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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显示/家用电器

本报记者 谷月

随着显示技术创新发展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偏光片产业高端化、精细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从技术升级层面来看，超大尺
寸、超薄、高透、柔性等字眼儿被不断提及；从创新应用角度出发，在LCD产业外，更多满足OLED、智能手机、高端IT、车载、AR/
VR等领域需求的高端偏光片产品正加快量产进程。

高端化道路并不平坦
车载偏光片产品具有形状复

杂、定制化生产、高耐候性等特
点，技术门槛十分严苛。

高端偏光片市场需求广阔
CINNO Research预计，到2025

年，OLED 偏光片总增长幅度约为
102%，年复合增长率约为13%。

大尺寸偏光片增长强劲
LCD用偏光片向大尺寸化、高

端化发展的趋势明确。超宽幅将成为
促进偏光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各地多措并举推动家电以旧换新

本报讯 记者杨鹏岳报道：记
者近日获悉，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背景
下，近期各地多措并举，推动家电以
旧换新。

上海启动“2024上海家电以旧
换新嘉年华暨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
费补贴活动”，实施时间为2024年3
月 30 日至 12 月 31 日，消费者在参
与活动企业的门店可购买若干件符
合条件的补贴产品，按照剔除所有
折扣优惠后成交价格的10%享受立
减补贴，单笔补贴额最高为 1000
元，补贴资金总额达到1.5亿元。相
较之前的活动，此次促消费活动在
补贴商品范围、支付方式、参与企业
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

浙江省商务厅等 13 个部门联
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家居消费若干
措施的通知》，支持绿色智能家居
消费，鼓励有条件的地市通过家居
以旧换新、家居下乡等方式，对居
民购买绿色智能家电、功能化家具
等家居产品给予支持。开展家居促
消费活动，广泛动员家居卖场、家
居产品和家装企业、电商平台等各
方积极参与，统筹城乡，线上线下
联动，开展智能家电消费季等家居
促消费活动。

江苏省正在抓紧制定汽车、家

电、家居换新支持政策和清单，组织
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促消费活
动。据了解，今年前3个月，江苏省
已经累计举办超过 2600 场促消费
活动，并发放惠民消费券和数字人
民币红包。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启动了消
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丰台区将引导
辖区涉及家居、家电、家装、汽车
的相关企业和内容消费平台集中推
出系列优惠措施。围绕“消费促
进”，今年丰台区还将举办绿色智
能消费节，联动家居、家电、家装
企业开展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引导
消费者购买绿色智能家电。举办

“一刻钟优品节”，聚焦品质生活和
便民生活两大主题，开展绿色智能
家电以旧换新便民服务和相关促消
费活动。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商务局指
导多家家电企业举办了以旧换新相
关活动。其中，海尔通过美好生活
焕新季活动，投入 5000 万元资金，
补贴对象涉及七类家电及汽车消
费，活动门店覆盖全市五区；美的启
动家电以旧换新活动，推出了绿色
智能家电优惠券、旧机回收、新机补
贴等措施，补贴家电范围包括空调、
冰箱、洗衣机、厨卫电器和生活小家
电五类家电产品。

市场前景虽好，但对于国内偏
光片厂商而言，摘下高端偏光片的
果实却并不容易。

张姗姗指出，如由于超大尺寸
偏光片产品尺寸更大、更轻薄，很难
确保稳定的品质和良品率，而超薄、
高透等偏光片产品对生产控制和工
艺控制的要求极高，需要精准把握
材料特性，精确控制生产条件，具备
一定的技术积淀、研发实力和管理
能力。

而在 OLED 偏光片方面，大尺
寸OLED和中小尺寸OLED两种偏
光片产品的技术难点各不相同。大
尺寸OLED偏光片多用来生产电视
产品，对原材料供应、生产工艺及重
要性能指标都有很高的要求，且开

发量产难度大，当前主要由日韩厂
商垄断，国内偏光片厂商正处于起
步阶段；中小型OLED偏光片则需
要配合满足智能手机和IT产品低功
耗、轻薄化、可折叠、高对比度等需
求，目前国内尚无厂家可稳定此类
偏光片的供货，尤其是中高端产品。

而车载、AR/VR 用偏光片对
产品的信赖性要求更高，技术难度
也更大。

天马微电子集团专业显示事业
部车载光学设计负责人张育表示，
车载偏光片产品具有形状复杂、定
制化生产、高耐候性等特点，技术门
槛十分严苛。

朱志勇指出，车载偏光片需要
满足车辆在各种驾驶环境下不会发

生变形的高耐久性要求，因此，确保
满足形状复杂多样的车载显示形态
的异形加工技术是核心技术要求。

VR用偏光片的技术难点则在
于方案设计、曲面贴合及精度、良率
控制等。材料难点在于关键材料难
以确保，例如，在VR的超短焦光学
折叠光路（Pancake）方案中，反射式
偏光片和相位延时片等关键材料仍
被海外大厂垄断。

张育认为，车载偏光片和 VR
用偏光片，无论是基础材料的使用、
工艺改造、试验条件等，都要在材料
层面重新钻研，前期投入较大，偏光
片企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为满足高端偏光片的国产配套
需求，加快推进相关产品量产，朱志

勇表示，接下来，杉金光电一方面将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提高自身的技
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将积
极开展国际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和管理经验，共同推进OLED、车
载、VR 等高端显示用偏光片产品
的技术开发和量产。

严兵华强调，恒美光电将加大
研发投入力度，与上游光学膜材供
应商保持良好合作，共同开发出满
足消费者需求的高端产品。

三利谱方面表示，会持续加大
研发力度，确保OLED偏光片和车
载偏光片在今年实现批量出货，在
产品技术上追上国外先进；大尺寸
产品重点攻关原材料本土化，降低
成本，提高竞争力。

在显示领域，偏光片主要被用
于生产 LCD，LCD 与偏光片的高
端化发展要同步进行。目前，我国
LCD 面板大尺寸化趋势明显。在
此背景下，偏光片产业对于 LCD
用偏光片的高端化发展的期待主要
来自“大尺寸”。

根据Omdia预测，2022—2026
年，全球 65 英寸及以上偏光片需
求面积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5%左
右。预计到 2027 年，65 英寸以上
大尺寸面板需求量将增长至0.96亿
平方米，考虑裁切利用率及套切
率，对应超宽幅偏光片需求约2亿
平方米。

目前，我国偏光片领先企业产
能发力方向瞄准“超宽幅”。根据
CINNO Research数据，截至2024
年 2 月，全球已建成的 2.3 米及以
上的超宽幅产线共 12 条，我国占
据其中的 11 条。恒美光电、三利
谱、杉金光电、盛波光电等头部偏
光片企业都在积极布局超宽幅偏光
片生产线。如今，我国在超宽幅偏
光片方面，无论是产能还是技术水
平都具有业界领先优势。

CINNO Research 研究总监
张姗姗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LCD 用偏光片向大
尺寸化、高端化发展的趋势非常明

确。超宽幅将成为促进偏光片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三利谱方面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超宽幅偏光
片的发展将进一步扩大我国偏光片
企业的大尺寸偏光片市场占有率，
缩短和世界一流偏光片领军企业的
差距。同时，这也将为企业未来发
展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巩固公司
的行业领先地位。

恒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严兵华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
采访时也指出，相比窄幅生产线，
超宽幅偏光片生产线具有明显优
势：不仅可生产更大尺寸偏光片，

提高偏光片单位面积的售价，还可
以提高偏光片的裁切利用率，使产
品 更 具 备 成 本 优 势 。 接 下 来 ，
LCD 用偏光片产品的发展主旋律
仍将围绕“超大尺寸”。

杉金光电总裁朱志勇对《中国
电子报》 记者介绍道，在高端
LCD 偏光片领域，产品还将向着
广视角、超低反射等方向发展，更
广视角、更鲜明画质的偏光片技
术将得到广泛应用。另外，通过
提升偏光片的透过率，减少光损
失，在实现高对比度的同时，降
低功耗的高透过型偏光片技术也
在扩大应用。

偏光片市场除了大尺寸化趋势
更为显著之外，OLED、车载等精细
化、高端化的偏光片产品亦迎来良
好的市场机遇。

在 OLED 偏 光 片 方 面 ，
OLED 已逐步发展为继 LCD 之后
的第二大主流显示技术，增长势头
强劲，随着OLED显示屏产品出货
量增长，OLED用偏光片的整体市
场需求也水涨船高。CINNO Re-
search预计，到2025年，OLED偏
光片总增长幅度约为 102%，年复
合增长率约为13%。

在车载偏光片方面，根据Om-
dia数据，预计车载显示屏市场将保
持每年平均6.5％的增长率，2025年
出货量达 1.8 亿片，2030 年达 2.38
亿片。作为车载显示屏幕重要组成
部分的车载偏光片，其市场规模预
计呈现两位数的年复合增长率。

在 VR/AR 显示方面，相关研
究报告指出，预计至 2026 年，全球

仅VR光学市场规模就将达145亿
元，2022—2026 年，年复合增长率
达100.4%。苹果Vision Pro的推出
更是为整个VR/AR用偏光片市场
打了一针强心剂。

OLED、车载等高端偏光片产
品附加值较高，能够产生良好的经
济效益，市场空间很大。而 VR/
AR产业发展，对于具备膜材处理
和贴合特长的偏光片企业来说无疑
也是新的成长空间。由于起步晚、
专利及技术壁垒高、技术积累少等
因素，我国在这些领域 （OLED、
车载、VR/AR等偏光片） 基本上
还处在研发认证及少量生产过程
中，供给能力不足10%。但是从另
一方面来说，这对于我国偏光片企
业不失为极具潜力的增长契机。

“杉金光电正通过推动高端偏
光片产品的本土化突破，完善和优
化产品结构，提升综合竞争力。”
据朱志勇介绍，在OLED偏光片方

面，杉金光电的OLED手机用偏光
片已通过客户认证，量产在即，
OLED电视用偏光片已完成自主开
发，处于客户认证阶段。在车载偏
光片方面，杉金光电已拥有了满足
高耐久性PVA（聚乙烯醇）和PSA
（压敏胶） 方案的车载偏光片核心
技术，再叠加收购 LG 化学 OLED
电视和车载偏光片业务后，杉金光
电在偏光片方面的优势将快速显
现。在VR用偏光片方面，杉金光
电相关产品正在送样评估，预计在
今年实现量产，同时杉金光电正与
VR龙头厂商紧密联系，提供模组
端产品方案，推动相关近眼产品的
研发和测试进程。

恒美也在强调高端布局。据严
兵华透露：“在大尺寸偏光片产品初
具规模后，恒美将会利用现有的
1500mm产线来开发OLED及车载
高端偏光片产品，预计在2024年给
客户送样。”

三利谱高度重视 OLED、车载
和VR显示业务的发展。在OLED
偏光片方面，三利谱手机用 OLED
偏光片已批量供货；可折叠 OLED
用偏光片目前处于研发和生产线设
计阶段，尚未量产出货；电视用
OLED偏光片也具有相关的技术储
备。在车载偏光片方面，三利谱的
车载染料系产品已有小批量供货，
车载碘系产品正在下游客户端做认
证，产品认证通过后将逐步在莆田
新生产线生产。在 VR 方面，三利
谱的产品已进入谷歌、三星、华为、
小米等科技企业的终端供应链中。

盛波光电也在开展车载偏光片
产品测试验证，已掌握 VR/AR 用
偏光片的生产技术，并实现小规模
供货，产品可用于主流的 VR/AR
显示终端产品。

纬达光电高耐久染料系偏光
片产品受到下游车载显示屏客户
的认可。

偏光片产业奏响偏光片产业奏响““高端高端””进行曲进行曲
——偏光片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三偏光片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上接第1版）
“Flash 用于处理热数据，即经

常用的数据。当前 AI 的训练和应
用需要调用更多的数据，促进了
Flash的迭代升级。与此同时，升级
的 3D NAND 工艺在提高集成度
的同时降低了单位容量的成本。”
盛陵海说，“除了模拟芯片由上一
轮缺货带来的过度生产的情况较
明显，去库存周期相对更长之外，
包括存储在内的大多数产品都已
经回暖。”

半导体行业资深人士李国强在
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全球存储市场的增长来源于三
个因素：AI（大模型训练）、手机和
涨价。其中手机和 AI（大模型训
练）带来的增长相近，用于数据中心
大模型训练的 HBM 等存储产品，
由于单价高，给存储企业带来的需
求增长相对更大一些。

手机市场看涨

拉动晶圆厂备货

近日，位于中国台湾地区的晶
圆代工厂纷纷发布了今年3月的营
收报告。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
台积电实现营收约60.5亿美元，同
比增长34.3%；联电实现营收约5.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世界先进
实现营收约1.1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8%。从环比数据来看，台积电环
比增长7%；联电环比增长4%；力积
电环比增长 3%；世界先进涨幅较
大，环比增长17%。

李国强告诉《中国电子报》记
者，先进工艺芯片的生产周期大致
需要2~3个月，MCU等工艺相对简
单的芯片的生产周期在1.5~2个月
之间。因此，晶圆厂 3 月的营收数

据，大致能够反映 1 月从芯片设计
企业传达来的订单需求。相应地，芯
片设计企业获得的来自手机等整机
企业的需求要再往前推 1~2 个月。
因此，晶圆制造企业 3 月的营收增
长大致可推断为，可能受到来自去
年年底手机厂商加单的带动。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
point 数据，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在
2023 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 6.6%，
且高端机型成为手机厂商重要增长
拉动力。该机构预测，2024 年，
价格在150~249美元 （折合人民币
1084~1800元） 之间的中低端手机
市场出货量预计增长11%，而高端
智能手机市场 （600~799美元，折
合人民币4337~5776元） 出货量将
增长17%。

李国强认为，手机作为一种成
熟的电子产品，正在全球范围内持
续渗透、稳定增长。如国内知名品
牌传音公司，他们的大幅增长主要
来自东南亚、南亚、中南美等发展
中地区，而全球主要手机市场的成
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来自手机的
持续升级。手机的升级反映在半
导体市场，将呈现出两大特点：中
高端芯片的持续增长和存储容量
的大幅增长。这些因素是推动全
球尤其是中国半导体市场增长的
有力因素。

关于 2024 年全球半导体市场
发展情况，市场上存在几种不同的
预测：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称，2024
年全球半导体产业销售额将增长
13.1%；行业资讯公司Gartner预测，
2024 年全球半导体收入预计增长
16.8%，达到 6240 亿美元。但也有
市场分析人员对这一数据持谨慎
态度，认为202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
增幅在10%以内，但同样认可2024
年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回暖态势。

从三组数据看半导体市场回暖

宜兴创聚电子全额并购韩国IPI公司

本报讯 记者杨鹏岳报道：近
日，宜兴创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宜兴创聚电子”）并购韩国
IPI公司交割仪式举行。本次并购
有望快速推动我国在先进功能膜材
料领域的发展。

《中国电子报》记者获悉，天津
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利安隆新材料”）与各合
作方共同设立宜兴创聚电子作为实
施主体，全额并购韩国IPI公司，并
依托IPI公司在聚酰亚胺（英文缩写
为 PI）材料领域的核心技术优势，
重点在江苏宜兴投资10.5亿元建设
柔性显示和柔性线路板材料（TPI）
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备案，
计划于8月开工建设。

据了解，聚酰亚胺是一种关键
高分子材料。PI 薄膜因其价格高
昂、技术壁垒高、性能优异的特点，
有着“黄金薄膜”之称，被广泛应用

于航空航天、半导体封装、显示面板
等高技术产业领域。近年来，随着
5G通信、柔性显示、人工智能等领
域快速发展，我国对高性能柔性PI
材料的需求量持续攀升，但目前产
能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韩国，这
几个国家占据了全球电子级 PI 薄
膜总产能的80%以上。

今年 1 月初，天津利安隆新材
料发布公告，拟通过子公司宜兴创
聚并购韩国 IPI 公司 100%的股权，
借助并购快速进入高端电子化学品
业务领域，形成中韩研发生产双格
局。据了解，韩国IPI公司拥有全球
领先的聚酰亚胺成熟生产技术和量
产工艺，其研发的电子级PI材料广
泛应用于柔性OLED显示屏幕、柔
性电路板（FPC）、高端热绝缘和散
热、半导体包装、移动设备等领域，
产品已通过三星电子、联茂电子等
公司的验证，并已开始批量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