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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行业周报： 

2025 年中国显示技术市场份额将超过

50%，市占率领先企业将长期受益 

行业分类：电子 

行业投资评级 中性 

基础数据（2021/3/19） 

电子（申万）指数 4,291.94 

周涨跌幅 -3.29% 

PE（TTM） 44.6 

PB（LF） 4.1 

近五年电子（申万）指数走势对比图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研究所 

近五年电子（申万）行业 PE-band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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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行情： 

本周电子（申万）指数-3.29%，行业排名 27/28； 

上证综指-1.40%，深证成指-2.09%，创业板指-3.09%。 

个股涨幅前五：彩虹股份（+23.46%）、ST德豪（+15.04%）、大恒

科技（+13.91%）、深纺织 A（+13.59%）、鸿合科技（+12.94%）。 

个股跌幅前五：欧菲光（-18.26%）、华灿光电（-16.36%）、深南

电路（-14.95%）、三安光电（-14.90%）、立讯精密（-12.26%）。 

 

➢ 重要事件 

3 月 14 日，昆山产业科创中心建设发展大会举行，会上 5G 高频

MPI材料产业化项目、5G BAW滤波器等项目签约。5G高频 MPI材

料产业化项目由乌克兰工程院外籍院士杨为佑领衔，聚焦 5G关键

材料及零部件研发，旨在开发 MPI 材料，以期替代被美国、日本

等国垄断的 LCP（液晶高分子聚合物）材料，解决 5G基站天线等

领域关键材料的“卡脖子”问题。 

 

3 月 15 日，2020 年全球智能手机应用处理器（AP）市场规模达

250亿美元，同比增长 25%，7nm和 5nm AP占出货量 40%，台积电

占据智能手机 AP代工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高通收益份额为 31%，

保持领先地位，苹果以 23%份额排名第二，海思份额 18%，排名第

三。 

 

3 月 17 日，基于其一系列的无线 5G 专利，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将

开始向苹果等移动巨头收取“合理”的费用，这将为他们在下一

代网络中的全球领先地位而创造可观的收入来源。 

 

3月 17日，电科装备连续突破大流强长寿命高品质离子源、高速

晶圆传输等“卡脖子”技术，自主研制中束流、大束流、高能、

特种应用及第三代半导体等离子注入机，工艺段覆盖至 28nm，累

计形成核心发明专利 413 项，实现我国芯片制造领域全谱系离子

注入机自主创新发展，有效缓解我国芯片制造领域断链、短链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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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 

由于技术的突破和产业的转移，我国显示技术市场份额不断提高。液晶面板产业为资金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且在市场需求推动下不断创新的产业。面板企业的发展需要政策扶持、技术发展以及资

金投入三者的共同推动。我国液晶面板制造业在近 10 年完成了“跨越式”发展，突破国外的技术封

锁，完成专利布局。目前 LCD 产业链正向中国转移，中国大陆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根据 DSCC

（DisplaySupply Chain Consultants）发布最新预测报告显示，2025 年中国在主要的显示技术和应

用领域的市场份额将都超过 50%。按制造商来看，到 2023年，京东方和 TCL华星预计将占据全球面板

产能 40%以上的份额。 

LCD面板量价齐升，韩企退出进度延缓。由于疫情影响，居家办公室已成全球趋势，笔记本电脑、

液晶显示器等产品需求激增。另一方面，由于 MiniLED 背光技术使 LCD的性能显著提升，帮助其进一

步缩小在高端 IT和电视市场与 OLED的性能差距，因此 LCD在需求上升的同时价格也处于高位。与此

同时，由于市场需求的带动，两家韩国公司退出 LCD 市场的时间将晚于预期。其中，三星有望在 2021

年底前关闭其所有 LCD产能，LG预计在 2022年底关闭除 P9和 AP3以外的所有产能。 

考虑到现阶段整机厂库存持续偏低，面板需求端淡季不淡，叠加玻璃基板和驱动 IC 缺货仍在持

续，我们判断面板的供需紧张将贯穿 2021，且涨价仍将持续。另外，面板供给端的集中式扩产和退出

是面板周期波动的最大影响因素，且价格将随之波动。根据 DSCC预测，预计到 2024年 LCD产能将提

高 5%。我们认为在国内厂商扩产趋缓的形势下，周期波动将逐步弱化，液晶面板产业将进入良率至上、

成本管控优先的时代。现阶段日韩面板厂商退出、国内厂商进一步并购整合正在逐步进行，长期来看，

整合完成后面板价格将回归稳定，行业领先企业有望迎来行业集中度提升、周期性变弱所带来的行业

长期红利。 

 

➢ 半导体：SEMI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半导体行业有望连续三年创下罕见的晶圆厂设备支出纪录新高，2020

年将增长 16%，2021 年的预测增长率为 15.5%，2022 年为 12%。今年和明年两年大部分晶圆厂投资集

中在晶圆代工和存储领域。晶圆代工支出预计将在 2021 年增长 23%，达到 320亿美元。总体存储支出

将以个位数的形式增长，到 2021 年将达到 280 亿美元。功率和 MPU 微处理器芯片相关投资预计 2021

年和 2022 年分别增长 46%和 26%。(1)设备：根据 SEMI 数据，2020 年半导体设备的全球销售额达到

6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创下新纪录。随着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景气度的提升，有望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分别达到 719 亿美元和 761 亿美元。与此同时，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今年 1 月实现了

30.4亿美元的销售额，月度营收首次达到 30亿美元，同比增长 29.9%，环比增长 13.4%，出货金额已

连续 16个月超过 20亿美元。在 5G、高效能运算、车用等应用带动下，半导体设备未来几年将步入超

级循环周期，SEMI 将今年半导体设备销售金额增长率的预估由原先的年增 10%上修至 15%。半导体设

备步入超级循环周期，看好未来十年全球半导体投资窗口。半导体设备一直是我国电子产业的短板，

随着自主可控的推进，国内龙头企业已在加速研发，叠加未来汽车电子、5G基站等新兴应用将扩大市

场规模，建议持续关注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国产替代机会。（2）材料：SEMI 预计 2020 年全球半导体

材料市场实现 2.2%增长，达到 539 亿美元。其中，中国台湾市场规模达到 11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继续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市场规模超过韩国达到 9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跃居全球

第二。SEMI 预计，2021 年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将可达到 565 亿美元。（3）芯片设计：芯片设计环节

是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发展最为迅速的环节之一，部分专用领域已可与世界先进水平竞争。2020年我国

芯片设计企业共计 2218家，同比增长 24.6%。2020年全行业销售预计为 3819.4亿元，同比增加 23.8%，

增速比上年的 19.7%提升了 4.1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规模不断上升，但中国

芯片设计业的发展与需求依然存在很大不平衡，预计未来仍将有望保持高速增长。（4）晶圆代工：2021

年第一季全球晶圆代工市场需求持续旺盛，电脑相关领域对无线连接、显示器驱动以及快闪记忆体控

制器 IC 的需求量上升，消费市场库存回补，叠加联电电源管理芯片、金氧半场效电晶体、主动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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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元件等客户投片量逐月攀升，上游晶圆加工长产能利用率满载。TrendForce预估第一季全球前十大

晶圆代工业者总营收年成长达 20%。中芯国际获得 14nm及以上设备许可，有效带动业绩回归正轨。建

议持续关注行业龙头投资机会。（5）DRAM：根据 TrendForce 数据，2020年第四季 DRAM总产值达 176.5

亿美元，季增 1.1%。整体市况归因于中国智能手机品牌 Oppo、Vivo、小米等为抢占市场份额而采购

量快速上升，带动第四季 DRAM 供应商出货表现。历经两季库存调整后，部分 server DRAM 下游重启

新一轮备货。预计 2021年一季度需求稳健，价格存在上升的可能，建议持续关注龙头企业。 

 

➢ 消费电子：（1）手机：中国信通院发布《2021 年 2 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1-2 月，国内手

机市场总体出货量累计 6187.9 万部，同比增长 127.5%。1-2 月，国内市场 5G 手机出货量 4234.9 万

部、上市新机型 48 款，占比分别为 68.4%和 59.3%。另外，Canalys发布 2020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手

机市场研究报告，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市场 2020年第四季度出货量达到 8400万部，同比下降 4%。2020

年全年出货同比下跌 11%至 3.3亿台，由于美国制裁导致华为业绩迅速恶化，整体市场复苏步伐遇阻。

根据 Digitimes Research数据，由于苹果 iPhone 12 Pro和 iPhone Pro Max的强劲销售以及中国品

牌出货量的增长，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同比增长近 50%，达到 3.4亿部。我们

认为在 5G 终端的不断普及和通信网络价格不断优化的过程中，5G 渗透率将持续提升，建议重点关注

基带、天线、射频传输等环节的市场机会。（2）PC：由于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办公和学习

方式，导致 PC 需求旺盛。2020 年全年，全球 PC 市场出货量同比增长 13.1%，达到 3.03 亿台。跟据

Canalys 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全球 PC 市场（包括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预计 2021 年的

总出货量可达到 4.968 亿台，同比增长 8% ，所有产品类别都将迎来增长。目前市场正在改善去年的

订单积压情况。建议持续关注产业龙头企业。（3）可穿戴设备：根据 IDC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

年第四季度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为 1.535亿部，同比增长 27.2%；2020全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

量为 4.447 亿部，同比增长 28.4%。第四季度，苹果占据 36.2%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手环市场份

额在该季度下降了 17.8%，仅占可穿戴设备出货量的 11.5%。在所有可穿戴设备中，蓝牙耳机是占比

最大的设备类别，占出货量的 64.2%，其次是手表，占比 24.1%。目前可穿戴设备正向着轻量智能化、

价格差异化和场景融合化发展。随着 AI、VR 等技术的发展，可穿戴设备应用场景逐渐增多，未来出

货量仍有可能保持较高增速，建议关注相应产业链。 

 

➢ 电子元件：电容器应用范围广泛，在工控、汽车、通信、军用等市场备受青睐。由于下游需求的增长，

我国电容器的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民用方面，工信部计划，2021 年有序推进 5G 网络建设及应用，并

加快主要城市 5G 覆盖，新建 5G 基站 60 万个以上，有望为电容器企业带来业绩提升。目前被动元件

主要生产地日本、马来西亚因疫情仍在持续，村田工厂稼动率已接近 100%。在过去几个月里，用于

5G 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汽车电子应用的高容量 MLCC 需求强劲，使得相关产品的交货时间从 10-14 周

延长至 14-18周，电容量超过 1uF的产品交货时间甚至还要更长，MLCC存在涨价预期。军用方面，钽

电容器因具备高能量密度、高可靠性和较宽工作温度范围等特点长期应用于军工领域。随着我国军工

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叠加产业链下游需求增加等宏观和微观因素的推动，钽电容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我们认为电容器作为产业链上游重要的电子元件，能够更为快速地反应需求的增长。在下游需求

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电容器的量价齐升也助推其业绩的上升，建议持续关注。 

 

➢ 面板：由于上游 IC基板等材料稀缺，2020年第四季度全球 LCD TV面板市场仍供不应求，面板价格持

续提升。京东方收购中电熊猫南京、成都产线，面板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随着日韩面板厂商退出和

国内厂商进一步并购整合，长期来看，整合完成后面板价格将回归稳定，面板的周期属性将会弱化，

液晶面板产业将进入良率至上、成本管控优先的时代，可继续关注行业内龙头企业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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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关注 

功率器件：进入涨价周期，本土厂商迎来加速成长 

斯达半导（IGBT领先企业，国产替代领军者） 

韦尔股份（深度布局车载 CIS） 

 

电子元件：需求持续向好，业绩有望加速提升 

鸿远电子（军用 MLCC核心供应商） 

宏达电子（军用钽电容领先企业） 

 

消费电子：可穿戴产品销量快速提升，TWS耳机安卓阵营增速加快 

歌尔股份（TWS耳机领先企业） 

立讯精密（连接器领先企业，苹果产业链供应商） 

 

面板：LCD 面板长周期拐点已至，行业领先企业盈利将大幅提升 

京东方 A（加码 LCD+OLED，第一梯队地位稳固） 

TCL科技（供需回暖，第一梯队地位稳固） 

 

 

➢ 风险提示： 

5G进展低于预期，全球疫情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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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我们设定的上市公司投资评级如下： 

买入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以上。 

持有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10%之间 

卖出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我们设定的行业投资评级如下： 

增持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高于同期沪深300指数。 

中性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与同期沪深300指数相若。 

减持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低于同期沪深300指数。 

 

分析师简介 

张超，SAC执业证书号：S0640519070001，清华大学硕士，中航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 

宋子豪，SAC执业证书号：S0640520080002，美国印第安纳凯利商学院金融学学士、数学辅修，福特汉姆

大学金融学硕士，从事电子行业研究。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分析师本人

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

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

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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