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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正

作为重要建材原料之一，浮
法玻璃价格近日持续走高。生意
社数据显示，4月24日现货玻璃参
考价报22.74元/平方米，本月以来
累计涨幅已达15.26%。

东高科技首席主题研究员尹
鹏飞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2023年一季度房屋竣工
情况大幅改善，是浮法玻璃产品
需求和价格走高的重要原因。从
全年维度来看，需求端增速将超
过供给端，去库存速度提升将对
浮法玻璃行业整体形成利好。

库存下降明显

房地产领域作为浮法玻璃的
重要需求端，其竣工情况与玻璃
价格关系密切。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3年1月份-3月份，房屋
竣工面积19422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14.7%，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1439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8%。

卓创资讯分析师丁成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近期玻璃价格
持续走高，主要是受到前期供需
结构好转以及行业内“盼涨”、“追
涨”心理影响。

“供应方面，2022年下半年开
始行业产能下降，加上行业长期
亏损导致新增产能及复产产能投
放速度放缓。需求方面，随着3月
份天气转暖，基建、房地产等终端
工程竣工进度加快，向上传导至
玻璃加工厂的订单逐渐增加，浮

法玻璃需求逐步恢复，因此4月份
玻璃市场整体供需结构较好。心
态方面，玻璃企业迫切希望通过
涨价扭转亏损，而中下游客户惯
有‘追涨’心态，即价格越高，采购
积极性越强。”丁成说。

尹鹏飞补充表示，随着现货端
乐观预期发酵，3月初开始国内浮
法玻璃库存大幅下降，近六周玻璃
库存分别下降17.44万吨、30.75万
吨、18.08万吨、23.54万吨、10.61万
吨和18.05万吨，累计去库达118.19
万吨，库存下降幅度达28.81%。

对于未来玻璃价格的变化趋
势，丁成表示，二季度玻璃价格总
体预期偏强，三季度承接传统需求
旺季，上行走势将在“金九银十”达
到近两年来的高点。后续受到行
业盈利好转带动，部分前期推迟投
放产能落地，供应压力有增加预
期，但总体看，浮法玻璃行业年内
还是会受到前期去产能的影响，多
数时间呈现供应偏紧状态。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
丹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
国内房地产市场将迎来进一步复
苏，前期竣工需求叠加后续家装
需求，将提升浮法玻璃现货市场
信心，贸易商和深加工企业积极
囤积原片的需求短期内将对玻璃
价格形成较强支撑。

行业盈利好转

随着终端需求走高带动行业
景气度回升，来自浮法玻璃产业一
线的企业已经率先感到了暖意。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
份致电耀皮玻璃，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近期公司玻璃产品出货
量持续向好，目前各生产线已经
达到全线运转，产品主要需求端
是房地产领域。

据了解，受终端需求乏力影
响，2022年浮法玻璃行业经营并
不理想。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记者发
稿，A股市场建材玻璃板块（按申
万行业分类）已有4家上市公司发
布了2022年年报，其中3家报告期

内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安彩高
科方面表示，报告期内受原材料
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浮法玻璃产
品毛利率大幅下降，业务盈利水
平压力较大，部分浮法玻璃产线
进入冷修。

今年浮法玻璃企业的经营情
况会否实现反转？丁成对此表示
肯定，“目前多数浮法玻璃生产企
业已实现了一定盈利，虽然成本
维持高位，但玻璃价格上涨明显，
带动了行业盈利好转，当前价格
方面已经高于往年同期水平，由

于后期还存在一定上涨空间，预
计今年浮法玻璃行业整体盈利水
平会好于去年。”

叶银丹表示，年内浮法玻璃
市场的主要博弈点在于供应恢复
速度和需求改善情况。受益于

“保交楼”等政策，2023年国内房
屋竣工面积增速有望超过10%，将
对玻璃需求形成提振，下半年国
内总库存或加速下降。但年末需
警惕玻璃供应恢复速度超预期、
竣工数据增长不及预期等因素造
成的价格回落风险。

需求回暖价格走高
房屋竣工加速惠及A股玻璃企业

本报记者 李如是 刘 钊

当前正值化肥消费旺季，然而作为常用氮肥的尿素
价格却不涨反跌。

现货方面，生意社数据显示，4月24日尿素价格为
2675元/吨，较年内最高值2842元/吨下挫5.88%。期货
方面，4月24日，尿素主力期货合约价格一度跌至1989
元/吨，截至收盘报2016元/吨，创2021年4月份以来新低。

在尿素价格下行背景下，部分披露了2023年一季度
业绩报告或预告的尿素生产企业，业绩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下滑。

尿素含氮量达46%，在常用氮肥中含氮量最高，也是
目前施用量最高的氮肥。从需求占比来看，尿素下游农业
需求占到70%，其中直接施用占比53%，复合肥占比17%。

供给端方面，有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
“我国淡季化肥储备已经从3月起陆续投放市场，叠加企
业较高的开工率，化肥供应旺盛。在此情况下，化肥市
场前期涨幅大，现在价格已经逐步回归理性。尿素价格
下降较快主要是直接原料合成氨价格在跌。”华泰证券
研报显示，原材料煤炭价格继续下调、出口倒挂等因素
同样对尿素价格产生影响。

从需求端来看，泸天化相关工作人员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虽然当下处于农业的备肥期，但目前春耕已
经告一段落，同时受气候影响，南方地区出现少雨干旱
等情况，对化肥的需求后延。因此尿素整体供需仍向着
宽松的方向发展。”

此外，还有国外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泸天化进
一步表示：“国外尿素产能释放较快，价格跌幅大，已经
处于价格低点的进口化肥又对国内市场产生了冲击。”

河化股份也对记者表示：“近期，国外能源价格的波
动导致了尿素价格的下跌。”

隆众资讯尿素分析师吴苑丽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预期供需宽松的形势会越来越明显，下
跌趋势可能会持续。”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张晓珍认为，总
体上看，国内尿素供应充足，部分厂家仍在被动累库。
需求端，复合肥企业去库速度不快，采买意向不强，胶合
板企业开工负荷一般，备货跟进偏刚需。

在此情况下，尿素生产厂商的利润空间出现缩窄。
4月24日晚间，以煤炭和尿素为主要产品的兰花科创披
露了2023年一季度报告，公司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
7.74%，净利润同比下降11.62%；此外，由于煤炭、尿素
产品被动累库，公司存货金额同比增长了44%。

其他披露了2023年一季度业绩预告或报告的尿素
生产企业，业绩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甚至有尿素
生产公司一季度业绩下滑超过50%。某尿素生产公司
在一季报中坦言，“2022年下半年以来，公司主导产品磷
酸二铵、尿素、聚氯乙烯及精细化工产品市场价格逐步
下滑。至今年一季度，价格持续下降，导致相关产品盈
利能力减弱。”

河化股份也表示：“一季度前期尿素价格上涨，但生
产成本也在增长，利润空间并不大；3月份出现了需求回
落，同时由于尿素价格的波动，相关产品售价出现下降，
对公司一季度业绩产生了影响。”

也有多家上市公司提出了应对价格波动的措施，包括
加大研发创新，聚焦市场开发新产品；推进装置技术升级，
调整产品结构，挖潜降耗严控成本；开拓市场加强营销等。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面对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
险，提高原材料的自给率，保证产业链的完整可以实现
有效对冲。同时，持续加强外购煤炭、硫磺的市场研判
与战略储备管理，根据市场变动灵活调整生产计划和物
流运输；优化内部治理体系、加强成本管控能力，才能在
价格下挫的情况下，显现成本优势，实现公司利润空间
的最大化。”

尿素价格持续回落
产业链公司加力降成本

本报记者 贾 丽

智臻智能起诉苹果公司并索
赔 100亿元的案件，终于有了新的
进展。

天眼查APP显示，2023年 5月
5日，该案将于上海高院开庭审理，
原告为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智臻智能”），被
告为苹果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苹
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苹果
公司（统称“苹果公司”），案由为侵
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公开资料显示，智臻智能此前
曾挂牌新三板，并于2023年3月9日
在纳斯达克上市。从该公司股东层
面来看，涉及蓝色光标等多家上市
公司及吉利系、天堂硅谷等资本。
智臻智能方面表示，通过此次诉讼，
将向全球证明中国AI企业的实力。

4月 24日，智臻智能相关人士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处于静默阶段。苹果中国
方面对记者称，暂不予置评。

“随着科技企业在技术领域持
续加大研发力度，自主知识产权的
重要性越发凸显。国内企业主动

向苹果等大型公司发起维权，也是
国内企业以法律维护自身知识产
权的一次有力尝试。”信息消费联
盟理事长、通信专家项立刚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
业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但与此同
时，也不要过度陷于专利官司。”

5月5日将再次开庭

智臻智能与苹果公司之间的
这场诉讼已历时10年，共分两个阶
段进行。

时间追溯到 2012年 6月份，智
臻智能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认为
苹果公司的 Siri 侵权其 2004 年申
请过的专利“一种聊天机器人系
统”。此后，双方围绕该专利是否
有效进行诉讼。经过多次上诉和
再审，8年后，法院终审判决确认该
专利的有效性。至此，该诉讼的第
一阶段告一段落。

随着智臻智能于 2020 年 8 月
份发起新一轮诉讼，双方的纠纷也
进入了第二阶段。智臻智能认为，
苹果手机智能语音系统Siri技术涉
嫌侵犯该公司的智能语音系统小 i

机器人专利权，要求苹果公司停止
Siri专利侵权，以及停止制造和销
售侵权产品，暂计索赔金额 100亿
元。这一阶段，双方已先后经历 6
次开庭，而今年 5月 5日将是双方
迎来的第七次开庭。

智臻智能是一家成立于 2001
年的人工智能企业，专注于自然语
言处理等认知智能技术，其商标和
品牌为小 i机器人。智臻智能是中
国发明专利 ZL200410053749.9 的
权利人。资料显示，该专利是全球
领先的人机交互智能机器人产品，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能够以自
然语言完成人机交互。

根据中国专利网专利查询系
统检索，该专利申请时间为2004年
8月 13日，发明揭示了一种聊天机
器人系统，聊天机器人拥有通讯模
块、人工智能服务器以及相应的数
据库等。聊天机器人具有一定的
人工智能和强大的信息服务功能。

商务部研究院电商所副研究
员洪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智
臻智能与苹果公司之间的专利诉讼
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会
促使其他科技公司采取更积极的措

施保护自己的专利权益。“中国的
AI企业正在通过法律途径向国际
科技公司展示自己的实力。虽然此
次诉讼难以快速取得实质性结果，
但是这表明中国科技企业正在逐渐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意味着
中国的AI企业正在进入到一个更
加成熟的发展阶段，相关法律体系
也在逐步完善和健全。”

苹果陷多起专利权纠纷

“专利之争在企业维权的同
时，也正成为各行业巨头利益博弈
的延伸。在知识产权领域，一直存
在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
题。企业应该提升诉讼的应对能
力，积极采取反诉等多种手段维护
自身权益。企业在申请专利的同
时，也要注重高价值专利的长远布
局，从而避免被竞争对手利用规则
而出现专利无效的情况，并避免在
专利诉讼上过度消耗，将更多精力
投向研发领域。”北京市盈科律师
事务所专利代理律师李早霞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她认为，如果最终胜诉，该案

件将成为知识产权维权史上重要
的里程碑，一是证明了中国的创新
积累，二是显示了我国企业保护知
识产权的决心。

公开信息显示，苹果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苹果电脑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为苹果在中国的产品
销售业务公司，大股东为苹果国际
运营有限公司。

天眼查APP 显示，截至目前，
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涉
400多起法律诉讼纠纷，案由多为
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买卖合同纠
纷以及产品责任纠纷，其中侵害发
明专利权纠纷就有77起。

实际上，在国际市场，苹果也
多次因涉嫌抄袭而被起诉。过去
几年里，苹果公司曾经多次与三
星、高通、爱立信等科技公司发生
专利纠纷，并被美国本土创业公司
Koss等起诉。

“大量诉讼给苹果公司带来了
巨大的法律风险和成本，也影响其
形象和信誉。作为国际大型科技
公司，更应积极创新并注重创新保
护、尽量避免知识产权‘撞车’现
象。”李早霞表示。

智臻智能向苹果索赔100亿元“进行时”
5月5日将在上海再次开庭

本报记者 邢 萌

4月24日，全球发展倡议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研讨
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
以视频方式出席并致辞。

金壮龙表示，中方愿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会同
各方共同建设面向未来、创新包容、共促发展的新工业
革命伙伴关系，加强工业化、数字化领域合作，推动实现
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一是激发创新活力，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共同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伙伴
关系聚焦战略新兴领域加强创新合作，推动制造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二是坚持开放包容，维护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强化互补优势和协同效应，支持企业开
展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
通，推动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共同构建安全稳定和富有
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三是搭建交流平台，加强战略政
策标准对接。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务实合作平台，提
升“软联通”水平，共同开展联合研究、知识分享、标准对
接和项目合作，倡导新技术、新工具和新资源的普惠共
享，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四是加强能力建设，
夯实产业发展人才根基。在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框架
下，加强与联合国机构合作，开展面向发展中国家及新
兴市场国家的人才交流和能力提升项目。

研讨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厦门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25个国家的主管部门、驻华
使领馆、科研机构、行业协会、领军企业及相关国际组织
约150名代表参加。会上发布《全球发展倡议新工业革
命伙伴关系研讨会主席声明》，倡导进一步加强各国在
工业化、数字化、创新、包容、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赋能
发展中国家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合力打造协同创
新生态体系，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会议还举行了全球发展倡议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网络
启动仪式，来自全球不同区域的88家机构加入网络。

工信部部长金壮龙：

激发创新活力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丁 蓉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截至4月24日晚7点记者发稿，A股
市场已有9家体外诊断上市公司发
布了今年一季度业绩，9家公司归
母净利润平均增幅为15.13%，其
中，科华生物、迪瑞医疗、透景生
命、安图生物、赛科希德在报告期
内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由
于2020年至2022年期间多家企业
的新冠检测业务占比较大，若以
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做比较，则有
8家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正增长。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分析人士表示，近年来体外诊
断技术快速发展，市场对这一技术
的认知度快速提升。今年一季度
新冠检测业务锐减，实现净利润增
长的企业主要源于常规业务的高
增长。体外诊断市场仍在快速扩
容，未来将是医疗器械市场中规模

大、增速高、市场份额逐年扩大的
优质赛道。

常规业务恢复性增长

4月 24日晚，金域医学披露
2023年一季报。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21.18亿元，实现归母净
利润1.50亿元。虽然分别较2022年
同期下降50.19%和 82.40%。但相
较2019年同期，营业收入及归母净
利润增长幅度则分别为81.91%和
253.30%。

中国银河分析师程培表示，
2020年起，金域医学作为主力参与
新冠疫情抗击战，发挥其连锁化优
势，在业绩大幅增长的同时行业市
占率进一步提升。2021年下半年
起，公司重启实验室建设。

金域医学方面表示，公司拥有
检验技术79类，对外提供服务项目
总数超过3600项，2022年新开发项
目超过600项。在实体肿瘤、血液

病、神经系统疾病、感染性疾病等
重点疾病领域，公司陆续推出了血
液肿瘤CAR-T全流程监测、首个
NMPA获批肺癌甲基化筛查项目等
众多特色检测项目。

除金域医学外，还有多家上市
公司今年一季度业绩相较于2019
年实现增长。比如，安图生物今年
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42亿元，
同比增长0.78%，较2019年同期增
长99.94%。科华生物今年一季度
实现归母净利润5476.19万元，同比
增长145.75%，较2019年同期增长
10.45%。

德邦证券医药首席分析师陈
铁林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过去3年，由于对抗原检测、
核酸检测的市场认知度提升，叠加
实验室仪器、POCT的投放，带动国
内体外诊断市场持续扩容。同时，
新技术提升、上游原材料突破等加
速国产替代，多家企业实现海外突
破及品牌提升，进一步推动体外诊

断企业发展。”

市场前景广阔

体外诊断是指在人体之外，通
过对体液、细胞、组织等人体样本
进行检测而获取临床诊断信息，进
而判断疾病机体功能的产品和服
务。主要分为生化诊断、免疫诊
断、分子诊断、微生物诊断等。体
外诊断产业链分为上中下游，上游
为体外诊断原料，中游为仪器和试
剂，下游为医院、体检中心、疾控中
心、第三方独立实验室等。

从全球市场分布来看，主要
集中在北美、西欧、日本。其中，
北美占据40%以上的市场份额，西
欧占20%，日本占9%，三者合计占
全球体外诊断市场的比例约为
70%以上。中国等新兴市场目前
占比较小，但正成为发展最快的
区域。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政

策，促进化学发光、基因检测等体
外诊断领域关键技术的研究和转
化，并推动实现癌症等重大疾病的
早筛早诊。陈铁林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政策持续鼓励体外诊
断前沿技术落地与转化，且下沉市
场渗透空间充足。根据机构预测，
我国体外诊断市场规模将由2023
年的1698亿元增至2027年的2428
亿元，市场前景可观。能持续提升
产品性能、进行技术创新、竞争力
突出的企业有望持续享受高增长
红利。”

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邓之东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越来越多
的人认可和使用体外诊断产品，特
别是家用体外诊断产品，将促进体
外诊断市场的日益扩大和成熟，加
上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程度不
断提高，体外诊断市场将迎来更大
的发展机遇，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
和市场前景。”

多家体外诊断企业发布一季度成绩单 市场扩容明显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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