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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D显示优势众多，中国大陆主要面板厂商快速扩产。 AMOLED相比 LCD面板

更加轻薄、同时能实现更好的 HDR 效果和对比度、更快响应速度、更好的图像细

节、以及柔性显示，前景广阔。近年来以京东方为首的 OLED 面板商产能持续释

放。2021年京东方、深天马、维信诺、和辉光电、信利、坤同等厂商均有第 6代新

产线实现投产，2022年深天马厦门基地实现投产。整体来看，近年来大陆厂商扩产

明显提速，目前京东方已有 4 条第 6 代柔性产线，仍处于领先地位。据 

TrendForce 数据显示，随着 OLED 面板在手机应用上逐渐增加，预估 2022 年采

用OLED面板的手机渗透率约 47.7%，往后逐年增加，至 2023 年将达 50.8%，

2026 年则预计超越六成。同时 OLED 在笔电、平板、TV 等领域应用有望持续放

量，带动国内OLED产能持续快速增长。 

⚫ OLED材料市场快速扩容，国产替代空间广阔。随下游手机和电视OLED面板产线

的投产和产能爬坡，OLED 面板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拉动了OLED材料市场的不断

攀升。2022 年我国 OLED 材料市场规模约 42 亿元，预计 2025 年有望达到 109

亿元，3 年复合增长率达 37%。据 Trend Bank 数据显示，2020 年国产 OLED

材料销售额 6.8 亿元，国内面板厂 OLED 材料需求量 20.1 亿元，国产化率达

33.5%。目前来看，海外 UDC、陶氏化学、住友化学等垄断了国内发光材料市

场，通用材料市场也被德山金属、LG 化学、三星 SDI 等厂商占据，国产替代亟需

突破。 

⚫ OLED材料与钙钛矿电池材料可实现良好协同。 OLED材料可以和钙钛矿光伏电

池材料相互协同，在空穴传输材料方面的技术拓展未来可期。OLED厂商具有丰富

的空穴型载流子开发经验，可以在原有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设计材料，提高有机空穴

传输材料的迁移率和稳定性，获得满足钙钛矿光伏太阳能电池所需的空穴传输材

料，提升材料稳定性，改善钙钛矿太阳能器件稳定性的技术难题。 

⚫ 国内以奥来德为代表的厂商切入钙钛矿光伏电池上游设备和材料领域，带来增长新

曲线。设备领域，基于在OLED蒸发源的量产经验和技术积累，奥来德拟开发一种

用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工艺的薄膜的制备方法和设备，意图打破进口依赖，实现国

产化替代。材料领域，基于奥来德在OLED有机材料的量产经验和技术积累，开发

新型空穴功能材料，突破高迁移率、高稳定性空穴传输材料的关键制备技术，在性

能上实现新的突破。 

 

⚫ OLED具备多重技术优势，渗透率持续提升，国内OLED材料市场快速扩容，同

时深度受益国产替代。 同时，OLED和钙钛矿光伏电池在材料、设备端可以有效协

同，我们看好相关厂商凭借自身技术积累拓展布局钙钛矿电池业务带来成长新曲

线。建议关注奥来德、莱特光电。 

风险提示 
⚫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技术研发不及预期；新领域拓展不及预期；技术路线不确定性

风险；材料进口替代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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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LED优势众多，国内产能快速增长 

OLED 显示优点众多，市场前景广阔。AMOLED 相比 LCD 面板更加轻薄、同时能实现更好的

HDR效果和对比度、更快响应速度、更好的图像细节、以及柔性显示，前景广阔。根据Omdia数

据，2021年全球 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销售额为 434亿美元，其中中小尺寸面板销售额 3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预计 2025年销售额为 546亿美元，其中中小尺寸面板销售额 428亿美

元，AMOLED半导体显示面板销售额持续增长。 

 

图 1：LCD和 OLED显示对比 

 
数据来源：LG、东方证券研究所 

 

中国大陆主要面板厂商加快 OLED 产线建设。近年来中国大陆在全球显示市场的地位越发显现，

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以及下游需求推动下，国内企业加快 OLED 面板生产，以京东方为首的

OLED面板商近年来产能持续强劲释放。2021年京东方、深天马、维信诺、和辉光电、信利、坤

同等厂商均有第 6代新产线实现投产，2022年深天马厦门基地实现投产。整体来看，近年来大陆

厂商扩产明显提速，目前京东方已有 4条第 6代柔性产线，仍处于领先地位。三星、LGD等海外

厂商具备一定技术优势，大陆厂商正加速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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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大陆 OLED产线 

厂商 地点 产线代数 产能（片/月） 投产时间 类型 

京东方 

鄂尔多斯 5.5 2K 2014 刚性 

成都 6 48K 2017 柔性 

绵阳 6 48K 2019 柔性 

重庆 6 48K 2020 柔性 

福州 6 48K 2021 柔性 

深天马 

上海 4.5 75K 已量产 刚性 

上海 5.5 15K 2016 柔性 

武汉 6 37.5K 2021 柔性 

厦门 6 48K 2022 柔性 

华星光电 武汉 6 45K 2019 柔性 

维信诺 

昆山 5.5 15K 已量产 刚性 10K+柔性 5K 

固安 6 30K 2018 柔性 

合肥 6 30K 2021 柔性 

和辉光电 

上海 4.5 15K 已量产 刚性 

上海 6 

30K，量产

22.5K，试生产
7.5K 

2021 刚性+柔性 

柔宇科技 深圳 5.5 15K 2018 柔性 

信利 
惠州 4.5 30K 2016 刚性 

眉山 6 30K 2021 柔性 

坤同 陕西 6 30K 2021 柔性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伴随 OLED 渗透率提升，国内 OLED 面板产能有望快速增加。据 TrendForce 数据显示，随着 

OLED 面板在手机应用上逐渐增加，预估 2022 年采用 OLED面板的手机渗透率约 47.7%，往后

逐年增加，至 2023 年将达 50.8%，2026 年则预计超越六成。随着我国 OLED产线的投产，产能

逐渐扩大。2020年，中国 OLED产能达到 7.5平方千米，2022年我国 OLED产能达到 21.8平方

千米。 

 

图 3：智能手机中 OLED渗透率快速提升 

 

 图 4：国内 OLED产能快速提升 

 
数据来源：TrendForce、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商情报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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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 OLED材料市场快速扩容，国产替代空间广 

国内 OLED 材料市场规模快速扩容。随下游手机和电视 OLED 面板产线的投产和产能爬坡，

OLED 面板材料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2022 年我国 OLED 材料市场规模约

42亿元，预计 2025年有望达到 109亿元，3年复合增长率达 37%。 

图 5：中国 OLED材料市场规模增长迅速 

 
数据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OLED有机材料和设备在 OLED面板中成本占比较高。OLED面板成本结构方面，据华经产业研

究院统计，OLED面板成本结构主要由设备、有机材料、人工、PCB、玻璃基板和驱动 IC等构成，

其中设备成本占比最高，其次为 OLED有机材料，分别占比 35%和 23%。 

 

图 6：OLED面板成本构成 

 

数据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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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层和空穴传输层材料占 OLED面板有机材料的比重最高。手机 OLED面板的有机材料中，发

光层占 40%，空穴传输层占 20%；电视 OLED 面板的有机材料中，发光层占 59%，空穴传输层

占 20%。 

图 7：手机 OLED面板中有机材料成本占比  图 8：电视 OLED面板中有机材料成本占比 

 

 

 

数据来源：华经艾凯，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华经艾凯，东方证券研究所 

 

OLED 终端材料被海外厂商垄断，国产替代空间广阔。OLED 发光材料层的形成需要经过三大环

节，首先是将化学原材料有机合成中间体或粗单体；然后再合升华成 OLED 单体，再进一步合成

升华前材料或升华材料，再由面板生产企业蒸镀到基板上，形成 OLED 有机发光材料层（即终端

材料）。目前国内终端材料市场仍为海外厂商所垄断，国产替代空间广阔。 

 

图 9：OLED终端材料壁垒高，海外厂商垄断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东方证券研究所 

 

据 Trend Bank数据显示，2020年国产 OLED材料销售额 6.8亿元，国内面板厂 OLED材料需求

量 20.1 亿元，国产化率为 33.5%。目前来看，海外 UDC、陶氏化学、住友化学等垄断了国内发

光材料市场，通用材料市场也被德山金属、LG化学、三星SDI等厂商占据，国产替代亟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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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OLED主要材料 

 

 

 

材料分类 主要材料 生产企业 

发光材料 

红光材料 
UDC、陶氏化学、住友化学、日本东丽、默克、LG化学、出光兴

产、新日铁化学、斗山、日本东丽、三星 SDI、Novaled 

绿光材料 UDC、陶氏化学、住友化学、默克、Novaled 

蓝光材料 出光兴产、保土谷化学、陶氏化学、JNC、Cynora、Kyulux 

通用材料 

电子注入材料 
德山金属、LG化学、三星 SDI、日本东丽、保土谷化学、出光兴

产、陶氏化学 

电子传输材料 
德山金属、LG化学、三星 SDI、日本东丽、保土谷化学、出光兴

产、默克 

空穴注入材料 
LG化学、三星 SDI、日本东丽、保土谷化学、JNC、默克、陶氏化

学 

空穴传输材料 德山金属、LG化学、三星 SDI、日本东丽、保土谷化学、默克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东方证券研究所 

 

 

3. OLED与钙钛矿电池在设备、材料端具备协同效应 

 

钙钛矿电池产业化潜力足，已步入关键节点。钙钛矿最大的优点是，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最

高光电转换效率，要显著高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但价格只有晶硅的一半。随着钙钛

矿电池技术不断提升，未来钙钛矿电池渗透率也将随之增长。CPIA 预计 2022 年钙钛矿电池渗透

率为 0.1%，2030 年将增长至 30%。钙钛矿电池成本低、效率高、工艺简单且可柔性制备，具备

较强的优势，随着相关企业加大布局和开发力度，钙钛矿电池的产业化进程有望加速。CPIA预计

2022年钙钛矿电池新增产能将达 0.4GW，2030年将达 161GW。 

 

图 10：中国钙钛矿电池渗透率有望快速提升 

 

 图 11：中国钙钛矿电池新增产能有望指数级增长 

 
数据来源：CPIA、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CPIA、东方证券研究所 

 

空穴传输材料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核心材料之一。钙钛矿型光伏电池是利用钙钛矿型的有机金

属卤化物半导体作为吸光材料的太阳能电池。空穴传输材料是钙钛矿光伏电池的核心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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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的空穴传输材料能有效地提高器件光电转化效率、增强器件稳定性。当前钙钛矿光伏电池所

使用的空穴型载流子传输材料种类较少，成本较高，与钙钛矿相匹配的空穴型载流子传输材料的

研究相对薄弱，性能要求及技术水平不能满足我国下游厂家应用需求。 

OLED 和钙钛矿光伏电池在材料端具有协同效应。低成本、高迁移率的空穴型载流子材料可有效

提高钙钛矿光伏电池的稳定性，提高钙钛矿光伏电池寿命，降低大面积制备钙钛矿光伏电池成本。

国内 OLED 材料厂商如奥来德具有丰富的空穴型载流子开发经验，可以在原有基础上通过进一步

设计材料，提高有机空穴传输材料的迁移率和稳定性，获得满足钙钛矿光伏太阳能电池所需的空

穴传输材料，提升材料稳定性，改善钙钛矿太阳能器件稳定性的技术难题。 

图 12：空穴传输材料在钙钛矿光伏电池中的应用  图 13：空穴传输层在 OLED中至关重要 

 

 

 
数据来源：Adv. Energy Mater.，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CSDN，东方证券研究所 

 

国内以奥来德为代表的厂商切入钙钛矿光伏电池上游设备和材料领域，带来增长新曲线。设备领

域，基于在 OLED 蒸发源的量产经验和技术积累，奥来德拟开发一种用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工艺

的薄膜的制备方法和设备，意图打破进口依赖，实现国产化替代。材料领域，基于奥来德在

OLED 有机材料的量产经验和技术积累，开发新型空穴功能材料，突破高迁移率、高稳定性空穴

传输材料的关键制备技术，在性能上实现新的突破。 

 

图 14：奥来德钙钛矿材料、设备开发项目 

 钙钛矿材料 钙钛矿设备 

项目名称 
低成本有机钙钛矿载流子传输材料和长寿

命器件开发项目 
钙钛矿结构型太阳能电池蒸镀设备的开发项目 

项目建设周期 20个月 20个月 

项目投资资金 2000万 2900万 

项目目标 

开发新型空穴功能材料，突破高迁移率、

高稳定性空穴传输材料的关键制备技术，

在性能上实现新的突破 

开发一种用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工艺的薄膜的制备方法和设备，打破进口依赖，实现国产化

替代。 

可行性 丰富的研发储备；优秀的人才队伍 

子公司上海升翕一直专注于蒸发源及小型蒸镀机的技术研发，在相关领域积累了多项先进的

核心技术。先进的研发条件和研发设施以及专业的研发团队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利的

保障。 
 

数据来源：奥来德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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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与投资标的 

 

OLED 具备多重技术优势，渗透率持续提升，国内 OLED 材料市场快速扩容，同时深度受益国产

替代。 同时，OLED 和钙钛矿光伏电池在材料、设备端可以有效协同，相关厂商有望凭借自身技

术积累拓展布局钙钛矿电池业务带来成长新曲线。建议关注奥来德(688378，未评级)、莱特光电

(688150，未评级)。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下游消费电子和各类显示终端是 OLED 的重要市场，若下游需求不达预期，

会对 OLED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技术研发不及预期：OLED 产业链公司需要进行技术升级与迭代，若技术研发成果无法跟进市场

需求，将会对各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新领域拓展不及预期：国内以奥来德为代表的 OLED 材料、设备厂商积极开拓钙钛矿光伏电池材

料、设备领域，若新领域拓展进展不及预期，将对相关公司长期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技术路线不确定性风险：钙钛矿电池仍处于 0 到 1 的阶段，未来能否大规模产业化应用仍具备不

确定性。 

材料进口替代不及预期风险：目前 OLED 材料依旧被国外厂商把控，若国产替代不及预期，将对

国内 OLED材料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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