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的梳理和回顾都是为了更

好面向未来和走好下一步，在中国面

板产业已跃居世界第一、面板深处下

行周期的2023年初，很多焦点问题需

要我们关注和解答。短期来说，面板

产业何时走出本轮下行周期，迎来新

一轮增长？中期来说，盛行了数十

年、几乎是面板代名词的 LCD，在韩

国面板巨头都退出之际，还能红火多

久，会否重演 LCD 颠覆 CRT 的那一

幕？长期而言，纠缠了面板产业多年

的强周期性会否随着产业集中度提

升而减弱甚至消退？世界面板产业

格局又会出现怎样的风云变幻？

2022年对于全球液晶面板产业来

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三星、

LG相继退出LCD领域，面板价格经历

了史上最长的跌价周期，价格几乎刷

新了各尺寸产品的最低。厂商还经历

了近10年最大幅度的减产。

谈及对未来面板产业的看法，中

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敏

告诉记者，全球疫情的影响可能将会

在2023年中逐渐消退，特别是中国区

域。但整体来看，LCD面板的终端需

求不能乐观，也很难期望发生根本性

转变。考虑到产品售价已经比较接

近材料成本，面板厂无利润可降，再

叠加元旦春节假期以及3月的岁修，

整个第一季度的价格持平概率较大，

向上突破的时机预测在第二季度。

从全年来看，出货量或将出现一定程

度的恢复。

面板产业如今最有争议的问题

是面板周期性会否减弱。目前业内

多数人认为，随着面板产业集中度不

断提升，未来面板周期性将减弱。

在董敏看来，从近几年面板价格

的变化和过程中的特点来看，显示面

板行业正在努力走出周期性的特征，

成为相对确定性的行业。接下来，产

业中的存量产能逐步退出，新增产能

完成释放，显示面板行业有望将由过

往固定的大而强的周期逐渐转化为由

市场竞争、需求淡旺季影响的小而缓

周期，波幅将显著减小。

范博毓也认为，本轮周期性循环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总体经济环境的影

响，不过当部分厂商逐渐淡出行业，厂

商集中度提高，的确会有助于产业的

波动性减缓，变动幅度缩小。

不过董敏也提醒，追求资源类工

业品的长期稳定平衡其实是不现实

的。这也意味着，面板产业周期性会

减弱，但不可能避免。

值得关注的是，面板巨头为摆脱

周期性影响和开拓新发展空间，正纷

纷拓展面板产业的内涵和外延。比

如京东方提出“屏之物联”发展战略，

TCL则提出“AI+LoT”战略。京东方

董事长陈炎顺表示，要充分发挥京东

方“屏”之核心优势，让显示赋能物联

网千行万业。同时，把企业的发展战

略主动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在范博毓看来，面板产业集中度

提升和周期性减弱，也意味着产业趋

近饱和，在既有的产品类别上将逐渐

看不到新的成长性。未来面板行业

在不同显示技术路线上会更加激烈。

以往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

屏幕用的都是LCD面板，由于OLED

面板的自发光、对比度高、色彩渲染力

强等优势，2016年，苹果加入了OLED

阵营，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手机厂商

的旗舰机型采用了OLED面板。

董敏认为，大尺寸显示市场，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LCD 仍将是主流。

一方面，目前全球巨大的LCD面板产

能存量，仍需要较长的生命周期来消

化；另一方面，消费者自身品位的成

长和购买力的提升也需要时间。不

过小尺寸显示市场，目前OLED已经

占据了一半的市场份额。在手机市

场头部品牌的牵引下，OLED的渗透

率仍将提高。

虽然起步较韩国同行晚，但国内

面板产业也都在积极布局OLED，包

括京东方、维信诺等都在规划更高世

代的OLED面板生产线。2022年，京

东方还凭借 OLED 面板成功打入苹

果供应链。

除了当下炙手可热的 OLED 领

域，面板产业目前还涌现了Mini LED

和Micro LED等新兴的技术路线，受

到各方的追捧。京东方控股华灿光

电、TCL 科技牵手三安光电，发力

MLED领域。

“液晶显示技术产业化始于日

本，OLED 显示技术产业化始于韩

国。我们有理由相信，将来更先进的

显示技术，如Micro LED有可能在我

国首先实现产业化。”欧阳钟灿认为，

“继续发展液晶显示产业实现后来居

上 ，我 国 在 AMOLED 柔 性 显 示 和

Mini/Micro LED 等新型显示赛道具

备领跑潜能。”

董敏也提醒，中国已经成为液晶

面板的最大生产基地，要确保避免落

入显示技术陷阱。在延长LCD产品

生 命 周 期 的 同 时 推 进 包 括 Micro

LED、喷墨打印、量子点显示、硅基

OLED、裸眼3D、激光显示、电子纸等

显示技术实现规模量产。从顶层做好

各种下一代显示技术的统筹布局。

另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未来

的面板产业格局会出现怎样的新变

化。展望未来，业内多数人认为，10.5

代产线降维打击中国台湾低世代产

线，同时中国台湾友达和群创在2013

年之后少有扩产，结果可能是中国台

湾像日本一样逐渐退出。未来中国

大陆、韩国双强的格局会持续较长的

时间，新一轮的产业出清或将发生在

2025年。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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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局

1.缘起

面板产业的生存定律
30年弹指一挥间，面板产业风云变

幻，上演了一幕幕异常精彩的企业对垒、

颇具戏剧化的产业变迁：美国起源却被日

本率先实现产业化；日本从巅峰时期占全

球九成以上份额，却被韩国短短数年间拉

下马；中国台湾的面板产业也经历了一段

时间辉煌，没想到中国大陆迅速崛起，实

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

式发展，成为全球面板产能第一大国。

面板产业是典型的强周期性产业。中

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敏告诉记

者，面板行业的周期性主要是产能、需求周

期与经济周期的契合程度造成的。显示面

板是重资产、资源性的工业品行业，参与企

业少，投入产出周期长，产能调整弹性很

小。而面板的终端应用产品大多数是消费

电子产品，与经济周期密切关联，而且市场

化竞争充分，需求变化迅速。两者的错配

及供需失衡，导致产品价格波动巨大，而利

润对价格的变化又极为敏感。

新世纪以来，面板产业至少经历了

5轮产业周期，差不多4~5年一个完整

周期。伴随着周期轮回的是面板企业

利润的暴涨暴跌，还有面板产能在各地

的转移，各领风骚好几年。

王东升曾提出一条著名的面板产

业生存定律：若保持价格不变，显示产品

性能每36个月必须提升一倍以上，且这

一周期正不断缩短。这条定律也就是世

代和新技术路线的降维打击，背后含义

就是所有存量产能都可能成为累赘，会

被后来者用更高的效率和更新的技术和

更高世代产线颠覆。这也是面板行业在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地迁

移轮转的一个根源。

这条定律揭示的是，面板产业是一

个不进则退、残酷竞争的竞技场。在这

个战场上很难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永远

的坚持和奋斗。只要押错了路线，或者

坚持不住都可能形势陡转。

而中国面板产业这些年崛起的背

后，除了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以及以京

东方等为代表的面板企业的艰苦奋斗

和逆周期扩张，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具

备全球最大的面板消费市场和相对完

整的产业链集群，并且配合有效的社会

管理机制，成就了中国面板行业显著的

成本竞争优势。

30年，我们看到了中国面板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的蜕变和扬眉吐气，但

后面是数不清的质疑动摇和奋斗坚持，

以及日复一日的建产线和生产的单调

日子，还有巨亏和大赚不断轮回的大悲

大喜，而且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同样的

悲喜依然会继续上演。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吴清采写）

为什么要做面板？

编者按/ 人类信息的获取80%来自视觉。万物互联的时代，万事

万物都有屏幕和界面，从手机到电脑，从车载显示等各种终端到元宇

宙入口的VR眼镜。而这些界面背后就是面板（半导体显示）。面板

和芯片半导体一样，是各类电子产品必需的基础元器件，也是以往被

卡脖子的重要产品，“缺芯少屏”曾成为中国产业界尴尬又无奈的现实

缩影。

1993年，北京电子管厂在连亏多年后进行股份制改革，京东方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BOE）创立，开启了中国面

板产业栉风沐雨、波澜壮阔的成长历程。30年后的今天，中国面板产

能已占据全球一半的份额，也涌现出了京东方、TCL华星光电、维信

诺、深天马等组成的中国面板“梯度军团”，在全球市场纵横捭阖。

这30年间，全球面板产业也经历了90年代日本称霸、中国台湾面

板“五虎”兴起、韩国和中国大陆面板产业崛起的变迁，中间经历了诸

多的博弈、斗争、妥协，还有各种不解和质疑，以及种种委屈及抗争。

在“30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重新思考面板行业“是谁？从哪

儿来？到哪里去？”的灵魂三问，回望、展望正当时。本期商业案例，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企业和业内人士，共同把脉中国及全球

面板产业。

中国面板“灵魂三问”

产业变迁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90年代初，日本独霸全球面

板产业，1994 年，日本面板产能

占全球的94%。而后中国台湾、

韩国、中国大陆面板产业相继崛

起。没有谁愿意将手里的份额

和优势拱手相让，产业在各国变

迁的原因是什么？又为何会形

成如今的全球格局？

1997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

本企业投资动能下降，韩国看到

了面板产业背后的机会，开始投

入巨资狠砸面板产业，越亏越

投，迅速抢占了日本大半的市场

份额。

与陷入困顿、更注重短期财

务数字的日本面板企业相比，三

星、LG 等韩国大企业集团具有

诸多优势：显示面板只是其一个

核心环节，家大业大的三星、LG

等资金雄厚，更能承受短期内的

亏损；同时，这些韩国大企业财

团与政府关系更密切，也更能获

得来自政府资金等方面的长期

支持。

1999 年对于韩国面板产业

来说是重要年份，这一年三星以

18.8%的份额位居全球平板显示

器市场榜首；LG 份额达 16.2%，

位列第二。正是政策支持下的

逆势扩张成为韩国面板产业逆

袭的关键一招。

实际上，台湾的面板产业也

是在日本的技术转移还有本土

政策扶持下才发展起来的。日

本与台企签订大量技术转让合

同，有意扶持一批台企，对抗来

势汹汹的韩国面板巨头的生力

军。台湾也借此提出“两兆双

星”的口号和政策，由此催生了

台湾面板产业“五虎”：友达光

电、奇美电子、广辉电子、中华映

管和瀚宇彩晶。2003~2009 年，

台湾的面板产业投资金额超过1

万亿元新台币，液晶面板出货量

一度占据了全球 40%以上的份

额，形成与韩国、日本三足鼎立

的局面。

此后，各国面板产业你来我

往、相互厮杀。一番极致内卷

后，日本面板巨头且战且退，

NEC、索尼、三菱等先后退出，夏

普则被富士康收归麾下，只剩下

JDI 在苦苦支撑；中国台湾“五

虎”如今也只剩下友达光电、奇

美电子；韩国则宣布退出 LCD

领域，主攻 OLED 面板；中国大

陆除了京东方外，如今崛起了

TCL 华星、维信诺、惠科等一批

面板企业，占据了全球面板产业

的半壁江山。

谈及这些年中国面板产业

崛起的原因，中国科学院院士欧

阳钟灿对记者表示，我国面板产

业从“缺芯少屏”走向全球领先，

在于我们坚持“政产学研用”相

结合。

TrendForce 集邦咨询研究

副总范博毓则告诉记者，显示面

板的发展经历了完整的产品发

展周期，从不成熟期到成熟期，

以及多种技术路线竞争，最后形

成规模经济，追求产出效率化与

成本最佳化，中国面板厂也就伴

随着这样的产业发展，扩大规模

和提升技术水平与良率，逐渐取

得主导地位。

但面板产业永远不是一场

酣畅淋漓的快攻、决战就能决胜

的，面板 LCD、OLED、MLED 等

多技术路线以及不断升级的产

线特征，注定面板产业是一场持

续升级的持久战，一时的疏忽和

押宝出错，都可能葬送多年积累

的优势。

90 年代，日本 LCD 产能主

要集中在1、2代线，金融危机期

间，韩国逆势扩张猛砸 3 代线，

日本则因为经济衰退有心无

力，迅速被韩国赶超。实际上，

从90年代初的1代线起步，现在

LCD 的产线已经升级到了 10.5

代线。

如今，面板特别是 LCD 面

板的竞争逻辑可以简化为：顶住

亏损压力投巨资建高世代产线，

产线建成投产后，就是拼良率和

成本。前者很好理解，如果友商

的产线良率是 80%，就是 100 个

产成品中有80个是好的，而你的

良率只有20%，那你就只能有被

别人吊打的份；后者更好理解，

同样一件价格100元的成品，你

的生产成本是50元，而对方的成

本是60元，那你就会在竞争中占

据绝对优势。

产线良率和成本竞争优势，

除了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和

经验积累外，主要来自于比对

手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而这

需要疯狂砸钱建设更多高世代

产线，占据更高市场份额，同时

在面板周期性低谷时期，顶住

亏损压力逆周期扩张，去兼并

对手扩大市场占有率。假如市

场需要10万件产品，你占据着5

成的市场份额，拿到5万件的订

单，就可以开动机器大规模生

产，提高产品良率的同时大幅

摊薄生产成本。反之亦如是。

同时，在全球制造业回流和

半导体显示面板产业重要性凸

显的今天，日本面板产业并不甘

心失败，且在面板上游领域优势

依然明显；台湾剩下的两家面板

巨头实力雄厚，也在酝酿新一轮

的反扑；而韩国面板巨头战略性

地从 LCD 领域撤退，是为了在

新一代显示技术路线 OLED 等

领域更加聚焦，且的确在OLED

等领域占据着大部分份额。面

板产业正在酝酿新一轮的贴身

肉搏。

2017年，中国面板产能后来居上，跃居世界第一。2021年，中

国面板产业销售额在全球市场占比高达41.5%，出货面积更是

占全球的六成以上。

面板特别是LCD面板的竞争逻辑可以简化为：顶住亏损压力投巨资建高世代产线，产线建成投产后，就是拼良率和成本。

以前我们总说“缺芯少屏”，

如今“缺芯”隐痛仍存，“少屏”却

已彻底成为过去。这是因为 30

年来中国崛起了一批优秀的面

板企业。我们知道，面板行业是

一个极度烧钱和内卷的行业，一

条产线就需要数十上百亿元的

投资，而且投错路线或没及时持

续投资，就可能出局，巨额投资

就打水漂了。那为何还要发展

面板产业呢？

2001年至2006年，韩国的三

星、LG与中国台湾的友达、中华映

管等六家企业，召开了53次“晶体

会议”，主要目的就是控制面板价

格和供货量，当时面板的成本一度

占据液晶电视总成本的八成。

这也让处于下游的中国家

电企业叫苦不迭。不过当时面

板的技术和产线都掌握在韩国、

日本企业手中，中国企业只能吃

哑巴亏。此前，中国每年进口面

板的总值高达数千亿元，仅次于

集成电路、石油和铁矿石。据海

关总署统计数据，2007年我国进

口液晶显示面板19.5亿个，价值

407.5亿美元。

更为现实的考虑是，国内自

主掌控面板产业，可以让面板下

游的消费电子产业成本降低、竞

争力提升。面板行业给国内多

个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可

以说，没有中国面板产业的崛

起，我们的手机、电视、电脑可能

要比现在贵一倍。

关于为何要走自主自研的

路，是因为有惨痛的教训。

1998年，为突破被卡脖子的

局面，上广电花了100亿元与日

本 NEC 合 资 ，引 进 五 代 生 产

线。不过从技术到管理都是日

本人说了算。2009 年，NEC 突

然撤资，当年上广电就宣告破

产，上百亿元的投资和无数人的

努力换了一地鸡毛和无尽唏嘘。

2003年，京东方和中国面板

产业迎来一次发展良机，从韩国

现代手里收购了LCD资产。不

过强周期性的面板产业，马上就

给京东方来了一个下马威，2005

年在北京亦庄自主上马新产线

时，面板产业产能过剩加剧，产

品价格掉头直下，京东方当时主

打的17英寸屏幕价格，从产线建

设时的 300 美元/片直接腰斩至

150美元/片。当年，京东方就亏

损了 16 亿元，这也是其成立 10

年来的首度亏损。2006年，京东

方再度亏损17亿元。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又赶

上面板下行周期，台湾面板企业

集体遭遇寒流。彼时大陆正在

推行家电下乡政策，相关部门专

门组织大陆彩电企业赴台采购

面板，由时任中国电子视像行业

协会副会长白为民带队，意向金

额高达44亿美元。不过面对大

陆释放的善意，遭遇的却是境外

企业的联手涨价，5个月内，面板

价格大涨三成，直接导致大陆彩

电行业陷入不良周期。

这样的结果以及此后数年

面板产业的被动局面，让决策

层更深刻认识到自主掌控面板

产业的重要性。从 2010 年起，

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面板产

业的扶持政策。不过这些扶持

政策可能依然低估了面板产业

烧钱的现实和自主掌控面板产

业链的艰难。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为

了引来京东方的面板产线投资，

某市政府曾迟发了公务员工资，

搁置了地铁建设。彼时，一条面

板 6 代线的投资就高达 175 亿

元，而归属该市的财政收入也只

有161亿元。不过后面的结果大

家都看到了，回报是超预期的丰

厚。京东方后来又在该市建设

了 8.5 代和 10.5 代线，并吸引了

一系列上下游供应链落地，让该

市成为面板和光电产业的中心。

2017年，中国面板产能后来

居上，跃居世界第一。2021 年，

中国面板产业销售额在全球市

场占比高达 41.5%，出货面积更

是占全球的六成以上。

京东方提供给记者的资料

显示：2021 年，京东方累计自主

专利申请超7万件，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PCT专利申请量全球第

7。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

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显示

屏、显示器显示屏、电视显示屏

等五大主流产品销量市占率继

续稳居全球第一。

谈及面板产业的价值和贡

献，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曾有过

一段经典论述，“如果没有像京

东方这样的企业，华为、联想、小

米、魅族们得给牢牢掌握面板行

业话语权的三星、LG、夏普这些

日韩企业多贡献多少营收？想

象一下，我们的战斗机、航空母

舰上，所有的显示屏幕、仪表面

板都只能用别国生产的显示器

件，老百姓会觉得这个国家有能

力捍卫自己的国土安全吗？未

来万物互联的时代，这块屏仍将

会是各种信息流的必经入口，难

道还要将我们的大市场拱手相

让吗？”

面板产业会怎么走？
面板产业如今最有争议的问题是面板周期性会否减弱。目前业内多数

人认为，随着面板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未来面板周期性将减弱。

观察

京东方美好生活研究所亮相北京，观众沉浸式体验“显示联万物”智慧生活。 视觉中国/图

3.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