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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婷

3月10日，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脉
科技”）开盘涨停，近三个交易日连续收到3个涨停板。

3月 9日晚间，国脉科技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披露其已完成居家养老场景 AI 智能体（AI
Agent）的原型开发，但相关技术成果尚未形成商业化
收入。

这一消息引发市场广泛关注，有业内人士认为，
国脉科技的股价异动，反映了市场对AI养老赛道的
乐观预期。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都在持续加大养老机器人
布局。有业内人士表示，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与AI技
术浪潮的双重背景下，国脉科技的技术布局成为了
行业风向标，随着技术逐步成熟，养老机器人产业将
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多家A股公司入局

国脉科技表示，公司基于“身联网”和智慧康养
领域的技术积累，已完成居家养老场景AI智能体的
原型开发。

此前，国脉科技在与投资者交流时表示，公司与
主流大模型服务商合作，构建深耕于社区养老以及
居家养老场景的AI智能体，帮助用户获得更加个性
化、高效、安心的服务体验。AI智能体贯穿了养老业
务模式中用户的全旅程。可具体应用于为长者日常
生活、兴趣培养和社交拓展提供全面支持，以及从日
常健康监测到应急处理，为长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提供持续支持与保障。

养老机器人的核心功能主要集中在辅助老年人
日常生活、康复护理以及情感陪伴等方面。截至目
前，已有多家A股公司入局。

3月10日，苏州欧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投资者
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公司的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已
经实现了批量生产，未来随着养老需求的持续扩大
以及客户个性化需求差异的深化，公司会继续加大
在智能养老机器人领域的研发投资，根据市场需求
开发新的功能及机器人种类。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近日投资者
关系活动中表示，计划在智能医疗和养老系统中应
用机器人技术，公司计划通过技术创新和合作，引入
智能机器人和优化智慧养老产品，以满足老年人的
多样化需求推动智慧养老生态圈建设。

近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正式发布由我国牵
头制定的养老机器人国际标准（IEC 63310《互联家
庭环境下使用的主动辅助生活机器人性能准则》）。
该项标准依据老年人生理和行为特点，为各类养老
机器人的产品设计、制造、测试和认证等提供基准，
将引领全球养老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对此，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表
示，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养老机器人智能化水平将
不断提高，功能越来越丰富，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
泛，产品价格也有望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成
熟而降低。

仍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清辉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从产业基础看，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
器人应用市场，叠加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
的智能制造业产业链，能够为养老机器人提供全方
位的硬件制造和零部件配套能力，这意味着我国养
老机器人产业发展已经具备了走向成熟的条件。

虽然部分养老机器人产品已取得技术突破甚至
是批量生产，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人性化
养老服务，养老机器人产业仍需面临诸多挑战。

宋清辉表示，目前的养老机器人，尤其是一些批
量生产的产品，智能化水平仍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
简单的重复性任务，如移动、搬运、监测等。在复杂
场景下的自主决策、环境感知、人机自然交互、情感
理解等方面，与人类智慧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时，
养老服务不仅是穿衣、喂食等，更重要的是精神慰
藉，目前的养老机器人在人机自然交互方面仍较为
生硬，难以进行自然的语言对话和情感交流。更缺
乏情感识别和情感陪伴能力，尚难以真正满足老年
人的情感需求。

此外，尽管技术研发已经取得进展，但国脉科技
在公告中多次强调，AI智能体“相关成果尚未形成商
业化收入，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国脉科技实际控制人陈国鹰近日公开表示，要
充分发挥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好地满足
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让前沿技术走进民生，推动人
工智能背景下银发经济的繁荣发展。通过技术创
新，养老产业特别是居家养老将实现从“看护型”向

“服务型”和“智护型”的转变。

应用场景愈发广泛
AI养老赛道获关注

本报记者 向炎涛 王 僖

我国钙钛矿光伏电池科研领
域传来喜讯。近日，华东理工大学
材料学院清洁能源材料与器件团
队在《科学》（Science）发表了最新
研究成果，据悉，该研究发现了钙
钛矿光伏不稳定性的关键机制
——光机械诱导分解效应，提出石
墨烯-聚合物机械增强钙钛矿材料
的新方法。业界普遍认为，该研究
成果将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产
业化应用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发展前景广阔

相较于晶硅电池，钙钛矿光伏
电池具有转化效率高、成本低、轻
量化等优势，是极具应用前景的新
型光伏技术，但器件的不稳定性是
限制其产业化的首要挑战。为提
升钙钛矿材料稳定性，业内此前尝
试过设计控制材料表面分子结构
等多种方法，但仍难满足实际应用
需求。

据了解，华东理工大学科研团
队制备的太阳能电池在模拟日常
使用的强光高温环境下，持续工作
3670小时（约153天）后，仍能保持
97%的发电效率。

在业内人士看来，钙钛矿电池
被业内视作下一代光伏技术，此次
技术突破显著提升了其在光照、高
温等条件下的稳定性，为大规模商
业化应用奠定了基础。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有多
位代表委员特别关注钙钛矿产业。

“我们正站在光伏产业第三次
技术革命的起点。”全国人大代表、

金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晶集团”）董事长王刚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钙钛
矿电池的柔性化、弱光发电特性使
其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一体化（BI⁃
PV）、分布式光伏等领域，将钙钛
矿光伏产业链纳入国家和省级“十
五五”规划，是巩固我国在全球绿
色能源产业主导权的关键举措。

全国人大代表、天合光能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光
能”）董事长高纪凡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未来五年，光伏行业将以
TOPCon技术为主导，HJT和BC技
术作为辅助。在此基础上，通过
与钙钛矿电池的叠层技术，有望
进一步提升光伏电池的效率、生
命周期和竞争力。

稳定性有待提升

出于对钙钛矿光伏电池前景
的看好，目前已有多家上市公司
对钙钛矿光伏相关产业链进行了
布局。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核电”）就在 2023
年投资成立了中核光电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光
电”），专注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
术的研发和制造业务。目前，公司
大尺寸钙钛矿刚性、柔性产品技术
指标位居行业领先水平，并已正式
推出商业级产品。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京东方”）于2023年
11 月份宣布启动钙钛矿光伏项
目，并于 2024年成立全资孙公司
合肥京东方光能科技有限公司，致

力于钙钛矿光伏技术的研发与产
业化。

王刚告诉记者，TCO导电膜玻
璃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辅料，约占
钙钛矿电池总成本的 34%。金晶
集团经过近二十年的研发投入，实
现了从设备制造到产品设计、量产
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攻克了大尺寸
镀膜均匀性、高导电性高迁移率、
高透光率与低电阻值难以兼得等
技术瓶颈。

资料显示，2023年，金晶集团
第三条TCO玻璃生产线投产，年产

能突破 4500万平方米，使我国钙
钛矿核心材料国产化率提升至
95%以上，并成功配套国内外钙钛
矿光伏头部企业。

除此之外，包括宁德时代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等在内的多家企业也已积
极布局钙钛矿电池的研发和生产。

“从当前的研究进展来看，钙
钛矿光伏电池有可能成为未来光
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钙
钛矿电池量产还面临稳定性、大面
积制备、循环寿命、工艺一致性、成

本等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发和
产业化。”北京奥优国际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玥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表示，建议业内加
强基础研究，提高钙钛矿光伏电池
的性能和稳定性，并推进工艺优化
和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

在高纪凡看来，钙钛矿电池的
稳定性问题仍是当前的关键挑战，
天合光能正通过光伏科学与技术
全国重点实验室与全球高校合作，
推动新一代光伏技术的基础性研
究、前沿性研究和专题研究。

钙钛矿光伏电池产业化提速
多家A股公司已深度布局

本报记者 曹 琦

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转型、
人工智能（AI）、低空经济等行业的
快速发展，全球市场对铜钴等能源
金属的需求迎来大幅增长，铜钴行
业正迎来新的超级周期。

在江西赣县，隐藏着一家铜钴
冶炼领域的头部公司——赣州腾
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腾远钴业”），该公司产品广
泛应用于新能源动力电池、3C消费
电子、航天军工材料等领域，并已
与众多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了长期
紧密的合作关系。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走进腾
远钴业，对公司董事长罗洁进行专
访，以解密腾远钴业成长密码和发
展策略。

顺势：找准发展方向

2004年，罗洁与丈夫共同创办
了腾远钴业，彼时由职业经理人负
责经营，但由于经营不善，企业很
快陷入困境。2006年，罗洁临危受
命，毅然接手公司。2008年底，她
引进了现有的创始人团队，为企业
注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以
及新的活力。2011年，罗洁通过股
权置换等方式，正式取得腾远钴业
的控股权。此后，腾远钴业逐步走
上发展快车道，成为国内钴盐行业
的领军企业。

“作为一个企业，它的命运与

国家发展息息相关，所以无论什么
时候都要紧随国家发展大势。”回
顾 20多年的创业史，罗洁坦言，创
业之初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小金
属”钴能有今天如此大的作为。目
前，钴在 3C数码产品、新能源动力
电池、低空经济和人形机器人等领
域都占据了不可或缺的位置。

20 多年以来，腾远钴业从一
家偏居一隅差点破产的小公司，
发展成如今的钴、铜等能源金属
龙头供应商，虽然经历了多次危
机，但最终都能转危为安。这背
后，除了时代的垂青，也离不开罗
洁的带领以及团队的努力。作为
一名经历过各种大风大浪的创业
者，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她的心中
总有一股“不服输”“不怕输”的信
念，支撑着她熬过了企业低谷，从
困境中走了出来。

据罗洁介绍，腾远钴业刚刚
成立那几年，由于缺乏技术、管理
不当，一度陷入亏损的泥潭，濒临
倒闭。吃过技术工艺落后的苦头
后，公司管理层痛定思痛，一定要
在技术工艺上实现“攻关”。2008
年底，公司引入核心技术股东加
盟，步入技术自主研发、生产线自
主设计、关键设备自主制造的发
展道路。自此，公司进入了快速
发展期。

“企业如同山坡上的一只球，
稍不留神就会落到山脚下，而创新
是支撑企业屹立不倒的支点。虽
然做技术不是我的强项，但是公司

有特别厉害的技术团队，我的任务
就是多走出去，找准企业发展的方
向，把牢方向凝聚力量往前冲。”罗
洁说。

作为冶炼企业，保障原材料的
供给至关重要，于是罗洁做了一个
重大决定，全力以赴“进军”刚果
（金），“当时我跟核心技术股东说，
钴的竞争未来一定是在刚果（金）
竞争，公司必须要走出去。”

彼时，由于腾远钴业体量较
小、净资产不到2亿元，为了获得更
多发展资金，公司于2016年完成了
股份制改革，引入厦门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股东后，马不停蹄地去刚
果（金）投资建厂。

2019年，拿到新一轮融资后腾
远钴业快速扩张，在自身实力和资
本运作的加持下，公司享受到了行
业红利。财务数据显示，公司 2021
年实现净利润 11.5亿元，同比增长
124.13%，创下历史最佳成绩。

专注：相信时间的力量

2024 年，受益于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铜
价一路攀升至历史高位，但是钴
价却降至历史低位。对此，罗洁
表示：“在刚果（金）那边，铜钴经
常是一起伴生的，铜的价格越高
产量越多，钴的产量也越多，长此
以往供需不平衡的局面就形成
了。”

尽管当时钴价降至历史低点，

但对于腾远钴业来说，钴产品仍然
有一定的盈利空间，而这主要得益
于公司一直专注在钴、铜等能源金
属领域耕耘。

“专注于公司团队擅长的领
域，将其做强做优，是腾远钴业的
优势。”罗洁说。

腾远钴业此前披露的 2024年
业绩预告显示，预计公司报告期内
实现归母净利润 6.09 亿元至 7.9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1.08%至
109.48%；预计实现扣非后归母净
利润 5.97亿元至 7.76亿元，同比增
长63.15%至112.06%。

公司表示，刚果腾远三期项目
产能的逐步释放，以及公司在国内
外钴和铜的产量实现了增长，叠加
铜价的上升显著提高了公司 2024
年的整体盈利能力。

今年，腾远钴业计划在增加资
源禀赋、推进技术创新层面双管齐
下，以寻求更大突破。同时，深耕
企业的质量、成本、规模和低碳四
大竞争力。

据介绍，推动产品质量与服务双
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是腾远钴业发
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构
筑真正的“护城河”，保持公司在生产
工艺、技术与产品质量上的领先优
势，帮助公司在“价格战”乃至“价值
战”中胜出。

面对当前钴
盐行业的激烈竞
争，罗洁表示，未
来，公司要专注新

工艺的科研开发，以“钴”为支点，
逐步覆盖能源金属领域。同时，着
重探索应用“轴”，并关注公司产品
在AI、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领
域的应用，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
调整产品结构。

此外，腾远钴业还将进一步加
大布局一次资源和二次资源，在全
球范围继续寻找及获取优质矿产，
以推动“把中游做大，往上游延伸，
向下游拓展，根植资源地做保障，
着力新材料技术发展”这一发展战
略的落地。

值得关注的是，腾远钴业高度
重视二次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并早
已将其提升至公司战略层面。目
前公司在二次资源的处理规模、有
价金属回收率均位居行业前列。

今年 2月份，腾远钴业与绿循
新能源产业（广东）有限公司达成
战略合作，双方将在废旧电池与黑
粉综合供应、C端回收渠道建设及
资金支持方案、废旧电池回收资源
利用项目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公司表示，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的理念，正积极拓展全球二次资
源领域优质企业的合作网络，并通
过技术、渠道、产品等领域的深度
合作，持续推动公司二次资源战略
的稳步前行。

腾远钴业董事长罗洁：

推动产品质量与服务双升级 抓住行业超级周期

本报记者 王 僖

近期，国内废纸市场持续走
高，仅3月7日一天，就有70多家纸
企上调了废纸回收价格，涨幅在20
元/吨至60元/吨。

记者近日探访山东多家废纸
收购企业时看到，不少回收站较为
冷清。济南市一家废纸回收企业
的负责人周先生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今年前两个月，国内废纸
价格持续下跌。由此，企业回收废
纸的意愿也较低。

由于国内废纸供应持续减少，
特别是进入 3月份以后，市场货源
进一步减少，一批纸企开始逐步调
涨废纸回收价格。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卓创资讯”）废纸行业
分析师房俊涛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从 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受
全球贸易风险预期提升的影响，国
内商品纷纷“抢出口”，形成了一定
程度的海外需求“透支”。在今年
春节假期后，其影响开始显现。

“而结合近期全球贸易风险预

期进一步提升，或将形成对包装纸
需求的又一轮冲击，废纸价格很有
可能再度陷入低位运行。”房俊涛
说。

与此同时，产业链下游的包装
纸领域，瓦楞纸及箱板纸市场的

“冬天”仍未结束。卓创资讯分析
师徐玲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供
应端各大上游纸厂开工负荷率稳
定，现货供应充足，部分纸厂库存
水平偏高，供应端压力较大。而从
需求端来看，下游包装厂企业订单
量偏少，原纸采买心态偏谨慎，需

求端或难有明显改善。
“不过，对于包装纸行业来说，

上半年本就景气度偏低，往年这个
时期的整体价格走势也多是以下
滑为主。”徐玲说。

房俊涛认为，对于整个包装纸
产业链来说，行业渴盼的景气度上
升，大概要等到下半年，“下半年，
在传统节假日的带动下，市场需求
存在向好预期，对包装纸行业的支
撑将有所增强，行业价格或温和上
涨。”

3月 10日，东方证券发布研报

称，展望 2025年，包装纸行业新增
供给增速明显放缓，整体供需有望
逐步改善。

当前背景下，具有产业链一体
化优势且有较强成本控制能力的
纸企，竞争优势也更为明显。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显示，依托多元
化纸种布局及林浆纸一体化战略，
公司 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407.39
亿元，同比增长3.02%，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26 亿元，
同比增长1.29%。

多家纸企上调废纸回收价格 包装纸行业难言“冬去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