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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概述 

第一节 研究背景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电子设备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从消费

电子到工业自动化，从新能源汽车到数据中心，无处不体现着高性能设备对高

效热管理解决方案的依赖。散热模组作为热管理的关键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

设备的性能、稳定性和寿命。 

近年来，随着5G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普及，电子设

备的功率密度持续增加，散热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性能提升的重要瓶颈。例如，

高性能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的散热需求已经占据整体能源消耗的重要比例；新能

源汽车领域的电池管理系统（BMS）和电机控制器对高效散热的需求也快速上

升。此外，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保护议题的推动，进一步加快了散热技术的创

新步伐。各国政策的引导，如《巴黎协定》中对节能减排的要求，以及欧盟

RoHS指令对环保材料的规定，促使企业研发更加绿色、高效的散热解决方案。

这不仅要求材料性能的提升，还需要技术工艺的优化，如液冷、相变和热电制

冷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 

与此同时，散热模组市场也在区域经济和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亚太地区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其消费电子产业对散热模组的需求占据主

导地位；而北美和欧洲则在数据中心和高端工业设备领域推动了高性能散热技

术的发展。 

综上所述，散热模组的研究背景涵盖了技术、市场、政策和社会多方面的

因素，本次项目研究散热模组为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全球及区域散热模组市场的规模、增长趋势和技

术应用，明确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散热模组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可靠的参

考依据。同时，研究还旨在总结并比较主流散热技术的优势与不足，探索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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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潜力，助力提高散热效率和优化成本。此外，通过对散热模组上下

游产业链的深入分析，识别关键环节和发展机遇，优化资源配置和供应链管

理，从而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 

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技术、产业和社会三个层面。从技术角度看，本研

究通过系统分析散热模组的技术路线、市场需求和政策环境，填补了散热技术

研究领域的部分空白，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持。从产业角度

看，研究为市场参与者在产品研发、技术升级和市场拓展方面提供了决策依

据，应对市场竞争和环境政策变化的挑战，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从

社会角度看，研究推动了高效散热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不仅有助于降低电子设

备能耗，响应全球节能环保政策，还能促进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新能源等

领域的技术进步，为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通过明确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以期为我国散热模组行业的发展提供具有价

值的参考建议。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报告所涉及资料及数据是以信息收集方法获得，其中包括案头研究数

据，公开发行行业年鉴，政府部门信息披露及汉鼎咨询进行的初步研究（如行

业协会访谈、行业专家咨询等）。汉鼎咨询通过多样化的信息收集方式，相互

映照和印证，以确保报告所涉及资料及数据的可靠性和权威性。 

关于市场规模及行业走向已考虑下列因素： 

1、假设国内经济及全球经济在预测范围内稳定增长，无重大变幅。 

2、假设国家相关行业监管政策及地方行业监管政策能有效执行并在短期内

无重大改变。 

3、假设全球或中国无重大突发事件、无重大自然灾害及不可抗力。 

第四节 名词解释 

本报告涉及到以下与行业相关的名词，除另有指向，报告所提到名词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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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术语的解释和定义如下，这些名词解释可能并不符合标准行业含义或用法。 

名词 含义或定义 

热致失效 
热致失效是指电子元器件直接由于热因素而导致完全失去其电

气功能的一种失效形式，也称为“热失效”  

PUE 数据中心总能耗/IT设备能耗 

均温板、均热板、VC 

Vapor Chamber，一种传热元件，工作原理与热管相似，内壁

具有微 细结构的真空腔体，可实现热量在二维平面的快速传

导 

热管 

Heat Pipe，一种传热元件，充分利用了热传导原理与相变介

质的快 速热传递性质制作而成，可依靠自身内部工作液体相

变来实现热量 的快速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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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业政策 

第一节 行业管理体制与相关协会 

一、行业管理体制 

中国散热模组行业的管理体制主要由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构成。

国家层面，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是主要的管理机构，负责制定行业政策、

技术标准和推动产业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发布《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规

划》《节能环保产业规划》等政策，为散热模组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指导。 

技术标准规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和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SAC）负责制定散热模组行业的技术标准，例如《电子设备散热设计

规范》。 

环境合规管理：生态环境部（MEE）对散热模组的生产和原材料使用进行

环保监管，确保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要求。 

二、行业相关协会和组织 

行业协会和组织包括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散热技术分会、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散热技术专业委员会等。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散热技术分会的主要职责

是推动散热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促进行业标准化建设，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

并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行业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中国机械工程

学会散热技术专业委员会专注于散热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致力于提高散热效

率，推动新型散热材料和技术的应用，并积极推动学术交流与技术推广。 

这些协会和组织在散热技术领域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技术创新与标准化建设

推动行业发展，并为国家和行业提供政策支持与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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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业技术政策环境分析 

一、产业技术政策 

1、国内政策 

散热行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新兴行业。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许多相关产

业政策和战略规划。部分产业政策及规划情况如下：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与发布单位 相关内容 

2024年 
《2024年重点领域创新攻关计

划》 

提出对高性能散热材料和技术进行攻关，特

别是数据中心、高端电子设备、新能源汽车

等领域的散热技术创新。 

2023年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进一步实

施细则） 

细化动力电池与电驱动系统的散热技术，鼓

励新能源汽车企业投资热管理技术。 

2023年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3-

2035年）》 

提出推动数字化产业发展，特别是高功率设

备散热技术的绿色节能解决方案，满足智能

硬件、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需求。 

2023年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23-

2027）》 

继续推动智能制造与散热模组的结合，强调

散热技术与智能硬件、机器人等领域的融合

应用。 

2022年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强调散热技术的关键作用，推动高效散热模

组与材料的研发，特别是在集成电路、数据

中心等领域的应用。 

2022年 
《中国制造 2025（阶段性实施

方案）》 

强调散热模组的国产化，推动新能源汽车、

5G、人工智能等行业的散热技术突破，提高

散热效率与降低能耗。 

2022年 
《半导体产业发展纲要（2022-

2026）》 

支持研发高效散热模组及材料，提升散热性

能应对高集成度、高功率电子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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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加强散热技术和模组的研发，支持其在

5G、云计算、大数据等高科技领域的应用。 

2020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动电子

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加快发展高效、节能、绿色的电子信息

产业，推动散热技术和模组产业的创新，提

升散热技术在高端电子产品中的应用。 

2020年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 

支持电动汽车中高效散热模组的研发应用，

提升电池与驱动电机的散热管理技术。 

2016年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

2020年）》 

提出推动智能硬件及其配套部件（包括散热

模组）制造水平提升，推动散热技术与智能

制造的结合，提高散热模组的集成度与模块

化。 

2015年 《中国制造 2025》 

强调支持散热模组及相关技术的国产化，推

动散热材料与模组的技术进步，以满足高功

率电子产品的散热需求。 

2、国外政策 

2020年后，各国政府都在推动散热及其相关技术的研发，支持其在半导

体、智能设备、电动汽车、数据中心等高科技行业中的应用，并倡导低碳和高

效能源解决方案。 

国家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相关内容 

美国 

American Jobs 

Plan（美国就业计

划） 

2021年 

美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强调推动基础

设施建设和绿色技术的创新，散热技术在高效

能源管理和数字化设备中扮演关键角色，鼓励

研发新型散热材料和模组技术。 

美国 
CHIPS and Science 

Act（半导体法案） 
2022年 

旨在推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半

导体制造厂建设与研发，散热模组技术作为半

导体制造设备的关键技术之一，受到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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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美国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for 

Computers and 

Servers（计算机和

服务器能效标准） 

2021年 

美国能源部（DOE）发布的计算机和服务器能效

标准，要求产品设计必须提高热管理能力，推

动散热模组技术的发展，减少能耗。 

欧盟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

（绿色协议工业计

划） 

2023年 

欧盟提出的绿色协议工业计划，鼓励所有电子

设备和工业设备采用低碳和高效能源技术，包

括高效散热技术。特别强调高性能电子设备和

数据中心中散热技术的重要性。 

欧盟 

Digital Compass: 

Europe's Digital 

Decade（数字罗

盘：欧洲的数字十

年） 

2021年 

提出了 2030年前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推动

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硬件的发展，散热技术成为

保障设备可靠性和能效的关键，支持散热模组

创新。 

英国 
Net Zero Strategy

（零碳战略） 
2021年 

英国政府的零碳战略，推动节能和低碳技术的

创新，特别在数据中心、电子设备等领域，支

持散热技术的绿色发展。 

德国 

Industrie 4.0 

Action Plan（工业

4.0 行动计划） 

2020年 

德国政府推动的工业 4.0行动计划，强调智能

制造和自动化技术，支持散热技术的研发，特

别是在高端电子产品和机器人系统中的应用。 

日本 

Green Growth 

Strategy through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in 

2050（通过实现

2050年碳中和的绿

色增长战略） 

2020年 

日本政府的绿色增长战略，鼓励高效节能技术

和散热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智

能设备和数据中心领域。 

日本 New Energy and 2020年 NEDO发布的技术开发路线图，专注于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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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NEDO)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oadmap（新能源与

工业技术开发组织

技术发展路线图） 

电子和汽车行业的热管理技术，推动散热材料

和模组的创新，以应对高功率设备的散热需

求。 

日本 

Society 5.0 

Implementation 

Plan（智慧社会实

施计划） 

2021年 

日本政府提出的“智慧社会”实施计划，散热

技术在智能硬件、5G基础设施和自动驾驶技术

中具有重要应用，支持散热模组在这些领域的

研发与应用。 

韩国 
Green New Deal

（绿色新政） 
2020年 

韩国的绿色新政重点推动节能和环境友好技

术，散热技术作为节能技术的关键，支持电子

设备和新能源汽车中的高效散热技术研发。 

韩国 

Korean 

Semiconductor 

Strategy（韩国半

导体战略） 

2021年 

韩国政府提出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战略，特别强

调对半导体设备热管理技术的支持，包括散热

模组和材料的研发。 

韩国 
Digital New Deal

（数字新政） 
2020年 

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高效散热解决

方案在 5G、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设备中的应用，

促进散热模组技术的发展。 

台湾 

Green Energy 

Industry 

Development 

Program（绿色能源

产业发展计划） 

2020年 

台湾政府推动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强调高效散

热技术在新能源设备中的应用，特别在太阳

能、风能和储能系统中应用高效散热技术。 

台湾 Taiwan 2021年 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创新计划，支持研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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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ductor 

Industry R&D 

Innovation 

Program（台湾半导

体产业研发创新计

划） 

型散热模组，提升半导体制造设备和高端电子

产品的散热能力。 

台湾 

Smart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Plan

（智能制造发展计

划） 

2022年 

台湾的智能制造发展计划，支持在智能硬件和

自动化设备中使用先进的散热技术，以提高系

统效率和可靠性。 

加拿大 

Net Zero 

Emissions 

Accountability 

Act（零排放责任法

案） 

2021年 

加拿大的零排放法案，支持低碳和能源高效技

术的发展，包括推动高效散热模组的应用，特

别是在信息通信和电力行业中的应用。 

加拿大 

Strategic 

Innovation Fund

（战略创新基金） 

2020年 

加拿大的战略创新基金支持能源和清洁技术的

研发，推动散热技术在新能源和高功率电子设

备中的应用。 

加拿大 

Clean Growth 

Program（清洁增长

计划） 

2021年 

加拿大政府的清洁增长计划支持先进热管理技

术的研发，包括散热模组在数据中心和高效能

源使用设备中的应用。 

二、行业重点法规、技术标准 

1、行业重点法律法规 

法律名称 发布时间 相关内容 

绿色产品评

价标准 
2020年 

该标准对高效散热产品的能源使用和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价，鼓励生产

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散热模组和热管理系统。通过这一标准，企业可

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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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法 
2014年（修

订版） 

环境保护法强调企业在产品生产和运营过程中必须遵守环保法规。对

于散热模组的生产企业来说，特别是在使用材料的环保性、产品的能

效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促进节能、低碳技术的应用。 

电子信息产

品污染控制

管理办法 

2011年 

该法律要求电子信息产品中的有害物质应控制在规定范围内，相关设

备和散热模组的生产、使用和废弃过程中要遵循环保要求，推动绿色

产品的设计与制造。 

能源法 
2007年（修

订版） 

旨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包括散热技

术。规定了节能产品的技术标准、认证要求和激励措施，促进高效能

源管理和散热解决方案的普及。 

节能法 
2007年（修

订版） 

要求国家、企业和社会各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对产品的能效进行

严格评估。节能法对于散热模组制造商尤其重要，推动高效散热技术

的研发与应用，减少能耗。 

清洁生产促

进法 
2002年 

该法律倡导企业采取清洁生产方式，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对散

热模组生产企业而言，推动热管理技术的创新与绿色生产，减少产品

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和资源浪费。 

产品质量法 
2000年（修

订版） 

规定产品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包括散热模组和相关

组件。此法要求制造商保证产品质量，包括散热性能、耐用性和安全

性。 

标准化法 
1988年（修

订版） 

该法律要求国家通过制定和执行各类标准，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

级。散热模组的标准化工作包括产品的热管理、散热效率、材料使用

等方面的标准制定。 

2、行业主要技术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标准类型 

1 电子产品环境可靠性测试规范 GB/T 2423 国家标准（GB） 

2 半导体散热管理技术要求 YD/T 1535 行业标准（YD/T） 

3 计算机与外围设备散热要求 GB/T 20387 国家标准（GB） 

4 计算机硬件设备热管理测试方法 GB/T 20156 国家标准（GB） 

5 电子设备及其附件热管理设计规范 GB/T 29157 国家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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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效能电子设备散热设计技术要求 IEC 62321 国际标准（IEC） 

7 电子设备热设计与热分析标准 ISO 8031 国际标准（ISO） 

8 服务器系统热管理要求 ANSI/ASHRAE 90.1 
国际标准

（ANSI/ASHRAE） 

9 数据中心热管理技术标准 Uptime Institute 行业标准（国际） 

10 电动汽车热管理技术规范 GB/T 34107 国家标准（GB） 

11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标准类型 

12 电子产品环境可靠性测试规范 GB/T 2423 国家标准（GB） 

13 半导体散热管理技术要求 YD/T 1535 行业标准（YD/T） 

14 计算机与外围设备散热要求 GB/T 20387 国家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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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行业产业链概况 

热管理是指从热管理技术的研发、制造到应用的整个产业流程。它涉及多

个领域，主要包括热源管理、热传导、热交换、温控等多个环节。具体分析如

下： 

热源与热负载管理：这一环节涉及到热源的分析和管理。热源主要是电子

设备（如CPU、GPU、功率模块等）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该环节的目标是减

少热源的发热量，或优化热源的热设计，使其在工作时产生较少的热负载。 

热传导材料与技术：热传导是指将产生的热量从热源传导到散热装置的过

程。这个环节的关键是选择和使用高导热材料（如金属、导热胶、导热硅胶

等），以及通过热管、热界面材料等技术来增强热传递效率。 

散热模组（热交换组件）：散热模组是热管理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负责

将热量从热源传递并最终散发到周围环境。散热模组通过风冷、液冷、热管、

热沉等方式实现热交换。散热模组不仅需要高效的热导材料，还需要设计合理

的形状和结构，以优化空气流动和散热效果。散热模组位于产业链的中游，主

要连接热源管理和最终的散热实施。 

热管理系统集成与优化：这一环节涉及热管理技术的系统集成，将各个组

件（如散热模组、热管、风扇等）组合成一个高效的热管理系统。系统集成还

包括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设备需求来定制化设计热管理方案。 

下游终端应用与市场：这一环节涉及热管理解决方案的最终应用，如消费

电子、汽车、数据中心、工业设备等。市场需求决定了不同热管理技术的选择

和发展趋势。 

图表 1 热管理产业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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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管理产业链中，散热模组充当着承上启下的角色，连接着热源管理和

热管理系统的实施。散热模组通过各种冷却技术（如风冷、液冷、热管等）实

现热交换，是热管理体系中直接与设备热量产生部分接触并执行散热任务的核

心部分。散热模组的设计和功能依赖于热导材料的选择、散热技术的选用（如

风冷、液冷、热管技术等）以及优化空气流动的风道设计等。散热模组的上下

游产业链涵盖了从原材料供应、产品研发到最终应用的各个环节，如下图所

示： 

图表 2 散热模组上下游产业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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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散热模组产业链具体分析 

一、上游产业 

1、相关环节分析 

上游产业主要包括原材料供应、生产设备、技术研发等环节。 

（1）在原材料方面散热模组的核心功能是高效散热，这要求其原材料具备

良好的热导性和稳定的性能。主要原材料包括： 

金属材料：铝、铜。铝和铜是散热模组中最常用的金属材料。铝具有较好

的导热性能，轻便且成本较低，广泛应用于中低端产品中；铜则因其更高的热

导率，通常用于高端设备，如高性能服务器和新能源汽车的热管理系统。随着

电子设备功率和性能的提升，铜的应用逐渐扩大，尤其是在高端数据中心和高

功率电子设备中。 

导热材料：导热硅胶、导热膜。导热硅胶和导热膜用于填充散热模组中散

热器与热源之间的微小间隙，提高热传导效率。导热硅胶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

领域，而导热膜则更多用于需要高导热精度的领域，如高端计算机硬件、医疗

设备等。 

外壳材料：铝合金、塑料。散热模组的外壳需要具备优良的强度、热稳定

性及易加工性。铝合金因其轻便且散热效果好，常用于高性能散热模组的外

壳；而塑料则多用于低成本或不需要极高散热性能的应用。。 

（2）生产设备方面，散热模组的生产需要先进的加工设备，如热压机、压

铸机、CNC加工设备等，这些设备保证了散热模组的精度和加工效率。自动化

生产线的应用使得生产效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热压机和压铸机用于生产散热

模组零部件，特别是铝合金散热器的制造。通过高温高压的方式，设备将铝、

铜等材料加工成所需的形状，并保证其力学性能与热传导性能。CNC加工设备

用于精密制造散热模组的零件，确保部件的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通过数控

加工技术，制造商能够获得更高的加工精度，提升散热模组的整体散热效果。

自动化生产线的引入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稳定性。通过机器人、自动化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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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生产过程中的人工干预减少，从而降低了错误率和生产成本。 

（3）在技术研发方面，散热模组的技术创新是推动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关键技术研发方向包括：（a）热管技术，热管技术利用工作液体的相变来高效

地传导热量，是高效散热模组中常见的技术。随着电子设备的集成度和功率密

度增加，热管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在高性能计算机、数据中心和新能

源汽车领域。（b）相变材料，相变材料通过吸收或释放大量热量来保持设备温

度的稳定，这项技术在电子设备散热领域的应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小型化、

轻量化的设备中，如智能手机和穿戴设备。（c）液冷系统，液冷技术在高功率

散热中具有显著优势，特别是在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领域，液冷系统逐渐取

代传统的风冷系统。液冷系统能够提供更高效的散热性能，是未来散热模组发

展的一大趋势。 

2、关键企业情况 

铝业公司：如中国铝业（CHALCO）、南山铝业等公司，主要供应铝材原

料。它们的铝合金材料广泛应用于散热器的生产中。 

铜材生产商：如铜陵有色、江西铜业等企业，铜材因其卓越的导热性能在

高端散热模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散热膏和导热材料供应商：如日本的帝人（Teijin）和美国的Dow Chemical

（陶氏化学）等企业，提供导热膏、导热硅胶等材料。 

二、中游产业 

1、产业链分析 

在散热模组产业链的中游环节，主要涉及散热模组的生产制造、装配和质

量测试等过程。高效的制造工艺和精密的装配技术是确保散热模组性能的关键

因素。 

（1）散热模组制造 

散热模组的制造是一个集成化的过程，包括多个子环节。首先，铝散热器

和铜散热器的生产至关重要。生产过程中，铝和铜的加工需要高精度的机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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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如压铸机、CNC加工设备等，确保散热器形状的准确性和表面光洁度，以

提升热传导效率。铝和铜的散热器通过铝挤压、压铸成型等工艺制成，结合散

热鳍片、热管和其他导热材料，形成高效的散热装置。散热器表面的鳍片设计

可以大幅增加散热面积，提高散热效率。 

（2）散热模组装配 

散热模组的装配阶段涉及到多个组件的组合，包括散热器、风扇、热管、

热界面材料等。在这一环节中，组装精度对模组的整体散热效果至关重要。热

界面材料（TIM）用于散热器与热源之间的接触部位，通过减少接触热阻，提

升散热效率。TIM的材料性能直接影响散热模组的热传导效果，因此在装配时

需要严格控制材料的质量和应用方法。在高性能应用场景中，散热模组通常需

要配备风扇或液冷系统来辅助散热。风扇能够有效增强空气流通，液冷系统则

能够实现更高效的热量传递，特别是在高负荷工作环境下。 

（3）质量控制与测试 

质量控制是确保散热模组能够长期稳定运行的关键环节。测试方法通常包

括以下几种： 

热性能测试是评估散热模组散热效果的核心环节，主要通过模拟设备在高

负载下的工作环境，检测散热器的热导率、温升等关键参数。 

可靠性测试用于检验散热模组在长期高温环境下的稳定性。常见的测试方

法包括高温寿命测试、震动测试等，确保散热模组能够在实际使用中经受住各

种环境变化的考验。 

散热模组需要符合一定的行业标准和认证要求，如ISO、CE等，这些认证

有助于提高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2、关键企业情况 

双鸿科技是全球综合性专业散热解决方案提供商，产品主要应用于笔记型

计算机、桌上型计算机、服务器、投影机、光驱等领域，主要客户包括戴尔、

广达、仁宝、纬创、三星、和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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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鋐科技是全球知名的系统散热产品制造公司，产品于通讯网络、电力能

源﹑交通运输、伺服器、个人电脑及智能手机等领域。 

尼得科超众是散热产品的专业供应商。产品主要应用于台式电脑、笔记本

电脑、服务器、工作站等领域，主要客户包括戴尔、英特尔、英业达、广达、

仁宝、华硕等。 

三、下游产业 

1、产业链分析 

下游产业主要是散热模组的终端应用市场，涉及多个行业领域。消费电子

如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设备，对散热模组的需求量较大，随着设备性能

的提升，对散热技术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数据中心和服务器是散热模组的另

一重要应用领域，高效散热能确保设备在高功率、高负载环境下稳定运行。新

能源汽车中，电池组和电动机产生的热量也需要高效散热技术来保证安全性和

续航能力。工业设备和医疗设备对散热技术的依赖也越来越大，例如机器人和

自动化设备、医疗影像设备等。此外，LED照明、5G基站等领域也大力依赖散

热技术，以保障设备在高负载下的长期稳定运行。 

2、相关企业情况 

PC制造商：如联想、戴尔、惠普等，它们依赖于先进的散热模组来保证电

脑在高负荷运行时的散热效果。 

智能手机制造商：如苹果、三星、小米等，它们依赖于先进的散热模组来

保证手机在正常运行。 

电动车制造商：如特斯拉、蔚来、比亚迪等，他们在电动汽车的电池和电

机系统中应用高效散热技术，以提高电池性能和安全性。 

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公司：如谷歌、阿里巴巴和亚马逊等，它们依赖散热技

术保持服务器稳定运行，确保数据处理和存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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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球热管理现状与市场容量 

第一节 行业发展历程及现状 

随着现代电子设备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高功率、高频率、高集成度的设

备中，热管理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为了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延长其使用寿

命，有效的散热技术变得至关重要。热管理技术经历了从简单的空气冷却到更

加复杂和高效的液冷、热管冷却、相变材料（PCM）以及纳米流体等多种技术

的发展过程。 

1、早期热管理技术：空气冷却与金属散热器 

在电子设备发展的初期，散热问题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许多早期的电子设

备，尤其是家电、电视机和音响等，采用的是自然对流散热方式，即通过空气

流动带走设备产生的热量。空气冷却技术的核心在于风扇加速空气流动或依赖

自然对流将热量从设备表面带走。这种方法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因此被广泛

应用于低功率设备中。 

随着电子设备的发展，金属散热器（如铝合金散热片）逐渐被引入，进一

步提升了散热效率。金属散热器通过增大热源与空气之间的接触面积，有效提

高了热量的散发速度。然而，尽管空气冷却和金属散热器在低功率设备中表现

良好，它们的散热能力有限，尤其是在高功率、高集成度的设备中，空气冷却

技术的不足逐渐暴露出来。高功率电子设备需要更多、更高效的散热解决方

案，以避免过热引发的故障。 

2、中期发展：液冷技术与热管冷却的兴起 

进入9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服务器以及大型电子设备的快速发展，热管

理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液冷技术和热管技术逐渐成为主流。液冷技术凭

借其出色的热导能力，开始被广泛应用于高功率密度的设备中。液冷系统通过

流动的冷却液将热量从热源传递到散热系统，其热导效率远高于空气冷却，因

此能够满足高功率、高密度设备的散热需求。液冷系统分为直接液冷和间接液

冷两种形式。直接液冷将冷却液直接与热源接触，间接液冷则通过热交换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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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热量交换。 

与此同时，热管冷却技术逐渐走向成熟，并广泛应用于需要高效散热的小

型设备中，如笔记本电脑、移动设备等。热管通过液体在内部的蒸发与凝结相

变过程，传导热量至远离热源的散热片。这一技术具有结构简单、重量轻、无

动件等优点，非常适用于空间受限且需要快速散热的场合。 

除了液冷和热管技术，90年代还出现了热电冷却和相变材料（PCM）技

术。热电冷却利用热电效应，通过电流引起温差变化来实现散热，适用于一些

小型设备的精密温控；相变材料技术则通过材料的相变特性，吸收和释放热

量，调节设备的温度波动。相变材料在电池组、温控设备、LED照明等领域的

应用，展现了其在动态温度管理中的优势。 

3、现代热管理技术：浸没冷却与纳米流体 

21世纪初，随着电子设备性能的不断提升，热管理技术迎来了更加复杂和

高效的技术变革。液冷技术在数据中心、高性能计算机、工业设备和电动汽车

等高功率应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液冷系统的热导效率远高于空气冷却，能够

有效管理大量的热负荷，成为高功率电子设备的理想选择。在此基础上，浸没

冷却技术应运而生，特别是在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领域，浸没冷却技术通过

将设备直接浸泡在冷却液中，提升了热量的传导效率，并显著减少了能源消

耗。 

纳米流体技术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项新兴技术，它通过在液体中加入纳米

级颗粒（如金属或金属氧化物），大幅提高液体的热导率。相比传统液冷系

统，纳米流体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散热效率，还能更好地适应高功率密度设备的

散热需求。因此，纳米流体冷却技术在超级计算机、电动汽车及其他高功率电

子设备中逐渐成为一种理想的选择。 

与此同时，新型材料的引入，如石墨烯和碳纳米管，正在为热管理技术带

来革命性的变化。石墨烯以其极高的热导率成为下一代热管理技术的研究热

点。碳纳米管等纳米材料也被广泛研究，它们的超高导热性能使得它们在散热

效率上远超传统金属材料，为高效热管理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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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热管理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数据中心、电动汽车以及许多

工业应用中。液冷、热管冷却和相变材料等技术逐渐成为高功率设备散热的主

流方法，能够有效应对设备日益增长的散热需求。液冷技术尤其在数据中心和

高性能计算机中得到了大规模应用，其高效的散热性能和较低的能耗使其成为

最具潜力的热管理方案之一。与此同时，热管冷却技术因其紧凑、无动件的特

点，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热管理领域的发展趋向智能化和集成化。智能温控系统通过传感器和控制

算法实时监测设备温度，并根据需要自动调节冷却系统的工作状态，以确保设

备在最佳温度范围内运行。未来的热管理系统将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散热模

块，而是成为电子设备集成设计的一部分，提供更加高效、稳定的散热性能。 

热管理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电子设备性能的提升，满足了高功率密度和

高集成度设备的散热需求。随着新材料和新技术的不断创新，热管理领域将迎

来更加高效和智能化的未来。通过有效的热管理，不仅可以提升设备的性能，

延长使用寿命，还能降低能耗，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未来，热管理技术

的方向将更加注重能源效率、环保和系统集成。随着液冷和浸没冷却技术的不

断成熟，尤其是对于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设备，液冷系统将成为更为广泛的

应用趋势。与此同时，纳米流体、石墨烯和碳纳米管等新材料的研究不断深

入，将进一步提升热管理系统的性能。智能热管理系统的应用将使得电子设备

更加精密和高效，在节能和温控方面展现出更多的潜力。 

第二节 主流技术及其比较 

一、定义 

热管理是指通过有效的设计、优化、技术应用来控制、调节并分散设备、

系统或组件产生的热量。热管理不仅仅局限于散热组件，它还包括热源的管

理、温度的监测、热传导路径的优化、系统级的热流控制等。热管理的主要目

标：保持设备的正常工作温度，防止过热导致系统故障或性能下降；提高系统

的能效：通过有效散热减少能量浪费；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长期过高的温度会

加速电子元件的老化和损坏；保护系统安全性，高温可能导致火灾或其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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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热管理方法包括：主动冷却，如风冷、液冷等散热方式；被动冷却，如

散热片、热管、自然对流等；热设计，在产品设计阶段，考虑热量产生的分

布、材料的热传导特性等因素；温控系统，温度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等，用

于实时监控和调节系统温度。 

散热模组通常指的是一套集成的散热组件，专门用于在电子设备中管理和

排除多余的热量。这些组件通过物理和热传导方式帮助设备保持在安全的温度

范围内，防止过热。散热模组的形式可以是风冷、液冷、热管散热等，主要作

用是降低设备内部温度，提高其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散热模组的组成：（1）

热交换介质：如金属（铝、铜）、液体（冷却液、液体金属等）或气体（空

气）；（2）散热器：如散热片、散热管、热导管等；（3）风扇和泵：风冷系

统中有风扇，液冷系统中有水泵；（4）热接口材料：用于连接组件之间，帮助

热量的传导。 

散热模组是实现热管理的具体手段之一，热管理需要通过散热模组将多余

的热量从设备或系统中移除，确保温度在合理范围内。散热模组提供了具体的

热传导、散热解决方案，但热管理不仅仅是“散热”，它还涉及到如何从系统

层面管理和优化热流。不同的应用场景和设备对温度控制的要求不同，这直接

影响散热模组的选择。例如，在高性能计算机、AI服务器、数据中心中，需要

更为高效的液冷或热管散热模组，而在消费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中，可能

更偏向于风冷和散热片。 

二、主流技术及其比较 

为了解决高性能设备散热需求，全球范围内涌现了多种热管理技术，主要

有空气冷却、液冷、热管冷却、浸没冷却、相变材料（PCM）和纳米流体等几

种技术。 

1、空气冷却：传统且经济的解决方案 

空气冷却技术依赖空气流动将设备产生的热量带走，是最早被应用于电子

设备中的热管理方式。空气冷却的原理十分简单，通过风扇加速空气流动或依

靠自然对流，使热量从设备表面传递到环境中。由于其结构简单、成本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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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方便，空气冷却技术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家电及一些低功率设备中，如电

视、音响系统以及台式计算机。 

然而，随着设备性能的提升，特别是在高集成度、高功率密度的电子设备

中，空气冷却技术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尽管空气冷却技术在低功率设备中仍然

表现良好，但其散热效率较低，且在空间受限的环境中效果更为有限。因此，

空气冷却已逐渐被更高效的液冷、热管等技术所取代，尤其是在数据中心、高

性能计算机和电动汽车等高功率应用领域。 

图表 3 空冷示意图 

 

2、液冷技术：高效的散热方案 

液冷技术是当前热管理领域中应用最广泛且技术发展较为成熟的一种散热

方法。液冷技术利用液体的高热容和高热导率，将设备产生的热量迅速传导到

散热系统。液冷系统分为直接液冷和间接液冷两种类型，直接液冷是将冷却液

直接与设备接触，适用于热源密集的设备；而间接液冷则通过热交换器将热源

与冷却液隔离开来，适用于一些不便直接接触冷却液的高精密设备。 

在过去十年里，液冷技术在数据中心、高性能计算（HPC）、超级计算机

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数据中心，随着服务器和存储设

备的功率密度不断提高，液冷技术逐渐替代了传统的空气冷却。液冷技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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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效率高、降温稳定、节能等优点，可以显著降低能源消耗，并提供更稳定

的工作环境。 

随着液冷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冷却液的种类和配方也得到了不断优化。除

了传统的水冷系统外，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乙二醇、氟化液等多种冷却液逐

渐投入使用。与此同时，液冷技术与系统集成的结合，使得液冷系统不仅仅局

限于大型服务器，还开始在工业设备、电动汽车和消费电子中得到应用。 

图表 4 液冷技术路线 

 

3、热管冷却：高效传导与轻量化 

热管冷却技术以其卓越的热传导性能，在高效散热技术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热管通过内含的液体相变原理将热量迅速从热源传导到远离热源的散热器

上。热管冷却技术具有结构简单、重量轻、无动件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笔记本

电脑、移动设备、LED照明、激光器等小型设备中。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热管技术已经得到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热管阵列的

设计使得热管技术能够适应更多样的应用场景。热管冷却在高功率密度、小体

积设备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在消费电子领域尤其重要。现代笔记本电脑、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都采用了热管冷却技术，以确保设备在高性能

运行时保持适当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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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冷却技术在未来仍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尤其是在更加紧凑和高效的

散热方案的需求下。随着热管材料的不断创新，特别是利用纳米材料和复合材

料制成的热管，其热导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为未来设备散热提供更多的可能

性。 

图表 5 冷管技术流场示意图 

 

4、浸没冷却：革新性冷却方式 

浸没冷却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热管理方法，尤其在数据中心和高功率

电子设备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浸没冷却技术将设备完全浸泡在冷却液

中，通过液体的高热容量和热传导性能来实现高效的散热。与传统的风冷和液

冷系统不同，浸没冷却不需要风扇和空气流动，能够在更高的功率密度下进行

高效散热。 

在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服务中，浸没冷却能够显著降低冷却所需的能源消

耗，减少噪音，并提高设备的密度。通过将服务器完全浸没在冷却液中，散热

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浸没冷却技术的应用不仅有助于节约能源，还可以减

少设备的体积，提升系统的整体散热性能。 

浸没冷却技术在高功率应用中的潜力巨大，尤其是在未来随着电子设备和

数据中心规模的不断扩大，浸没冷却有望成为主流的冷却技术之一。 

图表 6 浸没冷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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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变材料（PCM）：调节温度的创新技术 

相变材料（PCM）技术通过利用材料在相变过程中吸收和释放热量的特

性，来调节设备的温度。相变材料能够在设备温度过高时吸收多余的热量并在

温度下降时释放热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设备在不同工作负载下的温度波

动。 

相变材料广泛应用于电池组、电动汽车、电气设备等领域，尤其在电池的

热管理方面表现突出。电动汽车的电池组、充电设施以及LED照明等设备中，

PCM已被用作关键的热管理材料。相变材料具有较高的热容量和较低的热导

率，能够在保持设备运行稳定性的同时，避免温度剧烈波动。 

随着对相变材料研究的深入，未来PCM的性能将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其在

高功率密度设备中的应用潜力将得到更广泛的挖掘。相变材料将成为新一代热

管理技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图表 7 相变材料散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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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纳米流体：提高热导率的创新方案 

纳米流体冷却技术利用纳米级颗粒（如金属、氧化物等）悬浮在液体中，

以显著提升液体的热导率。这种技术在提高传统液冷系统的热效率方面具有巨

大潜力，尤其是在处理高功率密度设备的散热问题时，纳米流体展示了其独特

的优势。 

通过将纳米颗粒分散在液体中，纳米流体能够有效提高液体的热导率，从

而加速热量的传递过程。纳米流体不仅可以应用于液冷系统，也可以作为新型

散热材料与其他散热技术相结合，提供更高效的散热解决方案。在超级计算

机、电动汽车、电力设备等领域，纳米流体技术已开始得到应用，并且其应用

前景仍在不断扩展。随着研究的深入，纳米流体在未来有望成为提升热管理效

率的重要技术之一，尤其是在高功率密度、高性能设备的散热问题中，将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表 8 纳米冷却技术示意图 

 

图表 9 主流技术对比情况 

技术类型 优点 缺点 适用场景 

空气冷却 成本低，结构简单，适 散热效率低，空间有限 个人电脑、手机、电视、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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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低功率设备 时效果差 照明等消费电子产品 

液冷 
热导效率高，适用于高

功率设备 

成本高，系统复杂，需

维护 

数据中心、高性能计算机、大

型服务器、电动汽车等 

热管冷却 
高效热导，体积小，重

量轻 

适用于低功率设备，传

导距离有限 

笔记本、智能手机、LED 照

明、电动工具等 

相变材料

（PCM） 

调节温度稳定，适用于

温控 

热量存储有限，适用于

低功率设备 

电池组、热保护服、温控设

备、电动汽车等 

热电冷却 
小巧、高效、无移动部

件，可靠性高 

散热能力有限，需与其

他技术结合使用 

激光器、精密仪器、热电发电

等 

气体冷却 高功率设备散热更高效 
成本高，技术复杂，设

备专用 

大型发电设备、核反应堆、高

功率电子设备等 

纳米流体

冷却 

提高热传导效率，适合

高功率密度 

成本较高，颗粒可能引

起堵塞或磨损 

超算、汽车、航天、电子器件

等 

第三节 全球热管理市场规模 

一、全球热管理行业概述 

随着电子设备日益高功率化、高集成化以及能源效率要求的提高，散热管

理成为了电子产品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散热技术不仅在消费电子、数据中心

和工业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设备等新兴市

场的崛起，散热需求也持续增长。全球散热技术市场正在迅速发展，预计未来

几年将继续增长。根据市场研究公司MarketsandMarkets1的报告，全球热管理市

场的规模将从2023年的约159.8亿美元增长到2028年的264.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

（CAGR）为10.5%。这表明全球范围内对热管理技术的需求在不断上升，尤其

是在高功率电子设备和电动汽车等领域。这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1）

电子产品功率密度增加：随着智能手机、计算机、物联网设备的广泛应用，高

集成度、高性能电子元器件的散热需求日益增加。（2）电动汽车市场的兴起：

 
1 MarketsandMarkets：https://www.marketsandmarkets.com Global Thermal Management Market - Growth, 

Trends, and Forecast (2023 - 2028)  

https://www.marketsandmarke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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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EV）的电池管理系统需要高效的散热技术来维持电池的工作温度，

推动了散热技术的发展。（3）数据中心与云计算需求增加：随着云计算和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中心对散热的要求不断提升，尤其是液冷技术的应用。 

图表 10 2023-2028 全球散热技术市场规模与增长预测  

 

数据来源：MarketsandMarkets 

二、区域分析 

根据 Technavio 的报告2，全球热管理市场在不同地区表现不一。亚太地区是

热管理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印度、日本等国，消费电子、汽车

和数据中心行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热管理需求。预计亚太地区将在 2023 年占据

全球市场的 40%以上份额。 

北美市场由电动汽车、数据中心以及高性能计算领域的需求驱动。美国是全

球电动汽车市场的重要基地，同时数据中心的建设也推动了液冷和浸没冷却技术

的应用。 

欧洲地区在新能源汽车和绿色能源方面推进力度较大，电动汽车市场和工业

设备的散热需求也在增加。欧洲在高效能热管理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和政策支持

使其成为全球热管理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Technavio：https://www.technavio.com Thermal Management Market by Application and Geography - Forecast 

and Analysis 2023-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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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全球热管理市场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Technavio 

第四节 中国热管理市场规模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其热管理市场在过去几年也展现了快速

的增长，根据 QYResearch 的最新报告，预计中国热管理市场在 2023 年将达到约

55.8亿美元，并且到 2028年市场规模将增至 92.5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

为 10.7%。推动市场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有： 

（1）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飞速发展成为热管理技术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随着电池、电动机、逆变器等高功率部件的广泛应用，液冷和热管技术等先进热

管理技术逐步取代传统的空气冷却系统。在中国，电动汽车已成为全球最大市场，

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使得电动汽车的热管理需求迅速攀升。 

（2）消费电子行业的技术创新和需求增长也促进了热管理市场的扩展。中

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国，同时也是主要的消费市场。随着智能

手机、笔记本电脑、电视等高性能电子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这些设备的功率密

度逐年上升，导致对高效散热技术的需求日益增加。在这种背景下，热管、液冷

等技术成为解决高功率设备散热问题的有效手段。 

（3）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是推动热管理市场增长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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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中国近年来在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促使数据中心的数量不断

增加，这对热管理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在超高密度服务器和大规模计算

平台中，液冷和浸没冷却等高效散热技术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风冷系统，这些技术

能够更好地应对数据中心日益增长的热量产生问题。 

（4）中国的制造业和重工业领域也对热管理技术提出了持续的需求。随着

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新能源设备的应用，如何有效地管理电动机、变压器

等设备产生的热量，已成为提高生产效率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关键。 

另外，在各个领域的细分需求也有所不同。在技术类型方面，液冷技术在电

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以及数据中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预计将成为未来市场中

的主流技术。热管技术在消费电子和 LED 照明等领域的应用也相对成熟，因其

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廉、散热效率高等优势。而浸没冷却技术则主要应用于高

密度计算设备和大规模数据中心，因其出色的散热性能，正在逐步扩大应用范围。 

图表 12 中国热管理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QYResearch 

中国热管理市场的区域分布上，东部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等

地由于消费电子、汽车和数据中心产业的集中，市场需求较为集中，尤其是深圳、

广州等城市。而华北地区如北京和天津，随着电动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热管

理技术的需求持续增长。中西部地区尽管热管理技术的需求较东部地区少，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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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工业发展和新能源领域的扩展，相关需求也在逐步增加。 

图表 13 中国热管理市场的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QYResearch 

第五节散热模组细分市场规模  

一、 散热模组整体概况 

1、 散热模组概念及其应用背景 

热致失效是影响电子设备工作性能和效率的主要因素。每一个具有阻值的元

器件都是一个发热源，元器件产生的热量会导致系统温度升高及热应力的增加，

进而影响元件、主板及设备在高温下的可靠性，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引发安全问题。

随着电子设备热功率密度的日渐提升，热致失效问题也愈发凸显。散热模组通过

快速传导热量，使设备保持稳定的工作温度和性能，防止设备过热而损坏。 

散热模组通常指的是一套集成的散热组件，这些组件利用热交换介质与发热

源接触，将热量传导至散热结构，再通过自然对流、强制对流或者辐射等方式将

热量排出，帮助电子设备保持在安全的温度范围内，防止热致失效。因此散热模

组作为电子设备、汽车、储能等行业中关键的技术组件，在产品设计中得到普遍

的重视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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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模组一般包含以下组件：（1）热交换介质：如金属（铝、铜）、液体

（冷却液、液体金属等）或气体（空气）；（2）散热器：如散热片、散热管、

热导管等；（3）风扇和泵：风冷系统中有风扇，液冷系统中有水泵；（4）热

接口材料：用于连接组件之间，帮助热量的传导。当前，随着电子设备、汽

车、储能等行业的高速发展及其对高功率密度散热需求的不断变化，散热解决

方案也日趋多样，由多种散热组件组合而成的散热模组逐渐成为市场发展方

向。 

2、散热模组总体市场规模 

散热模组作为电子产品、汽车、数据中心等行业中关键的技术组件，承担

着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和延长使用寿命的重要任务。随着全球对高效能产品的需

求不断提升，散热模组行业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根据MarketsandMarkets

的最新报告，全球散热模组市场预计将在2023年达到约80亿美元，并将在2028

年增长至约125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9.5%。 

图表 14 全球散热模组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MarketsandMarkets 

二、 散热模组细分市场分析  

散热模组是维持电子设备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组件，广泛应用于 PC，服务

器、新能源等行业，上述行业的增长极大拉动了散热模组需求的增长。随着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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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高功率密度计算需求的增加以及硬件处理能力的提升，设备的散热问题变得

尤为重要。由此带动散热模组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增长态势。 

1、散热模组在电脑 PC 中的应用 

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云计算的广泛应用以及游戏行业的蓬勃发展，市场对

高性能计算设备的需求大幅增长，直接拉动了 AIPC 的出货量。根据 IDC 数据统

计显示，全球 AIPC（高性能嵌入式计算设备）的出货量从 2024 年的 5,730 万台

快速增长到 2028 年的 26,010 万台，增长速度在 2024 至 2026 年间尤为显著；预

计 2025 年将同比增长 90.1%，2026 年同比增长 72.1%，2027 至 2028 年间仍保

持 16.7%的高增长速度。受此影响，Non-AIPC（主要包括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

的出货量将从 2024 年的 20,370 万台逐年增长至 2028 年的 2,060 万台，出货急剧

下降。 

散热模组在 PC 领域主要用于控制 CPU、GPU 等核心部件温度。Non-AIPC

的散热需求较为稳定，技术路径也较为成熟，以风冷为主。然而，AIPC 通常需

要承担高频率、高负载的计算任务，散热技术路径较为复杂，涵盖风冷、液冷、

热管、匀热板等技术，且随着高性能计算需求激增，散热模组单位价值量也在不

断上升。 

Non-AIPC 的散热模组技术较为成熟，单位价值约为 4.9 美元。而 AIPC 散热

模组由于技术路径较为复杂，单价较高，且单位价值量随计算性能呈现不断上升

趋势，预计 2024 年到 2028 年，AIPC 散热模组单位价值为 12 美元-28 美元左右。

结合汇率（1 美元=7 元人民币），可以计算 2024 年，Non-AIPC 散热模组市场规

模约为 69.87 亿元人民币；AIPC 散热模组的市场规模约为 48.13 亿元人民币，

2024 年 PC 散热模组市场总规模达到 118.00 亿元人民币。 

未来几年，PC 散热模组市场规模随着 AIPC 出货量增长而持续扩大。2025

年，Non-AIPC 市场规模由于出货量下降，下降至 56.05 亿元人民币，而 AIPC

市场规模达到 137.21 亿元人民币，总市场规模增至 193.26 亿元人民币；2026

年，受 AIPC 高速增长的推动，PC 散热模组总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到 292.68 亿

元人民币；预计到 2028 年，随着 AIPC 渗透率的不断增长以及单位价值量的提

升，PC 散热模组市场总规模将达到 516.86 亿元人民币。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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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 全球 PC 散热市场规模 

计算机散热模组市场规模 2024 2025E 2026E 2027E 2028E 

全球数据      

① AIPC（万台） 5,730 10,890 18,740 22,290 26,010 

② Non-AIPC （万台） 20,370 16,340 8,840 5,630 2,060 

合计 26,100 27,230 27,580 27,920 28,070 

③传统 PC散热单位价值量

（约 4.9美元） 
4.9 4.9 4.9 4.9 4.9 

④AIPC散热 单位价值量

（12-28美元 ） 
12 18 20 25 28 

参考汇率 1美元=7元人民

币 
7 7 7 7 7 

⑤Non-AIPV散热=②*③

（亿元） 
69.87 56.05 30.32 19.31 7.07 

⑥AIPC散热=①*④（亿

元） 
48.13 137.21 262.36 390.08 509.80 

全球 PC散热市场规模（亿

人民币)=⑤+⑥ 
118.00 193.26 292.68 409.39 516.86 

数据来源：IDC、汉鼎咨询行业调研 

2、散热模组在服务器市场的应用 

受益于全球数据中心的扩建和设备更新、人工智能（AI）应用增加以及高性

能计算需求的提升，服务器市场近年来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其中，普通服务

器是数据中心中最为常见的类型，主要用于支持日常的计算任务和业务运行。根

据数据显示，普通服务器的出货量从 2021 年的 366.9 万台增长至 2025 年的 422

万台，增幅为 15.1%，虽然增幅逐渐放缓，但依然是服务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速计算服务器（如 AI 计算服务器、GPU 训练服务器等）是近年来增长最

快的服务器类型。根据数据显示，加速计算服务器的出货量将从 2021 年的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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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迅速增长至 2025 年的 94.5 万台，总体增幅达到 309%。这一快速增长主要

得益于 AI 计算、GPU 训练、边缘计算等对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激增。与普通服务

器相比，加速计算服务器的市场扩展更加依赖于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场景的拓

展。然而，新兴技术数据量爆发式增长需要海量服务器支撑，受限于土地面积和

环保政策规定，增加单机柜功率密度成为调和高增的算力需求与有限的数据中心

承载能力的关键解决方案，这也推动了散热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在液冷技术在散

热模组中的应用。 

服务器散热模组包括风冷模组和液冷模组两种。其中风冷模组仍然占据市场

主导地位。但随着政府对数据中心 PUE（数据中心总能耗/IT 设备能耗）要求趋

严，液冷模组在加速服务器中渗透率正加速提升。根据 IDC、国信证券经济研究

所预测，2025 年液冷模组在通用服务的器渗透率将达到 15%；在加速服务器的

渗透率将达 50%。假设通用服务器单芯片平均功耗提升至 250W；加速服务器单

芯片功耗提升至 500W（参考-昇腾 910TDP 约 400W）；根据调研 2025 年风冷、

冷板式、浸没式单位成本分别为 2,430、4,000、80,00 元/kW；综合以上信息，散

热模组在服务器市场的应用规模将从 2021 年的 70.7 亿元增长到 2025 年的 186.2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接近 27.39%。具体测算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表 16 服务器散热模组市场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E 

  1、通用服务器(万台) 366.9  364.4  375.4  401.9  422.0  

  平均 CPU 数量(片/台) 2.0  2.0  2.0  2.0  2.0  

  平均功耗(w) 170  185  200  230  250  

  ①服务器总功耗(kw) 
       

1,247,460  

 

1,348,280  

      

1,501,600  

      

1,848,740  

      

2,110,000  

  ②风冷占比 100% 99% 97% 90% 85% 

  ③风冷单价(元/kw) 4500  4000  3500  2700  2430  

  ④风冷市场规模(亿元)=①*②*③ 56.14  53.39  50.98  44.92  43.58  

 ⑤冷板式液冷占比 0% 1% 3% 9% 14% 

⑥ 冷板式液冷单价(元/kw)  8000  5500  4500  4000  

 ⑦浸没式液冷占比  0% 0% 1% 1% 

⑧浸没式液冷单价(元/kw)  15000  11000  9000  8000  

液冷市场规模(亿元)=⑤*⑥+⑦*⑧   1.08  2.48  9.15  13.50  

  2、加速计算服务器(万台) 23.1  28.5  35  63  94.5  

  平均 GPU 数量(片/台) 4  6  6  8  8  

  平均功耗(w) 350  375  400  45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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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服务器总功耗(kw) 323400  641250  840000  2268000  3780000  

②风冷占比 100% 90% 85% 75% 50% 

③风冷单价(元/kw) 4500  4000  3500  2700  2430  

  风冷市场规模(亿元)=①*②*③ 14.55  23.09  24.99  45.93  45.93  

⑤冷板式液冷占比 0% 9% 13% 22% 45% 

⑥冷板式液冷单价(元/kw) 
 

8000  5500  4500  4000  

⑦浸没式液冷占比 0% 1% 2% 3% 5% 

⑧浸没式液冷单价(元/kw) 
 

15000  11000  9000  8000  

液冷市场规模(亿元))=⑤*⑥+⑦*⑧ 
 

5.58  7.85  28.58  83.16  

风冷市场合计(亿元) 70.7  76.5  76.0  90.9  89.5  

液冷市场合计(亿元) 0.0  6.7  10.3  37.7  96.7  

服务器散热市场（亿元）=1+2 70.7  83.1  86.3  128.6  186.2  

数据来源：IDC、国信证券研究所 

3、散热组件在储能领域应用 

储能系统主要以电池为储能载体，通过储能变流器进行可循环电能存储、释

放的系统，一般包含电池组、散热组件、储能变流器(PCS)、电池管理系统(BMS)、

能量管理系统(EMS)以及其他电气设备。其中散热组件起到保障储能系统处于最

佳运行温度区间、防止系统热失控的重要作用。随着新能源在电力供应中比例的

提高和煤电的逐步退出，储能装机量快速提升，储能电池系统单体的容量及功率

也在快速增大。高功率的密度对散热处理要求较高，同时储能系统内部容易产生

电池产热和温度分布不均匀等问题，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大。 

储能散热组件主要包括风冷和冷液组件。其中，风冷组件具有结构简单、成

本较低、维护相对方便等优势，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液冷组件相较风冷系统具有

低能耗、高散热等优势，新增储能中应用已较为普及。在散热效率方面，液冷的

热交换系数远高于风冷，且较风冷可节省 40%的空间。随着储能系统单体规模以

及能量密度的提升，系统工作时所产生的热量也将大幅增加，散热效率更高的液

冷组件有望成为主流方案。 

根据中国能源研究会储能专委会/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CNESA）全球

储能项目库的统计：2024 年全球新增投运电力储能项目装机规模 30.7GW，同比

增长 98%，其中，新型储能新增投运规模首次突破 20GW，达到 20.4GW，是 2021

年同期的 2 倍。中国、欧洲和美国继续引领全球储能市场的发展，三者合计占全

球市场的 86%。中国已投运电力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59.8GW，占全球市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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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 25%，年增长率 38%，其中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突破 10GW，达到

13.1GW/27.1GWh，功率规模年增长率达 128%，能量规模年增长率达 141%。假

设风冷组件单位价值量从 2021年的 0.5 亿元/GWh 降低至 2025年 0.3亿元/GWh；

国内液冷价格竞争激烈，2023 年平均报价约 0.4 亿元/GWh，考虑海外市场价格

较高，假设 2025 年储能液冷组件单位价值 0.43 亿/GWh，基于此，预计 2025 年

全球储能领域风冷和液冷组件市场规模合计有望超过 100 亿元。 

图表 17 全球储能散热组件市场规模 

储能散热市场规模测算 

 2021 2022 2023 2024E 2025E 

全球新型电力储能累计装机(GWh) 
50.80  106.00  289.20  458.20  741.00  

①全球新型电力储能新增装机(GWh) 10.00  55.20  183.20  169.00  282.80  

②风冷渗透率 85% 70% 32% 25% 23% 

③风冷单位价值量(亿元/GWh) 0.5  0.45  0.35  0.33  0.32  

④储能风冷市场规模/亿元=①*②*③ 4.3  17.4  20.5  13.9  20.8  

⑤液冷渗透率 15% 30% 68% 75% 78% 

⑥液冷单位价值量(亿元/GWh) 0.85  0.78  0.48  0.47  0.43  

⑦储能液冷市场规模/亿元=①*⑤*⑥ 1.3  12.9  59.8  59.6  94.9  

风冷+液冷规模合计/亿元=④+⑦ 5.5  30.3  80.3  73.5  115.7  

数据来源：CNESA、国信证券研究所 

4、散热组件在新能源汽车中的应用 

汽车行业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不断壮大的产业规模导致石油需求量与尾

气排放量迅速增加，成为限制能源安全和增大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之一。新能源汽

车以其零排放、无污染、噪声小等优点被认为是最适合未来社会、最具有发展前

景的交通工具之一。根据 EVTank 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由 2021 年的

670 万辆增长为 2024 年的 1,823.6 万辆，年复合增长率达 41.01%，预计 2030 年

将达到 4,405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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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数据来源：EVTank 

中国是全球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大国。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286.6 万辆，同比增长 35.5%，占全球销量比重由 2023 年 64.8%提升至 70.5%，

带动全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40%。随着电动汽车取代燃油汽车的变革大规

模开展，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汽车行业必将经历巨大转变，这对保障我国能

源安全、降低碳排放量具有积极作用。 

新能源汽车对保障全球能源安全、降低碳排放量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发展新

能源汽车产业已成为国家、社会、产业界的共识和战略聚焦，而蕴含其中的热管

理系统是决定汽车性能、安全和效率的关键基础。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

系统中电池液冷板单车价值约为 700 元，根据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推测 2022 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液冷板的市场规模约为 75.74 亿元。在不考虑电池集成

技术革新所引致的电池液冷板产品附加值提升等因素的情况下，预测 2025 年全

球动力电池液冷板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156.80 亿元，其中国内市场规模将达到

115.50 亿元3，全球动力电池冷液板较 2022 年分别增长 68.57%和 107.02%，具有

广阔的成长空间。 

5、散热组件在光伏产业中的应用 

 
3 中国 2025 年汽车销量预期为 1,600（含出口），《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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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2024 年全球光伏逆变器行业市场出货量规模达 469GW，四年复

合增速约 28.30%。初步估算，2025 年全球光伏逆变器行业市场出货量规模将达

492GW。 

图表 19 2021-2025 年全球光伏逆变器出货量及预测（GW） 

数据来源：S&P Global、PV InfoLink  

光伏发电系统主要由太阳能电池板（光伏组件）、控制器和光伏并网逆变器

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光伏逆变器能够把太阳能电池板发出的直流电逆变为交流

电，供负载使用或并入电网，是光伏发电系统的核心设备之一。逆变器使用年限

一般为 10-15 年，但光伏电站平均可用年限在 25 年左右，在光伏电站发电的生

命期限内，逆变器具有存量替换需求。因此，除新增光伏装机需求外，未来几年

逆变器替换需求市场有望持续增长。 

图表 20 全球光伏逆变器替换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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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Wood Mackenzie 

光伏逆变器是新能源发电以及储能的核心组件，能够将直流电转化为可并入

电网或供负载使用的交流电的设备，其运行稳定性直接关联着系统整体的功率输

出和效率。而逆变器在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热量，如无合理散热设计，极易造成过

热故障，影响转换效率，降低元器件使用寿命，进而直接作用于发电收益，因此

散热组件对于保证光伏转换效率以及发电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保证电站

稳定运行的关键。光伏装机量的快速增长及替换需求将为散热市场带来巨大的市

场需求。 

六、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1、市场竞争格局 

散热模组是电子设备可靠性设计的一项关键技术，伴随着电子设备的出现应

运而生。与电子设备发展路径极为相似，我国散热模组相较于欧美、日本等发达

国家发展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下游应用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电子制造业

向我国的转移，我国散热模组产业作为下游行业重要的配套行业，在此过程中不

断发展壮大。 

（1）PC 散热模组市场竞争格局 

从全球热管理产业整体发展来看，在消费电子散热模组细分领域，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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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在高端市场仍然占据优势地位。如奇鋐科

技 PC 散热模组在竞技电脑市场占有率为 70%以上。国内散热企业在技术实力、

工艺水平、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较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定差距，但得益于中国大

陆电子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崛起，推动了国内热管理行业的快速发展，散热

模组产品国产化进程也随之加速。 

根据 2024 年数据，在 PC 散热模组细分市场，以台达电子（Delta）、奇鋐

（Auras）4、双鸿（Cooler Master）5、建准（Sunon）为代表的台资企业，凭借深

厚的技术积累及绑定国际大客户的先发优势，占据了高端市场，其市场占有率约

为 50-60%6；日本和美国为代表的国外企业，在 PC 散热模组市场占比约为 20%-

30%；国内企业在 PC 散热模组市场占比约为 10-20%，具备一定的国际市场竞争

力。 

（2）服务器散热模组市场竞争格局 

全球服务器散热模组市场的集中度较高，头部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和客户绑定

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以台达电子、奇鋐、双鸿为代表的台资企业市场占有率

为 35%-45%。其中，台达电子作为全球液冷龙头，其冷板方案占数据中心市场

25%以上，客户包括 AWS、Azure；奇鋐科技作为服务器均热板（VC）核心供应

商，服务于英伟达 GPU 散热模组；双鸿科技（Cooler Master）：浸没式液冷技术

领先，与 Meta 合作试验全浸没机房。以美国 Vertiv、日本 Nidec 为代表的国外

企业市场占有率在 40%-50% 左右。国内以华为、浪潮信息、英维克、中科曙光、

莹帆科技为代表的企业占全球服务器散热市场约 12%-15%规模，但占我国服务

器散热市场约 35%-40%市场份额7。 

 
4 奇鋐 2024 营业收入为 717.61 亿台币，其中散热产品收入为 389 亿台币≈86.28 亿元人民币，其散热产

品主要源自服务器增长，按照 2022、2023 年与 2024 年收入构成比较，预计其 PC 散热产品收入占总收入

21.9%以上。 

5 双鸿 2024 年营业收入为 157.70 亿元台币，其中 PC 产品占比为 39%，约为人民币 13.5 亿元。 

6 根据 2022 年台达电子财报，其散热业务营收超 20 亿美元，占全球高端市场约 40%；戴尔、惠普、联想

等品牌商的供应商名单显示，台资企业占其 PC 散热模组采购量的 60%-70%（来源：Counterpoint, 

2023）；《电子时报》（台湾）2023 年 7 月报道：“台系散热模组厂凭借技术优势，稳占全球 PC 市场六

成份额，双鸿、奇鋐等企业持续扩产。” 

7 IDC《全球数据中心散热市场预测（2023-2027）》、台达电子 2023 年液冷业务白皮书、中国信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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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能源散热组件市场竞争格局 

新能源作为高速发展的蓝海市场吸引了不同技术背景的企业相继布局。整体

来看，从系统设计、散热方式、控制精度等角度出发，数据中心热管理与储能系

统热管理存在一定的相通性，数据中心领域的经验或可部分移植至储能场景。车

用热管理厂商在技术能力、客户资源等方面具有较多积累，亦正加速布局储能热

管理市场。虽然动力电池与储能电池在能量密度、循环寿命等方面差异较大，但 

两者在热管理技术层面存在较大的共性，车用热管理厂商在技术上具备切入储能

热管理领域的条件。因此，储能热管理、数据中心热管理、车用热管理在客户结

构上存在一定的重叠。 

储能散热组件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细分领域，整体规模有限，市场参与者主要

为其他热管理领域的“跨界”企业。随着下游需求的快速启动，越来越多的厂商

开始在储能散热组件领域加大投入，从各家企业的背景来看，可大致将目前储能

散热组件市场的参与者分为数据中心热管理领域企业（如双鸿科技、奇鋐科技、

尼得科超众、昆山品岱、莹帆科技）、工业冷却设备领域企业（高澜股份、同飞

股份）、以及汽车热管理企业（祥鑫股份、银轮股份、三花智控）。数据中心热

管理领域企业主要专注于散热组件和热管理解决方案，工业冷却设备领域企业产

品集中在散热设备系统集成，而汽车热管理企业产品聚焦于带有散热功能的精密

结构件。 

新能源汽车散热组件相对于传统汽车散热组件是纯增量市场。相较于传统汽

车的热管理，新能源热管理系统的管理对象从座舱延伸到电池、电机、电控等领

域、其功能从单纯的降温延伸到保温、制热功能。在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细分赛道，

日本电装、韩国翰昂、法国法雷奥、德国马勒等头部企业具有先发优势，目前占

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国内公司银轮股份、三花智控等本土厂商凭借响应优势和

成本优势抢占头部企业市场份额，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 

2、行业主要企业 

 
《数据中心液冷技术发展白皮书（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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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达电子（股票代码：2308.TW）双鸿科技成立于 1971 年，是全球领

先的电力电子与热能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主要产品包括工业/消费电子电源、

电动车充电桩，数据中心液冷系统、服务器/PC 散热模组，机器人伺服驱动器、

工业物联网（IIoT）平台，太阳能逆变器、储能系统、智能楼宇能源管理，电机

控制器、车载充电器（OBC）、电池管理系统（BMS），产品应用于电源管理与

转换、散热解决方案、基础设施、电动车等，主要客户苹果、微软、亚马逊、谷

歌（数据中心液冷与电源），特斯拉、比亚迪、奔驰（电动车零部件），ABB、

西门子、施耐德电气（工业自动化设备），NextEra Energy（储能系统）、沙特

ACWA Power（太阳能逆变器）。2024 年台达电子营业收入为 4,211.48 元亿新台

币，约为人民币 934.11 亿元（按照 2024 年 12 月 31 日汇率，1 新台币≈0.2218

人民币）。 

（2）双鸿科技（股票代码：3324.TW）双鸿科技成立于 1998 年，1999 年 11

月转型为综合性专业散热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产品包括散热器、散热片、散热

模块、散热导管、风扇等，产品主要应用于笔记型计算机、桌上型计算机、服务

器、投影机、光驱等领域，主要客户包括戴尔、广达、仁宝、纬创、三星、和硕

等。2024 年双鸿科技营业收入为 157.7 亿新台币，约为人民币 34.97 亿元。 

（3）奇鋐科技（股票代码：3017.TW） 奇鋐科技成立于 1991 年，是全球知

名的系统散热产品制造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CPU 散热器、散热片、风扇、笔电

散热模组、石墨、热管、均热板、水冷 散热器﹑水冷板等各式散热解决方案产

品，主要用于通讯网络、电力能源﹑交通 运输、伺服器、个人电脑及智能手机

等领域。2024 年奇鋐科技营业收入为 717.61 亿新台币，约为人民币 159.17 亿元。 

（4）尼得科超众（股票代码：6230.TW） 尼得科超众成立于 1973 年，是散

热产品的专业供应商。2018 年，日本尼得科集团完成对超众科技的收购，成为其

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尼得科超众主要产品包括散热片、热管、热板、散热

模组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工作站等领域，主要

客户包括戴尔、英特尔、英业达、广达、仁宝、华硕等。2024 年尼得科超众营业

收入为 26,070.94 亿日元，约为人民币 1,205.34 亿元（1 日元≈0.046233 元人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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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昆山品岱 

昆山品岱电子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 年，是国内领先的散热产品制造企业之

一，昆山品岱主要生产包括电脑、服务器、医疗、新能源汽车、特种设备和通讯

设备等散热产品。 

2019 年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荣达”）收购昆山品

岱电子有限公司 55%股权，完成对昆山品岱控股；2022 年飞荣达收购昆山品岱

17.07%的股权，完成对昆山品岱 100%控股。目前，品岱电子有限公司是飞荣达

全资子公司。2024 年昆山品岱营业收入为 6.38 亿元。 

（6）苏州天脉 

苏州天脉导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专注于导热散热材料及元

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热管、均温板、导热界面材料、石墨膜

等，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安防监控设备、汽车电子、通信设备等

领域。2024 年，苏州天脉热管理材料及器件收入共计 9.28 亿元。 

（7）中石科技 

中石科技成立于 1997 年，是一家致力于使用导热/导电功能高分子技术和电

源滤波技术提高电子设备可靠性的专业化企业，产品包括导热材料、EMI 屏蔽

材料、电源滤波器以及一体化解决方案，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消费电子、

通信、汽车电子、高端装备制造、医疗电子等领域。2024 年中石科技导热材料收

入 14.90 亿元。 

（8）莹帆科技 

重庆市莹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导热散热产品研究与应用的企

业，在材料配方、加工工艺、产品结构、自动化等多个方面掌握了自主核心技术。

莹帆科技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服务器、新能源和储能等领域，建立了华硕、

戴尔、惠普、清华 同方、小米、华为、联想、比亚迪等在内的一批优质稳定的

客户资源，产品性能获得市场认可，声誉良好。 

https://kuaicha.10jqka.com.cn/yuqingwebapp/yuqingapp/#/companyDetail?id=Q00441E52E&pointFrom=tshqy&scFrom=no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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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一、热管理行业基本情况 

全球工业的崛起提高了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信息技术的实现依赖电子

装备的性能。随着电子装备向高频段、高增益、高密度、小型化、快响应、高指

向精度方向的发展，带动电子设备热流密度的急剧提升，然而电子设备功能逐渐

增加并且复杂化和体积逐渐缩小的矛盾严重制约了电子元器件和设备的热可靠

性。为提高电子元器件和设备的热可靠性以及对各种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单一

散热手段已难以满足需求，要多种散热技术构成的散热模组合，相应地也推动了

散热模组价值量的提升。 

以数据中心应用为例。大模型和生成式 AI 的发展对算力、算法平台和数据

管理提出了全新要求，传统以 CPU 为中心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已难以满足日益增

长的交互需求。为了满 AI 模型的训练和部署需求，数据中心需要大量高性能、

高稳定性的 GPU 算力资源，并以实现基础设施对大模型和生成式 AI 的全方位

支持。而随之而来的功耗上升，使得传统风冷技术难以满足散热需求，液冷技术

成为数据中心散热设计的关键方案。 

二、行业发展情况和技术水平 

1、国外和部分区域厂商占有先发优势 

国外厂商和中国台湾厂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全球主要电子设备厂商和

汽车制造商建立了深度绑定的合作关系，且这些厂商在项目开发中通常会优先选

择熟悉的零部件供应商，进一步巩固了国外巨头的市场地位。因此，从传统散热

角度，中国台湾地区散热产业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在水冷板领域，北美企业相

较更具优势；在氟化液等新兴散热技术领域，日本企业因在材料方面具备优势更

具竞争力。 

国内散热模组产业起步比较晚，相应的热分析工业软件更是严重缺乏，在“产

学研用”等方面尚未形成系统化、规模化的产业效应。然而，随着全球制造业转

移和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崛起，全球 90%以上的散热模组（包括热导管、均温板、

3DVC 散熱模组）厂商都将制造中心设置在中国大陆，带动大陆产业链的日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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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2、“数字基建”重塑散热技术，中国厂商全球竞争力逐步增强 

2025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联合

印发《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指引提出到 2029 年，国家数据基础设施

建设和运营体制机制基本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开启新一轮以数据为中心的数字基

础设施布局。 

数据中心作为承载各类数字技术应用的物理底座,在新基建政策加持下将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数据中心建设推动下，散热行业正从风冷技术转向水冷技术，

对原有散热格局造成一些冲击，这为大陆散热产业提供补链强链的机遇。根据

QYResearch 数据显示，全球数据中心液冷技术生产商主要包括 Vertiv、Stulz、

Midas Immersion Cooling、Rittal、英维克、曙光数创和华为等；2023 年国内公司

中英维克市场份额居于全球第五位，曙光数创和华为进入全球 TOP10 行列，中

国厂商已具备一定全球竞争力。 

三、行业发展趋势 

1、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随着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消费电子、数字基建、智能交通、清洁能源等热管理主要应用领域加速融

合，带动全球散热行业需求持续增长。。 

消费电子是散热管理的主流应用市场，在 5G 商业化部署不断加速的背景下，

消费电子产品功能和功耗不断提升，发展趋向于高性能化、微型化和密集化，由

此带来的发热量及散热需求的相应增加。与此同时，随着终端智能化发展，家用

机器人、 AR/VR 设备、折叠屏手机、智能投影、可穿戴设备等高成长的新兴消

费电子应用场景也将为散热管理带来更大的市场需求。 

除消费电子领域外，散热应用范围已向数字基建、智能交通及清洁能源等领

域拓展。目前数字基建需求与行业景气度正不断提升，其数字信息收集、传输、

储存与计算等各个环节的终端电子设备均对散热有一定要求。而 AI 技术的迅猛

发展带来了算力的大幅提升，将对芯片、单板和系统的散热管理（如液冷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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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没式液冷散热等）带来巨大挑战。 

智能交通亦成为散热管理下游应用的新兴赛道，随着汽车向新能源化和自动

化方向发展，汽车内电子设备数量增多，结构更为复杂。新能源汽车对电子设备

的设计更加成熟化和标准化，其内部电子设备大多具有散热需求。 

在清洁能源行业中，锂电池、光伏和储能对公司的电子设备可靠性综合解决

方案需求相对较大，催生了大量电子设备可靠性综合解决方案的需求。储能设备

工作时产生的热量较多，衍生的散热解决方案需求量较大 

在上述多重因素共振下，全球热管理市场规模将从 2021 年的 145 亿美元增

加至 2026 年的 209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为 7.6 %，市场需求稳步增长。 

2、“双碳”目标下，冷液技术成为解决数据中心散热需求的主流技术 

“双碳”目标提出以来，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 PUE（数据中心总

能耗/IT 设备能耗）提出更高要求。工信部《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提出到 2023 年底，新建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 PUE 降低到 1.3

以下，东数西算枢纽节点及寒冷地区力争降低到 1.2 以下。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对

PUE 限制更为严格。然而，据信通院数据，2023 年我国数据中心平 PUE 为 1.48。

政策的要求与数据中心实际运行的 PUE 尚存在仍有较大差距，需要采用更加高

效节能的技术及设备，降低数据中心能耗。 

传统风冷技术 PUE极限值为 1.25，液冷技术能够实现数据中心能耗低至 1.1，

可充分满足国家层面对 PUE 的规范要求。因此，液冷技术作为高效绿色的数据

中心冷却方案，成为国家及地方政策鼓励采用的重要节能技术，液冷技术有望得

到更多应用。根据中邮证券数据显示，2023 年数据中心液冷渗透率约为 13%，

预计 2030 年提升至 33%左右，获得 55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3、国产替代为散热行业发展的长期逻辑，优质厂商有望迎来放量突破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趋势下，电子设备上游散热模组的供应稳定性也在逐

渐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电子设备厂商对于上游产业链自主可控的紧迫性也愈发

凸显。尤其是散热组件这种国内厂商切入较为艰难的环节，可能会面临国际或中

国台湾厂商断供风险，因此上游厂商对于国产供应商的导入更为急切。在散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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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特别是以风冷为代表的散热组件作为高速智能服务器的的基础配套部件，主

要由日本和台湾地区控制，国产化率严重不足。但当前趋势下，国内部分供应商

经过多年积累，以及在下游客户快速增强的意愿和积极的配合之下，逐渐取得了

良好的进展，部分产品已经小批量供货，更多产品在客户端验证已取得进展，有

望迎来订单和销售的突破和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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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行业驱动因素及不利因素分析 

第一节 驱动因素分析 

1、国家政策支持 

近年来，国务院、发改委及各主管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行业发展政策、规

划、指导意见，有利推动了我国电子信息、新能源及相关产业链的快速发展。散

热模组是提高电子产品运行可靠性、稳定性的关键组件，在国家产业政策不断支

持下，我国电子信息行业和新能源行业有望持续发展壮大，散热行业也将迎来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 

2、消费电子产品小型化、轻薄化推动散热产品单位价值量的提升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等消费电子产品是散热产品重要

的应用场景，随着消费电子产品日渐向轻薄化、小型化、高性能化及多功能化发

展，电子产品内部结构更加紧凑、体积更轻薄，但处理器、屏幕、摄像头、电池

及充电等模块性能和功耗不断增加，这一趋势使得单一散热组件难以满足要求，

需要散热风扇、热导管、均温板、3DVC 散热等多种组合，由此带来单位散热组

件的价值量提升。为了避免高温对电子产品性能、可靠性及用户体验等造成不利

影响，电子元器件和设备的热设计和热分析技术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发展。 

3、AI 和算力的发展推动液冷数据中心散热市场增长 

根据沙利文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中国算力总规模达 280EFLOPS，即

每秒能完成 280 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其中，智能算力规模达到 90EFLOPS，即每

秒 90 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其增速超过 70％。算力高需求带动 AI 芯片加速迭代

和性能升级的同时，也带来了功耗的显著增长。2016 年-2022 年，CPU 平均功耗

从 100-130W 提升至 300-400W，GPU/NP 由 250W 提升至 500W。英伟达单颗

H100 的 TDP（热设计功耗）最高达 700W，最新发布 B200 采用 Blackwell 架构，

功耗达 1000W，由 2 个 B200 GPU 和 1 个 Grace CPU 组成的 GB200 解决方案功

耗高达 2,700W。 

数据中心散热技术目前可分为风冷、水冷（冷冻水、蒸发冷却等）、液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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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然冷源等，风冷占比约 80%-90%。传统风冷最高可冷却 30kw/r 的机柜， 

30kw/r 以上功率密度的机柜难以做到产热与移热速率匹配，且对应 PUE 范围通

常为 1.4-1.6，高于当前 PUE 目标，技术仍需优化，间接/直接蒸发技术通过缩短

制冷链路，减少过程能量损耗实现数据中 PUE 降至 1.15-1.35，液冷则利用液体

的高导热、高传热特性，进一步缩短传热路径的同时充分利用自然冷源，能够实

现 PUE 低 1.25 的节能效果。得益于数据中心对功率的需求较高，液冷散热需求

大幅度提升。根据 R&M 数据，2024 年全球数据中心热管理市场规模为 165.6 亿

美元，到 2029 年预计将增长至 345.1 亿美元，2024-2029 年 CAGR 为 15.8%。从

技术渗透率来看，2023 年数据中心液冷的渗透率约为 17%，25 年预计将进一步

提升至 30%。 

4、新能源行业成为散热市场新的增长极 

散热管理在新能源行业主要应用于储能、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上述行业均有

良好的增量市场空间，成为散热市场新的增长极。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从 2021年的 650万辆增长至 2024

年 1,823 万辆，3 年 CAGR 达 41.03%。由于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较传统汽车新

增冷却板、电池冷却器、电子水泵、电子膨胀阀、PTC 加热器或热泵系统等，单

车价值量约是传统燃油车的 3倍左右。销量的增长及单位价值量的增长，为散热

管理带来新的增量空间。 

在储能领域，全球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从 2018 年的 6,625.4MW 至 2023 年的

91,325.8MW，5 年 CAGR 达 69%。中国市场从 2018 年的 1,072.7MW 至 2023 年的

34,509.1MW，5年 CAGR 达 100.21%。新型储能系统的核心是电池组件，散热组件

是电池组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随着新型纯装机规范发展而快速增长。 

在光伏领域，全球范围内，各国对绿色发展的重视将推动光伏产业的发展，

继而拉动光伏散热组件需求增长，而随着光伏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市场规模的不断

壮大，散热组件在光伏组件中的应用将加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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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利因素分析 

1、市场参与者水平有待提升 

近年来，得益于全球电子产业链向国内市场的转移，国内散热行业发展迅速，

但由于行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目前行业集中度仍然不高，多数国内企业在资金、

技术、人才等方面相较于国际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此外，行业内仍然存在产品质

量参差不齐、价格竞争激烈等现象，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2、行业发展有待规范 

 “标准化”是行业发展壮大的必经历程，也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硬性条

件。由于散热行业在我国尚、是处于发展初期的新兴产业，产品技术更新快，目

前国内行业标准化程度较低，标准、检测和认证体系建设仍待加强，服务支撑体

系尚需完善。只有进一步加强产品相关基础标准、产品标准和测试方法标准的研

究，完善产品的检测标准、安全标准、性能标准和能效标准，才能为我国散热产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15&is_app=0&jk=17526dc89d2511d6&k=%C4%DC%D0%A7&k0=%C4%DC%D0%A7&kdi0=0&luki=1&mcpm=0&n=10&p=baidu&q=01032019_cpr&rb=0&rs=1&seller_id=1&sid=d611259dc86d5217&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2085334&tu=u2085334&u=http%3A%2F%2Fwww%2Echyxx%2Ecom%2Findustry%2F201512%2F365129%2Ehtml&ur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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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散热行业既是资金密集型又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参与企业的资金、技术、

工艺水平、人才配备等方面要求极高，进入本行业的主要障碍体现在以下四个方

面： 

1、技术及工艺壁垒 

本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壁垒。相关产品的产业化，

需要在原材料选购、产品结构、生产工艺、自动化等多个方面形成自主技术，并

经过大量的生产实践不断进行优化，而普通企业在没有充分行业经验及技术积累

的情况下，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此外，由于散热模组直接影响到电子设备和新

能源产品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因而对生产工艺、设计能力、品质控制水平以及

产品可靠性、稳定性等技术要求较高。一些国内外企业凭借在这些领域的持续研

发和工艺技术沉淀，成功地确立了自身的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形成了自身特有

的工艺标准、研发体系和系统集成能力，不仅保证了这些企业的持续发展，同时

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工艺技术提升。因此，新进入行业的企业一方面缺少工艺技术

的积淀，另一方面持续的技术投入及工艺改进会需要新进入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

进而造成财务压力。 

2、资金壁垒 

规模化生产的实现需要大量生产、检测等设备作为支撑，对资金投入要求较

高。同时，消费电子行业发展较快，为满足不断变化的下游需求，持续性的技术

研发和产品升级同样需要较大的研发投入和资金支持。因此，行业存在较高的资

金壁垒。 

3、市场准入壁垒  

散热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对消费电子、储能、光伏、汽车等下游产品的品

质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散热产品生产商不仅要严格按照各国/地区制定的产

品标准为客户提供标准产品，而且需要为客户提供产品选型、品质跟踪等全过程

的服务。企业需要获得下游客户各项严格的体系认证并满足客户的特殊标准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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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要求，下游中高端市场终端用户多为各行业知名厂商，该等厂商均建立了

严格的供应商筛选体系，这一过程往往需要耗费双方巨大的时间成本和前期投入。 

成为合格供应商的过程通常需要经过样品认证、现场审厂、小批试产认证、批量

生产阶段，认证程序复杂，新进入企业没有前期的经验积累，通过审核难度较大。

一旦双方确立合作关系，下游客户通常倾向于和已有的合格供应商保持紧密的合

作关系，在供应商产能、品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未来关系

一般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客户对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等要求均较高，一

般会选择本行业具有长期市场应用经验的散热品牌合作，以确保产品品质和运用

的可靠性，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严格的供应商资质认证形成了较高的市场进入

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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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行业风险因素 

1、产品价格下降风险 

散热模组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和新能源领域，随着散热技术的不断成熟，市

场竞争日益加剧，市场参与者将面临行业竞争压力和客户降价压力。未来如果市

场参与者通过提高自动化程度、增加研发投入、改进工艺水平、提高规模化效应、

开发新产品等措施不能有效对冲产品价格下降的影响，将对其未来的盈利能力产

生不利影响。 

2、核心技术泄密风险 

散热行业涉及热能与动力、材料学、物理学、化学、 电子信息工程、电气

及机械自动化等不同学科，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市场参与者相关技术一旦泄露，

会对其市场竞争力及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3、核心人员流失风险 

维持核心团队稳定并不断吸引优秀人才是市场参与者保持行业地位并不断

发展的重要保障，建立了良好的人才引进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并积极为研发人

员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是维持核心团队稳定的主要方式。但随着行业内对优秀技

术人才的争夺愈加激烈，如果出现核心人员大量流失的情况，可能导致市场参与

者在相关领域丧失竞争优势，对其经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4、创新风险 

消费电子等下游行业具有产品更新快、迭代周期短等特点，对散热技术水平

和产品性能要求较高，需要市场参与者不断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等以满

足下游市场快速迭代的需求。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快，技术创新存在不确定性，若

市场参与者未来创新发展未达预期，或新产品、新技术等创新成果未能得到市场

认可，将给其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5、原材料采购集中及价格波动风险 

下游消费电子行业和新能源行业对产品质量要求较高，稳定的上游供应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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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市场参与者对原材料性能及质量稳定性的控制。基于上述原因，行业主要参

与者主要原材料铜板的供应商较为集中，普遍存在核心原材料采购较为集中的风

险，若因不可预见因素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及时获得足够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将

对其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