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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北京利尔(002392)将拿下包钢利

尔控股权。北京利尔 11月 25日晚间

公告，公司与包钢股份（600010）拟加

深相关业务合作，包钢股份拟公开挂

牌转让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

公司（简称“包钢利尔”）20%股权，公

司拟以现金受让包钢利尔20%股权。

公告显示，北京利尔与包钢股份经

良好协商，拟加深相关业务合作，进一

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包钢利尔专业化

管理水平，结合包钢利尔实际经营情

况，包钢股份拟通过内蒙古产权交易中

心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包钢利尔20%股

权。北京利尔拟以现金方式受让包钢

利尔20%股权。北京利尔与包钢股份

就合作与股权转让事宜签署《合资合作

暨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双方约定在相

关业务方面加深合作，并同意自协议生

效后的当月末之日起，由公司全面负责

包钢利尔经营管理。目前，包钢利尔已

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并形成决议，自

2024年11月30日起，由北京利尔负责

包钢利尔经营管理工作。

包钢利尔 2011年 6月成立，注册

资本1.5亿元，股东为包钢股份和北京

利尔，各持股50%。若此次交易完成，

北京利尔将持有包钢利尔 70%股权，

包钢利尔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业

绩方面，2023年和 2024年 1至 10月，

包钢利尔实现营收3.43亿元和2.72亿

元，净利润为89.2万元和553.88万元。

北京利尔主营业务为钢铁、有色、

石化、建材、环保等工业用高温材料及

冶金炉料辅料的研发设计、配置配套、

生产制造、安装施工、使用维护与技术

服务为一体的“全程在线服务”的整体

承包业务。北京利尔致力于为钢铁等

高温工业提供优质耐火材料产品和服

务，在耐火材料行业首创的“整体承

包”经营模式为公司的高速发展和我

国耐火材料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支持。

据了解，包钢利尔由北京利尔与

包钢股份合资成立，近年来由包钢股

份单方管理，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包钢利尔专业化管理水平，包钢

股份拟以公开挂牌形式转让其持有的

包钢利尔 20%股权，北京利尔亦希望

通过本次交易，成为包钢利尔控股股

东，并依托自身专业化优势，进一步提

升包钢利尔运营效率与经营效益，使

其为股东双方创造更大价值。

若本次交易完成，则包钢利尔将

成为北京利尔控股子公司，公司合并

报表将发生变化。未来包钢利尔将通

过业务拓展及运营效率改善实现经营

业绩的提升，预计将会对公司业绩带

来较大的积极影响。

北京利尔拟收购包钢利尔20%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今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市场渐趋饱

和，OLED技术正快速向中尺寸屏幕市

场拓展。

TCL华星近日在“全球显示生态大

会（DTC2024）”上宣布，其全球首条印

刷OLED产线已正式量产。“中尺寸设

备OLED 化趋势明显，增长将愈发快

速。”TCL华星印刷OLED中心中心长

曹蔚然指出，印刷OLED技术的量产，

不仅增强了OLED的成本竞争力，还打

破了国外企业主导显示技术的局面。

与此同时，国内外显示巨头正加

速推进 8.6代OLED产线建设，以抢占

中尺寸市场。在此背景下，成本和良

率成为竞争关键。TCL华星、京东方、

维信诺等厂商正积极研发，努力提升

产品良率并降低成本，以期推动OLED
技术在中尺寸屏幕上的广泛应用。

OLED向中尺寸渗透

OLED技术自诞生以来，就以其出

色的画质、轻薄、低功耗等优势迅速在

手机等小尺寸屏幕上占据主导地位。

根据知名市场调研机构 CINNO
Research的数据，2024年全球OLED智

能手机的出货量将达到 6.61亿部，渗

透率增至 55%。然而，随着智能手机

市场的逐渐饱和，OLED技术的应用也

开始向中尺寸屏幕延伸。

“经过几年的时间，手机现在的

OLED化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现在超

过 50%的屏幕都是OLED的。但目前

在平板、笔记本电脑及显示器等中大

尺寸设备上，LCD还是主流。”TCL华

星印刷OLED中心中心长曹蔚然告诉

证券时报记者，中尺寸设备OLED 化

的趋势是很明显的，接下来这部分增

长会越来越快。

随着苹果、华为等科技巨头在中

高端产品中引入OLED屏幕，OLED在

中尺寸市场的应用前景愈发广阔。国

金证券指出，2024 年苹果推出 OLED
iPad进一步带动中尺寸搭载OLED的

趋势，汽车智能化趋势也成为 OLED
在高端车型的主流方案之一。

集邦咨询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

OLED手机面板出货量预计同比提升

25%，2028年渗透率将达 68%。OLED
在电视、笔电、平板等其他应用OLED
的领域渗透率则不及3%，由此可以预

见，中尺寸OLED 面板在应用终端的

巨大需求和潜力。

11月16日，2024年TCL华星全球

显示生态大会上，TCL华星宣布旗下

全球首条印刷OLED 产线正式量产。

记者在大会现场看到，印刷OLED 首

款量产屏幕是一块21.6英寸用于医疗

设备的4K专业显示屏，屏幕上显示着

类似“彩超”图案的动态图形。

对于首款量产的印刷OLED产品

为何选择医疗显示，曹蔚然表示主要

有两个原因。首先，医疗显示对屏幕

的要求较高，选择医疗显示是对印刷

OLED技术水平的检视。其次，在产线

产能刚释放初期，产能相对较小，医疗

产品相对量不会太大，因此选择医疗

显示作为首款产品。

印刷OLED技术核心环节可简单

理解为，将发光材料直接印刷到玻璃

基板上。“OLED技术相较于传统 LCD
有着显著的画质优势，但在中尺寸应

用中，其高昂的成本限制了其市场普

及。”TCL华星首席执行官赵军告诉记

者，印刷OLED 技术凭借制程相对简

单、效率高的特点，使得OLED的成本

竞争力显著增强。

印刷OLED量产
推动技术竞争

在印刷 OLED 面板面世之前，量

产OLED面板的生产技术主要包括三

星 的 QD- OLED、LG 的 WOLED 和

FMM-OLED。此前主流技术是“蒸镀

式”，即在真空状态下，将红、绿、蓝等

发光材料汽化附着于基板上。

相 较 于 其 他 OLED 技 术 ，印 刷

OLED在成本上有着显著优势。曹蔚

然指出，印刷OLED 的材料利用率极

高，超过90%的材料都会留在面板上，

而蒸镀技术只有 30%的材料利用率。

此外，印刷OLED制程相对简单，对设

备投资要求较低，不需要太多的真空

设备。在整个 OLED 制程中，印刷

OLED的真空腔体数量只有蒸镀技术

的10%，极大地降低了投资成本。

“显示技术从早期的投影、CRT显

示、等离子、LCD再到OLED，几乎每一

项技术的发明与产业化均由国外企业

主导。而印刷OLED技术的量产则打

破了这一局面，使中国企业站在了全

球显示技术的前沿。”赵军表示，印刷

OLED顺应了显示产业发展的大趋势，

特别是在中尺寸OLED应用的拓展和

渗透率提升方面。

随着印刷 OLED 技术的商用量

产，各大显示厂商纷纷升级OLED 产

线。8.6代OLED技术作为传统技术的

代表，依然在中大尺寸设备市场中占

据核心地位。近年来京东方、维信诺、

三星等厂商在 8.6 代 OLED 技术上持

续投入，以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

为何各家显示厂商纷纷布局 8.6
代OLED产线？CINNO Research资深

分析师刘雨实介绍，8.6代OLED产线

是中尺寸 OLED 面板生产的关键设

备，其建设进度和技术水平将直接决

定未来 OLED 市场的竞争格局。同

时，随着OLED 技术在中尺寸屏幕上

的应用渗透率不断提高，8.6代OLED
产线的市场需求也将持续增长。

在此背景下，国内外显示巨头纷

纷加速推进8.6代OLED产线的建设。

今年9月底，京东方在成都的8.6代

OLED产线建设迅速推进，已完成厂房

封顶和“洁净室”工程招标。作为国内

首条、全球首批高世代OLED生产线，京

东方第 8.6代OLED生产线总投资 630
亿元，设计产能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

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智能

终端高端触控OLED显示屏。

维信诺同样参与到高世代产线的

竞争。今年 9月维信诺举行第 8.6代

OLED生产线开工活动，该项目将打造

全球首条搭载无FMM技术（ViP）的第

8.6代OLED生产线，总投资达 550亿

元，设计产能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

此外，韩系企业三星和 LGD也在

积极布局 8.6代OLED产线，以抢占中

尺寸OLED市场的先机。

在供应链和生产端优化方面，曹

蔚然表示，目前面板厂中只有 TCL华

星在加大资源进行印刷 OLED 的布

局，因此供应链方面存在一些担忧。

但 TCL华星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

采取措施进行解决。从上游角度，

TCL华星将更多使用已经在量产的材

料，研发成墨水后应用到印刷中，降低

上游材料的废率。同时，TCL华星也

在与供应商合作，在新技术上做布局，

解决材料供应的稳定性问题。

赵军表示，印刷 OLED 的发展和

量产将带来更多上下游的产业机会。

核心的印刷设备如大型机、VOC设备，

以及上游的打印材料，都将迎来新的

商业机会。对下游终端产品而言，印

刷OLED提供了兼具高画质和成本竞

争力的方案，这将有助于丰富产品线，

提升消费者的产品体验。

成本与良率是关键

在中尺寸OLED市场的竞争中，成

本和良率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印刷OLED技术虽然具有诸多优

势，但其在良率和稳定性方面仍面临

一定挑战。曹蔚然表示，印刷 OLED

的制程虽然看似简单，即将液体滴到

玻璃基板上并干燥，但其中涉及的技

术细节和工艺细节却十分复杂。

“TCL华星在过去 11年里不断积

累，与上游合作伙伴一起优化制程和

设备，取得了良好的显示效果。”曹蔚

然进一步解释道，良率问题在印刷

OLED技术中尤为重要。由于喷墨打

印过程中涉及多个变量和参数控制，

任何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影响最终产品

的质量和稳定性。因此，如何提高良

率和稳定性将是印刷OLED技术未来

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目前中尺寸OLED市场的良率仍

然存在一定的挑战。从业内分析看，

目前中尺寸OLED产品的良率普遍在

70%至 80%之间，距离理想的 90%以

上还有一定的差距。良率的提升需要

企业在材料、设备、工艺等多个方面进

行持续改进和优化。

各家显示厂商在良率方面的表现

也各不相同。TCL华星凭借其在印刷

OLED技术上的深厚积累和创新优势，

已经在良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而京东方、维信诺等其他显示厂商也

在积极投入研发资源，努力提升中尺

寸OLED产品的良率。

除了良率之外，成本也是中尺寸

OLED 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目前，

OLED面板的成本仍然高于LCD面板，

这也是制约OLED技术在中尺寸屏幕

上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赵军表

示，随着印刷OLED技术的不断成熟和

量产规模的扩大，有信心将OLED面板

的成本降低到与 LCD 面板竞争的水

平。这将为OLED技术在中尺寸屏幕

上的广泛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通过不断优化材料和设备、改进

工艺流程，我们成功地将成本降低到与

蒸镀OLED竞争的水平，并实现了良率

的显著提升。”曹蔚然表示，未来TCL华

星要把该技术推向消费级领域的产品，

才能实现更大规模化生产。比如TCL
华星接下来要进入显示器产品，重点可

能就是要让产品的寿命变得更长。而

其他显示厂商如京东方、维信诺等也在

积极投入研发资源，努力提升中尺寸

OLED产品的良率及降低成本。

印刷OLED商用量产
显示面板技术路线之争烽烟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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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11 月 25 日 晚 间 ，源 杰 科 技

(688498)发布公告，拟向全资子公司

Yuanjie Technology Pte. Ltd.（以下

简称“源杰新加坡”）增资不超过

5000万美元，用于下属公司源杰美

国建设美国生产基地。

公告显示，前述项目位于美国

华盛顿州，主要建设内容涵盖厂房

租赁、厂房装修、设备采购等。

源杰新加坡是源杰科技于 2023
年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初

始注册资本30万美元。

源 杰 科 技 表 示 ，本 次 增 资 新

加坡子公司并在美国投建生产基

地，将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实现

全球化市场战略布局，同时有助

于贴近产品目标客户市场，提升

对海外客户的交付能力和服务响

应能力。

源杰科技主要产品为光芯片，包

括 2.5G、10G、25G、50G、100G以及更

高速率的DFB、EML激光器系列产品

和大功率硅光光源产品，应用于电信

市场、数据中心市场、车载激光雷达

市场等领域。目前，公司已建立了包

含芯片设计、晶圆制造、芯片加工和

测试的 IDM全流程业务体系。

目前，源杰科技的主要业务虽

然在国内，但多款产品直指海外市

场。据悉，公司的10G1577EML光芯

片产品在 2023 年有小批量出货，

2024年一季度有出货放量，最终的

客户以海外为主，未来有很大潜力；

CW光源产品正在加快拓展海外客

户市场。

对于海外产能的布局，源杰科

技此前曾表示已在海外考察，未来

会长远规划，完善海外供应链，解决

国际客户的担忧。伴随着本次官宣

投建美国基地，公司海外产能将加

速落地。

今年前三季度，源杰科技实现

营收 1.78亿元，同比增长 91.2%；净

利润为亏损 55.01万元，同比由盈转

亏。对于亏损原因，公司表示主要

是由于2.5G等负毛利产品出货占比

较高，拖累综合毛利率，而随着产品

价格竞争加剧，计提的存货减值有

所增加；与此同时，对 EML、硅光等

高附加值产品研发投入加大，影响

了短期利润表现。

前三季度，源杰科技综合毛利

率为 29.69%，同比下降 9.36个百分

点；研发投入为 3602.24 万元，同比

增长59.18%。

源杰科技表示，后续将持续优

化产品结构,在原有电信市场的基

础上,进一步加大数据中心领域投

入和市场拓展，同时增强成本管

控，提升整体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工

艺优化。

目前，毛利较高的 CW 光源产

品是源杰科技着力打造的潜力板

块。公司表示，由于硅光模块方案

的发展,预计明年 CW 光源市场规

模将有显著增长，若 CW 光源产品

能够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并建立良

好口碑，将为公司其他产品，包括

EML产品，提供更多的市场推广机

会。据悉，源杰科技 CW 光源产品

需求较好，已于第三季度实现批量

出货，预计第四季度收入将持续增

长，明年第一季度收入规模将进一

步提升。

对于电信业务，源杰科技表示

市场需求、产品结构、价格是主要影

响因素，明年将增加中高端产品的

比重，其中 10G EML产品是重点推

广和出货的产品，公司已与客户进

行了需求沟通，预计市场需求持续

向好。

源杰科技拟增资子公司
建设美国生产基地

证券时报记者 叶玲珍

11 月 25 日 晚 间 ，星 源 材 质

(300568)发布公告，公司与中科深蓝

汇泽新能源（常州）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科深蓝汇泽”）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将联合开发固

态电解质膜，并在合适的时机进一

步拓展商业合作，进行固态电解质

膜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公开资料显示，中科深蓝汇泽

传承于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

过程研究所崔光磊研究团队，首创

了“刚柔并济”与“原位固化”的

新型固态电池电解质材料与工艺，

目前已开发 4代不同能量密度的固

态电池体系，并已建成国际上首条

规模化的聚合物全固态电池中试生

产线。

根据公告，星源材质将与中科

深蓝汇泽合作开发合适的功能膜作

为固态电解质中的“刚性骨架”，并

联合开发可面向市场的固态电解质

相关膜体系。除此之外，星源材质

将利用产业化经验，在工厂建设、体

系搭建等方面给予中科深蓝汇泽

支持。

作为锂电隔膜头部企业，星源

材质已组建了固态电解质隔膜开发

项目组，并获得省重点领域研发计

划支持。据介绍，公司研发团队开

发的固态电解质膜具有优秀的电化

学性能，能满足海内外多家电池头

部企业和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厂

商客户的技术要求，产品已经进入

多家客户认证或测试阶段，并小批

量供货给多家知名头部客户。

除产品自研外，对外投资及谋

求合作也是星源材质布局固态电池

领域的重要方式。2022年，公司以

增资方式实现对深圳新源邦科技有

限公司的参股，目前前述公司氧化

物电解质已经达到量产阶段，硫化

物和聚合物电解质处于小批量供应

阶段。

近期，星源材质与多家产业链

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合作目标均为

推进固态及半固态电池的商业化进

程。11月 12日，公司与大曹化工株

式会社、大曹化工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签订协议，三方将在中国国内

进行半固态电池用隔膜的量产；11
月 19 日 ，与 Sepion Technologies,
Inc.签订备忘录，拟合作并商业化用

于锂离子电池隔膜的新型涂层，若

协议顺利履行，公司在 2026—2028
年期间预计将累计销售约 11.74 亿

平方米隔膜产品。

在现有电池隔膜业务方面，星源

材质订单量持续放大，目前公司产能

利用率充足，主业基础较为稳固。今

年以来，公司陆续获得下游大型电池

厂定点，未来业务可期。今年11月，

星源材质获大众集团旗下动力电池

子公司定点，预计2025—2032年期间

将累计向后者供货约 20.9亿平方米

湿法涂覆锂电隔膜材料；同月，与亿

纬锂能达成全球战略合作，2025—
2030年期间将销售不少于20亿平方

米电池隔膜；4 月，与 Samsung SDI
Co.,Ltd.签订《战略备忘录》，预计将向

后者供应约 22.2亿平方米湿法涂覆

锂电隔膜材料。

产能方面，星源材质除了国内

建设完成和正在建设的 6个生产基

地以外，近年来持续加速海外生产

基地布局。2020年，公司开始在欧

洲进行布局，于 2022 年 5 月份实现

欧洲一期工厂涂覆产线的投产；

2023年在马来西亚槟城州选址投建

隔膜工厂。目前，瑞典基膜产线和

马来西亚工厂正在持续推进中。

今年前三季度，星源材质业务

持续放量，实现营收 26.05 亿元，同

比增长 17.86%；但受主要产品价格

下行影响，净利润下滑 47.66%至

3.49亿元。公司表示，随着后续产能

的逐步释放，海外市场布局夯实，公

司出货量及市场占有率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

星源材质携手中科深蓝汇泽
联合开发固态电解质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