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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娅疆

近日，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体科技”）发布消息称，由公司联合成都空港交通综
合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全液冷光储超充站”在成
都正式投运。这是继“华体科技全液冷超充”首台产品
在生产基地正式下线、“安一充光储超充站”在江苏淮
安完成布局后，公司拓展新能源充电市场的又一成果。

华体科技于2017年上市，近年来逐步推动主营业
务从智慧路灯领域的技术研发制造向智慧城市新场景
服务等领域拓展。伴随着新能源充电业务的逐步落地
与深化发展，华体科技的科技转型成效正在逐步凸显，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以液冷超充为代表的新业务具备
较大增长潜力，有望助力华体科技的多元化布局和可
持续发展。

提升充电效率

从华体科技本次在成都投运的全液冷光储超充站
来看，该超充站不仅采用了先进的液冷技术，还配备了
光伏一体化车棚和储能系统，现场共计投放17个充电
终端，其中包含超充桩和快充桩，充分满足了大部分新
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场站配备的超充桩采用了
600KW超强功率，仅需10分钟至15分钟，就能将车辆电
量从20%快速充至80%。

华体科技全液冷超充首台产品于2024年12月份正
式面世，作为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为数字能源”）的生态合作伙伴，华体科技在产品的
研发、制造、质量控制等方面得到了华为数字能源的深
度赋能。

“得益于全液冷先进技术支持，公司的超充设备无
论从充电效率、产品外观还是使用体验等方面都实现
了优化。比如，充电枪及枪线更加轻便，女性用户也能
够轻松使用；通过超充电桩，新能源汽车最快能达到相
当于‘一秒一公里’的充电速度，大大节省了车主们充
电的时间。”华体科技相关工作人员向《证券日报》记者
介绍。

华体科技董事长梁熹认为，在新能源汽车充电场
站的未来发展中，超充技术将成为主导趋势。根据
2024年推出的中配和高配新能源车型的配置来看，这
些车型已经广泛支持超充技术。此外，超充技术因其
更快的充电速度，不仅有助于提升充电运营场站的效
率，而且随着“充电+咖啡”等创新消费模式的引入，超
充场站预计将开辟新的盈利渠道。因此，超充市场的
未来发展前景备受期待。

液冷超充技术受关注

目前，液冷超充技术的应用正受到市场多方关
注。业界认为，液冷超充作为高效安全的充电技术，有
望引领电动汽车充电革命。未来，高功率充电车型增
多、数据中心散热需求增加等将进一步推动液冷超充
行业发展。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新质生产力工委秘书长
高泽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液冷超充
技术在提高充电效率、降低充电过程中的热损耗以及
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有望成为未
来充电基础设施的重要发展方向。特别是在高速公路
服务区、城市中心停车场等高流量区域，液冷超充电站
能够显著提升用户体验，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在
满足政策与资金、标准化与兼容性、运维与服务体系等
方面的条件后，液冷超充站或有望在市场上实现快速
复制。”

华体科技携手华为数字能源积极发力新能源超
充业务，或成为其科技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据悉，公
司计划逐步扩大生产规模，打造全液冷超充智慧工
厂，该工厂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能可达10000套充电
终端、光伏一体化车棚2000套，其中充电终端首期可
实现5000套。这不仅能有效缓解当前充电基础设施
不足的问题，还将推动成都乃至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快速发展。

中国投资协会上市公司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支培元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华体科技在智慧城
市新场景和智慧路灯领域已积累了技术、渠道和客
户资源优势，为其进入新能源充电行业提供了便
利。新能源充电处于快速发展期、市场空间巨大，公
司此番布局有助于抢占市场份额。通过持续深耕超
充技术研发与推广，有助于华体科技实现业务多元
化、降低对单一业务的依赖，增强抗风险能力、提升
整体竞争力。”

华体科技全液冷光储超充站
在成都投运

本报记者 邬霁霞

1月20日早间，宁波江丰电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丰电子”）发布公告称，公司于2025
年1月17日与KSTE INC.（以下简称

“KSTE”）签署了《关于静电吸盘项
目之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拟向
KSTE引进静电吸盘生产技术及采
购静电吸盘生产线。

KSTE是韩国领先的专业从事静
电吸盘生产以及相关的设备及工艺
开发、集成与安装业务的企业，该企
业掌握了静电吸盘的设计、生产和销

售领域的众多专有技术和业务信息。
公告显示，KSTE将负责向江丰

电子提供全流程技术支持，以及有
关生产线的设计和交付。江丰电
子则从KSTE引进约定范围内静电
吸盘产品所需的全部生产技术，最
终实现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独立
量产静电吸盘。

静电吸盘又称静电卡盘（简称
“ESC”），是一种利用静电吸附力在
半导体制造过程中固定和支撑晶圆
的装置，其在半导体制造的多个环
节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半导体产
业快速发展，静电吸盘市场机遇巨

大。据百谏方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研究统计，全球半导体用静电吸盘
市场规模2024年达到了137.1亿元，
预计2030年将达194.2亿元，2024年
至2030年期间年复合增长率或达
5.97%，整体呈现稳步扩张态势。

盘古智库（北京）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高级研究员余丰慧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随着科技进步与产
业发展，静电吸盘的应用领域会进
一步拓展。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
5G通信、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

江丰电子董秘蒋云霞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

与KSTE的合作，是公司在半导体零
部件业务布局上的重要一步。静电
吸盘技术的引进，将进一步丰富公司
产品线，提升公司在半导体零部件领
域的竞争力。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合
作，为客户提供更全面、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助力半导体产业发展。”

近年来，江丰电子在半导体零
部件业务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多
个生产基地陆续完成建设并投产，
产品线迅速拓展，大量新产品完成
技术攻关，逐步从试制阶段推进到
批量生产，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2022年和2023年，公司零部件业务

营收分别为3.6亿元和5.7亿元，同
比增长95%和59%。2024年上半
年，零部件业务营收占比达24%，对
公司营收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强。

浙江大学特聘教授钱向劲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江丰电子此
次进军静电吸盘领域，是其业务多元
化战略的关键举措。通过与KSTE合
作引进技术，江丰电子能够迅速切入
这一市场，有望在半导体零部件领域
培育新的增长点。然而，江丰电子也
需重视技术消化吸收及市场竞争等
问题，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崭露
头角，将是其面临的挑战。”

剑指独立量产静电吸盘 江丰电子与KSTE达成合作

本报记者 李 婷

近日，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
成功“摘得”马斯达尔（Masdar）阿联
酋RTC项目首选电池储能系统供
应商。

江苏谷峰电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席储能专家张翔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宁德时代充分发挥

“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双龙头
地位作用，实现储能电池技术和制
造能力持续领先行业，进一步将优
势延伸至储能系统的制造，并持续
在全球储能市场中获得海外客户
认可，而海外优质订单也有望进一
步巩固宁德时代龙头地位。

在利好消息下，1月20日，宁德

时代股价报收265.52元/股，涨幅
5.57%。

新兴市场机会涌现

记者从宁德时代获悉，阿联酋
RTC项目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太
阳能和电池联合储能项目，该项目
包括总容量达19GWh的电池储能
项目以及5.2GW的光伏项目，总投
资超60亿美元。阿联酋RTC项目的
启动也标志着全球最大储能项目
启动。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
首个全天候大型发电项目，能实现
每天24小时不间断清洁发电1GW，
为绿色能源发展树立全球标杆。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储能电芯，
宁德时代此次还将为马斯达尔提供

天恒电池储能系统。天恒电池储能
系统是宁德时代去年发布的“全球
首款5年零衰减”的储能系统，搭载
了储能专用长寿命零衰减电芯L系
列产品，实现了磷酸铁锂储能电池
的超高能量密度——430Wh/L。

宁德时代认为，公司储能系统
具有高安全、长寿命、高度集成等特
点，同时还采用了最新一体化液冷方
案等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了防护等级
和储能系统的综合能量，可以适应一
系列极端天气和外部恶劣情况等。

深圳市高工产研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高工产业研究院”）
分析，目前全球储能行业除传统市
场外，新兴市场需求正快速起量，
在大储（发电站或电网配储能设
备）市场，海外GWh级大型光储项

目需求正在涌现。其中，欧洲市场
将引领增长，中东将成为全球新增
储能第四大装机区域。

和智真锂（北京）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首席分析师墨柯表示，宁德
时代获得该项目，标志着中国企业
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储能装机有望高增

集邦咨询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预计，2025年，全球储能新增装机有
望达到221GWh，同比增长36%。

高工产业研究院认为，作为全
球最大的储能电池供应商，宁德时
代也是最早一批从电芯延伸至储
能系统集成领域的储能电芯企
业。目前储能电芯企业集体开始

延伸至集成领域，并引领储能系统
向大容量产品持续进阶。2024年
以来，宁德时代接连斩获全球储能
系统大单，有望跻身直流侧储能系
统出货量前列，重塑直流侧储能系
统的竞争格局。

“储能电芯企业延伸至储能系
统具备一定优势。”墨柯认为，目前
电芯成本依然占据储能系统成本
的大头，同时，电芯的性能也是影
响储能系统综合性能的核心因
素。但是，能做好电芯也并不等于
能做好储能系统。储能系统并非
将电池、储能变流器（PCS）、电池管
理系统（BMS）、温控等设备简单拼
凑，其还要求集成商具备多领域专
业能力，这也是电芯企业产业链延
伸所面临的挑战。

宁德时代斩获海外优质储能订单

本报记者 张文湘

1月20日，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
团”）发布2024年度业绩快报。经初
步核算，上港集团预计2024年营收
为379.2亿元，同比增长1.0%；预计
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46亿元，同比增长10.6%。

集装箱吞吐量不断增长

公开资料显示，上港集团是我
国最大的港口类上市公司，也是上
海港公共码头的运营商，主营业务
包括集装箱板块、散杂货板块、港
口物流板块和港口服务板块。

上港集团官网数据显示，2017
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跨越4000

万标准箱大关，2024年则首次突破
5000万标准箱。

集装箱吞吐量是衡量港口运
输能力、国际贸易水平的关键指
标。上港集团官网资料显示，2024
年，上港集团深化与全球班轮公司
合作，优化航线布局，提高中转效
率，国际中转业务同比增长超20%，
同时，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
位的大力支持下，沿海捎带、国际
集拼和上海港“9610”跨境电商等
全新业务的试点推广，也成为集装
箱增量的新引擎。

业内人士认为，上海港集装箱
吞吐量的不断增长，一方面彰显了
上海港世界一流航运枢纽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凸显中国在全球航运
领域的地位。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5000万标准箱，不仅体现了中国制
造业的强大实力与活力，同时也表
明国际贸易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
展势头。这一成就凸显了中国在
全球航运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中
国的港口设施先进、运营高效，能
够满足全球贸易对物流运输的需
求。”中国投资协会上市公司投资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支培元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新趋势带来新机遇

近年来，航运市场正朝着“绿色
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从长期来看，国际航
运市场集中度仍将保持高位，船舶
大型化、运营联盟化以及航运数字
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发展趋势仍

将持续，并将对港口及相关产业发
展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上港集团在2024年9月13日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中表示：“公司
大力建设绿色港口，不断提升港口
清洁能源占比。公司大力发展清洁
能源加注，LNG（液化天然气）船到
船加注实现常态化供应。2024年上
半年，公司完成我国首单集装箱船
舶绿色甲醇加注。公司积极实施陆
改水、海铁联运、水水中转等多式联
运，不断降低集疏运碳排放。”

“在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的背
景下，航运业的‘脱碳’也备受关
注。加之国内政策的推动，航运业
的绿色化和智能化发展将成为未
来的一个关键趋势。”国内航运相
关人士表示。

除绿色化外，航运市场数字

化、智能化的发展也引人关注。上
港集团在上述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中表示，未来，公司将继续推进
数字化技术优化生产流程和精细
经营管理，在码头调度、电子放货
等多个场景实现港航作业的自动
化和协同化，持续打造数智港口，
赋能港口航运产业链合作伙伴。

对此，支培元表示，“港口未来
转型和发展方向将呈现多元化趋
势。在绿色可持续发展上，除了推广
清洁能源应用，如岸电设施普及、船
舶使用液化天然气等，还将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同时，数字化和智能化将
成为关键的发展方向，通过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
现港口运营的智能调度和设备的自
动化操作，从而提升装卸效率和物流
周转速度，减少人力成本。”

上港集团：2024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0万标准箱

本报记者 邬霁霞

1月20日晚间，东睦新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睦股
份”）发布了2024年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报告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8亿元至4.1亿
元，同比增长92%至107%；预计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6亿元至3.9
亿元，同比增长141%至161%。

2024年，东睦股份依托粉末压

制 成 形（P&S）、软 磁 复 合 材 料
（SMC）和金属注射成形（MIM）这三
大新材料技术平台，推动三大业务
协同发展。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2024年，下游
行业蓬勃复苏，市场需求显著回
暖，公司因此收获了大量订单。同
时，公司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引入
先进技术设备，持续提升生产效
率，各生产线高效运转，三大业务
板块间的协同效应愈发显著，有力
推动了公司整体业绩增长。”

具体来看，P&S业务是东睦股
份的传统优势业务，公司生产的汽
车行业粉末冶金制品凭借优良性
能与较高性价比，在市场上占据明
显优势。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P&S技术平台的产品目前主
要供应给国内外汽车行业的中高
端客户。公司始终致力于P&S业务
的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通过持续
投入研发，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性
能，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在SMC领域，东睦股份是国内

软 磁 材 料 的 主 要 供 应 商 之 一 。
2024年，公司顺应AI等算力建设的
发展趋势，积极推进金属软磁新型
一体化电感等技术的研发与市场
开拓，并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

此外，MIM业务已成为东睦股份
重要的增长引擎。公司目前已配备5
条折叠机铰链模组生产线，实现了从
折叠机MIM零件向“MIM零件+模组”
模式的转变。2024年，公司还布局
了钛合金MIM粉末原料技术。公司
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已与多家主

流手机厂商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为
其提供高品质的MIM产品。未来，公
司将进一步拓展MIM业务在医疗器
械、智能家居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为
公司创造更多增长点。”

在三大业务协同发展的有力
推动下，东睦股份预计2024年主营
业务收入将突破50亿元，三大新材
料技术平台的主营业务收入均有
望创下历史新高。其中，MIM新材
料技术平台的主营业务收入预计
同比增长超过85%。

东睦股份三大业务协同发力 去年业绩预增超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