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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大尺寸电视拉动需求，面板行业复苏在即 
[Table_Title2] 
 

 
[Table_Summary] 主要观点: 

面板行业即将迎来需求、供需、价格三大拐点，2023 年有望

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根据 Omdia数据显示，大尺寸电视为增

长主要驱动力，经历 2022 年低谷，面板市场规模将迎来六年

的连续增长，Omdia 预计 2028 年市场规模将达 1439 亿美元。 

►   电视换新进入周期末端，新一轮需求增长初现 
周期换新成为电视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众多市场机构一致

认为近期新一轮电视换机周期开启。Omdia 预测当前正处在

2018-2023 升级周期的末尾，新一轮的需求周期正在形成。面

板单位价格下降有望成为驱动电视换新的另一大因素，较上

一个换机周期，相近购买力下所购买电视面板面积呈多倍提

升。 

 

►   供需关系显拐点，市场供需将达新平衡 
3Q22 供需关系出现拐点，供需差距逐渐缩小。未来三年内产

能调整结合需求增长，供需有望达成新平衡，预计在 3Q25 达

到新的产能利用率与需供比的新市场平衡。从历史数据看，

面板企业估值与面板行业产能利用率存在相关性， 3Q22 产能

利用率已达到历史新低，我们预计目前已经进入大幅修复阶

段。 

 

►   3Q22 为面板价格重要拐点，面板企业利润率有望

回升 
 

需求不足促使面板价格不断下探，3Q22 面板价格拐点出现。

据 Omdia 面板价格数据显示，3Q22 为重要价格拐点，LCD 面

板价格普遍上涨，32-43 吋中尺寸 LCD 预计到 23 年底涨价幅

度超四成。价格的反弹加上需求复苏，面板企业有望摆脱目

前较差的利润率水平，逐步回归正常范围。 

 

►   国内企业占市场核心地位，大尺寸业务高占比公

司或享更多红利 
 

中国显示面板行业快速发展，在全球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尺寸电视面板市场中，国内企业市场份额过半。海外竞争

对手退出需求量最大的 LCD 面板竞争，利于国内面板企业扩

大市场份额。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回升将带动大陆面板企业估

值修复，按历史数据推算，大陆面板企业 PB 估值有望增长七

成。在电视大尺寸趋势中，大尺寸面板业务高占比公司有希

望获得更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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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面板行业经历 2022 年低谷后，换新需求、供需改善、价格反

弹三大动力有望带领市场走出低点。我们预计在电视大尺寸

趋势带动下，2023 年为重要复苏阶段，长期来看行业整体向

好，建议可以提前布局。重点推荐面板生产企业： TCL 科技

（面板）。建议关注：京东方 A、深天马 A。受益标的：维信

诺、四川长虹、精测电子、集创北方。 

风险提示 
显示面板行业恢复不及预期；显示面板行业竞争加剧；经济

恢复不及预期 
 

盈利预测与估值 

[Table_KeyCompany] 重点公司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元） 评级 2020A 2021A 2022E 2023E 2020A 2021A 2022E 2023E 

TCL 科技 000100.SZ 4.46 买入 0.34 0.75 0.66 0.74 13.12 5.95 6.76 6.03 
 

注：TCL 科技与华西通信联合覆盖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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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大拐点已现，面板行业将开启新增长周期 

面板行业即将迎来换新周期、供需、价格三大拐点，2023 年有望开启新一轮增

长周期。根据面板行业专业调研机构 Omdia 数据显示，在经历 2022 年低谷后，面板

市场规模将有望迎来六年的连续增长，预计约从 2023 年的 1242 亿美元增长至 2028

年的 1439亿美元，增长 15.9%。未来其中 2024年市场规模增长最快，将增长约 80亿

美元，2023 年的增量则主要源于 OLED 市场约 36 亿美元规模的增长。 

 图 1  预计未来六年面板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大尺寸面板将成为六年增长期的主要驱动力。Omdia 预测市场需求将继续向更大

的面板尺寸转变，预计 23 年显示器、LCD 电视大尺寸需求增长均超 10%，而 OLED 电

视大尺寸需求将保持增长，其中 60 吋以上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速。 

2.电视换新进入周期末端，新一轮需求增长初现 

周期换新成为电视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众多市场机构一致认为近期新一轮电

视换机周期开启。根据 Omdia统计的历史 TV换机周期,当前正处在 2018-2023换机周

期的末尾，新一轮的需求周期正在形成，预计 2023年 LCD电视平均尺寸有望提升 1.4

英寸,高于 1 英寸的平均水平。 

在过去的 15 年里，电视显示面积每 3-4 年增长 4000 万平米。2008 年为 4000万

平方米，2012 年为 8000 万平方米，2015 年为 1.2 亿平方米，2018 年为 1.6 亿平方

米，原本预计在2022年达到2亿平方米。疫情改变了面积增长的周期。在疫情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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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类部件短缺，2021 年电视面积出货量仅达 1.8 亿平方米，未及预期。而 2022

年在市场需求下降与库存压力的影响下，显示面板的面积出货量出现下降。 

 图 2  2022 年为面板出货面积拐点（百万平方米）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LCD 电视为面板行业出货面积主要来源，贡献行业中超六成出货面积。根据

Omdia 数据分析，2023 年下游需求以出货面积排序为 LCD 电视、显示器、中小尺寸面

板、笔电、OLED 电视、户外屏、其它，占比分别为 66.43%、10.72%、7.34%、6.66%、

3.34%、3.10%、2.40%。其中 OLED 电视需求预计同比增长 20%，LCD 电视扭转 2022年

下降趋势出现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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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CD 电视出货面积 23 年预计重启增长 6%（千平方

米） 
 
图 4  OLED 电视出货面积 23 年预计将强势增长 20%（千

平方米）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电视面板单位面积 ASP 降低，大尺寸电视购买力提升。从 2023 年起，新的需求

将集中在大尺寸（55 英寸以上，特别是 65、75 英寸），预计将推动电视面积出货量

在2024年最终达到2亿平方米，同时供应方面将增加大尺寸供应。基于技术的进步，

65 吋以上大尺寸面板单位价格逐步下降，从 Omdia 所统计的价格数据中显示，2022

年下半年是 32-75 吋面板单位面积价格历史新低点，尤其是 65 吋以上大面板单位面

积价格较 2016 年下降超七成。 

 图 5  电视面板单位 ASP 降至新低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通过面积换算与人均 GDP产出计算，2017年一季度 32吋 768P分辨率的面板价格

约占 2016 年中国人均 GDP 产出的 0.89%。2023 年一季度 65 吋 4K 分辨率的面板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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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 2022 年人均 GDP 产出的 0.99%，电视面板的面积增长约 3.26 倍，因此我们认为

置换过去小尺寸的电视将成为面板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 

 图 6  65 吋面板价格以中国人均 GDP 换算接近六年前 32 吋价格 

 

 
 资料来源：Omdia、Bing、华西证券研究所 

大尺寸电视为未来电视主要增长驱动力。以面板数量计，据 Omdia的数据分析，

LCD电视行业 2023-2026年整体维持出货数量的正向增长，主要由 50吋以上需求的增

长拉动，2023 与 2024 年两年增速预计分别为 11%、12%，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速。

40-49吋 LCD电视需求预计将保持相对稳定，40吋以下需求则不断降低。OLED电视需

求预计整体将维持增长态势，2022-2028 年预计整体 CAGR 为 10%，其中 60 吋以上需

求增速最为明显，2023-2024 年需求预计增长 53.34%。 

图 7  未来两年 50 吋以上 LCD 电视需求增速有望超两位

数（千块） 
 
图 8  预计 23 年 60 吋以上 OLED 电视需求强势增长 28%

（千块）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OLED 需求旺盛促进其出货面积继续增长，同样以大尺寸应用为主。根据 Omdia

数据预测，2023 年-2025 年间 OLED 下游需求增量为：256 万平方米、299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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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万平方米，增速分别为：18%，18%，12%。未来三年，OLED 整体需求 16%的年复

合增速依旧明显高于面板整体需求5.5%的年复合增速。OLED未来三年需求增量的794

万平方米中，大尺寸面板应用为主要增量，约 76%的增量源于 OLED 大面板的应用，

其中约 48%的增量源于 OLED 大尺寸电视。 

图 9  OLED 出货面积仍将保持长期增长  
图 10  预计 23-25 年 OLED 需求增量 76%源于大尺寸面板

应用 

 

 

 
资料来源：IDTechEx、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3.供需关系现拐点，供需将达新平衡 

3Q22供需关系出现拐点，供需差距逐渐缩小。2022年巨大的供应过剩为 2023年

需求和产能增长率的逆转提供条件，但部分的供应过剩仍将延续到 2023 年。从长期

来看，产能增长的减少、地区需求的恢复和适度的增长，预计将缩小需求和产能之间

的差距。尽管预计 23 年上半年仍将受到产能过剩的挑战，但新的供需预测显示，从

23 年下半年开始将出现快速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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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从 3Q22 起供需关系迎来新的调整修复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面板企业通过调整产能、清理库存与调价来应对新的供需调整周期。 

①产能调整：受 22 年第三季度业绩的影响，一些面板企业开始调整产能计划，

包括关闭一些利用率低的工厂，如中国广州的 LG Display GP1。 

②清理库存：2022 年第三季度，面板企业继续降低其工厂利用率，以清除其存

货。由于液晶电视显示屏价格处于历史低位，接近材料成本水平，面板企业得以清理

电视显示屏库存。 

③上调价格：面板企业清理其液晶电视显示器库存后，在 2022 年第四季度初开

始提高面板价格，上涨不是由需求驱动，而是由供应驱动。在央广网的报道中，中国

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常务副秘书长胡春明表示，面板厂商减少供给，降低稼

动率，应该是比较理智的选择，保证一定的利润率，才有可能使这个行业健康发展。 

未来三年产能调整结合需求增长，供需达成新平衡。根据 Omdia 数据预测，

2023-2026 年间产能增速将低于需求增速，产能与需求之间预计保持百分之三以上增

速差，以此不断消化供需差额。预计在 3Q25 达到新的产能利用率与需供比的新市场

平衡，产能利用率将达到 90%的合理水平，保障面板企业能实现应有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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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产能调整与需求增长使供需差距逐渐缩小  图 13  Omdia 预计 3Q25 逐步达到新的供需平衡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4.3Q22 为面板价格重要拐点，面板企业利润率有望回升 

根据 Omdia资料显示，过去四个季度，面板价格经历降价、触底、反弹、趋稳四

个阶段。 

①2Q22 面板价格继续下降：由于全球经济放缓、俄乌战争以及头部电视品牌的

订单调整，面板价格继续下降。三星电子在 6 月采取行动，停止所有的面板进货，同

时，削减 2022 年 Q2 和 Q3 的需求预测，对供应链发出负面信号，使面板价格暴跌至

新低。面板企业略微降低产能利用率，以防止面板价格进一步暴跌。 

②3Q22 面板价格触底：终端市场需求略有恢复，但不足以改变供需状况。除三

星外，电视品牌商和 OEM 厂商将略微增加他们在 3Q22 的采购订单和预测，为 4Q22的

旺季促销和销售补充面板库存。面板价格在连续 12 个月的降低后，已经达到了低水

平。面板企业面临赤字，将把产能利用率降低到总设计产能的 70-75%，以求稳定价

格。一些面板企业迫于压力，将 85 英寸的超大尺寸面板价格降至 250 美元或以下的

水平，以消耗其产能。超大型电视的贬值意味着面板价格正在下降到不合理的水平，

并且如此情形史无前例，从历史上看，无论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大尺寸的面积价格

一般都会更高。 

③4Q22面板价格反弹：部分面板企业维持小于 65%的产能利用率以稳定价格，并

积极推动价格反弹。面板企业急于阻止面板价格下跌，以避免巨大损失，并积极促使

面板价格至成本线，供应驱动面板价格出现一定反弹。电视品牌商和 OEM 厂商将继续

以历史低价增加订单，为 2023 年的复苏做准备。全球通胀将逐渐稳定，得益于低零

售价，液晶电视销售量将逐渐恢复。这有助于稳定面板的价格，特别是中小尺寸的面

板，如 32、43 和 50 英寸的面板。 

④1Q23 面板价格趋稳：Omdia预计电视品牌商和 OEM厂商的库存将达到低水位，

但由于 2023 年电视业务前景不明朗，不会进行激进的采购。面板价格将保持低位，

面板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依旧较低，一些工厂将在 2023 年进行重组。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11 

19626187/21/20190228 16:59 

 图 14  3Q22 面板价格达到新低点 

 

  资料来源：AVC Revo、华西证券研究所 

需求不足促使面板价格不断下探，3Q22 面板价格拐点出现。据 Bloomberg 面板

价格数据显示，3Q22为重要价格拐点，电视所用 LCD面板价格普遍上涨，以 Omdia数

据预测 32-43 吋中尺寸 LCD 预计到 23 年底涨价幅度超四成。 

中大尺寸LCD面板价格在4Q22反弹。面板企业降低产能利用率，从而引发反弹。

1Q23 淡季需求不会大幅激增，价格将持平或略有上升。从 2Q23 开始，Omdia 预计电

视品牌商和 OEM 厂商将开始大量增加其面板订单，以满足 2023 年的商业计划和新的

更换周期，尤其是大尺寸电视。笔记本和显示器液晶面板的价格变化比液晶电视晚一

到两个季度。OEM 厂商的面板库存将从 4Q22 到 3Q23 逐渐减少，中国面板企业的新产

能将继续压制面板价格的下降，但幅度较小。 

图 15  3Q22 后中小尺寸 LCD 价格走势两极分化（%/块）  图 16  4Q22 后大尺寸 LCD 价格触底反弹（%/块）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西证券研究所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12 

19626187/21/20190228 16:59 

价格的反弹加上需求复苏，面板企业利润率将有所回升。面板企业的利润率与

面板价格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这一结论可以从过去几年面板企业的财务数据中看

出。以群创光电为例，该公司的利润率在 2017 年第二季度达到了 14%，而当时 43 英

寸电视面板的价格也达到了 148 美元。但随着面板价格的下降，群创光电的利润率也

在下降，到了 2019 年第三季度甚至出现了负利润率，与此同时 43 英寸电视面板的价

格也降至了每片76美元左右。但2020年第一季度随着43英寸电视面板价格的反弹，

群创光电的利润率也开始回升。由于新的更换周期，我们预计 2024 年复苏会更强劲。

目前面板企业利润率处于相对低位，以往利润率低位都得到复苏，结合未来量价的提

升，我们认为面板企业有望摆脱目前较差的利润率水平，逐步回归正常范围。 

 图 17  面板企业的利润率与面板价格存在着高度相关性 

 

 
 资料来源：Wind、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5.国内企业已成全球面板核心玩家，有望受益于行情复苏 

中国显示面板行业快速发展，在全球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

面板生产国之一，国内面板企业在全球产能中拥有重要地位，并且在全球市场上具有

价格竞争力，成为全球面板市场的主要竞争者。以京东方、华星光电为首的国内面板

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仍在不断发展壮大。 

根据 Omdia 数据显示，京东方产能增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2005-2010 年间，

京东方的产能市场占比变化不大，但产能呈现增长趋势，从 686.4 千平方米增加到

2,154.5 千平方米，增长约 2.1 倍；②2011-2021 年间，京东方的产能市场占比有了

显著的增长，从 2.7%提升到 25.9%，同时，京东方的产能数据也呈现高速增长，从

5,304.6千平方米增加到89,086.9千平方米，增长约16倍；③预计2022-2027年间，

京东方的产能市场占比继续保持上升，从 25.7%升至 27.2%，在这一阶段，因为全球

供需压力，京东方的产能增长放缓，从 94,227.4 千平方米增加到 98,534.5 千平方米，

增长约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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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Omdia 数据显示，华星光电 2011 到 2027 年的面板产能不断增加。产能市场

占比从 2011 年的 0.13%到 2027 年的 20.97%，华星光电在面板产能市场中的占比不断

增加，面板产能在市场中的占比增加了约 165 倍。产能数据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从

2011 年的 247.5 千平方米到 2027 年预计可达 75,853.6 千平方米，产能增长幅度明

显，增长约 305 倍。 

图 18  京东方面板产能占比约占全市场四分之一  图 19  华星光电产能与产能市场占比连年稳定增长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大尺寸电视面板市场中，国内企业市场份额过半。根据 Omdia数据，我们通过对

50-58 吋、65-70 吋和大于 75 吋三类大尺寸电视面板过去三年的出货数据分析，国内

面板企业在大尺寸电视面板的出货占比保持在 50%以上，特别在 75 吋以上大尺寸面

板的领先程度更加突出，2022 年京东方与华星光电分别占据了 75 吋以上市场出货量

的 34.4%和 32.5%。 

京东方在 65-70 吋面板市场份额占比逐年提升，从 2020 年的 23.5%上升到 2022

年的 32.7%，增长了 9.2%，大于 75 吋面板市场份额占比同样保持增长，从 2020年的

29.1%上升到 2022 年的 34.4%，增长了 5.3%，在大尺寸电视面板领域已处于领跑位置。

华星光电大于 75 吋电视面板市场份额占比的增长幅度最大，从 2020 年的 20.9%增加

到 2022 年的 32.5%，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海外竞争对手退出利于国内面板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如三星已宣布退出需求量

最大的 LCD 面板生产，三星在 2020 年曾表示，将在当年年底前停止生产 LCD 面板，

但由于疫情所带来的需求飙升，三星继续生产 LCD 显示面板。韩国先驱报文章显示，

2022 年 4 月份，三星显示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崔冠荣在第一季度电话会议上确认，该

公司将在 2022 年完全退出 LCD 电视面板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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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大尺寸电视面板领域国内企业出货量领跑全球  图 21  三星显示已退出需求量最大的 LCD 面板竞争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三星显示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面板行业产能利用率为面板企业股价的核心影响因素。行业产能利用率回升带

动 PB 估值修复，从而拉动股价回升。 

面板行业产能利用率与面板企业 PB 估值具有相关性。2022 年三季度面板行业平

均产能利用率到达新低，仅为 61.63%，同时京东方 A、TCL 科技和四川长虹三家企业

的 PB 均值也到达低点 1.0637，低于 2008 年四季度的 1.2291，而 2008 年四季度与

2009 年一季度也是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低谷，分别仅为 64.30%和 61.97%。从产能利用

率和 PB 估值的变化幅度来看，两者的趋势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在 2016 年整个行

业的产能利用率出现了较大下降，而在同一时期，PB 估值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跌。

在2020年整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出现了上升，而PB估值也出现了相应的反弹。2011-

2014年间由于 OLED电视的量产、面板利润率处于低点等因素，大陆面板企业 PB估值

修复较慢，而推出 OLED 电视面板产线的 LG Display 估值则得以上升。总体上变化幅

度上的相似性体现了产能利用率和 PB 估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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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面板企业估值走势与面板供需关系存在关联性 

 

 

 资料来源： Wind、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回升将带动大陆面板企业估值修复。如按预期产能利用率恢

复至 90%左右，参照近三年情况，2021 年一季度产能利用率为 89.44%，京东方 A、

TCL 科技和四川长虹三家企业的 PB 均值为 2.438，将比 2023 年一季度的 1.399 增长

74.22%。历史上大于 90%的行业产能利用的季度里，这三家企业的 PB 估值均值为

2.4417，因此可以看好未来行业产能利用率的恢复带动大陆面板企业的估值大幅修复。 

根据历史数据的观察，大陆面板企业的估值变动往往先于股价变动。从数据上

来看，例如京东方在 2021 年第一季度的股价下降之前，估值已经有所下降，TCL 科

技等其他大陆面板企业也呈现出相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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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大陆面板企业估值变动先于股价变动 

 

 
 资料来源： 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6.大尺寸面板业务高占比公司或享更多红利 

TCL 科技（华星光电母公司）以半导体显示业务为核心，2021 年半导体显示业务

中，大尺寸面板业务营收占比达 64%。Omdia 数据显示，华星光电和四川长虹两家企

业在大尺寸电视面板产量占产能的比率上，显著高于其它面板企业，近三年华星光电

50 吋以上电视面板产量占产能比率保持在 40%左右。电视未来的需求将以大尺寸换新

为主，因此在电视大尺寸趋势中，TCL 科技有望获得更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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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  华星光电与四川长虹产能以大尺寸电视面板为主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大尺寸电视需求的增加将有效提升相关产线的产能利用率，带来更多营收。根

据 Omdia数据预测，1Q23至 1Q24的五个季度全球面板产线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1.6%、

78.13%、81.76%、83.16%、78.85%。根据这一数据与华星光电产线过往的产能利用率

数据，在一定的假设下可以估算华星光电未来大尺寸面板的产能数据。 

假如限定的产能假设为： 

①华星光电大尺寸面板产线产能利用率恢复情况与 Omdia 预测数据相近； 

②华星光电产线产能利用率到达 90%以上后，优先增长其它产线产能； 

③需求的增加按产线设计产能等比例增加至各产线； 

④大尺寸产线限定为能高效生产 50 吋以上面板的 8 代、10 代产线，华星光电相

关主要产线选取 T1、T2、T6、T7、T9、T10 六条产线。 

华星光电六条产线在 1Q23产能利用率以 Omdia统计口径计算，总体约为 73.8%，

略高于行业平均预计值 71.6%，经过限定条件的计算结合各产线设计产能，我们预计

未来四个季度大尺寸面板产线的产能利用率将有望恢复至 80%以上，我们预计六条产

线总产能也将接近每季度两百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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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华星光电大尺寸面板产线产能利用率有望恢复至 8 成以上 

产线  
预计产能利用率   预计产能（千块） 

2Q23E 3Q23E 4Q23E 1Q24E   2Q23E 3Q23E 4Q23E 1Q24E 

CSOT T1 8.5 代 98% 98% 98% 98%   498 498 498 498 

CSOT T2 8.5 代 80% 87% 90% 81%   406 445 461 414 

CSOT T6 10.5 代 96% 96% 96% 96%   302 311 320 331 

CSOT T7 10.5 代 66% 74% 77% 68%  228 277 311 274 

CSOT T9 8.6 代 94% 94% 94% 94%   141 169 254 283 

CSOT T10 8.5 代 53% 61% 64% 55%   199 228 239 205 

总计 81% 85% 87% 82%   1774 1928 2083 2005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如假设成立，华星光电 2023 年二季度后，大尺寸产线将开始实现较快的同比正

增长，逐步走出过去四个周期较低的产能利用时期。 

 图 25  2Q23 后华星光电大尺寸面板产线产能有望开始同比正增长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产能利用率的回升有望为 TCL 科技带来更多的营收。假如上诉假设成立，结合

Omdia 对面板市场价格的预测，在限定的假设下，可以估算产能利用率回升后，六条

大尺寸面板产线总体产值的变化。 

假如限定的产值假设为： 

①华星光电所产出大尺寸面板价格与 Omdia 预测价格接近； 

②为统一口径，将华星光电六条大尺寸产线历史与估算的产能中生产的产品统一，

8 代线全部用于 55 英寸面板生产，10 代线全部用于 65 英寸面板生产，生产的面板统

一为 55、65 英寸中价格较低的 1080P、60h 电视面板。 

根据以上假设，结合估算的产能，预计未来四个季度华星光电大尺寸产线产值将

保持增长，2023 年下半年大尺寸产线将有望实现同比 50%的产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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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未来四个季度华星光电大尺寸产线产值有望得以

提升（百万美元） 
 
图 27  未来四个季度华星光电大尺寸产线产值有望保持

较高的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Omdia、华西证券研究所 

通过限定条件的假设性估算，随着显示面板行业供需关系的改善与电视大尺寸趋

势的作用下，华星光电有望获得较好的业绩改善，2023 较 2022 年的低谷将实现触底

复苏。 

 

7.投资建议 

面板行业经历 2022 年低谷后，换新需求、供需改善、价格反弹三大动力有望带

领市场走出低点。我们预计在电视大尺寸趋势带动下，2023 年为重要复苏阶段，长

期来看行业整体向好，建议可以提前布局。重点推荐面板生产企业： TCL 科技（面

板）。建议关注：京东方 A、深天马 A。受益标的：维信诺、四川长虹、精测电子、集

创北方。 

 

8.风险提示 

显示面板行业恢复不及预期；显示面板行业竞争加剧；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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