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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集流体专题报告 



 核  心  观  点 

 复合集流体具有高安全性、低成本、高能量密度的优势。复合集流体中间的聚合物基材具有绝缘作用和阻

燃性能，在电池内短路情况下，形成“点破”状态，有效提升电池安全； 

      按照原材料BOM成本测算，复合铜箔/复合铝箔相较于传统铜箔/铝箔成本减少65.49%/67%，但由于前期

设备投入、工艺稳定性、成品率等问题，量产产品成本优势有待提升； 

      相同厚度的复合集流体重量占比比纯传统集流体低，活性物质占比增加，能量密度有效提升。 

 复合集流体工艺相较于传统工艺流程缩短、污染少、且危险性低。 

 复合集流体材料处于量产前期，市场增长速度较快。复合集流体受到了原有集流体厂家以及新加入的厂家

青睐，处于快速布局阶段，我们估算6.5um的复合铜箔单Gwh用量226.9吨，8um复合铝箔单Gwh用量

136.2吨，我们预计到2025年复合铜箔、铝箔需求分别为30.88亿平米和24.7亿平米，我们预测23/24/25

年复合铜箔的市场空间分别为1.5/9.45/32.42亿，实现快速增长。 

 复合集流体目前生产效率低、倍率性能有待提升。基材在加工过程中易褶皱，且现有工艺相较于传统工艺

复杂，导致成品率低； 

      复合箔的PET/PP基材和金属存在较大的接触电阻，同时由于阻燃剂等介质的加入以及材料本身和基材的结

合力问题，会导致电池的电阻增加，电池功率会下降，影响快充性能。 

 目前复合集流体处于性能验证充分，缺少订单催化的阶段。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增长率不及预期；复合集流体渗透率不及预期；复合集流体产品合格率不及预期；

复合集流体降本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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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流体基本情况介绍 

 集流体是锂离子电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件之一，它不仅能承载活性物质，而且还可以将电极活性物质产

生的电流汇集并输出，有利于降低锂离子电池的内阻，提高库伦效率、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 

 正极电位较高，为防止集流体在充放电过程中被氧化，使用铝箔作正极集流体；负极电位较低，为防止腐

蚀，铜箔用作负极集流体。 

 发展趋势：目前运用于电芯生产的正极铝箔厚度在10~20um（12um），铜箔厚度在6~8um，铝箔主要采用

轧制铝箔，铜箔主要采用电解铜箔。超纯、高导电率、高强度、高柔性和超薄的集流体是未来集流体的发

展趋势。 

数据来源：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How Does a Lithium-ion Battery Work? | Department of Energy 》，西南证券整理 

锂电池充放电反应与集流体示意图 电池热失控过程以及集流体反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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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流体的技术革新路径 复合集流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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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集流体的技术革新 

 通过集流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都是朝着更加轻薄/安全的方向去发展，复合集流体具有这块优势，也就

应运而生。 

 复合集流体是以PET/PP等高分子材料作为中间层基膜，通过镀膜等工艺，在基膜上下两面堆积出双层铜/铝

导电层所形成的复合材料，通过不同材料之间的复合能最大程度地集合不同材料之间的优势。结构方面，

复合集流体表现为“金属-PET/PP高分子材料-金属”的“三明治”结构。 

 在卷绕真空镀膜过程中，由于铜箔需要保持一定机械强度和厚度，避免镀膜过程中直接击穿基膜，因此集

流体不可能无限减薄，目前工业量产的复合集流体中复合铜箔基本采用的4.5um的OPP(聚丙烯）作为基材，

先通过磁控溅射50nm（单面）的铜箔，然后再水电镀1um（单面）铜箔，形成最终的成品下线；复合铝箔

采用6um的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作为基材，通过蒸镀1um（单面）铝箔，形成最终成品下线。 

数据来源：《A review of current collector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Ultralight and fire-extinguishing current collectors for high-energy and high- safety lithium-ion 

batteries》，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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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集流体优势：高安全、低成本和高能量密度 

锂枝晶/杂质穿透问题 高分子层具有“短路效应” 

 安全性：复合铝箔主要是出于安全性出发，电池发生安全问题主要是在带电状态下，而带电状态下的安全

问题主要是内短路（杂质/锂枝晶/生产工艺问题）形成的；在大电流充电或者锂离子数量超过负极可接受程

度以及其他极端工况后，表面会生长锂枝晶，不可逆枝晶不仅导致电池容量降低，且存在安全隐患，一旦

生长的枝晶刺穿隔膜，正负极短路会导致安全问题； 

 复合铝集流体中间的聚合物基材具有绝缘作用和阻燃性能，其金属导电层较薄，短路时会像保险丝一样熔

断，在热失控前迅速熔化，电池损坏只限于穿刺部位形成“点破”，有效形成“断路效应”，防止持续大

电流形成电池过热问题，有效解决安全性问题。 

数据来源：Bai P ,  Guo J ,  Wang M , et al. Interactions between Lithium Growths and Nanoporous Ceramic Separators[J]. Joule, 2018.，西南证券整理 

针刺过程中，复合集流体直接断开，不形成短路点，有效
防止电池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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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集流体优势：高安全、低成本和高能量密度 

集流体与复合集流体材料成本对比 传统与复合集流体质量密度对比 

 低成本：复合铜箔有效降低成本。按PP价格为 0.8万元/吨、铜价6.17万元/吨与铝价1.63万元/吨（2023年3

月3日的数据），结合密度可计算得出6.5μm复合铜箔及8μm的复合铝箔成本分别为1.15元/ ㎡和0.15元/ ㎡，

较传统铜箔、铝箔减少62.93%/67%的原材料成本。但受限于设备、工艺、材料等的进展，目前量产复合集

流体中复合铜箔相较于传统铜箔便宜0.1-0.2元/㎡，复合铝箔相较于传统铝箔贵3-5倍，未来随着设备、工

艺、成品率等性能提升，价格有望下降。 

 高能量密度：复合集流体中间层采用轻量化高分子材料，根据崔屹教授团队研究得出，相同厚度（9um）

的复合铜箔的重量比纯金属集流体降低近80%，随着重量占比降低、电池内活性物质占比增加，能量密度

能有效提升。 

数据来源： Wind，《A review of current collectors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西南证券整理 

材料组成 
密度 

（g/cm3） 
价格 

（万元/吨） 
原材料成本 
（元/m2） 

质量能量密
度增加率 

传统铜箔 6μm 铜 8.96 5.74 3.09 

OPP复合铜箔 
4.5μm OPP基

材 
2μm 铜 

1.06 
8.96 

0.8 
6.17 

0.04 
1.11 

57.79% 

传统铝箔 10μm 铝 2.7 1.63 0.44 

PET复合铝箔 
6μmPET 材料 

2μm 铝 
1.37 
2.70 

0.71 
1.63 

0.06 
0.09 

49.56% 

复合铜箔相对传
统铜箔成本优势 

62.93% 

复合铝箔相对传
统铝箔成本优势 

67% 



 生产效率低：基材使用PET/PP软材质，在二次加工过程中易褶皱，且由于磁控溅射/蒸镀/水电镀膜技术相

较于传统铜/铝箔工艺复杂，也会导致成品率低，例如磁控溅镀存在靶材利用率低的问题，导致薄膜的生产

周期、均匀性受到影响，目前市面上效率较好的磁控溅射设备全年按照300天生产时间计算，预计1Gwh的

产出量，相较于传统工艺效率低； 

 内阻大，倍率性能降低：复合箔的PET/PP基材和金属存在较大的接触电阻，同时由于阻燃剂等介质的加入

以及磁控溅射材料本身和基材的结合力问题，会导致电池的电阻增加，电池功率会下降，影响快充性能。

从铜箔层的厚度与阻抗系数关系看，铜层厚度在2um左右，导电率和阻抗有一个平衡点，随着厚度的增加，

阻抗系数逐渐降低；从复合集流体厚度与电导率看，厚度较薄时电导率较低，当复合铜箔双层铜层合计的

厚度达到4um后，电导率与传统铜箔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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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集流体和复合集流体对比 复合集流体厚度与阻抗系数、电导率关系 

复合集流体劣势：生产效率低，影响电池倍率性能 

劣势 传统箔材 复合箔材 

生产效率低 工艺成熟，产能较充足 
箔膜刚性不足易褶皱，磁控
溅射效率低，箔材易穿孔，
镀铜不匀，需要转接焊接等。 

内阻大， 
倍率性能降低 

电子传输速率快，导电
效果良好，有效提升快
充性能 

镀层结合度差，铜层较薄情
况下阻抗较高，电导率较低 

数据来源：上海期货交易所，重庆金美新材环评报告，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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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基材PI、PP与PET性能对比选择 

基底材料性能对比 

 PI(聚酰亚胺）：是目前性能最好的薄膜类绝缘材料，使用温度可以从-269℃-400℃，具有优异的耐高温、

耐低温性能，在机械强度、耐高温性能、耐化学腐蚀性能方面均领先，但是成膜困难，价格贵，量产产品

中很少用到； 

 PP（聚丙烯）：具有优秀的电绝缘性、柔韧性及弯曲疲劳强度，价格低，相对容易获得，使用温度从-

30℃—140℃，容易在低温环境变脆，熔点相对不高，进行溅射工艺时容易被击穿，在80℃以下能耐酸、

碱、盐液及多种有机溶剂的腐蚀，如果PP用于复合铜箔，再水电镀工艺中一般温度保持在100℃以上的腐

蚀性环境下，工艺控制不好会被腐蚀基材，良品率降低，考虑到其高绝缘性能，提高电池的安全性能，通

常用作铝箔的基底用作正极集流体； 

 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价格便宜，性价比高。其透明度高、硬度高、耐腐蚀，一般的使用温度

从-70℃-150℃，高低温对其机械性能影响较小。 

数据来源：《聚酰亚胺—— 化学 、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及材料枠》，西南证券整理 

材料性能 抗张强度 耐温性（℃） 价格（万/吨） 

PI（聚酰亚胺） 特种塑料，绝缘性能强，超
薄材料加工成型难 

＞500Kg/cm² -240℃--260℃ 58.5（12.5um） 

PP（聚丙烯） 
通用塑料，电绝缘性能好，
柔韧性较好，在80℃以下能
腐蚀，溅射过程易被击穿 

＜300Kg/cm² -30℃--140℃ 0.78 

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工程塑料，易加工成型，成
本性能居中，耐腐蚀 

＜500Kg/cm² -70℃--150℃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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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复合铜箔采用磁控溅射镀膜+水电镀组合工艺 

复合铜箔生产工艺流程图 

 传统铜箔的制造生产工艺可分为电解和压延两种方式，目前主流为电解法，其设备简单，加工成本更低； 

 复合铜箔工艺主要是两步法，磁控溅射+水电镀：目前市面上磁控溅射镀膜厚度一般在80-200nm厚度不等，

然后再通过水电镀1um厚度的铜箔材； 

 水电镀工艺主要考虑基材的导电性以及生长均匀性控制，工艺相对较成熟。 

数据来源：重庆金美新材料，成都齐兴官网，西南证券整理 

磁控溅射镀膜工艺原理 

原膜 
真空磁控
溅射活化 

真空磁控
溅射镀铜 

表面粗化 

分切1 
酸性离子
置换 

水洗 
防氧化处

理 

烘干 分切2 打包储存 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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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复合铝箔采用蒸镀工艺 

蒸发镀膜工艺原理图 

 复合铝箔集流体主要采用蒸发镀膜工艺，主要是受限基材OPP原因以及成膜效率等因素； 

 蒸发镀膜主要有电阻加热、电子束加热、高频感应加热三种方式，都是高温、高热技术将靶材蒸发或者升

华，然后通过引导将离子沉积在基底上，工艺技术都较为成熟，目前针对连续性蒸镀设备，考虑到产品/成

品率/成本等因素，主要采用电子束加热技术。 

数据来源：振华科技官网，西南证券整理 

各种蒸发镀膜工艺原理及优缺点 

工艺 原理 优点 缺点 

电阻加热 
蒸发工艺 

通过电流的焦耳热使镀料
熔化，蒸发或升华 

工艺简单成熟，适用于熔
点低于1500℃的材料 

成膜均匀性差 

电子束 
加热蒸发 

使用高能密度的电子束轰
击靶材使其蒸发 

1、可蒸发高熔点材料；2、
避免蒸发源材料蒸发，污
染箔材；3、热效率高 

残余气体分子电离后
会影响成膜质量 

高频感应 
加热蒸发 

高频电磁场的感应下产生
强大的涡流电流和磁滞效
应，使靶材升温直至气华
蒸发 

1、蒸发速率大；2、蒸发
源温度稳定；3、温度易
控制，操作简单 

不易对输入功率进行
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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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传统集流体与复合集流体工艺对比 

复合铜箔工艺与传统铝箔工艺对比 

 复合集流体工艺流程缩短：采用真空镀膜，对于设备以及工艺参数的要求较高，缩短整体工艺步骤，集成

度较高； 

 污染少，危险性低：镀膜工序都在真空环境下完成，污染物排放较少，对于环境友好。 

数据来源：重庆金美新材环评报告，西南证券整理 

对比项目 复合集流体工艺 传统集流体工艺 备注 

工艺原理 磁控溅射镀膜+水电镀 延压/电解 

 
复合集流体工艺优点： 
 
1、工艺流程缩短 
2. 、增加电池安全性能 
3、制造过程中环境污染少 

基膜 用 PET/PP 原料膜作为基膜 

工序长度 8~10 13~15 

粗化工序 需要，增加两道工序材料哦的结合力 不需要 

生产环境 前工序真空腔体构成了密闭环境 不需要真空环境 

工艺难度 工艺难度较大 工艺成熟 

特点 
1、单位面积重量轻，原材料使用少，降
低成本和金属用量；2、增加电池安全 

1、工艺成熟；2、导热性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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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集流体市场空间测算 

复合集流体市场空间测算 

 我们预计2023-2025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为712.8/900/1235Gwh，年增速分别为 38%/26%/37%，估算

6.5um的复合铜箔单Gwh电池用量226.9吨，8um复合铝箔单Gwh用量为136.2吨； 

 随着动力电池渗透率的提升，对于电池安全、能量密度要求提高，进一步加快复合集流体的渗透率，我们

预计2023-2025年复合铜箔/复合铝箔渗透率分别为2%/1%、10%/8%、25%/20%。 

 我们预测23/24/25年复合铜箔的市场空间分别为1.5/9.45/32.42亿元，实现快速增长。 

数据来源：中汽协，Marklines，西南证券整理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全球锂电池装机量(GWh) 517.9 712.8 900 1235 

yoy / 38% 26% 37% 

6.5um复合铜箔单Gwh用量（Gwh/吨) 226.9 

8um复合铝箔单Gwh用量（Gwh/吨) 136.2 

复合铜箔渗透率 / 2% 10% 25% 

复合铝箔渗透率 1% 8% 20% 

6.5um复合铜箔用量（万吨） / 0.32  2.04  7.01  

6.5um复合铜箔用量（亿平米） / 1.43  9.00  30.88  

8um复合铝箔用量（万吨） / 0.10  0.98  3.36  

8um复合铝箔需求量（亿平米） / 0.71  7.20  24.70  

复合铜箔市场空间（亿元） / 1.50  9.45  32.42  

复合铝箔市场空间（亿元） / 0.11  1.08  3.71  



15 

复合集流体主要企业进展情况 

复合集流体相关企业概况 

 虽然复合集流体是新技术、新产品，但无论是磁控溅射、蒸镀、水电镀技术都较为成熟，只是之前都是单

体大量的制造产品，而复合集流体是大面积连续性的制造，这对前期的设备带来考验；在卷绕式磁控溅射

设备和蒸镀设备进展较快的广东腾胜、四川海格锐特、广东汇成真空、成都齐兴、振华科技等，在水电镀

设备进展较快的东威科技。 

数据来源：广东腾胜科技，四川海格锐特，成都齐兴，汇成真空，振华科技，东威科技，西南证券整理 

类型 企业名称 主要设备 企业概况 

设备 

广东腾胜科技 

磁控溅射 
+真空蒸镀 

是一家专业研制各类真空应用设备、半导体设备、锂电池设备以及纳米材料设备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多年的技术沉淀，目前有 3个系列7个规格的真空镀膜机被评定为国家优等品或一等
品。 

四川海格锐特 
公司产品包括包装膜用卷绕镀膜机、电容器镀膜机、磁控溅射设备、各型号箱式镀膜机等真空
应用类设备，行业涉及电真空器件行业、电子元件行业、电光源行业、有色金属处理行业、包
装行业等等，公司的磁控溅射设备以及蒸镀设备已经供货给下游复合集流体厂家。 

成都齐兴 
专门从事真空镀膜技术研发和生产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十多年的真空镀膜设备研发制造
经验与多种镀膜工艺开发，公司科研人员在充分吸收消化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大
量自主创新，进行国产设备替代。 

广东汇成真空 
公司主要产品为真空镀膜设备以及配套的工艺服务支持，产品包括：卷绕镀膜设备、连续磁控
溅射镀膜生产线、真空热处理设备，2021年8月，被国家工信部授予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称号。 

广东振华科技 
公司为国家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产品：连续式磁控溅射镀膜生产线、超高真
空系统等真空设备、半导体设备、电子生产设备、光电设备、光伏设备、动力电池设备。 

东威科技 
（688700.SH） 

水电镀 
+磁控溅射 

公司在行业内率先实现VCP电镀设备设计标准化、 生产流程化、产业规模化，公司在新能源行
业产品包括双边夹卷式水平连续镀膜（水电镀）设备、磁控溅射卷绕双面镀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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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集流体主要企业进展情况 

 PET基材企业方面，东材科技公司拥有3条聚丙烯薄膜生产线，其中仅有一条可用于生产超薄型聚丙烯薄膜，

年产能约为1500-2000吨，并已向国内知名新能源用电容器厂商稳定供货，2022年初，公司通过全资子公

司成都东材投资建设2条超薄型聚丙烯薄膜生产线，合计产能3000吨/年，目前尚处于投建阶段； 

 PET复合集流体制造商方面，重庆金美最早布局复合集流体，22年11月11日量产的8微米复合铝箔是新一代

多功能复合铝复合集流体产品，主供全球动力电池龙头企业，有望通过该技术提升电池安全性能。 

数据来源：东材科技，长阳科技，双星新材，重庆金美，宝明科技，万顺新材，元琛科技，西南证券整理 

类型 企业名称 企业概况 

基材 

东材科技 
（601208.SH）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PP，PET等材料，依托国家绝缘材料工程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三大创新平台，重点发展绝缘膜材料、光学膜材料、新型绝缘材料和制品、环保阻燃材料、精细化工材
料等系列产品，下游包括新能源汽车行业、光伏行业等。 

长阳科技 
（688299.SH） 

公司主要从事反射膜、背板基膜、光学基膜及其它特种功能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也具有布局复合
集流体基材的能力。 

双星新材 
（002585.SZ） 

主要从事光学膜、复合膜开发生产，公司目前研发复合集流体基材，在复合铜箔领域，公司2020年立项布
局PET铜箔，目前PET铜箔小试的良品率90%左右。 

复合 
集流体 
制造 

重庆金美 
公司成立于2019年9月。公司团队中有有资深专家带队研发，制造主要员工经验丰富，公司目前拥有国内
外专利200余项，公司在2022年11月也进行复合铝箔集流体产品量产发布会。 

宝明科技 
（002992.SZ）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LED/CCFL背光源及触摸屏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专业从事LED背光源和电容
式触摸屏等新型平板显示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2022年7月，公司投资60亿元建设赣州锂电池
复合铜箔生产基地目前一期建设基本完成，小批量产品下线，已送样PET铜箔给下游客户。 

元琛科技 
（688659.SH） 

公司是一家从事过滤材料、烟气净化系列环保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正在
积极布局复合铝箔产品的研发及量产计划，已在上游设备厂家完成选型下单，镀铝蒸镀设备预计于2023年
二季度交付。 

复合集流体相关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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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集流体主要企业进展情况 

 胜利精密、三孚新材、英联股份企业也不同程度投入到复合集流体的研发中，有望在该板块取得突破； 

 在其他辅材方面，阿石创主要产品为靶材制造，受益于磁控溅射和蒸镀的需求提升，市场对于靶材的需求

也相应得到提升；光华科技主要是提供电镀液的企业，目前正在加快推进 PET 镀铜专用化学品的应用与整

套化学品解决方案推广。 

数据来源：胜利精密，三孚新材，英联股份，阿石创，光华科技等公司公告，西南证券整理 

类型 企业名称 企业概况 

复合 
集流体 
制造 

胜利精密 
（002426.SZ） 

2022年9月全资子公司安徽飞拓计划总投资56亿元，一期投资额约8.5亿建设15条高性能复合铜箔生产线、项目二
期投资额约47.5亿建设100条高性能复合铜箔先进技术生产线。计划项目完成后复合铜箔生产线总设计产能12亿
平米，目前高性能复合铜箔生产线项目，产品已试生产并部分送样。 

英联股份 
（002846.SZ） 

公司是一家以快速消费品为核心领域，专业从事“安全、环保、易开启”金属包装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易开盖国家标准制定单位之一；公司目前切入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复合箔材领域，目
前公司PET复合铜箔相关业务紧密推进中，已采购卷对卷磁控溅射真空镀膜设备、双边夹卷式水平镀膜线等设备
将于近期交付，产品还在测试过程中。 

三孚新科 
（688359.SH） 

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表面工程化学品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依托对PCB、手机通讯、通信设备、五
金卫浴、汽车零部件等领域表面工程技术的研究；公司积极推动全湿法复合铜箔化学镀铜工艺，由新工艺、新设
备、新材料（专用化学品）三个核心要素组成，具有领创性和独特性。 

万顺新材 
（300057.SZ）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包装箔，电池铝箔，功能性薄膜，公司2021年立项动力电池超薄铜膜项目，公司目前成
功开发出应用于电池负极的载体铜膜样品，为下游客户送样。 

阿石创 
（300706.SZ） 

公司主营产品为溅射靶材和蒸镀材料，主要应用于光学光电子产业 

公司目前正在研发PET/PP/PBN等基材镀铜膜，采用的生产工艺包括PVD溅镀后电镀和直接PVD蒸镀。 

其他材料 
光华科技 

（002741.SZ）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PCB化学品、化学试剂、锂电池回收等 

公司目前提供电镀液化学品，公司正在加快推进 PET 镀铜专用化学品的应用与整套化学品解决方案推广。 

复合集流体相关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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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腾胜科技：积极布局复合集流体生产设备 

数据来源：广东腾胜科技官网，西南证券整理 

双辊多腔室磁控卷绕真空镀膜机 感应蒸发式卷绕镀膜设备 

 广东腾胜科技创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制各类真空应用设备、半导体设备、锂电池设备以及纳米材料

设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具备深厚的技术沉淀，共有 3个系列7个规格的真

空镀膜机被评定为国家优等品或一等品； 

 公司2017年制造了国内第一台量产型复合铜箔卷绕镀膜机，2021年研制的第2代复合铜箔卷绕真空镀膜机

实现了首次出口日本； 

 公司目前主要用于复合集流体的产品有：卷绕真空镀膜设备、真空镀膜生产线等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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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海格锐特：注重技术研发，产品已批量出货 

数据来源：四川海格锐特官网，西南证券整理 

磁控溅射卷绕镀膜机 设备参数 

 四川海格锐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真空应用技术及高水准电子自动化控制技术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产品包括卷绕镀膜机、电容器镀膜机、磁控溅射设备、各型号箱式镀膜机等真空应用类设备，行业涉

及新能源电池行业、电真空器件行业、电子元件行业、电光源行业、有色金属处理行业等； 

 公司用于复合集流体的设备主要有：高真空卷绕镀膜机、磁控溅射卷绕镀膜机，对于磁控溅射镀膜机最大

幅宽可达2000mm，靶数量也可以更具用户要求进行调节，基材可以满足PET 3.5um的产品。 

型号 JM500 JM800 JM1100 JM1600 JM2000 

最大幅宽 500mm 800mm 1100mm 1600mm 2000mm 

最大卷径 φ200mm-φ600mm 

靶数量 用户要求 

循环水量 5m³/h 10m³/h 15m³/h 20m³/h 25m³/h 

平均消耗 

功率 
≈40 KW/h ≈60KW/h ≈80KW/h ≈120 KW/h ≈150KW/h 

基材厚度 
PET:3-50umCPP:10-60um 

BOPP:4.5-60ym 

PET:6-50pm 
CPP:15-60um 
BOPP:6-60um 

最大卷绕 

速度  
0.5-50 m/min 



20 

东威科技（688700.SH）：复合集流体设备迎来新增长点 

数据来源：东威科技官网，Wind，西南证券整理 

双边夹卷式水平连续镀膜设备 

 东威科技长期专注高端精密电镀设备的开发和制造，

目前公司有知识产权239项，主要对于电镀设备有

深入的技术研究，后期切入新能源磁控溅射连续镀

膜设备； 

 公司目前对于复合集流体生产设备主要有双边夹卷

式水平连续镀膜设备，滚筒卷式水平膜材电镀设备、

磁控溅射卷绕双面镀膜设备、真空蒸发连续卷绕镀

膜设备等，能够覆盖复合铜箔/铝箔集流体的生产制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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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材科技（601208.SH）：基材供应带来利润提升 

数据来源：东材科技官网，Wind，西南证券整理 

公司薄膜产品 公司历年归母净利润（亿元）及增速 

 东材科技公司：以新能源材料为基础，重点发展光学膜材料、先进电子材料等系列产品，服务于发电设备、

特高压/智能电网、新能源、轨道交通、消费电子、5G通讯、环保阻燃织物、安全防护等诸多领域； 

 公司目前积极布局新能源相关产品，公司拥有3条聚丙烯薄膜生产线，其中一条可用于生产超薄型聚丙烯薄

膜，年产能约为1500-2000吨，并已稳定供货； 

 2022年初，公司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机遇，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成都东材投资建设2条超薄型聚丙烯

薄膜生产线，合计产能3,000吨/年，目前尚处于投建阶段，量产后可给公司带来新的收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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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金美：复合集流体率先量产 

数据来源：重庆金美公司官网，西南证券整理 

 重庆金美是复合集流体领域的布局较为领先的企业，

公司专业从事多功能复合集流体薄膜材料产品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拥有自主开发的材料与工艺体系，

项目于2015年初诞，2018年攻克10um集流体，

2020年攻克4.5um集流体； 

 2018年，其第一代铝复合集流体已随着客户高镍

三元项目在欧洲某车型上量产应用； 

 公司于2022年11月11日下午召开发布会，宣布实

现8微米复合铝箔产品量产，该复合铝箔产品主供

全球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客户； 

 公司在复合集流体工艺技术、磁控溅射技术专利上

积极布局，实现行业领先。 

2015年项
目初诞 

2017年签
订独家 

2018年
10um攻克 

2020年
4.5um攻克 

2021年扩
产筹备 

2022年量
产元年 

公司发展历程 

公司产品多功能复合集流体（MA、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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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明科技（002992.SZ）：布局复合铜箔，量产加速 

数据来源：宝明科技公告，Wind，西南证券整理 

公司产线建设情况 公司历年归母净利润（亿元）及增速 

 宝明科技主要产品为LED背光源和电容式触摸屏两大类。公司于2021年年初开始布局锂电复合集流体领域

并在江西省赣州计划投资60亿建设复合集流体产线，分两期投产，一期工程投资11.5亿元，计划于2023年

投产，规划产能达1.8亿方，二期项目根据一期项目建设投产和运行情况确定； 

  公司专注在平板显示器件领域，由于受下游消费电子市场景气度和行业竞争加剧影响，公司短期利润有所

下滑，公司积极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加大车载背光源产品研发的同时也力求在复合集流体方面贡献营收，

公司的复合铜箔产线已经量产。 

产能 
（亿平方米） 

投资金额 
（亿元） 

计划投产 
时间 

赣州一期 1.4-1.8 11.5 2023年 

赣州二期 
一种蒸镀、水镀
一体化设备 

48.5 视一期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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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琛科技（688659.SH）：重点布局复合箔材，率先抢占市场 

数据来源：元琛科技公众号，Wind，西南证券整理 

首批复合铜箔产线与产品 公司历年归母净利润（亿元）及增速 

 元琛科技从事过滤材料、烟气净化系列环保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众多业内知名客户提供智慧环保系统
解决方案、关键设备及其核心部件。主要产品包括脱销催化剂与除尘滤袋，应用于火电以及钢铁、水泥、玻璃、
垃圾焚化等非电行业烟尘治理。受益于环保政策推动带来的烟尘治理需求增加，公司收入稳步增长，2022年前
三季度营业收入为3.93亿元，同比增长13.81%。公司除尘过滤材料、烟气脱硝催化剂产品业内领先，进军PET

符合铜箔、布局复合集流体，未来还将进一步拓展至铝箔及其他材料，长期空间值得期待。 

 元琛科技2021年3月登陆上交所科创板。2020年开始关注复合集流体领域，具有相应膜技术、人才储备、场地
以及供应链布局。2021年底正式立项，复合集流产线在2022年12月完成调试，开始试生产。预计2023年逐步
给下游电池厂商送样，电池厂家验证周期3-6个月，一旦送样验证顺利开始产业化推进，元琛科技有望培育出新
的营收和盈利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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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石创（300706.SZ）：溅射靶材主要供应商 

数据来源：东威科技官网，Wind，西南证券整理 

公司镀膜靶材 

 阿石创公司成立于2002年，总部位于福建福州，

公司专业从事PVD镀膜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自主研发200多款高端镀膜材料，覆盖新

型显示、光学光通讯、太阳能光伏、半导体等

多个领域，主要产品包括ITO、钼、铜、铝、

硅、钛、钽及各类合金与稀有金属靶材； 

 由于公司有多年的真空镀膜靶材和配件的研发

经验，受益于磁控溅射和真空蒸镀的需求提升，

对于靶材的需求也相应提升，另一方面，公司

也在通过技术研发，积极布局复合铜箔产线，

项目量产后，再一次迎来营收增长点。 

公司历年归母净利润（亿元）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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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科技（002741.SZ）：PET铜箔化学品解决方案供应商 

数据来源：光华科技公众号，Wind，西南证券整理 

公司营收结构（亿元） 

 光华科技是国内少数提供PET铜箔化学品整体

定制化服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公司2022年

H1实现营收17.65亿元，同比增长52%；归母

净利润达0.83亿元，同比增长174.81%； 

 光华科技产品的整体化解决方案应用于高分子

材料金属化后电镀增厚加工，采用直流电源，

满足卷对卷连续电镀设备的加工，在较宽电流

密度范围内均具有优异的镀层厚度一致性。其

镀铜层致密细腻，且具有高延展性、热可靠性

和低应力等优点。 

电池复合铜箔化学品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历年归母净利润（亿元）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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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复合集流体材料为近几年提出的新型复合材料，用于动力电池行业可以提升电池的安全性、质量能
量密度、降低原材料成本等显著优点，受到了原有集流体厂家以及新加入的厂家推广，也随着这两
年产品逐渐量产下线，给该产品带来快速增长的空间； 

 我们估算6.5um的复合铜箔单Gwh电池用量226.9吨，8um复合铝箔单Gwh用量为136.2吨，到25年
复合铜箔、铝箔需求分别为30.88亿平米和24.7亿平米，目前复合铝箔出货价较传统铝箔贵5倍左右
（受限于设备、工艺、成品率），主要会用在高能量密度、高安全电池上，复合铜箔出货价较传统
铜箔便宜0.1-0.2元/平米，市场增长速度较快； 

 我们预测23/24/25年复合铜箔的市场空间分别为1.5/9.45/32.42亿，实现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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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增长率不及预期； 

 复合集流体渗透率不及预期； 

 复合集流体产品合格率不及预期； 

 复合铝箔集流体降本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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