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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1 月 24 日-1 月 28 日）行情回顾 

新材料指数下跌 3.39%，表现强于创业板指。OLED 材料跌 5.88%，半导体材料

跌 1.86%，膜材料跌 3%，添加剂跌 3.19%，碳纤维涨 0.55%，尾气治理跌 2.73%。

涨幅前五为普利特、神工股份、菲利华、昊华科技、江丰电子；跌幅前五为同益

股份、诚志股份、水晶光电、飞凯材料、万顺新材。 

⚫ 开源化工新材料周观察：浸没式液冷发展迅速，“巨芯冷却液”实现国产突破 

相比于传统冷却方式，浸没式液体冷却的优势显著：（1）节能降耗，相对于传统

风冷数据中心能耗降低 90%-95%，降低 PUE 可大幅降低机房的运营成本；（2）

低噪无污染，无需使用风扇，可最大限度减少噪声的污染，同时无需担心空气中

的灰尘对高洁净度要求器件的干扰；（3）节约空间，利用浸没式液冷的数据中心

冷却系统所占的空间体积可减小至风冷系统的 1/3；（4）换热能力强，能够满足

超高热流密度器件的散热需求。用于单相浸没冷却的工质主要有矿物油、硅油、

大豆油和一些氟化物，其中电子级氟化液因其具有合适的介电常数、比热容、稳

定性、安全性及很好的冷却效果，虽然价格略高，但依然是最具前途的电子设备

液体冷却剂之一。据《数据中心液冷技术应用研究进展》（2022），实验证实，具

有全氟碳结构的氟化液是良好的单相浸没式液冷冷却液。据赛迪顾问预测，到

2025 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市场整体规模保守估计为 1283.2 亿元，乐观估计为

1330.3 亿元。其中，保守来看，2025 年中国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将达到

526.1 亿元；乐观来看，2025 年中国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将达到 545.4

亿元。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凭借其优良的制冷效果，市场份额渗透率不断提高，

到 2025 年预计可达 40%以上。国内氟化工龙头巨化股份成功开发出了高性能大

数据中心设备专用的巨芯冷却液，填补了国内高性能大数据中心专用冷却液的

空白，主要性能指标与国外垄断产品相当。巨化股份控股孙公司浙江创氟高科新

材料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5.1 亿元规划建设 5000t/a 浸没式冷却液项目，其中一期

1000 吨/年项目已处于建设阶段，预计将于 2022 年建成。受益标的：巨化股份。 

⚫ 重要公司公告及行业资讯 

【斯迪克】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2.1-2.2 亿元，同比增长 18%-

23%；预计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1.8-1.9 亿元，同比增长 74%-84%。 

【新和成】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41.0-48.1 亿元，同比增长 15%-

35%；预计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39.2-46.0 亿元，同比增长 15%-35%。 

⚫ 受益标的 

我们看好产业转移背景下功能膜材料的广阔市场，看好高端电子材料国产替代从

0 到 1 的突破，看好新能源浪潮中新材料的新机遇。受益标的：斯迪克、昊华科

技、彤程新材、阿科力、利安隆、东材科技、长阳科技、洁美科技、瑞联新材、

濮阳惠成等。 

⚫ 风险提示：技术突破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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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材料周观察：浸没式液冷发展迅速，“巨芯冷却液”实现

国产突破 

浸没式冷却是未来数据中心主要散热方式之一，电子级氟化液最具优势。随着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中心承载业务对算力的需求不断提高，进

而导致数据中心规模不断扩大、单机架功率持续提升，数据中心高能耗、高费用、高

污染的问题日益凸显。据《“双碳”目标下数据中心节能运行研究综述》（2021）数据：

2018 年数据中心能耗占全球能耗的比例约为 1%，预计 2025 年将上升至 4.5%，2030

年将高达 8%。其中，自 2010 年起，我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连续 8 年以超过 12%的

速度增长，2018 年达到全国总电耗的 2.35%。2020 年全国数据中心能耗约为 1,507

亿 kWh，约合二氧化碳排放量达 9,485 万吨，预计 2035 年将超过 1.5 亿吨。在双碳

政策的大背景下，实现数据中心的低耗高效运行势在必行。 

数据中心最主要的部分为服务器、散热系统、通信设备以及照明系统，其中散热

系统耗能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约 40%。据《全国数据中心应用发展指引》数据，全国

超大型数据中心平均电源使用效率(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PUE)达 1.50，大型数

据中心平均 PUE 为 1.69，而据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能效约

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要求：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

率不超过 1.3；到 2025 年，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普遍不超过 1.5。目前风冷是应用

最广泛、应用设施最完善的冷却方式，但由于空气低密度、低排热能力的特性造成其

散热能力明显跟不上数据中心大型化的发展趋势，而相比相比于空气冷却，液体冷

却技术的冷却能力大幅提升，散热效果更佳且更节能，PUE 可将至 1.05 以下，趋近

于理论值。液体冷却技术根据冷却液是否与电子器件直接接触，可分为直接液体冷

却和间接液体冷却。其中，直接液体冷却包括液体射流冷却、喷雾冷却和液体浸没冷

却等。液体浸没冷却是将电子器件直接浸没在不导电液体中，通过导热、对流及器

件表面液体沸腾提供较高的传热系数，降低芯片表面温度，同时由外部制冷系统带

走冷却剂中的热量。相比于传统冷却方式，浸没式液体冷却的优势显著：（1）节能降

耗，相对于传统风冷数据中心能耗降低 90%-95%，降低 PUE 可大幅降低机房的运营

成本；（2）低噪无污染，无需使用风扇，可最大限度减少噪声的污染，同时无需担心

空气中的灰尘对高洁净度要求器件的干扰；（3）节约空间，利用浸没式液冷的数据中

心冷却系统所占的空间体积可减小至风冷系统的 1/3；（4）换热能力强，能够满足超

高热流密度器件的散热需求。用于单相浸没冷却的工质主要有矿物油、硅油、大豆油

和一些氟化物，其中氟化物（电子级氟化液）因其具有合适的介电常数、比热容、稳

定性、安全性及很好的冷却效果，虽然价格略高，但依然是最具前途的电子设备液

体冷却剂之一。据《数据中心液冷技术应用研究进展》（2022），实验证实，具有全氟

碳结构的氟化液是良好的单相浸没式液冷冷却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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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散热系统耗能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约 40%  图2：浸没式液冷性能明显优于风冷技术 

 

 

 

数据来源：《数据中心浸没式相变冷却研究进展》（2021）、开源证

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发展白皮书》（2020） 

 

图3：浸没式冷却是最具前景的冷却方式之一，其中氟碳类化合物独具优势 

 

资料来源：《数据中心冷却技术的研究进展》（2018）、《冷板式液冷技术与应用现状分析》（2021）、《不同电子氟化液对浸没式相变冷却

系统性能的影响》（2021）、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1：浸没式冷却液能效优势明显 

机柜冷却方式 PUE 噪声 冷却能力 

传统风冷 1.4 以上 高 ＜30kW 单机柜 

冷板式液冷 1.1-1.2 中 30-60kW 单机柜 

浸没式液冷 ＜1.05 低 60-160kW 单机柜 

资料来源：《简析数据中心空调系统节能技术的应用》（2021）、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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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相变式液冷性能好、成本高 
 传统风冷 冷板式液冷 浸没非相变液冷 浸没相变液冷 

散热性能 0 + + ++ 

集成度 0 + + ++ 

可维护性 0 + + + 

可靠性 0 + + ++ 

性能 0 + + ++ 

能效 0 + + ++ 

废热回收 0 + + ++ 

噪声 0 ++ + ++ 

单板腐蚀 0 + + ++ 

冷却介质兼容性 0 + + + 

初期投入成本 0 - - -- 

5 年平均运营成本 0 + + ++ 

承重要求 0 - - --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开源证券研究所 

 

液冷数据中心市场空间大，浸没式技术占比将不断提高，电子级氟化液将同步

快速发展。据存储企业 Seagate 估算：2019 年全球数据总量为 41ZB，到 2025 年这

一数值将达到 175ZB，增长接近 4 倍。据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华北电力大学发表的《点

亮绿色云端:中国数据中心能耗与可再生能源使用潜力研究》统计：2018 年我国数据

中心机架总数约为 271.06 万，预计 2019-2023 年，5 年新增机架数为 177.56 万。2021

年 12 月 25 日，腾讯、华为等参与起草的我国首批数据中心液冷系列行业标准正式

发布，将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行业标准的出台将有利于行业的有序发展。

同时，数字经济作为新基建的重要一环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屡被提及，国家数字化

大战略的落地将加速数据中心的迅速增长。据赛迪顾问预测，到 2025 年中国液冷数

据中心市场整体规模保守估计为 1283.2 亿元，乐观估计为 1330.3 亿元。其中，保守

来看，2025 年中国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将达到 526.1 亿元；乐观来看，2025

年中国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将达到 545.4 亿元。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凭借

其优良的制冷效果，市场份额渗透率不断提高，到 2025 年预计可达 40%以上。浸没

式液冷数据中心的高速增长亦将同步带动浸没式冷却液的需求，尤其是电子级氟化

液的需求。 

 

 

 

 

 

 

 

 



行业周报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7 / 18 

图4：我国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预计不断增长  图5：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占比预计将不断提高 

 

 

 

数据来源：《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发展白皮书》（2020）、开源证券研

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发展白皮书》（2020）、开源证券研

究所 

 

国内浸没式液冷处于发展萌芽期，巨化股份自主研发“巨芯冷却液”实现国产

高性能氟化液突破，迈入产业化阶段。从技术和产业上看，我国浸没式液冷已经成功

从实验室到小规模部署到目前的大规模部署，技术先进性得到了充分验证，但行业

尚处于萌芽期，行业标准、产业链尚需完善。目前，可用于浸没式相变冷却的氟化液

种类较少，主要是 3M 公司的 FC-72、Novec 649 和 HFE-7100 等。国内氟化工龙头

巨化股份基于十余年的冷却液研发技术积累，成功开发出了高性能大数据中心设备

专用的巨芯冷却液，填补了国内高性能大数据中心专用冷却液的空白。据阳光巨化

公众号报道，相较于传统的风冷数据中心，巨芯冷却液可有效通过浸没式液冷实现

数据中心非 IT 耗电节能 80%以上，PUE 可降至 1.09。当前该产品已经通过第三方测

试、流动模拟测试、基材兼容性测试和单机运行测试，主要性能指标与国外垄断产品

相当。2021 年 12 月 13 日，科技部发布《2021 年度（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

点专项立项公示》，巨化集团承担的“数据中心液冷热管理材料研发与应用示范”项

目位列其中。巨化股份间接控股 95%的浙江创氟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5.1 亿

元规划建设 5000t/a 浸没式冷却液项目，其中一期 1000 吨/年项目已处于建设阶段，

预计将于 2022 年建成。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技术领先、产能最大的单套浸没式

冷却液生产装置，预计可有效满足国内企业对浸没式冷却液的需求。受益标的：巨化

股份。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保守估计（亿元） 乐观估计（亿元）

0%

10%

20%

30%

40%

5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保守估计（亿元） 乐观估计（亿元） 占比



行业周报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8 / 18 

图6：巨化集团液冷材料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资料来源：阳光巨化公众号 

 

 

2、 一周新材料股票行情：12.3%个股周度上涨 

2.1、 重点标的跟踪：继续看好斯迪克、利安隆、彤程新材、昊华科技等 

表3：重点覆盖标的跟踪 

覆盖个股 首次覆盖时间 项目 公司信息跟踪 

长阳科技 2021/09/24 核心逻辑 

公司成立十年来专注于反射膜等特种功能膜的进口替代，以优势产品反射膜为压舱石， 

光学基膜为第二增长极，规划和储备锂电隔膜、TPU 薄膜、CPI 薄膜、LCP 材料、偏光 

片用功能膜等产品，我们看好公司依托核心技术平台，不断衍生新产品、拓展新领域。 

斯迪克 2021/02/03 核心逻辑 

中国高端制造崛起亟需国产胶膜材料配套，公司是少数实现 OCA 产品取得终端客户认

证的国内厂商，我们看好公司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数据积累，实现“胶×膜”产品矩阵在

新产品、新客户、新市场的不断延伸。 

瑞联新材 2020/09/22 核心逻辑 

公司是国内极少数同时具备规模化研发生产 OLED 材料和液晶材料的企业，并成功拓展

了医药中间体 CMO/CDMO 业务。我们看好公司受益于 OLED 显示的快速渗透，进一步

拓展自身核心技术在医药 CDMO 行业的延伸应用。 

昊华科技 2020/09/09 核心逻辑 

公司整合大股东中国昊华下属 12 家研究院，形成特种气体、氟材料、航空材料三大类主

营业务，具备极强的研发实力和成果转化能力。随着特种气体、高端氟树脂、特种涂料

项目建成投产，以及航天军工材料持续景气向上，公司有望进入高速增长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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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个股 首次覆盖时间 项目 公司信息跟踪 

2021/12/29 公司信息 

公司全资子公司黎明院拟建设 4.66 万吨/年专用新材料项目，总投资 4.88 亿元。建设 600

吨/年钯催化剂装置、500 吨/年二异丁基甲醇和 500 吨/年四丁基脲装置、2 万吨/年过氧

化氢（27.5%）装置、新建 2.50 万吨/年专用聚氨酯新材料生产装置等，建设期 36 个月。

预计总投资收益率 21.08％；财务内部收益率 18.02%，投资回收期 7.39 年（含建设期）。 

濮阳惠成 

2020/08/12 核心逻辑 
公司作为国内顺酐酸酐衍生物绝对龙头，凭借产品线齐全的优势以及产能的大幅扩张，

有望抢占更大份额。同时，公司有机光电材料中间体将受益于 OLED 显示的快速渗透。 

2021/12/31 公司信息 
公司全资子公司濮阳惠成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万润股份 2020/05/27 核心逻辑 

公司业务横跨信息材料、环保材料和大健康三大板块，目前在建及规划产能充足，新一

轮资本开支开启，中长期成长路径清晰。我们预计需求最差的阶段已经过去，公司海外

业务风险将逐渐降低，2021 年公司沸石业务将充分受益重型车国六标准的全面执行。 

彤程新材 

2020/02/21 核心逻辑 

公司践行“做强主业、两翼齐飞”的发展战略，汽车行业复苏带动主业轮胎用橡胶助剂需

求增长；内生外延加快电子化学品布局，致力于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化学品企业；

与巴斯夫合作投建 6 万吨 PBAT 可降解塑料，预计于 2022 年第二季度建成投产。 

2021/12/28 公司信息 
公司股东宇通投资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

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571.47 万股，持股比例变动已达 1%。 

利安隆 
2020/01/03 核心逻辑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高分子材料抗老剂供应商，受益于下游烯烃扩产，市场需求广阔，我

们看好公司不断投放产能以提升市场份额。公司收购康泰股份，布局千亿空间的润滑油

添加剂市场，向打精细化工平台型公司的目标迈出坚实的一步。 

2021/12/27 公司信息 公司及子公司共取得 1 项发明专利证书，专利种类为“稳定聚苯乙烯的组合物”。 

阿科力 2019/12/08 核心逻辑 
公司作为国内聚醚胺龙头，长期受益于碳中和背景下风电叶片材料的需求增长。公司

COC/COP 高透光材料开发进展顺利，有望打破日本瑞翁、宝理的垄断。 

资料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2.2、 公司公告统计：斯迪克 2021 年扣非归母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 74%-

84%；新和成 2021 年扣非后归母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 15%-35%。 

表4：当周业绩/经营情况公告 

公司简称 发布日期 公告内容 

神工股份 2022/1/24 公司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2.10-2.30 亿元，同比增长 109.42%-129.37%。 

宏昌电子 2022/1/24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64-3.86 亿元，同比增长 62%-72%。 

奥来德 2022/1/24 公司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3-1.37 亿元，同比增加 80.77%-90.50%。 

新和成 2022/1/24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41.0-48.1 亿元，同比增长 15%-35%；预计扣非后归母净

利润为 39.2-46.0 亿元，同比增长 15%-35%。 

联瑞新材 2022/1/24 公司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72-1.82 亿元，同比增加 55.07%-64.09%。 

光华科技 2022/1/24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6,200-7,200 万元，同比增长 71.58%-99.25%。 

永太科技 2022/1/24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2.8-4.2 亿元，同比增长 133.33%-249.99% 

三利谱 2022/1/25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30-3.50 亿元，同比增长 182.48%-199.60% 

康强电子 2022/1/25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75-2 亿元，同比增长 99.02%-127.45%。 

诚志股份 2022/1/25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9.7-11.7 亿元，同比增长 173.18%-229.51%。 

方邦股份 2022/1/25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400-4,000 万元，同比减少 66.45%-71.48%。。 

斯迪克 2022/1/26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2.1-2.2 亿元，同比增长 18%-23%；预计扣非归母净利

润为 1.8-1.9 亿元，同比增长 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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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 发布日期 公告内容 

阿石创 2022/1/26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400-1,820 万元，同比增长 138.72%-210.33%。 

凯立新材 2022/1/26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1.5-1.7 亿元，同比增加 46.94%-60.54%。 

江丰电子 2022/1/26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0.96-1.32 亿元，同比下降 10.00%-35.00%。 

上海新阳 2022/1/26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0.95-1.15 亿元，同比降低 58.08%至 65.37%。 

TCL 科技 2022/1/27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00-103 亿元，同比增长 128%-135%。 

中环股份 2022/1/27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4.00-4.20 亿元，同比增长 109.90%-120.39%。 

南大光电 2022/1/27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31-1.42 亿元，同比增长 50.55%-63.19%。 

三环集团 2022/1/27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8.71-22.31 亿元，同比增长 30%-55%。 

联化科技 2022/1/27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2.6-3.2 亿元，同比增长 136.30%-190.82%。 

广信材料 2022/1/27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归母净利润亏损 3.3-4.4 亿元，亏损幅度扩大。 

南京聚隆 2022/1/27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2,650-3,300 万元，同比下降 57%-46%。 

扬帆新材 2022/1/27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630–930 万元，同比下降 66.36%-77.21%。 

同益股份 2022/1/27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归母净利润亏损 2,000-2,700 万元，同比下降 190%-221%。 

东旭光电 2022/1/28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归母净利润预亏 17-24 亿元，预计亏损幅度同比收窄。 

上纬新材 2022/1/28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000-1,800 万元，同比减少 85%-92%。 

会通股份 2022/1/28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4,888-5,475 万元，同比减少 69.95%-73.17%。 

万顺新材 2022/1/28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300–4,800 万元，同比减少 142.80%-162.25%。 

碳元科技 2022/1/28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归母净利润亏损 4.2 亿元，亏损幅度扩大。 

康达新材 2022/1/28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805.84–2,149.81 万元，同比减少 90.00%-91.60%。 

维信诺 2022/1/28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归母净利润亏损 16-19 亿元，同比转亏。 

新纶新材 2022/1/28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归母净利润亏损 9-11 亿元，亏损同比收窄。 

资料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5：本周增减持/解禁/回购/质押公告 

公司简称 发布日期 公告内容 

广信材料 2022/1/28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启斌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

司股票，增持金额范围为 150 万元到 300 万元。 

润阳科技 2022/1/28 
公司股东费晓锋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 108.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9%，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75.20 万股。 

万润股份 2022/1/28 
公司股东鲁银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鲁银科技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698 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 0.75%。 

资料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6：本周投资/融资公告 

公司简称 发布日期 公告内容 

德联集团 2022/1/24 

公司拟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2.26 亿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投入德联汽车新材料胶黏剂研发和制造项目、新材料研发中心扩建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天奈科技 2022/1/24 

公司拟通过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不超过 8.3 亿元，用于“碳基导电材料复合产品生产项目”

建设（一期建设预期 24 个月，二期建设预计 24 个月），建成后预计可实现营收 23.25 亿元，

净利润 3.20 亿元。 

中简科技 2022/1/25 公司拟通过定增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用于“高性能碳纤维及织物产品项目”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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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 发布日期 公告内容 

充流动资金使用。项目建设期为 4 年，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收入 17.16 亿元，实现年利

润 7.46 亿元。 

沃特股份 2022/1/25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2,100.00 万元分四期向华宝生物进行增资，第一/二/三/四期分别增资

300/500/500/8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华宝生物 70%股权。 

建龙微纳 2022/1/26 

定增获上交所受理，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123.5 万股，发行价格 1 元/股，发行后公司股本

由 5,799 万股变更为 5,923 万股，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吸附材

料产业园改扩建项目（一期）。 

资料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7：本周其他公告 

公司简称 发布日期 公告内容 

昊华科技 2022/1/24 

公司全资孙公司光明院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甘北路 34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和附着物

资产由大连市服务中心进行收购补偿，收购补偿费用总额为 3.34 亿元(含搬迁奖励 1,591.24

万元)。经初步测算，本次土地收购补偿事项预计实现收益约为 21,000 万元。 

斯迪克 2022/1/25 
因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公司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发行数量进行调整，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由 3,562.63 万股调整为 5,697.76 万股。 

蓝晓科技 2022/1/27 
公司与金海锂业签订了《金海锂业（青海）有限公司一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项目设备供货及

安装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4.9 亿元，约占 2020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总额的 53.11%。 

资料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2.3、 股票涨跌排行：普利特、神工股份等领涨 

本周（1 月 24 日-1 月 28 日）新材料板块的 122 只个股中，有 15 只周度上涨（占

比 12.3%），有 107 只周度下跌（占比 87.7%）。7 日涨幅前五名的个股分别是：普利

特、神工股份、菲利华、昊华科技、江丰电子；7 日跌幅前五名的个股分别是：同益

股份、诚志股份、水晶光电、飞凯材料、万顺新材。 

表8：新材料板块个股 7 日涨幅前十：普利特、神工股份等领涨 

涨幅排名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本周五（1 月 28 日）收盘价 股价周涨跌幅 股价 30 日涨跌幅 股价 120 日涨跌幅 

1 002324.SZ 普利特 14.95 15.27% 12.15% 36.16% 

2 688233.SH 神工股份 71.33 7.47% -11.57% 0.17% 

3 300395.SZ 菲利华 55.88 5.83% -14.93% 12.30% 

4 600378.SH 昊华科技 38.52 5.71% -14.68% 23.78% 

5 300666.SZ 江丰电子 51.59 5.07% 3.06% 21.82% 

6 002129.SZ 中环股份 42.90 4.86% 8.99% -6.47% 

7 300699.SZ 光威复材 71.92 4.07% -11.80% 9.77% 

8 603155.SH 新亚强 58.29 3.89% 9.44% -24.69% 

9 002669.SZ 康达新材 14.18 3.58% -16.24% 15.94% 

10 002119.SZ 康强电子 13.25 3.52% -6.95% -11.07%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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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新材料板块个股 7 日跌幅前十：同益股份、诚志股份等领跌 

涨幅排名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本周五（1 月 28 日）收盘价 股价周涨跌幅 股价 30 日涨跌幅 股价 120 日涨跌幅 

1 300538.SZ 同益股份 18.40 -23.87% -30.28% -23.30% 

2 000990.SZ 诚志股份 13.07 -14.46% -17.12% -19.52% 

3 002273.SZ 水晶光电 13.68 -13.36% -21.96% -6.04% 

4 300398.SZ 飞凯材料 23.08 -12.58% 5.39% 42.65% 

5 300057.SZ 万顺新材 8.00 -11.21% -16.41% -0.62% 

6 688269.SH 凯立新材 103.44 -10.92% -13.44% -3.29% 

7 688550.SH 瑞联新材 91.79 -10.45% -4.60% -0.39% 

8 002326.SZ 永太科技 32.25 -9.69% -34.85% -39.29% 

9 688126.SH 沪硅产业-U 23.40 -8.81% -8.34% -18.35% 

10 002409.SZ 雅克科技 65.92 -8.56% -16.69% -13.67%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3、 一周板块行情：新材料指数跑赢创业板指数 0.75% 

新材料指数下跌 3.39%，表现强于创业板指。截至周五（01 月 28 日），上证综

指收于 3361.44 点，较上周五（01 月 21 日）的 3522.57 点下跌 4.57%；创业板指报

2908.94 点，较上周五下跌 4.14%。新材料指数报 4772.07 点，较上周五下跌 3.39%，

跑赢创业板指 0.75%；半导体材料指数报 2296.05 点，较上周五下跌 1.86%，跑赢创

业板指 2.28%；液晶显示指数报 10715.29 点，较上周五下跌 5.66%，跑输创业板指

1.52%；OLED 指数报 3190.59 点，较上周五下跌 4.93%，跑输创业板指 0.78%；尾气

治理指数报 2579.61 点，较上周五下跌 2.73%，跑赢创业板指 1.42%。 

图7：2016 年起新材料指数 VS 创业板指数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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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016 年起 OLED 材料指数 VS 创业板指数涨跌幅  图9：2016 年起半导体材料指数 VS 创业板指数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0：2018 年起膜材料指数 VS 创业板指数涨跌幅  图11：2017 年起添加剂指数 VS 创业板指数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2：2021 年起碳纤维指数 VS 创业板指数涨跌幅  图13：2017 年起尾气治理指数 VS 创业板指数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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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链数据跟踪：12 月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上涨 29.6% 

 

图14：当周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3.83%  图15：12月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出货额同比增速下降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16：当周 DRAM 价格下跌 0.39%  图17：当周 NAND 价格上涨 2.59%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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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2 月 IC 封测台股营收同比增速下降  图19：12 月 PCB 制造台股营收同比增速上升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20：12 月 MLCC 台股营收同比增速下降  图21：12 月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上涨 29.6%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22：12 月光学台股营收同比上升 5.77%  图23：12 月诚美材营收同比减少 7.24%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注：诚美材 2019 年偏光板营收占比 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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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月 32 寸液晶面板价格下降 1 美元  图25：12 月液晶电视面板出货量同比减少 2%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技术突破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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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起正

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开源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适用的

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

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承诺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所发

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确

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

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证券评级 

买入（Buy）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Neutral） 预计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underperform） 

预计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评级 

看好（overweight） 预计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Neutral） 预计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underperform） 

预计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备注：评级标准为以报告日后的 6~12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表现，其中 A 股基准指数为沪

深 300 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新三板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

对做市转让标的）、美股基准指数为标普 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

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

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

较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

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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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使用。本公司不

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开源证券客户的，属于机密材料，只有开源证券客户才能参

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开源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

请。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

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客户应当

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本报告中所

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

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

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

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做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开源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开源证券不对

其内容负责。本报告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客户使用方便，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

何部分，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开源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

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开源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

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版权

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

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

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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