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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材料直接影响电子器件的性能及寿命，下游应用持续拓展升级，带动电子功

能性材料规模迅速增长。电子功能性材料基于高分子合成、精密涂布等技术实现导

热、电磁屏蔽、粘结等单一或复合功能，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5G 通讯、智能终

端、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类电子功能性材料作用关键、各司其

职，有效保障了电子器件和产品的正常运行。终端应用的拓展与升级驱动了与之适

配的电子材料产业迎来高速发展与技术升级。随着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

单一终端产品的迭代升级（如消费电子轻薄短小，兼顾高性能、低功耗、轻量化的

诉求）和新兴终端（如 AR/VR、新能源车等）形态的百花齐放持续推动了电子功能

材料需求与附加值的增长。胶粘剂、导热材料、电磁屏蔽材料、OCA 光学胶等各类

功能材料市场规模均在下游强劲需求下呈现稳步增长，新技术的持续快速迭代也驱

动行业附加值不断提升。 

⚫ 海外厂商占据产业链高端地位，高端功能性材料国产化率低。电子功能性材料是研

发驱动型行业，具有“价值量占比低，重要性极强”的特征，进入壁垒较高，需要

长期的研发技术积累，因此过往在消费电子终端快速迭代的属性下，高端电子功能

材料由欧美（如 3M、汉高、莱尔德、富乐）、日本厂商（如日本电工、住友、理研

等）主导。而国内虽相关厂商众多，但多数规模小、产品种类单一且中低端产品占

比大，高端电子功能性材料领域国产化亟待突破。 

⚫ 技术、政策、配套及成本优势引领，国内厂商多维成长国产替代进程加速。近年来

国内企业积极研发高端电子功能性材料，部分材料的性能、规格已达到或接近国际

先进的技术水平，逐步在细分领域追赶甚至引领行业发展。如中石科技已成为全球

人工石墨导热材料领导者；莱尔科技 FFC 热熔胶膜可占据部分细分市场全球约 2-3

成份额；斯迪克 OCA光学胶成功切入海外大客户；德邦科技则是在半导体封装材料

领域引领国产替代，打破海外垄断局面，在动力电池、智能终端封装材料领域具备

国际一流竞争力。当前国内厂商在高端电子功能性材料已取得长足发展，未来技术

突破、政策催化和成本及配套优势将推动国产化由点向面突破，国内领先电子功能

及封装材料企业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 新能源、5G、物联网等下游应用的旺盛需求有望驱动上游功能性材料产业的规模扩

张与技术升级，叠加国产化进程加快，国内高端电子功能性材料产业相关企业有望

深度受益，由点及面不断向高端领域迈进。建议关注国内领先的电子功能性材料厂

商斯迪克、世华科技、莱尔科技、中石科技、三利谱等。 

 

风险提示 

⚫ 电子材料国产化进度不及预期、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研发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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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性材料市场空间广阔，技术附加值不断攀升 

1.1 电子功能性材料应用广泛，重要性极强 
电子材料在电子器件中应用广泛，重要性极强。从功能上看，电子材料可分为电子功能材料、封

装与装联材料、工艺与辅助材料三大类。其中，电子功能材料是指具有电、磁、声、光、热等物

理效应并通过这些效应实现对信息的探测、变换、传输、处理、存储等功能的材料，直接决定电

子系统和设备的基本性能；封装与装联材料是指在电子设备和元器件中用于支撑、装联和封装等

使用的材料，完成对组成系统、实施功能的基本支撑；工艺和辅助材料主要是指电子元器件（组

件）、电子功能材料、封装和装联基板的制造工艺与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材料，是制备工艺的基础，

三种材料共同影响电子元器件及相关组件，构成电子材料的应用体系。 

 

图 1：电子材料划分 

 

数据来源：德邦科技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功能性材料主要应用领域 

应用领域 主要产品 

消费电子 

导电材料、导热材料、绝缘材料、屏蔽材料、阻燃材料、耐腐蚀材料、排气粘性材

料、热敏粘性材料、光敏粘性材料、超薄粘性材料、外观保护膜、防静电膜、电子产

品用丙烯酸密封胶、光学丙烯酸密封胶等 

汽车电子 汽车电子导电材料、汽车阻燃材料、汽车电子密封胶等 

新能源汽车 
电动汽车结构密封胶、电池内部耐电解液固定胶带、电池外壳绝缘胶带、电极材料及

电池隔膜、高性能导热界面材料、铝塑复合膜包装材料、动力电池密封胶等 

屏幕显示 偏光片、光学薄膜、防眩膜、OCA 光学膜材料、光电显示模组材料等 

自动化制造 功能器件制程材料、自动化组装制程材料、保护性制程材料等 

生物医疗 
快速检验试纸用高化学稳定性胶带、亲水性薄膜、医用级压敏胶带制品、创口护理材

料、抗菌/抗霉菌/防雾功能性覆膜等 

其他 柔性线路板、面板开关用压敏胶、导热双面胶、运输固定胶带等 
 

数据来源：世华科技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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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材料对于电子器件正常运行至关重要。温湿度，电磁干扰，震动，腐蚀等环境因素则会影响

电子器件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电子材料保证其良好的运行环境。热管理更是不容忽视，实验

证明，电子元器件温度每升高 2℃，可靠性下降 10%；温度达到 50℃时的寿命只有 25℃时的 1/6。

随着电子设备的发展，更强的处理器，更高容量的电池使得平均功耗不断提升，其中 5G 芯片的

峰值耗电量达到了 4G芯片的 2.5倍，同时手机和可穿戴设备追求更加紧凑，轻薄化，提升了电子

设备的发热密度；大大提升了电子设备对于热管理材料的需求。 

图 3：智能手机主要热源  图 4：Oculus Quest2散热应用 

 

 

 

数据来源：YOLE、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 AI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光学膜材料对于光学镜头和屏幕显示极为关键。光学膜材料指在光学元件或独立基板表面上，涂

镀的多层透明介质膜。通过各层不同的反射、增透、分光、滤光及偏振等各种光学特性，实现光

学镜头和屏幕的正常功能，包括反射膜、扩散膜、增亮膜、偏光片等光学膜材以及OCA胶等用于

胶结透明光学元件的特种粘胶剂。光学镜头上，镀膜是一道必要工序，用来增加镜片表面光线的

穿透量、减少眩光及鬼影、得到最佳的颜色平衡；另外，镜头的最外层必须有防油污防划伤的保

护涂层。同时，光学膜材料是显示屏背光模组的核心元件，在背光模组成本中占比最高。以 42寸

TFT-LCD 电视为例，光学膜占背光模组成本的 37%，占液晶模组总成本的 17%左右，是液晶模

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5：光学镜头镀膜的作用  图 6：LCD显示屏结构图 

 

 

 
数据来源：博顿光电、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展新股份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电子行业深度报告 —— 需求强劲叠加国产化双轮驱动，电子功能性材料企业加速成长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6 

1.2  下游创新场景层出不求，功能性材料升级需求方兴未艾 
应用领域扩大，产品技术要求提升。电子功能性材料的下游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在集成电路、5G 

通讯、智能终端、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均有运用。随着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

发展，需求端的拓展与升级驱动了与之适配的电子材料产业迎来高速发展与技术升级。不论是单

一终端的产品迭代升级（如消费电子轻薄短小，兼顾高性能、低功耗、轻量化的诉求）还是新兴

终端（如 AR/VR、新能源车等）形态的百花齐放，都将推动电子功能材料需求与附加值的持续抬

升。 

图 7：电子功能材料发展趋势举例 

应用场景 发展趋势 功能材料发展趋势 

显示屏 柔性OLED、折叠屏 

以可折叠屏手机为例，对 OCA 光学胶膜的要求是在手机持续弯折和摊开过程中具备

一定的流动性同时又要保持强粘结性，并且至少要保证 20 万次的折叠条件下，产品

不会发生折痕、气泡或破损的情况，技术难度相比于以往大幅提高，单片价值也比普

通 OCA 光学胶膜同步大幅提升 

动力电池 高密度、轻量化，CtoC、CtoP 
结构胶等胶粘剂有望取代传统框架、结构件等，单一 PACK胶粘剂用量会有 2-3倍

增长 

智能终端 智能化、大屏化、多摄、超薄等 

对上游粘接材料的导电、强度、韧性、密封性、耐化学品性能等提出较高的要求，与

此同时对适配于声学模组、光学模组、屏显模组、结构密封等辅助工艺材料需求也显

著增加；，热管理材料多样化，价值量提升 

集成电路 先进封装 

封装材料在封装技术的更新换代过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形成了“一代封装、一代材

料”的发展规律，先进封装对高端基板材料和晶圆级封装材料等需求增加，对材料的

各项物理化学性能也有更高要求 

新能源车 电动化、智能化、轻量化 

功能性材料是车身结构、汽车三电系统（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粘接性能、轻量化、热管理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FFC 柔性扁平线缆替代传统线束，具有强度高、成本低、质量轻的优势 
 

数据来源：展新股份、德邦科技、回天新材、莱尔科技等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整理 

 

在下游辽阔需求的带动下，各类功能材料市场规模持续攀升。以导热材料为例，2015-2018 年，

主流手机为 3G/4G，产品功率相对小于 5G 产品，对于导热要求一般，因此 15-18 年期间导热材

料的市场规模总体较小。随着 5G 商用化基本普及，导热材料使用领域更加多元，在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数据中心等领域运用比例逐步增加，2019-2022年，5G商用化带动我国导热材料市场

规模年均复合增长高达 28%，并有望于 24 年达到 186 亿元。此外，胶粘剂、电磁屏蔽材料、

OCA光学胶等各类功能材料市场规模均在下游强劲需求下呈稳步上升之势。 

图 8：中国导热材料市场规模（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头豹研究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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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全球胶粘剂市场规模  图 10：全球电磁屏蔽材料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富乐、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商情报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2海外巨头占据高端市场，国产替代由点向面突破 

海外巨头仍占领电子材料高端市场。电子功能性材料依赖于研发实力和长期的经验技术积累，胶

水、涂层材料和基材的品质、产品配方设计、精密涂布等从产品结构设计到工艺环节的技术门槛

以及精细化管理下的产品稳定性使得电子功能材料领域颇具技术壁垒，并且具有“价值量占比低，

重要性极强”的特征，因此对于下游客户而言往往转换成本较高。过往在消费电子终端快速迭代的

属性下，高端电子功能材料由欧美（如3M、汉高、莱尔德、富乐）、日本厂商（如日本电工、住

友、理研等）主导，具有全品类生产能力，垄断了行业中半导体、消费电子、汽车等高端产品线

应用领域，引领行业的发展方向。 

国内虽相关厂商众多，但多数规模小、产品种类单一且中低端产品占比大。以胶粘剂为例，国内

企业以工程胶居多，而电子胶相对于工业胶，产品生命周期短，升级换代快，对热、电、磁、光

学等性能要求高，因此要求具备较强的技术储备和对电子行业的深入理解，具备快速提供解决方

案的能力。同时，电子胶粘剂涉及各个材料门类，单一材料不能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要求

企业具备全品类、平台型的胶粘剂研发能力，汉高、富乐、3M等为代表的第一梯队在多个领域占

据全球近 40%-50%份额。；而在半导体高端封装材料方面，海外厂商更是在 UV晶圆膜、固晶材

料等领域占据 90%以上份额。 

当前国内已在消费电子、新能源、电动车等多个终端应用市场及组装环节占据全球主要份额，然

而上游高端电子功能材料、封装材料作为核心材料，全球主要市场份额和高端技术还掌握在欧美

日系厂商手中，国产化亟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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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全球胶粘剂市场竞争格局（2022）  图 12：全球 OCA光学胶竞争梯队 

 

 

 

数据来源：富乐、东方证券研究所 

注：制造业：包括新能源、消费电子、汽车等应用场景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国内厂商多维度提升竞争力，有望加速成长。在历经数年的原始技术积累后，当前国内已有少数

起步较早且已经实现大规模生产的厂商，凭借多年的技术经验积累和自主研发已经掌握部分高端

材料的生产技术，在多个细分领域崭露头角，如中石科技已成为全球人工石墨导热材料领导者；

斯迪克 OCA光学胶成功切入海外大客户；莱尔科技 FFC热熔胶膜可占据部分细分市场全球约 2-

3 成份额；德邦科技则是在半导体封装材料领域引领国产替代，在动力电池、智能终端封装材料

领域具备国际一流竞争力。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厂商在高端电子材料已取得长足发展，部分产品

性能、规格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的技术水平，甚至在响应速度、配套服务、定制化研发等方面

具备更显著的优势，具备了较强的综合实力及进口替代能力。 

除现有细分产品线外，国内厂商一方面纵向向上游原材料延伸布局，打造一体化产业链；另一方

面横向拓展应用领域，与海外头部厂商在智能终端、新能源、甚至半导体封装及功能材料领域直

接竞争，构筑新兴成长曲线，有望在广阔功能材料市场中迎来份额、营收体量、盈利能力的多维

成长。受益终端制造业旺盛需求，未来技术突破、政策催化和配套及成本优势有望成为弥合“终

端高份额，上游材料低份额”剪刀差的重要推手，国内领先电子功能及封装材料企业带来历史性

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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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国内领先电子功能及封装材料企业介绍 

公司 主要产品 具体产品 主要客户 竞争对手 22H1毛利率 
22-24E

营收 

CAGR 

22-24E

归母净利

润 CAGR 

德邦

科技 

高端电子封

装材料 

集成电路封装材料、 

 智能终端封装材料、 

新能源应用材料、 

高端装备应用材料 

集成电路： 

三大封测厂、H客户等 

智能终端：苹果、小米、

华为等 

新能源：宁德时代、中航

锂电、通威股份等 

汉高、富乐、道

康宁、日东、日

立、纳美仕等 

30%（其中智能

终端封装材料

2021毛利率

58%；集成电路

封装材料 2021

毛利率 37%） 

45% 64 % 

斯迪

克 

功能性涂层

复合材料 

电子级胶粘材料、 

功能性薄膜材料、 

薄膜包装材料、    

热管理材料 

苹果、松下、华为、

LG、OPPO、戴尔、M

客户等 

3M、德莎、日

东、三菱、罗曼

等 

27%（其中电子

级胶粘材料

22H1毛利率

42%） 

31% 51% 

莱尔

科技 

功能性涂布

胶膜 

热熔胶膜、压敏胶、

FFC、LED柔性线

路板、  涂炭箔 

消费电子：三星、富士

康、蓝思科技、纬创、海

信等 

新能源：鹏辉能源、中天

科技等 

汽车：日产、长城、上汽

通用五菱、北汽等 

3M、日本理研

等 
25% 55% 66% 

世华

科技 
功能性材料 

电子复合功能材料、

光电显示模组材料、

精密制程应用材料 

终端客户苹果、三星、 

华为、小天才、诺基亚等 

3M、汉高、德

莎、日东等 
60 % 34% 33% 

中石

科技 

热管理、电

磁屏蔽等可

靠性电子功

能材料 

高导热石墨材料、热

界面材料、热模组等

热管理产品； 

EMI屏蔽材料 

消费电子：苹果、三星、

vivo等； 

基站：中兴、华为、爱立

信、诺基亚； 

汽车：Tier1、Tier2、

整车厂； 

新能源：阳光电源 

Graf Tech、

Panasonic、碳

元科技、飞荣达

等 

26% 32% 41% 

三利

谱 

偏光片、光

学膜 

TFT系列偏光片、

黑白系列偏光片 

合力泰、同兴达、星源、

京东方、天马集团、歌尔

股份 

终端客户华为、小米、

oppo、vivo、亚马逊、

联想、Pico等 

日东电工、住友

化学、LG化

学、奇美材料、

明基材料、盛波

光电等 

23% 39% 48% 

 

数据来源：各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注：业绩预测为Wind一致预测，截至 202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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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建议 

复合功能性材料和高效密封胶等作为高端功能性材料，下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驱动着上游功能

性材料产业的规模扩张与技术升级，同时国产品牌技术升级，进口替代市场空间广阔。建议关注

国内领先的电子功能性材料厂商斯迪克(300806，买入)、莱尔科技(688683，买入)、世华科技

(688093，未评级)、中石科技(300684，买入)、三利谱(002876，未评级)等。 

斯迪克：国内领先功能性涂层复合材料供应商，多元布局蓄力
增长 
斯迪克是国内领先的功能性涂层复合材料供应商，主要分为功能性薄膜材料、电子级胶粘材料、

热管理复合材料、薄膜包装材料、高分子聚合材料五大类，在高分子材料聚合、涂层配方优化、

功能结构设计、精密涂布以及新技术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具有成熟的经验和领先的技术。通过“嵌

入式”研发模式树立技术、配套响应、一站式解决方案等多重优势，多款产品已陆续通过多家国

内外知名终端客户的认证。 

图 14：功能性涂层复合材料产业链 

 

数据来源：斯迪克募集说明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横向产品、客户、应用领域多维成长，“光学压敏胶+新能源功能材料”双轮驱动。OCA 胶从配

方设计、材料搭配、设备调整、制程稳定、品质管控、模切转化到后端应用等方面均有较高技术

要求，导致终端导入门槛很高，市场主要被海外巨头垄断，美国 3M、德莎、日本三菱、日东电

工、韩国 LG、SKC、SDI（独供三星）、台湾长兴科技等海外品牌占据主流市场。公司通过实现

胶水 90%以上自制，同时正逐步实现离型膜和PET基膜自制，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并提升对产品

系列的理解力和批量生产的可复制性，收入端已在部分终端品牌实现突破稳定供货，并成功切入

返修市场和白牌市场，成本端在行业具有明显优势，毛利率水平领先。在新能源领域，公司 21年

1 月公告与特斯拉签署了“圆柱电池电芯内部的胶带”的合作协议，成为其一级供应商，进而带

动公司功能性薄膜业务持续向上。 

 

图 15：公司产业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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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纵向一体化向上布局膜材，全产业链优势显现。精密离型膜和 PET基膜是公司功能性涂覆材料的

关键原材料，而目前为止光学级 PET膜、MLCC PET膜仍被国外厂商垄断。公司积极向产业链上

游延伸，通过高解析度 PET光学膜、精密离型膜等募投项目，提升关键原材料自制比例，进而实

现从 PET基膜到胶水合成再到精密涂布的一体化布局，有助于抬升盈利中枢的同时也将反哺公司

产品结构和品类扩张，打造平台型研发体系。得益于此，公司毛利率已由 2018 年的 23%提升至

22前三季度的 29%。 

 

图 16：公司毛利率不断抬升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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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斯迪克主要产品扩产规划 

投资项目 
投资   

年份 
项目总投资(亿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亿元) 
项目进展  新增产能 

OCA 光学胶膜生产

扩建项目 
2020 3.11 3.11 

已达到预定使用状态，于

22 年上半年陆续完成 3 条

生产线的安装调试 

年产 2600万平方米 OCA光学胶 

精密离型膜项目 2020 4.97 - 
建设期 2 年，有望于年底

前完工 
年生产精密离型膜 1.54亿平方米 

OCA 涂布线技术改

造项目 
2020 2.80 - 

建设期 2 年，有望于年底

前完工 
年产 2600万平方米 OCA光学胶 

精密离型膜建设    

项目 
2022 4.97 4.00 建设期 2年 

年产 0.38 亿平方米 OCA 离型膜

产能、0.08 亿平方米偏光片离型

膜产能、1.05亿平方米 MLCC离

型膜产能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莱尔科技：功能性涂布胶膜领导者，加码新能源车赛道打开长
期成长空间 

深耕功能性涂布胶膜产业链，横向拓展+纵向延伸构筑优势地位。莱尔科技专注于功能性涂布胶

膜材料及下游应用产品 FFC、LED 柔性线路板的研产销，分别对相关领域的传统线束和传统方式

生产的 LED 灯带线路板方案替代明显，居于细分市场前列，终端客户包括日本住友、瀚荃、立讯

精密、三星、富士康、蓝思科技等知名企业。公司采用“功能性涂布胶膜+下游市场应用”双轮

驱动战略，横向拓展功能性涂布胶膜的细分应用市场的同时，积极向下游应用产业延伸，形成产

业链共享、共创优势。 

收购佛山大为、与神火集团合作加码布局涂碳铝箔蓝海赛道。涂碳铝箔由导电碳为主的复合型浆

料与高纯度的电子铝箔以转移式涂覆工艺制成，相较于传统光铝箔，涂炭铝箔具有电池内阻小、

储存性能佳、功率高、抗低温等优势，可为锂电池提供极佳的静态导电性能，并大幅提升电池充

放电性能和循环寿命，因而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和超级电容等领域。 

图 18：涂碳铝箔正极示意图  图 19：各正极材料的涂碳与空铝箔的电池内阻（单位：mΩ） 

 

 

 

数据来源：昭和电工，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软包装磷酸铁锂电池包装膜与涂碳铝集流体性能研究-张露》，东

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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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期公告已合计持有佛山大为 90%股权，并宣布和神火集团合作在未来 3-5 年投资建设年产 

6 万吨涂碳箔项目，将神火集团下属神隆宝鼎作为主要的电池箔供应商，保障电池箔需求的稳定

供应，前期扩产的 1.2万吨涂碳铝箔项目也有望于 23年迎来规模化放量。同时，公司正在筹备建

设的年产 3800吨碳纳米管及 3.8万吨碳纳米管导电浆料项目，第一期有望于 23年实现生产，碳

纳米管作为新型导电剂应用于锂电池领域，可与公司涂碳箔产品业务产生协同。客户资源方面，

佛山大为已通过南都电源、中天科技、双登集团、鹏辉能源等客户成功进入了储能领域，未来有

望切入动力电池厂商打开更广阔的蓝海市场。 

图 20：莱尔科技新能源领域布局 

投资项目 投资年份 项目总投资(亿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亿元) 
项目进展 

1.2万吨新能源涂碳箔项目 2021 0.83 0.61 2年内全部投产 

年产 3800吨碳纳米管及 3.8

万吨碳纳米管导电浆料项目 
2022 12.15 - 

分两期建设，首期 1800吨碳纳米管及

1.8万吨导电浆料，每期建设期为 1年 

年产 6万吨涂碳箔项目 2022 6.00 - 
建设期 3-5年，分两期建设，首期 2

万吨生产线预计 2023年 10月投产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多业务并举，产品、技术、客户多方面协同。1）工艺方面，佛山大为掌握的“配方+超薄涂布技

术”与莱尔科技具备的“配方+精密涂布技术”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和相通性。2）客户及应用方面，

佛山大为产品面向的新能源汽车、电网储能、5G 基站领域，也是公司热熔胶膜及应用产品的拓

展领域，公司功能胶膜材料、高速传输线材已成功导入日产汽车、长城汽车、上汽通用五菱、北

京汽车等车企客户。两家公司之间可以实现客户资源互补，多样化产品种类也有利于增强客户粘

性，并通过技术合作、联合开发等方式开拓业务，进一步放大技术优势及其协同效应。3）除新

能源应用产品外， 公司晶圆制程保护膜产品通过 2年客户验证已实现小批量出货，有望打破海外

垄断实现批量化突破。 

图 21：莱尔科技与佛山大为客户资源互补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电子行业深度报告 —— 需求强劲叠加国产化双轮驱动，电子功能性材料企业加速成长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14 

世华科技：功能性材料隐形冠军，“消费电子+新能源车”双轮
驱动 
功能性材料高新技术企业，深耕头部优质客户。世华科技具备功能性材料的核心设计合成能力，

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定制化功能性材料。公司可根据客户的差异化材料需求，以粘接特性（初粘力、

剥离强度、保持力、内聚力、抗翘曲 等）、物理特性（导热、导电、电磁屏蔽、绝缘、防水、防

静电、排气、高洁净等）、化学 特性（耐腐蚀、阻燃等）、耐候性等功能维度为基础，设计、合成

出在多个功能维度同时满足客户需求的复合功能性材料。根据产品功能、应用场景差异，公司产

品主要包括精密制程应用材料、电子复合功能材料和光电显示模组材料。 

图 22：世华科技功能性材料基本结构 

 
数据来源：世华科技招股书、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3：公司电子复合功能材料在智能手机中的应用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绑定苹果、三星等消费电子头部客户，积极募投扩产剑指新能源车赛道。2015 年，公司开发出

多种性能的电子复合功能材料产品，与苹果、三星、华为、小天才、诺基亚等业内一流客户建立

合作关系。2019年，公司光电显示模组材料实现突破，进入三星OLED 屏幕模组供应链并实现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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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近年来公司与北美客户合作不断深化，料号数量不断增加，单个项目体量也在不断变大。22

年多个料号（例如生物基材料。）实现从 0到 1的突破，未来有望持续贡献增量。此外，公司募投

新建高效密封胶项目，将公司产品结构向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电子领域拓展，带来新的增

长极。同时该项目也意味着公司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有助于增强公司深层次功能性材料平台化开

发能力，加速产品研发转化速度。 

 

4  风险提示 

电子功能性材料国产化进度不及预期：国内厂商的电子材料技术和规模与国外仍存在较大差距，

若国产化进度不及预期，将对国内电子功能性材料厂商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5G、新能源车以及消费电子对于上游电子功能材料需求具有巨大拉动作用，

若相关领域出货量不及预期，将对电子功能性材料厂商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研发不及预期：下游应用领域的快速发展要求上游材料创新迭代速度加快，若国内厂商材料研发

成果不及预期，将极大削弱相关厂商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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