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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折叠手机成为智能手机新的发展方向。面对在光学、声学领域的创新瓶

颈，终端厂商近年将创新焦点放在手机外观设计上，一改过去直板屏手

机的设计，密集推出可折叠手机产品。经过几年发展，折叠手机无论是

屏幕尺寸、便携性、还是软件适配上，都较前期有较大幅度提升。同时，

折叠手机价格不断下探，2023年我国折叠手机平均售价为9,107元，相

较于2019年平均售价大幅下降7,392元，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不断提升。

目前多个终端厂商基本保持一年推出两款折叠手机的节奏，积极抢占市

场份额。除此之外，苹果亦积极推进折叠手机及平板的研发；而华为、

三星则加快三折屏手机的研发。

 折叠手机出货量有望快速增长，国产终端份额有望提升。2023年全球折

叠手机出货量达到1,800万台，同比增长26.76%；其中，中国市场出货

量为610万台，同比增长69.44%。随着折叠手机的用户体验提升以及终

端售价不断下探，同时叠加未来三折屏手机、苹果折叠手机等新品拉动

下，预计折叠手机出货量有望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据Counterpoint

预计，2027年全球折叠手机出货量将达到1亿台。从市场格局来看，三

星虽然在全球市场占据主要份额，2023年达到66.4%，但较2022年的80%

以上已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目前折叠手机已经成为多个国产终端厂商重

点发力领域，在积极推出新品之下，预计未来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据Trendforce预测，随着华为强势回归，其2024年全球折叠手机的市场

份额有望从11.9%进一步提升至19.8%。

 重点关注价值量提升环节。相较于传统直板机，折叠手机的显示、铰链

等环节价值量翻倍，且占BOM比例大幅提升。显示：目前华为、荣耀等

多个终端厂商推出的折叠手机都有采用京东方、维信诺等国产面板厂商

提供的方案。随着终端品牌对国产面板的认可以及国内OLED厂商的产能

释放，国内OLED智能手机面板市场份额大幅提升，行业话语权进一步提

升。盖板方面，相较于CPI方案，UTG能够较好解决折叠痕、低回弹等问

题，已经成为主流方案，2023年国内采用UTG方案的折叠手机占比已经

接近70%。目前海外厂商如美国康宁、德国肖特等把持UTG原片领域，国

内企业如凯盛科技则积极突破。铰链：铰链的设计结构复杂，涉及多个

精密零部件，同时对材料、工艺的要求不断较高，整体价值量较高。后

续随着三折手机的推出，所需铰链的数量将从原来的1组增加至2组，未

来铰链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爆发。MIM是铰链零部件核心工艺，国内厂

商份额领先。铰链制造则主要被台资、美国、韩国等厂商所垄断，近年

内资厂商如精研科技等积极拓展铰链制造领域并实现量产。

 投资建议：随着折叠手机用户体验提升以及终端售价不断下探，同时叠

加未来三折屏手机、苹果折叠手机等新品拉动下，预计折叠手机出货量

有望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目前折叠手机已经成为多个国产终端厂商重

点发力领域，预计未来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在折叠手机大浪潮下，

建议重点关注价值量提升的环节，如显示（折叠屏、盖板）、铰链（MIM、

制造）。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释放不及预期；技术推进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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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折叠手机成为智能手机新的发展方向

1.1 智能手机创新面临瓶颈，用户换机周期不断拉长

伴随着 3G/4G 时代高速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以及苹果、华为等终端厂商在显示、

光学、声学等领域创新不断，智能手机进入加速渗透阶段，2017 年出货量达到阶段高点。

随后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智能手机创新力度边际减弱的影响，全球消费者换

机周期持续拉长，全球用户从 2017 的 21 个月拉长至 2023 年的 51 个月；国内用户也从

2019 年的 24 个月拉长至 2023 年的 40 个月。在用户换机周期不断拉长的趋势下，智能

手机出货量进一步承压。2023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11.63 亿部，同比下降 3.35%，

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2.72 亿部，同比下降 4.76%。

图 1：从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创新点不断 图 2：中国消费者智能手机换机周期

数据来源：百度图片，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TechInsights公众号，中国电子报公众号，

Counterpoint Research官方网站，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3：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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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

数据来源：IDC，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以苹果公司为例，公司近 5 个财年 iPhone 产品业务收入出现明显波动，除 2021 及 2022

财年因抢占竞争对手份额而出现增长外，其余 3 个财年均出现同比下降，且 iPhone 业

务收入占总营收比重不断下降，从 2015 年高点的 66.34%下降至 2023 财年的 52.33%。

由此可见，全球智能手机已经进入存量竞争市场。

图 5：苹果 iPhone 产品营收及占比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1.2 折叠手机成为智能手机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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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率先开启折叠手机元年。面对在光学、声学领域的创新瓶颈，终端厂商近年开始

将创新焦点放在手机外观设计上，一改过去直板屏手机的设计，推出可折叠手机产品，

其设计特点在于能够通过折叠或展开来改变屏幕尺寸，以适应用户不同使用场景下的需

求。2019 年三星、华为率先发布折叠手机，引起市场广泛关注，折叠手机元年正式开启。

随后多个终端厂商积极跟进，小米、OPPO、vivo、荣耀等厂商陆续发布折叠手机产品。

图 6：2019 年三星、华为率先发布折叠手机

数据来源：百度百科，东莞证券研究所

横向折叠是折叠手机主要形态。从折叠方式来看，折叠手机主要有三种形态，包括横向

外折、横向内折以及竖向内折。其中，横向外折及横向内折都能够给用户提供大屏体验，

更受到消费者青睐，不同点在于闭合时屏幕的朝向，横向内折由于屏幕闭合时朝内，更

能保护好屏幕。而竖向内折手机的主要特点是折叠后形态更加小巧、易于携带。从市场

份额来看，2023 年国内折叠屏手机以横向折叠为主，市场份额达到 68.1%，同比提升 10.4

个百分点。

表 1：折叠手机三种折叠形态

折叠方式 介绍 代表产品

横向外折
大屏生态，沉浸式使用体验；闭合时屏幕朝外，容易

损坏
华为 Mate X、荣耀 V Purse

横向内折
大屏生态，沉浸式使用体验；闭合时屏幕朝内，能够

较好保护屏幕
华为 Mate X5、OPPO Find N3

竖向内折
屏幕展开与传统智能手机相差不大，折叠后方便携

带、小巧灵活

vivo X Flip、三星 Galaxy Z

Flip5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新浪科技，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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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中国市场折叠手机以横向折叠为主

数据来源：IDC公众号，东莞证券研究所

折叠手机的用户体验进一步提升。从屏幕尺寸来看，与传统直板机相比，折叠手机在平

铺时能够提供超大屏幕。2023 年多个终端新发的横向折叠手机在展开时的屏幕基本在

7.6 英寸以上，其中小米 MIX Fold3 超过 8 英寸，较 iPhone15 pro max 旗舰手机的 6.7

英寸屏幕更大。目前多款应用软件已针对折叠手机完成大屏适配，在大屏环境下，用户

移动办公、视频、社交、游戏等体验将更好。从便携性来看，早期折叠手机普遍存在重

量大、折叠厚度大等问题，不利于用户携带。随着技术不断推进，目前最新的折叠手机

重量与 iPhone 旗舰相差无几，且折叠厚度也在不断下降，便携性持续提升。此外，折

叠手机具备流畅的高效分屏功能，能够同时满足用户多个应用操作需求。其中三星 2023

年推出的 Galaxy Z Fold5 能够在同时打开 3 个 APP 窗口。在较好的用户体验下，据艾

瑞咨询调研显示，接近 97%的观望用户在下次换机时偏向选择折叠屏手机。

表 2：近年推出折叠手机的参数

品牌 型号 发布时间 重量（g） 折叠厚度（mm） 展开后屏幕尺寸（英寸）

华为

Mate X 2019/11 300 11 8

Mate Xs 2020/03 300 11 8

Mate X2 2021/02 295 13.6 8

Mate Xs2 2022/04 255 11.1 7.8

Mate X3 2023/03 239 11.08 7.85

Mate X5 2023/09 243 11.08 7.85

P50 Pocket 2021/12 190 15.2 6.9

Pocket S 2022/11 190 15.2 6.9

Pocket 2 2024/02 199 15.3 6.94

荣耀

Magic V 2022/01 293 14.3 7.9

Magic Vs 2022/11 267 12.9 7.9

Magic V2 2023/07 237 10.1 7.92

V Purse 2023/09 214 8.6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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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 Vs2 2023/10 229 10.7 7.92

OPPO

Find N 2021/12 275 15.9 7.1

Find N2 2022/12 233 14.6 7.1

Find N3 2023/10 239 11.7 7.82

Find N2 Flip 2022/12 191 16.02 6.8

Find N3 Flip 2023/08 198 16.45 5.8

vivo

X Fold 2022/04 311 14.57 8.03

X Fold+ 2022/09 311 14.57 8.03

X Fold2 2023/04 279 12.9 8.03

X Flip 2023/04 198 16.62 6.74

小米

MIX Fold 2021/03 317 17.2 8.01

MIX Fold2 2022/08 262 11.2 8.02

MIX Fold3 2023/08 259 10.96 8.03

三星

Galaxy Z Fold 2019/02 276 16.62 7.3

Galaxy Z Fold2 2020/03 282 16.8 7.6

Galaxy Z Fold3 2021/08 271 16 7.6

Galaxy Z Fold4 2022/09 263 14.2 7.6

Galaxy Z Fold5 2023/08 253 13.4 7.6

Galaxy Z Flip 2020/08 183 15.4 6.7

Galaxy Z Flip3 2021/08 183 15.9 6.7

Galaxy Z Flip4 2022/09 187 15.9 6.7

Galaxy Z Flip5 2023/08 187 15.1 6.7

苹果旗舰

iPhone11 pro max 2019/09 226 —— 6.5

iPhone12 pro max 2020/10 226 —— 6.7

iPhone13 pro max 2021/09 238 —— 6.7

iPhone14 pro max 2022/09 240 —— 6.7

iPhone15 pro max 2023/09 221 —— 6.7

数据来源：中关村官网，太平洋官网，APPLE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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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三星 Galaxy Z Fold5 能同时打开 3 个 APP

窗口

图 9：观望用户更换折叠手机意愿

数据来源：三星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24年中国折叠屏手机消费

洞察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折叠手机售价不断下探，吸引力进一步提升。早期折叠手机售价普遍在万元以上，其中

三星 2019 年 2 月发布的 Galaxy Z Fold 定价为 15,999 元，华为在 2019 年 11 月推出的

Mate X 售价则高达 16,999 元，而同期苹果旗舰机 iPhone11 pro max 售价仅为 9,599 元。

随着技术不断推进，零部件良率提升、成本下降，折叠手机价格进一步下探，2021 年小

米、OPPO 率先推出低于万元级别的横向折叠手机。同时，为了加快折叠手机推广，终端

厂商推出成本可控、定价更低的竖向折叠手机。2023 年我国折叠手机平均售价为 9,107

元，相较于 2019 年 16,499 元的平均售价大幅下降 7,392 元，其中 23 年横向折叠手机

平均售价为 9,999 元，已经与 iPhone 旗舰手机价格持平。

图 10：中国市场折叠手机平均售价

数据来源：中关村官网，太平洋官网，APPLE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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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厂商积极推新，三折屏手机渐行渐近。目前多个终端厂商基本保持一年推出两款折

叠手机的节奏，积极抢占市场份额。除此之外，苹果亦积极推进折叠手机及平板的研发；

而华为、三星则加快三折屏手机的研发，其中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华为将在今年二季

度发售全新的三折屏手机，有望进一步拉动折叠手机的销售。目前国内多个面板厂商在

三折方案上已有一定布局，其中京东方已自主研发出 Z型折叠形态的三折柔性屏产品。

图 11：三星展示三折屏手机

数据来源：IT之家公众号，东莞证券研究所

2. 折叠手机出货量有望快速增长，国产终端份额有望提升

折叠手机出货量、渗透率有望保持快速增长。2023 年，全球折叠手机出货量达到 1,800

万台，同比增长 26.76%，2020-2023 年复合增速为 109.88%。其中，中国市场 2023 年折

叠手机出货量为 610 万台，同比增长 69.44%，2020-2023 年复合增速为 71.94%。从渗透

率来看，2023 年全球折叠手机的渗透率为 1.55%，而中国市场的渗透率则达到 2.21%，

整体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折叠手机的用户体验提升以及终端售价不断下探，同时叠

加未来三折屏手机、苹果折叠手机等新品拉动下，预计折叠手机出货量、渗透率有望保

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据 Counterpoint 预计，2027 年全球折叠手机出货量将达到 1 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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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全球折叠手机出货量 图 13：中国折叠手机出货量

数据来源：Canalys，Counterpoint Research，CINNO

Research,群智咨询，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24年中国折叠屏手机消费

洞察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三星全球市场份额领先，国产终端份额有望提升。从折叠手机市场份额来看，三星虽然

在全球市场占据主要份额，2023 年达到 66.4%，但较 2022 年的 80%以上已出现较大幅度

下降，主要受国产终端厂商积极发布新品、抢占份额的影响。华为、小米分列第二、第

三，市场份额分别为 11.9%和 5.3%。国内市场方面，华为占据主要份额，2023 年达到

50.3%；此外，OPPO、三星、vivo 等厂商的市场份额在 10%以上，分别为 15.4%、14.5%

和 11.3%。目前折叠手机已经成为多个国产终端厂商重点发力领域，在积极推出新品之

下，预计未来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据 Trendforce 预测，华为强势回归下，2024

年全球折叠手机的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至 19.8%，而小米也将小幅提升 0.1%至 5.4%。

图 14：全球折叠手机市场格局 图 15：中国折叠手机市场格局

数据来源：Trendforce，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24年中国折叠屏手机消费

洞察报告》，东莞证券研究所

3. 重点关注价值量提升环节

2.1 显示、铰链环节的价值量占比大幅提升

相较于传统直板机，折叠手机的显示、铰链等环节价值量翻倍，且占比大幅提升。据

CGS-CIMB Research 对比 Galaxy Fold 与 S9+的 BOM 中可发现，Galaxy Fold 显示以及铰

链的价值量翻倍增长，其中 Galaxy Fold 显示的价值量达到 218.8 美元，较 S9+增长接

近 180%，而铰链的价值量则达到 87.5 美元，较 S9+增加超过 194%。从占比来看，Gala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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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 的显示、铰链成本占比分别达到 34.36%和 13.74%，相较于 S9+提升了 13.35 和 5.82

个百分点。

2.2 显示

相较于 LCD，OLED 由于具有轻薄、低功耗、高对比度、可弯曲的特性，目前已被广泛应

用在智能手机领域。按照封装材料和衬底材料不同，OLED可以分为刚性 OLED和柔性 OLED，

其中柔性 OLED 的基板和封装材料采用了柔性材料、具备折叠功能，因此被应用于折叠

手机中。

多款国产折叠手机采用国产面板。目前华为、荣耀、O+V 等多个终端厂商推出的折叠手

机都有采用京东方、维信诺等国产面板厂商提供的方案。其中，京东方在柔性 OLED 领

域布局多年，已经构建起产能规模和技术优势，并积累了较好的客户资源，折叠屏、滑

卷屏、全面屏等柔性显示终端解决方案已应用于多款国内外头部品牌的高端旗舰机型，

OLED 出货量多年来稳居国内第一，全球第二，具备较强竞争优势。

表 3：三星 Galaxy Fold 与 S9+ BOM 对比

组件
Galaxy F Galaxy S9+

成本（美元） 占比 成本（美元） 占比

Display/Touch module 218.8 34.36% 79.0 21.01%

Cameras 48.5 7.62% 38.0 10.11%

Mechanical/Electro-Mechanical 87.5 13.74% 29.8 7.93%

Application processor 71.0 11.15% 67.0 17.82%

Power management IC 10.9 1.71% 8.8 2.34%

Bluetooth/WLAN 7.0 1.10% 7.0 1.86%

Memory 79.0 12.41% 57.0 15.16%

RF/PA/front-end 21.0 3.30% 19.0 5.05%

Sensors 7.0 1.10% 5.5 1.46%

Battery pack(s) 9.2 1.44% 4.9 1.30%

Box contents 19.0 2.98% 15.5 4.12%

Other contents 57.8 9.08% 44.5 11.84%

合计 BOM 636.7 100.00% 376.0 100.00%

数据来源：CGS-CIMB Research，东莞证券研究所

表 4：TFT-LCD 与 AMOLED 对比

特性 TFT-LCD AMOLED

柔性显示/折叠显示 不能 能

透明显示 能 能，更快实现

响应速度 较快，约 10ms 快，约 1ms

可视视角 较大（85 度时，视角对比度 10：1） 大（85 度时，视角对比度 1,000：1）

色彩饱和度（NTSC 色域） 中（85%） 高（105%）

对比度 低（1,000:1） 高（1,000,000:1）

发光方式 非自发光，需背光源 自发光

厚薄 厚 薄

数据来源：莱特光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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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OLED 智能手机面板市场份额大幅提升。2023 年全球 OLED 智能手机面板出货量为

6.8 亿片，同比增长 15.25%。其中，国内面板厂商出货量达到 2.9 亿片，同比大幅增长

70.59%，占全球的市场份额从 2021 年的 21.63%大幅提升至 2023 年的 42.65%，主要得

益于终端品牌对国产面板的认可以及国内 OLED 厂商的产能释放。从行业格局来看，2023

年出货量 Top5 厂商中除三星外，其余四家均为国内厂商，分别为京东方、维信诺、华

星光电、深天马，行业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图 16：全球及中国 OLED 智能手机面板出货量 图 17：全球 OLED 智能手机面板出货量市场格局

数据来源：群智咨询，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群智咨询，东莞证券研究所

盖板 UTG 方案优势显著，多个终端厂商陆续采用。折叠屏盖板需要同时满足可折叠、透

光率、防护性等要求，目前主要有 CPI（透明聚酰亚胺）以及 UTG（超薄玻璃）两种方

案。其中 CPI 方案具备较好的柔韧性和延展性，但是硬度、透光率相对较差，防护性不

足。而 UTG 方案的具备超薄、耐磨、透光性好、强度高、可弯折、回弹性好等优势，能

够较好解决折叠痕、低回弹等问题。自三星 2020 年推出的 Galaxy Z Flip 首次搭载

UTG 方案后，小米、OPPO、vivo 等多家终端厂商陆续跟进并开始采用 UTG 方案。据 CINNO

Research 数据，2023 年 UTG 在国内折叠手机中使用的面积已经达到 6.6 万㎡，同比大

幅增长 250.7%；采用 UTG 方案的折叠手机占比已经接近 70%，同比提升 24.5 个百分点。

表 5：CPI 与 UTG 对比

参数 CPI UTG

透光性 可见光透过率<90% 可见光透过率>90%

耐用性 易刮、容易起折痕 硬度高、耐刮、不易起折痕

温度性能 耐热温度低（300℃） 耐高温（600℃）

抗冲性能 耐冲击性弱、易碎 薄、耐冲击性较弱、易碎

弯曲性能 可弯曲性更好 可弯曲性好

触摸感 良 优

数据来源：OLED Industry公众号，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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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中国折叠手机 UTG 使用面积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CINNO， 国际全触与显示展公众号，东莞证券研究所

海外厂商把持 UTG 原片领域，国内厂商积极突破。由于超薄玻璃具有轻薄、强度高等特

点，技术壁垒较高，同时单个项目建设成本较大、周期较长，目前 UTG 原片制造主要被

海外厂商把持，如美国康宁、德国肖特等。而国内企业凯盛科技则积极突破，是国内唯

一覆盖“高强玻璃—极薄薄化—高精度后加工”的全国产化超薄柔性玻璃产业链的企业，

产品性能领先，同时也在开发超薄柔性玻璃原片一次成型技术。

2.3 铰链

铰链作为关键机械环节连接着折叠手机两个平面，主要用于实现折叠手机翻折、悬停等

功能，同时铰链质量的好坏还将影响折叠手机的寿命、开合阻尼感、屏幕折痕深浅以及

手机的重量及厚度等，是折叠手机最为关键的零部件之一。从铰链方案来看，目前主要

有以三星为主的 U型方案、以华为、荣耀等终端厂商为主的水滴型方案两种。其中水滴

型方案相较于 U 型的弯折半径更大，折痕能够控制得更浅，并且折叠状态呈现无缝效果，

但由于结构复杂成本相对较高，目前市场折叠手机主要以水滴型方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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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铰链方案

数据来源：ewisetech公众号，东莞证券研究所

铰链整体价值量较高，市场规模有望爆发。铰链的设计结构复杂，涉及多个精密零部件，

同时对材料、工艺的要求不断较高，因此整体价值量较高。据中国电子报，OPPO Find N

铰链采用超过 136 个精密构件，成本高达 800 元。随着折叠手机快速增长，铰链整体市

场规模也迎来较快增长，据 Trendforce，2023 年全球铰链市场规模将超过 5 亿美元，

同比增长接近 15%。后续随着三折手机的推出，所需铰链的数量将从原来的 1组增加至

2 组，未来铰链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爆发。

MIM 是铰链零部件核心工艺，国内厂商份额领先。MIM 工艺是结合了压制成型粉末冶金

与塑料注射成型两大技术优点的技术，能够大批量、高效率地生产具有高复杂度、高精

度、高强度、外观精美、微小型规格的精密结构零部件，符合铰链对精密度、耐用性、

强度、轻薄度较高的要求，是铰链零部件的核心生产工艺。根据中国钢协粉末冶金分会、

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2020 年全球 MIM 市场规模为 31.9 亿美元，预计到 2026 年将达到

52.6 亿美元，2020-20206 年复合增速为 8.69%。行业格局方面，全球第一梯队的 MIM 企

业有 7 家，多以国内厂商为主。

图 20：MIM 工艺特点 图 21：全球 MIM 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上海富驰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东莞证券研究所

表 6：全球 MIM 市场格局

梯队 介绍 代表企业

第一梯队
收入规模 2 亿元以上，具有较强的研发创新能

力，主要客户为国际品牌或国内知名品牌企业

Indo-MIM，中南昶联，台湾晟铭，

精研科技，富驰高科，泛海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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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链制造环节被台资等厂商垄断，内资厂商积极打入供应链。铰链制造的技术工艺复杂

且涉及较多专利壁垒，目前主要被台资、美国、韩国等厂商所垄断。其中台湾的富世达、

兆利拥有深耕精密铰链多年，能够提供左右折、上下折等不同折叠方案的铰链产品，下

游客户主要是华为。内资厂商方面，精研科技、科森科技、长盈精密等厂商亦积极拓展

铰链制造领域。其中精研科技凭借依托 MIM 技术优势，不断向产业链下游进行拓展，2019

年开始布局折叠屏铰链，据公司 2023 年 10 月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铰链组件已经有两

个客户的项目在量产、一个客户完成送样认证，技术进一步突破。

图 22：台湾富世达铰链产品 图 23：台湾兆利铰链产品

数据来源：富世达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兆利官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4. 投资建议

随着折叠手机的用户体验提升以及终端售价不断下探，同时叠加未来三折屏手机、苹果

折叠手机等新品拉动下，预计折叠手机出货量有望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目前折叠手机

已经成为多个国产终端厂商重点发力领域，预计未来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在折叠

手机大浪潮下，建议重点关注价值量提升的环节，如显示（折叠屏、盖板）、铰链（MIM、

制造）。

全亿大

第二梯队
收入规模 5,000 万元-2 亿元，为国内品牌企业

配套生产 MIM 零部件产品，客户集中度较高
——

第三梯队

收入规模在 5,000 万元以下，通常企业的整体

技术研发能力较弱，仅通过设备的购置和人员

的铺设进行中小批量的 MIM 产品生产

——

数据来源：统联精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表 7：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截至 2024/2/28）

代码 股票简称 股价（元）

EPS（元） PE（倍）

评级 评级变动
2022A

2023E

（A）
2024E 2022A

2023E

（A）
2024E

000725.SZ 京东方 A 3.90 0.20 0.06 0.12 19.45 65.00 32.50 买入 首次

002387.SZ 维信诺 8.06 -1.49 -2.61 -1.74 —— —— —— 买入 首次

300088.SZ 长信科技 5.14 0.28 0.12 0.22 18.57 42.83 23.36 买入 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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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释放不及预期：若消费者对折叠手机的接受度不及预期，将影响产品出货量，

进而影响产业链相关公司的业绩；

技术推进不及预期：若折叠手机相关环节的研发进度不及预期，将影响产品推出，进而

影响产业链相关公司的业绩。

300115.SZ 长盈精密 9.33 0.04 0.07 0.51 263.92 133.29 18.29 买入 首次

300709.SZ 精研科技 23.76 -1.25 1.12 1.53 —— 21.31 15.58 买入 首次

600114.SH 东睦股份 13.18 0.25 0.32 0.65 52.16 41.84 20.28 买入 首次

600552.SH 凯盛科技 10.26 0.15 0.14 0.28 69.07 73.29 36.64 买入 首次

688210.SH 统联精密 19.82 0.60 0.38 0.76 33.30 52.16 26.04 买入 首次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注：长盈精密、统联精密已披露2023年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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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增持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持有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减持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导

致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股票不在常规研究覆盖范围之内

行业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标配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10%之间

低配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说明：本评级体系的“市场指数”，A股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参照标的为三板成指。

证券研究报告风险等级及适当性匹配关系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主板股票及基金、可转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市场策略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创业板、科创板、北京证券交易所、新三板（含退市整理期）等板块的股票、基金、可转债等

方面的研究报告，港股股票、基金研究报告以及非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投资者与证券研究报告的适当性匹配关系：“保守型”投资者仅适合使用“低风险”级别的研报，“谨慎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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