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示面板系列专题（一）-LCD 篇 

供给端控产保价策略成效初现，面板行业周期属性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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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能集中度高企，产业链话语权较强。LCD 原创于欧美，

日本率先将其产业化，之后韩台通过逆周期投资取代日本成为 LCD 产业

霸主，目前中国大陆后来居上，成为全球面板产业新中心。当前面板产业

已经较为成熟，从产业格局来看，根据液晶网信息，中国大陆面板厂京东

方、TCL 华星光电、惠科合计拥有 14 条 G8.5/G8.6 以及 4 条 G10.5/G11 

LCD 产线，产能规模庞大，市场表现优异，根据洛图科技数据，2023 年

上半年，中国大陆面板厂的电视面板市占率达到 70%，基本掌握面板产业

话语权。 

 供给端控产保价驱动面板周期走弱，技术更新为产业注入新活力。LCD 面

板产业具备强周期属性，面板价格伴随供需关系的变化呈现明显的周期波

动；随着面板产能逐渐集中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面板厂话语权稳步提升，

已经能够通过灵活调整稼动率实现对供需关系的动态调控，该能力已经在

2023 年的面板行情中得以验证，面板周期的上下幅度、延续时间逐渐走

弱；此外，Mini LED 背光、QD 等新技术的加持助力 LCD 在高端市场与

OLED 等新技术正面竞争，为 LCD 产业注入新活力，面板产业有望从强

周期行业逐渐向成长性行业过渡。 

 近期面板价格出现止跌回暖迹象，行业景气向上势头初显。根据群智咨询

数据，2023 年面板价格自 9 月左右开始呈现下跌趋势，面板厂再次对产

线稼动率进行调控，目前临近春节岁修，控产保价策略的效果有望逐渐显

现：根据 Omdia 数据，预计 2024 年 1 季度显示面板厂的整体稼动率将下

降至 68%以下，且 2 月稼动率可能低至 60%；根据 CINNO Research 数

据，预计 2024 年 1 月 32”、43”电视面板价格止跌，50”电视面板价格

降幅为 1 美元；根据群智咨询信息，预计 2024 年 1 月面板价格降幅逐渐

收窄，个别偏小尺寸的面板价格有望止跌回暖。总体来看，显示面板厂的

控产保价策略效果显著，LCD 面板产业的供需关系逐渐转好，行业有望呈

现景气向上的发展势头，面板产业的成长属性逐渐显现。 

 LCD周期属性减弱，面板产业链有望迎来长期稳定增长趋势。中国大陆面

板厂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逐渐提高，为控产保价策略提供了充足的可行

性，LCD 产业的周期属性（包括上下幅度和持续时间）逐渐减弱，面板产

业链有望迎来温和的增长趋势，京东方、TCL 华星光电、惠科是全球 LCD

面板产业前三甲，或将伴随 LCD 面板产业的景气向好趋势释放可观的增

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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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LCD 产业中心逐渐转移至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面板厂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稳步提升，已经基本可以通过产线稼动

率灵活调整实现对面板市场供需的动态调控，2023 年的面板产业行情便证实了这一点，面板产业的周期属性趋弱，成长属性

增强；当前，面板厂再次通过控产调节市场的供需平衡，且临近春节岁修，控产保价策略有望逐步见效，且 2024 年大型体育

赛事的举办有望促进需求端的逐渐复苏。我们认为，面板作为国内率先取得突破并成功掌握话语权的高科技产业，成长属性

逐渐显现，且随着需求端的复苏，面板产业链有望整体呈现景气向好的趋势，建议关注京东方 A、天德钰、杉杉股份、三利

谱、晶合集成、汇成股份等。 

 风险提示：1）LCD 技术革新不及 OLED 等新技术逐渐渗透的风险。虽然 LCD 目前可通过 Mini LED 背光等方式增强其在高

端市场的竞争力，但 OLED 在某些性能方面仍优于 LCD，LCD 在高端市场的份额仍存在被 OLED 等新技术抢夺的风险。2）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产业的成长性最终还是要落在需求端，若需求端的复苏不及预期，对 LCD 产业的成长性可能会产

生一定影响。3）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LCD 产业已经成熟，技术壁垒相对不高，供给端有竞争加剧的风险，可能对面板产业

的供需平衡产生一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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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能集中度高企，产业链话语权较强 

1.1 LCD 历经多次产业迁移，最终花落中国大陆 

液晶显示（LCD）产业成熟，是目前中大尺寸显示应用场景的主流。LCD 显示属于被动发光，需要搭配背光源及两层偏光

片，液晶分子则充当开关作用，通过施加电压即可控制液晶分子偏转从而实现对显示像素的亮暗控制。LCD 产业目前已经

成熟，在小（手机）、中（IT、车载）、大（电视）市场中均有广泛应用，虽然在部分市场的高端场景中可能面对OLED等新

技术的竞争，但 LCD显示仍然是中、大尺寸显示应用场景的主流，且Mini LED背光以及 QD技术的加持赋予 LCD足以与

OLED等新技术媲美的竞争力，LCD是显示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表1 LCD显示的结构原理 图表2 液晶分子对偏振光的影响 

 

 

资料来源：液晶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液晶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 LCD 技术的发展历程来看，LCD 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先后在美欧、日本、韩国、中国间发生了技术及产业转移：

LCD 最初的材料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德国，而日本则率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之后韩国、中国

台湾地区则利用逆周期投资成功取代日本成为 LCD新霸主，到如今韩国、中国台湾的 LCD产业日渐衰退，中国大陆则后来

居上，在技术、产能等方面实现了全面超越。 

图表3 LCD产业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1.2 LCD 产能集中在中国大陆，国内面板厂话语权较强 

市场规模，2024年全球电视市场有望迎来触底回暖，叠加电视面板平均尺寸快速增长，电视面板的市场需求较为乐观。根

据奥维睿沃数据，2024 年在体育赛事带动下，全球电视出货规模将达到 2.01亿台，同比增长 1.1%。2014-2020 年间，电

视出货量常年维持在约 2.2亿台-2.3亿台的区间内，2020年在疫情带来的宅经济推动下，电视出货规模达到 2.29亿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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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峰值；随后，在需求下滑的影响下，市场规模有所下降，2023 年，预计全球电视出货量为 1.99 亿台；进入 2024

年，随着多个大型体育赛事举办，电视市场有望迎来转机，全球电视出货量或将实现触底回暖，根据奥维睿沃数据，预计

2024 年将实现 2.01 亿台的电视出货量，同比增长 1.1%。此外，电视面板的平均尺寸维持快速增长趋势。根据奥维睿沃数

据，2022 年 Q2，电视面板的平均尺寸为 47.5”，2023年 Q4 电视面板平均尺寸预计将增长到 52.0”，面积涨幅达到 4.5”，

电视面板平均尺寸上涨将对 LCD产业带来持续的增长需求。 

图表4 近年全球电视出货量情况（百万台） 图表5 电视面板平均尺寸趋势（英寸） 

  

资料来源：奥维睿沃，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奥维睿沃，平安证券研究所 

产业格局，中国大陆的 LCD面板产能集中度较高，国内面板厂话语权较强。京东方、TCL华星光电、惠科是目前全球范围

内 LCD面板领域的三大龙头，均集中在中国大陆，根据液晶网信息，这三家面板厂拥有G8.5/G8.6 LCD产线共 14条，拥

有 G10.5/G11 LCD产线共 4条。中国大陆集中了庞大的 LCD产能，为掌握产业链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图表6 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线情况 

厂商 地区 产线 技术路线 投产时间 投产金额（亿元） 

京东方 

北京 G8.5 a-Si 2011 年 6 月 280 

合肥 G8.5 a-Si/IGZO 2013 年 12 月 285 

南京 G8.5 a-Si/IGZO 2015 年 3 月 291.5 

重庆 G8.5 a-Si/IGZO 2015 年 4 月 328 

福州 G8.5 a-Si 2017 年 2 月 300 

成都 G8.6 a-Si/IGZO 2018 年 2 月 280 

合肥 G10.5 a-Si 2018 年 3 月 400 

武汉 G10.5 a-Si 2019 年 11 月 460 

华星光电 

深圳 G8.5 a-Si 2011 年 8 月 245 

苏州 G8.5 a-Si 2013 年 10 月 首期 30 亿美元 

深圳 G8.5 a-Si 2015 年 4 月 244 

深圳 G11 a-Si/AMOLED 2019 年 11 月 538 

深圳 G11 a-Si/AMOLED 2021 年初 426.83 

广州 G8.6 IGZO 2022 年 9 月 350 

惠科 

重庆 G8.6 a-Si 2017 年 3 月 240 

滁州 G8.6 a-Si 2019 年 4 月 240 

绵阳 G8.6 a-Si 2020 年 4 月 240+25 

长沙 G8.6 a-Si/OLED 2021 年 2 月 280 

超视堺 广州 G10.5 a-Si 2019 年 7 月 610 

天马 厦门 G8.6 a-Si/IGZO 预计 2024 年底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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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广州 G8.5 a-Si 2014 年 9 月 40 亿美元 

彩虹光电 咸阳 G8.6 a-Si/IGZO 2017 年 12 月 280 
 

资料来源：液晶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7 LCD产线分布图（2024） 

 

资料来源：液晶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规模庞大的 LCD产能集中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面板厂市场份额高企。根据洛图科技数据，2023年 H1，全球液晶电视面

板出货量排名依次为：京东方、华星光电、惠科、群创、彩虹光电、友达、夏普、LGD，京东方、华星光电、惠科稳居前三；

市场份额方面，根据洛图科技数据，2022年 H1，中国大陆面板厂在 LCD电视面板领域的全球份额为 67.3%，牢牢占据 LCD

面板产业主导地位，2023年 H1，该市场份额较 2022年同期上涨 2.7 个百分点，达到 70%，全球 LCD 电视面板的话语权

基本掌握在中国大陆面板厂商手中。 

图表8 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市场区域结构及变化（%） 图表9 2023H1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厂出货量（万
片） 

  

资料来源：洛图科技，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洛图科技，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供给端控产保价驱动面板周期走弱，技术更新为产业注入新活力 

陆系 台系 日韩系

内圈：2022H1

外圈：2023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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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稼动率灵活调整驱动供需动态平衡，面板产业的成长属性逐步显现 

长期以来，LCD面板产业具备强周期属性，面板价格伴随供需关系的变化呈现明显的周期波动。复盘 2019年末-2022年末

的面板周期：本轮周期起于 2019年末，在需求端疫情宅经济拉动需求上升以及供给端韩国厂商逐步关停产线的共同推动下，

面板价格开始上涨，面板产业迎来上行周期；2021 年 6 月该上涨周期迎来高点，需求逐渐透支，供过于求严重，面板价格

开始下跌，面板产业迎来下跌周期，到 2022年年末面板价格跌至谷底，在供给端严格控产后，供需逐渐平衡，价格维持稳

定。根据群智咨询数据，本轮周期中，以 55”电视面板为例，2020年 1月价格约为 106.0美元/片，到 2021年 6月，价格

上涨到约 226.0 美元/片，涨幅达到 113.2%，属于罕见的面板大牛市，到 2022 年末，55”电视面板的价格下降到约 82.0

美元/片左右，降幅为 63.7%。 

时间进入 2023年，在供给端严格控产的推动下，面板库存水平逐渐恢复健康，供需关系开始转变，面板产业又迎来一波温

和的上涨趋势，根据群智咨询数据，2023年 1月，55”电视面板价格约为 86.0美元/片，2023年 8-9月价格达到顶点，约

为 130.0 美元/片，涨幅为 51.2%；之后面板价格开始下跌，截止到 2024年 1 月，预计 55”电视面板价格将下降到 124.0

美元/片，降幅约为 4.6%。本轮周期在价格涨跌幅和持续时间方面均较之前周期更弱，主要原因为 LCD 面板产能集中在中

国大陆，供给端话语权大幅提升，控产保价策略得以实行，面板的周期属性得到抑制。  

在面板价格连续数月下跌之时，面板厂再次执行控产报价策略，目前效果初显，供需关系逐渐恢复健康，面板价格出现触底

回暖迹象。总结来看，在 LCD产能在中国大陆集中度逐渐提升的大背景下，中国大陆面板厂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大幅提升，

稼动率灵活调控维持供需关系的动态平衡得以实现，面板周期逐渐趋弱，未来 LCD 面板产业有望逐渐呈现温和增长的成长

属性。 

图表10 2020年至今液晶面板价格变动图（美元/片） 

 

资料来源：群智咨询，平安证券研究所 

2.2 技术创新不断，助力 LCD产业保持竞争活力 

Mini LED背光和 QD技术为 LCD这一成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LCD是成功的平板显示技术，平板的形态助力其成为目前

的主流，但在显示画质如亮度、对比度、色域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在高端市场中面对 OLED 技术的强力竞争。为增强 LCD

在高端市场中的竞争力，各种升级技术层出不穷，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Mini LED背光以及QD技术。Mini LED背光是将普通

LCD背光升级为Mini LED背光，可实现分区控制，大幅提升 LCD面板的对比度，实现优异的 HDR效果；而 QD则主要针

对色域性能，因 QD 具有优异的光谱纯度和色彩表现力，且具备光致发光性能，能大幅改善背光源的光谱纯度，进而提升

LCD面板的色域指标。在Mini LED背光和 QD技术的加持下，LCD面板的显示性能大幅提升，赋予 LCD面板在高端市场

与 OLED面板一较高下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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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 三星 98”QLED电视 图表12 Sony X85L 电视（Mini LED背光） 

 
 

资料来源：三星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ony 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 近期面板价格出现止跌回暖迹象，行业景气向上势头初显 

3.1 面板厂再次进行产能调控，产业景气度有望逐渐回暖  

面板厂产能调控促使供需相对平衡，面板市场有望呈现温和的景气向上趋势。供给端，2023 年，面板厂控产涨价的效果已

经得到验证，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当前，面板厂针对市场形势再次进行产线稼动率动态调控，且随着春节来临，面板厂或将

进一步增强控产力度，供给端正逐渐往紧俏的方向发展；需求端，2024 年多场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有望对市场需求的回暖

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在供给端控产叠加部分需求端回暖的共同作用下，未来几个月面板市场的供需格局有望逐渐优化，面

板市场有望呈现温和的景气向上趋势。根据群智咨询“供需模型”测算数据（面积基准），全球 LCD电视面板市场一季度供

需比为 5.1%，供需趋向平衡，二季度供需比为 3.8%，供需转向紧张。 

图表13 全球电视面板市场供需比（%） 

 

资料来源：群智咨询，平安证券研究所 

 

3.2 多家咨询机构预测面板价格出现止跌回暖迹象 

我们汇总了各咨询机构关于 2024年 1月电视面板行情的预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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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mdia信息，未来几个月市场形势利于面板厂商，尤其是大陆面板厂商。 

Omdia预计显示面板厂商的整体稼动率将在 2024年 Q1降至 68%以下，稼动率下降将促使供给端逐渐往紧俏方向发展。根

据 Omdia显示研究首席分析师Alex Kang信息，中国大陆三大面板厂京东方、华星光电、惠科计划在 2024年 Q1大幅削减

产能稼动率，且 2月份有春节假期，显示面板产线的稼动率可能将低至 60%。 

图表14 显示面板厂商月度产线稼动率预测（%） 

 

资料来源：Omdia，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5 中国大陆三大面板厂商及其他公司的月产能稼动率（%） 

 

资料来源：Omdia，平安证券研究所 

年初需求趋弱，叠加一定的库存结转压力，液晶电视面板买家认为面板价格将继续下跌，但主导液晶电视面板市场的中国大

陆厂商认为通过稼动率调整将促使液晶面板价格较早企稳，Omdia认为面板厂商的信心主要源于以下三点原因：1）中国大

陆面板厂商在 2023年上半年已经验证控产保价的可行性，有经验可循；2）面板厂商认为，2024年大型体育赛事不断，电

视面板的需求将从 2024年 Q2开始增长；3）中东地区发生的针对某些货运船只的攻击，恐慌情绪发酵，导致近期航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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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严重，因此更多国际航运公司决定从 2023 年 12 月中旬起停发红海航线，因此，从亚洲到欧洲的海运运输时间和成本

大幅增加。 

2、CINNO Research信息，2024年 1月，预计 32”、43”电视面板价格止跌，50”电视面板降幅为 1.0美元，大尺寸 55”

-85”维持 3-5美元的降幅，电视面板价格止跌回暖迹象明显。 

供给端，2023年 12月，G8.5产线稼动率下降明显，2024年 1月，预计稼动率维持稳定或微降，2024年 2月，预计面板

厂控产力度进一步加大。2023年 12月，全球 G10.5/G11产线稼动率平均为 75.0%，G8.6产线稼动率平均为 75.3%，整个

四季度也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G8.5产线稼动率从 10月的 70.8%降至 12月的 64.0%，是控产的主要方向，其对应的 32”

等尺寸的面板价格有一定的企稳迹象。预计 2024年 1月稼动率将维持环比接近或微降水平，2月份春节临近，面板厂或将

开始一轮较大力度的控产，以稳定面板价格。 

需求端，尽管目前仅有部分二线品牌稍微提高了采购需求，但供需双方价格博弈的场面预计并不会持续太久。CINNO 

Research预计 2024年 Q1末或 Q2初，随着年内消费需求的逐步回升，终端厂商或将不得不接受面板价格企稳或上涨的结

果，而且面板厂在 2月加大控产的力度，这一节点还有望提前。此外，2024 年内仍有包括奥运在内的多个 TV 品类利好节

点，或对全年面板需求提升起到一定正向作用。 

图表16 CINNO Research 对电视面板价格的动态跟踪（美元/片） 

尺寸（"） 刷新率（Hz) 分辨率 
单价（美元/片） 单价变化值 

（美元/片）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1 月（预测） 

32" 60 HD 32.0 32.0 0.0 

43" 60 FHD 59.0 59.0 0.0 

50" 60 UD 100.0 99.0 -1.0 

55" 60 UD 121.0 118.0 -3.0 

65" 60 UD 163.0 160.0 -3.0 

75" 60 UD 224.0 220.0 -4.0 

85" 60 UD 315.0 310.0 -5.0 
 

资料来源：CINNO Research，平安证券研究所 

3、群智咨询信息，预计2024年 1月面板价格降幅逐渐收窄，个别偏小尺寸的面板价格有望止跌回暖。 

需求端，部分品牌一季度采购需求略有上调，但对终端市场的需求恢复仍有疑虑；供给端，面板厂坚持“按需生产，控产稳

价”策略。 

根据群智咨询信息，2024年 1月各尺寸电视面板价格数据总结如下：32”，2023年 12月价格下降 2.0美元，随着二线厂商

抄底备货需求逐步释放，预计 2024年 1月价格止跌回稳；50”，品牌库存偏高，预计 2024年 1月价格维持约 2.0美元的降

幅；55”，品牌厂商采购需求回落，2023 年 12 月价格维持约 2.0美元的降幅，预计 2024 年 1 月份价格降幅将收窄至 1.0

美元；大尺寸方面，头部品牌采购需求保守，2023年 12月均价下降 4.0美元，预计 2024年 1月价格降幅将收窄至 2.0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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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 群智咨询预测面板价格趋势（美元/片） 

尺寸（"） 分辨率 OC/LCM 
单价（美元/片） 单价变化值 

（美元/片）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1 月（预测） 

32" 1366×768 OC 33.0 33.0 0.0 

50" 3840×2160 OC 108.0 106.0 -2.0 

55" 3840×2160 OC 125.0 124.0 -1.0 

65" 3840×2160 OC 170.0 168.0 -2.0 

75" 3840×2160 OC 233.0 231.0 -2.0 
 

资料来源：群智咨询，平安证券研究所 

4、TrendForce信息，2024年 1月下旬，32”、43”、55”、65”电视面板均价分别为 34.0美元/片、61.0美元/片、122.0

美元/片、163.0美元/片，32”面板涨价 1.0美元，其余尺寸维持不变。 

图表18 TrendForce 预测面板价格趋势（美元/片） 

尺寸（"） 分辨率 出货形态 
2024 年 1 月出货均价 

（美元/片） 

与前期差异 

（美元/片） 

32" 1366×768 OC 34.0 1.0 

43" 1920×1080 OC 61.0 0.0 

55" 3840×2160 OC 122.0 0.0 

65" 3840×2160 OC 163.0 0.0 
 

资料来源：TrendForce，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 LCD 周期属性减弱，面板产业链有望迎来长期稳定增长趋势 

随着 LCD 产能逐渐往中国大陆集中，中国大陆面板厂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稳步提高，为控产保价策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23年的面板行情已经验证了这一点，LCD周期属性（包括幅度和持续时间）逐渐减弱，面板产业链有望迎来温和的增长

趋势。 

1、京东方 

京东方自 1993 年成立以来，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长为全球显示领域的龙头。京东方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总

结如下：1993年，京东方成立；1994年明确“进军液晶显示领域”战略；2001年京东方在A 股上市；2005年北京京东方

G5 TFT-LCD产线量产；2009年京东方投建中国大陆首条 G8.5 TFT-LCD产线；2011年京东方投建中国首条 AMOLED产

线；2015年，京东方投建全球首条 G10.5 TFT-LCD产线，并于同年投建中国首条柔性AMOLED产线-成都 G6 AMOLED

产线；2017年，京东方大尺寸、中小尺寸液晶面板出货量均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京东方公告投建 G8.6高世代 AMOLED

产线。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电子·行业深度报告 

13/ 17 

 

图表19 京东方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京东方官网，京东方A 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京东方是国内显示面板领域的龙头，在产能、技术、收入体量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产能方面，京东方拥有 6条 G8.5/G8.6

以及 2条 G10.5 LCD产线，LCD产能规模庞大，拥有 3条 G6 AMOLED产线，且公告投资 G8.6高世代AMOLED产线，

推动 OLED技术往中尺寸方向拓展；技术方面，京东方针对 LCD技术不断升级，在Mini LED背光、BD CELL等方面深入

研发，助力 LCD 保持较强的竞争力；收入体量方面，根据京东方 2022 年年报，2022 年，京东方实现营收 1784.14 亿元，

实现归母净利润 75.51亿元，经营业绩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图表20 京东方历年收入情况（亿元） 图表21 京东方历年归母净利润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iF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京东方对显示技术持续创新探索，助力其取得优异的市场成绩。根据京东方 2022年年报，2022年，京东方在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等五大应用领域出货面积继续稳居全球第一；拼接、车载等创新应用领域出货量位列全

球第一；柔性 AMOLED 持续保持增长势头，出货量进一步取得突破，同比增长超三成。总体来看，在技术创新的加持下，

京东方在各大主流显示面板应用领域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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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 京东方显示器面板效果图 图表23 京东方“BD CELL”显示技术 

 
 

资料来源：京东方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京东方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2、TCL 华星光电 

TCL 华星光电深耕显示面板领域，在产能、市场份额等方面均处于头部地位。产能方面，TCL华星光电拥有 4条 G8.5/G8.6

以及 2条 G11 LCD产线，LCD高世代线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拥有 1条 G6 AMOLED产线，且在打印 OLED方面布局较为

深入；市场份额方面，主流产品市占率全球领先，根据 TCL科技 2022年年报，2022年，TCL华星电视面板市场份额稳居

全球第二，其中，55”、75”产品份额全球第一，65”产品份额全球第二，此外，TCL华星在一些高端及商用细分领域表现

亮眼，8K 和 120Hz电视面板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交互白板市场份额全球第一，拼接屏市场份额全球第三；营收体量方

面，根据 TCL科技 2022年年报，2022年，TCL科技显示业务（华星光电）的营收规模为 657.2亿元，国内仅次于京东方，

位于行业前列水平。 

图表24 TCL 科技半导体显示器件收入情况（亿元） 图表25 TCL 科技半导体显示器件毛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iF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在新技术探索方面，TCL华星光电布局全面，在Mini LED背光、QD、印刷 OLED等方面均有深入布局，显示性能优异。

CES 2024上，TCL华星光电携众多最新产品亮相，包括拥有 7000:1原生对比度、DCI 99%影院级超高色域、大于 178°

超大可视角度的 115”QD-Mini LED高端电视屏，以及拥有量产级 240PPI、2.8K 高分辨率、DCI-P3 100%色域覆盖率的全

球首款 14”印刷 Hybrid OLED笔电显示屏等。TCL华星光电在 Mini LED背光、QD、印刷OLED等新技术、新产品方面深

入布局，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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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6 TCL 华星光电 115”QD-Mini 电视屏 图表27 TCL 华星 14”印刷 Hybrid OLED笔电屏 

  

资料来源：TCL 华星公众号，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TCL 华星公众号，平安证券研究所 

3、惠科 

惠科专注于 LCD领域，采用“半导体显示面板+智能显示终端”的产业链垂直一体化经营模式。公司从显示终端生产制造逐

渐往上游面板领域拓展，拥有 4条 G8.6 LCD产线和 4座显示终端生产基地，高世代 LCD产线规模较为庞大，面板业务已

经成为公司营收的主要来源。 

公司面板产品主要为电视面板和 IT 面板，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申报稿，2021年公司 LCD 电视面板出货量全球第三，LCD

显示器面板出货量全球第六。公司的Oxide背板技术较为领先，已实现 G8.6高世代 Oxide RGB OLED背板开发及生产技

术平台建设。 

图表28 惠科历年收入情况（亿元） 图表29 惠科历年归母净利润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iF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五、 投资建议 

LCD 产业中心逐渐转移至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面板厂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稳步提升，已经基本可以通过产线稼动率灵活调

整实现对面板市场供需的动态调控，2023 年的面板产业行情便证实了这一点，面板产业的周期属性趋弱，成长属性增强；

当前，面板厂再次通过控产调节市场的供需平衡，且临近春节岁修，控产保价策略有望逐步见效，且 2024年大型体育赛事

的举办有望促进需求端的逐渐复苏。我们认为，面板作为国内率先取得突破并成功掌握话语权的高科技产业，成长属性逐渐

显现，且随着需求端的复苏，面板产业链有望整体呈现景气向好的趋势，建议关注京东方 A、天德钰、杉杉股份、三利谱、

晶合集成、汇成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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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风险提示 

1）LCD技术革新不及 OLED等新技术的风险。虽然 LCD目前可通过 Mini LED背光等方式增强其在高端市场的竞争力，但

OLED在某些性能方面仍优于 LCD，LCD在高端市场的份额仍存在被OLED等新技术抢夺的风险。 

2）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产业的成长性最终还是要落在需求端，若需求端的复苏不及预期，对 LCD产业的成长性可能

会产生一定影响。 

3）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LCD产业已经成熟，技术壁垒相对不高，供给端有竞争加剧的风险，可能对面板产业的供需平衡

产生一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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