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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 蓉

正值暑期，全国多地演唱会市场如火如荼。仅7
月12日，就有周杰伦、邓紫棋、周笔畅、许嵩等歌手分
别在厦门、沈阳、深圳、济南等地同日开唱。

陕西巨丰投资资讯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投资顾问
于晓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
来演唱会市场显著升温，场次、观众量和票房均实现
大幅增长，华东、华南地区为主要市场。在暑期档旺
季，各地演唱会密集开演，有利于进一步拉动消费。”

粉丝流量变消费动能

演唱会的影响力溢出场馆，激发周边乃至城市
重点商圈的商业活力。日前，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家
万象汇购物中心吸引了大批年轻粉丝。作为演唱会
的指定应援点，这家购物中心不仅在中庭位置设置
了粉丝签到墙，还有冰箱贴、T恤、折扇、帆布袋等衍
生品出售，粉丝经济蕴含着极大的消费潜力。

该购物中心工作人员刘莉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每当购物中心举办粉丝应援活动时，客流量就
会暴涨几倍，活动高峰期粉丝甚至排起长队。这给
购物中心的商户带来不少销售增量。”

记者了解到，在大型演唱会前开展粉丝应援活
动，已经成为各地大型购物中心吸引客流的有力举
措之一。例如，上市公司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商集团”）积极打造明星演唱会官方指定
应援点，开展“潮铺打卡对暗号”活动。武商集团相
关负责人在交易所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借此实现粉
丝流量向品牌消费的转化。

“演唱会经济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1元门票
消费可带动4.8元消费，除了促进相关购物中心消费之
外，还能激活城市酒店业、交通业、旅游业等多领域的
消费。相关企业需积极把握机遇。”于晓明表示。

创新产品增强竞争力

演唱会市场火热，不仅间接拉动周边消费，而且
给演出设备制造、场馆运营、票务平台等产业链企业
直接带来市场机遇。全球舞台灯光设备龙头广州市
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洋股份”）今年
在积极巩固海外市场的基础上，同步加强了国内营
销渠道。公司研发部门根据市场需求持续开发引领
市场的新品类，立足舞台演艺灯光板块，加大产品的
开发力度。浩洋股份方面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不
断提升核心技术，开发创新产品。”

文体运营服务提供商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股份”）2024年度体育场馆在
管项目拓展数量及新增管理资产规模达历史最高水
平。珠江股份方面表示，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在管场
馆竞赛表演市场竞争力。

此外，演唱会赞助商也获得了良好的品牌曝光
和推广的机会。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方面表
示，公司此前赞助明星演唱会获得了较好反响。

今年下半年，多地演唱会排期密集。以深圳为
例，7月1日至13日，张靓颖、旅行团乐队、杨和苏等已
先后登台亮相。接下来，刘宇宁、陈慧娴、汪苏泷、吉
克隽逸、陶喆、水木年华、黎明等歌手也已排期，备受
市民关注。中国城市专家智库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
林先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目前多个城市已
公布的下半年演出计划来看，有不少知名歌手巡演，
市场需求依然旺盛，观众热情不减，下半年演唱会市
场热度有望延续。”

演唱会市场升温
上市公司多措并举抢抓机遇

本报记者 梁傲男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夜经济”
也逐渐“升温”。支付宝数据显示，
今年6月份，18时至24时消费金额
占比为49.3%，同比提升6个百分
点。从景区夜游到美食夜市，一系
列多元场景共同绘就了夜间经济
的斑斓画卷，也为城市消费复苏注
入强劲动能。

烟火气十足的夜宵市场最能
直观体现“夜经济”的活力。美团
数据显示，夏至以来，武汉光谷、深
圳龙华、重庆观音桥、南京新街口、
广州天河等地成为全国十大热门
夜宵商圈。广东7月份以来夜间堂
食订单量（18时至次日6时）稳居全
国第一，同比增长超21%。

夜宵市场火热的同时，消费者
需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例如，烧
烤消费中，61元至90元人均消费区
间的订单占比超过30元以下区间，
成为订单数最高的价格带。”美团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柴锐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当前，夜宵市场的消
费者并不仅仅追求低价，而是更看
重“质价比”，看重口味、环境、服务
的综合体验。

在消费者需求升级的背景下，
商户纷纷创新经营模式。成都一
家烤鱼店通过星空主题的光影设
计吸引年轻人，即便工作日晚上仍
需排队等位；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则在深圳、北京、上海等地布
局近30家夜宵主题店，将火锅与
LiveHouse、调酒表演结合，打造沉

浸式夜间消费场景。
在旺盛的夜间需求下，餐饮

店营业时间越来越长。美团方面
对记者表示，全国已有超过11万
家餐饮门店在美团平台上点亮了

“全天营业”标识，7月份以来提供
24小时餐饮服务的线上门店数同
比增长48%。

“夜宵已成为年轻人社交互动
的重要节点。这种消费思维与行
为的变迁，正倒逼夜宵产业加速创
新升级——过去以大众化、低端为
主，主打性价比的模式，如今在政
策支持下，正朝着性价比与质价比
兼备的方向转型。”广东省食品安
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蓬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夜经济”的繁荣，不仅体现在
餐饮场景上，更延伸至文旅消费等
多元领域。

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经济专
项调研显示，都市夜游者喜欢特色
餐饮和潮流市集，其对旅游购物和
文化体验的需求明显上升。游客
到访历史文化街区和都市商圈，对
本地老字号餐饮、传统艺术有需
求，对创新文化和时尚艺术更有期
待。乡村夜游者则更偏爱本地文
化活动与民俗活动。需求的多维
拓展，推动着“夜经济”与文旅深度
融合。

各地多措并举推动“夜经济”
发展。广东启动“2025广东夜经
济暨暑期消费促进活动”，围绕暑
期、夜间经济两大热点，全省联动
开展“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

夜购、活力夜娱、魅力夜游、时尚
夜秀”六大主题消费活动超200
场；宁夏则启动2025“夜宁夏 潮
生活”商文旅体系列活动暨第六
届夜绽生活节，以此为载体，持续
打造夜间经济IP……

在业内人士看来，各地大力

发展“夜经济”、促进暑期消费等
举措 ，不仅丰富了夜间消费选
择，更通过优化暑期休闲、亲子
场景，打造互动式、体验式活动，
为商家和消费者搭建了更广阔
的互动平台。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

朱克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各
种主题活动与场景创新对消费的
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激活城市商
业活力与延展消费时空维度两个
层面，不仅有效延长商家营业时
间、提升消费者停留意愿，还形成
了夜间消费的流量入口。

乘“热”而上“夜经济”潜力持续释放

■ 刘 萌

入夏以来，多地围绕夜间经济
消费热点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夜市、
夜购、夜游、夜食等丰富多彩的“新
夜态”点燃“夜经济”，升腾起浓浓的
烟火气。

在重庆，日前启动的2025不夜
重庆生活节将推出“玩转不夜城”、川
渝城市夜经济嘉年华等200余场主题
活动；在上海，2025夜生活节将从6月
份延续至9月份，推出130个主题特色

夏夜活动，带动夜间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积极探索

夜间经济与文旅、科技、体育等领域
的深度融合。例如，在夏日夜骑的
带动下，北京门头沟区附近商圈完
善配套服务，让这项户外运动成为
撬动城市夜间消费的新支点；河北
唐山迁安天元谷景区以“线下沉浸+
线上互动”模式，让地方特色文化充
分曝光，持续产生长尾效应。这些
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也带动
了本地消费增长，成为拉动内需的

重要力量。
尽管夜间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

势，但其潜力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笔者认为，未来还应在文化赋能、业
态创新等方面继续加力，让夜间经
济成为消费增长的持久动能。

一是提升夜间经济的“文化附
加值”。夜间经济不仅是消费的延
伸，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体现。例
如，甘肃将敦煌壁画中的文化底蕴
融入夜市“布景”中，把敦煌夜市打
造成“一街一景一故事”的丝路风情

画卷；陕西西安通过“大唐不夜城”
复原盛唐景象……这些均是文化赋
能夜间经济的成功案例。未来，各
地应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品牌建
设，进一步将地方特色融入夜间消
费场景。

二是利用科技手段推动业态创
新，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比如，运用
AR/VR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等。

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建立多部
门协同机制，推动夜间经济规范化
发展。包括进一步优化交通服务和

安全措施等，为夜间经济提供良好
的发展环境。

夜间经济作为城市商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以其独特的魅力释
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未来，随着
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夜间经
济将为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赋能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
湃动能。

让“夜经济”成为消费增长的持久动能

本报记者 李如是 刘 钊

《证券日报》记者从中国移动采
购与招标网获悉，近日，上海智元新
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元机
器人”）和杭州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宇树科技”）中标“中
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人形双
足机器人代工服务采购项目”。

根据该项目的比选公告，本次
采购的项目总预算为1.2405亿元
（含税）。采购包1为全尺寸人形双
足机器人，预算为7800万元（含税），
最终中选人为智元机器人；采购包2
为小尺寸人形双足机器人、算力背
包、五指灵巧手，预算为4605万元
（含税），中标人为宇树科技。

国泰海通证券研报显示，本次
采购招标落地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
业商业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事
件，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处于“从0

到1”的关键阶段。

有望“上岗”工业场景

英伟达CEO黄仁勋曾公开表
示，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具身智能
是人工智能的下一波浪潮，未来人
形机器人将像汽车般普及。

据深圳市高工产业研究有限公
司（GGII）预测，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
规模到2030年将达到近380亿元，中
国人形机器人销量将从2024年的0.4
万台左右增长至2030年的27.1万台。

智元机器人、宇树科技作为国
内人形机器人“第一梯队”选手，出
货量行业领先，二者的产品矩阵各
有特色。

目前，智元机器人拥有远征、精
灵、灵犀三大机器人家族，产品覆盖
交互服务、工业智造、商业物流及科
研教育等多种商用场景，预计2025

年出货量将达数千台。7月9日，智
元机器人在富临精工绵阳工厂开启
了“全球首次通用具身机器人工业
现场常态化作业直播”，向公众呈现
了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场景中的稳定
作业能力。具身智能技术正在从实
验室走向产线、从概念验证迈向商
业化落地。

宇树科技以四足机器人起家，
于2023年发布首款通用人形机器人
产品H1，即春晚“扭秧歌”的同款。
此后，宇树科技发布了小尺寸人形
双足机器人G1，即以拳击、舞蹈爆
火出圈的同款。

据悉，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为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移动”）全资子公司。近
期，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2025年世
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上提出“碳硅
融合”的概念，即通过AI技术让硅基
生命（机器人）与碳基生命（人类）深

度融合，形成新的社会分工体系。
此前，宇树科技的机器人产品

已在中国移动的电力、矿业客户中
试水。例如，在电力巡检场景中，宇
树的四足机器人通过5G实时回传
数据，结合中国移动的云平台进行
分析，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

多位受访人形机器人从业者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人形机
器人距离大规模在工业场景中“上
岗”还有一定距离，但在商业引流、
娱乐、科研教育等领域已经展现出
应用潜力。

多元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众多机器人企业正在不断推进
新产品研发，实现多元应用场景落
地，加快商业化进程。机器人赛道
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在北京智源大会上，宇树科技

CEO王兴兴表示，近期宇树科技的
人形机器人在租赁市场非常火爆，
这说明人形机器人已经带来了一定
的产业价值。现阶段人形机器人参
加表演、格斗比赛也不光停留在展
示层面，本身也产生了一部分商业
价值。

在他看来，当AI技术发展到一
定阶段时，一个足够智能的家用机
器人既可以跳舞、参加格斗比赛，也
能完成端茶倒水、洗衣做饭等日常
任务。

在此背景下，智元机器人积极
拓展灵犀X2在康养陪伴场景中的应
用。美团联合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
有限公司推出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
智慧药房方案；深圳市越疆科技有
限公司与“药师帮”平台强强联手推
动人形机器人“接管”药房全流程。
这场技术与产业的双向奔赴背后，
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正加速形成。

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落地 智元机器人、宇树科技中标大单

本报记者 李雯珊

近日，深圳市高工产业研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GGII”）发布相关数
据显示，2025年全球电力储能、乘用
车、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机器人等细分场景锂电池出货量预
计超1.8TWh（万亿瓦时），到2035年，
全球电池需求将突破8TWh。

“锂电池应用正在向电动船舶、
电动重卡、工程机械等‘全场景电动
化’发展。未来十年锂电产业规模
将迅速增长，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与
储能等领域。”大东时代（深圳）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罗焕塔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GGII预测，eVTOL用锂电池、机

器人用锂电池、工程机械用锂电池、
电动船舶用锂电池的增速值得重点

关注，到2030年上述场景锂电池需
求预计分别为30GWh（吉瓦时）、
100GWh、100GWh、160GWh。

“电动化正深入船舶、飞行器、
机器人、工程机械等多个领域，带动
锂电从‘单点高增’走向‘多点爆
发’。新兴应用场景对能量密度、安
全性和轻量化的高要求，正倒逼材
料体系与制造技术快速演进，固态
电池成为格局重塑的关键变量。”
GGII董事长张小飞说。

主机厂在固态电池领域也动
作频频。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无
论动力还是储能，未来绝大多数
头部主机厂都将设立固态电池专
项团队，在验证期内抢占先机。
这也意味着传统隔膜企业、液态
电池体系材料商若不能顺利切换
技术路径，极可能在下轮技术周

期中被边缘化。
在此背景下，不少产业链龙头

公司正加速提升自身电池业务的覆
盖面，并积极开展固态电池的研发
布局，更好地把握新兴应用场景带
来的市场机遇。

“公司已在固态电池领域进行
技术布局，计划于2026年实现全固
态电池生产工艺的突破，推出一款
高功率、高环境耐受性、高安全性的
全固态电池，主要用于混合动力领
域。此外，公司目前已经接洽几家
头部人形机器人客户需求。”惠州亿
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相关人
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前段
时间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
计划2026年推出第一代全固态电池
产品；2027年推出第二代全固态电

池产品。
日前，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百科
技”）中央研究院冯道言博士表示：

“全固态电池作为下一代电池技
术，凭借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长
循环寿命与宽温域应用等显著优
势，在电动飞机、eVTOL及动力电
池等领域拥有广泛应用空间，市场
前景广阔，有望成为推动相关产业
发展的关键力量。”

据悉，目前容百科技已经开发
出适配于硫化物全固态电池的8系
正极和9系正极，成本与现有材料体
系相当，性能表现优异，均达到行业
领先水平。同时，8系单晶固态正极
材料S83L在2024年实现吨级出货。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

在固态电池上主要围绕正极材料和
固态电解质进行布局。未来公司将
结合固态电池的产业化进程和市场
情况，同步推进正极材料和硫化锂
产能建设。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
司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提
到，在半固态电池领域，公司的半
固态电池产品已规模化出货，其中
第一代半固态电池已在2022年实
现装车，第二代半固态电池能量密
度超过 330Wh/kg，循环寿命超过
4000圈，预计将于今年量产，有望
率先在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具
备高技术壁垒、高性能要求的领域
实现商业化。在全固态电池领域，
60Ah的硫化物全固态电池计划于
今年年底前向战略合作伙伴小批
量交付。

新兴场景点燃锂电产业需求 多家头部企业加速技术迭代

本报记者 彭 妍

7月份以来，多家A股上市银行陆续发布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7月13
日，在42家A股上市银行中，已有35家完成2024年的
年度分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杨海平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A股上市银行分红密集落地，一是落
实新“国九条”关于强化现金分红、优化分红频次、强
化分红可预期性的要求；二是回报投资者，向投资者
传递出经营业绩向好的信号；三是强化市值管理。

以派息日为统计节点，截至目前已有35家银行完
成2024年年度分红。其中包括工商银行、交通银行、邮
储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5家国有大行，招商银行、兴
业银行等7家股份制银行，以及23家城商行和农商行。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在低利率时代，以银行股为代表的高分红资产
成为了投资者追求稳健收益的重要方向。上市银行
分红比例的进一步提升，有助于推动银行股价上行
和银行经营质量逐步提升的良性循环。

作为衡量投资价值的指标之一，上市银行的整
体股息率（即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比率）保持较高
水平。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以7月11日收盘价
计算，近12个月内，42家A股上市银行中，约半数银行
股息率超4%，其中，招商银行、长沙银行、邮储银行、
建设银行、重庆银行、中国银行6家股息率突破7%。

对此，明明表示，银行长期经营稳健，能够长期
维持高股息率。杨海平则认为，A股上市银行股息率
较高，与银行股估值相对较低以及上市银行积极响
应监管部门关于分红的政策有关。

依托高股息等核心优势，银行板块今年以来持
续获得市场资金青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
至7月11日收盘，该板块年内累计涨幅（按算术平均
计算）达19.34%。同时，多家上市银行增加现金分红
派发频次，进一步增强银行股的投资吸引力。不少
银行近期纷纷推出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

展望未来，明明表示，银行稳健经营和偏高的股
息水平都对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预计银行板块有
望延续上行态势。

35家A股上市银行
年度分红密集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