示相关的半导体产业链涉及到非常多的环节，主要芯片零部件包括 CIS（影
像传感器芯片），视频处理芯片，显示驱动芯片等。 

在驱动芯片领域，国内的供应商所占的份额基本为 0。这一块也是国内在大力发展的方向，
驱动芯片具有一定的闭环特征，由下游面板厂扶持的上游芯片供应商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
随着国内京东方等面板企业的崛起，国内诸如云英谷/集创北方等企业都有望在市场上逐步
提升份额。上市公司层面，我们建议关注中颖电子/圣邦股份。 

图 10：中小尺寸显示驱动芯片竞争结构  图 11：大尺寸显示驱动芯片竞争结构 

 

 

 

资料来源：Himax 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HS，天风证券研究所 

在 CIS 市场上，根据 Yole 的统计，整个市场 2018 年为 150 多亿美金,年复合增速为 10.5%。
其中车载应用复合增速最快，至 23%，其次为安防领域，复合增速达 18%。全球市场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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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索尼，三星和豪威。其中豪威作为国内企业，市场份额占到 12%左右。随着高清视频在
安防领域的应用推动，将有利于公司在市场份额的提升。 

图 12：CIS 市场规模及复合增速  图 13：CIS 市场主要玩家 

 

 

 

资料来源：Yole，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Yole，天风证券研究所 

处理芯片也是重要的具有国产替代逻辑的产品，我们看到相关供应商不仅在显示领域，而
是延展到 VR/车载/安防等多个应用场景，并且也从单一的视频处理芯片往带有机器视觉功
能的 SoC 发力。安霸预估安防视频领域的处理芯片将以年复合增速 15%发展，并从 2017

年的 49 亿美金市场升至 2023 年的 111.9 亿美金市场。国内的参与者中，海思是龙头，上
市公司层面，建议关注富瀚微/国科微/北京君正/全志科技。 

图 14：视频处理芯片在安防领域的市场出货量（百万颗）及市场容量（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安霸，天风证券研究所 

我们看好高清视频在安防领域的应用，作为视频内容交互的入口，镜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持续推荐的国内“小而美”龙头标的联合光电也会持续受益于安防视频浪潮发展，公
司在招股说明书中也表示，在新产品研发方面，将继续朝 4K 高清乃至 8K 超高清等技术领
先的产品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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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011-2020 全球安防镜头市场销量情况及预测（万件）  图 16：2011-2020 全球安防镜头后市场金额情况及预测（百万美金） 

 

 

 

资料来源：联合光电招股书，TSR，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联合光电招股书，TSR，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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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超高清生态逐步成熟，将带动行业应用和内容服务大发展 

5.1. 超高清行业应用多点开花 

根据规划，超高清视频将在（1）广播电视领域：有线电视、卫星电视、IPTV 和互联网电
视，（2）文教娱乐领域：游戏、动漫、电影等领域，（3）安防监控领域:   超高清监控摄
像机等，（4）医疗健康领域：远程医疗、手术培训、内窥镜手术、医疗影像检测等方面，
（5）智能交通领域：智能网联汽车(识别车牌、车型等），（6）工业制造领域：工业可视化、
缺陷检测、机器人巡检、人机协作交互等场景得到广泛应用，我们重点梳理相关行业应用
和国内领先公司供参考。 

表 3：超高清视频的重点行业应用 

行业 行业应用重点任务 
相关 A 股

标的 
公司业务 

安防监控 

加快推进超高清监控摄像机等的研发量产。推进安防监控

系统的升级改造，支持发展基于超高清视频的人脸识别、

行为识别、目标分类等人工智能算法，提升监控范围、识

别效率及准确率，打造一批智能超高清安防监控应用试

点。 

佳都科技 

具有警务视频云等相关产品，目前首单省级警务视频云

项目已经落地。公司已形成涵盖公共安全、城市交通、

轨道交通在内的“AI+智慧城市”体系，连续中标多地

“AI+安防”项目 

苏州科达 
主营业务为视频监控及视频会议，具有端到端的安防监

控应用，视频技术优势明显 

文教娱乐 

推动超高清视频在游戏、动漫、电影等领域的应用，支持

超高清游戏制作工具、电影拍摄和放映设备、超高清画屏

等产品的研发量产。探索和推广面向家庭用户的院线准同

步、个性化点播院线等创新业务模式，支持建设 4K 影院。

加快超高清教育平板、投影仪、会议平板、交互智能终端

等教学产品的研发及应用，推动超高清视频技术在数字博

物馆、鉴真防伪、艺术鉴赏等领域的应用。 

科大讯飞 

公司具有智慧校园、智慧课堂、智慧考试、智学网等面

向 B 端学校及 C 端学生和家长的教育业务，具有教育平

板、交互智能终端等一系列教学产品 

工业制造 

加快超高清工业内窥镜、工业相机、生产线自动检测设备

等的产业化，推动超高清视频技术在工业可视化、缺陷检

测、产品组装定位引导、机器人巡检、人机协作交互等场

景下的应用，围绕电子、汽车、航空航天等规模大、精度

高的工业生产场景打造一批可推广的典型应用。 

东方国信 

具有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 Cloudiip，深度服务炼铁、

热力、水电、风电、轨道交通等行业，为工业领域重要

设备提供专项服务 

宝信软件 

钢铁行业信息化、自动化龙头，具有钢铁行业工业互联

网平台。公司开展 MES、自动化、信息服务、智能装备、

大数据、电子设备技术等多项业务，为多个行业提供工

业软件服务 

医疗健康 

加快推进超高清术野摄像机、内窥镜手术设备、术野显示

器、医学影像与设备中央控制器、医学影像诊断显示器、

会诊显示器等超高清产品研发及应用，推动超高清视频技

术在远程医疗、手术培训、内窥镜手术、医疗影像检测等

方面的广泛应用。加强超高清医疗影像与人工智能有效结

合，支持医疗影像识别分析、智能会诊等智能算法研发。 

科大讯飞 

具有医学影像、基于认知计算的辅助诊疗系统等产品，

智慧医院产品已在多个国内顶级医疗机构上线应用。

“智医助理”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目前已实现对 300

余种常见病提供全科医生辅助诊疗 

麦迪科技 

提供手术麻醉和 ICU 等临床医疗管理信息系统(CIS)和数

字化手术室、数字化病区、数字化急诊急救平台等临床

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智能交通 

推动超高清视频技术在智能网联汽车中的应用，加强超高

清车载图像传感器及车载屏幕产品研发量产，提升车辆感

知能力与人机交互体验。推动超高清技术在交通管控中的

应用，提升复杂环境下对车牌、车型识别的正确率。开展

超高清硬件、智能算法等一体化的交通智能化试点应用。 

四维图新 

提供导航地图、导航软件、动态交通信息、位置大数据

以及乘用车和商用车定制化车联网解决方案。致力于以

高精度地图、高精度定位、以及应用于 ADAS 和自动驾

驶的车规级芯片等核心业务，打造“智能汽车大脑” 

千方科技 

具有 ETC 系列、路网交通流量检测系列、轨道交通旅客

出行信息服务系列等交通运输产品，提供综合交通管理

方案设计、交通缓堵工程设计、交通管理系统集成、软

件定制化开发、先进交通控制系统交付、专业前端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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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集成等交通管理服务 

佳都科技 

公司具有智能化轨道交通及城市交通大脑等业务，在自

动售检票、屏蔽门、综合监控、通信等轨道交通细分领

域具有智终端和模块国产化能力 

资料来源：工信部，各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5.2. 内容端参与超高清大潮 

从传媒互联网角度看，本次政策突破在于硬件标准和设施建设，长期传媒作为内容应用的
生产者、用户作为消费者，将参与到超高清大潮。 

首先从海外发展情况看，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等报道，世界各国纷纷在 4K 频道上迈出实
质步伐，卫星和 IPTV 是主要的传播模式合计占比约 73%，节目内容上体育占比 23%，但内
容库仍较为匮乏： 

 14 年韩国开通了 4K 超高清频道，目前欧洲、北美、韩国、日本等陆续开播 4K 超高
清频道超过 70 个。 

 基于卫星、有线、IPTV 和 OTT 传输的 4K 超高清频道占比分别为 49%、15%、24%和 12%；
基于地面无线方式仅停留于传输试验，目前尚未开播地面无线 4K 超高清频道。 

 目前已开通的 4K 超高清频道节目类型中体育类节目占比最大，约占总数的 23%；电
影、文艺、纪录片节目占比次之，均在 16%到 19%之间；新闻类节目占比最小，仅有
1%。 

 已开通的部分 4K 超高清频道尚难以支撑全天 24 小时节目不重复播出。例如日本 Sky 

perfecTv 4K movie 频道，采用每天轮播 3—4 次的方式播出；美国 Fashion One 4K 频
道，每天共有 12 个节目穿插播放，每个节目时长在 15 分钟左右。 

 看国内时长，发展高清内容，是消费者的需求所在，尤其是为 4K 内容付费。同时，
也是政策所向，例如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7 年出台《关于规范和促进 4K 超高
清电视发展的通知》，对我国发展 4K 电视的技术标准、内容制作等核心内容进行了规
划和规范。 

从发展的实践来看，关于 4K 的传输、应用逐步付诸实践，8K 的技术搭建亦有提前布局： 

 广电系超高清应用陆续落地。18 年 10 月 1 日，国内首个上星超高清电视频道 CCTV-4K

超高清频道开播，CCTV-4K 超高清频道通过中星 6A 卫星和全国有线电视干线网向全
国传输，覆盖 15 个省市，此外，广东、江苏、四川、湖南等地区广电网络推出 4K 超
高清体验区。 

 各大广电公司重视超高清技术演进与发展。如东方明珠在 18 年 5 月，与中国电信、
富士康等联合发布“5G+8K”试验网，这是国内首个基于 5G 测试网络的 8K 视频应用
平台，成立"5G+8K"产业联盟，联手上下游企业共谋未来，同时东方明珠制作了中国
首部 8K 城市形象宣传片《YES！上海》，为 8K 应用超前布局。 

 互联网端，视频平台积极拓展超高清内容与能力，如腾讯与华纳合作，提供了超高清
好莱坞内容，具备了演唱会 4K 转播能力。 

 从运营商看，中国电信提出了”4K-全 4K-8K/VR“的三阶段演进路径和技术要求，截
至 18 年 3 月，中国电信 4K 用户超过 4000 万；2017 年，中国联通的 IPTV 机顶盒 4K

约 60%，满足超视频业务基本需求的 FTTH 用户全国占比 71%；中国移动 18 年 6 月获
得 IPTV 牌照，促进 4K IPTV 用户再上新台阶。 

从未来发展角度，本次政策给出了清晰的目标，传媒有关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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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有条件的地方电视台开办 4K 频道，不少于 5 个省市的
有线电视网络和 IPTV 平台开展 4K 直播频道传输业务和点播业务，实现超高清节目制
作能力超过 1 万小时/年；4K 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 1 亿；在文教娱乐、安防监控、医
疗健康、智能交通、工业制造等领域开展基于超高清视频的应用示范。 

 2022 年 4K 频道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和监测监管系统建设不断
完善，实现超高清节目制作能力超过 3 万小时/年，开展北京冬奥会赛事节目 8K 制播
试验；超高清视频用户数达到 2 亿；在文教娱乐、安防监控、医疗健康、智能交通、
工业制造等领域实现超高清视频的规模化应用。 

 推动普及超高清机顶盒。加快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通平台建设，同步建设 4K 超
高清电视监测监管系统。探索 5G 应用于超高清视频传输，实现超高清视频业务与 5G

的协同发展。 

 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发展高速光纤传输与接入、大容量路由交换、5G 通信、SDN/NFV

（软件定义网络/网络功能虚拟化）等网络设备与软件系统，推进有线网络 IP 化、光
纤化进程。提升通信网络的接入速率及服务质量，推进网络云化和智能化，优化网络
结构，增强 IPTV 网络的承载能力，满足 4K 和 8K 视频传输的低时延、高宽带、高可
靠、高安全应用需求，推动普及超高清机顶盒。加快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通平台
建设，同步建设 4K 超高清电视监测监管系统。探索 5G 应用于超高清视频传输，实现
超高清视频业务与 5G 的协同发展。 

 丰富内容供给。持续推进 4K 超高清电视内容建设，创新内容生产，丰富超高清电视
节目有效供给。加强 4K 超高清电视节目制作能力建设，支持体育赛事、纪录片、影
视剧、文化科技等超高清电视节目制作。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打造超高清电视内容制作
生产基地，建设超高清电视内容集成平台。 

据广电信息，以央视为例，建立了明晰的超高清发展思路与计划：2018-2021 年，完成全
台 4K 超高清频道技术系统建设，全面支持 4K 超高清电视的“采、编、播、存、传”，具
备每天约 100 小时的 4K 节目制作能力，并通过广电网和电信网服务广大用户，引领我国
4K 超高清电视发展。 

第一阶段（2018 年 4 月-12 月）：完成一个 4K 超高清频道制播系统建设，具备每天 6 个小
时的 4K 节目制作能力。2018 年 10 月在全国有线电视网开通 4K 超高清频道，并在全国有
线电视网络开通 4K 互动电视平台。 

第二阶段（2019 年 1 月-2020 年 6 月）：完成新闻制作平台建设，在 4K 超高清频道新闻版
块提供播出节目；完成体育、综艺、纪录片等 3 至 5 个频道 4K 超高清制播系统的建设，
具备每天 30 小时的 4K 节目制作能力。在全国有线电视网开通体育、综艺、纪录片等 4K

电视频道；在三大电信网络开通 4K 超高清电视频道和 4K 互动电视平台。 

第三阶段（2020 年 7 月-2021 年 12 月）：将 4K 超高清频道转化为 4K 综合频道，并陆续
完成新闻、电视剧、少儿等其他 4K 超高清频道制播体系建设，具备每天 60 小时的 4K 节
目制作能力。在全国有线电视网和三大电信网开通新闻、电视剧、少儿等 4K 超高清电视
频道；在我国直播卫星平台开通 4K 超高清电视频道。同时，为应对北京冬奥会需求，2021

年开展 8K 超高清技术试验，为北京 2022 冬奥会 8K 信号制作提供支撑。 

4K 超高清电视技术体系分三阶段建设，2018 年为第一阶段，2019 年 1 月-2020 年 6 月为
第二阶段，2020 年 7 月-2021 年 12 月为第三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建设，将总台现有的
电视演播室、制作岛、播出及总控机房等技术平台全面升级为 4K 超高清电视系统，建设
54 套 4K 制作系统、680 套 4K 便携式摄像机和 1000 套 4K 后期制作工作站，建设适配总
台 4K 节目制播的主备 4K 信号调度和交换系统、云数据中心、网络传输交换系统、节目生
产管理系统、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广告管理系统和大数据应用系统，建设 15 套 4K 频道播
出系统和 4K 互动电视平台，实现总台电视节目全 4K 超高清电视制作和播出，并在全网分
发。 

工程建设总投资为 85.5 亿元，工程各项目建设完成后，每年运行维护及节目传输投入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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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每年 4K 节目制作投入约 150 亿元（不含人员等经费）。 

 

产业已形成终端先行、宽带网络建设稳步推进、行业应用初步兴起的良好态势，传媒覆盖
公司中： 

1）发展超高清视频广电是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实现内容与用户的对接，超高清不仅仅是
在电视节目内容上演化，未来电视有望承载更为丰富的功能，如基于超高清的在线教育、
在线医疗等服务，实现“内容+服务”的附加价值提升，构建智慧家庭，可以关注设备及
内容提供方【捷成股份】；地方广电龙头【东方明珠（探索 5G+8K）、天威视讯（广东省为
超高清视频发展先锋，开通首个省级超高清频道，积极推动高清内容建设）】等；同时，
我们提示关注广电网络整合与 5G 实践进程，可关注【广电网络、贵广网络、华数传媒、
歌华】等地方广电。 

2）目前，4K 内容匮乏，存在制作成本高，周期较长的问题，但随着设备与传输管道建设
的逐步到位，用户基数上升将拉动相关内容的制作潮流，不断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有望降
低相关成本，早期可能以政府扶持为主导（如广东为为地级市广播电视台配备 4K 拍摄设
备），长期有利体育、游戏、影视的丰富，提升用户体验和付费规模，受益包括国内体育
版权龙头（国内外都是体育高权重）、视频平台【芒果、爱奇艺】、游戏优质公司【完美、
三七、游族、凯撒】等，一流影视内容公司如【慈文、华策】。 

 

 

 

 

 

 

 

 

 

 

 

 

6.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规划对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有重大推动作用，受益环节主要是：一是超高清终端
需求提升和关键器件国产化加速，二是超高清+5G 带动大屏生态。 

我们看好智能视频科技浪潮以及 5G 和超高清视频驱动的大屏社交生态，建议关注相关受
益标的：（1）高清面板：推荐京东方 A 和 TCL 集团，（2）视频处理和存储芯片：关注韦尔
股份、富瀚微、国科微、北京君正、全志科技、中颖电子、圣邦股份、兆易创新；（3）光
学器件：关注欧菲科技、联合光电、水晶光电、联创电子、利达光电、永新光学、福晶科
技，（4）高清电视：关注海信电器、创维数码、TCL 电子，（5）高清商显：关注视源股份、
利亚德、洲明科技；（6）行业应用，安防关注大华股份、海康威视、佳都科技、苏州科达，
文教娱乐关注科大讯飞、三爱富，工业制造关注东方国信、宝信软件，医疗健康关注麦迪
科技，智能交通关注四维图新、千方科技、佳都科技；（7）高清内容和服务：东方明珠、
广电网络、捷成股份、天威视讯、贵广网络、华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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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超高清视频产业链投资机会梳理 

行业 细分领域 相关公司 代码 公司业务 市值 PE-TTM 覆盖或跟踪团队 

核心器件 高清大屏面板 京东方 A 000725.SZ LCD/OLED 面板 1,475 33 电子 

TCL 集团 000100.SZ LCD/OLED 面板 446 14 电子 

高清显示芯片 韦尔股份 603501.SH 收购 CIS 芯片龙头豪威 189 67 电子 

富瀚微 300613.SZ 视频处理芯片 48 89 电子 

国科微 300672.SZ 视频处理芯片 52 90 电子 

北京君正 300223.SZ 视频处理芯片 51 381 电子 

全志科技 300458.SZ 视频处理芯片 74 63 电子 

中颖电子 300327.SZ 显示驱动芯片 53 32 电子 

圣邦股份 300661.SZ 显示驱动芯片 70 68 电子 

高清视频存储 兆易创新 603986.SH 存储芯片 262 62 电子 

高清光学元件 欧菲光 002456.SZ 高清摄像头 374 20 电子 

联合光电 300691.SZ 高清镜头 36 49 电子 

水晶光电 002273.SZ 光学器件 106 23 电子 

联创电子 002036.SZ 高清镜头 65 25 电子 

利达光电 002189.SZ 光学器件 44 27 电子 

永新光学 603297.SH 光学器件 44 37 电子 

福晶科技 002222.SZ 光学激光器件 52 35 电子 

高清应用 高清电视 海信电器 600060.SH tv 127 18 家电 

创维数码 0751.HK tv 77 8 家电 

TCL 电子 1070.HK tv 92 7 家电 

高清商显 视源股份 002841.SZ 板卡、商显显示系统 454 45 电子&商社 

利亚德 300296.SZ 高清小间距显示 221 18 电子 

洲明科技 300232.SZ 高清小间距显示 98 23 电子 

高清安防 海康威视 002415.SZ 安防解决方案 3,243 29 电子 

大华股份 002236.SZ 安防解决方案 470 19 电子 

佳都科技 002237.SZ 警务视频云 91 23 计算机 

苏州科达 002238.SZ 视频监控及视频会议 47 24 计算机 

文教娱乐 科大讯飞 002239.SZ 智慧校园、智慧课堂等 78 20 计算机 

三爱富 600636.SH 4k 录播和教育信息化 62 13 商社 

工业制造 东方国信 600637.SH 工业互联网平台 400 15 计算机 

宝信软件 600638.SH 钢铁行业信息化等 64 56 计算机 

医疗健康 麦迪科技 600639.SH 手术麻醉和 ICU 等 136 20 计算机 

智能交通 四维图新 600640.SH 导航地图、导航软件等 96 42 计算机 

千方科技 600641.SH ETC 系列、路网等 86 8 计算机 

佳都科技 600642.SH 智能化轨道交通等 251 17 计算机 

高清内容 东方明珠 600637.SH 探索 5G+8k 400 15 传媒 

广电网络 600831.SH 广电网络+5G 融合 52 31 传媒 

捷成股份 300182.SZ 设备和内容提供商 125 123 传媒 

天威视讯 002238.SZ 广东省级超高清频道 47 24 传媒 

贵广网络 600996.SH 广电网络+5G 融合 84 26 传媒 

华数传媒 000156.SZ 广电网络+5G 融合 144 22 传媒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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