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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陈见南

可控核聚变技术，作为一种新能

源领域的前沿新兴技术，被视为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发展方向。聚变能具

有燃料丰富、清洁环保、高安全性和

高能量密度等显著优势，被视为能源

领域的终极解决方案，其对环境的影

响微乎其微，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双碳”目标的关键技术之一。

随着相关技术的突破和资本的

涌入，商业化进程正在加速。当前，

核裂变技术已经得到实际应用，而

核聚变技术也在快速发展中，商业

化的时代即将到来。我国在这一领

域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并向全球输

出相关技术，充分展示了科技创新

在推动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中

的关键作用。

政策力挺可控核聚变

可控核聚变对我国能源安全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支持政策。2021 年《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 意 见》的 发 布 以 及 国 务 院 印 发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推

进可控核聚变技术研究；2022 年国

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

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强调了对可

控核聚变研发的支持。

根据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官

网，2023年 12月 29日，由 25家央企、

科研院所、高校等组成的可控核聚变

创新联合体正式宣布成立。联合体

的成立是我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的

一次重大突破，将有力推动我国在可

控核聚变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为我国

乃至全球的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

发展做出贡献。今年以来国务院国

资委启动实施未来产业启航行动，明

确可控核聚变领域为未来能源的唯

一方向。

发达国家近年来也相继出台了

国家层面的可控核聚变产业政策，

以促进技术研发和投入。2019年以

来，美国政府陆续公布了《核能创新

和现代化法案》（2019）、《通胀削减

法案》（2022）、《美国政府部门 2024
财年预算案》（2023）等一系列政策，

持续加大对可控核聚变领域的支持

力度。

日本政府将核聚变能源视为支

撑未来超智能社会的重要基础，于

2023 年 4 月推出《核聚变能创新战

略》，旨在通过建立庞大的国内核聚

变产业，在未来商业化利用核聚变能

中占据主导地位。

融资额屡创新高

核聚变商业化前景可观，资本

市场融资金额屡创新高。根据聚

变行业协会（FIA）数据，2022 年全

球私营核聚变公司累计融资额达

4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9%，参与

公司总数超过 30 家。截至 2023 年

上半年，累计融资额就已达 62.1 亿

美元，新参与公司数量达 13 家，超

半数公司预期 2035 年前可实现核

聚变并网发电。

从 2022 年至 2023 年，核聚变领

域新增 14亿美元投资，新增了 13家

初创公司。行业内创造出了 975 个

新职业，提供了大概 3000 个工作岗

位。从 2022 年至 2023 年，全球在可

控核聚变领域的整体融资规模呈现

快速增长。

另据美国的聚变能产业协会于

2023 年 7 月发布的《2023 年聚变能

产业报告》显示，2023年聚变能公司

数量增加 13 家，总数量达到 43 家。

目 前 全 球 核 聚 变 公 司 ，美 国 有 25
家，领先于其他国家；日本、英国、德

国，分别有 3 家；中国有 4 家核聚变

公司。

我国核聚变专利排名
全球第一

在核聚变研究领域，中国的存在

感与日俱增。据报道，在东京研究公

司 Astamuse 编制的核聚变专利排名

中，中国领先于美国排名第一，英国

和日本排名第三和第四。上述研究

机构统计了在中日美欧等 30个国家

和地区申请的相关专利，针对2011年

至2022年9月公开的1133项专利，将

可行性和权利剩余保护期等专利的

竞争力转化为得分，排出了名次。

按专利申请的企业和研究机构

的国籍来看，中国排在首位（申请

件数也排在首位）。2015 年以后中

国申请的重要专利大幅增多，超过

了美国。在企业和研究机构等排

名前 20 位组织的专利之中，中国科

学院拥有的用于核聚变炉内壁的

特殊陶瓷复合材料技术获得的评

价最高。

美国排名第二（申请件数也排在

第二位）。在排名前 20 位的企业和

研究机构中，美国有 7家。美国是在

初创企业等民间主导下推进技术开

发。截至本世纪 00 年代，美国在专

利数等方面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

但近年来，中国迅速迎头赶上。

可控核聚变
商业化进程加速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可控核聚变

科学可行性已得到证实，当前已进入

工程可行性验证阶段，一旦完成验证

（2025 年，CFS 全球首台产生正能量

增益的商业聚变系统 SPARC预计建

成运行），政府、私人投资有望快速推

动行业进入商业化阶段。浙商证券

表示，可控核聚变当前已进入发展临

界点。

可控核聚变商业化进程加速。3
月 10日，据新智元报道，MIT等离子

体科学与核聚变中心以及英联邦聚

变系统（CFS）发表了一篇综合报告，

援引在《IEEE 应用超导会刊》3 月份

特刊上 6篇独立研究的论文，证明了

MIT在 2021年实验中采用“高温超导

磁体”以及无绝缘的设计是可行且可

靠的。同时还验证了，团队在实验中

使用的独特超导磁体，足以作为核聚

变发电厂的基础。

海外取得突破的同时，国内也有

不少进展。去年 11 月，江西联创光

电超导应用有限公司和中核聚变(成
都)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全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同月 ITER项目磁

体支撑产品在广州交付。至此，我国

已完成最后一批磁体支撑产品，为

ITER项目第一次等离子体放电的重

大工程节点奠定了基础。去年 8月，

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

号”在试运行中首次实现 100万安培

等离子体电流下的高约束模式运行，

又一次刷新了我国磁约束聚变装置

的运行纪录。

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前景可期。

FIA发布的《The global fusion industry
in 2023》调查的 40 家聚变公司中有

65%认为可以在 2035年前实现向电

网输电。Maximize Market Research
统计显示，2023年全球核聚变市场规

模为3012.5亿美元，2030年有望达到

4965.5亿美元。

核聚变设备价值量占比较高，主

机设备（包括磁体、包层、真空室等）

占比约30%。浙商证券预计，全球核

聚变设备市场年均规模将从 2021年

至 2025年的 208亿元增长至 2026年

至 2030 年 的 917 亿 元 、2031 年 至

2035 年的 2172 亿元，2023 年至 2033
年年均复合增速26%。

部分A股公司也开始布局。1月

29 日，应流股份公告计划出资成立

合资公司，从事聚变堆材料及部件、

核探测仪器的开发、生产与销售。招

商证券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将快

速启动核聚变装置高热负荷部件制

造技术及屏蔽材料技术成果转化，配

合国家能源装备领域重大战略，为公

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联创光电在去年底电话会议上

表示，公司参股 40%的联创超导参

与建设可控核聚变项目，主要作为

该项目主机装置建设中的高温超导

磁体系统和低温制冷系统的供应

商，约占主机装置建设成本的一半

左右。该项目将进一步巩固联创超

导在高温超导磁体和相关技术领域

的优势地位。

证券时报记者 梁谦刚

据报道，近日，韩国科学技术院

（KAIST）的科学家将电池中常用的阳

极材料与适用于超级电容器的阴极

材料集成在一起，开发出一种高能

量、高功率钠离子混合电池。该电池

能在几秒钟内完成充电，有望替代锂

离子电池，应用于电动汽车、智能电

子设备和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相

关论文发表于《储能材料》杂志。

据介绍，这款钠离子混合储能系

统集成了电池阳极材料和适用于超

级电容器的阴极。研究团队通过在

金属有机框架的多孔碳中纳入精细

活性材料，开发出了动力学性能更优

异的阳极材料，也合成出高容量阴极

材料，还将阴极和阳极之间能量存储

速率的差异最小化，得到了这款具有

高存储容量及快速充放电速率的混

合钠离子储能装置，有望成为锂离子

电池的可行替代品。

新电池能量密度达 247 瓦时/千
克，功率密度达 34748 瓦/千克，且历

经5000次充放电循环后，库仑效率仍

接近 100%。该电池可广泛应用于移

动电子设备、电动汽车、大规模电网

系统等诸多领域。

钠电池产能未来几年
将迎来爆发

钠电池具有宽温性能、高循环效

率寿命和转化效率的特点，在低速车、

储能等应用场景，可以对锂电池进行

替代，奇瑞、江淮、雅迪、爱玛等A00级

车与两轮车均已官宣钠电新品。

中关村新型电池技术创新联盟

秘书长于清教介绍，近年来，钠电池

市场蓬勃发展，仅电池研发、制造和

Pack环节新签约的项目就多达29个，

规划产能超过 290吉瓦时，投资总额

超过1140亿元。

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突破，钠电

池产业未来前景可期。高工产研认

为，近半钠离子电池企业即将量产，

今年钠电池产业将跨过“GW级出货”

这一门槛，达到 3吉瓦时至 5吉瓦时

的规模，而去年出货量仅 0.2吉瓦时

左右。高工产研预计，2023年至2025
年，钠离子电池企业有效产能有望分

别达到 19吉瓦时、25吉瓦时、60吉瓦

时；出货量方面，2025年将跃升至 20
吉瓦时左右，2030年达到 200吉瓦时

以上。

多家公司在钠电池产业
取得积极进展

A股市场上，已有多家公司在钠

电池产业取得积极进展。

华阳股份的钠电池产线和千吨

级正负极材料产线运行良好，万吨级

正负极材料产线按照工期计划建设

当中。

美联新材与七彩化学合作的钠

电池正极材料用普鲁士蓝（白）项目

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其中一期项目

即“年产5500吨普鲁士蓝正极材料技

术改造项目”已完成 1000 吨/年产能

的建设，剩余工程正在加紧改造中。

振华新材的钠电正极材料已实

现百吨级销售。

长远锂科在钠电正极材料如层

状氧化物、普鲁士蓝和聚阴离子路线

均有研发布局，目前已改造了一条钠

电正极生产线，层状氧化物产品客户

评价结果良好，2023年已实现钠电正

极材料小批量出货。

普利特旗下子公司海四达的钠

离子电池目前已在特种车辆、工业

叉车中进行产品供应，并已有相应

的订单。

17只概念股具有
高增长潜力

在众多钠电池概念股中，机构关

注度最高的是宁德时代，合计有47家

券商研报覆盖。其次是新宙邦、亿纬

锂能和当升科技，分别有 30家、26家

和24家券商研报覆盖。

根据 5家以上机构一致预测，17
只概念股 2024年和 2025年净利润增

速均有望超 20%。这些概念股中，以

4月 23日收盘价与年内高点相比，新

宙邦、星源材质、派能科技、南都电源

回撤幅度超30%。

钠电池获新突破
多家公司积极开展产业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