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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电子行业 

政府出台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计划，安防/

面板/半导体多领域直接受益 
[Table_Summary]  政府出台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规划，相关行业领域迎来发展契机 

2019 年 3 月 1 日，工信部、国家广电总局、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

部门共同印发《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以下简称

《计划》），要求加快发展超高清视频产业，驱动以视频为核心的行业智能化

转型，推动产业链核心环节向中高端迈进，加快建设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

建立完善产业生态体系。我们认为，《计划》的出台使得未来三年我国的超

高清视频相关的行业领域迎来黄金机遇期，聚焦在电子行业来看，安防监控

&工业视觉、显示面板以及相关上游芯片领域将直接受益。 

 安防监控&工业视觉：从高清向超高清，从超高清向智能化迭代 

IHS Markit 数据显示我国安防监控行业超高清和智能化仍有广阔渗透

空间：超高清中，网络相机中 4K 超高清的比例仅为 2%；智能化中，2017

年中国安防监控前端网络相机中搭载深度学习算法的智能摄像机的比例仅

为 0.4%。《计划》的出台将开启我国安防监控行业新一轮的超高清迭代，并

且加速推动目前已在进行的智能化升级的落地，大幅打开行业空间，利好行

业内厂商如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的业绩扩张。 

 显示面板：4K 电视时代全面开启 

根据 HIS Markit 统计，从当前 TV 面板全球出货量来看，2018 年 4K 

TV 面板销量占比大约为 40%，而 8K TV 面板出货量全年不到 5 万片，占

比几乎为零。而从中国地区来看，2018 年全球 4K TV 面板销量占比大约为

27%左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其中符合 HDR、宽色域、三维声、高

帧率、高色深要求的面板占比会更低，因此相对于 2020 年 40%的占比，

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上游芯片：进口替代推动视频产业链需求大幅提升 

上游芯片是视频产业链核心设备中成本占比最高的零组件之一。其中

SoC 芯片、视频编解码芯片、图像传感器中国内企业包括华为海思、韦尔

股份（拟收购豪威科技）等占据一定市场份额，存储芯片国内处于起步阶

段，相关厂商包括合肥长鑫、长江存储等。《计划》的出台将带动国内相关

芯片的采购量提升，同时有助于下一代技术的研发突破。 

 投资建议 

超高清视频产业加速发展过程中，对安防、面板、上游芯片领域提出了

具体的目标和要求，带动产业链发展。产业链相关标的包括海康威视、大华

股份、京东方 A、韦尔股份、兆易创新等。 

 风险提示 

技术更新换代风险；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不及预期风险；面板价格下滑

风险；汇率风险；专利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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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估值和财务分析表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评级 货币 
股价 合理价值 

（元/股） 

EPS(元) PE(x) EV/EBITDA(x) ROE(%) 

2019/3/3 2018E 2019E 2018E 2019E 2018E 2019E 2018E 2019E 

海康威视 002415.SZ 买入 RMB 34.69  - 1.22  1.50  28.43  23.13  18.98  15.11  31.40  32.40  

大华股份 002236.SZ 买入 RMB 15.67 - 0.90 1.08 17.41 14.51 18.73 14.54 21.00 21.40 

兆易创新 603986.SH 买入 RMB 92.21 - 1.78 2.16 51.80 42.69 33.04 24.28 22.50 21.40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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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台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规划，相关行业领域迎来

发展契机 

 

2019年3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三部门共同印发《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以下简称

《计划》），要求加快发展超高清视频产业，驱动以视频为核心的行业智能化转

型，推动产业链核心环节向中高端迈进，加快建设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建立完善

产业生态体系。 

 

具体来看，《计划》提出了以下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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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相关领域的应用。2022年，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总体规模超过4万亿

元，4K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8K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

破，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超高清视频内容资源极大丰富，网

络承载能力显著提高，制播、传输和监管系统建设协同推进，产业发展支

撑体系基本健全，形成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到2020年，4K摄像机、监视器、切换台等采编播专用设备形成产业化能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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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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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2年，CMOS图像传感器、光学镜头、专业视频处理芯片、编解码芯

片等核心元器件取得突破，8K前端核心设备形成产业化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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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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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发展任务包括：突破核心关键器件、推动重点产品产业化、提升网络

传输能力、丰富超高清电视节目供给、加快超高清视频在广播电视、文教

娱乐、安防监控、医疗健康、智能交通、工业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创新应

用。 

 

在保障措施方面，《计划》提出以下几项重要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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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超高清视频产业链中内容制作与播出、网络传输及监管、终端普及和

关键设备制造等重点薄弱环节，通过设立超高清视频产业投资基金等方

式，支持超高清视频产业创新发展。 

 支持超高清视频企业与金融机构加强对接合作，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多方资

本参与，加快超高清视频产业化进程。 

 支持行业协会联合彩电企业开展彩电“汰旧换优”，加大超高清电视推广

力度。 

 鼓励产学研合作，支持高等学校加强超高清视频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引导

职业学校培养产业发展急需的技能型人才。鼓励领军企业、行业服务机构

等培养、培训高水平超高清视频产业人才队伍。 

 支持地方建设超高清视频产业协同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打造产业创

新集群，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我们认为，《计划》的出台使得未来三年我国的超高清视频相关的行业领域迎

来黄金机遇期，聚焦在电子行业来看，安防监控&工业视觉、显示面板以及相关上

游芯片领域将直接受益。 

 

安防监控&工业视觉：从高清向超高清，从超高清向智

能化迭代 

 

《计划》中涉及到安防监控和工业视觉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由于安防监控的

龙头企业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在工业自动化方面均有布局，因此一并介绍）： 

 在重点发展任务的重点产品产业化部分，提出要加快超高清视频监控、工

业相机、医疗影像设备等行业专用系统设备的产业化。 

 在重点发展任务的加快行业创新应用部分，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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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点发展任务的加快行业创新应用部分，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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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防监控：新一轮超高清迭代开启，智能化升级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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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防监控行业来看，如我们在前期报告《安防监控行业系列研究之一：上游

视角看行业发展，智能化带来新机遇》中所述，行业早在2010年就开始进行高清

化迭代，目前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智能化的迭代： 

 高清化方面：自2010年开始，在监控前端设备中，图像传感器方面CMOS

对CCD形成大范围的替代并且像素密度持续提升，光学镜头方面也同步进

行着分辨率提升和变焦倍率的增大，与此同时，CMOS所采用的集成电路

工艺的摩尔定律以及光学镜头领域的国产厂商崛起使得监控摄像机的成本

快速下降，并且编码压缩算法的迭代进步缓解了采集内容的高清化对于网

络带宽和后端存储的压力，以上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下，安防监控系统进

行了持续的高清化迭代。 

 智能化方面：自2015年开始，以高清视频图像信息为基础，深度学习算法

的成熟为计算机视觉技术带来革命性进步，人、车、行为、场景识别等功

能纷纷突破应用门槛。依靠云边融合的架构共识，安防监控系统正在从

“看得见”、“看的清”、“看得远”向“看得懂”进行转变。 

 

从目前的迭代情况来看，IHS Markit数据显示我国安防监控行业的高清化迭代

已经趋于完成，但超高清和智能化仍有广阔渗透空间： 

 高清化方面：根据IHS Markit数据，2017年，中国安防监控摄像机出货结

构中，普通模拟相机、同轴高清相机以及网络高清相机的占比分别为

5%、10%和85%，其中网络相机中目前最低的配置130万像素（1280×

960）也已达到了高清的标准，因此可以认为高清监控摄像机的出货比例

已经达到了95%，高清化的迭代已经趋于完成。但是，网络相机中4K超高

清的比例仅为2%，可见超高清的迭代空间仍十分巨大。 

 智能化方面：根据IHS Markit数据，2017年，中国安防监控前端网络相机

出货结构中搭载深度学习算法的智能摄像机的比例仅为0.4%，后端录像

机/服务器中，搭载深度学习算法的后端设备的比例也仅为0.4%。 

我们认为，《计划》的出台将开启我国安防监控行业新一轮的超高清迭代，并

且加速推动目前已在进行的智能化升级的落地，大幅打开行业空间，利好行业内厂

商如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的业绩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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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017年中国安防监控前端相机出货结构（按模

拟和网络划分） 

 图 2：2017年中国安防监控前端模拟相机出货结构

（按清晰度划分） 

 

 

 
数据来源：IHS Markit，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IHS Markit，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工业视觉：以视频技术和计算机视觉为核心，安防厂商迎来新蓝海 

 

依托在视频技术和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积累，国内领先的安防监控厂商海康威视

和大华股份均在2016年布局了工业视觉领域的业务，相关产品包括工业相机、视觉

控制器等，可以在工业生产线上替代人工完成参数或缺陷检测、定位和引导等功

能，推动实现工业生产的自动化。 

我们认为，虽然目前工业视觉的业务对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的业务贡献比例仍

在低个位数级别，但是《计划》的出台有望加快工业视觉设备和解决方案在工业生

产中的应用，为安防监控龙头厂商的持续成长打开新空间。 

 

显示面板：4K 电视时代全面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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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图 3：2017年中国安防监控前端网络相机出货结构

（按像素规模划分） 

 图 4：2017年中国安防监控前端网络相机出货结构

（按是否支持4K划分） 

 

 

 
数据来源：IHS Markit，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IHS Markit，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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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中涉及到显示面板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发展目标中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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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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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任务中要求：加强超高清车载屏幕产品研发量产。 

 在保障措施中提到：支持行业协会联合彩电企业开展彩电“汰旧换优”，加大

超高清电视推广力度。 

 

根据HIS Markit统计，从当前TV面板全球出货量来看，2018年4K TV面板销量

占比大约为40%，而8K TV面板出货量全年不到5万片，占比几乎为零。而从中国

地区来看，2018年全球4K TV面板销量占比大约为27%左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且其中符合HDR、宽色域、三维声、高帧率、高色深要求的面板占比会更低，因

此相对于2020年40%的占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分辨率更高的面板，相对来说更加消耗光罩、光刻等产能，所以高清屏占比的

提升，对面板的产能去化有带动。 

与此同时，该计划中的“汰旧换优”政策预计也将对TV销量有较为明显的拉

动作用，因此对于面板需求也将形成带动，有助于缓解目前整体面板产能偏过剩的

现状。 

 

上游芯片：进口替代推动视频产业链需求大幅提升 

 

《计划》中涉及到上游芯片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发展目标中要求：到2022年，CMOS图像传感器、光学镜头、专业视频处理芯

图 5：全球TV面板出货量（按分辨率分类）  图 6：中国地区TV面板出货量（按分辨率分类） 

 

 

 

数据来源：IHS Markit，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IHS Markit，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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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编解码芯片等核心元器件取得突破。 

 重点任务中要求：支持面向超高清视频的SoC核心芯片、音视频处理芯片、编

解码芯片、存储芯片、图像传感器、新型显示器件等的开发和量产；加强超高

清车载图像传感器研发量产。 

 

上游芯片是视频产业链核心设备中成本占比最高的零组件之一。 

 SoC芯片：以华为海思为代表的国内芯片厂商依靠其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和

更好的本地服务支持能力。IHS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DVR SoC芯片市场

中，海思已经占到了75.8%的份额，而之前份额最大的TI的市占率已经被挤

压至9.7%。 

 视频编解码芯片：IHS数据显示，2013年海思在国内安防监控网络摄像机制

造市场的份额达到了37.3%，仅次于TI的42%，而目前华为海思已经成为了

IPC芯片领域的最大供应商（IHS在2014年报告中预计海思在该年的市场份

额将达到64%）。另外，目前中星微、富瀚微、北京君正、国科微、全志科

技等国内芯片厂商也均在IPC芯片领域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举例来看，

2017年，富瀚微在IPC芯片出货量已超过千万颗，国科微和北京君正视频芯

片业务收入分别已超过1.3和0.8亿元）。 

 图像传感器：光学摄像头在视频监控的前端，负责视音频信息的采集，是

视频产业链中重要的基础设备，前端（感知）的多维度、全天候、立体化和

智能化是构成系统效能的重要基础。CMOS的像素密度提升直接推动了安

防监控高清化进程。国内厂商包括韦尔股份（拟收购豪威科技和思比科微）、

格科微等。 

 存储芯片：目前存储芯片主要依靠三星、美光、海力士等海外供应商。国内

存储芯片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厂商包括合肥长鑫、长江存储等。 

图 7：2017年前三季度宇视科技原材料采购金额结构 

 

数据来源：千方科技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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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中国市场DVR SoC芯片市场格局  图 9：中国市场IPC SoC芯片市场格局 

 

 

 

数据来源：IHS，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IHS，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10：2017年CMOS图像传感器市场竞争格局  图11：CMOS图像传感器各厂商历年营收及复合增

速 

 

 

 

数据来源：Yole Développement，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Yole Développement，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投资建议 

超高清视频产业加速发展过程中，对安防、面板、上游芯片领域提出了具体的

目标和要求，带动产业链发展。产业链相关标的包括海康威视、大华股份、京东方

A、韦尔股份、兆易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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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视频产业链相关标的梳理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表2：产业链相关标的估值比较表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相关业务 单位 

市值 净利润 PE 

（截至 2019/3/3) 2017A 2018E 2019E 2017A 2018E 2019E 

海康威视 002415.SZ 安防 RMB 3242.98 87.25 138.86 169.84 37.17 23.35 19.09 

大华股份 002236.SZ 安防 RMB 469.73 22.00 31.26 38.51 21.35 15.03 12.20 

*京东方 A 000725.SZ 面板 RMB 1475.42 82.18 41.44 56.74 17.95 35.61 26.00 

*韦尔股份 603501.SH CMOS 芯片 RMB 188.93 1.36 3.72 5.06 139.37 50.76 37.36 

兆易创新 603986.SH 存储芯片 RMB 262.47 3.71 5.07 6.13 70.69 51.77 42.82 

*富瀚微 300613.SZ 编解码芯片 RMB 48.41 0.99 0.94 1.24 49.08 51.50 39.04 

*国科微 300672.SZ 编解码芯片 RMB 52.10 1.21 - - 43.00 - - 

*北京君正 300223.SZ 编解码芯片 RMB 51.49 0.06 - - 889.85 - - 

*全志科技 300458.SZ 编解码芯片 RMB 73.94 0.16 2.37 3.20 457.21 31.17 23.13 

注：表中带* A 股盈利预测均来自 wind 一致预测，其余来自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风险提示 

技术更新换代风险；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不及预期风险；面板价格下滑风险；

汇率风险；专利风险等。  

细分领域 相关标的

安防 海康威视、大华股份

面板 京东方A

上游芯片

视频编解码 富瀚微、国科微、全志科技、北京君正

CMOS 韦尔股份

存储芯片 兆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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