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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液晶电视面板

出货量下调

最新消息显示，LGD 于 2022 年

年底停止运营其位于京畿道坡州的

P7液晶面板工厂。LGD韩国P7工厂

主要生产液晶电视面板，若 LGD 的

P7 工厂全部停产 LCD 面板，那么韩

国本土的液晶电视面板生产业务也

将全部停止。

LGD 在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发

布会上曾表示，P7 关停比计划要提

前 6 个月到 1 年，第 8 代产线的生产

产能也将大幅缩减。

业内分析 LGD 提前关停 P7背后

的原因指出，LCD 面板市场持续低

迷，且受各类外界环境影响，LGD 产

品出货量未达预期，LGD连续两个季

度陷入巨额亏损。在此背景下，LGD

选择提前进行公司业务结构调整，停

止生产低利润的LCD面板。

2021年，韩国另一显示面板大厂

三星显示出售了其位于中国苏州的

8.5 代液晶电视面板产线，并于 2022

年完全停止了韩国境内的液晶电视

面板生产。除了消耗一些面板库存，

三星显示在 2023 年将不再新出液晶

电视面板。

Omdia 数据显示，由于韩国液晶

电视面板产能的进一步重组，预计

2023 年，韩国面板厂商三星显示和

LGD 的 液 晶 电 视 面 板 供 应 量 将 较

2022 年下降 1400 万片。

Omdia 显示部门研究总经理谢

勤益指出，原来预估 2023 年全球将

出 货 2.543 亿 片 液 晶 电 视 面 板 ，比

2022 年 仅 增 加 1% ，其 中 LGD 原 预

期出货 1200 万片。但由于 LGD 的

提前退出，2023 年液晶电视面板出

货 量 将 再 次 调 整 ，预 计 降 至 2.493

亿片。

韩国显示面板厂商的产能重组

及关停计划将成为影响 2023 年液晶

电 视 面 板 供 需 的 决 定 性 因 素 。 不

过，目前 LCD 面板仍然是面板市场

需求最大的品类，三星和 LG 的绝大

多数终端显示产品也都使用液晶面

板。在电视面板需求持续疲弱的背

景下，韩国厂商加速退出 LCD 领域

有望为中国厂商腾出空间。

2023年OLED电视面板产量

或超1100万片

对于韩国厂商而言，寻找下一个

增长点是共同诉求，OLED已成为必争

之地。

近两年，消费者对电视产品的选

择已不再一味追求高性价比，而是更

看重画质表现以及功能体验。2021

年国内彩电市场出现“量跌额涨”局

面，大尺寸、高端电视产品更受消费者的

青睐。Omdia 数据显示，OLED 电视作

为高端领域的新兴产品，在2021年实现

650 万台的全球出货量，同比增长近

80%，在高端市场的占比提升到 35.7%，

预计 2022 年 OLED 电视面板的出货量

将达到1050万片，在高端市场的占比有

望提升到42%以上。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 LGD P7 液晶

工厂在本月停止运营，但并不会彻底

关停。

LGD 有意将 P7 工厂改建为 8.5 代

OLED 生产线。2022 年 8 月，LGD 负责

人曾表示，韩国的 LCD 电视面板生产

线具有向大尺寸 OLED 和 IT OLED 切

换的兼容性。此外，他补充说：“我们将

逐步减少中国第 8 代电视面板工厂的

产量，并通过积极的 LCD 电视退出战

略更快地向 OLED 进行结构性转型。”

业内推测，P7 厂大概率将用于生产

OLED 电视面板，最快将于 2026年投入

量产。

据悉，目前LGD已制定出明年大尺

寸 OLED 面板的生产计划，第一季度

160 万片、第二季度 230 万片、第三季度

290 万片、第四季度 240 万片，全年总生

产规模达 920 万片，其中中国广州工厂

计划生产 540 万片，韩国京畿坡州工厂

计划生产380万片。

三星显示也于 2022 年宣布全面停

止 LCD 业务，并加速发展 QD OLED。

随着三星显示的 QD OLED 面板进入

量产阶段，整个 OLED 电视市场或将产

生新变化。

此前有消息称，三星显示正打造8.5

代高世代 OLED 面板生产线，其 QD

OLED 产线的工艺良率已提高到 85%，

第二条 QD OLED 面板生产线预计在

2023 年下半年实现量产。市场研究机

构洛图科技预计，2022 年，三星显示的

QD OLED 电视面板出货总量将达到

100万～140万片。

洛图科技 COO 王育红指出，按照

LGD和三星显示的数据预测，2023年整

个大尺寸OLED电视面板的总量或将超

过1100万片，这无疑对OLED电视规模

的上量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多彩

电品牌将获得一定的面板供应。

事实上，不只韩国厂商，国内面板厂

包括京东方、维信诺也都在规划更高世

代的OLED面板生产线，同时小米、海信

等国产品牌也在积极布局OLED电视产

品线，可以预见 OLED 市场将进入快速

增长阶段，这将使LCD与OLED两大阵

营未来的对抗更趋激烈。

随着更多厂商积极布局 OLED 电

视，OLED 电视有望越来越便宜。据

Trend Force 集邦咨询透露，此前，55 英

寸 OLED 电视面板比同尺寸 LCD 电视

面板价格贵约4.8倍。

2023 年第二季度，55 英寸电视用

OLED 面板和 LCD 面板的价格差距将

大 幅 缩 小 。“ 一 般 来 说 ，如 果 大 尺 寸

OLED和 LCD面板的价差缩小，便可以

期 待 OLED 电 视 规 模 将 有 所 扩 大 。”

Trend Force集邦咨询分析师王飞表示。

项目接踵落地
新型显示产业展露新机遇

2022年国内数十个新型显示项目接踵落地，VR/AR和车载显示等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细分市场产品、玻璃基板和偏
光片等高附加值的上游配套产品……中国新型显示企业布局的热点，展露出新型显示产业的未来新机遇。

经历了 2021 年营收规模创

造历史高位的新型显示行业，在

2022 年面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液晶面板进入调整周期的双重

压力。中国显示企业采取合理

利用产能和调配资源、调整产品

结构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稳步

增长。

“对已有的成功经验进行总

结，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加以

遏制，把握显示技术发展趋势做

好布局，推动全球显示产业良性

发展。”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

协会液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梁新清早前接受《中国电

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中

国新型显示产业，2022 年是“总

结”的合适节点。

AMOLED、IT显示模组、车载

显示、VR/AR显示产品……中国

新型显示企业关注市场需求变化、

坚持长期主义、聚焦高端化竞争的

经营策略，在2022年显示相关新项

目的投产和投资中得到印证。

市 场 研 究 机 构 Omdia 的 数

据显示，AMOLED 在中小尺寸

显 示 面 板 市 场 表 现 得 十 分 亮

眼 ，营 收 占 比 过 半 ，首 次 超 过

TFT LCD，占据中小尺寸市场

份 额“ 头 把 交 椅 ”。 持 续 扩 大

AMOLED 产 能 成 为 诸 多 中 国

新型显示企业的选择。

2022 年 2 月，厦门天马显示

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 480 亿元

的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

产品正式点亮，该项目是目前国

内体量最大的柔性 AMOLED 单

体工厂。第三季度，总投资 22.2

亿元的武汉华星光电第 6 代柔

性 LTPS-AMOLED 显示面板生

产线项目模组厂房开始投产，

国内首款用于智能手机领域的

2K 高 频 PWM 柔 性 屏 量 产 下

线。11 月，维信诺与合肥共同

投资建设第 6 代 AMOLED 模组

产线，项目总投资 110 亿元，年

产 6 英寸至 12 英寸柔性 AMO-

LED 模组产品 2599 万片，生产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曲 面 、对 折 、三

折、中尺寸等多种类型柔性模

组产品。

群 智 咨 询 TV 事 业 部 研 究

总监张虹表示，从产能投资角

度看，对 OLED 的投资依然保持

积极态势是全球显示面板市场

的方向之一，未来还将呈现由

小尺寸转向中大尺寸、由低世

代（6 代）向中高世代线转变的

特点。

追逐高利润 AMOLED扩产进行时
从产能投资角度看，对 OLED

的投资依然保持积极态势是全球显
示面板市场的方向。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发布的《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发

展现状与趋势洞察》报告显示，新

型显示正在家居、车载、文教、医

疗等多个赛道助推显示智能场景

的实现，应用场景也将从户内转

向户外，从个人转向群体，从单向

输出信息转向智能交互服务。

业内专家表示，新型显示企

业正在围绕场景创新深挖细分市

场，办公、娱乐、专业显示等领域

带动 IT 显示面板需求增加，智能

汽车热销带动多元车载显示面板

进入发展期。如何在市场分化背

景下做好细分产品布局优化成为

新型显示企业的重要考题。

随着消费电子为代表的终端

产业进入高库存期，新型显示企

业 纷 纷 盯 上 了 车 载 显 示 、VR/

AR、IT等市场空间较大的应用场

景。2022 年 4 月，深天马发布公

告宣布，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厦门

天马与合作方投资成立合资项目

公司，投资 330 亿元建设第 8.6 代

新型显示面板生产线项目，该项

目以车载、IT显示屏、工业品等显

示应用为目标产品市场。10 月 7

日，瑞辉新显示和半导体项目在

江苏省盐城市开工建设，新建4条

触控显示及模组生产线，主要服

务车联网、物联网等高端定制化

市场。10月 12日，由京东方科技

集团和京东方精电共同投资的京

东方成都车载显示基地项目正式

投产，主要产品为 5 英寸至 35 英

寸的液晶车载显示模组，达产后

年产车载显示屏约1440万片。

在 2022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

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高文宝透露了京东方布局

车载显示的原因。高文宝表示：

“京东方在成都高新区布局了车

载模具基地，通过规模化的生产

优势，提升京东方在车载市场的

竞争力，汽车将逐渐从单一的交

通工具演变为第三移动空间。座

舱作为汽车智能化的核心，正被

赋予更多的功能，成为集办公、医

疗、娱乐、社交为一体的智能生活

空间。”

从2022年新型显示企业的投

产项目和投资思路不难看出，车

载显示应用已成为新型显示企业

的重要布局领域。群智咨询车载

显示资深分析师陈自伟接受《中

国电子报》采访时表示，相对其他

显示应用需求出现疲软，面板厂

更加注重车载显示业务，并且不

断有新的面板厂加入；同时，上下

游供应链间相互渗透，追求更大

的利润空间，竞争也逐渐趋于激

烈。群智咨询预计，2022 年全球

前装车载显示面板的需求规模将

达到1.8亿片，同比增长约10个百

分点，未来 5 年也将保持 6%以上

的复合增长率。

此外，高端 IT 面板和 VR 显

示屏等细分领域也成为显示龙

头布局重点。9 月份，TCL 华星

第 8.6 代氧化物半导体新型显示

器件生产线项目正式投产，是国

内首座专门生产高端 IT 产品及

专业显示的液晶面板高世代产

线。10 月，京东方公告显示，京

东方拟投资 290 亿元在北京建设

采用 LTPO（低温多晶氧化物）技

术的第 6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

生产线项目，主要生产元宇宙核

心器件的 VR 显示屏等高端显示

产品。

挖掘细分场景 车载、IT和VR成为布局重点
高端IT面板和VR显示屏等细

分领域也成为显示龙头企业布局的
重点。

偏光片、玻璃基板、有机材

料……显示产业链上游关键器

件/材料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

含量的特点，相关新产线和新项

目也在 2022 年纷纷落地。新产

线的试产和量产，将进一步提升

我国新型显示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推动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向价

值链中高端迈进。

2022 年可谓偏光片产线落

地“大年”。据了解，偏光片是液

晶显示产业链中技术壁垒、资金

壁垒、毛利率较高的环节。在中

国液晶面板全球市占率超过 70%

的大背景下，偏光片的本土化供

应一直存在产能缺口，偏光片因

此成为 2022 年企业布局上游产

业链的重点。

2022 年 第 一 季 度 ，杉 金 光

电广州偏光片新增产线量产；

12 月，杉金光电 LCD 用偏光片

卷材生产线张家港项目 1 号线

生产设备顺利搬入，预计年生

产 5000 万 平 方 米 LCD 用 偏 光

片；此外，其绵阳项目预计将在

2023 年 6 月实现试生产。谈到

加码布局偏光片，杉金光电总

经理朱志勇在 2022 世界显示产

业大会上透露，杉金光电将进

一步优化产线运营，将把南京

工厂打造为高附加值和中小型

偏光片专用研发和生产基地，

弥补国内在偏光片这个产业链

上的短板。

除 了 杉 金 光 电 ，2022 年 10

月份又有三家公司发布了偏光

片方面的最新动向。皖维集团

年产 700 万平方米偏光片项目

和年产 700 万平方米光学膜项

目建成投产，两个项目已进入

试生产阶段。恒美光电偏光片

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全球首条

8K 超高清偏光片生产线及配套

工厂，将打造全球最先进的 2.56

米超宽幅偏光片生产线，最大

可供应 110 英寸商用显示器配

套使用。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发 布 公 告 透

露，拟在湖北省黄冈市投建超

宽幅偏光片项目，拟在湖北省

广水市投建光学膜与高分子聚

合物生产线，总投资规模超过

100 亿元。

除了偏光片，玻璃基板作为

液晶显示面板关键器件也迎来

投产潮。2022 年 5 月，首条国产

G8.5+大吨位液晶基板玻璃生产

线在彩虹股份合肥基地成功实

现批量生产。6 月，位于福建厦

门的电气硝子液晶玻璃基板四

期 项 目 一 号 产 线 也 进 入 试 生

产。此外，电气硝子还宣布拟在

厦门建设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

加工厂，拟于 2023 年投产。

据 了 解 ，玻 璃 基 板 占 面 板

原材料成本的比例超过 15%，而

且发展前景十分可观。中国电

子 材 料 行 业 协 会 数 据 显 示 ，

2020 年，中国大陆地区新型显

示用玻璃市场规模 229 亿元，未

来 5 年，我国玻璃市场仍处于黄

金发展期。

增强产业链韧性 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新产线的试产和量产，将进一

步推动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向价值链
中高端迈进。

转攻OLED

韩国出清LCD产能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记者 谷月

近日，LGD被指在2022年 12月底停运了其位于韩国京畿
道坡州的P7工厂，这也是韩国最后一条电视液晶面板（LCD）产
线。至此，在韩国境内的LCD电视面板产线全面退出。业内推
测，LGD P7 厂将用于生产 OLED 电视面板，最快将于2026年
投入量产。韩国另一家显示面板大厂三星显示也于2022年上
半年宣布停止LCD业务，将所有产线转型升级用来生产OLED
面板。

随着韩国面板企业加速从LCD转向OLED，电视产业或将迎
来LCD和OLED两条技术路线之间的关键 一战。为此，《中国电
子报》记者采访了各分析机构，对2023年的电视面板产能和市场
需求进行了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