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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事件： 

2020年12月28日，小米正式发布小米11手机。 

 屏幕参数优势显著，建议关注OLED屏产业链投资机会。小米

11此次搭载6.81英寸的四曲面挖空式AMOLED全面屏，采用了

三星最新的E4材质，屏幕亮度高达1500nit，分辨率高达

3200*1400，像素密度达515ppi，同时还支持最高480Hz的触控

采样率和120Hz的刷新率。 

屏幕评测机构DisplayMate对该款屏幕评级为A+（最高级

别），且刷新了其13项评测记录，如最高分辨率，最高OLED

峰值亮度，最高颜色准确度等。屏幕作为人机交互的重要窗

口，成本占比较高，为智能手机差异化竞争的重要领域，以

iPhone12为例，其OLED屏成本占比高达18.77%；近年来继全

面屏快速渗透之后，刷新率、分辨率和色彩表现等参数则成为

手机等终端产品的重要看点。 

从行业格局来看，三星和LG率先实现OLED量产，享有一定的

先发优势，占据约90%的全球市场，不过近年来国内面板龙头

厂商亦积极布局OLED领域，2019年出货量同比增长2.28倍，

未来随着产能进一步爬坡和良率提升，有望持续提高市场份

额，建议关注面板龙头京东方A等。 

 标准版取消附赠充电器，有望与苹果、三星共同引领行业

趋势。小米11分标准版和套装版，其中标准版取消了随机附赠

的充电器和数据线，这也是继苹果、三星之后的第三家手机厂

商取消随机充电器；同时此次发布会上小米还发布了其第二款

GaN充电器（55W），有助于在该领域培育用户。 

我们认为，头部手机厂商相继取消附赠充电器，或将引领行业

趋势，快充产业链有望迎来成长机遇，同时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GaN基于其功率密度大、能量转化效率高及体积小等优势，将

成为快充技术升级的重要方向，未来市场有望快速渗透，建议

关注充电器代工龙头领益智造、品牌厂商安克创新等。 

 

 [Table_MainProfit] 
 

-20.00%
-1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电子(申万) 沪深300



 

                                                                         行业重大事件点评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2of3 

 

Q3 出货量同比增长 35%，高端机型占比有所提升。据 Counterpoint 发布的 2020

年第三季度全球手机市场出货量来看，小米市场份额达 12%，位列全球第 3，仅次

于三星和华为（含荣耀），且出货量同比增长 35%，增幅领先全球前五大品牌厂商。

今年以来，小米发布旗舰机型小米 10，跻身高端机型市场，据 IDC统计，今年上

半年国内手机市场 600 美元以上高端机型中，小米份额达 4%，位列苹果和华为之

后。我们看好未来小米手机市场份额的持续拓展，以及其 5G手机和高端机型占比

进一步提升趋势。建议关注小米集团等。 

风险提示：全球宏观经济下行，新冠疫情持续蔓延，贸易摩擦加剧，技术创新不达

预期，下游需求不达预期，业绩增长低于预期，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国内外二级

市场系统性风险等。 

 

表 1：重点公司盈利预测情况 

股票代码 公司 

EPS（元/股） PE（倍） 收盘价

（2020.12.29） 2019 2020E 2021E 2019 2020E 2021E 

000725.SZ 京东方 A 0.06 0.13 0.26 82.34 43.49 21.13 5.59 

002600.SZ 领益智造 0.28 0.34 0.49 39.11 36.39 25.33 12.53 

300866.SZ 安克创新 1.97 2.15 2.92 -- 79.64 58.73 172.94 

1810.HK 小米集团 0.41 0.51 0.63 23.10 54.28 43.65 27.69 

资料来源：Wind，国开证券研究部 

注：上述公司均系 wind 一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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