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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显示

本报讯 记者王伟报道：记
者 12 月 2 日从广州产权交易所
官网获悉，乐金显示（中国）有限
公司 20%股权挂牌出售，此次挂
牌转让方为广州高新区科技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底价为
26.145亿元。

公告显示，当前乐金显示
（中国）有限公司股东共四位，分
别 为 LG DISPLAY CO.,LTD.
（持股 51%）、乐金显示（广州）
有限公司（持股 20.5%）、广州高
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20%）以及乐金显示（广州）贸
易有限公司（持股 8.5%）。此次
挂牌起止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2
日至 2024 年 12 月 27 日，项目目
前处于征集意向受让方阶段。

亏损、自愿退休、卖厂……
事实上，韩国显示巨头之一的
LG Display 今年一直处于风雨
飘摇中。

在业绩方面，LG Display 并
未扭转 2021 年和 2022 年连续两
年的亏损。根据 LG Display 发
布的财报，今年前三季度累计营
业亏损为9575亿韩元（约合人民
币 57.8 亿元），净亏损超过 1 万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0亿元）。

连 年 的 业 绩 亏 损 加 速 了
LG Display的业务调整步伐。

在 国 内 业 务 方 面 ， 2024
年，围绕“LG Display 在中国
最 后 一 座 LCD 工 厂 ——LG
Display 广州8.5代线出售”这一
议题，乐金显示 （中国） 有限
公司的股权变更不断——9月14

日，乐金显示 （广州） 有限公
司从创维集团子公司深圳创维
—RGB手中收购10%股权；9月
26 日，TCL 华星以 108 亿元的
基 础 购 买 价 格 收 购 乐 金 显 示
（中国）有限公司（LGDCA）80%
股权、乐金显示（广州）有限公司
（LGDGZ）100% 股权；如今，随
着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挂牌出售乐金显示（中
国）有限公司20%股权，LG Dis-
play 广州 8.5 代线出售事宜也将
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在韩国总部，LG Display 业
务也处于业务和人事的双重调
整期，其相关业务的重要性有
所下降。11 月，LG 电子宣布其
董 事 会 核 准 的 一 系 列 组 织 调
整，以显示器为基础的业务（包
括电视、显示器和商用显示器）
将被整合到“媒体娱乐解决方
案公司”。同月，LGD 时隔五年
再次推出针对办公室职员的自
愿退休计划，以应对公司人员
过 剩 问 题 。 LG Display 表 示 ：

“由于出售了广州液晶显示器
（LCD）业务工厂，并且最近停
止了龟尾市老化设备的运转，
导致出现了闲置人力。此次自
愿退休旨在升级 OLED 业务
并提高人力效率。”

目前，乐金显示（中国）有限
公司 20%股权挂牌受让方并未
明朗，同样的，LG Display 广州
8.5 代线出售能否成功助力 LG
Display 走出阴霾也有待时间的
检验。

乐金显示（中国）有限公司

挂牌出售20%股权

本报讯 日本显示器公司
（JDI）于12月3日宣布，与中国台
湾面板制造商群创光电及其子公
司 CarUX 签署了一项 eLEAP 战
略联盟协议。这项合作协议旨在
共同推进 eLEAP OLED 技术的
商业化，特别是在车载显示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JDI 曾是苹
果手机屏幕的最大供应商之一。
在 2010 年，JDI 和夏普合计占据
约 70%的 iPhone 屏幕市场份额。
然而，随着苹果逐渐将其高端
iPhone 型号从 LCD 转向 OLED，
JDI 的 经 营 情 况 每 况 愈 下 ，自
2014 财年（截至 2015 年 3 月）以
来，企业已经连续10年出现亏损
情况。

为此，JDI多次公开表示，要
逐步退出 LCD 市场，并将“复兴
大计”寄希望于eLEAP技术。

eLEAP 是 JDI 开发的一种创
新OLED技术，通过光刻技术制
造高精度、低成本的像素图案。
与传统的精细金属掩膜（FMM）
方案相比，eLEAP 具有更高的开
口率，能够将OLED面板的亮度
提升至传统OLED的两倍，使用
寿命延长到三倍。

JDI表示，eLEAP技术不仅提
升了OLED面板的性能，还降低
了生产成本，使其成为一种更加
环保和高效的解决方案。这一技
术的突破将为JDI提供新的市场
机会，尤其是在车载显示领域。

事实上，这并非JDI寻求战
略联盟。此前JDI为扩大eLEAP
的生产，曾在 2023 年 4 月选择
与惠科签署合作备忘录，力争
共同建设新工厂，但不到半年
就宣布取消合作。之后JDI又计
划与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
eLEAP 项目相关的备忘录，但
最终也未能达成协议，只能作
废计划。而据业内人士分析，
此次 JDI 与群创光电的战略合
作，主要是希望借助群创光电
子公司 CarUX 的销售网络来拓
展销路，并没有建设新工厂等
生产方面的计划。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 JDI 在
新技术和新业务领域的布局显示
出一定的潜力，但eLEAP OLED
技术仍需时间验证，而车载显示
市场同样竞争激烈，JDI 未来能
否重拾辉煌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谷 月）

JDI与群创达成eLEAP战略合作

抢攻车用OLED市场

我国超精细金属掩膜版获得新突破
本报记者 谷月

图为寰采星科技量产的图为寰采星科技量产的GG88..66代代（（长长））与与GG66代代（（短短））FMMFMM产品产品

薄如蝉翼、贵过黄金的金属光
罩，OLED 面板用超精细金属掩膜
版（FMM）决定着主流蒸镀 OLED
的质量和产量，是OLED产业最为
重要的核心耗材。但也正因其进入
门槛很高、市场依赖性强，成为套在
面板厂商头上的隐形“魔咒”。

近日，《中国电子报》记者从国
内掩膜版材料生产企业寰采星科技
（宁波）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已经
完成第8.6代OLED用FMM产品的
试量产，这是国内首次实现第8.6代
OLED用FMM产品的国产化生产。

寰采星科技（宁波）有限公司董
事、技术负责人莫松亭在接受《中国
电子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寰采星科
技的第 8.6 代 FMM 采用卷对卷工
艺，将于今年年底率先量产，为全球
首批、中国首次商业化第 8.6 代
FMM，产品规格性能、技术能力均
居国际领先。

多家掩膜版企业

加速迈向8代线

在 OLED 大尺寸化浪潮下，上
游关键核心材料——FMM 也开始
为适配第 8 代 OLED 面板作准备。
从去年开始，日本厂商 DNP（大日
本 印 刷）、韩 国 厂 商 Poongwon
Precision（丰元精密）先后宣布布局
第8代FMM。今年6月，DNP第8代
FMM产线宣布投产。

自蒸镀 OLED 技术问世以来，
FMM 的供应一直被 DNP 垄断（约
占95%市场份额），直至近两年，韩
国和中国极少数材料厂商才开始具
备第6代FMM的量产能力，但市场
占有率极低。

然而，高世代 OLED 的预期走
热，为掩膜版产业带来了新变化。

从2023年开始，韩国面板大厂
三星显示和我国厂商代表京东方纷
纷投建第8.6代OLED生产线，且两
家 企 业 的 技 术 路 线 均 为 蒸 镀
OLED。此外，维信诺、LGD 等厂商
亦将布局高世代OLED视为保证竞
争优势的关键战略。随着投入到第
8代OLED产线的显示面板企业越
来越多，产业链上游材料、设备等将
随之进行全面升级。因此，FMM的
尺寸注定趋于大型化，市场需求也
将大幅增加。

根据贝哲斯咨询数据，预计到
2029 年，全球 FMM 市场规模将从
2023 年的 97.95 亿元迅速扩大至
678.65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预计超
过38%。

由于面板厂商OLED产能的扩
大，FMM 材料将出现供应紧张情
况，供需缺口也进一步扩大。根据群
智咨询数据，预计到 2025 年，全球
FMM 供应规模将近 60 万条，预计
供需比缺口最大高达31%。

业内人士指出，在 OLED 大尺
寸化浪潮下，谁能更早适配第 8 代
OLED，谁就可以占据更有利的竞
争地位，甚至将进一步增强本国在

OLED显示领域的优势。
在此背景下，多家掩膜版企业宣

布开始加速迈向第8代FMM。
从去年开始，先是DNP宣布计划

投资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亿元）
扩充日本工厂产能，预计于2024年上
半年开始生产适用于第8代OLED面
板的大尺寸FMM。之后，韩国材料商
Poongwon Precision 也宣布完成了第
8代FMM制造设备的引进和安装。另
一 家 韩 国 显 示 设 备 制 造 商 Olum
Material 也 表 示 ，将 开 始 为 第 8 代
OLED面板开发FMM。

我国企业率先完成

大尺寸FMM试量产

今年 6 月，DNP 宣布其第 8 代
OLED金属掩膜版生产线开始在位于
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的黑崎工厂运营。
此外，有消息指出，DNP正为三星显示
的第8.6代OLED产线生产FMM。

据DNP方面介绍，考虑到第8代
基板比第6代基板具有更高的面板生
产效率，DNP也建立了与第8代基板
尺寸兼容的金属掩膜生产系统，以此
提升 FMM 的生产效率，匹配第 8 代
OLED 生产需求。DNP 表示，随着新
FMM产线的全面投产，DNP的FMM
产能有望提高一倍。

惊喜的是，半年后，我国在第8代
OLED FMM方面也提前交卷。

近日，《中国电子报》记者在采访莫
松亭时得知，寰采星科技已经完成第

8.6代OLED FMM产品的试量产。
“FMM产品属于微米级精密治

具，需要按照客户的需求定制，达成
规格才会交付给客户使用。”据莫松
亭介绍，寰采星科技的第 8.6 代
FMM技术路线沿用所积累大规模
量产经验的卷对卷工艺，于今年12
月，率先完成全国产第8.6代OLED
用FMM产品制造，为全球首批、中
国首次商业化第8.6代FMM，产品
规格性能、技术能力均居国际领先。

如今看来，我国金属掩膜版产
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第8代FMM
产业布局上，我国与日本已经都处
于同一条起跑线，且已经领先韩国
一步，未来谁先跑到终点，赢得更大
市场，充满无限可能。

莫松亭指出，目前寰采星科技
已布局两条第 6 代及一条第 8.6 代
FMM 量产线，产能及市占率居全
球第二。未来公司将持续保持投资
强度，快速提升产能，目标是未来
两年内实现国内 FMM 需求 100%
产能覆盖。

在业内人士看来，实现第 8.6
代 AMOLED 用的国产化供应，是
中国在 OLED 关键材料领域取得
的重大突破，打通了上游半导体
装备、Invar（因瓦合金）原材、制程
辅材及光罩配套体系，彰显了我
国在新材料领域的技术创新能
力，将为国内 OLED 产业发展提
供关键材料供应的底气，甚至将
在未来助力中国新型显示产业提
高国际竞争力。

大尺寸FMM大规模量产

还有诸多挑战

然而，在我国 FMM 产业迎来突
破式发展的当下，更应重视如何将“1
提升到100”，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
模量产，且完全满足市场需求。据悉，
目前我国在大尺寸FMM量产方面还
存在诸多挑战。

从技术层面来看，由于 FMM 比
纸还薄，因此产品尺寸越大，在制作和
使用过程中受到如重力、压力、磁力等
应力的作用而产生蠕变的可能性就越
大，产品形变问题也越明显。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常务副秘
书长鲁谨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
采访时强调，目前国内FMM产业尚
处于起步阶段，材料、工艺的成熟度
仍需要长时间磨合，希望产业上下游
更加紧密配合，尽快实现产业的规模
化量产。

目前，国内材料企业如宁波寰采
星科技、南京高光半导体、浙江众凌科
技、安徽浚颍光电、成都拓维等公司都
在布局FMM。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虽然也有
部分国内掩膜版企业在积极开发布局
FMM，但是目前产量不大。其主要原
因在于FMM的上游材料——Invar原
材受限。

一直以来，Invar原材主要由日立
金属供货。DNP正是因为获得日立金
属独家供应优质 Invar 原材的资格而
长期垄断FMM市场。

日立金属与 DNP 这两家日本企
业属于捆绑式合作。根据DNP与日立
金属于2022年12月达成的最新战略
合作来看，至少未来7年，日立金属50
微米以下Invar材料仍将独供DNP。

鲁谨称：“其他企业要想获得优质
FMM只能高价进口，这无形中就提高
了国产FMM的成本。”

为了突破Invar材料的供应限制，
降低材料成本并减弱供给风险，我国
材料企业正努力寻求FMM基础钢材
作为可替代方案。

例如，部分国内掩膜版企业或是
尝试与欧洲等金属材料企业合作，或
是尝试与国内钢铁企业合作，彼此相
互配合，反复测试并积极改善产品性
能。据悉，寰采星科技已经研发出适合
生产FMM的Invar 材料，其厚度可以
达到 15～40 微米，能够打破 DNP 对
于50微米Invar材料的垄断。

据业内人士透露，我国中国钢
研、山东泰钢、西安钢研等头部钢铁
企业都已经加入到 Invar 材料的开发
队伍中。从技术力量来看，我国的钢
铁厂商的生产和研发能力并不弱于日
本日立金属，从设备的先进程度来
看，甚至更强。

但由于目前OLED面板生产端对
于国产 FMM 的应用量还不够大，因
此也限制了我国 Invar 材料的大规模
量产。“要等市场需求上来，企业才会
提高 FMM 产量，从而刺激原材加速
发展。”国内掩膜版企业负责人表示，
希望我国面板厂商可以给予我国上游
材料企业更多信任，共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