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莱特光电                                      证券代码：688150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7 

投资者关

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其他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富国基金：孙柏蔚                   平安基金：张淼 

长盛基金：汤其勇                   工银瑞信基金：张杭 

大成基金：柴子钰                   煜德投资：靳天珍、孙佳丽 

国泰基金：张阳                     平安养老：金立、丁劲、童秋涛 

平安资产：童飞、张旭欣、王晶、龚彦恺 

泰康资产：肖锐、王铎霖、陈佳艺、张欣星 

泰康基金：韩庆、薛小波、金宏伟、刘少军、黄成杨、张泽伟 

中信建投：乔翔、武星岑、周莞翔 

天风证券：高静怡、郭建奇、刘思远、张竹筠 

中信证券：陈旺                     平安证券：陈福栋 

广发证券：王娅婕                   方正证券：韩宇 

会议时间 2025 年 6 月 27 日及 2025 年 7 月 1 日 

会议地点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线上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王亚龙             董事会秘书：潘香婷 

证券事务代表：柴萌远               投资者关系专员：张尊睿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问题 1：公司自主研发的 OLED 终端材料产品品类不断丰富，并且持续迭代升级，

继 Red Prime 材料量产之后，Green Host 和 Red Host 也取得很好的进展，请介绍下公

司终端材料的产品布局及进展情况。 

答：公司在 OLED 终端材料领域持续深耕，已构建起覆盖红、绿、蓝三色发光层材

料及空穴传输层、空穴阻挡层、电子传输层等核心材料的产品矩阵，技术贯穿材料设计、

合成、器件制备及评测全链条，可满足 OLED 面板厂商多元化产品需求。产品进展方面，



Red Prime 材料及 Green Host 材料凭借优异的产品性能持续量产供应，并根据下游需求

迭代升级。新产品 Red Host 材料已小批量供货，Green Prime 材料处于客户量产测试阶

段，蓝光系列材料在客户端验证进展良好，同时多支发光材料在硅基 OLED 器件中测试

表现优异，部分产品已通过国兆光电、观宇、创视界等客户的量产测试；新技术布局方

面，公司积极推进 Tandem 器件（叠层）关键发光材料、CGL 材料、蓝色磷光材料、高

色域显示及敏化显示用 TADF 材料、钙钛矿材料等前沿技术研发，为未来发展夯实技术

基础。 

问题 2：公司在红光及绿光方面都有相应材料实现了国产替代，请问在蓝光材料方

面进展如何？ 

答：公司持续进行高性能蓝光系列材料的开发，目前 Blue Prime 材料、Blue Host 材

料等多支产品在客户端验证测试，且新产品开发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整体进展良好。同

时，公司积极布局蓝色磷光与 MR-TADF 技术，依托多年技术研发积累，并与客户开展

联合开发，加速推动蓝色磷光技术的研发进程及其产业化应用，力求在蓝光材料领域实

现技术突破与市场拓展。 

问题 3：关注到公司研发创新方面引入 AI 赋能，请展开介绍下。 

答：公司在 OLED 终端材料领域深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与海量内外部数

据资源，并以此建立了业内领先的数据资源库，为材料结构设计、器件/材料搭配、新技

术监控及工艺优化等提供有力数据支撑。在此基础上，公司积极携手外部企业与院校开

展深度合作，借助 AI 技术对长期积累的数据库进行深度剖析与挖掘，显著提升了研发

效率与创新能力。后续，公司将结合自身实际与发展规划，充分利用现有大模型基础，

推进公司材料模型的研发，进一步强化“AI+数据”的协同效应，深度赋能产品研发、品质

检测等应用场景，持续完善数字化、智能化研发平台建设，不断夯实技术创新核心竞争

力，为公司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问题 4：当前，全球迎来全新的 8.6 代 AMOLED 产线建设周期，国内外面板厂商

三星、京东方、维信诺纷纷宣布 8.6 代生产线的建设规划，OLED 产业也有望迎来全新

增长空间，对于公司材料需求的影响？ 

答：8.6 代 AMOLED 产线建设将为公司业务带来多重积极影响：一方面，8.6 代线

基板面积较 6 代线扩大 2.16 倍，且采用 Tandem 叠层结构，使得单条产线发光材料用量

约达 6 代线的 4 倍，直接驱动 OLED 有机发光材料需求大幅增长；另一方面，8.6 代线

聚焦平板、笔电等 IT 产品及车载显示市场，凭借更高的基板切割效率与成本优势，叠加

华为、苹果、联想等头部终端厂商加速推出 OLED 屏 IT 产品，将推动 OLED 技术在中



尺寸领域快速渗透、市场份额有望持续提升。公司长期与头部 OLED 面板厂商保持深度

合作，多款材料已实现国产替代，未来伴随 8.6 代线逐步投产，公司 OLED 终端材料业

务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拓宽，迎来新的增长机遇。 

问题 5：目前叠层技术在终端产品的应用情况及叠层技术对于材料的需求变化？ 

答：叠层 OLED 技术当前已在多类终端产品中应用，消费电子领域，华为最新推出

的 MateBook Fold 折叠电脑、Mate 70 RS 非凡大师手机，荣耀 Magic 6 RSR 手机，以及

苹果 iPad Pro、华为 MatePad Pro 等设备均采用该技术；在车载显示领域，极氪 001、007

等车型也搭载了采用叠层结构的柔性 OLED 中控屏。叠层 OLED 器件作为新型显示技

术，通过电荷产生层（CGL）将两个或多个发光单元串联，相比传统 OLED 器件，具备

亮度更高、寿命更长等显著优势。在材料需求方面，叠层结构除保留传统 OLED 器件各

功能层材料外，新增的 CGL 层需使用具备高效电荷产生与电子传输性能的特殊材料；

同时，因多层发光单元的设计，红、绿、蓝等发光层材料用量大幅增加，直接推动 OLED

有机发光材料整体需求显著提升。 

问题 6：公司 OLED 终端材料主要在给国内面板厂商供货，是否有计划拓展海外市

场？ 

答：公司目前 OLED 终端材料业务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但已在为海外市场拓展做

准备。在知识产权方面，公司大力推进 PCT 国际专利布局，专利保护范围已覆盖中国、

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全球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未

来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实现终端全球化销售提供了法律保障。在产品竞争力方面，凭借

多年技术积累与持续的产品迭代，公司产品多项核心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

时依托成本优势，可为海外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材料解决方案。未来，公司将持续优化

产品与服务，稳步推进海外市场开拓进程。 

问题 7：请展望下 OLED 行业及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规划。 

答：OLED 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全球市场持续扩张，智能手机、智能穿戴等小

尺寸领域渗透率稳步提升，平板及笔记本等 IT 类产品、车载显示等中尺寸应用加速增

长；同时，全球显示产业重心向中国转移，国内 OLED 面板厂商为保障供应链安全，正

加快材料国产化进程，行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公司立足于 OLED 有机材料的广阔发展空间与市场机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

新产品及新技术开发力度，持续提升材料性能、拓宽产品矩阵，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与

行业竞争力，逐步实现产品系列化与客户全覆盖的战略目标。此外，公司已积极布局钙



钛矿等前沿领域，在材料合成、性能优化及量产技术等关键环节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为公司未来在新能源领域的材料技术突破与产业布局形成相关技术储备。 

在业务发展规划上，公司将以 OLED 有机发光材料主业为根基，立足长远，基于业

务与技术的协同性积极探索第二增长曲线。一方面，持续关注市场动态，积极寻找与公

司战略高度契合、具备价值潜力的优质项目与标的，推动外部资源与现有业务的深度协

同，快速拓展新业务版图；另一方面，依托自身技术与资源优势，自主孵化、培育创新

业务与项目，逐步构建多元化业务体系，向新材料平台型企业目标稳步迈进，持续提升

公司的市场价值与行业地位。 

是否涉及

应当披露

重大信息 

否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5 年 7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