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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 伟

7月 4日晚间，华菱线缆发布
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显
示，今年上半年，华菱线缆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0
万元至 6100 万元，同比增长 40%
至60%。

华菱线缆表示，公司旗下多个
产品获得下游细分市场认可，特别
是在航空航天及融合装备、冶金矿
山、轨道交通等领域业务规模较去
年同期均得到提升，目前在手订单
充足，净利润增长明显。

航空航天市场方面，华菱线缆

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电缆供应
商，不仅参与了运载火箭发射、神
舟系列飞船、登月计划、空间站建
设等重大航天项目，还以其专业化
的特种电缆产品，为载人航天配套
型产品提供了坚实保障。

华菱线缆工作人员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公司航空航天产品
并非只供应给国家航天工程，也在
积极对接民营企业主导的商用航
天市场。近年来，商业航天市场规
模年均增长超 15%，发展势头迅
猛，是我们深耕的蓝海市场之一。”

冶金矿山市场方面，华菱线
缆是智慧矿山、智慧冶炼厂等先

进生产系统的关键供方之一。自
去年以来，国际国内有色金属产
品价格节节走高，采掘企业及冶
炼企业均有增加资本开支的计
划，对于运营成本低、安全事故
少、维护频率低、智能化程度高的
智慧矿山、智慧冶炼厂等先进生
产系统有明确需求。

“电缆是矿山和冶炼厂的动
力源和生命线，轻易不能损坏和
断裂，大部分时间在高强度运行
状态，需要电缆能抗折弯、耐碾
压、电磁干扰屏蔽能力强、耐腐
蚀、耐高温和耐老化。公司产品
在多个用户的现场得到了验证，

取得了良好效果。”上述华菱线缆
工作人员称。

融合装备市场方面，华菱线
缆敏锐捕捉到光机电气一体化
设备在大规模设备更新中的需
求，紧贴下游整机厂的需求设计
了含有光纤、气体导管、液体导
管的复合线缆，获得下游细分市
场的认可。

上述华菱线缆工作人员介绍：
“光机电气一体化设备在诸多领域
有广泛应用。以海洋工程为例，设
备需要感知物体位移，需要光纤传
输物体位移信号；以油气工程为
例，设备需要取样气体成分、液体

成分，在短时间内进行测定。这就
要求线缆具有复合能力，在制作线
缆过程中更要考虑到不同线缆在
编制和缠绕中的物理特性，具有较
高的技术门槛。”

“过去，很多特种线缆依赖进
口，海外供方明确表示不接受拆
解，不提供维修，只能由他们安排
专人进行更换，严格限制技术外
泄。这大大激发了我们搞自主创
新的积极性。”该工作人员表示，经
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公司已经形
成了一批自主创新的线缆产品，不
仅顺利实现国产化，部分产品已走
出国门。

多产品在手订单充足 华菱线缆上半年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王镜茹

7月4日，海目星发布公告称，与深圳欣界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欣界能源”）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
来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强化资源共享，在固态电池的设
备研发、产业链打造以及市场推广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据介绍，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效期五年。合作
内容包括：海目星将为欣界能源提供先进的整线设备方
案和技术支持；欣界能源将优先向海目星采购设备；海目
星将利用其市场渠道和客户资源，为欣界能源提供市场
推广支持。

资料显示，欣界能源成立于 2020年，主营锂金属固
态电池研发与生产，现有产能200MWh，并将于今年8月
份启动建设 5GWh（能量密度≥450Wh/kg）锂金属固态电
池产线。

海目星方面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将参与欣界能
源8月份启动的5GWh准固态电池项目。”

实际上，海目星在固态电池设备领域早有布局。今
年 5月份，公司在互动平台上表示，涉及半固态、准固态
到全固态电池的三个基础技术路线。目前形成交货和量
产的是准固态电池，电解液含量低于10%，该技术路线已
有中试产线进行量产，能量密度超过480瓦时/公斤，循环
次数超过 400次，公司的技术路线采用氧化物固态电解
质和金属锂作为负极。

海目星内部人士表示：“公司全固态电池产线设备正
在研发布局中。除欣界能源外，也有其他潜在客户在合
作中。目前客户对于公司合作开发的设备均很满意。”

凭借高能量密度、高化学稳定性、高安全性等突出优
点，固态电池被认为是下一代高性能锂电池的有力“竞争
者”。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已有总投资超过340亿
元的固态电池项目签约或开工。同时，电池企业技术创新
提速。7月3日欣旺达透露，通过技术创新，公司预计可在
2026年将聚合物体系的全固态电池成本降至2元/Wh，与
半固态电池成本接近；宁德时代则表示，在全固态电池上
持续坚定投入，2027年有望实现小批量生产。

产业链合作亦不断升级。例如，先惠技术7月2日公
告，公司和清陶（昆山）能源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研发协议，未来将围绕全固态电池核心关键装备的
研发和产业化进行合作。

中金公司研报称，2024年为半固态、固态电池装车元
年，蔚来、上汽、广汽已发布固态电池方案并部分实现装
车，其余车企有望持续跟进。此外，低空经济的兴起使得
固态电池商业逻辑进一步强化，新能源车及eVTOL（电动
垂直起降航空器）需求共振，打开固态电池远期市场空间。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国内固态电池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技术创新、
成本降低、产业链合作以及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共同
推动这一趋势。未来，固态电池在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
领域都将具有发展空间。”

海目星将与欣界能源
在固态电池领域深度合作

本报记者 邬霁霞

7月 4日，天成自控发布公告
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两家国内知
名汽车企业乘用车座椅总成项目
的定点通知书，公司被确定为两家
车企相关乘用车座椅总成项目的
定点供应商。根据客户规划，上述
项目预计分别于 2025 年 6 月份、
2026年1月份开始量产，预计项目
周期内配套乘用车总量分别为 45
万辆、50万辆，项目生命周期均为
5年。

天成自控表示，两个定点通
知的获得标志着客户对公司持续
创新能力、研发能力、产品质量及
全产业链配套能力的认可。此次
合作是公司在乘用车市场不断拓
展和深化的表现，有助于公司积
累更丰富的项目经验，进一步提
升公司在乘用车座椅行业的竞争
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将继
续积极扩展乘用车座椅市场，并

进一步加强在乘用车座椅业务上
的布局。

项目储备充足

从定点情况来看，天成自控乘
用 车 座 椅 业 务 项 目 储 备 颇 丰 。
2023年，公司共7次披露收到客户
项目定点通知的公告，进入 2024
年，公司亦多次获得客户项目定
点，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

今年 1月份，天成自控及子公
司陆续收到国内某头部知名新能
源汽车企业、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
司的定点通知书，被选为前述车企
相关项目座椅供应商。4月10日，
天成自控收到国内某知名汽车整
车企业的定点通知书，被确定为该
车企某新能源乘用车项目座椅的
零部件供应商，项目预计于 2024
年 12月份开始量产，项目周期内
配套乘用车总量约 20万辆，上述
项目生命周期内的销售金额约 8

亿元。
“近两年来，天成自控乘用车

座椅业务多次获得客户项目定点，
说明公司在主营业务领域具有较
为突出的竞争优势。”中欧协会智
能网联汽车分会秘书长林示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相关订单
的放量，公司或将迎来量利齐升，
公司在该领域的市场地位和竞争
力将会进一步提高。

天成自控相关人士向《证券日
报》记者称：“在新增定点上，公司
将优先选择公司确定的头部企业、
强势品牌等战略重点客户的优势
项目，充分利用公司的品牌和技术
优势以及面向客户的快速反应能
力，获取高价值项目，为公司未来
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充足的市场
与订单支持。”

发展势头良好

据悉，乘用车座椅主要是为

乘用车制造企业提供轿车和 SUV
等乘用车前后排座椅总成，其市
场状况与乘用车市场高度相关。
中国汽车产销量已连续多年居全
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座椅市场也
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浙商证券预
计，国内乘用车座椅市场规模有
望从 2020 年的 793 亿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951 亿元，年均复合增
速 3.7%。

看懂经济平台产业观察家洪
仕宾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乘
用车座椅行业整体上呈现出稳步
增长的趋势。随着汽车市场的不
断扩大和消费者对于汽车舒适度
要求的提高，乘用车座椅行业的
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同时，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成本的降
低，为天成自控提供了更多的发
展机会。”

事实上，天成自控自 2016 年
进入乘用车座椅领域以来，在技术
研发、客户开拓等方面已经实现持

续突破。目前，公司已经与上汽、
北汽、东风、比亚迪、奇瑞、江淮等
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为上汽荣
威 i5、i6，上汽新能源 ei5、ei6、ER6、
EX21、EC32，上汽大通MIFA，北汽
C46DB、东风S73等车型批量供货。

上述天成自控相关人士表示：
“公司的乘用车座椅产品与国际知
名企业相比，不仅质量和性能满足
主机厂的需要，而且具有性价比优
势、区域服务能力强；与国内企业
相比，产品规格更加齐全、性能更
加稳定。”

财报显示，天成自控乘用车座
椅业务营收从 2017年的 2.44亿元
增长至 2023年的 4.73亿元。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7亿元，同比增长 31.89%，其中
国内乘用车座椅业务销售收入增
长 53.5%。“随着今明两年更多项
目进入量产，公司的业务规模、市
场影响力和行业地位将进一步提
升。”上述天成自控相关人士说。

乘用车座椅业务发力
天成自控接连获两大客户项目“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