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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匡继雄

据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

程研究所消息，该所固态能源系统技术

中心研究团队利用熔融黏结技术，干法

制备出具有出色柔韧性的超薄硫化物

固态电解质膜，其优异的力学性能、离

子电导率以及应力耗散特性可有效抑

制电池内部应力不均导致的机械失

效。运用该方法制备出的一体化全固

态电池具有优异的界面稳定性、长循环

性能。

目前，液态电池为全球锂电池主流

技术，工艺及供应链成熟，但电池本征安

全问题及能量密度限制其进一步发

展。全固态电池使用固体电解质替代

易燃易爆的电解液，实现电池本征安全，

同时可以应用更高比容量的正负极材

料，突破锂电池能量密度“天花板”，成为

全面提升锂电池性能的必然选择。

根据不同的电解质类型，固态电池

主要包括聚合物、氧化物、硫化物三种

技术路线。相比其他两类材质的固态

电池，硫化物电解质离子电导率最高，

电化学窗口宽，柔度和可塑性好，是目

前最理想的固态电解质之一。

目前海外主要企业如丰田和三星

SDI等企业均选择硫化物路线作为固态

电池技术方向，并以研发全固态电池为

主；国内企业如卫蓝、清陶等均选择氧化

物路线，并先行研制、生产半固态电池。

虽各企业技术路径选择具有一定差异，

但从现有趋势来看，氧化物与半固态、硫

化物与全固态成为主流搭配，硫化物或

成为全固态电池终局技术路径。

该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对硫化物

全固态电池的商业化具有重要意义，为

全固态电池未来科学研究和工艺技术

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多家A股公司
透露布局进展

A股市场上，多家公司近期通过互

动平台透露了其布局进展情况。

蓝海华腾投资的高能时代硫化物

全固态锂电池研发进展顺利，目前已经

完成20Ah级全固态电芯A样开发，同时

高能时代正在搭建中试线，预计2024年

年底可以实现5Ah以内小电芯量产。该

股近期表现强势，月K线已3连阳，股价

自2月低点以来最高涨幅超200%。

厦钨新能在固态电池正极材料方

面，聚焦于正极材料与固态电解质的匹

配问题，在卤化物和硫化物全固态电池

方面均实现初期量产。

容百科技已完成硫化物、氧化物等

多种固态电解质材料的开发，并且成功

开发湿法、干电极制备固态电解质膜技

术，已与海内外客户展开合作，并获得

客户好评。

当升科技在固态锂电正极材料及

固态电解质领域已开展多年研发投入，

已系统布局氧化物、硫化物、聚合物等

主流固态电池用关键材料技术路线，可

应用于半固态及全固态电池，相关固态

锂电产品已实现批量销售。

恩捷股份在 3年前就布局了全固

态项目，主要从事全固态硫化物、固态

电解质等相关材料的研发工作，并于

2023年实现了技术和量产上的突破。

行业需求将高速增长

近年来，各国加速布局固态电池产

业，推出相关政策和计划，明确固态电

池主要发展目标。

如美国由能源部出资，初创公司主

导研发，并与众多车企达成合作，目标

在 2030 年 固 态 电 池 能 量 密 度 达 到

500Wh/kg。日本打造车企和电池厂共

同研发体系，力争 2030年实现全固态

电池商业化，能量密度目标500Wh/kg。
从国内来看，2020年10月，由工信

部指导、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领头编制的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指出，

到2025年、2030年，动力电池单体能量

密 度 需 要 分 别 达 到 400Wh/kg 和

500Wh/kg。当前液态锂电池体系较难

实现能量密度超过 300Wh/kg，因此计

划以固态电池为重点发展目标，来提高

电池的能量密度并降低其成本。

2023年1月，由工信部等部门联合

发布的《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加强固态电池标

准体系的研究。

据国盛证券预测，2025年全球固态

电池需求量为 17.3GWh，到 2030年，全

球固态电池需求量有望超200GWh的市

场规模，2025年至2030年年复合增长率

达65.8%。

从行业层面来看，固态电池的优

势在于安全和续航，未来有望在飞行

端、新能源车端、消费电子端以及储

能端都会有所应用。例如，在飞行

端，低空经济有望打开固态电池成长

空间。

2024年3月，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

发布《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

（2024—2030年）》，提出到 2027年，新

型通用航空装备将在城市空中交通、物

流和应急服务等领域实现商业化运营；

到 2030年，低空经济规模预计将达到

万亿元级别。

新型通用航空装备，如电动垂直起

降飞行器（eVTOL）对电池技术提出严

苛标准，强调高能量密度、安全性和倍

率性能，这与固态电池的特性高度契

合。eVTOL的快速发展有望加速固态

电池产业化进程。

机构扎堆看好16股

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固态电

池概念股中，亿纬锂能、新宙邦等16股

获得10家以上机构积极型（含买入、增

持、强烈推荐等）评级且机构一致预测

今年净利润增速有望超 20%。其中中

天科技、广汽集团、珠海冠宇 3股年内

获北上资金大手笔买入。

中天科技获 18家机构一致预测今

年净利润增长率达23.70%，年内（截至5
月21日）获北上资金净买入1.06亿股。

中天科技在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前期

已经布局固态电池研究，目前基于已有

产线的半固态电池已经中试完成。

广汽集团获 10家机构一致预测今

年净利润增长率达 31.28%，年内获北

上资金净买入2889.40万股。广汽集团

去年 11月在其官微上表示，广汽埃安

实验室通过固态电解质成分特殊设计，

在负极表面诱导形成界面缓冲层，可有

效降低界面阻抗，同时提升界面稳定

性，解决了常规固态电池界面因固固接

触导致的阻抗大、稳定性较差的问题及

其进一步引发的电量严重衰减、寿命缩

短的问题，实现了固态电池从实验室走

向量产应用的突破。

珠海冠宇获 14家机构一致预测今

年净利润增长率达 133.70%，年内获北

上资金净买入 1126.42 万股。5 月以

来，珠海冠宇涨 17.33%。珠海冠宇在

2023年年报中表示，公司开发了固态

电池专用正极材料，有效解决了固态电

池正极与电解质界面兼容性差的问题，

并运用该固态电解质膜和专用正极材

料制备出了能量密度高达350Wh/kg的

固态电池样品。

全固态电池商业化进程加速
行业复合增速有望超60%

（本版专题数据由证券时报中心数据库提供 翟超/制图）

证券时报记者 陈见南

我国首颗高功能密度的商业红外

气象卫星成功发射。北京时间 5月 21
日 12时 15分，星环科技冠名的我国首

颗商业红外气象卫星“星环号·南信大

星”卫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开启探

索宇宙的壮丽征程。

今年商业航天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给商业航天领域带来了发展的新

机遇。机构普遍认为，商业航天远期市

场空间超过万亿元。而对于A股上市公

司而言，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蓝海。

万亿元市场在招手

商业航天是指利用商业模式运营

的航天活动，旨在通过商业市场的方式

开展航天技术和服务的研发、制造、发

射和应用。不久前发布的《中国航天科

技活动蓝皮书（2023 年）》显示，2023
年，我国共实施了67次航天发射，其中

有 26次商业发射，发射成功率达 96%；

共研制发射120颗商业卫星，占全年研

制发射卫星数量的54%。

地方政府也在发力。2023 年 11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印发《上海市

促进商业航天发展打造空间信息产业

高地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今

年 5月 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官

网发布关于印发《海淀区建设商业航

天 创 新 高 地 行 动 计 划（2024—2028
年）》的通知。5 月 9 日，湖北省推出

《湖北省突破性发展商业航天行动计

划（2024—2028年）》。

中信证券表示，我国航天产业已进

入发展“快车道”，卫星互联网等新兴星

座的建设、大运力低成本趋势正引领商

业航天开启新时代。万亿元市场规模

的新赛道即将扬帆起航，为相关产业链

带来巨大的发展契机。

民生证券认为，2024 年卫星互联

网产业侧进展确定性强，板块历经深

度调整后当前位置布局机会明确。国

内进展方面，建议重点关注终端卫星

功能应用演绎、卫星招标、组网星发射

和商业火箭升级迭代；海外进展方

面，建议重点关注后续 SpaceX星舰试

飞、手机直连落地进程和除 SpaceX外

其他厂商进展，同时建议关注中央和

地方政策催化、行业标准协议制定、商

业火箭迭代、发射产地扩容应用等相

关进展。

受益公司业绩有望大增

部分公司透露了商业航天领域的

布局。航天电器近期在投资者互动平

台表示，公司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工程、

重点项目研制配套任务。目前公司正

加快商业航天(卫星、火箭、地面测控、

终端应用)等领域的产业布局，与蓝箭

航天、天兵科技、东方空间等客户开展

合作，加快推动新业务发展。

航天发展积极布局商业航天板块，

公司下属航天天目公司于 2024年年初

完成“天目一号”探测卫星一期（22颗

星）全部发射任务，成功构建了国际首

个实现“海反＋大气掩星”一体化探测

的商业低轨卫星星座系统。

部分公司的成长性值得期待。据

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3家及以上机

构评级公司中，纳睿雷达、霍莱沃、上海

瀚讯等公司机构一致预测今年净利润

增速均超 140%，航天彩虹、广联航空、

北摩高科等公司净利润增速均超50%。

商业航天概念股
年内涨幅喜人

今年以来商业航天概念股涨幅喜

人，金盾股份年内涨幅超过122%居首，

宗申动力、安达维尔、上工申贝等个股

涨逾55%，广哈通信、广联航空、航新科

技等个股涨超 10%。跌幅最大的个股

是盟升电子，年内累计跌幅超 49%，思

科瑞、航天宏图等个股均跌超40%。

资金最新潜伏商业航天概念股未来

走势值得关注。数据显示，5月份以来机

构资金净流入超过千万元的商业航天概

念股合计有20只，其中宗申动力、上工申

贝、上海瀚讯、安达维尔、菲利华等个股

机构资金净流入均超过1亿元。

商业航天产业化提速 A股受益公司业绩有望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