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行
业
周
报 

 

 

 

 

 
 

小米“人车家全生态”合作伙伴大会召

开，消费者更换 AI 手机意愿强劲 
  

——电子行业周报（2024.12.23-2024.12.27）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核心观点 
市场行情回顾 
过去一周（12.23-12.27），SW电子指数下跌 0.66%，板块整体跑输沪
深 300 指数 2.01 个百分点，从六大子板块来看，元件、其他电子Ⅱ、
半导体、消费电子、光学光电子、电子化学品Ⅱ涨跌幅分别为
1.32%、0.88%、-0.39%、-0.86%、-2.16%、-3.69%。 
核心观点 
2024 小米「人车家全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于 12 月 27 日召开。要点如
下：（1）研发费用方面，小米集团合伙人、总裁、手机部总裁、小米
品牌总经理卢伟冰透露，小米 2024 年研发投入预计 240 亿元，2025
年预计达 300 亿元。2022~2026 年预计研发投入超 1000 亿元。（2）
智能手机方面，卢伟冰表示，2024 年是小米高端化持续突破的一年，
2024 年与 2023 年相比，小米高端手机销量同比增长 43%，并且在
2024 年已经站稳了 1000 万台量级，2024 年预计小米高端手机销量会
超过 1200万台，并且小米也制定了新的目标，在每一个 3~5年，目标
是超过 1000 万台的高端手机的净增长。也就是说希望用未来的 7~8
年，小米能够作为 3000 万台的高端手机，并且今天已经站稳了
4000~6000 元价格段的高端市场，下一步重点突破 6000 元以上价格
段。此前，卢伟冰也表示说，小米手机连续 17 个季度手机销量全球前
三，2024 年 11 月新机激活量第一。（3）小米汽车方面，发布 230 天
完成了 10 万台的交付，全年的冲刺目标是 13 万台，离年底的目标还
有 4 天的时间，小米非常有信心确保 13 万台交付目标的达成。（4）小
米在智能音箱、智能门锁、摄像头等品类实现市占TOP1，生态全球月
活跃用户数达到 6.86 亿，IoT 设备全球连接量（不包括手机、平板、
电脑）达到 8.6 亿。 
 
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针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
波兰及日本七国超过25,000人的调查，全球近六成消费者计划在2025
年 9 月前购买支持生成式 AI 的智能型手机，其中以美国消费者需求最
为强劲，德国及法国紧追在后。资深研究总监 Tarun Pathak 指出，生
成式 AI 之所以快速普及，主要得益于其在个人、专业及教育领域的多
样化应用与易用性。在众多功能中，写作辅助因其广泛可用性、操作
便捷及结果可验证性，成为最受欢迎的功能，其次则为图像生成和语
音助理。然而，研究总监 Mohit Agarwal 分析，尽管智能手机是推广生
成式 AI 的重要推手，但多数消费者仍未充分认识其优势。调查显示，
仅 19%的受访者愿意为 AI 手机支付额外预算，这意味手机制造商可能
需采取低成本入门策略，并透过应用程式变现或为开发者提供大型语
言模型服务等方式寻求其他营收来源。 
 

◼ 投资建议 
维持电子行业“增持”评级，我们认为电子半导体 2025 年有望迎来全
面复苏，同时，产业竞争格局有望加速出清修复，产业盈利周期和相
关公司利润有望持续复苏。我们当前建议关注：半导体设计领域部分
超跌且具备真实业绩和较低PE/PEG的个股，AIOT SoC芯片建议关注
中科蓝讯和炬芯科技；模拟芯片建议关注美芯晟和南芯科技；建议关
注驱动芯片领域峰岹科技和新相微；半导体设备材料建议关注华海诚
科和昌红科技；折叠机产业链建议关注统联精密及金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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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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ortInfo] 相关报告： 

《周观点：字节召开火山引擎冬季 Force

原动力大会，OpenAI 推出推理系列模型

o3》 

——2024 年 12 月 26 日 

《2025 年中国大陆 PC 市场有望延续复苏

趋势，全球 VR&MR 产业稳步发展》 

——2024 年 12 月 24 日 

《周观点：谷歌发布 AI 大模型 Gemini 

2.0，OpenAI 推出文生视频 Sora Turbo》 

——2024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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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

出具本报告，并保证报告采用的信息均来自合规渠道，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研究观点，结论不受任何第三

方的授意或影响。此外，作者薪酬的任何部分不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公司业务资格说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投资评级体系与评级定义 

股票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公司基本面及（或）估值预期以报告日起 6 个月

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表现的看法。 

 买入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持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5-20% 

 中性 股价表现将介于基准指数±5%之间 

 减持 股价表现将弱于基准指数 5%以上 

 
无评级 由于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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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行业历史基本面及（或）估值对所研究行业以报

告日起 12 个月内的基本面和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表现的看法。 

 增持 行业基本面看好，相对表现优于同期基准指数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相对表现与同期基准指数持平 

 减持 行业基本面看淡，相对表现弱于同期基准指数 

相关证券市场基准指数说明：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港股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 

投资评级说明： 

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投资者应区分不同机构在相同评级名称下的定义差异。本评级

体系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投资者买卖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

完整的观点与信息，投资者不应以分析师的投资评级取代个人的分析与判断。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

户。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

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引用或转载。如经过本公司同意引用、刊发的，须注明出处为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

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期权并进行交易，也可能

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的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

料、意见和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或投资收入可

升可跌。过往表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或推测不一致的

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

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关联机构不

承诺投资者一定获利，不与投资者分享投资收益，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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