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电建设加速
核材料产业化或有新突破

我国核电建设加速，但核级锆、铪却长期依赖

国外进口。9月23日，上海哈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宣布锆铪分离技术实现核材料产业化新突破。

在自然界中，铪常与锆共生，二者均是重要的

战略材料。在核能工业中，锆及其合金因具有低的

中子截面、良好的可加工性、适中的机械强度、较高

的耐腐蚀性等性能，而被广泛用作水堆的结构材

料，如包套材料、定位格架、端塞等，因而被称为原

子时代的第一号金属。其中铪的主要用途是制作

原子核反应堆的控制棒和保护装置。

但是，目前我国锆、铪生产技术与核材料先进

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性能锆、铪新材料，解决工程应用研究的瓶颈，

是中国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国产化的关键。

上海哈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兴峰

昨天宣布，经过四年的艰苦攻关和大量实验，哈峰

科研团队成功发明了氧化锆/氧化铪混合物火法分

离法并申报国家专利。这种方法有效地提高了锆、

铪新材料规模化生产能力，降低了生产成本，增产

增效的同时又实现了绿色环保和清洁生产，不仅缩

短了与国际核建技术的差距，更为我国核电建设引

擎制造产业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革命性的

意义。朱兴峰透露，目前公司锆铪分离技术做到了

实验室的小试阶段。

据介绍，上海哈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将在江

苏投资100亿兴建一个占地3400亩，年产规模达到

200000 吨锆、3000 吨铪，全球规模最大的锆铪生产

基地。

不过，以传统做法看，从实验室小试到产业化、

工业化生产需要很长的过程。

目前，我国锆铪分离产业化最前沿的是国核维

科锆铪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江苏南通兴建了 2000

吨核级海绵锆生产基地。该公司由美国西屋公司

与宝钛股份合资，采用的是美国提供的溶剂萃取法

分离技术。国核维科官方网站介绍，2014 年 4 月，

国核维科合格性鉴定报告获得了美国西屋电气公

司的最终批准，标志着公司成为美国西屋电气的合

格核级海绵锆供应商。 阮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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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桩

充电桩开启景气周期
三主线寻“黑马股”

石墨烯

国家级基地落地青岛
石墨烯产业化提速

日前，“国家火炬青岛石墨烯及先进碳材料特

色产业基地”获批，青岛将建设国内首个国际石墨

烯创新中心和北方唯一的国家级石墨烯产业创新

示范基地，此举标志着石墨烯产业化进一步提速。

据了解，青岛市政府还设立了1亿元的国内首

只石墨烯天使投资基金，同时，搭建青岛国际石墨

烯交易中心。目前，青岛已吸引石墨烯项目近 30

个，预计到2023年，青岛石墨烯及先进碳材料特色

产业基地产值将突破300亿元。

石墨烯是目前最薄也是最坚硬的纳米材料，同

时具备透光性好、导热系数高、电子迁移率高、电阻

率低、机械强度高等众多普通材料不具备的性能。

石墨烯已知的运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领域：储能

技术、柔性显示器、高精度传感器、快速导热导电技

术以及阻隔渗透技术。

不过，石墨烯产业目前处于产业周期的早期阶

段，业内的企业、技术、产品尚处于发育阶段。石墨

烯产业化孕育和成长期较长，在产业化前需要巨额

投入，中小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较大的亏损

压力，这一因素制约了石墨烯产业的发展。烯碳新

材技术发展与规划副总监李纪军介绍，未来石墨烯

产品将会率先在能源技术、光电材料、复合材料、电

子器件、生物医药和传感器这五大领域推出产品,

该公司将积极在这五个方面进行布局。

搜狐证券

日前，国务院会议明确了充电桩的规划目标，鼓励多

种盈利模式，并通过互联网实现充电桩建设的增值服务，

实际上就是在解决充电运营企业的盈利难问题，这也是制

约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认为，除了会议提出的移动

充电、智能停车以外，未来新能源汽车租赁、保险、汽车检

测保养等多种业务都可以通过充电网络进行推广，从而丰

富企业的盈利渠道，解决目前单一服务费无法满足企业盈利

需求的尴尬局面。一旦盈利预期转好，企业的建设积极性将

大幅提升，充电设施的建设速度和规模将快速提升，保障快

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

行业处于利好政策密集发布期
目前充电桩板块已经连续上涨，存在一定的获利了结

压力。但我们认为，行业将迎来利好政策的密集发布期，

除了本周确定的《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3 项系

列国家标准外，《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发展规划》、《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指南》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意见》等系

列政策都有望陆续推出，板块不断升温，估值中枢上移。

充电桩板块具有持续性的投资机会
从长期看，我们认为充电桩板块将是贯穿到明年的持

续性的投资机会，行业将经历预期改善——订单增加——

业绩兑现的成长过程，目前仅处于初期阶段，建设运营的

主体仍以网为主，社会资本多数布局观望。按照国网规

划，到 2020 年国内充换电站数量达到 1.2 万个，充电桩

450万个，而截至2014年，我国仅建成充电站723座，充电

桩2.8万个，市场空间巨大，千亿投资盛宴刚刚开启。

个股选择推荐三条主线
个股方面，我们建议关注三类企业，一是在市场中具

有一定口碑和供货业绩的大型设备提供商，这类企业最先

受益；二是具有先发优势，快速抢占全国市场的运营类企

业，资源排他性奠定了这类企业的确定性成长的基础；三

是具有互联网思维，借力充电网络实现增值服务，有望达

成多领域协同发展的企业，未来能源互联网和车联网的交

互落地是行业的大方向。综上，我们推荐：奥特迅、特锐

德、万马股份、动力源和中恒电气。 上海证券

9月24日，汤森路透集团在美国费城发布2015年度引文

桂冠奖获奖名单，在这项被称为“诺贝尔奖得主预测”的奖项

中，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华裔科学家王中林榜上有名。

王中林院士此次获奖，是由于其在一维氧化物纳米结

构，尤其是ZnO纳米带和纳米线的制备、表征和基本物理

性能理解等方面做出的原创性重大贡献，开创了 ZnO 纳

米材料在能源、电子、光电子以及生物等领域的全新应

用。王中林院士还发明了纳米发电机，研制出世界上首个

自供电纳米系统，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完全由环境能源支

持的微纳电子器件工作模式，并提出了相关的技术标准和

技术发展路线图。王中林院士还首次提出利用压电电势

调控电(光)子传输过程的压电(光)电子学效应，并由此开

创了压电电子学和压电光电子学研究的先河，对纳米机器

人、人-机界面、纳米传感器、医学诊断及光伏技术的发展

具有里程碑意义。

业内人士指出，纳米技术是 21 世纪科技发展的制高

点，是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原因是这种技术能对社会

发展、经济振兴、国家安全乃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各

个领域都能起到关键作用，而且这种技术影响面极广，向

各个领域渗透能力相当强，可以带动很多行业的发展。21

世纪前20年，是发展纳米技术的关键时期，纳米技术将成

为第 5 次推动社会经济各领域快速发展的主导技术。世

界技术评估中心的报告显示，纳米技术产品及产业工人的

规模每3年将翻一番，预计2020年全球市场产值将达3万

亿美元。A 股中中国宝安、安泰科技、和佳股份等上市公

司，涉及纳米技术产品生产和研发业务。 东方财富

纳米技术

万亿蓝海市场开启

纳米技术将重掀诺贝尔炒作热潮

1、智慧交通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在数月前，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公共

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确定

支持太原、石家庄、青岛、武汉、株洲、贵阳、苏州、乌鲁木

齐、杭州、保定、银川、兰州、昆明、宁波、合肥等 26 个城市

开展城市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设，并对符合

建设规范的试点给予资助，进而开展全国公共交通数据

库建设。这标志着智慧交通从公共交通环节切入，进入

实质性实施阶段。

智慧城市建设以突破城市发展瓶颈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从构建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切入，统筹规划，逐步落实。

其中智慧交通已被认为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进而建设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实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智能化和促进交

通运输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此前，《“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提出将加快

智能交通建设、提高交通运输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作为

重点任务；而中央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进一步明确指出发展智能交通，实现交通诱导、

指挥控制、调度管理应急处理的智能化，作为推进智慧城

市建设、促进基础设施智能化的重点建设方向之一。

2、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投资重点逐步由基建转向信息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大规模的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建设，特别是高速公路大发展后，我国交通运输业取得巨

大进步。在当前国内运输需求日益旺盛，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的形势下，除了要解决大城市局部的交通拥堵外，更要应

对全国综合运输面临的多式联运技术支撑，网络化协作、

运输安全保障、运输资源合理分配以及市场监管等问题。

随着传感、定位等技术的日益成熟，以及国内智能交

通领域信息化应用的不断实践和创新，智能交通领域 IT

投资将大规模增长。预计未来2~3年内，我国智能交通行

业 IT 应用市场规模将保持 20%以上的增长，达到 700 亿

元规模。 赛迪研究

智慧交通

交通领域IT投资规模加大

“智慧交通”前景可期

核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