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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LG“低头”中韩高端面板对决

闯关IPO蓝月亮“单腿跳”

国内厂商熬出头

国产面板不断传来利好消息。TCL集团

公告显示，旗下华星大尺寸面板持续满销满

产。1-11月，出货面积同比增长16%，商用显

示、电竞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显著提升；两条

G8.5产线（t1、t2）持续提升工艺水平，新产品

和新应用导入顺利；t6产线按计划出货达产，

t7产线建设项目顺利推进，预计2021年量产；

中小尺寸销量持续提升，G6的LTPS-LCD产

线（t3）投片量已达50K大板，超出设计产能

11.1%，保持满销满产，LTPS-LCD产品Q3市

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二。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华星光电8.5代

LCD面板的产量在今年减少了10%，TCL集

团此次公告澄清了这一传闻。

据报道，苹果正在对京东方27寸LCD面板

进行评价，这将是iMac首次采用京东方显示

屏。在上个月，武汉京东方10.5代线项目已经

点亮，进入生产阶段，这条生产线项目于2018

年4月开工，总投资达460亿元，主要生产65英

寸和75英寸、分辨率8K和4K液晶显示面板。该

项目是京东方第二条10.5代TFT-LCD项目，

首条10.5代线项目位于合肥，现已量产。

京东方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在LCD方面，京东方的主要方向是车载、

中大尺寸和4K、8K超高清显示，同时拓展各

种细分场景的应用。

近两年，国内面板企业已经逐步占据了

面板市场的主动权。根据群智咨询数据，2019

年上半年中国大陆面板厂液晶电视面板出货

数量占全球总量的45.8%，规模优势凸显，其

中京东方位列第一，继一季度之后再次超过

了LGDisplay，华星光电排在第四。

根据IHS预测数据，未来五年，全球面板

面积规模年复合增速降至5%，其中，国内龙

头企业TCL华星和京东方分别以17%和11%

位居前二。

韩企淡出液晶市场

面对中国面板厂商的强大攻势，韩国面

板制造商的压力也不断上升。不过它们并没

有试图通过增产抢占市场份额，反而不断开

始减产LCD面板。

据悉，三星目前已大幅降低7代和8.5代

LCD面板的产量。有消息称，该公司正就出售

其8代LCD产线与中国厂商进行最后的谈判

工作，该产线名为8（8-1）代或8A产线，于今

年年中停止运营，此前月产能达8万块。

而LGDisplay从6月开始减产，并停止了

第7.5代和8.5代部分LCD面板生产线，旗下的

5代、6代、7.5代、8.5代面板都普遍减产10%■

20%左右。

由于市场受到冲击，三星和LGDisplay

的成绩单都不太好看。LGDisplay在2018年

的一季度就开始亏损，京东方加码价格战清

场，之后LGDisplay的亏损逐步扩大，到2019

年二季度，LGDisplay单季巨亏21.86亿元

（3690亿韩元），亏损面加大。三星面板今年一

季度也亏损了5600亿韩元，相当于亏损了

32.3亿元。

市场调研公司DSCC指出，2020年韩国

LCD生产力将进一步下滑，当地电视制造商

的LCD面板供应链也因此会发生很大转变。

如三星VD事业部、LG都将提高中国面板的订

单数量。

产经观察家丁少将指出，“液晶电视仍是

市场主流，LCD面板仍有着较高的需求，尽管

液晶电视未来有可能被取代，但一段时期内，

国内上游厂商的收益还是有望增加”。

除了韩国企业，日本电子产品生产商松下

上个月也宣布将退出液晶面板业务，其旗下的

松下液晶显示器（PLD）将于2021年终止生产。

火药味渐浓

然而，三星和LDDisplay淡出液晶面

板市场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是将更多的产

能集中在高端的OLED、QLED、microLED

等领域。

最近，三星被曝出将着手开发自发光

QLED，以冲击目前日趋成熟的OLED市场，

此前三星自家配备的QLED显示技术，其实仍

是基于LED背光+量子点显示面板的组合。

LGDisplay则是全球唯一能够量产大尺

寸OLED面板的厂商。今年8月底，中国首家大

尺寸OLED面板生产基地LGDisplay广州8.5

代OLED生产线已投入量产，这条“采用最尖端

技术的全新生产线”将提高OLED面板的产能

数量。相关数据显示，LGDisplay广州OLED工

厂初期产能达每月6万片玻璃基板，2021年底

最大产能将达到每月9万片玻璃基板。

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的差距，最直观地

体现在营收、利润之上。以2018年为例，虽然

京东方夺下了全球很多个第一，但营收仅为

971亿元，仅为三星面板营收1925亿元的1/2

左右；而京东方的利润为34.35亿元，仅为三星

面板155.3亿元的1/4。

而国内显示企业的产能规模和盈利能力

虽然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仍存在一些短板和

问题。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曾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首先是高端产品占比不足，结构性

产能过剩；其次是上游原材料企业有待加强

核心能力，要加强产业链的配套能力；三是技

术迭代的跟随策略要进一步提升，特别是下

一代显示技术的迭代，中国产业一定要跟上

并在局部创新取得领先优势。

因此，国内面板厂商也都在不断加码

OLED等高端面板领域。根据TCL集团的公

告，该公司G6柔性AMOLED产线（t4）经过半

年多的产品研发和试产，AMOLED产品本月

量产出货。

京东方相关负责人则向北京商报记者透

露，“京东方今后不会在LCD产线上进行投

资，重点在OLED和、miniLED、microLED等

显示方面”。

据悉，京东方、维信诺、华星光电、深天马都

已经向市场供应OLED屏，并且得到了国产手

机厂商的青睐，比如华为采用京东方，中兴采用

华星光电，小米等采用维信诺的OLED屏。

“相对LCD，OLED、QLED有更好的溢

价，也被打上了更先进技术的符号。那么，

无论从技术实力的体现，盈利能力的获得

还是从产业地位的树立来看，对于国内面

板产业在全球市场形象的确立都是挑战。”

丁少将说。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国内面板厂商逐渐占据市场主动权。12月12日，TCL集团发布公告称， 公司旗下T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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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这将是iMac首次采用京东方显示屏。相对于国内面板厂商的迅速发展，以往垄

断市场的韩系厂商却开始保守，三星、LG�Display相继表示将减少LCD面板的生产，未来

将释放出的LCD显示面板订单交给中国企业。

不过，随着液晶面板均价下调，溢价能力并不被业界看好，因此，中韩面板厂商未来

的竞争领域将主要集中于高端面板，比如OLED、QLED、micro�LED和QD-OLED等，双方

在这一领域也都不吝啬投资力度。但不管是技术研发还是盈利能力方面，国内厂商与三

星等企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以后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一直坚持不上市”的洗衣液品牌蓝月亮

出现上市传闻。12月11日晚，有消息称，蓝月

亮正在考虑明年在港股上市。业内人士认为，

蓝月亮此次上市可能是投资者希望加快变现

脚步。但也有声音称，上市融资是为了未来有

更多的资金投入发展。不过，目前蓝月亮主要

依靠单一品牌布局市场，相比已经有多品牌

矩阵的纳爱斯、宝洁、联合利华等，蓝月亮“单

腿”能否闯关成功，尚需时间检验。

出现上市传闻

12月11日晚，有消息称，蓝月亮正在考虑

明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计划筹资约4

亿美元，获得高瓴资本投资的蓝月亮正在与

潜在顾问进行商谈。对此，蓝月亮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表示，刚刚留意到相关

信息，目前正在核实之中。

这与此前蓝月亮一直坚持不上市的表态

已有不同。2017年，蓝月亮董事长罗秋平曾对

媒体表示，对于上市和不上市，不同的企业有

不同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当前阶

段，蓝月亮暂时没有上市计划。

如今，蓝月亮对于上市的态度有了微妙

转变。蓝月亮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企业在不同的阶段，关于上市会有不同的

考量，前几年是没有上市的计划，目前也暂时

还没收到相关的消息，具体情况还需要核实。

对于蓝月亮是否上市等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对蓝月亮相关负责人进行采访，但截至

记者发稿，并未得到回复。

快消品零售专家鲍跃忠认为，从资本层

面来看，像蓝月亮这样拿下资本投资的企业，

最终的目标一定是选择尽快上市，这样资本

才能变现。“高瓴资本和很多投资公司投资了

蓝月亮，如果蓝月亮一直不考虑上市，会套牢

其资本投资者。”

经济学家宋清辉称，蓝月亮这些年发展

速度并不算太快，上市或是为了谋求更大的

发展空间。当前A股审核较严，蓝月亮在此上

市的可能性不大，故而选择港股上市。

资金需求凸显

经过早些年的快速增长后，蓝月亮现在

开始对发展模式进行探索和创新。业内人士

认为，近年来蓝月亮变更销售渠道、持续推出

新品、布局高端市场，这无疑需要投入更多资

金，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募资对于蓝月亮而

言，可能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值得考虑的选项。

在产品推新上，蓝月亮一直表现积极。

2011年，蓝月亮率先推出中国市场上首款手洗

洗衣液。两年之后，蓝月亮又陆续推出手洗专

用、宝宝专用、旅行专用洗衣液，开始向消费者

传递“专品专用”理念。2015年，蓝月亮持续研

发新品，推出了国内首款泵头计量式浓缩洗衣

液机洗至尊，声称助力洗衣液进入浓缩时代。

在产品品类上，蓝月亮也在向更多的细

分品类扩张。蓝月亮官网显示，目前蓝月亮的

产品品类已经由洗衣液拓展到了餐具和果蔬

清洗、油烟机清洁等品类，构成全套家居清洁

的产品矩阵。

此外，蓝月亮在销售渠道上做了多种尝

试。2015年，蓝月亮宣布脱离大卖场后，蓝月

亮规划出“O2O+直销”的渠道转型蓝图。在

线上，蓝月亮迅速与京东签订独家协议；在线

下，蓝月亮自建“月亮小屋”社区专营店。

公开资料显示，蓝月亮市场份额连年下

滑，从最高时期的53%下降到2016年的

20.3%。2017年末“月亮小屋”大批关停。2017

年5月，蓝月亮重返商超，当月销售额增长了

20%。2017年，蓝月亮销量第一次被竞争对手

立白赶超。

宋清辉认为，被竞争对手反超，因此蓝月

亮急需转型。在业内竞争越来越大、传统商超

面临困境的现状下，未来蓝月亮的转型之路

难言乐观。“上市对于蓝月亮来说好处很大，

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更快的发展。”

鲍跃忠则称，近些年企业上市有了一个

新的变化趋向，部分企业选择在发展较好的

时候上市，有些企业会选择在未来并不明朗

的时候上市。“目前不一定是蓝月亮发展最快

的时期，或者盈利最高的时期，但是在这个时

间点选择上市，除了对资金的需求，应该还会

有一些其他考量。”

依赖单一品牌

事实上，赴港上市对于蓝月亮来说，存在

利好的同时也存在着风险。

宋清辉认为，日化行业竞争激烈，整体利

润率并不算高，虽然洗衣液的市场正在逐年

增加，但是不被资本市场看好。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A股日化上市公司仅

11家，自两面针于2004年登陆A股后，直到

2017年，拉芳家化、珀莱雅才先后在A股上

市。这其中做洗衣液产品的更是少之又少，包

括蓝月亮、立白、超能母公司纳爱斯均未上

市。而国外上市公司联合利华、宝洁已占据资

本市场多年。

宋清辉表示，联合利华、宝洁和广州浪奇

这些公司很早就上市了，蓝月亮如果真的想

上市，已经有些晚了。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将过度依靠单一品

牌看作蓝月亮未来发展风险。蓝月亮官网显

示，目前，蓝月亮的全品类发展几乎都在同名

品牌中，而市场中的其他洗衣液品牌大多拥

有多品牌来占领细分市场。如纳爱斯旗下除

了超能，还有老品牌雕牌。

“过度依赖单一品牌使蓝月亮无法更好

地覆盖细分市场，也无法进一步提高市场占

有率。而且这可能使蓝月亮无法规避市场风

险，也无法避免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为相同

品牌，从而导致损害品牌高品质形象的问题

发生。如果蓝月亮可以在港股上市，将有更多

资金投入品牌发展，或者可以有资金打造多

品牌矩阵，以降低目前过度依赖单一品牌的

风险。”业内人士称。

宋清辉认为，依赖单一品牌对蓝月亮而

言是一大劣势，导致企业抗风险能力很差。显

而易见，上市或与蓝月亮希望摆脱品牌危机

有关。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李濛

蓝月亮
发展历程

1992年 蓝月亮品牌诞生，推出通用型厨房清洁剂

1994年 推出衣领净、丝毛净

1997年 研制出国内首个挂壁型液体洁厕产品

2001年 推出蓝月亮洗手液

2004年 推出新一代绿色柔顺剂

2008年 首推洗衣液，开始洗衣液时代

2009年 启用全新标识

2015年 撤出商超，搭建“月亮小屋”

2017年 重返商超

2019年底 出现上市传闻

2019年上半年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出货量 数据来源:群智咨询（Sigmain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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