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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新材料行业 OLED材料系列报告一 谨慎推荐
（首次评级）

2019年 12月 6日

OLED产业发展掣肘渐去，发光
材料国产化迎来发展良机
 OLED产业正迈入高速增长期，预计 2022年市场空间超 500亿美元

OLED是基于电致发光的第三代显示技术，与 LCD相比，OLED具有以下

优势：轻、薄、响应速度快、视角大、功耗低、色域值广、可实现柔性显

示和透明显示等。

OLED下游主要包括显示及照明两大领域，预计 2022年 OLED面板全球

市场空间将达到 511亿美元，2019-2022年复合增长率为 21%。显示领域，

手机贡献最大市场需求，预计 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 333亿美元。OLED 照

明领域全球市场规模预计至 2022年将超过 35亿美元，2019-2022年复合

增长率超过 80%。

 国内 OLED发展掣肘逐步消解，驱动上游材料国产化进程加速

良品率低和产能不足是制约国内OLED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近年来，这

些因素正逐步得到解决：1）国内 OLED面板良品率持续爬升，成本有望

降低：以京东方为首的国内面板厂商良品率未来 2-3年有望爬升至接近全

球龙头三星的水准，而当良品率超过 80%时，OLED成本将低于 LCD，驱

动渗透率更快提升；2）国内面板厂商加大产能布局，未来 2-3年产能陆续

释放：中国大陆诸多企业建设多条 AMOLED生产线，未来 2~3年将陆续

投产，届时可形成约 46万片/月 6代AMOLED面板产能。

战略层面避免供应链关键环节“卡脖子”，上游材料国产化势在必行：OLED

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基本被国外企业垄断，随着产能增加及良品率提升，

国内OLED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关键材料供应“卡脖子”的风险及高成

本的压力，使得上游关键材料供应的国产化势在必行。

政策协力推动国产化进程加速：国家相关部门陆续颁布了多项政策以持续

促进和引导OLED产业规范发展。

 OLED材料中发光材料更具投资价值

基于OLED市场关联度、市场规模、增长率、毛利率、国内企业进展等

指标对 OLED 上游材料进行筛选，我们认为作为 OLED性能关键基础的

发光材料更具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同时可以关注柔性 PI膜、精细金属掩

模板、光掩模板、光刻胶等材料。

下一篇系列报告将进一步阐述OLED发光材料的四大发展要素和投资策略。

 风险提示

OLED 终端需求不及预期，面板产能建设进度不及预期，良品率爬坡不及

预期，其他显示技术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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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LED产业正迈入高速增长期，预计 2022年市

场空间超 500亿美元

1.1 OLED是新一代的显示技术，相比于 LCD性能优势明显

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是一种

具有多层结构的有机电致发光器件，可应用于显示及照明领域，是继 CRT

（显像管）、LCD（液晶）显示后基于电致发光的第三代显示技术。作为

新型显示技术，OLED目前正处于产业爆发前期，根据显示技术发展历程，

未来十年或将是 OLED逐步占据主导的时代。

图表 1显示技术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OLED的发现要追溯到 1963年，Pope发现了单晶蒽的电致发光特性，

但真正意义上的OLED是在 1979年由邓青云教授偶然发现的。随着OLED

技术的不断改进，OLED 发光特性也从荧光发射、磷光发射逐渐过渡到

TADF（热激发延迟荧光）发射。

随着 2010年三星开始发售 Galaxy S 系列手机，OLED商业应用化趋

势也愈发明显。2017年苹果 iphone X开始采用 OLED屏幕，2018年柔宇

科技推出了世界第一款具有 7.8英寸 OLED面板的可折叠智能手机，2019

年三星、华为、摩托罗拉也相继推出可折叠手机，小米亦发布了一款 OLED

环绕屏手机，未来柔性、可折叠 OLED屏幕或将引领显示技术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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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OLED的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按照驱动方式划分，OLED 可以分为无源驱动（Passive Matrix，

PMOLED）和有源驱动（Active Matrix，AMOLED）。PMOLED 单纯地

以阴极、阳极构成矩阵状，以扫描方式点亮阵列中的像素，每个像素都是

在短脉冲模式下瞬间高亮度发光。AMOLED则是采用独立的薄膜电晶体

去控制像素，可使用低温多晶硅或者氧化物 TFT驱动每个像素连续独立

发光，从而实现更快速和更精确的像素发光控制。

图表 3 PMOLED和 AMOLED结构

资料来源：电子发烧友，基业常青

PMOLED在较大尺寸领域中会出现耗电量大、寿命降低等问题，因

此主要应用在显示简单的微型设备方面，如智能手表、手机副显示屏等。

与 PMOLED 相比，AMOLED 在能耗、显示质量和寿命周期上更具有优

势。近年来，AMOLED越来越受青睐，商业上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大，大

约在七八年前 AMOLED产值就已经超越了 PMOLED，成为 OLED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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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AMOLED和 PMOLED性能比较

特点 无源驱动（PMOLED） 有源驱动（AMOLED）

发光方式 瞬间高亮度发光 连续驱动发光

能耗
耗电量大，发光器件的老化

速度快
驱动电压及耗电量低

发光寿命
发光寿命较短，不适合大尺

寸发展
发光寿命和亮度提高容易

显示质量
实现高亮度、高分辨率较

难，需要外接驱动电路

易于实现高亮度、高分辨率，可将驱动电

路集成化、小型化

材料及生产成本 低 高

驱动电路设计 容易 复杂

资料来源：CNKI，基业常青

目前更主流的 LCD技术的发光原理为：在背光层（Back-light）上加

一层滤光片来显示彩色，背光层一般是由大量显示白光的 LED 组成的；

为了调整红绿蓝发光的比例，在背光层和滤光片之间加入液晶层，通过改

变电压的大小来控制开合的程度从而调节发光。相比 LCD，OLED不需要

LCD屏幕的背光层，也不需要控制出光量的液晶层，属于自发光技术，

其基本结构是在铟锡氧化物（ITO）玻璃上制作一层有机发光材料作为发

光层，发光层上方有一层低功函数的金属电极，构成如三明治的结构，只

要通电就能点亮。与 LCD相比，OLED具有以下优势：轻、薄、响应速

度快、视角大、功耗低、色域值广、可实现柔性显示和透明显示等。

图表 5 LCD和 OLED每个自像素的纵切截面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图表 6 LCD与 OLED性能比较

对比项目 LCD OLED

结构特征

背光层 需要 不需要

液晶层 需要 不需要

厚度 厚（2mm） 薄 (<1.5mm)

重量 重 轻

响应速度 大于 4ms 小于 0.001ms

对比度 较高（100：1） 高（>1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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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性能 发光方式 需要背光源 自发光

柔性展示 无柔性 可弯曲、可折叠

视角 较大（10：1） 大 (1000：1)

工作性能

能耗 同等亮度下能耗较小，但

背光源长亮可能使其大

于 OLED

小（0.3-0.6）

温度性能 有待提高（-20-60℃） 温度性能卓越，抗震（-45-80℃）

生产工艺

量产技术 量产技术成熟，性能稳定 大尺寸量产技术尚未形成

制造工艺 复杂 复杂

成本&价格 较高 高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1.2显示及照明两大下游拉动 OLED高速发展，2022年市场空间

超 500亿美元

OLED产业链可以分为上中下游三个生产阶段，上游为制造设备、材

料制造与零件组装；中游为 OLED面板制造、面板组装；下游终端应用市

场涉及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手机、电视、穿戴设备、电脑、车载、AR/VR

及照明等。下游按照显色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显示和照明两大领域。

图表 7 OLED产业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在显示终端应用领域，手机贡献最大市场需求。据统计，2018 年智

能手机占比达到 71%，其次是可穿戴设备占比 10%，电视及家用电器占比

6%，此外其他领域占比 10%。

根据 DSCC预测显示，2018年 OLED手机面板出货量达到 543百万

片，同比增长 27%，其中柔性 OLED 手机面板出货量为 331 百万片，同

比增长 39%，至 2022年，柔性 OLED手机面板出货量将达到 598百万片，

占整个 OLED面板出货量的 50%以上。2019年 OLED面板在手机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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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渗透率将超过 35%，至 2021年将逐步取代 LCD手机面板成为新一代主

流显示技术。2021年智能手机 OLED面板市场空间将达到 346.5亿美元，

尽管可能由于面板价格下调使得 2022 年 OLED面板市场空间较 2021 年

有所下降，但仍将达到 333.8亿美元。

图表 8 2018年 OLED应用领域情况 图表 9 2016-2022年 OLED手机面板渗透率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DSCC，基业常青

图表 10 2016-2022年 OLED智能手机面板出货量 图表 11 2016-2022年 OLED智能手机面板市场空间及增速

资料来源：DSCC，基业常青

电视是 OLED显示领域又一大应用市场。根据 DSCC 预测显示，2018

年 OLED 电视面板出货量为 2.9 百万片，同比增长 66%；2019 年同比增

长28%达到3.6百万片。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LG公司在广州G8.5

代线投产前产能受限，预计在 2019年下半年恢复产能。2023年 OLED电

视市场空间将达到 105亿美元，2018-2023年复合增长率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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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2016-2019年 OLED电视面板出货量及增速 图表 13 2017-2023年 OLED电视面板市场份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DSCC，基业常青

除手机、电视领域外，未来 OLED显示在 VR及可穿戴领域也将占有

一席之地。VR设备看重轻薄、广视角、高刷新率和低余晖，OLED 是唯

一可以提供良好舒适体验的显示屏。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预测显示，2020

年 VR 领域 AMOLED 面板全球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5.5 亿美元以上，

2016-2020年复合增长率达到约 63%。可穿戴设备需要具备弯折功能，并

追求屏幕部分区域常亮，OLED以其柔性和低功耗的特点成为最佳选择。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预测，可穿戴智能设备未来发展主要集中在智能手表

领域，2020年全球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0 亿美元左右，2016-2020年复合

增长率达到 71%。

图表 14 2016-2020年 OLED在 VR、智能手表领域市场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基业常青

未来 OLED面板将在显示终端每个领域的渗透率都有所增加。预计

2022年 OLED面板全球市场空间将达到 511亿美元，2019-2022年复合增

长率为 21%。手机领域仍为第一大市场，是未来几年 OLED市场的主要

需求方；电视领域虽为第二大市场但渗透率相对较低，这主要是由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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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技术在成本及使用寿命上不具优势，并且随着多种新兴技术并行发

展，OLED技术将同量子点、MiniLED、MicroLED等新兴技术展开竞争。

图表 15 2017-2023年 OLED在不同应用领域市场空间预测（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DSCC，基业常青

图表 16 OLED面板在中小尺寸已经商业化并成为主流技术

资料来源：西安瑞联招股书，基业常青

照明是 OLED技术另一大应用领域。相比于传统照明产品，OLED具

有节能、环保、寿命长、体积小、发光均匀柔和、可弯曲等特点，可以广

泛应用于各种指示、装饰、背光源、普通照明和城市夜景等领域。根据

UBI 预测显示，2022 年 OLED 照明全球市场空间将达到 35 亿美元，

2017-2022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80%。

图表 17 OLED照明特点

OLED照明特点 具体表现形式

天然面光源 以大面积真空热蒸镀成膜工艺制造

发光均匀柔和 接近郎泊辐射分布，没有蓝光

可弯曲 可以制造在柔性衬底上设计成多种造型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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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2017-2025年各 OLED照明领域市场份额预测

资料来源：UBI，基业常青

2 国内 OLED发展掣肘逐步消解，驱动上游材料

国产化进程加速

2.1国内面板厂商逐步解决 OLED发展掣肘因素

2.1.1良品率低和产能不足是制约国内 OLED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OLED显示技术有诸多优点，但在大面积推广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阻碍。

良品率低和产能不足是制约国内 OLED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良品率低是造成 OLED 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中国面板

企业并没有第 6代 AMOLED生产线的生产经验，要短时间内快速提升良

率并不容易。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三星从实验线到第 6代 AMOLED生产

线量产，经过 10年以上的技术积累，目前国内 OLED面板厂商基本是跟

随三星的技术路线研产，OLED 面板量产时间可能不需要 10年之久，但

是良品率爬升仍需要一定时间。

OLED面板供应不足，无法满足所有下游厂商的需求。中小尺寸方面，

三星占据了 90%以上的市场份额，除了满足自家需求以外，还要供给苹果，

因而无法满足其他手机厂商的需求。大尺寸方面，目前除 LG以外的其他

企业尚未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如中国面板巨头京东方在 2016年联合创维

推出首台完全自主的 OLED 电视，但是并未形成大尺寸 OLED 面板实际

产能。

为了提高良品率和增建产线，国内面板厂商投资几百亿元用于购买昂

贵的设备和材料，这些新设备的折旧和 OLED 材料费用都需要摊销到

OLED面板的成本当中，从而推高了 OLED面板的价格。因此，良品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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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能不足将导致 OLED面板价格居高不下，从而制约了 OLED在我国

的大面积推广。

2.1.2国内 OLED面板良品率持续爬升，成本有望降低

国内 OLED面板良品率持续爬升。良品率低一直制约着我国 OLED发展，

蒸镀过程是提高良品率的关键步骤，而上游蒸镀设备供应不足是良品率低的

主要原因之一。过去三星和 LG 增建产线几乎买断了相关蒸镀设备，近几年

国内面板厂商陆续采购蒸镀设备，良品率逐渐提升；截止到 2018年底京东方

成都 6代线综合良品率已经达到了 70%，2019年 11月维信诺昆山 5.5代线综

合良率达 90%，固安 6代线也达 70%。根据 DSCC预测，2021年国内面板厂

商在刚性和柔性 OLED面板方面良品率将会提升至与三星基本持平，2023年

可折叠 OLED面板良品率也有较大的提升。

图表 19 2016-2023年刚性 OLED面板良品率预测 图表 20 2016-2023年柔性 OLED面板良品率预测

资料来源：DSCC，基业常青

图表 21 2016-2023年可折叠 OLED面板良品率预测 图表 22 2016-2023年全球 OLED面板最高良品率预测

资料来源：DSCC，基业常青

OLED面板良品率提升，成本将逐步降低至 LCD 以下，渗透率有望

增加。由于 AMOLED结构上少了背光模组、极化偏振片、彩色滤光片等

结构，相比 LCD 面板结构较简单，原则上 AMOLED 的材料成本应该低

于 LCD 面板。目前 AMOLED 较高的成本主要来自折旧、劳动力成本等

其他费用，如果组件和材料价格合理，这些费用的单位成本将随着量产的

规模效应而减少。根据 Display Research数据显示，当生产良品率超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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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OLED成本将低于 LCD。一旦成本低于 LCD，OLED 将凭借其性能

优势大规模替代 LCD。因此，未来 2-3年，随着良品率提升，OLED成本

将会逐渐降低，从而渗透率增加，逐步成为主流显示技术。

图表 23 AMOLED良品率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Display Research，基业常青

2.1.3国内面板厂商加大产能布局，未来 2-3年产能陆续释放

随着 OLED显示技术的发展，国内企业投入巨资建设 AMOLED生产

线。近年来，中国大陆诸多企业总共投入了约 4400亿资金来建设多条 4～

6代 AMOLED生产线，最终可形成约 46万片/月 6代 AMOLED面板产能，

其中八成以上为柔性 AMOLED 面板。随着 2019 年 7 月绵阳第 6 代柔性

AMOLED生产线的投产，国内面板龙头京东方已拥有成都、绵阳两条实

现量产的 6代 AMOLED生产线，有效的带动了国内 OLED产业链上下游

的发展。

目前全球能够量产柔性 OLED面板的厂商主要有六家，包括三星、京

东方、维信诺、LG、深天马和柔宇，其中国内厂商占据 4席位置。目前，

京东方成都 6 代线 AMOLED 面板已经至少应用于 10 款智能手机，覆盖

华为、OPPO、Vivo等品牌，京东方预计今年 AMOLED产能将占全球份

额的 18%；维信诺已经成为小米、中兴、LG、传音等多个品牌客户的供

应商，未来 2~3年内随着中国面板厂新增柔性 AMOLED面板产线陆续投

产，产能集中释放，三星、LG在 OLED面板产业的垄断地位或将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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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国内现有 OLED产线情况

厂商 产线
投资金额

（亿元）
产能（K/月） 投产时间 类型

京东方

（BOE）

鄂尔多斯 5.5代线 220 2 2014 刚性

成都 6代线 465 48 2017 柔性

绵阳 6代线 465 48 2019 柔性

重庆 6代线 465 48 2020 柔性

福州 6代线 465 48 2021 柔性

深天马

上海 4.5代线 14 7.5 刚性

上海 5.5代线 45.5 15 2016 刚性

武汉 6代线（刚+柔） 265 37.5 2018 刚性/柔性

华星光电

（TCL）
武汉 6代线 350 45 2019 柔性

维信诺

昆山 5.5代线 45.3
15（硬 10K

软 5K）
刚性/柔性

固安 6代线 300 30 2018 柔性

合肥 6代线 440 30 2021 柔性

和辉光电

上海 4.5代线 70.5 15 刚性

上海 6代线（刚+柔） 272.78 30

2019年 1月

试生产，2021

年达产

柔性

柔宇科技 深圳 6（5.5）代线 110 15 2018 柔性

信利
惠州 4.5代线 63 30 2016 刚性

眉山 6代线 362 30 2021 柔性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2019年 9月底国内首条自主研发和制造的 OLED照明 G2.5代产线成

功点亮，该量产线可在 370mm×470 mm 基板上根据需要制备多种类型的

OLED照明器件。截至 2019年 9月 23日，该条蒸镀线已实现红光、绿光、

蓝光和白光 OLED照明面板的制造并成功点亮；随着对设备的稳定性进一

步优化，预计明年上半年该产线可进行小批量出货。照明产线的成功点亮，

证明中国已具备开发和制造中小尺寸 OLED面板的能力。

图表 25国内首条自主研发和制造的 OLED照明 G2.5代产线成功点亮

资料来源：OLEDindustry，基业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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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战略层面避免关键供应“卡脖子”，上游材料国产化势在必行

OLED面板制造工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背板段、前板段及模组段。

背板段工艺通过在玻璃基板或柔性基板上多次反复的成膜、曝光、蚀

刻形成 LTPS（低温多晶硅）驱动电路，为发光器件提供信号和电源输入，

涉及材料主要有玻璃基板、光刻胶、掩膜版等。

图表 26 OLED背板段工艺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前板段工艺通过蒸镀设备将有机发光材料通过高精度金属掩膜版精

准地沉积在背板上，与驱动电路结合形成发光器件，并在无水无氧环境中

进行封装，涉及材料主要有精细金属掩膜版、有机发光材料、封装材料等。

图表 27 OLED前板段工艺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模组段工艺主要将封装完的面板切割成适合下游应用的尺寸，再进行

面板测试、偏光片贴附、IC绑定、TP、玻璃盖板贴附及最终的模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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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 OLED模组段工艺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OLED制造流程中使用的关键材料主要包括玻璃基板、光刻胶、光掩

模板、偏光片、柔性 PI 薄膜、有机发光材料、精细金属掩模板、薄膜材

料等。上述 OLED关键材料行业大多为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目前供

应被国外企业所垄断，以美、日、韩企业为主。

图表 29 OLED上游关键材料竞争格局

关键材料 代表公司 总体情况

玻璃基板
美国康宁、日本电气硝子（NEG）、旭硝子（AGC）、

德国 SCHOTT

属于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制造工艺

复杂，高技术门槛，核心技术被美、日企业所掌握。

光刻胶

彩色光刻胶：日本合成橡胶（JSR）、住友化学三菱

黑色光刻胶：东京应化（TOK）、住友化学、新日

铁化学、三菱化学等

目前全球市场基本被美日韩等国家地区垄断，尤其是

日本企业，全球专利分布前 10占 7成。

光掩模版
Photronics、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 DNP、日本凸版印

刷株式会社 Toppan

市场集中度高，寡头垄断严重；国内的光掩模版行业

仅能够满足中低档产品的市场需求。

偏光片

PVA、TAC膜材：日本可乐丽、日本合成化学、日

本富士胶片、柯尼卡

偏光片： LG、日东电工、住友、奇美、三利谱

上游核心原材料 PVA膜和 TAC膜由日本企业垄断全

球市场，约占总成本的 60%~70%；偏光片的生产具

有较高的行业壁垒，主要被日韩企业所垄断。

PI薄膜（柔性）

PI膜基板材料：韩国 SUM、日本 UBE、日本 Kaneka、

韩国 SKC Kolon PI

PI膜盖板材料：韩国 SKC、日本 Sumitomo-Chemical、

韩国 Kolon Industry、LG化学

OLED发展初期，日本企业几乎垄断了 PI膜市场。国

内 PI膜产品大都集中在低端的电工级 PI膜，高端电

子级 PI膜则依赖进口。

精细金属掩模版
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 DNP、韩国Wave Electronics、

Poongwon、E-CONY、SEWOO、LG、日本 TOPPAN

国内能够生产 FMM的企业几乎没有，日本企业产能

偏紧。

有机发光材料

UDC、陶氏化学（DOW）、三星 SDI、LG化学、

出光兴产、保土谷化学、默克、德山金属、日本东

丽

主要为美日韩厂商所垄断，国内能实现高质量、大规

模量产的厂商很少。

薄膜封装
三星 SDI、LG化学、美国 3M、日本三井化学株式

会社（Mitsui Chem）

国外技术比较成熟，占市场主导；国内企业客户主要

集中在食品、药品包装领域。

资料来源：新材料在线、中国产业信息网等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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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 OLED产能逐步释放，面板厂商可能面临成本的压力及上

游材料“卡脖子”的风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市场竞争逐渐激烈，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外面板企业通过降价等

措施迫使国内面板厂商压低面板价格，盈利下降从而增加成本压力；

第二，上游关键材料及设备企业产能有限，在优先供应三星、LG等

国外企业后，存在供不应求的风险；

第三，国外面板厂商凭借自己的垄断优势与上游材料企业达成限制性

协议，对国内 OLED面板企业的发展壮大进行阻击；

此外，日韩贸易战爆发也为国内 OLED面板产业的供应链安全敲响了

警钟，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包括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 3种

半导体及 OLED材料，严重影响了韩国相关企业的正常经营。

2.3政策协力推动 OLED材料国产化进程加速

随着 OLED显示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化落地，OLED发展已经引起

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陆续颁布了多项政策以持续

促进和引导 OLED产业规范发展。

2012年，国家推出《“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加快推进 OLED等新一代显示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此后的六年间，一

系列相关政策陆续出台，鼓励和支持 OLED材料、OLED面板及工艺等方

面的创新发展。以京东方、维信诺为首的国内面板厂商纷纷斥巨资建产线、

提良率，预计未来 2-3年国内 OLED面板将迎来高速增长期。

图表 30 OLED产业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相关内容

2012年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加强关键材料及设备的国产化配套，明确提出“加快推进 OLED

等新一代显示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2014年 《2014-2016年新型显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强调新型显示是信息产业重要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产业，推动新

型显示成为新一代信息金属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

2014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组织实施新型平板显示和宽带网络设备研发

及产业化专项有关事项的通知》

将新型平板显示技术领域列为专项支持重点，其中包含了

AMOLED用高精度金属银铜蒸镀掩模版研发和产业化

2015年 《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 柔性显示等新型显示材料作为其中发展重点

2016年 《实施制造业升级改造重大工程包》
提出重点发展低温多晶硅，氧化物，有机发光半导体显示等新

一代显示量产技术，建设高世代生产线

2016年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把发展印刷 OLED技术作为重点支持项目之一，草拟中的国家

新材料重大工程中也将印刷 OLED技术列入

2016年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计算等重点专项的申

报通知》

构建 OLED等新型显示技术，培养一批创新创业团队，培育一

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2018年 《新型显示产业超越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引导支持新型背板、超高清、柔性面板等量产技术研发，加快

布局 AMOLED微显示、量子点、印刷 OLED显示、MicroLED

显示等显示技术，完成产业新技术路线的探索和布局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中国产业信息网，基业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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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本章，我们认为：受益于 OLED下游巨大的市场空间和较快的

增速，以及未来 2-3年国内OLED面板良率的逐步爬升和产能的逐渐释放，

并且伴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国内 OLED产业正在迈入高速发展阶

段；同时，国内 OLED面板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关键材料供应“卡脖

子”的风险和高成本的压力，因此推动上游材料供应链的国产化势在必行。

3 OLED材料中发光材料更具投资价值

我们基于 OLED市场关联度、市场规模、增长率、毛利率、国内企业

进展等指标，对 OLED上游关键材料的投资价值进行分析和遴选：

（1）玻璃基板、光刻胶、光掩膜版、偏光片等是属于 LCD、OLED

共同使用的材料，目前仍以 LCD为主，受 OLED产业驱动并不显著；

（2）PI薄膜在显示领域主要应用于 OLED折叠手机场景，未来随着

OLED折叠手机放量增长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有机发光材料、精细金属掩膜版、薄膜封装材料等受 OLED产

业发展的整体驱动，其中作为主材（30-35%成本占比）的发光材料拥有

73亿元的较大市场规模（2018年），毛利率高达 60-80%，并且发光材料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OLED面板的发光性能，是 OLED的关键核心材料。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 OLED发光材料随着 OLED 材料供应链的

国产化将更具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同时可以关注 PI膜、精细金属掩模

板、光掩模板、光刻胶等材料。

图表 31 OLED上游关键材料竞争格局

关键材料
2018年全球市

场规模（亿元）

2018-2022年

复合增长率
毛利率

材料类型

（主材/辅材/耗材）
国内企业及进展 主要应用领域

玻璃基板 788.6 3-5% 10-30%
主材

(20%)

彩虹股份、东旭光电、凯盛科技

（6代以下中小尺寸，国产化率 80%）
LCD、OLED

光刻胶 158 5% 30-50% 辅材
永太科技、阜阳欣奕华

（研发和小批量生产阶段）
LCD、OLED

光掩模版 58 31% 30-40% 耗材
清溢光电、路维光电（可生产 6代及以

下高精度 AMOLED/LTPS用掩膜版）
LCD、OLED

偏光片 849 4% 15-30% 主材
三利谱、盛波光电、东旭光电（约占全

球 21%份额，主要在 LCD中低端领域）
LCD、OLED

PI薄膜 115.4 10% 30-70% 主材（可折叠）
丹邦科技、时代新材、国风塑业、新纶

科技（研发和小批量生产阶段）

OLED、FCCL、

太阳能电池等

精细金属

掩模版
29.4 38% 20%* 耗材 —— OLED

有机发光

材料
73 21% 60-80%

主材

(30-35%)

莱特光电、奥来德等

（国内多处于研发和小批量生产阶段）
OLED

薄膜封装 1.2 26% —— 主材 康得新、万顺股份、乐凯华光 OLED

*：参考 DNP公司的综合毛利率，暂无精细金属掩模版的细分项毛利率数据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基业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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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系列下一篇报告中，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分析 OLED发光材料这一

细分行业，并阐述该细分行业国产化的四大要素和投资策略，敬请期待。

4风险提示

（1）OLED 终端需求不及预期：下游需求拉动 OLED发光材料的发

展，随着智能手机销量下滑，终端需求增速缓慢，材料需求降低。

（2）面板产能建设进度不及预期：OLED发光材料受下游面板产能

影响较大，如果面板产能建设不及预期，可能会降低上游材料的需求。

（3）良品率爬坡不及预期：良品率的提升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还需要上游关键材料及设备，如果国内面板厂商资金不足或者受制于上游

材料及设备产能不足及国外竞争者签署独家供应权，可能会导致良品率提

升缓慢，面板厂商则很难轻易尝试国内材料，大大影响国内材料的需求。

（4）其他显示技术竞争的风险：随着显示技术的不断发展，不止

OLED显示技术稳步向前，QLED、MicroLED等新型显示技术也得到了大

力推进，各类显示技术各有优势，未来可能在某些领域取代 OLED，导致

OLED材料需求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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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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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看好，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和安全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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