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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PC 或提振全球 PC 销量，关注 OLED

及上游材料国产化进展 
  

——电子行业周报（2024.04.08-2024.04.12）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核心观点 

市场行情回顾 
过去一周（04.08-04.12），SW电子指数下跌 4.33%，板块整体跑输沪
深 300指数 1.75 pct，从六大子板块来看，消费电子、元件、半导体、
光学光电子、其他电子Ⅱ、电子化学品Ⅱ涨跌幅分别为-3.12%、-
3.20%、-4.35%、-5.47%、-5.57%、-6.63%。 
核心观点 
PC：PC 向 AI PC 演化，推动 PC 出货量步入正增长通道。IDC 数据
显示，全球传统个人电脑市场在 24Q1 实现了回暖，共计出货量达到
5980 万台，同比增长 1.5%，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是个人电
脑历史上的最低点（同比下降 28.7%）。此外，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终
于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与 19Q1 的 6050 万台持平。我们认为，在
PC 更换周期以及 AI PC 新产品系列推出的提振作用下，PC 市场复苏
趋势有望延续。值得关注的 AI PC 新产品进展包括：（1）4 月 11 日，
华为新款 MateBook X Pro 正式发布，该产品是业界首次应用华为盘古
大模型。MateBook X Pro 引入了多项创新 AI 功能，包括 AI 概要、AI
慧眼、AI 字幕等。华为盘古大模型加持的 AI 概要功能可以实现多人会
议场景下的实时转写并快速总结提取关键信息。针对会议场景，该设
备的 AI 慧眼功能也迎来了升级。虚拟背景模式下的人像清晰度提升约
50%；自然对视模式下，用户只需自然看着屏幕，即可在视频中呈现
眼神对视的效果；影随人动模式下，用户可以时刻保持在屏幕的中
央，跟随范围提升约 13%。另外，AI 字幕可对音频进行实时翻译。除
了办公会议场景，该产品还在搜索功能中引入了 AI，实现搜得快、搜
得准。同时，新款华为 MateBook X Pro 首发搭载了一站式 AI 能力聚
合入口——AI 空间，为用户精选了超过 100 个 AI 大模型智能体；华为
还联合第三方合作伙伴，共同提升产品的 AI 体验，例如通过与万兴喵
影的联合优化，MateBook X Pro成为市场上首款支持AI特效调用NPU
的笔记本，通过调用 NPU 的算力，用户可进行 AI 特效创作，比如 AI
特效、AI抠图体验等。（2）4月 18日，继新款 ThinkPad X1 Carbon、
ThinkPad X1 二合一、小新 Pro16 2024 等 AI PC 产品后，联想即将发
布 AI PC 新品。根据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透露，这款 AI PC
突破了现有技术的瓶颈，具备了更强大的计算和处理能力，有望成为
行业技术标杆。 
OLED：中国 OLED 全球市场份额提升显著，持续推动 OLED 材料国
产替代。智能手机是 OLED 面板应用的核心领域之一。根据 Stone 
Partners的数据，2020Q1韩国三星在OLED智能手机市场中的份额高
达 90.2%，而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不足 10%。然而，竞争格局近年来
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 Omdia数据，2023年韩国企业（包括三星显示
与 LGD）在 OLED 智能手机面板市场的合计份额下降至约 53%，而中
国企业（包括京东方、维信诺、深天马、和辉光电、TCL 华星）合计
市场份额上升至 43%，这显示出中国 OLED 面板制造商的快速成长。
除了市场份额的提升，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在可折叠 OLED 等高端领域
的进展也是不容忽视的。据 DSCC 数据显示，京东方在 2023 年第四
季度的可折叠面板市场上占据了 42%的市场份额，超过了韩国的三星
显示，成为了可折叠面板市场的领军者。另外，在高世代线建设方
面，3月 27日，京东方投建的国内首条第 8.6代 AMOLED 生产线奠基
仪式在成都举行；4 月 2 日，京东方在网上公布了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 548 套分子泵等主要设备的招标信息。我们预计，随着京东方
8.6代 OLED产线的稳步推进，未来或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投资高世代
产线，从而助力中国企业在 OLED 中尺寸市场中的影响力提升。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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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 面板的市场占有率，目前在 OLED 上游原材料市场中，中国市
场份额仍偏低。群智咨询数据显示，2023 年 OLED 有机材料（包括
OLED 终端材料和前端材料）整体国产材料市占率约为 38%；其中终
端材料中通用层材料为17%左右，发光层材料不足6%。我们认为，随
着中国企业在 OLED 面板市场中的话语权提升，OLED 面板降本需求
的增加，以及国家对原材料的支持力度加大，OLED 材料国产替代有
望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目前，华星光电、维信诺等面板制造商已经
成立了子公司进行 OLED 材料的研发和生产，同时，还有多家上市公
司如奥来德、八亿时空、瑞联新材、万润股份、濮阳惠成、强力新
材、诚志股份、亚威股份等布局 OLED 材料。 

◼ 投资建议 

维持电子行业“增持”评级，我们认为 2024年电子半导体产业会持续
博弈复苏；目前电子半导体行业市盈率处于 2018 年以来历史较低位
置，风险也有望逐步释放。我们当前重点看好：半导体设计领域部分
超跌标的并且具备真实业绩和较低PE/PEG的个股机会，AIOT SoC芯
片建议关注中科蓝讯和炬芯科技；模拟芯片建议关注力芯微；建议重
点关注驱动芯片领域峰岹科技和新相微；半导体设备材料建议重点关
注华海诚科、新莱应材、华兴源创和精测电子；XR 产业链建议关注兆
威机电；折叠机产业链重点关注东睦股份；建议关注军工电子紫光国
微和复旦微电；建议关注华为供货商汇创达。 

◼ 风险提示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终端需求不及预期、国产替代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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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1.1  板块表现 

过去一周（04.08-04.12），SW 电子指数下跌 4.33%，板块整

体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75 pct、跑赢创业板综指数 0.21 pct。在 31

个子行业中，电子排名第 25 位。 

图 1：SW 一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4.08-04.12）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过去一周（04.08-04.12）SW 电子二级行业中，消费电子板

块下跌3.12%，跌幅最小；跌幅最大的是电子化学品Ⅱ板块，下跌

6.63%。消费电子、元件、半导体、光学光电子、其他电子Ⅱ、电

子化学品Ⅱ涨跌幅分别为-3.12%、-3.20%、-4.35%、-5.47%、-

5.57%、-6.63%。 

图 2：SW 电子二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4.08-04.12）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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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04.08-04.12）SW 电子三级行业中，品牌消费电

子板块上涨0.28%，涨幅最大；涨跌幅排名后三的板块分别为光学

元件、电子化学品Ⅲ以及模拟芯片设计板块，涨跌幅分别为-

7.51%、-6.63%、-6.62%。 

图 3：SW 电子三级行业周涨跌幅情况（04.08-04.12）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1.2  个股表现 

过去一周（04.08-04.12）涨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朗特智能

（23.39%）、捷邦科技（11.58%）、生益电子（10.12%）、伊戈尔

（8.84%）、源杰科技（7.93%）、联创光电（7.89%）、凯腾精工

（7.06%）、沃尔核材（6.70%）、翰博高新（6.62%）、澜起科技

（5.90%），跌幅前十的公司分别是厦门信达（-32.62%）、华体科

技（-25.73%）、贤丰控股（-24.26%）、*ST 碳元（-22.32%）、科

森科技（-21.57%）、联动科技（-20.30%）、福日电子（-20.16%）、

福蓉科技（-20.06%）、强力新材（-19.35%）、佰维存储（-

17.83%）。 

表 1：电子板块（SW）个股过去一周涨跌幅前 10 名（04.08-04.12） 

周涨幅前 10 名 周跌幅前 10 名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幅(%) 

300916.SZ 朗特智能 23.39% 000701.SZ 厦门信达 -32.62% 

301326.SZ 捷邦科技 11.58% 603679.SH 华体科技 -25.73% 

688183.SH 生益电子 10.12% 002141.SZ 贤丰控股 -24.26% 

002922.SZ 伊戈尔 8.84% 603133.SH *ST 碳元 -22.32% 

688498.SH 源杰科技 7.93% 603626.SH 科森科技 -21.57% 

600363.SH 联创光电 7.89% 301369.SZ 联动科技 -20.30% 

871553.BJ 凯腾精工 7.06% 600203.SH 福日电子 -20.16% 

002130.SZ 沃尔核材 6.70% 603327.SH 福蓉科技 -20.06% 

301321.SZ 翰博高新 6.62% 300429.SZ 强力新材 -19.35% 

688008.SH 澜起科技 5.90% 688525.SH 佰维存储 -17.83%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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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新闻 

2024 年 4 月上旬面板价格 

4月8日，据TrendForce集邦咨询，2024年4月上旬，部分电视、

显示器面板价格继续上涨，笔记本面板价格维持不变。65/55/43/3

2 吋电视面板较前期价格上涨 1/1/0/0 美元；27/23.8 吋 IPS 面板较

前期价格上涨 0.1/0.2 美元。（资料来源：TrendForce 集邦） 

 

超 1/3 的全球工业机器人终端客户表示将在未来三年重点投资

AGV/AMR 

4 月 10 日，Omdia 认为，在全球范围内，AMR 已进入整合期，许

多领先的集成商和自动化制造商正在积极收购AGV/AMR公司，以

纳入其领先的自动化供应商业务组合。预计 2022-2027 年，全球

AGV和AMR市场将分别以 24.6%和 23.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资料来源：Omdia） 

 

DRAM 厂陆续恢复生产，预估对第二季总 DRAM 位元产出影响低

于 1% 

4 月 10 日，据 TrendForce 集邦咨询调查，403 震后，美光、南亚

科、力积电、华邦电等均大致恢复 100%的产线运作。整体而言，

预期本次地震对第二季DRAM产出位元影响仍可控制在 1%以内。

（资料来源：TrendForce 集邦） 

 

2023 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金额为 1063 亿美元 

4月 10日，SEMI发布《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报告》，指出 2023年

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额从 2022 年的 1076 亿美元的历史记录

小幅下降 1.3%，至 1063 亿美元。（资料来源：SEMI） 

 

2023 年国内消费级 AR 销量 22.7 万台，同比增长 138.9% 

4月 10日，据CINNO统计，2023年国内消费级AR设备销量 22.7

万台，同比上涨 138.9%，AR产业进入了快速成长期；国内 AR产

业在上游供应商集中化、关键器件国产化方面进展显著。（资料来

源：CINNO） 

3  公司动态 

台积电：设备复原率已超 70%，主要机台皆无受损情况 

4 月 8 日，据台积电表示，在地震发生后 10 小时内，晶圆厂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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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原率已超过 70%，新建的晶圆厂（如晶圆十八厂）的复原率

更已超过 80％。（资料来源：SEMI） 

 

中兴：2999 元起，折叠机价格再创新低！努比亚 nubia Flip 发布 

4 月 9 日，努比亚 2024 春季新品发布会上，推出了其首款小折叠

手机 nubia Flip。据官方介绍，nubia Flip 展开时仅有 7.0mm 厚度，

是目前市面上最薄的一款国产小折叠手机。（资料来源：CINNO） 

 

丰田：或与华为合作共同打造智驾方案 

4 月 9 日，据报道，丰田全球车型智能驾驶方案将采用“丰田+华

为+Momenta”三方联合方案模式。自动驾驶公司 Momenta 和华

为分别提供软件和硬件方案，三方深度合作并整合。（资料来源：

SEMI） 

 

信越化学：将在日本建造 56 年来的第一家新工厂，以提高光刻胶

等生产能力 

4 月 9 日，集微网消息，随着日本大力加强其半导体供应链，信越

化学将在日本建造 56 年来的第一家新工厂。信越化学计划在日本

东京北部群马县伊势崎市投资约 830 亿日元（5.47 亿美元），该工

厂占地约 15 万平方米，将于 2026 年竣工，生产光刻胶和用于半

导体光刻工艺的其他材料。（资料来源：爱集微） 

 

小米：85 英寸仅售 5999 元，开启“Mini LED 电视普及风暴” 

4 月 10 日，小米电视 S Mini LED 系列电视发布，该系列推出 55

英寸、65 英寸、75 英寸和 85 英寸四种尺寸，价格分别定为 2799

元、3499 元、4599 元以及 5999 元。（资料来源：LEDi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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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公告 

表 2：本周 A 股公司核心公告（04.08-04.12） 

公告日期 公司 公告类型 要闻 

2024-04-09 长阳科技 年度报告 
2023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53亿元，同比增长 8.70%；实现归母净

利润 0.95 亿元，同比下降 15.88%。 

2024-04-09 士兰微 年度报告 
2023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3.40 亿元，同比增长 12.77%；实现归母

净利润-0.36 亿元，同比下降 103.40%。 

2024-04-10 艾为电子 年度报告 
2023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31 亿元，同比增长 21.12%；实现归母

净利润 0.51 亿元。 

2024-04-10 鼎龙股份 年度报告 
2023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67亿元，同比下降 2.00%；实现归母净

利润 2.22 亿元，同比下降 43.08%。 

2024-04-10 利扬芯片 年度报告 
2023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3亿元，同比增长 11.19%；实现归母净

利润 0.22 亿元，同比下降 32.16%。 

2024-04-10 澜起科技 年度报告 
2023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86 亿元，同比下降 37.76%；实现归母

净利润 4.51 亿元，同比下降 65.30%。 

2024-04-11 汇顶科技 年度报告 
2023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08 亿元，同比增长 30.26%；实现归母

净利润 1.65 亿元。 

2024-04-12 华特气体 年度报告 
2023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0 亿元，同比下降 16.80%；实现归母

净利润 1.71 亿元，同比下降 17.18%。 

2024-04-12 天岳先进 年度报告 
2023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51 亿元，同比增长 199.90%；实现归

母净利润-0.46 亿元。 

2024-04-12 利亚德 年度报告 
2023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6.15亿元，同比下降 6.61%；实现归母净

利润 2.86 亿元，同比增长 1.60%。 

2024-04-12 大族数控 年度报告 
2023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34 亿元，同比下降 41.34%；实现归母

净利润 1.36 亿元，同比下降 68.82%。 

2024-04-12 三利谱 年度报告 
2023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68亿元，同比下降 4.87%；实现归母净

利润 0.43 亿元，同比下降 79.26%。 

2024-04-12 晶晨股份 年度报告 
2023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71亿元，同比下降 3.14%；实现归母净

利润 4.98 亿元，同比下降 31.46%。 

2024-04-12 海光信息 年度报告 
2023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12 亿元，同比增长 17.30%；实现归母

净利润 12.63 亿元，同比增长 57.17%。 

资料来源：iF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1）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方加大对国内企业的制裁力度，部分公

司的经营或受到较大影响。 

2） 终端需求不及预期 

下游终端需求不及预期，产业链相关公司业绩或发生较大波动。 

3） 国产替代不及预期 

国产替代不及预期，国内企业的业绩或将面临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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