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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固态电池有望批量应用

在从液态电池向全固态电池转型的过程
中，半固态电池处于技术升级的中间阶段。目
前，半固态电池可基本满足商业化应用需求，其
技术水平比全固态电池更为成熟。

近期，国内外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了半固态
电池装车规划。国信证券分析师王蔚祺表示，
2024年，半固态电池有望批量应用于新能源车市
场，产业化持续加速。在新能源车领域，国内的
上汽、蔚来等车企有望在2024年批量生产半固态
电池车型，长安、广汽等也计划在2025年至2026
年推出半固态电池车型。

“从我国的市场情况来看，近年来，动力电
池产业链公司纷纷加码半固态电池赛道，投资
研发和生产。这其中包括了CATL、比亚迪、亿
纬锂能等知名企业，他们通过技术创新和降低
成本，积极推动半固态电池的商业化进程。”张
孝荣说。

与传统液态动力电池类似，半固态电池也
由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质以及隔膜等主
要材料构成，但半固态电池对生产材料提出了
更高的性能要求，即更高的能量密度以及更强
的稳定性。与液态电池相比，半固态电池的电
解液含量较少，因此更加安全。同时，由于其
采用固态电解质，半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更

高，充电速度更快。

企业布局“多点开花”

在半固态电池中，正负极材料需要经过特
殊处理，以适应固态电解质的要求，因此固态电
池的正极和负极相比于液态电池没有较大变
化；但电解质以及隔膜材料的生产出现了较大

变革。从电解质来看，当前固态电解质体系主
要分为氧化物、硫化物、聚合物等，各类固态电
解质的性能表现各有所长。

光源资本研报表示，当前市场较为活跃，布
局新型电解质的企业既包括老牌电池企业，也
有上游原材料企业和背靠大学研究所的科研机
构。我国制造商选择的路线也非常丰富：硫化
物路线代表企业有宁德时代、蜂巢能源等；氧化
物路线代表企业有赣锋锂业、辉能科技等。同
时，由于单一的电解质技术路线很难解决所有
的问题，因此很多企业寻求复合路线，例如卫蓝
新能源以氧化物和聚合物为主。

隔膜材料也逐步从传统隔膜向氧化物涂覆
隔膜升级。对于隔膜公司而言，如何适应半固
态、固态电池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成为其能否
在变局中抢占一席之地的关键。

恩捷股份技术人员透露：“虽然全固态电池
等新兴电池突破技术瓶颈、实现量产并完成商
业化进程还需要一段时间，但考虑到动力电池
的发展趋势，公司研发部门持续关注行业动态，
并就隔膜技术发展组织课题讨论组，制定项目
开发计划进行研发，积极研发其他功能膜新产
品和新技术。”

1月11日，星源材质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
表示，业内普遍认为，在中长期内，液态电池和
半固态电池将是未来电池市场的主体，二者均
需要使用隔膜。公司对下一代电池技术的发展
一直保持密切关注，并积极进行技术研发、知识
产权专利及市场端的布局。目前公司已经为
FREYR BatteryNorwayAS等客户供应半固态
电池隔膜。

此外，中兴新材等多家隔膜生产商也表示，
已布局钠电池隔膜以及半固态隔膜领域。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专家委
员解筱文表示：“企业在加码半固态电池赛道
时，需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技术可行性，制定
合理的市场策略和技术路线。同时，也需要加
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共同推动半固态电池
产业的进步和应用。”

据《证券日报》李如是/文

鸿蒙生态“扩朋友圈”金融机构“跑步入场”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华为鸿蒙“朋友圈”不断扩容，近
日，邮储银行、建设银行分别宣
布，已完成鸿蒙原生应用 Beta
版本开发。据统计，当前已有
15家银行加入了鸿蒙生态，包
含 6家国有大行和 9家股份制
银行。

业内人士认为，相比于安
卓和 iOS系统，鸿蒙系统给银
行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银行
接入鸿蒙系统不仅有助于扩大
系统应用，还有助于银行通过
线上渠道提供良好安全的金融
服务。

业界简报

人工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到2027年预计达45%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人工智能（AI）
正在加速融入到智能手机行业，随着三星在
GalaxyS24系列手机上将AI作为重要卖点，行
业内势必将掀起一股“AI手机”潮。近日，数据
机构Canalys预测，AI手机的市场份额到2027年
将达45%。

Canalys指出，三星的高端和旗舰机型都配备
了先进的AI功能，这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变，即这
家科技巨头在以新的方式进行创新和实现市场
差异化。2024年，谷歌云的GeminiAI模型被预
装到GalaxyS24系列手机中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事件，使其抢先在其他安卓竞争对手面前，赢得
了上市时间的优势。

高光谱综合观测卫星投用
为生态保护提供数据支撑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据央视新闻报
道，高光谱综合观测卫星23日正式投入使用。该
卫星是国家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重
要组成部分，2023年11月完成了在轨测试总结
评审，卫星状态良好，各分系统功能正常，性能达
到研制建设总要求规定的各项指标，具备投入使
用条件。

高光谱综合观测卫星具有高光谱、大范围、
定量化探测等特点，可实现污染气体、内陆水体、
陆表生态环境、蚀变矿物、岩矿类别等要素的综
合探测，能够为我国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气象等
行业应用提供高质量、高可靠的高光谱数据，特
别是可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推进污染防治
攻坚战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我国科研团队研发出
新型绿色速溶融雪剂
1月23日，长沙理工大学教授贾传坤团队透

露，团队近期研发出了一款可快速融雪且无污染
的新型融雪剂，有望进一步加速“破冰”，降低冰
雪气候下的交通风险。

冰雪道路一直是公路交通安全的难题之
一。为保障正常交通出行，人们须及时采取措施
清理路面冰雪。

融雪剂是一种可快速溶解冰雪的化学物质，
是解决冬季降雪时城市道路交通问题的主要手
段。根据我国融雪剂标准，融雪剂可分为氯化物
类和非氯化物类。目前，我国主要使用氯化钠融
雪剂进行公路除雪，但这类融雪剂易腐蚀金属材
料，同时对环境有一定污染。

贾传坤团队着力寻求更环保和经济的解决
方案，开发新型环保、经济的融雪剂。团队通过
寻找降低结冰凝固点的方式，研发出了新型液体
融雪剂。相较于传统融雪剂，其融雪效率更高的
同时，还实现了绿色无污染的环保目标。

据实验测试，在零摄氏度左右条件下，将冰
块倒入新型融雪剂中，仅5分钟即可融化，而传统
融雪剂则需花费数小时。此外，在零下25摄氏度
的恒温条件下，传统融雪剂3小时左右就产生了
易结冰的现象，而新型融雪剂则可保持6个月以
上不结冰的状态。这意味着，新型融雪剂能在短
时间内迅速将道路上的冰层溶解，有效恢复道路
的通行能力。

“新型融雪剂可将结冰的凝固点大幅降低，
所以能实现更为快速的除冰雪。同时，液体融雪
剂更容易与冰雪融合，进一步加快冰雪融化速
度。”贾传坤说。目前，团队正在申请专利中，并
已在进行小试。 据《科技日报》俞慧友/文

15家银行加入鸿蒙生态

近日，邮储银行和建设银行分别在其官方
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消息称，已完成鸿蒙原生
应用Beta版本开发。

邮储银行表示，未来将分阶段对其他移动
应用启动鸿蒙原生应用开发，通过专业的技
术手段，打造体验良好、性能卓越、高效稳定
的移动金融服务，推动金融科技赋能，持续提
升数字金融服务能力，创造更多的金融服务
创新成果。

建设银行表示，该行已率先完成了基于
HarmonyOSNEXT的手机银行Beta版本，将成
为华为全新系统推出后首批适配银行应用。后
续，建设银行还将进一步探索基于鸿蒙原生应用
及原子服务的应用场景创新。

记者发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等6家国有大行的个人手机银行APP
均在其中。

同时，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招商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华夏银行、
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和广发银行等9家全国性
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已经加入。

鸿蒙系统给银行带来想象空间

华为推出鸿蒙系统之所以可以“跨圈”搅动
金融行业，不少银行业内人士认为，相比于安卓
和iOS系统，鸿蒙系统给银行带来更多的想象
空间。

中信银行方面表示，鸿蒙的出现将带来
新的机遇，即新终端、新交互、新场景。中信
银行将有效利用鸿蒙分布式能力，通过超级
终端概念实现多终端协同，提供连续一致的
操作。

国泰君安曾分析称，如果有新的操作系统
能把握住万物互联，就有可能培育出一系列爆
款创新应用，从而把握住未来10年、20年的行
业生态话语权。

值得关注的是，有多家银行同时启动了双
APP鸿蒙原生应用开发。其中，2023年12月6
日，交通银行与华为联合举办鸿蒙原生应用开
发启动仪式，全面启动了交通银行个人手机银
行APP及信用卡APP的鸿蒙原生应用开发。

交通银行表示，将积极支持和参与鸿蒙
生态的发展，与华为共建鸿蒙生态体系。同
时，交通银行将结合鸿蒙新特性，积极探索创
新应用场景的孵化，为客户打造更安全、更智
能的金融服务体验。

招联首席研究员表示，随着鸿蒙系统的逐
渐铺开，银行可以通过发展信贷等业务和鸿蒙
系统相关的企业加强合作，来进一步加强对数
字经济产业链发展的支持，鸿蒙系统也将成为
商业银行场景金融的重要基础。

邮储银行研究员表示，银行接入鸿蒙系统
不仅有助于扩大系统应用，还有助于银行通过
线上渠道提供良好安全的金融服务。

鸿蒙生态进入第二阶段

华为鸿蒙系统是华为公司在2019年正式

发布的一款全新的、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
系统。

2024年 1月 18日，华为宣布 HarmonyOS
NEXT鸿蒙星河版开发者预览面向开发者开放
申请，这意味着鸿蒙生态进入第二阶段，将加速
千行百业的应用鸿蒙化。

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CEO、智能汽车解
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公布鸿蒙生态最新进
展：鸿蒙生态设备数量仅历时5个月即从7亿台
增长至8亿台，千行百业万物互联，将打开万亿
级产业新“蓝海”。

自去年9月华为宣布HarmonyOSNEXT蓄
势待发、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以来，首批200多
个鸿蒙原生应用已在加速开发，覆盖便捷生活、
出行文旅、金融便利、社交资讯、生产力工具、影
音娱乐、游戏等领域，鸿蒙原生应用版图已基本
成型。与此同时，蚂蚁集团、中国银联、科大讯
飞等合作伙伴，还开放垂域创新能力，协同华为
的底座能力一起，给开发者提供了高效的全链
路开发工具，开发工作量最高可减少90%，帮助
行业加速应用鸿蒙化开发。合作伙伴也可通过
元服务的极简开发，极速接入鸿蒙生态。这也意
味着，当下正是应用厂商加速鸿蒙化、共赴全场
景未来的最佳时机。

源源不断的人才，也是生态成长和进阶的
不竭动力。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已有305所
高校学生参与鸿蒙活动，鸿蒙校园公开课进入
135所高校，286家企业参加鸿蒙生态学堂，超
38万名开发者通过鸿蒙认证，150多个产学合
作项目，为鸿蒙生态的持续创新和繁荣发展提
供了储备充足的“粮仓”。

“产能扩张+技术创新”半固态电池产业化提速

液冷万卡算力集群投建
可支持万亿参数大模型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近日，上海徐
汇区政府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共同举办“算力
惠模都 万兆连速城”人工智能公共算力服务
产品发布会。中国电信表示，2024年上半年，
公司将在上海规划建设15000卡的智算集群，
总算力超4500P。其中，单池新建国产算力达
万卡，是国内首个单池万卡液冷算力集群。

该集群采用新一代国产AI算力，通过高速
RDMA（远程直接数据存取）连接各物理机节
点，提供低延时、高吞吐量、无损通信网络和强
大的并行计算能力，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全国产
液冷机房，多项技术指标领跑全国。

据介绍，该集群最高可支持万亿参数大模
型，便于各科研院校、大模型训练公司等机构和
企业实现物理资源独享，无虚拟化损耗，满足AI
计算、深度学习、图形渲染等复杂训练任务对算
力的要求。

1月22日，恩捷股份在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半固态项目已开始商业化落地，江苏
三合电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积极投建，公司持续关注该领域的技术和市场发展。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表示：“半固态电池的发展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其产
能爆发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半固态电池在能量密度、安全性和充放电性能方面优于传
统液态电池，同时又避免了固态电池成本高、内阻大等问题，成为现阶段不少车企和产
业链企业的新选择。”

国信证券研报显示，预计2024年全球固态电池（含半固态电池）市场空间为19.5
亿元，2030年市场空间有望达到1162.3亿元，2024年至2030年的年均复合增速为
98%。为抓住这一市场机遇，动力电池材料企业纷纷加大投资力度，加快产能扩张和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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