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因为

具有轻质、高强度、耐腐蚀等特点而获

得广泛应用，小到球拍、钓鱼竿、自行

车，大到新能源汽车、风电、航空航

天。国产碳纤维很多产自吉林省吉林

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碳谷”。

坐落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

市，有着“化工摇篮”与现代绿色化工

城之称，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碳纤

维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目前，吉林

市已初步形成国内最完整的碳纤维全

产业链条，碳纤维原丝产能全球第一，

碳丝产能全国第一。国内生产的大型

风电叶片碳纤维碳板，每 10片有 9片

产自吉林市。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碳纤维产

业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轻量

化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国防

安全、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目前，吉林市已经明确提出

要加速培育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

全力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基地，拓

展碳纤维在多个高端领域的应用。

被寄予厚望的新材料

孙鑫是吉林国兴碳纤维有限公司

(下称“国兴碳纤维”)的一名普通员

工。8月 21日 7时 30分左右，孙鑫来

到公司换好工装并与晚班同事进行交

接后，就在岗位上忙碌起来。

“我们这是 35K 风电专用大丝束

碳化线，在岗人员每天三班倒，机器24
小时运转。”孙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孙鑫的岗位是“收丝岗”，就是将在一

条长达400米的生产线上经过氧化、碳

化等一系列工序加工为成品的碳纤维

进行收卷。

“你猜这一小束碳纤维有多少根？

这足足有3.5万根！碳纤维很细，仅为头

发的1/10，单独拿出一根碳纤维，肉眼几

乎看不见。”孙鑫一边拿起一小束碳纤维

一边说。碳纤维的比重比铝还要轻，不

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倍至8倍，并

且还耐腐蚀、耐高温。

孙鑫所在的国兴碳纤维拥有较为

成熟的碳纤维研发生产经验，主要产品

包括 6K、12K、35K等全牌号碳纤维产

品，是吉林当地生产碳纤维的生力军。

新材料是支撑高端装备和重大工

程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是培育新质

生产力的关键领域之一。碳纤维作为

新型复合材料，广泛应用在军用及民

用领域，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全球碳

纤维需求量持续快速增长。

基于对碳纤维产业未来发展前景

的看好，吉林省和吉林市两级政府均

对发展碳纤维产业寄予厚望。

吉林省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建设碳纤维下游制品产业园，推

动从卖原丝向卖制品转变，全产业链

产值保持高速增长。

吉林省要发展碳纤维这一新兴产

业，重任就落在吉林市肩上。吉林市

在碳纤维领域领跑全国，有着“中国碳

谷”的美誉。依托国家级碳纤维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和吉林化纤集团等龙

头企业，吉林市已初步形成国内最完

整的碳纤维全产业链条。

当前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的

风口期，是吉林市布局新赛道、抢占制

高点的关键期。吉林市已经明确提出，

要加速培育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全

力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基地。

吉林市发展碳纤维产业很大程度

上依托于吉林化纤集团。“今年上半

年，吉林化纤集团碳丝销量同比增长

85%；碳纤维复合材料及制品同比增

长 59%。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在国

内碳纤维市场的份额将进一步扩大。”

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君告诉证

券时报记者。

吉林的优势

国内碳纤维曾长期依赖进口，碳

纤维的国产化经历了呼吁建议、跟踪

模仿、自主研发、规模生产的过程。

证券时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经

过多年的自主研发，以及政府对碳纤

维行业的大力支持，我国碳纤维行业

快速发展，行业已整体达到了T400级

的技术能力，部分企业实现了T700级

碳纤维规模化生产，T800级及以上已

经进入了小批量试验生产。

据孙小君介绍，2020 年至 2022
年，在风电、光伏等行业需求的有效拉

动下，国内碳纤维价格一路走高，从

2020年前的12万元/吨左右，最高一度

涨至15万元/吨。不过，随着吉林化纤

集团等国内碳纤维生产企业产能从

2020年开始逐步释放，国内碳纤维价

格在 2023年终于回落到 10万元/吨的

水平，大幅降低了国内用户的碳纤维

使用成本。

“最近几年，国内碳纤维产业加速

发展，国内使用的碳纤维基本实现了

国产替代。”孙小君说。

作为吉林当地引导碳纤维产业发

展的主要力量、国内碳纤维行业的龙

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是在 2008年开

始研发碳纤维原丝。2012年，吉林化

纤集团年产5000吨碳纤维原丝生产线

开车成功，这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碳

纤维原丝基地。吉林化纤集团在近年

来已经相继成功开发出24K、48K大丝

束碳纤维原丝，产品品质稳定在 T400
级以上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原丝

销量呈裂变式增长，并形成了稳定的

出口订单。

现阶段，吉林化纤集团正在加快

推进碳纤维“零碳”制品产业园建设，

T700级碳纤维产品稳定运行并逐渐替

代进口高端应用领域。这将加快推动

公司碳纤维复合材料及制品在汽车轻

量化、轨道交通、航空航天、风电及光

伏等领域的拓展。

“吉林化纤集团的碳纤维是以自

主研发为主，近年来也在与长春工业

大学、吉林大学等开展合作，委托高校

进行一些专项研究。”孙小君说。

碳纤维被誉为“新材料之王”，是

新质生产力的具体体现。那么身处东

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市，吉林化纤集

团有何底气大力发展碳纤维产业？

当地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除

了碳纤维之外，吉林化纤集团是全球

最大的人造丝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

腈纶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竹纤维生

产基地。吉林化纤集团有20多年的腈

纶生产历史，吉林的碳纤维原丝就是

在腈纶的生产工艺基础上慢慢摸索研

发出来的，也正是因为拥有丰富的腈

纶生产经验，所以才能在研发和生产

碳纤维时更加深入、透彻。

吉林化纤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腈

纶生产基地，为当地积累了大量经验

丰富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队伍，是当

地发展碳纤维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资

源，也是吉林能够把碳纤维产业做好

的一个重要因素。

千亿级发展目标

长期以来，很多东北企业给人的

印象是，在相关产业链当中多是扮演

出售原材料的角色，在深加工方面则

有所欠缺。而原材料只有经过深加工

之后，产成品或是副产品才会具有较

高的附加值。

在发展碳纤维产业方面，当地相关

政府部门已经明确，要推动从卖原丝向

卖制品转变，全产业链产值保持高速增

长，加速培育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

“加速培育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

群，意味着吉林市的碳纤维产业未来

要重点向产业下游发展。”孙小君表

示，对碳纤维的需求最早源于军工和

航空航天领域，因为这些领域需要一

些比较轻质又耐高温的材料。随着时

间的推移，碳纤维逐渐进入民用领域，

应用最为典型和广泛的就是体育休闲

领域和建筑补强。

在体育休闲领域，很多网球拍、羽

毛球拍、钓鱼竿等都是以碳纤维为原

材料生产的。特别是以碳纤维为原材

料生产的自行车，最近几年在国内销

量翻倍增长，并且大量向欧洲出口。

另外，碳纤维在桥梁、房屋等加固方面

也有着比较长的使用历史，而且近年

来的需求量也在稳步增长。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3年全国

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我

国新增风电并网装机 75.9GW，创历史

新高，同比增长 102%；风电叶片大型

化、轻量化发展趋势，推动碳纤维市

场发展。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数

据 ，2023 年 我 国 光 伏 新 增 装 机

216.88GW，同比增长 148.12%，碳/碳
复材作为光伏领域热场耗材，碳纤维

需 求 保 持 高 增 长 态 势 。 根 据 势 银

（TrendBank）统计数据，2023年燃料电

池汽车上牌数量 7653 辆，同比增长

52.8%；装 机 量 737.2MW，同 比 增 长

49.8%，燃料电池汽车发展已经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也

在加快。2024年，预计在风、光、氢大

基地项目持续发力下，风电、光伏、氢

能领域产业链对碳纤维的需求有望

持续保持高增长。

“除了风电、光伏、氢能领域之外，

未来几年，国内碳纤维产业新的增量将

主要来自于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轨

道交通和国产大飞机，这也应该是加速

培育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不可忽视

的发力方向。”孙小君说。

以低空经济为例，从中央到地方，

都在大力倡导发展低空经济。低空经

济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赛道，

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有着广泛应用

与发展前景，特别是用于无人机等航

空器的主要机身结构材料，性能优

异。因此，依托原料优势与制造能力，

加大碳纤维复合材料航空器机身及零

部件产业培育，将是未来的一个重点

方向。

“今年以无人机等为代表的低空

经济对于碳纤维的需求量明显加大，

未来几年随着低空经济进一步发展，

对碳纤维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大。”孙小

君表示。

8月21日，证券时报记者在吉林国

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国兴复材”）

展厅看到，现场陈列的碳纤维制品琳琅

满目：跑鞋、滑雪板、高尔夫球杆、自行

车、无人机、风电叶片挤压板 ......
“碳纤维下游可延伸的空间很大，

除了涉足体育休闲、建筑领域之外，目

前公司正在做大飞机的相关配套认

证，也已经与一些新能源生产企业、无

人机生产企业开展合作。”国兴复材工

作人员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实际上

T300级、T400级的碳纤维就基本可以

满足 70%以上的下游产品需求。以钓

鱼竿为例，其主要是以T300级碳纤维

为原材料，最前端较细几节使用了

T700级的高端材料。

困难和挑战

据了解，目前全球最大的碳纤维

生产企业在日本，近两年国内市场已

经实现了对碳纤维的进口替代。

吉林化纤集团的大丝束碳纤维在

国内风电拉挤板领域市场份额达到

80%，可逐步替代进口。国产碳纤维与

进口碳纤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T800级

以上的高级别产品。T800级碳纤维具

有高强度、高模量的优异性能，产品可

用于压力容器、航空航天等领域，是市

场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吉林化纤集团 8月 9日正式发布

“干喷湿法”T800级碳纤维产品。随着

T800级碳纤维产品成功发布，吉林化

纤集团将利用这项新技术加快开发

T1000级、T1100级以及M40高模系列

产品，不断拓展高端领域应用市场。

“T800级碳纤维产品成功发布，意味着

我们加快产品线布局，拓展碳纤维高

端应用场景。”孙小君说。

“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和挑战是终

端的应用开发。”孙小君表示，碳纤维复

合材料以其低密度、高强度、耐腐蚀等

优异性能，成为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首

选材料。因为碳纤维的应用不仅能显

著降低新能源汽车的车身重量，还能提

升车辆的能效和续航能力。

但是也应该看到，新能源汽车相

关部件的测试和开发还是一个相对全

新的领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单凭企业自身的力量去做会面

临比较大的压力。因此需要产学研用

一体化发展，需要国家从宏观政策上

给予支持。

“大家都知道碳纤维应用在新能

源汽车上非常好，碳纤维未来在新能

源汽车领域的应用空间也非常大。但

就现阶段而言，对于碳纤维相关汽车

产品的加工、制造、准入等方面我们还

要冲刺。”孙小君表示。

构建现代产业新格局，是实现新时

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关键所

在，吉林省十分看重碳纤维产业的发展。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为了更好

地推动碳纤维产业在当地的发展，吉

林省已经将吉林化纤集团由市属企业

升格为省属企业。另外，吉林省有关

部门也在积极协调吉林化纤集团与中

国一汽集团、中车长客等企业进行相

关产品的配套开发。

从“化工摇篮”到“中国碳谷”
吉林市为我国实现碳纤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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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8 月 25 日 晚 间 ，中 际 旭 创

（300308）披露了2024年半年报。上半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99亿元，同

比增加169.70%；净利润23.58亿元，同

比增加284.26%。

中际旭创表示，报告期内，重点客

户进一步增加资本开支加大算力基础

设施领域投资，400G和800G光模块需

求显著增长，并加速了光模块向 800G

及以上速率的技术迭代。报告期内，

得益于 400G和 800G等高端产品出货

比重的快速增加以及持续降本增效，

公司产品收入、毛利率、净利润率进一

步得到提升。

与此同时，中际旭创持续推进募

集资金建设项目“苏州旭创光模块业

务总部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铜陵旭

创高端光模块生产基地项目”等募投

项目的进展，其中“铜陵旭创高端光模

块生产基地项目”已实施完毕并结

项。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提升高端产品

产能，为保障客户在高端光模块技术

迭代和规模上量、保持公司在行业内

的竞争优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际旭创主营业务为高端光通信

收发模块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服

务于云计算数据中心、数据通信、5G无

线网络、电信传输和固网接入等领域的

国内外客户。公司为云数据中心客户

提供100G、200G、400G、800G和1.6T的

高速光模块，为电信设备商客户提供

5G前传、中传和回传光模块等。

根据 LightCounting 预测，2025 年

整个行业将增长 20%以上，2026年至

2027年增速还将维持在两位数以上，

2027年有望突破200亿美元。

近年来政策层面对算力产业链不

断加码，也助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随着国产芯片能力、大模型能力的提

升、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国内算力基

础设施建设蓄势待发。光模块作为算

力环节中国产化程度高、技术储备前

沿的核心产品，在算力持续升级及需

求大幅增长等因素的驱动下，将迎来

快 速 增 长 。 据 LightCounting 预 计 ，

2029年中国光模块市场规模有望达65
亿美元。

其中，在数通市场，数据中心为企

业存储、处理和管理大量数据的关键

基础设施，加之全球范围内包括视频

流媒体、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等用户对

于在线服务和内容的需求不断增加，

驱动全球数据中心规模扩张。

中际旭创上半年净利23.58亿元 同比增长284%

赛力斯115亿元
购买引望10%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严翠

向车企转让“问界”“智界”

“享界”等系列“界字辈”商标后，

华为车BU独立进程显著加快。

8月25日晚，赛力斯（601127）
宣布115亿元入股华为引望，持股

10%，这是继8月19日长安汽车宣

布旗下阿维塔115亿元购买华为

引望10%股权后，华为引望在引入

战略投资者以及推动华为车BU业

务走向独立方面取得的又一重要

进展。此次交易完成后，华为、阿

维塔、赛力斯将分别持有华为引望

80%、10%、10%股权。

记者了解到，本次签约仪式

在深圳举行，赛力斯集团董事长

张兴海、赛力斯汽车总裁何利

扬、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华

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事长、智

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

东等出席签约仪式。

张兴海表示，赛力斯坚定与

华为跨界合作，持续结出硕果，本

次投资入股引望公司标志着赛力

斯与华为升级为“业务+股权”合

作模式，开启双方合作从 1到N
可持续发展的新起点，赛力斯将

坚定支持华为引望成为汽车产业

智能化开放平台，力争三年计划

实现“问界”年产销百万量级目

标，带动华为引望百万台套供应。

此前的8月19日，长安汽车公

告，旗下子公司阿维塔将115亿元

投资华为引望，占股10%，阿维塔

成为华为引望首个合作伙伴。次

日上午，阿维塔在重庆与华为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随着此次赛

力斯投资华为引望事宜落定，华为

引望后续发展规划或华为车BU独

立具体计划也浮出水面。

根据目前赛力斯、阿维塔与

华为签署的投资协议估算，华为

引望100%股权估值约1150亿元。

公告投资华为引望当晚，赛

力斯 2024年上半年“成绩单”也

同步出炉。

数据显示，赛力斯上半年共实

现营业收入650.44亿元，同比增长

489.58%；实现净利润16.25亿元，

而上年同期亏损13.44亿元。截至

期末，其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63.6
亿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出30.45亿

元。基本每股收益 1.08元/股，上

年同期为-0.9元/股。

赛力斯表示，上半年公司

营收增长主要因新能源汽车销

量增加，净利润扭亏为盈主要

因新能源汽车销量增加，同时

公司坚持技术创新、成本贡献

的经营方针，新质生产力引领

公司经营质量不断提升，营业

毛利率同比增长，期间费用率

同比下降，经营现金流转正主

要因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售回

款增加。

2024年上半年，赛力斯新能

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20.39万辆和

20.09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49.24%和 348.55%。上半年，赛

力斯开启旗舰车型问界M9大规

模交付，并推出问界新 M5 和问

界新M7 Ultra，在外观、驾控、智

驾、空间等方面为用户提供更多

选择。截至目前，问界 M9 累计

大定突破12万辆，蝉联50万以上

车型销量第一。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

2024年 1~6月，中国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1389.1 万辆和 1404.7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9% 和

6.1%。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稳

步增长，分别完成 492.9 万辆和

49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0.1%
和 32%，市场占有率达到 35.2%，

持续增长的新能源车已成为自

主品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上半年，赛力斯仍在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半年报显示，

2024 年 上 半 年 其 研 发 费 用 为

28.27 亿 元 ，相 较 上 年 同 期 的

6.72亿元同比增长 320.61%。期

内，赛力斯实现发明专利申请

量和授权量的快速增长，专利

申请量 1812件，其中，发明专利

1313件，实用新型专利 3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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