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焦点 A09A09
2018年4月20日2018年4月20日

COVER STORY封面报道COVER STORY封面报道COVER STORY封面报道COVER STORY封面报道A08
2018年4月20日

焦点

责任编辑 雷军虎 美编 雷林燕 照排 陈科 校对 诸新民

光学薄膜的“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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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奚悦

“时代抛弃你
时，连一声再见都
不会说”。瞬息万变
的时代，新鲜事物
不断涌现，思维方
式更迭换代，我们
生活的时代充满了
巨大的不确定性。
身处“膜界”中的
每家光学薄膜企业
亦有如此紧迫感。
善弈者谋势，面对
茫茫膜海，未来，
光学薄膜的“势”
又在哪里？

液晶显示要是没有偏光片就像人没有眼睛，可见偏光
片的重要性。

随着液晶电视市场的回温，大型TFT-LCD面板的需
求也在逐渐提升，带动大尺寸偏光片市场的急剧扩大，
2018年和2019年仅国内需求将分别达0.55亿平方米、1.32
亿平方米。2020年，国内需求将达3.43亿平方米。

这样的市场规模，国产偏光片的产能却完全无法匹
配。包括在建的产线，目前国产TFT和TN/STN偏光片的
全部产能约1.6亿平方米，不足全球的10%。在国产偏光片
满产满销的情况下，国内下游面板商需进口近1.83亿平方
米的偏光片。而这1.83亿平方米的供需差将由日本、韩国
和中国台湾地区瓜分。

据统计，全球主要偏光片企业超过15家，生产线约81
条，生产商仍集中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中日
本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约50%。日本有日东电工、住友化
学、三立化工；韩国有LG化学；中国台湾地区的力特光
电、奇美材料等厂商也有涉足，中国大陆产能仅占9%。

大陆还有大片的市场可以挖掘，这也是光学膜企业为
何纷纷想切入的原因。惠之星的偏光片的表面处理膜已经
实现对深圳三利谱光电的供给，激智科技也在观望是否要
进入。

其实国产偏光片从1999年批量生产至今已有18年，从
最早期的TN偏光片，到STN偏光片到最后的TFT偏光
片，国内厂家对偏光片制造工艺和产品品质已经有了很大
的改进。盛波光电、三利谱 、富鸿电子、纬达光电、旭
友电子、乐凯等可以实现批量供应中低端TN-LCD用偏光
片和部分STN-LCD用偏光片，可以应用在各类精密仪器
仪表盘、眼镜、电子词典、MP3、MP4、手机、数码相
机、平板电脑等中小尺寸领域。

但TFT偏光片却仍然与进口品牌的质量相差较远。比
如在偏光片透光率指标上，进口偏光片普遍在45%，而国
产偏光片只有43%。在偏光片厚度上，进口偏光片能拉伸
到70um，而国产的偏光片只能到130um。

国内仅有盛波光电和三利谱拥有TFT-LCD偏光片生
产线，主要生产的是32寸以下偏光片。从下游京东方、华
星光电等面板厂商的扩产计划来看，需求的偏光片都以32
英寸以上的TFT-LCD偏光片为主。意味着宽屏电脑、液
晶显示器、电视机等高端产品的偏光片依然都要从日本、

韩国，或中国台湾地区进口。
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海江说，工艺、技术、价格依然是目前
最大的瓶颈。偏光片生产工艺工序在25
道以上，流程长，拉伸、染色、复合、涂
布、裁切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
导致最终产品出现瑕疵以致报废，量产对
企业工艺控制和管理的要求就非常高。

同时，上游端关键原材料对外依存度
过高制约着成本的下降。TAC膜和PVA
膜，技术门槛高，供给也集中，这两种膜
材料合计占偏光片成本的62%。TAC膜
全球主要由日企厂商供应，富士写真和柯
尼卡美能达两家日企全球市占率分别为
70%、20%，两者几乎占据全球TAC膜
市场约90%的份额。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厂商包括中国大陆的乐凯也在做 TAC
膜，但出货量很少。

而日企 KUARARY 则占据了全球
PVA膜市场65%。另外在偏光片的其它
原材料膜层方面，日本也居于垄断地位，
例如，90%以上的AG膜（防眩层）市场
由日本电工和大日本印刷占据。

不难看出，偏光片关键上游材料被国
外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大多被上游材料
厂商攫取。产能较小的大陆企业议价能力
十分有限，如果不解决偏光片所用的材
料，本土企业上马偏光片还是会被“卡脖
子”。

没有本土供给，就没有定价权，为降
低成本，本土面板厂商对实现偏光片国产
化的欲望必然十分强烈。从产业链逻辑来
看，国内面板产能的快速提升无疑将推动
对上游原材料的需求，有利于TFT-LCD
用偏光片等原材料厂商发展。据测算，尽
管2018年前三大厂商会一直是LG化学、
住友化学、日东电工，市场格局变化不
大，但市场份额会逐渐下降到66%。

膜
界·未来

量子点膜和OLED
谁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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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奚悦

量子点膜还不能应用于手机

孰优孰虑并无定论，不过却形成了倾向鲜明的两大阵营。
据势银统计，目前量子点显示材料产业链中，全球有共计15

家企业涉足研发生产，13家企业生产量子点膜，7家企业生产水
氧阻隔膜。量子点膜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量产，比如国内最早
布局这一领域的激智科技，目前已拥有一条比较成熟的量子点
生产线，开始量产量子点膜产品。

相比于液晶显示，量子点产品的价格比较高冷，但下降的
幅度仍然让人充满遐想。以量子点膜为例，其每平方米的价格
已经从2014年的150美元下降至现在的40美元~50美元，三星
的量子点膜可以做到40美元。而且随着市场对电视的需求向55
英寸和65英寸大尺寸的转移，量子点占整机的相对成本也在逐
渐下降。当量子点显示产品的价格下降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后，
其性价比方面的优势就更加凸显。

不过，量子点膜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攻克。结构上，量子点
膜简单的组成分为中间的量子点材料和两边的阻隔膜；其中量
子点材料的对外依赖程度过高。原材料成本占量子点膜成本的
60%，无论是价格还是交货周期，都受到上游的限制。

阻隔膜的作用主要是阻水汽和阻氧，国产已有突破，包括
安特弗、康得新、万顺股份和乐凯股份已经可以出产。安特弗
是激智科技量子点膜的供应商。

“我们目前有一条阻隔膜生产线，第二条生产线今年会
上。”宁波安特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克然说，今年国
产的TCL、海信等电视开始推量子点膜显示，大概100万台，
随着电视迭代周期以及世界杯的来临，今明年可能增长幅度会
更大。

客观而言，生产量子点膜的企业还在等电视更替的“风”
刮起来。

那么，量子点能应用于手机吗？由于目前的光制量子点还
需要液晶作为背光源，难以满足手机、超薄、曲面屏等要求，
在手机端的应用仍未能突破。而业内预计这项技术还需要3年~
5年，才有希望实现自发光电制量子点的技术突破。这一难点给
了OLED一片巨大市场。

主流电视机厂商押注OLED

率先取得突破的是三星开发的小尺寸OLED显
示技术，其生产成本在2016年甚至下降到高端液
晶面板以下，随后的快速替代显得顺理成章、势不
可挡。随后如华为 Mate9、红米 Pro、OPPO
R9、VIVO xplay5 等国产机型都开始使用
OLED屏。但OLED面板在电视等大尺寸领域的应
用要落后一些。

事实上，目前大屏幕更多应用量子点技术，而
小尺寸则倾向使用OLED。小尺寸和大尺寸的区
别，关键在于良率和价格。OLED的缺陷就在于若
应用在大屏上，良率过低会导致平均成本过高，和
同尺寸量子点电视价格相差2~3倍，甚至更多。

但核心难点也在逐渐被攻破。LG是大尺寸
OLED屏的龙头，其大尺寸OLED面板良率已达
80%以上，最直观的感受则是55英寸OLED电视的
价格已经接近1万元。国内多家主流电视机厂商都已
开始押注OLED电视作为未来重点，预计OLED电
视的占比也将步手机后尘出现快速的增长。

在上游光学膜企业端，惠之星在触控显示和柔性
显示方面为了适应趋势，提前做了很多布局，比如开
发手机曲面屏保护贴、可应用于可折叠手机的盖板硬
化膜。安特弗研发的高性能水氧阻隔膜，也是OLED
必备的上游材料。

在原材料端，长阳科技也开始布局OLED所需
的PI基膜，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副总
裁杨承翰说，AMOLED显示屏已量产多年，但业
界翘望的可折叠屏幕却始终未出现，重要瓶颈之一
就是盖板材料。而透明聚酰亚胺（PI）材料应用在
可折叠OLED屏幕上被寄予厚望。

面对这样的市场之争，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
术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宋伟杰认为，虽然显示技术
的未来大家众说纷纭，但总归还是一个多元化的趋
势，很多不同的显示可以用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
不一定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应该是竞合的关
系，量子点和OLED要分工合作而不要斗争，这才
是未来两大显示技术的最终出路。

技术的方向最终取决于终端市场是否买账。事实
上，“OLED与量子点谁是未来”这个话题由来已
久，在市场的选择上，两大阵营也已形成。三星、索
尼、TCL等站队量子点，而OLED的拥护者则包括了
LG、长虹、康佳等。下游的“势力”分割带动了一批
上游厂商的站队。

既有争论，则说明两种技术也确实是各具优势，
比如OLED拥有超薄、可随意弯曲、黑场更纯净、色
彩自然的优势；而量子点显示技术能够给电视带来更
低的成本、更长的寿命、更高的亮度、更好的色彩并
实现更低的功耗，弥补了LCD在色域方面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