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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彬

产业观察

近日，TCL华星宣布，印刷OLED即将

实现小批量量产，首款产品瞄准高端医疗

显示领域，而此前京东方在成都投资630亿

元的 8.6代OLED项目工厂正式封顶，维信

诺与合肥合作投资 550亿元建设的合肥国

显8.6代OLED项目开工……

中国 OLED 产业正经历快速发展期，

加速挺进世界顶流。

赛迪顾问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中心

常务副总经理邹德宝表示，随着中国厂商

的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张，全球 OLED 产能

正逐步向中国转移，中国逐渐成为全球重

要的 OLED 生产和研发基地。然而，在关

键材料、设备及技术等方面还需继续攻坚

克难。

行业迎来爆发

邹德宝介绍说，在全球范围内，OLED
产业正经历快速发展和技术创新阶段。从

技术应用方面看，OLED 技术因其自发光

特性、高对比度、色彩饱满、响应速度快等

优点，在智能手机、电视、可穿戴设备等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从市场需求方面看，

OLED 显示面板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特

别是在智能手机领域，OLED 面板的渗透

率逐年提升。

2024 年上半年，随着消费电子需求回

暖，OLED凭借卓越的性能优势，需求持续

提升。市场调研机构CINNO Research发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全球

市场柔性OLED（含折叠）智能机面板出货

量约1.6亿片，同比大幅增长39.9%、环比增

长17.5%。

同期，国产柔性 OLED 智能机面板出

货量约 9400万片，同比大幅增长 79.0%，环

比增长 4.7%。近几年，华为、小米、OPPO、

vivo等主流国产品牌柔性OLED面板订单

量持续转向国内厂商。

在此背景下，中国 OLED 产业链相关

上市公司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东方财富

Choice 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 A 股

OLED板块130家上市公司中，有99家实现

了盈利，而一些未能盈利的公司中有不少

也实现了大幅减亏。

邹德宝认为，从中大尺寸应用增长情

况看，OLED技术正逐渐向 IT设备、车载显

示等领域渗透，预计未来在中大尺寸屏幕

上的应用将显著增长。

阳 诚 基 金 发 布 的 研 报 提 出 ，柔 性

OLED 作为折叠屏手机的核心显示技术，

推动了智能手机设计的重大变革，折叠屏

手机也是目前渗透率最高的应用场景。

柔性 OLED 在折叠屏手机市场取得了显

著进展，但其应用远不止于此，在可穿戴

设备、车载显示屏以及其他领域同样展现

出潜力。

中国厂商还需努力

今年二季度，国产柔性OLED面板实现

对韩国的赶超，在全球占比达58.9%，同比上升

12.9个百分点。而在2023年，中国柔性OLED
面板出货量就已达到全球产能的一半。

邹德宝表示，中国在 OLED 产业中的

快速发展，得益于各种有利条件的综合作

用。首先，中国对 OLED 产业给予了明确

的政策支持，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以实现全产业链的国产化；其次，各大企

业在不断实现技术突破，核心竞争力与日

俱增；第三，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市

场之一，对 OLED 显示面板有着巨大的市

场需求。

长期以来，韩国企业在 OLED 领域占

据主导地位，不仅掌握了从小尺寸到大尺

寸的核心技术节点，还在市场份额方面遥

遥领先。然而，这一局面正在迅速发生变

化，中国企业不仅在出货量方面实现了赶

超，也在关键技术领域积极寻求突破。

据了解，目前可以实现量产或具备

产 品 化 能 力 的 OLED 技 术 包 括 三 星 的

QD-OLED 技术、LGD 的 WOLED 技术、

FMM-OLED 技 术 和 印 刷 OLED 技 术 。

而印刷 OLED 技术是由 TCL 华星主导，

这也是目前唯一由中国面板厂先发主导

的技术路线。印刷 OLED 面板将比传统

OLED 面板的寿命更长、显示更清晰、色

域更高。

虽然取得优势，但还是不能过于乐

观。邹德宝表示，一是 OLED 产业链上

游依赖度高。中国在 OLED 产业链上游

尤其是关键原材料和设备方面，对国外

厂商的依赖性较强，关键设备以及整套

设备的系统化技术等大多掌握在日本、

韩国及欧洲相关企业手中。OLED 上游

设 备 和 材 料 分 别 占 OLED 行 业 成 本 的

35.4%和 31.0%，其中设备占生产线投资

的 70.0%，这导致 OLED 制造成本难以下

降。二是技术突破进程相对缓慢。尽管

中国 OLED 产能规模正快速提升，但多个

细分领域尚未突破技术瓶颈。三是产能过

剩风险。随着国内面板厂商加快布局高世

代生产线，如果市场需求增长跟不上产能

扩张速度，可能会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

最大规模量子计算流体动力学仿真完成
本报讯（记者 李洋） 近日，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

心获悉，我国科学家在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上

成功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的量子计算流体动力学（QCFD）仿真，标志着

国产量子算力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国

际期刊《应用力学与工程中的计算机方法》上。

该项目研究团队由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及相关合作机构、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限

公司等组成。

计算流体动力学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工程、船舶设计等领

域，飞行器、汽车及船舶的外形设计都与其紧密相关。算力提升可以加

快飞机、汽车的更新迭代和降低设计成本。

量子计算为计算流体动力学提供了新算力选择。国际知名飞机制造

企业空中客车公司，在2019年发起全球量子计算挑战赛，邀请了全球36个

量子计算团队超过800位研究人员，旨在利用量子算力加快飞机机翼设计。

在此次比赛中，本源量子团队构建了一个在量子计算机上求解计算流体动

力学问题的算法，成为唯一入围该挑战赛五强名单的中国公司。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

子计算机“本源悟空”科研团队主要负责人郭国平表示：“此次研究不仅证

明我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具备开展大规模、高精度流体动力学研究的能

力，也为探索更多复杂科学问题提供了新工具和新方法。”

研究团队对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机的算力潜力给予肯定。“为解决

NISQ（含噪声中等规模量子）阶段量子噪声显著和量子比特资源不足

等难题，研究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 Iterative-QLS和 Sub-QLS算法，有

效抑制了量子噪声对计算精度的影响。”研究团队成员叶创超博士介

绍，“依托这些算法，我们利用‘本源悟空’成功实现非定常声波传播问

题的高精度模拟，展示了超导量子计算机在大规模流体动力学仿真上

的潜力，创造了全球最大规模QCFD案例纪录。”

今年1月全球上线的“本源悟空”，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可编程、可交

付超导量子计算机，已为来自全球133个国家超1500万人次提供量子云服

务，完成27万个量子运算任务。“本源悟空”的国产化率超过80%。

北京作为首都，无疑是在媒体镜头下

曝光率最高的城市之一。但在“高质量发

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中，北京给我们

留下的最深印象，仍然是变化。

曾经拥挤喧嚣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

场，华丽变身为国际化金融科技中心；原

来聚集大量拔丝厂、锅炉厂、变压器厂的

海淀区东升镇，蝶变为人工智能企业汇聚

的中关村东升科技园；曾以“西瓜地”闻名

遐迩的大兴区一隅，崛起大兴国际机场临

空经济区和国际氢能示范区……

除了这些“无中生有”的巨变，还有一

些变化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实际上已是沧

海桑田：历经 700 多年风雨的朝阳门南、

北小街，在街巷整治提升中焕然一新；回

龙观、天通苑地区的居民乘着“回天行动

计划”的东风畅享美好生活；一度面临“空

心”尴尬的南山村，在“百千工程”加持下

成为“网红村”……

产业、民生齐头并进，经济建设、环境

治理和历史文化传承相得益彰。作为记

者，我们在忠实记录这些变化的同时，也

在不停地追问：引发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

么？促成变化的动力是什么？保证这些

变化不背离初心的标尺又是什么？我们

发现，在不同身份的受访者口中，几组词

高频出现——

有求必应与无事不扰。“随时都在，无

事不扰。”“要么不来，来了就是给你解决

问题。”这是我们走访的几家高新园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高度一致的操作。在他

们看来，高新技术企业运营有自己的逻辑，

作为园区管理者最关键的是根据企业需求

提供简洁高效的服务；企业不需要的时候，

不折腾、不添乱，让企业专心致志搞研发、

生产。亲清有为不乱为，让市场和政府两

只手形成合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园区产

业能从零起步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

刚性规划与柔性执行。在记者调研

采访中，无论是城市更新还是产业开发，

“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被反复提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贯通历史现状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

境，让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永续利用，同

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这份规划不仅

统领了北京的城市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

其理念被贯彻到了执行的细节。“我们有

规划，但在执行中还会遇到问题，需要我

们去发现、去沟通，分类施策，协调解决。”

正如清华同衡设计师张喆所说，调研发现

问题和需求，按照规划的理念和方向去疏

导、解决问题，才是执行的真谛所在。因

此，北京为每个区都配备了责任规划师，

随时调研对接需求；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通过居民代表协商议事，汇集社区治理的

“金域良言”；为了保证稳妥推进整治提

升，各级负责人不厌其烦地做群众工作，

东城区委常委、副区长孙扬就曾 8 次登门

同一个单位进行协商……在科学规划执

行的刚性背后，是无数北京建设者坚持利

为民谋的韧性和担当。

积极作为与有所不为。在“高质量发

展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中，随处可

见奋进的姿态：研发人员对标国际前沿分

秒必争，管理部门智慧服务细致入微，工

程推进昼夜兼程……然而，更为难得的

是，在这发展的炙热中始终保有纵观全局

的理性和克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嗣斌说：“就像我

们做规划设计，有的东西要结合资源和发

展去做，不能一开始就填满，给未来留出

空间，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腾笼换

鸟”“留白增绿”，疏解非首都功能，忍受转

型的阵痛，看准的强力推进，但尊重规律，

不搞一哄而上，不追求一蹴而就。

一路走来，我们看到，高质量发展的

多元价值之间从来不乏冲突，北京的可贵

之处在于努力平衡、兼顾，实现和谐统一，

让城市的巨变不仅延展了历史的脉络，也

落实成为人们可感可享的场景，保留未来

无限可能。这正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鲜

活的辩证法，因为这些，北京的发展才如

此稳健有力，这座古老城市才如此朝气蓬

勃。 （来源：科技日报）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辩证法
▶ 谈琳 孙明源 马爱平 钟建丽 华凌

2024 年亚太机器人世界杯

青岛国际邀请赛在山东青岛东

方影都影视产业园举行，20 余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支代表

队同台竞技。

图为两名外国小选手在调

试参赛机器人。

新华社发（张进刚/摄）

近年来，河北省河间市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动力，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推动电线

电缆产业从“拼体量”到“重质量”转变，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

级。截至目前，该市现有专业线缆企业160家，年产值超过300亿元。

图为10月25日，河北省河间市常丰线缆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

工作。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保持增势
本报讯 近日，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最新手机季度跟踪报

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6878万台，同比增

长 3.2%，连续 4个季度保持同比增长。新一轮换机周期的到来使得市

场需求持续向好。vivo和华为等厂商市场表现亮眼，推动了安卓（An⁃
droid）市场同比增长3.8%。

vivo继续位居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第一，今年前三个季度合计出货

量也保持首位。产品布局合理，多款新品的上市热销，覆盖多个价格段

的同时，也保持了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在 8000元以下机型市场份额第

一。

第三季度，华为市场份额为15.3%，位居第三。随着产品促销力度

的加大，在新品较少的情况下，占据4000-8000元市场份额第一。全球

首部三折叠屏手机有望从硬件、软件和使用场景进一步推动折叠屏手

机市场的发展。

今年以来，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平均单价相比去年明显提升，除了上

游成本增长的因素，部分消费者也愿意接受更高价格的产品。第三季

度，中国高端手机市场份额达到 29.3%，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3.7个百分

点。厂商在继续关注高端产品的同时，也纷纷重点打造高颜值、长巡

航、防摔防水的中低端产品满足更多普通消费者的使用需求和场景。

第三季度，中国折叠屏手机出货量达到223万台，虽然保持同比增

长，但增速相比前8个季度明显放缓。折叠屏手机自2019年问世以来，

经过了 5 年的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依然只有 3.2%（2024 年前三季

度）。缺乏更多的使用场景，产品价格和使用体验相比直板产品并无绝

对优势，使得折叠屏手机的使用人群暂时难有更大突破。

IDC中国研究经理郭天翔表示，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智能手

机市场表现稳步回升，过去3年积压的换机需求逐步释放。随着今年

9 月下旬开始政府多项促进经济政策的推出，明显增强了市场信心

和活力。如果相关政策可以持续提升市场信心，推动经济企稳回

升，有望进一步刺激消费，进而对手机市场的稳定表现起到更加积极作

用。 孙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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