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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面板厂商市占率超五成

Omdia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车载显示市场
2023年整体出货量超过 2.07亿片，同比增长
7%，疫情的结束以及汽车供应链恢复带动上下
游产业回暖。其中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大陆
面板厂商的出货量占车载显示面板整体出货
量的50%，已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是全球汽车销量最多的区域市场，
在政策支持以及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双重
利好下，本土供应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王
子睿表示。

王子睿认为本土厂商的崛起有不少竞争
优势，在成本控制上，其依托于产业布局的优
势，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优化降低生产成本，
提供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在客户关系上，则与
国内汽车制造商紧密合作，形成稳定的供应
链关系，并逐步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全球贸
易不稳定的情况下，发展本土产业链成为必
然趋势。

技术创新也是本土厂商不断突破市场的重
要倚仗。王子睿表示，本土面板厂商不断突破
关键技术，如OLED、MiniLED背光等先进显示
技术，并将其应用于车载显示领域。

从技术变迁而言，天风证券调研数据显
示，目前车载显示技术以LCD为主，由低端液
晶 屏（a-SiLCD）向 中 高 端 液 晶 屏（LTPS
LCD）转变，OLED、MiniLED将陆续上车。其
中，OLED为未来1年至2年主流显示技术成调
研主机厂共识，其次为LTPS和MiniLED。

记者此前也从某传统主机厂的智能座舱产
品总监处获悉，目前车辆屏幕的规划越来越大
屏化，需要的显示效果要求提高，特别是CR
（对比度）和HDR（高动态范围图像）方面，传
统LCD显示无法满足这两个技术指标要求。

王子睿表示：“关于车载显示技术搭载趋
势，目前LCD技术仍是主流，尤其是在经济型
和中低端车型中，a-SiLCD由于成本优势仍然
被广泛应用。随着技术进步和用户对于显示
效果要求的提高，车载显示正逐渐转向更高级

别的显示技术，如LTPSLCD因其高分辨率和
反应速度快的特点，在中高端车型中逐渐增
多。”

在王子睿看来，OLED凭借其自发光、对比
度高、色彩饱和度好、可弯曲等特性，越来越受
到市场青睐，尤其是对于追求极致用户体验和
设计感的豪华车型来说，OLED已经成为重要
的选择方向。

不过，由于成本的分化，车企会依据自身
品牌以及终端产品的定位选择不同显示技术
的车载产品，短期内很难出现某种显示技术取
代另一种的现象，但随着国产供应链的成熟，
成本的下降和可靠性的提升会加速新兴显示
技术的渗透。

屏机分离成为主机厂普遍选择

传统汽车各单元独立，整车有上万个零部
件，而随着整车架构的升级，汽车需要变成一
个整体，用一个大脑来控制、联通各个部位，
而原先的一体机会导致各部件的独立，无法
实现联通，因此在此趋势下发生了屏机分离
的现象。

此外，在屏机分离后，由于可以通过更强
大的整车大脑提供更精细、多元的显示效果，
因此对屏幕的限制更小，比如现在的电子外后
视镜、流媒体后视镜、电子A柱、后排娱乐、副
驾驶娱乐等，某种程度而言，只有屏机分离才
能适应新的交互需求。

屏机分离在最近一两年成为主机厂的普遍
选择，而在此趋势下，上游屏幕厂商开始和二级
供应商（Tier2）或一级供应商（Tier1）直接成
立合资子公司，完成从定制、开发、集成到一体
化生产的全流程，以减少中间环节，提升盈利水
平，传统Tier1集成的产业格局正在遭受冲击。

比如华安鑫创于2021年10月和2022年8
月公告，分别与国内车载屏头部厂商京东方精
电、深天马A成立子公司，通过深度捆绑上游
原材料资源，由Tier2向Tier1加速转型。

“这有利于整合资源，强化垂直一体化能

力，缩短产品研发周期，降低供应链风险，并能
大大提高面板厂的盈利能力。这种合作模式
有助于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协同，进一步推动
车载显示行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
这也给传统Tier1的经营带来压力，因此将导
致未来一段时间内，部分传统Tier1业务结构
转变，产品布局向智能驾驶、车联网等智能化、
系统化方向转移的现象。”王子睿对此分析称。

华阳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惠州华阳通用
电子有限公司是车载屏显领域的主要供应商
之一。近年来，其正在努力开拓HUD、座舱域
控市场。

华阳集团今年1月调研纪要透露，今年其
座舱域控、屏显示类、数字声学、HUD等产品
将有较多新项目量产，同时围绕跨域融合和中
央集成发展趋势，推出了前视一体机、舱泊一
体域控产品，正在预研舱驾一体域控产品及中
央计算平台。

“屏机分离后，我们能接到的项目更多。
因为中控屏，不仅仅是屏幕，还要和仪表、车机
做融合，我们相对于其他厂商具有一定优势。
此外我们对于成本的控制，也就是性价比能做
得更好一些。从目前的市场开拓来看，我们还
是能保持一定的优势。”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
电华阳集团证券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汽车产业发展在全球
经济疲软之势下并不乐观，高价电动车滞销，
车企纷纷采取降价策略以提振销量，新一轮降
价潮之下，单车的屏幕采用量很难有大幅提
升，因此王子睿认为，未来五年车载显示市场
的增长将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趋势。

对此，前述华阳集团证券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我们目前做的一些产品，降价空间并不
大，因此这块盈利能力还好。从车载显示而
言，未来应该还是有比较好的发展，因为技术
也在变革，比如未来可能会出现光场屏、投影
显示等新技术。对于HUD、光场屏，我们和华
为有相应的合作，一些项目已经在开展中
了。”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邓浩/文

车载显示技术升级 屏机分离成新趋势
近年来，智能电动车在汽车市场的占

比与重要性快速攀升。作为出行工具的
汽车，在消费者需求层次不断提升下，开
始成为生活的“第三空间”，兼具信息、休
闲、娱乐等多重属性。

IHSMarkit调研数据显示，智能座舱
科技配置水平是仅次于安全配置的第二
类关键要素，其重要程度已超过动力、空
间与价格等传统购车关键要素。

比如中控屏幕，已升级为车内用户与
智能汽车主要的交互入口之一，其流畅
感、科技感变成主机厂“内卷”的卖点。

Omdia显示研究分析师王子睿表
示，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加深和电动车
市场的快速发展，车载显示系统的复杂
性和功能性不断提升，车载显示的大尺
寸化以及技术更迭会进一步带动其单车
价值量提升。

业界简报

三星计划2027年
量产全固态电池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三星SDI近日
表示，该公司计划在2027年开始量产全固态电池
（ASB），以满足即将到来的电动汽车（EV）时代的
需求。

三星SDI介绍了他们在ASB领域所做的准
备工作。三星SDI称其是易燃锂离子电池的解
决方案。

三星SDI首席执行官崔轮镐表示：“我们正
在全面准备批量生产各种形态的下一代产品，例
如全固态电池，因为我们凭借无与伦比的‘超级
差距’技术引领全球电池市场。”

三星去年已经在位于首尔南部的水原研发中
心建立了具有业界最高能量密度900Whr/L的全
固态电池试验生产线，目前正在生产原型样品。

此外，三星电池子公司还推出了其超快充技
术，该技术可以在短短9分钟内将方形电池的电
量从8%充电到80%。该公司计划到2026年将这
项技术开发推向量产阶段。

其他方面，三星SDI表示将在2029年之前
开发出并量产可持续使用20年以上的电池解决
方案。

中国半导体销售额
1月同比增26.6%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近日，美国半

导体行业协会（SIA）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1月全球半导体行业销售额总计476亿美元，
较 2023年 1月的 413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了
15.2%。但是，相比2023年12月的487亿美元销
售额下滑了2.1%。

SI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诺伊弗表示：
“全球半导体市场在新年伊始表现强劲，全球销
售额同比增长幅度达到2022年5月以来的最高
水平。市场预计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持续增长，
2024年的年销售额预计将比2023年实现两位数
增长。”

从1月各地区销售表现来看，中国市场销
售额同比增长 26.6%，美洲市场同比增长
20.3%，除中国和日本以外的亚太其他地区同
比增长12.8%，日本和欧洲市场同比分别下降
6.4%和1.4%。

收购西部数据旗下公司
长电科技布局存储芯片

3月5日，长电科技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长电
科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管理公司”）
拟以现金方式收购WesternDigitalCorporation
（以下简称“西部数据”）旗下晟碟半导体（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碟半导体”）80%的股权，
收购对价约6.24亿美元。

晟碟半导体业务涉及存储芯片领域，而长电
科技在上述领域的业务主要为面向存储芯片的
封测服务。晟碟半导体与公司存储芯片业务在
产能及资源方面存在较强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公
司深入布局存储芯片领域。

公告显示，3月 4日，长电管理公司与
SANDISK CHINA LIMITED（以下简称“出售
方”）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出售方为控股公
司，无实际业务，其母公司西部数据是全球领先
的存储器厂商，自2003年起便与长电科技建立起
了长期合作关系，是上市公司的重要客户之一。

资产评估报告显示，以2023年6月30日为评
估基准日，晟碟半导体采用收益法评估100%股
权的估值为7.8亿美元，与账面价值相比，增值率
超过70%。

本次标的资产80%股权作价约6.24亿美元，
最终价格将根据交割前后的现金、负债和净营运
资金等情况进行惯常的交割调整。交易完成后，
长电管理公司持有晟碟半导体80%股权，出售方
持有剩余20%股权。 据《证券日报》李亚男/文

华为展现极强韧性

CounterpointResearch数据显示，在激烈的
竞争中，华为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

华为手机自去年“回归”以来，一路高歌猛
进。CounterpointResearch数据显示，2024年前
6周华为手机在中国的销量上涨64%，排名也上
升至第二名，和排名第一的vivo的差距仅剩下1
个百分点。

华为手机销量的增长，目前主要是来自于
华为Mate60系列的旺销，虽然二级市场的加价
基本抹平，但仍有部分版本还能加价500元至
600元。此外，去年12月华为nova12系列的发
布也对销量增长起到了助推作用，后续借助中
端市场的发力，将会进一步推动华为手机销量
的高速增长。

IDC中国高级分析师郭天翔表示，nova系列
的销量增长只是一部分，供应的限制使得nova系
列并没有恢复到原来的量级。

与此同时，在春节后，华为还发布了小折
叠屏手机Pocket2，同样引发了市场的抢购。

在华为手机强势的增长下，多家机构也是给
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预期。浦银国际证券预测，
华为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望在2023年的基础上保
持增长，预计2024年出货量超5000万部，并可能

超过7000万部。

市场整体销量同比下跌

数据显示，2024年前6周中国智能手机市
场整体销量同比下降7%。其中，OPPO（不包
括一加）、vivo的智能手机销量均出现了大幅下
降，下降幅度分别为29%和15%。小米也出现
了7%的同比下降。除了华为之外，仅荣耀实现
了同比增长，增长幅度为2%。

CounterpointResearch表示，2024年前6周
头部智能手机厂商出货量同比大幅下降，在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2023年前6周的销量较高所致。
因为2022年12月一些厂商的生产延后，所以销
售量都在2023年年初才计入，这也让年对年的同
比数值变动较为明显。

CounterpointResearch资深分析师伊万?拉
姆表示，由于中国市场支出疲软和少数新产品推
出，2024年第一季度的整体销量仍在慢速增长
中。华为 Mate60系列持续带动强劲需求是
2024年年初智能手机市场的亮点。

苹果手机开始降价

数据显示，2024年前6周苹果公司在中国的

iPhone销量同比下降24%；市占率由2023年的
19%下降到了15.7%。

iPhone销量的低迷其实早有征兆。
农历春节前夕，苹果就一反常态地启动

了“迎新春限时优惠”。其中，iPhone15系列
4款机型降价500元，部分笔记本电脑产品最
高降价 800元，iPadPro、iPadAir等也有相应
降价。

而且，苹果以价换量的策略还在继续。“3?8”
妇女节促销活动期间，iPhone15再度迎来大降
价，直降超千元。

经记者查询发现，叠加店铺券和平台券
后，iPhone15Pro256G版本在淘宝苹果官方
旗舰店的售价仅 7999元，远低于官方售价
8999元。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追踪报告出炉

前6周华为手机销量逆势大涨64%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Research最新

公布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每周销量追踪报告显示，2024年前6周中国智能手机
市场整体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7%。2024年前6周，苹果公司在中国的
iPhone销量同比下降24%，在中国智能手机供应商中排名第四，市占率由2023年
的19%下降到了15.7%。

与之相对的是，华为前6周销量上涨64%，市占率从9.4%上升到了16.5%，超越
了苹果。

Omdia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车
载显示市场2023年整体出货量超
过 2.07亿片，同比增长 7%，疫情
的结束以及汽车供应链恢复带动
上下游产业回暖。

青岛财经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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