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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
界·建议 宁波如何打造自己的“膜名片”？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助理研究员 管如镜 记者 王婧 实习生 实习生 奚悦

目前宁波在激智科技、长阳科技、惠之星、东旭成等膜材料企业的带领下，依托江北膜幻动力小镇，已经初步形
成了“光学基膜-功能膜”的产业链，扩散膜、反射膜等产品早已打破国际垄断，在细分市场独占鳌头。

那么，宁波是否可以依托本地产业优势和人才基础，推动光学显示材料制造业成为宁波未来的一张产业新名片？

田忌赛马，讲究的是策略。在回答“怎么
打造”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在光学薄膜
这个产业上，宁波有哪些现有的砝码。

首先宁波有产业基础。
长阳科技BOPET光学薄膜产能占全国总产

能的十分之一；激智科技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
光电显示、新能源和LED照明等领域，研发关
键技术已获得多项国家专利授权，是全球光学
扩散膜前三强。惠之星主要产品为液晶显示用
光学薄膜，主要包括扩散膜、增亮膜和反射膜
三个种类。三家企业均已突破行业技术壁垒，
发展态势良好，近几年产值指标复合增长率都
在20%以上，2017年出货达1.7亿平方米。

其次是研发和人才基础。
光学薄膜企业尤其注重技术研发，每年投

入10%~20%的营业收入做研发项目；同时配
上专业人才进行产品的应用试验。另外，中国
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有专门的团
队做光学薄膜前沿技术开发，提供源源不断的
智慧成果。

第三是平台基础。
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立志把园区打造成膜

产业聚集地。积极将膜企业聚集在一起，提供
良好的政策、园区环境，积极地引进高端人才
和项目，为膜企业的成长做好坚强的后盾。

“宁波的光学膜企业，未来很可能达几十
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市场规模。”相关人士表
示。

宁波有没有比较优势

有优势，就有劣势。
光学薄膜企业位于面板产业的“微笑

曲线”两端，属于资金及技术密集型企
业。研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昂是目前无
法改变的现实。

通常来说，液晶面板占据了液晶终端
产品近60%的成本，而液晶面板中，物料
成本占比最高（70%以上），其余包括折旧
成本11%，人力成本、销售管理等、间接
成本各占5%~6%。

背光模组又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据统
计，物料成本中大约有20%的费用用于采
购背光模组，其中增亮膜 32%，扩散膜
7%，反射膜2%，合计占比41%。

综合计算下来，一台售价4000元的液晶
电视机，增亮膜、扩散膜、反射膜的成本为70
元~80元，而生产企业可以获得的销售收入只
有50元~60元（不考虑其他零散成本）。光学
薄膜的整体毛利润率在10%~30%。

原因一是研发能力对标强者还有差距。一

项技术的研发平均需要10年左右才能量产，
而生产企业每年需投入10%~20%的营业收入
自主研发。虽然本土光学薄膜企业在生产上逐
渐实现了进口替代，国外品牌如3M开始退出
反射膜、扩散膜、硬化膜等生产市场，但事实
上，其研发能力毫不夸张地说，就算聚集全宁
波的研发之力，也赶不上。

二是过高的上游原材料和高精密设备
对外依存也制约着光学薄膜企业成长。目
前，全球光学基膜基本由国外大公司生
产，尤其是高档光学基膜产品的国际、国
内市场，几乎都被日本东丽、日本三菱、
美国3M和韩国SKC等公司的产品垄断。
国内 70%的光学薄膜生产企业比如康德
新、激智科技等都用上述企业的产品。高
企的成本，大大地挤压了光学薄膜企业的
利润，比如应用于反射膜和增亮膜、扩散
膜的 PET基膜，成本要占整个成膜的近
70%，占背板近80%。

当然国内也有一些做 PET 基膜的企

业，比如康得新、南洋科技、双星新材
料、长阳科技等，都在积极研发试图打破
上游垄断，生产线布局超过10条。本土化
在成本上有必然的优势，但在透光率、雾
度、亮度的要求上，与高质量成膜的要求
仍有一定的距离。

与此同时，设备也成了制约国内光学
薄膜企业发展的“拦路虎”，市场上的光学
薄膜生产设备主流的分四个档次，第一梯
队是日本产设备，已经可以实现贴合全自
动生产，接下来分别是韩国产、中国台湾
产和中国大陆产。在实际采购中，韩国产
和中国台湾产的设备相对性价比高，更受
本土青睐。比如分切设备，本土设备分切
出来的薄膜都很多时候会出现翘边，大大
影响了光学薄膜的规模化生产。而规模的
局限性，是导致价格成本无法下降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

既是“通病”，宁波的生产企业也不能
幸免。

光学薄膜产业有哪些“通病”？

“宁波本土光学薄膜企业出货量虽大，但
和百年成熟生产企业的差距必须要承认。”中
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宋
伟杰说：“国内企业目前生产的很多光学薄膜
3M已经退出了，转而向更高端的产品区突
破。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像3M这样
的公司他们的创新能力，就算是整个宁波光学
薄膜企业绑在一起也难以企及。”

但后来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并不一
定不能居上。过去的经验证明了先行者用10年

研发成果，后起之秀也许不用5年即可攻关。
在中科院宁波材料与工程研究所研
究员曹鸿涛看来，宁波的光学薄膜

产业相对比较分散，他们占据
不同的细分市场，但是缺

乏上下游企业，比如上
游要找广东，下游

要找江苏，产
业 链 没 有

形 成 ，
“要

培育一个产业，需要政策层面的高度扶持”。
“要是宁波能拥有一家面板企业，宁波的

光学薄膜生产以及加工企业来将会产生集聚效
应。吉利、上海大众都是宁波本土最典型的例
子。”新兴产业服务平台“势银”创始人唐蔚波
这样说道，“一大批上游供应商都会围在大型下
游企业周围，带动效益是乘数级的。”

这切入口该找哪里？如今，面板企业在全
国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宁波想要赶超已不太可
能。宋伟杰认为：“突破点可以放在引进
OLED下游生产企业上，用超前的布局吸引一
批上游企业集聚。形成链条布局后，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形成利益共同体，不会打价格
战，还可以左右价格。而同质化的结果就是打
价格战。”

产业要提前布局，其实是一种资源的整
合。宋伟杰还表示，像日本都是从政府的层面
组织研究项目，公司参与出钱，委托一个科研
部门进行研发，这些公司可以参与研发并共享
这些成果。宁波也可以尝试做一次这样的项
目，把资源都聚集在一起，加强产学研结合，
培养出更有影响力的企业。康得新这样规模的
企业能够成长，除了占尽时间先机外，离不开

张家港政府的积极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光学薄膜产业真真正正

算得上是一个十年才磨一剑的产业，
对设备、选材和工艺都有着几近苛刻
的要求，需要资金、技术、人才持续

不断的投入，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市场
规模。”

引进下游面板企业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