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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僖

3 月 11 日晚间，国内高分子
材料头部企业山东道恩高分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
股份”）发布了 2024 年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公司 2024 年实现营业
收 入 53.0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 利 润 1.4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67%。公司确定的分红预案为
拟 10派 0.65元（含税）。

道恩股份董秘王有庆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家电、汽车
以旧换新等政策支持以及技术创
新不断突破的双重驱动下，新材
料行业展现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
发展空间。公司将在积极布局新
行业、新市场的同时，紧盯机器
人、低空经济与 AI 技术应用发
展，不断拓展产品应用边界，进一
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TPV产销大幅增长

作为以弹性体为特色的高分
子复合材料头部企业，道恩股份在
弹性体、改性塑料、色母粒及聚酯
材料四大领域构建了差异化市场
竞争力。其中，三大核心业务的营
业收入在 2024年都实现了两位数
增长。弹性体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7.68亿元，同比增长 21.34%；改性
塑料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38.06 亿
元，同比增长 19.18%；色母粒板块
实现营业收入 2.47亿元，同比增长
18.94%。

据王有庆透露，下游产业升
级与政策导向正为公司创造新机
遇。其中，汽车轻量化趋势下，被
称作热塑性弹性体领域皇冠上的

“明珠”的 TPV（完全硫化热塑性
硫化胶），报告期内产销量大幅
增长。

“根据市场环境，公司积极调
整产品布局和开发策略，借助动态
硫化平台的技术优势和长期积累
的TPV制备经验，公司在众多应用
领域开发高性价比材料，下游进口
品牌国产化替代方案获得了更高
的市场份额。”王有庆说。

努曼陀罗（丽江）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霍虹屹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汽车轻量化
是大势所趋，而TPV正站在这一趋
势的风口，它正成为冷却液管路、
密封件、内饰件等汽车关键部件的
优选材料，“而 TPV的机会远不止
汽车，在医疗器械、消费电子、轨道
交通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其都是实

现材料革命、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
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热塑性弹
性体新技术开拓方面，道恩股份
正在推进气体阻隔层DVA应用技
术的研发，并已经与知名轮胎企
业进行全面开发合作。按计划，
该技术制备的轮胎将于今年第一
季度进行批量路跑测试，公司将
成为中国首例DVA气体阻隔层轮
胎的路试公司。

道恩股份的改性塑料业务也
在聚焦新产品、新领域、新工艺进
行研发，以持续拓宽产品市场应用
领域。同时，公司继续推进大客户
战略，进一步提高了家电行业材料
的市场占有率，特别是通过深化与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尔智家”）的战略合作，助力海
尔智家为用户提供了多款智慧家
电产品。

霍虹屹认为，如今，改性塑料
正在成为制造业的新宠，它不仅重
量更轻，而且在耐腐蚀性、加工成
本、环保性能等方面，都具备传统
金属无法比拟的优势，“‘以塑代
钢’不仅是政策推动，更是产业升
级的必然趋势，谁能在这一趋势中
占据材料创新的高地，谁就能掌握
制造业升级的主动权。”

加速产业整合

在夯实主业的同时，道恩股份
还通过资本运作加速产业整合。
2024年年报显示，公司正有序推进
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道恩钛业”）并购项目，积极开拓
第二增长曲线。

据王有庆介绍，道恩钛业主要
产品钛白粉及硫酸亚铁是重要的
无机化工基础原料，在传统及前沿
工业领域应用广泛，与道恩股份现
有高分子材料业务具有良好的协
同空间。未来，道恩股份和道恩钛
业将充分发挥化工新材料领域的
产品、技术、研发协同效应，在高端
锂电池材料、光伏新材料、国防军
工应用等领域加快开发布局，不断
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新材料的
更高需求，促进上市公司业务的转
型升级。

展望 2025年，王有庆表示，道
恩股份将加快数智转型升级，紧跟
机器人、低空经济、固态电池等前
沿领域动向，通过研发创新，进入
到新领域、新市场。同时，公司将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拓展上下游业
务，打通产业链，增强成本控制能
力，拓展盈利增长点。

道恩股份：积极开拓第二增长曲线

本报记者 桂小笋

截至 3 月 12 日，多家拥有生
猪养殖业务的上市公司发布了 2
月份销售数据，从数据显示的情
况来看，生猪销售价格下滑趋势
明显。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多位行业人士表示，目前来看，
生猪养殖市场的供需两端处于
僵持状态。从全年来看，在成本
上升和价格下滑两大压力之下，
养殖行业在 2025 年或进入微利
周期。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温氏股份”）发布的公
告显示，2月份毛猪销售均价 14.96
元/公斤，环比下降 5.14%。东瑞食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披露的公告
显示，2月份商品猪销售均价 15.86
元/公斤，环比下降 4.06%。新希望
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显
示，2 月份商品猪销售均价 14.64
元/公斤，环比下降5%。

“2025年以来，生猪价格总体
呈现出震荡下滑走势。其中，1月
份养殖端对春节后行情有看降心
态，出栏节奏加快，供大于求导致
猪价震荡下滑。2 月份虽然养殖
端出栏有所减少，但需求处于低
点。”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生猪分析师邹莹吉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农产品事业部生猪分析师
王凌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 访 时 表 示 ，从 监 测 数 据 来 分
析，3 月份生猪消费端难有明显
改善，但是，养殖企业也有一定
的心理价位。

除了销售价格的环比下滑，
2025 年，生猪养殖企业还面临着

成本提升的压力。
王凌云认为，2025年以来，随

着玉米、豆粕价格的持续攀升，养
殖企业成本快速上升。截至 3 月
12 日，一头 124 公斤毛猪的出栏
自配料成本在 892元，较 1月初上
涨 92 元，带动毛猪出栏成本上涨
约 0.7 元/公斤。面对这种情况，
规模企业大多采用加速自身降本
增效的办法来应对。综合分析，
2025年生猪市场价格难有明显高
位，养殖行业或将持续处于微利
状态。

此外，在交易所的互动平台
上，今年以来，投资者对于相关养
殖公司成本控制、产能扩张、育种
进展、科技应用等情况的提问也
愈发频繁。

从 上 市 公 司 的 回 复 情 况 来
看，控制综合成本已经成为了行
业共识。多家养殖企业曾公开提
及，未来，企业利润获取更多取决
于 企 业 在 精 细 化 管 理 方 面 的
水平。

温氏股份表示，目前，公司已
将工作重心转向企业管理，通过
精益管理、流程改革、数字化和智
能化转型、科技创新等多种方式，
持续开展降本增效工作。虽然预
计 2025 年猪价可能略低于 2024
年，但随着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
持续改善，肉猪养殖成本有望继
续降低，单头盈利水平未必会低
于 2024年。

邹莹吉表示，降本增效是生
猪 养 殖 端 避 免 亏 损 的 重 要 课
题。建议养殖端加强疫病防控
能力，加强疾病预防与控制，提
高养殖成活率。同时，做好生产
环境管理，合理利用资源，并提
高养殖技术和繁育技术，降低头
均成本。

多家养殖上市公司披露2月份销售数据
行业或迎微利周期

本报记者 贾 丽 李豪悦

从AI（人工智能）大模型爆红网
络，到宇树机器人在春晚扭秧歌，再到
智能驾驶技术的持续普及，近年来，AI
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各个领
域。AI眼镜作为这一技术的重要载
体，同样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眼下，诸多科技品牌已纷纷入局，
“百镜大战”一触即发。业内普遍认为，
2025年将成为AI眼镜的爆发元年。然
而，纵观市场，虽然AI眼镜发展已有数
年，但仍尚未真正迎来“实质性普及”，何
时可以破局？在这场技术与资本的博
弈中，能否出现AI眼镜产业的“领头羊”？

AI加速“上镜”

在当前的智能科技领域，AI眼镜
已成为焦点。

许多在AI眼镜布局多年的企业已
崭露头角。例如，杭州灵伴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Rokid”）创始人兼CEO祝
铭明，佩戴着公司最新AI+AR眼镜亮相
浙江杭州余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
并借助该眼镜实现了“脱稿演讲”。

优奈柯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XREAL”）创始人兼CEO徐
驰近日对外表示：“2025年是L2级AI眼
镜的元年，L4级AI眼镜的真正赛点将
在2027年，XREAL要瞄准L4级高阶AI
眼镜。”这是业内企业首次对AI眼镜进
行分级。

北京致敬未知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致敬未知”）推出的BleeqUp品
牌AI眼镜正在探索新的应用场景，公
司计划于3月份在海外启动BleeqUp智
能眼镜的众筹。

众多跨界者也纷纷投身其中。雷
鸟创新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雷鸟创新”）与TCL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于今年初
联合推出的首款AI拍摄眼镜雷鸟V3，
集成了拍摄、光波导技术，并搭载了先
进的通义千问大模型。此外，华为、苹
果、小米的AI眼镜产品亦在研发之中。

“眼镜这个赛道从来没有像今年
这么热闹过。”雷鸟创新创始人兼CEO
李宏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
是智能眼镜的世纪大战之年。其中一
个很大的变化在于AI，AI功能在智能
眼镜中的渗透率会逐步上升，并且会
出现更多新的应用场景。

致敬未知联合创始人阮郑福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AI眼镜
行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爆发
期。AI眼镜的发展得益于多模态大模
型、AI算法、芯片升级和光学技术优
化。随着AI技术的成熟，AI眼镜正从单
纯的硬件设备，逐渐演变成具备强大交
互能力和智能服务的个人生活助理。

众多企业的“跑步”入场，或有望
带动AI眼镜市场规模的上涨，并拉低
售价。

《证券日报》记者在调研市场时发
现，当前AI眼镜的价格从数千元到数
万元不等。其中，主流机型价格在三
千元左右，而今年消费级AI眼镜的价
格有望持续降低。据了解，小米AI眼
镜计划于今年发布，据研究机构深圳

市维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维深信息”）估算，小米AI眼镜的税后
综合成本约1281元。

同时，AI眼镜市场在消费端和工
业端同时“开花”。如Rokid X-Craft防
爆AR眼镜已在核电站等工业领域实
现规模化落地。祝铭明表示，通过融
入AI大模型能力，AR眼镜不仅在消费
端实现了大规模商用，还正在应用于
智能制造、医疗、能源等领域。

三大运营商亦在集体布局AI眼镜
市场。其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计划于2025年推出十余款用于工
业等领域的AI眼镜产品。

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2030
年AI眼镜在医疗、教育等B端市场的渗
透率将超过30%。

在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副会长韩举
科看来，AI眼镜已经被视为是继电视、
手机后的第三代计算平台入口。目前，
各大企业在布局路线上呈现差异，有的
企业注重营销，有的专注于轻量化等技
术研发，有的则侧重于生态构建，展现
了AI眼镜市场的多元化和竞争性。

投融资日益活跃

AI眼镜的“破圈”，直接拉动了市
场规模的增长，并给产业链带来了更
多机会。

2025年已被业内视为AI眼镜的爆
发“元年”。据维深信息预测，2025年，
全球AI眼镜销量将增至550万台，同比
增长135%。另据IDC预计，2030年全
球AI眼镜市场规模将达到5340亿元。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3月12日，A
股市场77家AI眼镜概念上市公司当
中，已有超过30家预计2024年实现业
绩大幅上升。浙商证券传媒互联网首
席分析师冯翠婷认为，随着AI眼镜的
发展，光学、显示、芯片等核心零部件
以及下游零售环节的需求也将增加。

在此背景下，多家金融机构纷纷
加仓AI眼镜产业链相关标的。天眼查

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AI眼镜相关企
业的融资事件超过14起。2022年以
来，AI眼镜领域的融资活动显著增加。

“从近年来的融资情况来看，AI眼
镜行业呈现出诸多特征。例如，单笔
融资额显著提升，融资轮次后移，战略
投资占比增加，投资地域分布更加多
元化等等。同时，中国AI眼镜企业融
资活动日益活跃。”上海联创永沂投资
管理中心总经理王欣宇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阮郑福表示，近年来，随着AI眼镜
市场前景逐渐明朗，特别是一些头部
企业的成功示范和市场数据的积极反
馈，资本市场对AI眼镜的热情持续高
涨，“不过，受全球经济环境和资本市
场波动影响，投资还是趋于理性的，资
本更加聚焦于具有核心技术、明确商
业模式和规模化潜力的企业。”

“AI眼镜市场的竞争不仅是技术
和产品的竞争，更是生态和场景的竞
争。预计今年行业将进入优胜劣汰的
关键阶段，只有真正具备创新能力和
用户价值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资本
也将更加理性，聚焦技术实力强、商业
模式清晰的企业。科技巨头与创业公
司将并存，一批独角兽企业也有望脱
颖而出。”阮郑福说。

各方协同突破瓶颈

虽然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但AI眼
镜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从多位受访
者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AI眼镜
产业链部分环节亟待加强自主可控能
力，尤其是在光机模组零部件方面，国
内具备量产能力的供应商相对较少，
导致多个产品交付受阻。同时，技术
难题、光波导技术的成本和良率问题、
端侧算力不足、续航、散热以及重量普
遍较重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用户体
验。这些问题导致消费者对AR眼镜
产品的接受度有待提升。

此外，AI眼镜都以搭载大模型为

卖点，AI应用场景相对匮乏，也使得AI
眼镜的市场体量在智能硬件中的整体
占比较小。

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AI眼镜短期
出货量仍然较低。随着竞争加剧，行业
也难免出现“价格内卷”“同质化”等问
题。另外，操作系统和标准的统一对AI
眼镜生态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市场急
迫需要融入平台以扩大“朋友圈”。

对此，行业各方也在着力破局。
目前，中国信通院已发布AI眼镜评价
指标并启动专项测试，旨在规范市场
并推动行业洗牌。产业链相关企业则
通过多种形式不断进行联合创新与生
态延展。

北京钉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
人丁少将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尽管行业仍需跨越多重障碍，
但随着技术进步、成本降低和市场成
熟，轻量化AR眼镜的市场规模有望率
先实现爆发式增长。

浙商证券发布研报称，目前，AI眼
镜相关技术如光学显示技术、AI大模
型等正逐步突破，将有效解决AI眼镜
在交互、续航、轻量化等方面的痛点。
大模型开源也有望加速端侧AI应用的
普及，AI眼镜作为重要端侧应用之一，
后续相关产品有望加速落地。

如今，AI眼镜已不是单纯的终端
设备，其背后是AI、5G、大模型等多项
技术的深度融合，更是未来智能生活
的重要入口。

李宏伟认为，AI眼镜将是“整机+
生态”的竞争。它被视为下一代通用
计算平台，类似于智能手机的逻辑，硬
件之外，生态构建同样重要。

“国产AI眼镜产业的繁荣发展，是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的生动
体现，亦是中国科技高质量创新的有
力见证，其有望推动智能穿戴领域发
展迈向新高度。”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
会副秘书长宋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未来，AI眼镜必将释放
出更大的创新空间和市场活力。

AI眼镜“破圈”迎来爆发元年
2025年“百镜大战”一触即发

本报记者 何文英

3月10日，上海智元新创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智元”）宣布其通用具
身机器人累计下线突破 1000台。3月
14日，智元还将主办“1+4智元启元大
模型”暨灵犀X2具身智能机器人线下
（珠海）发布会。这一系列动作引起了
业界的广泛关注，市场对人形机器人临
近量产节点充满期待。

北京科方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总经理张新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智元成功下线 1000台机器
人，表明其在技术研发、生产工艺和供应
链管理等方面已经达到了规模化生产的
水平，标志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阶段
走向商业化应用的突破。这一消息有助
于提振整个机器人行业的信心，将吸引
更多企业和资本进入人形机器人领域，
加速产业技术创新和升级。”

政策与技术共振

技术方面，国产人形机器人持续取
得突破性进展。今年 1月份，智元在长

沙举行了灵犀X1人形机器人套餐交付
仪式，成功批量交付灵犀X1人形机器
人相关产品。3月10日，智元又正式发
布了具身智能大模型GO-1，赋能机器
人在复杂环境中实现自主决策。

另据了解，近段时间以来，小米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密集公布了机器人相
关专利及岗位招聘，预计 3月份至 4月
份将展示公司的最新进展，并逐步落地
生产线；小鹏机器人已在广州工厂投入
使用，并计划 2026 年实现 L3 的量产。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优必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众擎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等也相继发布了机器人
产品的最新进展。

在技术不断成熟的前提下，顶层设
计为人形机器人加速量产进一步提供了
政策支持。今年3月份，“具身智能”首次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另据统计，目前
国内明确提出发展具身智能的城市已超
过20个，仅深圳就有5.11万家机器人相
关企业，产业链总产值超过1700亿元。

开源证券发布研报称，2025 年至
2026年国内外人形机器人在量产方面
有望超预期。万联证券发布研报称，

2025年人形机器人行业有望迎来技术
突破与量产落地的双重驱动，智元GO-1
大模型的开源生态与泛化能力将为行
业注入新动能。

上市公司深度参与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最新发
布的机器人行业报告显示，2035年全球
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380亿
美元，供应链企业将率先受益。目前，
多家A股公司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供
应链中已形成先发优势，提前抢占行业
制高点。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人
形机器人领域，公司已与相关的减速机
行业企业形成业务合作关系，公司拉床
系列产品在行星减速机零部件的加工
领域已实现交付。”

蓝思科技作为智元的核心供应商，
深度参与了灵犀 X1 机器人的关节模
组、DCU控制器、夹爪等核心部件的生
产组装与测试控制。据了解，公司可为
人形机器人产业提供从设计到量产的

一站式垂直整合服务，目前公司已先后
与国内及北美头部人形机器人公司开
展了合作，并建立了专门团队以研发人
形机器人关节、灵巧手、躯干、头部壳
体、表情面罩等模组及整机组装。

此外，多家上市公司也在投资者互
动平台上披露了自身布局人形机器人
的相关进展。例如，软通动力信息技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软通天擎
机器人公司于 1月份发布了首款交互
与教育双足机器人天鹤 C1；宁波均普
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已有小批量人
形机器人产品送样测试；宁波柯力传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建了机器人事业
部、机器人研发团队，主动对接市场上
各类机器人客户。

人形机器人的量产突破与技术创
新，不仅为国产人形机器人行业树立了
标杆，更为A股供应链企业打开成长空
间。张新原认为，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将
直接带动其零部件供应商的订单增
长。同时，供应链企业可能会与头部机
器人生产企业展开更深入的技术合作，
共同研发更高性能、更低成本的零部
件，推动供应链技术的升级。

人形机器人临近量产节点 供应链企业有望率先受益

图①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来自中国的AI眼镜受到围观 图②致敬未知的AI运动眼镜 企业供图
图③消费者正在体验AI眼镜 贾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