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能不足 折叠屏手机“一机难求”

供应链待成熟 厂商布局新赛道

本报记者 张兴旺

日前，OPPO、华为、荣耀相继发布折叠屏手机。 1月22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深圳多家线下渠道商发现，折叠屏手机仍然“一机难求” 。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供应链环节涉及很多新物料，良率较低，产能仍然不足，厂商备货也不充足，导致折叠屏手机“一货难求” 。

头部厂商争相发布新产品，售价拉低，折叠屏手机需求量开始提升。 多家机构预测，2022年折叠屏手机出货量将超过1500万部，同比翻倍增长。 新赛道吸引厂商进入，目前，屏幕、铰链、UTG玻璃保护盖板等国内供应链企业已在布局。 随着供应链成熟起来，成本下降，折叠屏手机售价将下降，市场渗透率将逐步提升。

产能不足 处起步阶段

1月22日，记者在深圳市南山区一家荣耀渠道商走访时，店内工作人员称，店内没有荣耀折叠屏手机现货，需要从其他门店调货，但需加价。

在深圳市南山区一家OPPO授权体验店，记者了解到，OPPO� Find� N折叠屏手机也缺货。 这款手机每部售价7699元起，点燃了市场行情。 1月10日OPPO称，OPPO� Find� N折叠旗舰手机全网预约量突破100万部。

1月18日，荣耀CEO赵明表示：“首销的折叠旗舰荣耀Magic�V火爆程度超出了我们预期，出现了全渠道一机难求的情况。 我们正在加班加点安排生产，同时启动预约预售，将根据排队顺序尽快发货。 ”

在折叠屏手机市场，三星和华为是领先的厂商。 三星市场策略颇为激进，2021年8月，三星发布Galaxy� ZFlip3，售价下探至每部7599元，拉动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 研究机构DSCC报告称，2021年第三季度，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达到260万部，环比增长215%，同比增长480%。 三星占据折叠屏手机出货量的93%，华为出货量排名第二，占比为6%。 2021年12月，华为P50宝盒8988元起售，这也是华为首款售价1万元以内折叠屏手机。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折叠屏手机价格已从每部1万-2万元下探至万元以内，由于价格仍昂贵，产品面向小众市场，这也导致品牌商不敢备货太多。 此外，由于供应链环节涉及很多新物料，良率低，产能仍然不足。

一位手机产业链公司高管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折叠屏手机是手机市场的“明珠” ，由于定价高，它的用户群主要是商务人士和电子产品“发烧友” 。 OPPO折叠屏手机售价超出用户心理预期，用户群开始扩大。

面板厂商维信诺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折叠屏幕可以将“小身材、大显示”完美结合，适配办公、娱乐一体等应用场景。 目前全球头部手机厂商对于柔性折叠屏幕均有强烈需求。 同时，近两年折叠屏手机多个关键部件越来越成熟，如在柔性屏、铰链、柔性盖板以及内容适配等方面克服了很多问题。 折叠屏手机受到消费者认可，需求量快速上升。

对于市场供需不匹配问题，维信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折叠屏手机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在头部手机厂商中刚呈现出全面开花状态。 由于折叠屏手机价格定位为品牌高端，供应量相对较少，普遍“一机难求”。 面板厂对折叠屏的整体出货量也较有限，且在积极降成本和提升产品质量，以应对将要到来的更大规模市场空间。

领先苹果 有降价空间

赵明认为，2022年折叠屏手机是国内安卓厂商进入高端机市场的很好契机，市场规模将快速放大。折叠屏手机再也不是试水产品，它可以作为主力旗舰手机所使用。未来，直板手机和折叠屏手机将并行发展。

CINNO� Research预测，2022年全球折叠屏手机销量有望达1569万部，同比增长107%。 西南证券预计，2022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将达到1800万部-2000万部，同比增长超过100%，渗透率从2021年的0.18%上升至1.83%。

赵明认为，手机厂商要能够打造全方位满足消费者在产品闭合态、展开态上的使用需求的折叠屏产品。 很多供应商表示，对于折叠屏手机，他们要与荣耀一起把产业链做好、做大。

业内人士预计，2022年，vivo也将推出折叠屏手机。 作为消费电子行业领头羊，苹果却还未推出折叠屏手机。 一位苹果产业链公司人士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苹果现在的策略求稳，等待折叠屏手机进入“走量”阶段才会发布。 据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预测，苹果可能在2023年推出折叠屏iPhone，预测2023年折叠屏iPhone的出货量为1500万部-2000万部。

中信建投分析称，目前折叠屏手机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改进，如折痕、重量、价格和成本偏高等问题。

维信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折叠屏手机仍属“尝鲜类”高端机，价格略高。虽然折叠屏手机价格近两年快速下调，但仍有进一步下降空间。就屏幕厂商来说，柔性AMOLED厂商主要通过提升产品良率、降低显示屏的原材料成本等方式来降低产品价格，目前成熟柔性显示产品的良率已经达到一个很可观数据。未来，随着产业链的协同降本以及终端产品的加大应用和面板产能的更多释放，折叠屏良率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产品价格也会进一步下降。

OPPO首席产品 官刘作 虎认为 ：“供应链、产 业链成 熟后 ，折 叠屏手 机市场很 快会有 变化 ，可 能不到两 年，折叠 屏手机 价格将 和现在旗 舰机价 格相当 ，卖到每 部五六千 元。 大家 要思考 有没有更 多创新 体验。 ”

中信证券称，看好折叠屏手机市场技术成熟度提升后带来的成本下降，预计未来翻盖式占主导，主流价格带降至每部5000元-8000元。 未来随价格中枢下移，折叠屏手机市场有望高速增长，预计2025年全球出货量超6500万部。 短期市场仍由三星主导，2022年有望占据60%-65%份额。

提前布局 抢食蛋糕

折叠屏新赛道市场火了，产业链公司也将受益。长信科技董秘陈伟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折叠屏手机放量可能对少数公司更有利，即能够提供增量元器件的公司。

中信建投认为，折叠屏手机产业链的关键技术点和价值增量主要为柔性OLED、UTG玻璃保护盖板、铰链和转轴。

从柔性OLED来看，目前主要是三星、京东方、TCL科技、维信诺等面板厂商供货。 维信诺相关负责人称，随着国产手机公司不断加强折叠屏手机布局和国内庞大的消费需求，未来2年内将会有更多折叠屏手机上市，维信诺也将有更多市场份额，有望引领国内折叠屏供货。

从UTG玻璃保护盖板来看，三星在2020年推出UTG玻璃保护盖板折叠屏手机后，引领市场潮流。 券商分析称，此前折叠屏手机大多采用在弯折性能、成本等方面更优的CPI（无色透明聚酰亚胺薄膜）盖板。 未来，UTG（超薄玻璃）保护盖板将逐步替代CPI成为折叠屏盖板的主流材料。 三星目前是主要供应商，OPPO�Find�N采用三星UTG玻璃保护盖板方案。

有产业链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小米和vivo即将推出的折叠屏手机可能也采用三星UTG玻璃保护盖板。 ”

A股少数行业公司正在布局UTG玻璃保护盖板，记者了解到，长信科技目前是UTG玻璃保护盖板技术储备领先的公司之一。陈伟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UTG比CPI方案视觉感官效果更好，相对不易划伤和产生折痕，但成本更高。公司研发包括UTG玻璃保护盖板在内的多种适用于UTG的元器件，目前已在配合客户进行样机测试，得到了终端客户的认可，也拿到了确定性订单。客户说搭载UTG玻璃保护盖板的折叠屏手机上市速度将加快。只要客户需要，我们随时能量产。”

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关键技术点，但制作难度高。刘作虎表示，铰链的关键不是制造，而是设计环节。设计要靠手机厂商自己的功底，OPPO花了4年时间迭代铰链。

券商预计，到2023年，折叠屏手机铰链市场规模有望达60亿元以上。 这也让一些厂商进行市场布局。 精研科技证代王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在折叠屏手机上，公司从2019年开始先后向三星和某国际前三的消费电子品牌商供货铰链中的MIM零件。 2020年，公司开始配合客户做整个铰链的研发，目前在试样阶段。 折叠屏手机市场正在扩容，给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但铰链空间范围小，零件个数多达上百个，设计难度高。 在折叠屏手机市场，三星和华为是先发品牌，其他品牌要切入市场，还要规避先发品牌的专利。

产能不足 折叠屏手机“一机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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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OPPO、华为、荣耀

相继发布折叠屏手机。 1月22

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深

圳多家线下渠道商发现，折

叠屏手机仍然“一机难求” 。

业内人士认为， 目前供应链

环节涉及很多新物料， 良率

较低，产能仍然不足，厂商备

货也不充足， 导致折叠屏手

机“一货难求” 。

头部厂商争相发布新产

品，售价拉低，折叠屏手机需

求量开始提升。 多家机构预

测，2022年折叠屏手机出货

量将超过1500万部， 同比翻

倍增长。 新赛道吸引厂商进

入，目前，屏幕、铰链、UTG玻

璃保护盖板等国内供应链企

业已在布局。 随着供应链成

熟起来，成本下降，折叠屏手

机售价将下降， 市场渗透率

将逐步提升。

今年以来27家科创板上市公司获机构调研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3日，共有27

家科创板上市公司2022年以来获机构调

研。 不少科创板上市公司获机构调研家数

超过百家。

从机构调研公司所在行业看， 以锂电

池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链、创新药物行业、

半导体行业产业链上市公司获机构调研次

数居前。 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情况

普遍受到机构关注。

频获机构调研

对于生物医药企业， 机构最关注的问

题主要是围绕在研药品的情况。

悦康药业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公

司在研管线包含生物药、 化药以及中药三

大类型，13项重点管线。其中，核酸生物药7

项，聚焦的适应症包括肿瘤、乙肝、降血脂

以及传染病等领域， 进展最快的产品为核

酸CT102项目， 目前一期临床病人已经全

部入组完毕；化药1项为硫酸氢乌莫司他胶

囊，用于治疗胰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目

前其他权益方已在德国完成一项针对局部

晚期胰腺癌的临床研究；中药4项，包括治

疗脑卒中的注射用羟基红花黄色素A，目

前处于三期中后期阶段； 治疗血管性痴呆

的复方银杏叶片处于三期阶段， 治疗感染

后咳嗽的紫花温肺止嗽颗粒即将召开三期

研讨会， 治疗儿童特异性皮炎的培土清新

颗粒即将结束二期入组。

Wind数据显示，悦康药业2022年共获

得124家机构调研。

新能源产业链方面， 机构普遍关注

2022年相关产业链上市公司产品渗透率的

情况。

容百科技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

2022年全球电动车渗透率预计会进一步提

升，高镍三元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和主

流技术路线地位。 公司将持续围绕正极、前

驱体业务，向工程装备开发、供应链开发延

伸，加强战略合作，在2022年全面推进公司

的“新一体化” 战略落地。 伴随三元正极材

料的市场格局将进一步集中和优化，公司将

和下游电池客户做好协同，保持高速增长。

Wind数据显示，容百科技2022年以来

共获得516家机构调研。

研发投入受关注

除了上述带有明显行业属性的关注点

外， 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情况普遍

受到机构关注。

新点软件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公

司采用平台化、低代码的开发模式，压缩产

品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提高产品可靠

性，更快速地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公司具

有覆盖全国的专业销售和服务网络， 能快

速获得客户需求，使产品快速迭代升级，从

而更好满足市场上的各种需求。此外，公司

经常和国内专家进行研讨， 据此制定战略

规划，结合客户需求，提前布局以IPD开发

模式研发新产品， 经过联合创新中心的验

证，设定标杆试点，借助国家政策发文，快

速将成熟的前瞻性产品迅速推广到全国。

从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看， 多数

公司在2021年加大了研发投入力度。

灿勤科技表示， 公司持续保持较强的

研发投入，2021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预计达到9.46%，较2020年增加5.44个

百分点。

鸿泉物联也在业绩预告中表示，2021

年，为满足业务发展和持续创新的需要，公

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通过引进高层次人

才进一步增强研发团队实力， 研发费用较

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幅， 因此对净利润造成

直接影响。 鸿泉物联预计2021年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900万元左右，同

比下降约67.16%。

高景气行业业绩喜人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23日晚，共有

89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披露2021年业绩预告，

77家预喜，占比86.5%。 其中，略增11家、扭亏

4家、续盈1家、预增61家，已披露业绩预告的

科创板上市公司整体保持了较高业绩增长。

从行业看，生物医药制造业、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业、锂电池产业链预喜公司较多。

锂电池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把握旺季

周期积极扩产，订单量持续攀升，对业绩形

成利好。 生物医药行业方面，东方生物、热

景生物等与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相关的

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亮眼。 半导体行业方面，

受益于消费电子行业需求增长， 相关上市

公司新产品出货放量。

BBAE必贝证券研报表示， 对于芯片

类企业来说， 全球芯片供不应求的局面持

续存在。 全球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的

逐步发展，带动了5G、物联网、元宇宙、自动

驾驶等概念的爆发， 增加了对高端芯片和

高性能计算的需求， 驱动芯片代工产业发

展。 此外，2021年苹果iPhone12系列和i-

Phone13系列在全球手机市场表现较强

劲，代工类企业取得较多订单量，对2021年

业绩形成利好。

多地调整公积金贷款政策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日，北海、四川自贡等地发布公积金贷款新政，明确放

宽公积金贷款要求。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2022年以来，

购房商业贷款发放速度相比2021年下半年明显提升。

调整公积金贷款

日前，四川省自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

整住房公积金政策问题的通知》， 明确放宽住房套数认定政

策，实行“只认贷不认房”的认定标准。 既无住房公积金贷款

记录， 又无尚未完清的住房商业贷款， 按首套房贷款政策执

行； 有一笔已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或一笔尚未完清的

住房商业贷款，按二套房贷款政策执行，贷款记录以征信报告

为准，除此以外为三套房的不予贷款。取消两次住房公积金贷

款须间隔12个月及以上的限制；对持有天府英才A、B、C卡的

高层次人才给予政策支持，具体办法另行制定。该调整政策自

2022年1月17日起执行，有效期三年。

之前，北海发布调整公积金贷款新政策，成为2022年以

来全国首个降低首付比例的城市。

对此，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 截至

2021年底，北海去库存周期为23.7个月，总体上处于库存去化

相对困难的城市。新政发布后，北海市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由

6成减少为4成，客观上明显降低了此类购房者的首付压力，有

利于刺激当地改善型住房需求。

商贷放款速度加快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2022年以来， 购房商业贷款

发放速度相比2021年下半年显著提升。 以北京地区为例，目

前北京地区多数支行商贷放款周期缩短至1个月以内。

有银行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银行普遍存在“贷

款放年头、存款冲年尾” 的惯例，年初把房贷额度尽快发放出

去，有利于保障银行全年利润。

继2021年年底降准后， 与房贷紧密挂钩的五年期以上

LPR也出现了下调。

1月20日， 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最新一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年期LPR为3.7%， 下调

10bp；5年期以上LPR为4.6%，下调5bp。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认为，LPR下调会减少

个人房贷利息支出， 对部分持币观望的刚需购房者形成刺激，

一定程度上可以拉动购房热度小幅回升。此外，在“三条红线”

的基础上，房地产开发行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有望降低。

● 本报记者 张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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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搭载

赣锋固态电池电动车完成交付

●本报记者 于蒙蒙

1月22日，赣锋锂业子公司赣锋锂电官微披露，首批搭载

赣锋固态电池的50辆东风E70电动车正式完成交付， 固态电

池的商业化路径愈发明晰。东风集团高管称，这将率先在我国

打响固态电池产业化第一枪。

业内人士预计，到2030年左右，固态电池稳态市占率有望

达到20%，远期也将显著提升锂用量的市场空间。 根据主要车

企的规划，部分搭载固态电池的产品将于2022年实现量产。

产业化加速

赣锋锂电称，首批量产的电动车中，固态电池采用了固体

电解质隔膜等固态材料， 从材料体系维度彻底提升电池安全

性和能量密度。 在多次测试中，在针刺、挤压或高温等恶劣条

件下，固态电池均保持优异安全特性。

业内人士表示， 赣锋锂电此次推出的固液混合锂电池是

一种介于液态锂电池与全固态锂电池之间的电池形态， 即半

固态锂电池。 该款混合固液锂电池的模组采用铝合金框架加

上下高精度拼缝激光焊接技术，减少冗余结构设计，成组效率

提升86%以上。

东风集团副总经理尤峥表示， 东风-赣锋高比能固态电池

示范运营全球首发，将率先在我国打响固态电池产业化第一枪。

前景被看好

固态电池因具备高能量密度，被市场看好。 根据规划，至

2020年锂电池能量密度要达到 300Wh/kg，2025年为

400Wh/kg，2030年为500Wh/kg，而液态电池能量密度上限

或为350Wh/kg，难以满足能量密度提升的最终要求。 此外，

传统液态锂离子电池容易发生电解液泄露、电极短路等现象，

且液态锂离子电池使用金属锂作为负极提升能量密度， 容易

发生锂枝晶的问题，安全性的问题受到诟病，固态电池可以有

效解决这些问题。

兴业证券研报表示，液态电池还是长期主流，按照现有技

术路径，稳态下固态电池有望用于消费、军工等成本不敏感的

领域，车用动力领域预计主要装载在高端车型上。预计到2030

年左右，固态电池稳态市占率有望达到20%，对现有液态电池

体系影响有限；且固态电池不改变现有正负极材料体系。

固态电池远期将提升锂用量的市场空间。 锂矿巨头雅宝曾

披露，全固态电池采用金属锂作为负极，锂单耗存翻倍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固态电池技术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包括

供应链重塑和降本空间。此外，固态电解质导电率仅为电解液

十分之一，快充效率不佳，影响实际应用。

多家公司争相布局

近年来，包括丰田、日产、宝马、戴姆勒、大众、福特等海外知

名车企以及包括上汽、长城、蔚来、北汽等一批国内车企均在加快

布局固态电池业务，以期实现将相关技术和产品更快投入市场。

2022年将有多款半固态电池落地。其中，2021年1月9日，

蔚来汽车发布了蔚来智能电动旗舰轿车ET7， 并将搭配

150kwh半固态电池包技术，预计将于2022年四季度推出。国

轩高科2021年半年报披露， 公司同步推进的三元半固态电

池，正进入关键研发阶段。

众多上市公司积极布局固态电池业务。 当升科技2021年

12月7日公告称，公司与卫蓝新能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布

局固态锂电池。 协议约定，2022年-2025年卫蓝新能源向当升

科技采购不低于2.5万吨固态锂电材料， 未来共同布局和发展

固态锂电业务，积极开展双方共同投资建设固态锂电及其关键

材料生产基地的可行性研究。 格林美表示，公司看好固态电池

的发展前景，2019年起就一直在积极准备固态电池需要的高

镍前驱体前沿制造技术，以应对固态电池的商业化市场需要。

产能不足 处起步阶段

1月22日， 记者在深圳市南山区一家

荣耀渠道商走访时， 店内工作人员称，店

内没有荣耀折叠屏手机现货，需要从其他

门店调货，但需加价。

在深圳市南山区一家OPPO授权体

验店，记者了解到，OPPO� Find� N折叠屏

手机也缺货。 这款手机每部售价7699元

起，点燃了市场行情。 1月10日OPPO称，

OPPO� Find� N折叠旗舰手机全网预约量

突破100万部。

1月18日， 荣耀CEO赵明表示：“首销

的折叠旗舰荣耀Magic� V火爆程度超出

了我们预期， 出现了全渠道一机难求的情

况。我们正在加班加点安排生产，同时启动

预约预售，将根据排队顺序尽快发货。 ”

在折叠屏手机市场，三星和华为是领

先的厂商。 三星市场策略颇为激进，2021

年8月，三星发布Galaxy� ZFlip3，售价下

探至每部7599元，拉动全球折叠屏手机出

货量。研究机构DSCC报告称，2021年第三

季度， 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达到260万

部，环比增长215%，同比增长480%。 三星

占据折叠屏手机出货量的93%，华为出货

量排名第二，占比为6%。 2021年12月，华

为P50宝盒8988元起售， 这也是华为首款

售价1万元以内折叠屏手机。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折叠屏手机价格

已从每部1万-2万元下探至万元以内，由

于价格仍昂贵，产品面向小众市场，这也

导致品牌商不敢备货太多。 此外，由于供

应链环节涉及很多新物料，良率低，产能

仍然不足。

一位手机产业链公司高管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折叠屏手机是手机市场的

“明珠” ，由于定价高，它的用户群主要是

商务人士和电子产品“发烧友” 。 OPPO

折叠屏手机售价超出用户心理预期，用户

群开始扩大。

面板厂商维信诺相关负责人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折叠屏幕可以将“小身

材、大显示” 完美结合，适配办公、娱乐一

体等应用场景。 目前全球头部手机厂商对

于柔性折叠屏幕均有强烈需求。 同时，近

两年折叠屏手机多个关键部件越来越成

熟，如在柔性屏、铰链、柔性盖板以及内容

适配等方面克服了很多问题。折叠屏手机

受到消费者认可，需求量快速上升。

对于市场供需不匹配问题，维信诺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折叠屏手机市场处于

起步阶段，在头部手机厂商中刚呈现出全

面开花状态。 由于折叠屏手机价格定位为

品牌高端，供应量相对较少，普遍“一机难

求” 。 面板厂对折叠屏的整体出货量也较

有限， 且在积极降成本和提升产品质量，

以应对将要到来的更大规模市场空间。

领先苹果 有降价空间

赵明认为，2022年折叠屏手机是国内

安卓厂商进入高端机市场的很好契机，市场

规模将快速放大。折叠屏手机再也不是试水

产品，它可以作为主力旗舰手机所使用。 未

来，直板手机和折叠屏手机将并行发展。

CINNO� Research预测，2022年全球

折叠屏手机销量有望达1569万部，同比增

长107%。西南证券预计，2022年全球折叠

屏手机出货量将达到1800万部-2000万

部，同比增长超过100%，渗透率从2021年

的0.18%上升至1.83%。

赵明认为，手机厂商要能够打造全方

位满足消费者在产品闭合态、展开态上的

使用需求的折叠屏产品。 很多供应商表

示，对于折叠屏手机，他们要与荣耀一起

把产业链做好、做大。

业内人士预计，2022年，vivo也将推

出折叠屏手机。 作为消费电子行业领头

羊，苹果却还未推出折叠屏手机。 一位苹

果产业链公司人士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苹果现在的策略求稳，等待折叠屏

手机进入“走量” 阶段才会发布。 据天风

国际分析师郭明錤预测，苹果可能在2023

年推出折叠屏iPhone，预测2023年折叠屏

iPhone的出货量为1500万部-2000万部。

中信建投分析称，目前折叠屏手机仍

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改进，如折痕、重量、

价格和成本偏高等问题。

维信诺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折叠屏

手机仍属“尝鲜类”高端机，价格略高。虽然

折叠屏手机价格近两年快速下调，但仍有进

一步下降空间。 就屏幕厂商来说， 柔性

AMOLED厂商主要通过提升产品良率、降

低显示屏的原材料成本等方式来降低产品

价格，目前成熟柔性显示产品的良率已经达

到一个很可观数据。 未来，随着产业链的协

同降本以及终端产品的加大应用和面板产

能的更多释放，折叠屏良率还有继续提升的

空间，产品价格也会进一步下降。

OPPO首席产品官刘作虎认为：“供

应链、产业链成熟后，折叠屏手机市场很

快会有变化，可能不到两年，折叠屏手机

价格将和现在旗舰机价格相当， 卖到每

部五六千元。 大家要思考有没有更多创

新体验。 ”

中信证券称， 看好折叠屏手机市场技

术成熟度提升后带来的成本下降， 预计未

来翻盖式占主导， 主流价格带降至每部

5000元-8000元。未来随价格中枢下移，折

叠屏手机市场有望高速增长，预计2025年

全球出货量超6500万部。 短期市场仍由三

星主导，2022年有望占据60%-65%份额。

提前布局 抢食蛋糕

折叠屏新赛道市场火了， 产业链公司

也将受益。长信科技董秘陈伟达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折叠屏手机放量可能对少数公

司更有利，即能够提供增量元器件的公司。

中信建投认为，折叠屏手机产业链的

关键技术点和价值增量主要为柔性

OLED、UTG玻璃保护盖板、铰链和转轴。

从柔性OLED来看， 目前主要是三

星、京东方、TCL科技、维信诺等面板厂商

供货。 维信诺相关负责人称，随着国产手

机公司不断加强折叠屏手机布局和国内

庞大的消费需求， 未来2年内将会有更多

折叠屏手机上市，维信诺也将有更多市场

份额，有望引领国内折叠屏供货。

从UTG玻璃保护盖板来看， 三星在

2020年推出UTG玻璃保护盖板折叠屏手

机后，引领市场潮流。 券商分析称，此前折

叠屏手机大多采用在弯折性能、 成本等方

面更优的CPI（无色透明聚酰亚胺薄膜）盖

板。 未来，UTG（超薄玻璃）保护盖板将逐

步替代CPI成为折叠屏盖板的主流材料。三

星目前是主要供应商，OPPO� Find� N采用

三星UTG玻璃保护盖板方案。

有产业链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透

露：“小米和vivo即将推出的折叠屏手机

可能也采用三星UTG玻璃保护盖板。 ”

A股少数行业公司正在布局UTG玻璃

保护盖板， 记者了解到， 长信科技目前是

UTG玻璃保护盖板技术储备领先的公司之

一。 陈伟达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UTG比

CPI方案视觉感官效果更好，相对不易划伤

和产生折痕， 但成本更高。 公司研发包括

UTG玻璃保护盖板在内的多种适用于UTG

的元器件， 目前已在配合客户进行样机测

试，得到了终端客户的认可，也拿到了确定

性订单。 客户说搭载UTG玻璃保护盖板的

折叠屏手机上市速度将加快。 只要客户需

要，我们随时能量产。 ”

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关键技术点， 但制

作难度高。 刘作虎表示，铰链的关键不是制

造，而是设计环节。 设计要靠手机厂商自己

的功底，OPPO花了4年时间迭代铰链。

券商预计，到2023年，折叠屏手机铰

链市场规模有望达60亿元以上。这也让一

些厂商进行市场布局。 精研科技证代王涛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在折叠屏手机

上，公司从2019年开始先后向三星和某国

际前三的消费电子品牌商供货铰链中的

MIM零件。 2020年，公司开始配合客户做

整个铰链的研发，目前在试样阶段。 折叠

屏手机市场正在扩容，给公司带来新的业

务增长点。 但铰链空间范围小，零件个数

多达上百个，设计难度高。 在折叠屏手机

市场，三星和华为是先发品牌，其他品牌

要切入市场，还要规避先发品牌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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