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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表行业快速发展 

产业链核心环节有望受益 

 

智能手表作为可穿戴设备的细分行业，除具备传统手表

计时功能外，还有一定的信息处理能力。从全球视角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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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背景下，触摸屏/模组、玻璃盖板、Sip封装等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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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表行业快速发展 产业链核心环节有望受益 

智能手表作为可穿戴设备的细分行业，除具备传统手表计时功能外，还有一定的信息处理能

力。从全球视角来看，智能手表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预计2020年全球智能手表出货量将正式破

亿。我们认为，在智能手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出货量加速增长的背景下，触摸屏/模组、玻璃盖

板、Sip封装等产业链核心环节将有望受益。 

一、智能手表行业快速发展 2023 年出货量将达 1.316 亿台 

传统手表以计时为主，让人们更为直观地感受到时间的概念。智能手表除计时外，还可以实现

大量的信息处理。第一款智能手表Pebble诞生于2012年4月，，初代Pebble配备电子墨水屏，通过

蓝牙与智能手机连接，可以显示来电、电子邮件、天气、日程安排等信息。这个时期的智能手表

可以说是“手腕上的手机”，功能与手机高度重叠，需要依赖蓝牙的连接才能发挥作用。从2016

年开始，智能手表市场掀起一场“创新潮”，各厂商通过完善自己的操作系统和持续研发，在功

能上实现从运动监测到智能健康的升级,在使用上成为一个独立于智能手机的便携式终端设备。 

1、智能手表两大特点：获取身体健康数据+小巧易携带 

智能手表功能丰富，作为智能手机的周边配件产品，应用场景独特，具备其他电子产品所不

能替代的功能。 

与智能手机相比，虽然在功能上有所重叠，但智能手表体积小，轻巧便于携带，轻抬手腕就

能实现手机支付、信息显示、通话等多项功能，同时也解决了跑步、游泳、骑车等使用手机不便

的场景。 

与智能手环相比，二者都是通过紧贴皮肤来获得身体各项数据，但相比之下，手表的功能更

加丰富。最新一代的Apple Watch Series 5 在身体监测方面有两个独特的功能：一是摔倒监测，

它的原理是利用手表内的加速感应器和陀螺仪判断佩戴者是否存在意外摔倒的情况，在实际使用

中，如果检测到用户出现意外摔倒，Apple Watch会询问用户的状态，在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会

通过SOS功能通知紧急联系人或拨打救护车。二是听力监测，噪声功能可以监测到周围环境中存在

的噪音，当噪声超标时会轻轻震动督促你离开。相比于智能手环，智能手表与手环的最大一个区

别在于，智能手表可以脱离手机作为独立设备存在。2016年三星发布的Galaxy Gear S3和2017年华

为的Huawei Watch 2都新增蜂窝网络，引入eSIM卡概念，eSIM卡的嵌入，使得智能手表可以脱离手

机进行通讯，上网，支付，解放双手的同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长期使用手机带来的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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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途研究院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智能手表的所有功能中，72.6%用户最偏爱健康监测，在

所有功能中受欢迎度排名第一；语音通话紧随其后，68.9%的受访者认为独立于手机的语音通话功

能非常重要；运动管理则是以61.5%关注度排名第三。 

图表 1：智能手表受欢迎程度 

 

来源：速途研究院，新华财经 

2、居民健康意识不断提高 为智能手表提供用户基础 

政策有扶持，健康中国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在2019年7月1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

国行动的意见》中提出“早期干预、完善服务”的基本原则，对主要健康问题及影响因素尽早采取

有效干预措施，完善防治策略，推动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

复、健康促进一体化服务，加强医疗保障政策与健康服务的衔接，实现早诊早治早康复。 

图表 2：2019-2024年我国健康体检市场规模统计情况及预测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新华财经 



 

5 / 8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随着我国政策的引导和国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2012年我国健康体

检市场规模为468亿元，之后呈现逐年增长态势。截至2016年底，我国健康体检市场规模突破千亿，

预计在2024年底将达到3284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激发人们健康意识，智能手表迎合健康管理需求。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在

全球范围内蔓延，截至2020年3月30日，全球累计确诊超过72万例，累计死亡30482例。我们发现

在中国公布的确诊病例中，绝大多数危重型病例由70岁以上的老人构成，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为79

岁，多数患者的直接死亡原因是因为严重的基础疾病。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的各项生理机能出现

退化，多数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慢性肺病等各种基础疾病，因此对新冠肺炎病毒抵御

能力不足，更容易感染，且易出现危重症情况。 

此次新冠肺炎将激发人们健康意识，提高对自身健康管理的需求。智能手表通过紧贴人体表

面的传感器，可以采集心率、血氧、血压等重要数据并及时反馈给用户，帮助用户发现潜在风

险。如Apple Watch的心电图（ECG）监测功能，用户在佩戴手表的同时将手指按在表冠上，和背后

的传感器想配合，30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读数，根据 Apple Watch上显示的心电图，用户可以有

效判断他们的心脏是规律跳动还是有房颤迹象。 

3、全球智能手表的出货量不断攀升，景气度持续提升 

据IDC数据推测，2019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为2.23亿台，2023年将成长到3.02亿。智能手

表及耳戴式设备的出货量将占整个可穿戴市场的70%。 

图表 3：2019-2023年各类可穿戴设备出货情况 

 

来源：IDC，新华财经 

分产品类别看，2019年智能手表的出货量为9180万台，占可穿戴设备比重的41.2%。耳戴式设

备和腕带出货量分别为7200万台和5420万台，分别占32.3%和24.3%。预计到2023年，手表和耳戴式

设备的出货量有所上升，其中手表2019-2023年CAGR为9.4%，耳戴式设备为10%。腕带保持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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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年增长率为0.3%，预计随着用户向智能手表过渡，北美和西欧等成熟市场的出货量将有所下降。

同时，Strategy Analytics估计，在2019年Apple Watch将是最畅销的智能手表，总销售量甚至超

过整个瑞士传统钟表业。 

二、市场规模扩张催生产业链需求 核心环节有望受益 

随着功能的持续创新和应用生态系统的不断完善，智能手表行业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期，部分

产品供不应求。在智能手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出货量加速增长的背景下，我们认为苹果、华

为、小米等品牌智能手表的供应链厂商将充分受益。 

根据集微拆评对 Apple Watch Series 5拆解Bom表来看，整机价格约为$145.45（约合人民币

1028元），其中主控芯片的价格占整机46%，多为苹果自研芯片。从具体的元器件拆解结果来看，

Apple Watch Series 5电子元器件的供应主要以国外厂商为主，国产化率较低。 

图表 4：Apple Watch Series 5 BOM 表 

 

来源：集微拆评，新华财经 

在华为Watch GT的Bom表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亮点：该手表整机预估价格为$80（合人民币566

元），约为Apple Watch Series 5价格的一半；同时，Watch GT的部分电子元器件已经实现国产化，

如AMOLED 屏幕芯片来自京东方，电池芯片由华为自研。在华为最新款 Watch GT2 中，将采用自

研的麒麟 A1 低功耗处理器，零部件国产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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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华为 Watch GT BOM 表 

 

来源：集微拆评，新华财经 

而从小米手表的拆解结果来看，整机价格约为$81.6美元（合人民币577元）。主芯片为高通的

Snapdragon Wear 3100，配上协处理器QCC1110，可以有效降低功耗，进而延长手表的续航时间，

官方称小米手表可以维持36小时的续航，是Apple Watch Series 5的两倍。和华为Watch GT相似，

虽然大多数电子元器件由国外厂商供应，但部分零部件已经开始由国内厂商供应，其中功放芯片

来自唯捷创芯，射频开关来自卓胜微电子。 

图表 6：小米手表 BOM 表 

 

来源：集微拆评，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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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苹果、华为、小米智能手表的拆解结果中，我们发现智能手表零部件国产化率较低，国内

电子元器件厂商机会多在屏幕、射频开关等环节。随着国内芯片厂商技术与国外厂商技术间差距

逐渐缩小，电子零部件国产化率有望进一步提升。除华为自研麒麟 A1 低功耗处理器外，北京君

正的 M200S 可穿戴设备处理器已经在华米 AMAZFIT 智能手表中采用。在电子零部件外，我们发

现手表的相关触摸屏/模组、玻璃盖板、Sip封装等环节国产化率相对较高。 

在触摸屏/模组领域，长信科技是国内触控显示龙头，是世界上最大ITO导电玻璃的制造商。

客户覆盖苹果、华为、三星、FITBIT等一线可穿戴设备厂商。最新一代的Apple Watch显示屏订单

从LG转向JDI，长信科技将通过JDI进入苹果智能手表供应体系，承担模组的供应。 

在玻璃盖板领域，星星科技是华为Watch 3D玻璃盖板的主要供应商，随着Watch GT2的供不应

求，星星科技有望迎来量价齐升的好局面。 

在Sip封装领域，环旭电子是全球领先的 SiP 模组与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为苹果智能手表

提供独有的 SiP 封装技术，苹果手表出货量的快速增长是环旭电子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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