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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新材料 23 年报及 24Q1 综述 
 

新材料板块整体经营情况：2023 年新材料板块实现营业总收入 21100 亿元，
同比增长 3.6%，归母净利润 1574 亿元，同比下降 23%。2024 年第一季度，
新材料板块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 10.7%和 50%，但归母净利
环比上升 20%。 
碳纤维：价格或触底，需求能否如期释放系价格能否稳定的关键  

2023 年关键词：需求下降，产能提升，价格下跌。23 年碳纤维板块实现营
收 82 亿元，同比增长 2.3%，实现归母净利润 18 亿元，同比下降 37%。
2024Q1 板块实现营业总收入 17 亿元，同比下降 24%，实现归母净利润 2.9 
亿元，同比下降 54.7%（环比增长 12.3%）。主要上市公司业绩承压，但产业
链延伸有抗周期性。 

光伏玻璃：旗滨盈利水平亮眼，下游持续高景气 

2023 年，信义光能营业收入处于我们跟踪的主要 7 家光伏玻璃企业的最高
水平，其次为福莱特。营收增速最快的为旗滨集团（yoy+114%），23 年新
增名义产能较多产能逐步释放。毛利率端，两家头部信义和福莱特同比分别
下滑 2.4、0.9pct，旗滨毛利率表现亮眼，同比上升 13.5pct，毛利率水平步
入头部行列。展望 24 年，装机预期持续高景气，4 月光伏玻璃价格有所上
涨，我们判断后续旺季价格仍有进一步上涨机会。 

OLED 材料与半导体材料：持续关注高端材料国产化进程 

23 年 OLED 材料板块实现营收 112 亿元，yoy-10.4%，归母净利 4 亿元，
yoy+73%；24Q1 实现营业总收入 27 亿元，yoy+3.1%，归母净利 2.6 亿元，
环比扭亏。23 年半导体材料板块实现营收 2198 亿元，yoy-3.2%，归母净利
184 亿元，yoy-21%；24Q1 板块实现营业总收入 480 亿元，yoy-9.3%，归母
净利 14.3 亿元，yoy-73%。随着下游景气回升，持续关注国产化进程相关产
品放量。 

投资建议：从交易角度看，新材料板块交易拥挤度处于近两年来较低水平，
半导体材料交易拥挤度相对较低。 

碳纤维板块，碳纤维价格或已触底，需求能否如期释放系价格能否稳定的关
键，长期角度看建议关注吉林碳谷和中复神鹰（与化工联合覆盖）。 

显示材料：看好折叠屏手机的放量和光刻胶及高频高速 CCL 上游原材料的
国产替代。建议关注世名科技（与化工联合覆盖）、凯盛科技（与电子联合
覆盖）、东材科技相关业务进展。 

新能源材料：建议关注光伏玻璃盈利水平提升预期差较大的旗滨集团和风电
叶片龙头时代新材（与电新、化工联合覆盖）。 

风险提示：下游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公司验证进度不及预期、原材料
价格超预期上涨 

  
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24-05-17 评级  2023A/E 2024E 2025E 2026E 2023A/E 2024E 2025E 2026E 

600458.SH 时代新材 11.70 买入 0.47 0.79 1.14 1.36 24.89 14.81 10.26 8.60 

300522.SZ 世名科技 12.50 买入 0.06 0.59 1.10 1.51 208.33 21.19 11.36 8.28 

600552.SH 凯盛科技 10.94 买入 0.11 0.27 0.43 0.56 99.45 40.52 25.44 19.54 

688295.SH 中复神鹰 27.60 买入 0.35 0.35 0.54 0.74 85.79 77.88 50.85 37.4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注：PE=收盘价/EPS，中复神鹰为 wind 一致预期，其余为天风新材料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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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材料板块整体经营情况：分化明显，24Q1 盈利回暖 

整体经营情况：我们采用 wind 新材料板块成分股数据，营收角度看，2023 新材料景气度

高开低走，2024Q1 环比继续下滑。23 年新材料板块实现营业总收入 21100 亿元，同比增
长 3.6%，归母净利润 1574 亿元，同比下降 23%。 

 

图 1：2020-2023年新材料板块营收及同比  图 2：2020-2023年新材料板块归母净利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分季度看，2024Q1 新材料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4414 亿元，同比下降 10.7%，归母净利润

240 亿元，同比下降 50%，环比上升 20%。24Q1 经济回暖，同时上游煤等价格的显著回

落，板块盈利环比显著上行。 

 

图 3：新材料板块季度营收及同比  图 4：新材料板块季度归母净利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进一步，由于细分领域没有统一口径指数，我们选取了膜材料（SW）、OLED 材料（WI）、

涂料油墨(CJ)、碳纤维(CJ）、半导体材料（WI）共 5 个子板块进行分析。 

2023 年，主要五个细分领域的营收情况：膜材料（yoy-1.1%）、半导体材料（yoy-3.2%）、

OLED 材料（yoy-10.4%）、涂料油墨（yoy+12.3%）、碳纤维（yoy+2.3%）。盈利端，各细分
领域分化较大，膜材料（yoy-88%）、碳纤维（yoy -37.1%）、半导体材料（yoy -21.3%）下

滑较大，OLED 材料（yoy +73.2%）、涂料油墨（yoy +29.6%）。OLED 材料主要受益于下游

产业链的高景气度。 

2024Q1，各细分领域归母净利环比均扭亏（碳纤维盈利环比增长），营收增速分化较为明

显。具体看，营收方面，膜材料（yoy +7.7%）、涂料油墨（yoy +7.5%）、OLED 材料（yoy +3.1%）、
半导体材料（yoy -9.3%）、碳纤维（yoy -24.2%）。盈利端同比下滑明显，环比有所恢复：

同比看，膜材料（-97%）、半导体材料（-73%）、OLED 材料（-8.5%）、涂料油墨（+207%）、

碳纤维（-55%）；环比看，膜材料、半导体材料、OLED 材料、涂料油墨均扭亏，碳纤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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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12.3%。 

 

图 5：2023年各细分领域营收（左）及同比  图 6：2023年各细分领域归母净利（左）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7：各细分领域 24Q1营收及同比环比  图 8：各细分领域 24Q1归母净利及同比环比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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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跟踪标的板块分析 

2.1. 碳纤维：价格或已触底，需求能否如期释放系价格能否稳定的关键 

2023 年碳纤维需求下降，产能提升。根据赛奥碳纤维，2023 年全球碳纤维的需求量为
115,000 吨，对比 2022 年的 135,000 吨，下降了 14.8%。这是继 1995 年以来，全球首次出

现需求负增长；我国的碳纤维市场需求量为 69,075 吨，对比 2022 年的 74,429 吨降低了

7.2%；2023 年的运行产能为 140,830 吨，对比 2022 的 112,050 吨，增长了 25.7%。全世界
主要增加的产能是：中复神鹰增长 14,000 吨，吉林化纤集团增长 7,000 吨，韩国晓星公司

增长 5,500 吨，土耳其 DowAksa 增加了 2,400 吨，中简科技增长了 1,500 吨, 长盛科技增

长了 800 吨，整体来看，2023 年全球碳纤维扩产主要系中国企业。 

图 9：碳纤维全球 2023产能（千吨） 

 

资料来源：赛奥碳纤维技术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供给上升叠加需求下降，23 年价格呈现下跌趋势。以价格来看，2023 年 T700-12K 价格
由年初的 230 元/kg 降至年末 145 元/kg（变动-85 元/kg，降幅 37%）；T300-48/50K 价格

由年初的 116 元/kg 降至年末 72 元/kg（变动-44 元/kg，降幅 38%）。碳纤维的主要原材料

丙烯腈由年初的 9600 元/吨升至年末的 10050 元/吨，原材料价格略升，但售价大幅下降，

我们认为主要系需求下降叠加供给上升所致。 

图 10：国产 T700-12K 价格（单位：元/kg）  图 11：国产 T300-48/50K 价格（单位：元/kg）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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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上市公司业绩承压，产业链延伸将有更好抗周期性。2023 年主要上市公司毛利率净

利率均呈现下滑，主要系纤维价格下跌所致。主要产品为 T300 级原丝的吉林碳谷净利、

主要产品为 T700 级民品的中复神鹰及主要产品为军品的中简科技毛利率及净利率均下滑

较多，而拥有纤维及复材全产业链产品的光威复材呈现出较好的抗周期性。 

 

表 1：主要公司业绩情况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收 yoy 净利 yoy 毛利率 yoy 净利率 yoy 营收 净利 毛利率 净利率 

中复神鹰 22.59 13.3% 3.18 -47.4% 30.60 -17.52 14.08 -16.26 19.95 6.05 48.13 30.33 

吉林碳谷 20.49 -1.7% 2.31 -63.2% 24.71 -14.08 11.29 -18.92 20.84 6.30 38.79 30.21 

光威复材 25.18 0.3% 8.73 -6.5% 48.66 -0.42 33.40 -2.69 25.11 9.34 49.08 36.09 

中简科技 5.59 -29.9% 2.89 -51.4% 67.70 -7.92 51.75 -22.96 7.97 5.96 75.63 74.71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营收净利单位（亿元）、毛利率净利率单位（%）、同比变动（pct） 

军品相较于民品有更好的抗周期性。2023 年中复神鹰纤维销售量为 1.8 万吨，相较于 2022

年提升了 8665 吨，但单价下降了 8.76 万/吨，致使公司在 23 年营收同比+13.3%的情况下
净利润同比-47.4%，呈现增收不增利的情况。而主要产品为军品的中简科技在销量下滑 117

吨的情况下，价格提升 31.43 万/吨，故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系销量下降。相较而言，

军品碳纤维仍保持较高价格，并不受到民品价格下降的影响。 

 

表 2：中复神鹰及中简科技销量及单价 

 销售量(吨) 单价（万元/吨） 

 2023 2022 2023 2022 

中复神鹰 18,039.35 9,374.31       12.52        21.28  

中简科技 194.64 311.78 287.11 255.68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碳纤维价格或已触底，需求能否如期释放系价格能否稳定的关键。在碳纤维的成本中，除

丙烯腈外，其他成本主要系能源（电力，蒸汽等）及人工折旧，故丙烯腈系主要成本波动
因素。1 吨碳纤维约用 2-2.5 吨丙烯腈，我们以碳纤维价格去掉 2.1 倍丙烯腈价格来更好衡

量目前碳纤维价格与历史的对比情况。 

2023 年，T300-48/50K 产品价格（去除丙烯腈的影响）最低降至 5.13 万/吨，而此数值在

2020 年 2 月末为 7.72 万/吨，我们认为主要系此类产品下游主要系风电，而目前风电需求
不佳，但产能仍处于快速释放中，导致供大于求。T700-12K 产品价格（去除丙烯腈的影

响）最低降至 12.43 万/吨，与 2020 年 2 月末的 12.22 万/吨相差不大，且截至 2024 年 4

月 25 日，此数值已降至 11.83 万/吨，仍与供给快速释放，但需求不足所致。 

价格展望：整体来看，由于通用纤维（T300 级）及民用高性能纤维（T700 级）有部分需

求存在重叠情况（例如体育休闲，碳碳复材等），故价格存在较强联动效应。我们认为： 

1）通用纤维目前已处于价格相对底部，但考虑到部分公司新产线仍处于建设中，未来产

能仍或较快释放，不排除后期继续价格战的可能。 

2）民用高性能纤维方面，中复神鹰在国内仍未有同生产规模的竞争者，进口产品因进口

关税加增值税影响价格多出约 32%，故中复神鹰系市场价格制定者，但考虑到公司产能仍

处于爬坡阶段，后期产量增加将会需要大量下游需求匹配，公司或通过调降价格的方式进

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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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T300-48K/50K 价格（去除丙烯腈的影响，单位：元/kg）  图 13：T700-12K 价格（去除丙烯腈的影响，单位：元/kg） 

 

 

 

资料来源：wind，百川盈孚，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百川盈孚，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光伏玻璃：旗滨盈利水平亮眼，下游持续高景气 

行业情况：据 CPIA，2023 年全国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 216.88GW。累计光伏并网装机容

量超过 600GW，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预计 2024 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量将

超过 200GW，累计装机有望超过 810GW。产品结构方面，2023 年，由于双面组件市场占
有率大幅增加，厚度 2.0mm 的前盖板玻璃市场占有率达到 65.5%，较上年有较大提升；而

厚度 3.2mm 的前盖板玻璃市场占有率则下降至 32.5%。同时双玻组件在试用 1.6mm 厚度

玻璃，2023 年其市场占有率有所提升，约 1.5%。供给方面，据卓创资讯，截止 2023 年 12

月31日，国内超白压延玻璃在产基地54个，窑炉122座，生产线490条，日熔量为99530t/d，

同比增长 31.2%。 

主要企业经营情况：23 年，信义光能营业收入处于 7 家企业的最高水平，其次为福莱特。

营收增速最快的为旗滨集团（yoy+114%），23 年新增名义产能较多产能逐步释放；其次为

安彩高科（yoy+89%），焦作、许昌项目 2022 年下半年进入经营期。毛利率端，多数企业
有所下滑，如两家头部信义和福莱特同比分别下滑 2.4、0.9pct，旗滨集团毛利率表现亮眼，

同比上升 13.5pct，毛利率水平步入头部行列，我们认为除了规模效应的显现之外，离不开

公司在玻璃领域多年的工艺经验积累及良好的成本控制能力。 

图 14：主要光伏玻璃企业经营数据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wind，卓创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营收和毛利率数据均为光伏玻璃板块收入 

 

展望： 2024 年一季度，全国光伏新增并网 45.74GW，同比增长 36%。光伏玻璃 4 月新单

价格上涨，企业利润有所修复，因此玻璃厂家点火积极性较前期增加。据卓创资讯预测，

全年来看，综合考虑新点火、复产及冷修情况，预计日熔量增幅在 2 万吨左右，至年末，
预计日熔量达到 12 万吨/日左右水平。考虑到新增产能释放需要时间，若后续排产持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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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fy营收（亿元） yoy 毛利率 同比(pct) 23年末日熔（t/d） 22年末日熔 新增名义产能

信义光能 214 33% 21.4% -2.4 25900 18800 7100

福莱特 196.8 44% 22.4% -0.9 20600 17400 3200

旗滨集团 34.1 114% 21.5% 13.5 7200 1200 6000

彩虹新能源 31.1 28% - 4350 2350 2000

安彩高科 38.1 89% 13.1% -3.72 2600 2600 0

凯盛新能 63.8 37% 11.7% 0.17 5270 4650 620

亚玛顿 32.8 14% 7.1% -1.1 1950(凤阳硅谷) 19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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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至旺季，我们认为 9 月可能将迎来再一次涨价。 

图 15：光伏玻璃价格（元/平米）  图 16：光伏玻璃库存情况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7：光伏玻璃在产产能  图 18：光伏装机（月度）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电联，天风证券研究所 

 

2.3. OLED 材料与半导体材料：持续关注高端材料国产化进程 

2023 年 OLED 材料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12 亿元，同比下滑 10.4%，实现归母净利润 4 亿元，
同比增长 73.2%，毛利率同比下降 0.7pct，达 32%。2024Q1OLED 材料板块营业收入、归母

净利润分别为 27 亿元、2.6 亿元，分别同比 3.1%、-8.5%；分别环比-5.8%、扭亏。一季度

虽为传统电子淡季，但由于 OLED 下游的高景气，板块营收规模仍有增长。 

图 19：OLED材料分季度营收及增速  图 20：OLED材料分季度归母净利及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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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展望：据 Omdia，2024 年，OLED 面板应用在笔记型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市占率分别预估为

3%与 5%。受苹果导入 OLED 面板于 iPad Pro 产品的激励，OLED 平板电脑的市占率终于站
上 5%，随着苹果将逐步转换旗下 iPad 产品线，由 LCD 至 OLED 面板的计划，OLED 平板

电脑面板的份额可望于 2027 年拉升至 10%。不过，OLED 笔记型电脑面板的市占率却持续

受到压抑，成长性较低。主要在于 LCD 笔记型电脑面板具备成熟制程和高性价比优势，非
常吻合高度成熟的笔电产品特性。估计 2026 年苹果开始推展新款 OLED 笔电产品后，才

能有效拉抬个位数的 OLED 笔电面板市占率，朝双位数迈进。 

我国 OLED 产能不断加码，23 年 11 月，京东方宣布在成都投建国内首条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推动 OLED 显示产业在中尺寸领域进一步蓄势；京东方为国内面板风向标，我们

长期看好 OLED 显示的发展。下游终端看，联想、华硕、惠普、戴尔、宏碁等众多品牌在
中高端产品线上相继布局 OLED 面板，苹果已明确规划未来 Macbook 将全面切换至 OLED

屏幕。与此同时，随着 OLED 面板价格下降，OLED 屏幕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产品定

价已由万元下探至 4000~5000 元。我们认为随着我国 OLED 产能的投放，上游材料的国产

化可期。 

图 21：OLED面板在笔记型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Omdia 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2023 年半导体材料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198 亿元，同比下滑 3.2%，实现归母净利润 184 亿
元，同比下滑 21.3%，毛利率同比变化不大约 22%。2024Q1 半导体材料板块营业收入、归

母净利润分别为 480 亿元、14.3 亿元，分别同比-9.3%、-72.6%；分别环比-5.9%、扭亏。 

图 22：半导体材料分季度营收及增速  图 23：半导体材料分季度归母净利及毛利率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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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内半导体材料厂商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的提升，中国半导体材料市场规模提升速

度高于全球。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2016-2022 年国内半导体材料市场规模由 68 亿美

元提升至 129.8 亿美元，CAGR 达到 9.7%。对于高端半导体材料，我国企业还有较为充足
的空间。例如，在 12 英寸硅片领域，本土厂商沪硅产业正处于产能提升阶段；彤程新材、

南大光电、上海新阳等厂商在 ArF 光刻胶领域稳步推进产品研发，进展较为顺利。受益于

大陆晶圆代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国产替代趋势下企业得到的政策、产业支持，本土半导体

材料厂商有望保持快速成长。 

图 24：半导体产品结构（2022）  图 25：2016-2022年国内半导体材料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经情报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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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建议 

3.1. 交易角度看，各细分领域处在什么位置？ 

行情回顾：整体新材料板块指数的表现情况看，板块指数回到了 20 年年中的水平。各细
分领域涨跌幅情况看，去年年初至 5 月 17 日，OLED 材料＞半导体材料＞膜材料＞涂料油

墨＞碳纤维；今年年初至今，碳纤维＞涂料油墨＞半导体材料＞膜材料＞OLED 材料。 

图 26：行情回顾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截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 

 

从交易拥挤度的情况看，根据成交额情况，当前新材料板块交易拥挤度处于过去两年的 9%

水平，具体看碳纤维、膜材料、涂料油墨、半导体材料、OLED 材料分别为 82%、11%、99%、

0%、65%。考虑到下游的需求景气度，我们认为半导体材料、OLED 材料更具备配置优势。 

图 27：细分领域交易拥挤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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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截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 

 

3.2. 主要跟踪板块投资建议 

1、碳纤维：我们认为目前 T300 大丝束已处于阶段性底部阶段，但考虑到部分公司仍有产
能快速释放，不排除后期继续价格战的可能，但原丝环节的企业仍较少，目前价格战停留

在碳纤维环节，我们认为单从原丝环节来看，主要系吉林碳谷，上海石化及蓝星等少数几

家掌握制备工艺，原丝环节降价可能性不大，建议关注吉林碳谷等。民品 T700 领域，国
内目前主要系中复神鹰及长盛科技两家，2022 年底长盛科技产能仅 1800 吨，相较中复神

鹰的 1.45 万吨仍有较大差距。中复神鹰产能已达 2.85 万吨，后期亦有 3 万吨产能规划，

长期来看，下游碳碳复材/氢气瓶等领域持续高景气，公司产能扩张有望带动业绩持续释放，

预浸料业务如进展顺利后续或带来新增量，建议关注中复神鹰（与化工团队联合覆盖）。 

2、显示材料：我们跟踪的折叠屏手机中 UTG 环节，在消费电子颓势时折叠手机下游需求

仍高增，伴随行业价格带的不断下行，进一步促进下游需求有望实现正向循环。我们持续

看好未来 3-5 年折叠屏手机的放量，我们认为，产业链中的卡脖子环节仍将在一段时间内
获得相应溢价。此外我们看好光刻胶及高频高速 CCL 上游原材料中的国产替代逻辑。重点

推荐：世名科技（与化工团队联合覆盖）、凯盛科技（与电子团队联合覆盖）。 

3、新能源材料：光伏方面，下游需求端仍维持较快增速，可持续关注旺季光伏玻璃涨价

情况，推荐预期差较大的旗滨集团。风电方面，目前海风突破层层阻碍，开始放量，预计

2024 年起量可期。风电叶片环节集中度较高，重点推荐时代新材（出海预期）（与电新、

化工团队联合覆盖）。 

图 28：重点标的情况 

指数/主题 过去两年交易拥挤度（成交额角度） 历史分位

新材料 9.0%

碳纤维 82.2%

膜材料 11.5%

涂料油墨 98.9%

半导体材料 0.0%

OLED材料 65.3%

相关主题

人形机器人 36.2%

低空经济 96.7%

氢能 31.5%

MINI LED 26.1%

空中成像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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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业绩预测为 wind 一致预期，数据截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 

 

4. 风险提示 

1、下游需求不及预期。新材料行业下游应用广泛，若下游需求不及预期，上游原材料也

将受到影响。 

2、行业竞争加剧。部分国产替代逻辑的新材料盈利水平较高，随着行业不断发展，若未

来出现新的竞争者，产品毛利率可能出现下滑。 

3、公司验证进度不及预期：部分公司有国产替代相关产品，若验证时间超出预期，则相

关的利润贡献相应延期，从而影响公司业绩。 

4、原材料价格超预期上涨：对于原材料的成本占比较高的产品来说，若上游原材料出现

预期外的涨价，或将影响对应盈利水平。 

  

24 25
688295.SH 中复神鹰 248.4 27.6 0.7% 71.5 48.1
300699.SZ 光威复材 230.1 27.7 2.1% 23.2 19.7
836077.BJ 吉林碳谷 72.0 12.3 7.6% 30.6 29.1
002088.SZ 鲁阳节能 76.4 14.9 5.1% 12.7 10.8
600552.SH 凯盛科技 103.3 10.9 2.6% 47.0 32.3
300632.SZ 光莆股份 30.6 10.0 0.3% - -
301387.SZ 光大同创 30.2 39.7 -1.8% 13.3 9.9
600458.SH 时代新材 96.5 11.7 -2.1% 14.5 10.9
603330.SH 天洋新材 25.1 5.8 1.0% 0.0 7.3
001269.SZ 欧晶科技 68.0 35.4 -10.0% 12.0 8.2

色浆&显示材料 300522.SZ 世名科技 40.3 12.5 1.2% 21.3 11.4
688157.SH 松井股份 37.7 33.7 -2.6% 28.4 20.9
688571.SH 杭华股份 27.7 6.7 -0.1% 20.0 17.5
688129.SH 东来技术 17.4 14.5 -1.9% - -
603062.SH 麦加芯彩 46.3 42.9 10.1% 17.4 13.7
601208.SH 东材科技 78.1 8.5 -0.1% 16.6 12.4
605589.SH 圣泉集团 168.0 19.9 -0.4% 16.6 12.7
300848.SZ 美瑞新材 69.8 21.9 -5.9% 29.9 16.9
002632.SZ 道明光学 47.2 7.6 -1.4% - -
300057.SZ 万顺新材 43.4 4.8 -1.9% - -

其他

市值（亿
元）

股价 近一周涨跌幅
PE

碳纤维&陶纤

消费电子

新能源

涂料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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