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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吴志

从手机、电脑、电视到汽车，显示

屏几乎无处不在。人们透过一块块小

小的屏幕，感知光彩的绚丽变化，获得

信息。近几年，显示效果更好且具有

轻便、可折叠等特性的OLED（有机发

光二极管）屏幕，逐渐在各类电子产品

中普及应用，为消费者带去更好的使

用体验。

实际上，就在几年前，OLED屏还

是高端电子产品专属，厂商大多只在

旗舰机型上使用。OLED屏从高端走

向普及的背后，是OLED 技术和产品

的快速升级迭代，也是面板显示产业

链上下游共同努力的结果。来自吉林

的科创板公司奥来德（688378）就是其

中的关键一员。

目前，OLED面板的主流生产技术

路线是真空蒸镀法。这一方法是在蒸

镀机的真空环境下，通过蒸发源将有

机发光材料加热蒸发，使其平稳蒸镀

到OLED基板上。蒸发源是蒸镀机的

核心组件，它的性能决定着蒸镀过程

中的镀膜厚度和均匀度。

OLED设备行业具有很高的技术

壁垒。2017年10月，奥来德自研的用

于 6代AMOLED（柔性）面板产线的线

性蒸发源设备成功量产，凭借优良的

性能迅速占领市场，打破了国外垄

断。至今，奥来德仍是蒸发源的唯一

国内生产商，帮助我国OLED 面板产

业实现了关键部件的国产化，解决了

国内6代AMOLED产线的“卡脖子”技

术问题。

近日，证券时报“实探东北高端装

备制造业样本”采访组走进奥来德位

于上海市金山区的生产基地，现场感

受这家“硬科技”企业的“硬实力”。

“蒸”出来的OLED面板

OLED是第三代显示技术，相较于

传统液晶显示技术，OLED具有器件轻

薄、对比度高、功耗低等优点，尤其是

OLED具备实现柔性显示的优势，是目

前主流显示技术中市场发展最快、应

用前景最好的路线之一。

和依靠背光源发光的液晶屏不

同，OLED显示是一种主动发光显示技

术。其主动发光的秘诀，是附在基板

上的一层薄薄的有机发光材料。当电

流通过时，这些材料便能够发光并实

现显示功能。

目前，主流的 OLED 面板生产采

用真空蒸镀法。即在真空蒸镀机里，

通过蒸发源加热，将有机发光材料气

化蒸发并沉积至基板上。

真空蒸镀机由真空抽气系统和真

空腔体组成，蒸发源放置在真空腔体

内部。在奥来德的车间里，证券时报

记者一行见到了真空腔体的“真身”，

单个真空腔体高达几米，看上去就像

一座“金属房子”。据了解，一条 6代

AMOLED面板产线通常由多个真空腔

体组成，规模十分庞大。

与体积庞大的真空腔体相反，用

于加热有机发光材料的蒸发源要小得

多。在车间里，记者一行看到了奥来

德研发的蒸发源设备，这是一个仅有

不到 2米的长方形凹槽结构，凹槽周

边布置有用于加热发光材料的加热

丝，顶部则是一排不规则排列的喷

嘴。当蒸发源在蒸镀机内来回移动

时，有机材料就被均匀蒸镀到上方的

基板上。

蒸发源不重，用奥来德董事长轩

景泉的话说，两个成年人就可以“抬着

走”。但正是这个小小的设备，不仅是

蒸镀机的核心部件，且过去长期被国

外厂商垄断，成为我国OLED 面板产

业“卡脖子”的存在。

轩景泉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早年

国外部分掌握核心技术的厂商对国内

面板企业实行技术封锁，国内面板企

业难以买到优质的蒸镀机和蒸发源，

直接导致面板生产良率难以提升。

2012年，轩景泉在得知国内面板产业

这一窘境后，带领团队开始了对蒸镀

设备的研发，他首先把目光锁定在了

核心组件蒸发源上。

蒸发源唯一国产厂商

成立于 2005年的奥来德，最初一

直致力于OLED 发光材料的研发，公

司是国内少数可以自主生产有机发光

材料的企业。也正是在有机发光材料

方面的深厚积累，帮助奥来德实现了

在蒸发源研发上的突破。

轩景泉告诉证券时报记者，考量

蒸发源性能的指标包括蒸镀的均匀

度、镀膜厚度、连续蒸镀时长、材料利

用率等。主流的AMOLED面板需要蒸

镀十余层有机材料，蒸发源使用的材

料、温度设置、喷嘴的角度等，都会影

响蒸镀效果，进而影响面板的发光效

率、显示颜色、良品率等。

“只有对有机发光材料性能研究

比较透彻的企业，才能真正把蒸发源

做好。”轩景泉表示，相较于纯粹的设

备厂商，奥来德研发蒸发源拥有独特

的优势。

2012年，奥来德集合了公司在材

料、设备、机械、市场等多方面的核心人

员成立研发团队，启动蒸发源研制项

目。历经多年攻坚，设计出了6代线蒸

发源，并于2017年10月正式投产。

奥来德的突破打破了国外的技术

壁垒，也解决了国内 6代AMOLED产

线的“卡脖子”技术问题。2018年，奥

来德蒸发源设备即实现收入 1.56 亿

元。近年来，在国内面板厂商进行招

标采购的 6 代 AMOLED 线性蒸发源

中，奥来德是唯一的国内供应商，市场

占有率长期位居第一。

奥来德的蒸发源从量产上市至今

已有 7年时间，轩景泉介绍，公司设备

的许多性能指标仍然领跑，“蒸镀的厚

度和均匀度，我们能达到纳米级精度；

连续蒸镀时长，我们可以做到 260小

时稳定蒸镀，十几天不用关机。”对于

面板生产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更高的

生产良率和效率。

啃最难啃的“骨头”

显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从早期

盛行的等离子显示器，到十年前被视

为“高端代名词”的液晶显示器，再到

如今正在快速渗透的 OLED，几十年

间显示技术突飞猛进。技术迭代对

普通消费者意味着更好的体验，对产

业链上下游则是“落后就要被淘汰”

的压力。

轩景泉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奥来

德多年来一直坚定执行“深挖洞，广积

粮”的经营策略。“公司的材料、设备模

块在打破垄断后，技术上要经得住迭

代，这要求我们在优势项目里持续深

耕，形成自己的优势。”

奥来德的两大主营业务都有着较

高的技术门槛。其中，“论克”计算的

有机发光材料的技术门槛是专利壁垒

高、研发难度大、终端材料纯度要求

高、生产流程复杂；而蒸发源的技术门

槛是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大、制造精

度要求高。

为了保持技术上的领先，近几年，

奥来德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研发投入强

度。2023年，公司研发投入达到 1.22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23.64%。这一投

入比例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在以“研

发高地”著称的科创板也毫不逊色。

过往财报显示，奥来德每年处于

推进中的在研项目都超过了 20 项。

2023年，公司围绕OLED显示开展的

研发项目多达 26项。截至 2023年年

底，奥来德已累计申请发明专利 799
件，累计获得发明专利325件。

轩景泉向证券时报记者介绍，公

司目前的研发可以概括为材料类和设

备类两大方向。材料方面坚持“迭代”

加“增量”和解决产线痛点为开发目

标，随着国产化替代进程的加快，公司

在对现有材料迭代更新的基础之上，

前瞻布局了下一代材料。

在设备方面，公司重点做好高世

代蒸发源的技术开发工作，并结合行

业发展趋势，布局了硅基OLED 蒸镀

机和钙钛矿蒸镀机。基于蒸发源产品

的技术优势，奥来德此前已经以此为

技术基础，进一步开发了小型蒸镀机

和钙钛矿设备。据悉，目前公司的小

型蒸镀机已完成两台设备的交付，钙

钛矿设备已完成整体设计，正在推进

样机制作。

“奥来德自成立以来，靠的就是硬

科技，民营科技企业就是要做‘难而正

确的事’。”轩景泉坦言，真正的技术研

发不仅困难，而且失败的风险很高。

但未来几年，公司的研发投入不会降

下来，等到目前在研的技术取得突破

以后，预计还会开展更多新的项目研

究，保持技术优势。

迎接更广阔的市场

2017年，苹果公司在其首款全面

屏手机 iPhone X上，首次使用了OLED
显示屏。目前，苹果公司推出的旗舰手

机均已使用OLED屏。另外，苹果公司

还在今年推出的平板电脑 iPad Pro上

首次配备了OLED显示屏。

苹 果 公 司 对 OLED 屏 的 应 用 ，

是 OLED 发展和应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下

降，OLED 的应用场景和市场边界不

断拓展。从小尺寸的手机屏幕开始，

OLED 正逐步向更大尺寸的平板电

脑、笔记本屏幕等应用领域拓展。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CINNO Re⁃
search 数据，2023 年全球市场 AMO⁃
LED智能手机面板出货量约6.9亿片，

同比增长 16.1%。OLED 在智能手机

的渗透率由 2018 年的不足 30%攀升

至2023年的48%，预计2024年渗透率

有望提升至55%。

随着市场需求的提升，头部面板

厂商纷纷加快了对尺寸更大、生产效

率更高的高世代OLED 产线的投资。

根据公开报道，京东方投资 630亿元

建设的国内首条第 8.6代AMOLED生

产线项目已在推进中。其他厂商也纷

纷“摩拳擦掌”。

高世代产线对应面积更大的基

板，也意味着更高的加工难度。“基板

尺寸变大后，工作机理虽然还是一样

的，但加工难度越来越大了。比如如

何实现更大面积蒸镀的均匀性，我们

做了很多优化和研究，技术上有了很

大的突破，技术壁垒也更高了。”轩景

泉表示。

据了解，目前奥来德已经完成了

8.6代AMOLED线性蒸发源样机制作，

正在进行性能及参数测试及市场开

拓，为即将迎来的第 8代线建设高潮

做好技术储备。根据公司初步测算，8
代线蒸发源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20亿

元至30亿元。在当前6代线投资进入

末期的背景下，8代线有望为奥来德提

供新的业务增量。

除了设备，有机发光材料也将受

益于OLED市场需求的增长。奥来德

财报显示，近两年，公司有机发光材

料业务明显放量。2023年，公司有机

发光材料实现收入 3.18亿元，同比增

长近50%，销售量同比增长了43.9%。

“公司这几年发光材料上量一方

面得益于我们技术的突破，另外下游

厂商的国产化率整体在提升，使用国

产材料也能降低生产成本。”轩景泉告

诉证券时报记者。

据了解，除了发光材料，奥来德自

主开发的“OLED薄膜封装材料”，已经

批量供应给下游平板生产企业，实现

了该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公司自主研

发生产的 PSPI 材料（OLED 显示制程

的光刻胶）也已通过下游厂商量产测

试并批量供货。

近年来，我国面板产业的发展有

目共睹。但轩景泉坦言，我国面板显

示产业上游的材料和设备领域，还有

很大国产替代的空间。“奥来德会继续

攻关材料及设备领域中的核心关键技

术，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持续增强技

术储备，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力

量。”轩景泉说。

奥来德：“硬科技”打破垄断
加码研发迎接更广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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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鑫铂股份 (003038)汽车轻量化

业务迎来突破。

7月 22日晚间，鑫铂股份公告，

公司于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汽车企业

车型定点通知，后续将为该车型提

供左右边梁、前后保险杠定制开发

及交付服务。根据规划，前述项目

预计于 2024年 11月量产，生命周期

5年，销售总金额预计达8.08亿元。

鑫铂股份表示，本次项目定点

对公司业务拓展及未来业绩将产生

积极影响，但预计对本年度经营业

务影响较小。与此同时，定点并非

正式销售订单或销售合同，实际销

售金额与该型号汽车采购需求以及

汽车实际产量等因素相关，最终供

货量存在不确定性。

鑫铂股份主要从事新能源光伏、

汽车轻量化以及其他铝制品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其中光伏铝制品为基本

盘，汽车轻量化业务是公司近年来着

力打造的第二增长极。2023年，鑫铂

股份新能源光伏业务营收为58.56亿

元，同比提升74.03%，占总体营收的

85.86%；汽车轻量化业务实现营收

8984.56万元，同比增长64.73%，占总

体营收的1.32%。

结合当前的业务体量来看，若

本次项目定点最终能够足额落地，

将大幅提升公司汽车轻量化业务规

模。具体来说，本次定点总销售金

额将达到鑫铂股份2023年汽车轻量

化营收规模近 9倍，5年生命周期内

年均销售金额 1.6 亿元，约为公司

2023年该业务板块营收的1.8倍。

在产能配套方面，鑫铂股份于

2022年 5月官宣在安徽滁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轻量化铝合

金汽车零部件生产制造项目，项目

总投资额约 10亿元，建成后将形成

年产 10 万吨新能源汽车铝部件产

能。目前，项目正处于产能爬坡阶

段，产能利用率约为 50%，预计 2025
年达到满产状态。

伴随着产能逐步释放，鑫铂股

份相关业务进展颇为顺利。今年 5
月，公司在 2023年度及 2024年第一

季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新能源汽

车业务目标客户主要集中在头部主

机厂和动力电池厂，相关客户正在

导入中，同时已取得部分主机厂的

定点项目。而在盈利方面，受产能

爬坡及春节后大批客户送样影响，

鑫铂股份汽车轻量化业务在一季度

有所亏损，不过公司近日表示该板

块业务处于持续提升阶段，将力争

在下半年实现扭亏为盈。

除汽车轻量化业务外，鑫铂股份

在传统业务光伏铝制品领域的基本

盘持续稳固。据悉，公司已进入通威

股份、隆基绿能、晶澳科技、晶科能源

等光伏第一梯队企业供应商体系，目

前光伏板块订单量处于稳中有增的

趋势，产线基本处于饱和的状态。

业绩方面，鑫铂股份保持较快

速度增长，今年一季度实现营收

17.68亿元，同比增长 42.1%；净利润

4106.55万元，同比增幅为56.72%。

鑫铂股份获头部车企定点
预计销售总额8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陈澄

7 月 22 日 晚 间 ，蔚 蓝 锂 芯

(002245)发布半年报，公司2024年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30.65亿元，同

比增长 36.19%；归母净利润为 1.67
亿元，同比增长 301.74%；基本每股

收益0.15元。

半年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随

着电动工具锂电池海外大客户去库

存基本结束，相关采购开始逐渐恢

复，公司获取订单规模增加。同时，

在公司管理层与锂电池业务团队的

努力下，积极拓展电动工具、智能家

居之外的智能出行市场，并着眼未

来，进行更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布局，

锂电池业务呈现同比增长态势。

LED业务领域，公司旗下淮安顺

昌的产业链从衬底切磨抛、PSS、外

延片一直延展到LED芯片及CSP特

种封装，属于行业内少数具备完整

产业链的主要芯片供应商。公司通

过持续研发投入，实现了显示 mini
背光、大功率倒装芯片背光及超高

光效植物照明等应用领域的产品性

能行业领先，形成了具备竞争力的

中高端产品体系。同时，淮安顺昌

坚持长期化、常态化进行研发体系

建设，大功率倒装芯片技术领先同

行，大功率倒装芯片TV背光产品实

现国内首创应用。

“受益于持之以恒的产品布局，

叠加 LED 下游应用市场回暖的因

素，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实现了

较好的增长。”蔚蓝锂芯表示，尤其

是利润情况大幅改观，LED业务整体

营业收入约 7.51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约24.70%。

蔚蓝锂芯同时还是金属物流配

送行业龙头企业。半年报显示，近

年来，该业务保持健康运营，利润贡

献稳定。报告期内，公司金属物流

配送业务继续保持良好的经营状

态，利润贡献小幅增长。

蔚蓝锂芯上半年净利1.67亿元
同比增长302%

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

证 券 时 报 记 者 从 协 鑫 能 科

(002015)获悉，由协鑫能科在重庆市

黔江区投建的青杠储能电站顺利实现

全容量并网，标志着公司今年投运的

第12个新型储能项目落地。作为协

鑫能科在重庆地区的首个电网侧新型

储能项目，青杠储能电站的并网进一

步巩固了公司在新型储能领域的领先

地位，累计投运装机规模至此攀升至

70万千瓦，前11个项目共计65万千

瓦，均已在江苏省内成功并网运行。

作为黔江区首座 110千伏级储

能设施，青杠储能电站采用了先进

的磷酸铁锂电池技术，总装机容量

达 5万千瓦，储能总容量 10万千瓦

时。该电站坐落于正阳工业园区，

被列为重庆市2024年电力迎峰度夏

关键项目。项目核心配置包括一台

63兆伏安的主变压器以及10套集成

化的储能单元，每套单元集成了2台

磷酸铁锂储能电池舱与 4台储能升

压变流一体机，形成高效稳定的能

量存储和转换系统。

国网重庆黔江供电公司表示，

青杠储能电站犹如一座巨型“充电

宝”，最大一次性供电能力可达10万

度，足以满足 2万户家庭或 40余家

500千瓦企业一天的用电需求，预计

全年充放电量可超过7000万度。

近年来，黔江区持续推动风电、

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的发展。青杠

储能电站的投运，不仅能够在用电

低谷时段充电蓄能，还在用电高峰

期释放电能，显著提升区域内的新

能源消纳能力。

黔江区发改委负责人介绍，按

照每日“两充两放”的运营模式，青

杠储能电站预计全年可消纳新能源

电量约 6000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省

标准煤约 8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达2万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据了解，这座110千伏储能电站

将接受重庆电网的统一调度管理，

积极参与电网调峰调频，有效增强

夏季用电高峰期间的电力保障能

力，稳定重庆市电力供应。

重庆青杠储能电站并网成功
协鑫能科装机规模达70万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