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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 蓉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显示技
术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态链环节。同时，自发光
显示技术凭借其性能优势，已在AR眼镜、折叠屏
手机、智能穿戴、大显示屏等重要智能终端领域
相继落地。

10月29日，在深圳召开的TrendForce集邦咨
询自发光显示产业研讨会上，TrendForce集邦咨
询研究副总邱宇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大屏领域，Mini LED自发光显示技术
正快速渗透。在车载显示、智能穿戴等中小屏和
近眼显示领域，Micro LED自发光显示技术也正
成为各大厂商创新应用的方向。未来，自发光显
示技术在全球显示市场的份额有望逐步提升，重
塑显示市场格局。

多技术路线并行

“自发光显示不同于现在主流的LCD技术，它
不需要外部光源，而是主动发光，具有更自然、更
饱和、对比度更好等优势。”邱宇彬说。

头豹研究院发布研报称，根据发光方式不
同，自发光显示技术主要分为有机发光二极管显
示（OLED）和无机发光二极管显示（LED）。其中，
OLED分为无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PMOLED）
和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AMOLED），LED分
为小间距LED、Mini LED和Micro LED。

据邱宇彬介绍，目前，OLED、小间距LED、
Mini LED等已经实现量产，基本能够满足下游领
域的需求。而Micro LED在车载显示领域的应
用，一些企业正在积极布局，虽然车载领域的验
证时间较长，但这一方向已经成为业界共识。更
远的未来，或许能看到量子点自发光显示产品，
虽然其现阶段还面临材料瓶颈等问题，但一些厂
商的研发攻坚正在持续进行。

“自发光显示技术未来有望与LCD形成优势
互补，共同构建光电显示技术新格局。OLED、
Mini LED、Micro LED等技术的创新应用，将极大
地拓宽显示技术的应用范畴，支撑信息技术快速
发展对显示技术提出的新要求。”智帆海岸机构
首席顾问、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市场预期乐观

据了解，处于显示产业链上下游的上市公
司，近年来不仅重视研发投入，积极进行技术布
局，抢抓产业发展先机，还重视产业生态建设，通
过成立生态联盟等方式，共同推动技术实现商业
化落地。

A股显示赛道双龙头京东方A和TCL科技，作
为全球半导体显示领域的佼佼者，今年上半年双
双在OLED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京东方A在柔性OLED领域的产品出货量进
一步增加，同比增长超25%，多款柔性AMOLED高
端折叠产品实现客户独供。

TCL科技小尺寸OLED业务聚焦高端化、差异
化策略，今年上半年公司柔性OLED手机面板出
货量同比增长180%，市占率提升至全球第三，折
叠屏出货量全球第四。公司在柔性OLED的折
叠、LTPO、Pol-Less、FIAA极窄边框等新技术达到
行业领先水准，供应头部客户旗舰手机。

在Micro LED领域，利亚德作为全球首家量
产Micro LED显示产品的企业，已经与富采控股
共同整合了芯片、封装、应用的产业链。同时，通
过股权投资及技术合作的方式，健全产业链上的
必备辅助产品，如电源、视频处理器、控制系统、
Asic驱动芯片等。近日，公司在投资者互动平台
表示，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今年公司Micro LED
营收目标为8亿元。

深天马A车载Mini LED产品持续向海内外大
客户批量出货的同时，已实现量子点技术上车上
市。此外，公司还加速推进新一代显示技术Mi⁃
cro LED的技术和工艺开发，联合众多合作伙伴
发起成立Micro LED生态联盟，并合资投建了从
巨量转移到显示模组的全制程Micro LED产线。

Trendforce集邦咨询研究经理余彬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预计今年全球显示市场规模同比
增长2.8%，并对明年的市场增速更为乐观，预计
在5%至10%之间。同时，自发光显示技术的创新
应用，将持续推动全球显示市场的发展。

自发光显示技术应用持续拓围
市场格局或迎重塑

本报记者 张晓玉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医药在全球健康市场中的潜
力与价值正在不断显现。与此同
时，在国内外市场的巨大需求推动
下，中医药产业正在加速实现现代
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然而，传统
中医药如何适应现代市场的变化，
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本土到
全球的跨越，成为了摆在中医药行
业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中医药
企业纷纷探索培育新质生产力推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以实现更大突
破。近年来，包括以岭药业在内的
众多中医药企业，依托创新的理
论、科技赋能和全产业链的布局，
逐步打破瓶颈，开创了中医药产业
发展的新路径。

络病理论广受关注

据以岭药业董事长吴相君介
绍，“经”如大江大河，纵行于人体，
流淌着营养全身的气血津液；“络”
像支流沟渠，将经脉中的气血津液
渗灌濡养五脏六腑、全身各处。络
脉发生病变，累及人体各系统脏
器，称为“络病”，这就是“络病学”
的基本原理。

据了解，以岭药业院士专家团
队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经过40余
年的不断研究，结合络病学术思想
与现代医学成果，创立了以“络病
证治”为基础，包括“气络学说”和

“脉络学说”两大分支的“中医络病
学”新学科。

“络病理论是我们发展的核
心，正是这一理论的创新，才使我
们在中药现代化进程中走得更
远。”以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中药
分院院长魏聪向记者表示，络病理
论通过对络脉的系统研究，提出了
全新的疾病防治思路，还为现代中
药的研发提供了理论支撑。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来到了
石家庄以岭药业的研发中心——以
岭医药研究院，走进实验室，宽敞明
亮的科研环境与先进的设备映入眼
帘，科研人员们正专注地忙碌着。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参

观了以岭医药研究院的科研核心
区域。据介绍，这里配备了世界先
进的实验设备，从细胞实验到动物
实验，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形成了
完整的创新链条。

“我们通过络病理论的指导，
构建了一条从理论研究到新药开
发的全流程体系，这使得我们的产
品更具科学性和现代化特点。”魏
聪说。

据了解，理论是中医药发展的
根本，也是推动产业化发展的核心
动力。几千年来，中医药以整体观
念、辨证施治为核心，形成了独特
的理论体系。然而，面对现代医疗
体系和国际市场的挑战，传统中医
药理论在某些领域仍需要进一步
创新和提升。

魏聪表示：“络病理论为我们
开创了中医药发展的新篇章，这一
理论突破了传统‘重经轻络’的思
维，为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提供了
新的解决方案。”

据悉，络病理论不仅仅是理论
的创新，更是推动企业整体发展的
动力源泉。在此基础上，以岭药业
成功研发了14个创新专利中药，其
中的核心产品如通心络胶囊、参松
养心胶囊等，已经在国内外市场取
得了重大突破。

另据了解，在国际学术界，络
病理论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海
内外中西医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该理论不仅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
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还成为了
全球多个医学院校的研究重点。
截至目前，国内外已有40余所高等
医学院校开设了《络病学》课程，培
养络病研究人才。此外，随着美国
络病学会、欧洲中医络病学会、加
拿大中医药络病学会和泰国络病
学会的相继成立，已经形成了多达
数万人的络病研究专家团队，为络
病理论传播转化奠定了基础。

以创新驱动发展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智
能化、数字化技术逐渐成为推动各
行各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对
于中医药行业而言，科技的赋能不
仅提升了药品研发和生产的效率，

也推动了中医药产品质量的全面提
升，助力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记者在参观以岭药业的生产
车间时看到，自动化流水线高效运
行，精准完成每一个工序，从中药
材的加工到成品药品的包装，每一
步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

同时，记者在新药评价中心了
解到，以岭药业正在进行多项新药
项目的研发。例如，公司组建的“络
病理论创新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抗
衰老中心”成为了中医药干预衰老
研究的重要基地。这里集中了包括
micro-CT仪、肺部功能测定仪、动物
运动轨迹跟踪系统、X射线辐照仪
等在内的多种高精尖设备，科研人
员正在紧张地进行实验操作。

新药评价中心的李梦南博士
向记者介绍了设备的操作细节。
他站在一台小动物micro-CT仪前，
专注地分析着实验数据，显示屏上
清晰地展示了衰老小鼠骨质变化
的对比图。

“这台仪器让我们能够直观地
看到药物在动物模型中的效果。
比如，‘八子补肾胶囊’对小鼠骨密
度的提高非常显著。”李博士表示，
通过现代化的设备可以精确地检
测药物处理后动物体内的反应，帮
助我们准确判断药物的疗效和安
全性。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我们能

够更快地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
产品，推向市场。

此外，以岭药业不仅在生产和
研发中积极引入科技手段，新质生
产力的理念也已经深入到企业发
展的每一个环节。以岭药业代总
经理张蕴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创新，
只有通过持续的创新，才能在竞争
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推动中医药“出海”

据悉，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
全球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医药
产业正加速走向国际市场。中医
药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也
逐渐成为全球健康产业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然而，中医药要实现真
正的国际化，面临着文化、法规、市
场认知等多重挑战。

以岭药业作为率先推动中医
药国际化的企业，通过不断创新和
努力，逐步打破了障碍，为中医药

“出海”开辟了新路径。公司自
1995年起，率先在中药领域开展循
证医学研究，通过科学数据验证中
药的疗效和安全性，改变了国际市
场对中医药的传统看法。

以岭药业国际贸易中心总经理
孙学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医药

要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是让疗效说
话。我们通过与国际顶尖科研机构
合作，借助循证医学的力量，向全球
证明了中医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这不仅帮助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的
大门，也为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
推广提供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截至目前，以岭药业的
创新专利中药已经进入全球 50多
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心脑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多个领域。

同时，为加快国际化进程，以岭
药业还采取了多元化的市场策略。
公司不仅依靠产品出口，还通过并
购、合作等方式，积极拓展国际市
场。此外，公司还注重推动中医药在
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例如，公
司与多家国际顶级科研机构合作，共
同进行中药的临床研究，这些研究成
果多次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为中
医药的国际化提供了学术支持。

“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加大科
研投入，继续深化络病理论的研
究，并将更多的创新中药产品推向
国际市场。”张蕴龄表示，国际化不
仅仅是一个市场扩展的过程，更是
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以岭
药业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在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双轮
驱动下，推动中医药的产业化、现
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以岭药业：加速中医药国际化进程

张晓玉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全球健康
产业的飞速发展，传统中医药行业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如
何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适应市
场的变化，并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
从本土到国际的跨越，是中医药行
业面临的重要课题。笔者在走访了
中医药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后，对中医药行业如何转型升级、创
新驱动以及实施国际化战略有了新
的认识与思考。

笔者认为，第一，让理论创新赋
予中医药国际化的适应力。中医药
的核心理论，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整体观”和“辨证论
治”体系。然而，传统理论若要适应
市场的新需求，必须进行系统创新。

以以岭药业的络病理论为例，

该理论通过系统研究络脉在疾病
防治过程中的作用，将传统的“重
经轻络”观念扩展为“经络并重”
的现代疾病防治理念，以理论创
新带动中医药产业国际化。全球
各地相继成立的络病研究学会也
印证了这一点，包括美国、欧洲、
加拿大等地的相关学术机构纷纷
开展络病理论的应用研究，显现
出国际医学界对中医药理论创新
的关注。

此外，行业内还广泛探索中医
药理论的标准化和数据化，力图在
药效和安全性上提供量化依据。许
多中医药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通
过现代实验手段对传统药材的有效
成分进行深入分析，推动中药成分
的标准化，构建起一套科学、规范、
可量化的评价体系，使中医药的疗
效和安全性得以更加客观、准确地

呈现，为中医药的国际化奠定了坚
实基础。

第二，以科技赋能中医药产业
现代化转型。现代科技的快速发
展，为中医药行业的现代化转型提
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传统中医
药在生产过程中依赖人工操作，在
提取、分离、纯化等关键技术上仍相
对落后，导致药物成分不明确、药效
不稳定、质量控制困难等问题。而
科技的加持为中医药行业实现智能
化、自动化生产提供了可能。

当前，中医药行业正加速与基
因组学、循证医学、生物技术等领域
的交叉融合，应用AI+药物研发、基
因芯片、生物传感等先进技术，加强
中药新药研发、经典名方药方的二
次开发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制。

例如，在以岭药业的生产车
间，自动化流水线、智能检测系统

等先进科技设备已经得到了广泛
应用。尤其在研发环节，通过现代
检测设备如高效液相色谱仪、微量
计算机断层扫描仪等，科研人员可
以对药材的成分、药效进行精准测
量，并通过动物实验等方式验证药
物效果。

这些现代化设备不仅加快了中
药产品的研发周期，还使得药物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有了科学验证。这
种技术支持为传统中医药提供了可
靠的质量保障，缩小了传统中药与
现代西药之间的技术差距，使中药
产品能够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更广泛
的接受度。

第三，通过国际化布局推动中
医药走向全球。中医药要实现从本
土到全球的跨越，不仅需要质量与
疗效的保证，还需要系统的国际化
战略布局。近年来，中医药行业内

包括以岭药业在内的许多企业已经
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初步成就，通过
积极开展循证医学研究，将中药疗
效与西医标准相结合，向全球市场
展示了中医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中
医药企业普遍采用多元化的市场策
略。一方面，通过合作、并购等方式
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积极
加强与国际顶尖科研机构的合作，
共同进行临床研究和新药研发。通
过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科研成
果，中医药在海外市场逐渐获得了
认可。

展望未来，传统中医药的现代
化与全球化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
探索的课题，中医药行业应继续通
过理论创新、科技赋能，推动国际
化布局，为实现全球健康福祉贡献
更多的中国智慧与力量。

理论创新为中医药国际化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李豪悦

灯塔数据显示，截至10月29日，
今 年 以 来 国 内 电 影 市 场 票 房 为
382.94亿 元 ，相 比 2023年 全 年 的
549.53亿元票房仍有距离。但与此
同时，基于目前尚有51部新片将于
年内上映，今年国内电影票房还将
进一步缩短较去年的差距。

与此同时，中国（横店）国际影片
交易会暨第二十六届全国影片推介会
（10月27日至10月31日）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信达证券就此发布研报称，
2024年电影市场主要档期基本结束，
部分2024年推迟上映的高质量影片有
望定档2025年春节档，或带动2025年
电影春节档市场票房表现良好。

2024年票房进入收尾期

据记者梳理，在今年待上映的

影片中，想看人数超过10万人的主
要有四部，分别为《焚城》《爱情神
话》《那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海上钢
琴师》。

其中，《焚城》《那个不为人知的
故事》为初次上映新片，《海上钢琴
师》《爱情神话》则是老片重映。

新片方面，《焚城》出品公司达
到6家，背后参与的上市公司主要为
阿里影业和中国电影；《那个不为人
知的故事》出品公司也为6家，背后
参与的上市公司分别为猫眼、横店
影视、万达电影。

经典老片扎堆重映，是今年市
场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今年余下的两个月内，除了
《海上钢琴师》《爱情神话》外，等待
重映的还有《哈利波特》系列5部电
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等，在想看人
数上甚至超越了新片。

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

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下半年
开始重映的老片数量增多也是为
了弥补今年电影市场结构失衡的
问题。

“相比2023年，2024年的大制
作电影数量锐减，对观众吸引力减
弱。不少市场期待较高的大投资
电影都迟迟未定档，部分在评估市
场 动 向 后 选 择 进 入 2025 年 春 节
档。”张毅说。

2025年春节档竞争激烈

相比之下，2025年春节档大制
作、市场高期待电影出现扎堆现象。

据了解，有望在2025年春节档
上映的影片，包括博纳影业出品的

《蛟龙行动》、光线传媒出品的《哪吒
之魔童闹海》、北京文化出品的《封
神第二部》、万达电影出品的《唐探
1990》、中国电影、横店影视出品的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以及本身
具有一定票房号召力的名导作品，
如姜文的《英雄出少年》和贾玲的

《转念花开》。
具体来看，《蛟龙行动》为票房

36.52亿元影片《红海行动》的续作，
是主旋律电影中的佼佼者；《哪吒之
魔童闹海》是票房50.35亿元《哪吒
之魔童降世》的续作，后者在中国动
画电影的成绩至今都未被打破；《封
神第二部》则是“封神三部曲”的第
二部，首部影片曾斩获26.34亿元票
房，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度也极高；

《唐探1990》则有《唐人街探案》系列
电影口碑支持，此前上映的第一、第
二、第三部电影票房从8.23亿元逐
渐升高至45.23亿元，在春节档极具
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2025年春节档票
房冠军究竟花落谁家，哪家上市公
司会成为获利最多的企业也变得难

以预测。
一位不愿具名的传媒行业分析

师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明年春
节档电影既有大制作、高人气影片，
也有名导作品参与竞争。更重要的
是，许多本就极具票房号召力的电
影IP都参与了进来。提高了明年春
节档的下限。

“需要注意的是，春节档的营销
成本为一年之最，不少企业也要预
估电影的受众定位，避免2024年春
节档半数影片撤档的问题发生。”上
述分析师说。

在张毅看来，2024年电影市场
走弱有许多原因，包括分流、高质
量作品缺位等，“但是电影的大屏
优势依然存在，观众依然渴望在大
屏幕上看到精品电影。参考2025
年春节档的电影特征，市场需要制
作水平更高的精品，满足观众的观
影需求。”

年内尚有51部新片将上映 2025年春节档表现值得期待

图①以岭药业厂区 图②以岭药业生产加工车间
图③以岭药业科研人员在开展实验研究 张晓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