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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伍技术总部



为公司注入的“知识型企业”基因，与“新

质生产力”理念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

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

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赛伍技术的一项项创

新产品，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点滴缩

影。

创新立身

用新技术解决新需求

“‘新质生产力’这个词，让我想到以

前的一个名词——‘知识型企业’。”吴小

平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说。

“新质生产力”的官方释义为，创新起

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

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

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



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吴小平表示，“知识型企业”则是通过

知识产生经济效果，持续不断挖掘新的需求

和新的解决方案，把知识变成生产力。扩大

生产、规模效应、垂直整合，这些不需要太

多知识，也产生不了新的知识，成不了“新

质生产力”。只有技术创新，才能创造新的

知识，激发新的生产力。

他认为，创新有两个阶段：一是挖掘新

的需求；二是利用新的技术对需求形成解决

方案。“在我的理解中，企业从对知识的感

知、学习，到把知识变成生产力，这就是形

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利用数

字化、人工智能提高知识获取和梳理的效



率，下一步再加上人解决问题的智慧，最终

完成创新。”

吴小平之所以在15年前为赛伍技术选择

做“知识型企业”这条路，与他在日本工作

的经历有关。吴小平回忆，日本企业曾经也

有过同质化竞争的阶段。但他20年前在日本

工作时，日本企业已进入追求创新的新阶

段，社会有一种追求原创、奖励原创的商业

氛围。在日企的工作经历对他办企业的理念

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小平称，运用知识产生的创新能够有

效提升经济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也

就是说，创新能够将投入的资金、土地、厂

房、设备等成本，转化为更高的产出。与此

同时，环境负担是产出的减项。总结来看，



经济效率越高、环境负担越小，生产力的质

量越高。

创新应变

打造多款新能源领域原创材料

与许多材料企业类似，赛伍技术也是以

某类材料开发平台为“中台”，不断创新演

化出新产品，扩展新的下游应用领域。具体

来看，公司聚焦胶黏剂为核心的薄膜形态高

分子功能材料领域，目前已形成的具体下游

应用包括光伏材料、光伏电站维修延寿材

料、电动汽车材料、消费电子材料和半导体

材料。

光伏背板和胶膜，是赛伍技术目前最大

的收入来源。其中，赛伍技术首创发明的

KPf背板曾长期居于全球市占率第一。



不过，过去3年，KPf的主要原材料

PVDF价格一度飙升，市场出现廉价背板替

代。面对市场冲击，赛伍技术再次发挥自身

的研发创新能力，快速扩展了背板的产品

线，目前公司已成为行业内具有最为完整的

背板产品矩阵的企业之一，覆盖了光伏最新

技术TOPCon、钙钛矿等所需高阻水背板等

产品，目前继续保持行业市占率头部水平。

在光伏胶膜方面，面对光伏产业由P型

向N型的技术路径转变，赛伍技术也加快面

向N型TOPCon组件封装胶膜的出货。此

外，公司面向N型异质结组件的光转膜产品

已在国内形成批量交付。

在公司展厅，记者见到市场关注度颇高

的光转膜。这一卷乳白色的薄膜，其实有着

“神奇”的光转功能。它采用了赛伍技术特



有的分散技术，将特种光转剂分散于常规结

构胶膜（如EVA、EPE、P0E等）中，让胶膜

可以将紫外光转为可发电的可见光，既吸收

了对光伏电池有害的紫外线，又增加了组件

功率。

据介绍，赛伍技术光转膜产品有望成为

异质结组件的标配和加速异质结产业化进程

的核心辅材，该产品2023年上半年的出货量

环比增长413.67%，正在测试和接近测试尾

声的客户覆盖了全球几乎所有异质结组件厂

商。

除了光伏产业外，赛伍的电动汽车系列

材料经过4年的培育，已初步确立市场地

位，其中自主研发的CCS热压膜、高剪切蓝

膜等市占率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创新不止





也要有前述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能力“傍

身”。

采访临近结束，吴小平对记者总结，在

光伏、新能源车等各个工业门类中，同质化

竞争是逃不过的课题。“老产品”要稳住，

精益管理，但它们的利润下滑是必然规律。

赛伍技术要秉持最初的理念和能力，通过新

产品持续创造新的增长点，这是赛伍技术长

期的工作。

对于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吴小平提出

了两项建议：一是国内客户要改变对国产

“从0到1”产品的惧怕。中国正从过去的对

国外技术的模仿改进转变为原创超越，所以

企业需要在不断验证中放下对国产原创的质

疑；二是社会要提高对原创者的保护，不仅



要在法律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要形成一

种尊重原创的商业文化和商业道德。

我来说两句...... 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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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抢个沙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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