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17日 星期四
本版主编：于 南 责 编：李 正 制 作：曹秉琛公司纵深0202

本报记者 李雯珊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A股市场已
有 12家火电板块上市公司发布了 2025年上半年业
绩预告。其中，有8家公司预计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同比增长，另有3家公司预计扭亏为盈。多家上市公
司表示，动力煤价格降低是其上半年盈利能力提升
的主要因素。

7月15日，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预计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5.2
亿元至5.8亿元，同比增长42.08%至58.48%。公司董
秘办相关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带动公司发电量、上
网电量同步增加。同时，受煤炭价格下行影响，公司
电力主业营业成本有所下降，双重利好共同推动了
公司利润的提升。

同日，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预
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17.54亿元至 20.87亿元，同比
增长 32.18%至 57.27%。对于业绩预增的原因，公
司表示，通过提质增效、强化全要素挖潜，公司燃
料成本和资金成本持续下降，带动净利润显著
增长。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7月12日发
布公告称，预计 2025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1.78亿元
至2.58亿元，同比增长94%至181%。公司表示，业绩
同向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投资收益同比上升、汕头光
伏项目投产以及燃煤价格同比下降综合使得发电业
务经营效益上升的影响。

“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持续下行，有效降低了
火电企业成本。与此同时，尽管部分地区电价同比
下滑，但煤价降幅远大于电价调整幅度，价差持续
扩大，助力火电企业实现了盈利修复。”苏商银行特
约研究员高政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
发布《甘肃省关于建立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明确，市场初期，煤电机组、电网侧新
型储能容量电价标准暂按每年每千瓦330元执行，执
行期限 2年。执行期满后，根据市场运行情况、机组
运行成本等另行测算确定。

据广发证券环保行业分析师郭鹏介绍，按照上
述政策内容，火电和电网侧储能容量电价将从 100
元/每年每千瓦提升至330元/每年每千瓦。

随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火电行业不仅逐步向高
效、低碳方向升级（如超临界机组、燃气轮机联合循
环等技术），同时也在探索与储能技术结合，以适应
能源转型需求。

在此背景下，火电资产的产业地位与资源价值
正加速凸显。一方面，在电力供应紧张时段，火电
作为最稳定的保障性电源，在现货市场可获得稀缺
性定价。另一方面，伴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
化，火电行业将从传统发电主导模式向“发电+调
节”综合服务模式转型，商业模式将实现从“保电
量”到“运营电价”的跨越，“高现货电价+利用小时
优化+容量保障收益”有望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流
方向。

火电板块迎来“高光时刻”
11家相关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向好

本报记者 刘晓一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收盘，A股市
场人形机器人板块共有 2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 202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有22家公司预喜（预计净
利润同比增长、扭亏或减亏）。

具体来看，新能源汽车加速渗透、消费电子市场
回暖、智能制造设备升级等因素推高主营业务收入，
是上述 22 家上市公司中大多数业绩预喜的主要
原因。

例如，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埃斯顿”）7月 15日发布的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
告显示，受益于市场需求回暖等因素影响，公司工业
机器人出货量持续增长，预计实现扭亏。

据了解，今年6月份，埃斯顿参股的南京埃斯顿酷卓
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第二代人形机器人Codroid 02。公
司方面表示，这款人形机器人从自主核心部件、智
能架构创新、全场景工业落地三个维度全面展现了
其在具身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

稀土永磁企业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月 15日披露的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预计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亿元
至 3.35亿元，同比增长 151%至 180%。公司表示，报
告期内持续聚焦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领域，专注于新
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机器人及工业伺服电机等
核心应用领域，并积极配合国际知名科技公司进行
具身机器人电机转子研发。

“随着未来机器人自主学习能力与多场景适应
性持续提升，叠加其技术不断迭代并重塑制造业、服
务业的人机协作模式，机器人行业的市场空间还将
进一步打开。”一久（海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韩勇锋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另据了解，在深耕主业的同时，相关上市公司也
在持续推进“出海”工作。其中，金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发科技”）、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奇股份”）、广东领益智造股
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海外布局成效明显。

新材料企业金发科技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公司加速推进全球化布局，海外业务规模快
速增长。预计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5.5亿元至 6.5
亿元，同比增长44.82%至71.15%。目前，公司已成立
人形机器人材料项目研发团队。

智能制造企业天奇股份方面表示，上半年公司
智能装备业务海外市场营收同比大幅提升，主要系
报告期内加速履约比亚迪印尼项目等重要海外项目
所致。

22家人形机器人相关公司
中报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李豪悦

截至 7月 16日，暑期档已过半
程。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16日（16时 37分），暑期档电影
票房已达34.12亿元。

据记者统计，今年暑期档下半
场，淘票票“想看”人数突破10万人
的高期待新片共有7部，覆盖历史、
战争、喜剧、动画、爱情等多个类
型。能否出现新的爆款电影，成为
了当下市场关注的热点。

历史题材备受期待

按“想看”人数由高到低排列，
上述 7部高期待新片分别为《731》

《东极岛》《你行！你上！》《长安的
荔枝》《神奇 4侠：初露锋芒》《罗小
黑战记2》《7天》。

具体来看，两部历史片是未上

映影片中市场期待值最高的电
影。《731》想看人数达 49万人，《东
极岛》想看人数达 32万人。其中，

《东极岛》主要出品公司覆盖大麦
娱乐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光线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影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3家上市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神奇4侠：初露
锋芒》是暑期档下半程唯一一部“想
看”人数突破 10万人的海外影片。
据记者了解，6月份至今，多部海外高
口碑影片都在国内遭遇了票房滑铁
卢，目前档期内票房最高的海外电影
为《侏罗纪世界：重生》，为4.7亿元。

动画电影作为今年的潜力题
材，被业内普遍看好。7部影片中，

《罗小黑战记 2》是唯一突破 10 万
“想看”人数的动画电影。该电影
背后主要出品方包括中文在线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猫眼娱乐、北京
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

其前作《罗小黑战记》在豆瓣评分
高达8分，且已有一定的粉丝基础，
近期《罗小黑战记 2》也已开启点
映，叠加前作口碑，对其票房增长
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位上市影视公司负责人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尽管暑期档
长达 3个月，但是竞争最激烈的月
份还是集中在 7月份和 8月份，这
两个月的宣传费用也会相对更高。

中邮证券发布研报称，预计随
着 7月份学生陆续进入假期，重磅
影片于7月份至8月份上映后，2025
年暑期档票房数据将有所修复。

尚无影片票房破10亿元

“市场渴望黑马、爆款，暑期档
上半场上映的高口碑电影没有一
部突破 10亿元。这在往年的竞争
中很少见。”一位业内人士向《证券

日报》记者坦言。
记者了解到，过去暑期档诞生

超10亿元票房的电影比较常见。例
如，2014年至 2016年，每年暑期档
都有至少 1 部 10 亿元票房电影出
现；2017年暑期档上映的《战狼2》通
过档期内51.5亿元票房刷新彼时中
国影史纪录；2018年至2019年暑期
档的10亿元以上票房影片数量逐年
增加，分别为 4部和 5部，其中就包
括档期内票房达到 43.5亿元的《哪
吒之魔童降世》；2023年，在 5部超
10亿元爆款电影的加持下，暑期档
总票房以187.71亿元创下中国影史
暑期档票房最高纪录；2024年暑期
档票房虽然出现回落，但仍有2部突
破10亿元的电影支撑，最终档期票
房达到105.36亿元。

反观2025年暑期档，截至目前
仍未能出现突围者。多位电影从
业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未

想过当前市场已经到了一部影片
想要突破10亿元都困难的地步。

在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
库常务副秘书长刘正山来看，电影
市场表现频频走弱的主要原因，包
括传统大片模式失灵、娱乐消费多
元化带来冲击以及档期依赖症导
致资源分布不均等。

“暑期档引进的好莱坞大片数
量不少，许多都是经典 IP续作，却
难掩叙事疲态和新鲜感流失的问
题。与此同时，娱乐消费多元背景
下，电影市场面临的竞争对手已不
是同期上映的影片，而是旅游、演
唱会、流媒体等其他娱乐产业。”刘
正山表示，面对当前困境，一是内
容上要从简单的迎合观众转向求
共鸣。二是叙事创新，宏大叙事之
外考虑年轻观众特征。三是发行
要革新，尤其是继续推进分线发
行，打破“档期赌局”规律。

暑期档过半 市场渴望黑马影片力挽狂澜

本报记者 贾 丽

渤海湾的晨雾中，天津港北
疆港区 C 段码头，智能运输机器
人在系统任务指令下有序行驶，
自动化岸桥在智慧调度系统的精
准控制下，将一个个集装箱从巨
轮上卸下……

这一场景的背后，是天津港作
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用
70余项创新点重构了传统港口作
业模式。

“过去，工人要爬 40米高的操
作岸桥，如今，在中控室轻动摇杆
即可完成。”指着大屏幕上跳动的
数据流，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信息部经理谢锦男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近年来，天津港加速数字化转
型，做强港口支撑，统筹海陆两个
扇面作用，拓展远洋航线，从传统
的“货物通道”升级为联通海陆的

“智慧枢纽”。于今年批复的《天津
港总体规划（2024-2035 年）》提
出，天津港将加快推进航道设施提
升、大型专业化智慧绿色码头建
设、老码头升级改造、集疏运体系
优化等重大项目落地。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走进天
津港，实探其如何与城市智慧产业
融合发展，推动天津港口从“黄金
水道”变身为连接全球多地贸易的

“经济走廊”。

“人工港”变身“数字港”

天津作为我国重要的沿海开
放城市，海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近年来，天津吹响“向海图强”的号
角，在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京津冀
协同发展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加快
构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

作为昼夜不停工的世界级人
工深水大港，天津港在 2024年创
下4.93亿吨货物吞吐量、2328.2万
标准箱的纪录；今年前 5个月，完
成货物吞吐量2.07亿吨，同比增长
1.1%，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993.1万
标箱，同比增长 3.7%，为区域经济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动能来源之一是 AI（人工智
能），AI技术一改传统码头劳动密
集型、低效高耗的传统作业方式，
让码头变“聪明”，加速向纵深领域
推进。其中，ART（人工智能运输
机器人）与智能调度系统共同构成
港口作业的“智能心脏”，算力平台
则成为驱动全局的“决策大脑”。

走进港口调度指挥中心，搭
载港口大模型 PortGPT 的天津港
应急安全管控一体化系统上实时
提示着风险预警，“火眼金睛”的
AI 能瞬间识别外来车辆偏离路
线、定位作业风险。数字孪生平
台 与 近 百 台 穿 梭 码 头 的 L4 级
ART 运输机器人实现虚实联动。
随着生产作业智能化不断加码，
目前天津港集装箱大型装卸设备
自动化率达 80%以上，单证电子
化率100%。

同时，新一代集装箱码头管控
系统已经在天津港上线运行，实现
从硬件到软件的全面国产化；6台
智能网联汽车已经在天津港东疆
港区公开道路示范应用。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港集团’）全面推进人

工智能应用，依托昇腾算力打造的
‘数字员工军团’已经渗透到每个
作业环节，港口大脑的决策时延压
缩至毫秒级。”天津港集团数字化
转型办公室规划架构经理兰鹏说。

天津港集团副总裁罗勋杰表
示，天津港集团全力推进向航运服
务智慧化转变、向综合型港航物流
营运商转变，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联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
点。

“前港后厂”催生新集群

天津港的辐射效应正在催生
一个庞大的新产业集群。航空航
天、造船、航运物流、冷链运输、融
资租赁等一大批适港产业持续集
聚，推动“通道经济”向“港口经济”
转型。

大港一吞一吐间，“前港后厂”
遍地生花。在海工装备领域，中船
（天津）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与海洋
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联
合建造的 17层楼高“海上移动油
气工厂”，年处理原油能力堪比半
个大型油田的年产量，推进天津千
亿元级产业集群加速落地。

冷链物流如今也已经成为天
津港的特色产业。天津港规模最
大的全产业链冷库群——京津物
流园冷库，以京津冀为中心、辐射
三北区域。越来越多水果、冷冻食
品等通过天津口岸被运往京津冀
乃至全国。

6 月份的天津港太平洋国际
集装箱码头已是一派繁忙景象。
来自比利时的24吨西洋梨抵达天
津东疆口岸，经海关查验后进入京
津冀主要市场。

天津港物流公司副总经理魏
天爱表示，天津港正打造精品水果
快线，围绕延链拓展港口增值服
务，推动适港产业加速发展。据了
解，首衡集团有限公司、海马生物
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等贸易企业
纷纷落户，促进相关产业链加速完
善。

作为京津冀对外开放的重要
窗口，天津港还架起了通向全球
多地的“经济桥梁”。作为中蒙俄
经济走廊东部起点，其构建起覆
盖俄罗斯等地的陆桥运输通道服
务体系，并成为新亚欧大陆桥重
要节点，147条集装箱航线通达超
180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多个港
口，吸引国际贸易、航运物流、大
宗商品交易等多元业态在此集聚
共生。

更大的布局在于港产城联动，
撬动庞大港口经济。作为天津市
适港产业的主要承载地，天津港所
在的滨海新区也在推动冷链特色
产业以及绿色石化、粮油加工、新
能源等适港产业不断提质发展。
目前，冻品保税功能持续优化，仅
中心渔港就已经吸引81家冷链相
关企业集聚发展。新型计算机通
信、化学制品等产业经济规模也在
港口经济中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天津港
保税区累计吸引超 3万余家企业
落户，形成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
生物制造、海洋装备、新氢能源、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千亿元级产业集
群，以创新引擎链接全球。

同时，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红

利仍在持续释放。天津海关数据
显示，今年前 5个月，天津市实现
外贸出口 1688.2 亿元，同比增长
7.5%。海洋文旅产业方面，天津
港还打造了“邮轮+岸上游”新场
景、新业态，激活了文旅协同“一池
春水”。

潮涌渤海湾，千帆竞发处。天
津这颗环渤海经济圈上的璀璨“明
珠”，正加速通过智算基础设施、多
式联运和自贸政策，推动港口与制
造、贸易、文旅深度绑定，形成港、
产、城共生生态。

支撑这幅图景的，是强大的算
力“基石”。距天津港 30公里，海
河东岸的红白建筑——天津市人
工智能计算中心（天津智算中心）
日夜不息地运转着。这座服务
230 家企业、年培育 2000 名 AI 人
才的“数字灯塔”，正以90%的算力
负载率照亮港产城融合之路。基
于此，DeepSeek在天津港等智慧港
口场景得以深度应用，算力成为天

津产业升级的“新水电”。

“三维赋能”破难题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天津港也
面临着港口生态环境保护等难题。

为更好建设生态友好、环境美
丽的绿色港口，天津港大力发展多
式联运，推动“公转铁＋散改集”模
式，并引入新能源倒运车辆，有效
降低港口碳排放，让港口绿色成色
和科技动能更足。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
究员张宝义表示，为进一步突破港
口拥堵、绿色转型等关键问题，当
地应充分激活企业带头作用，通过
建立“链长制”，推动上下游配套企
业技术升级，形成“龙头上市企业+
专精特新”的梯度集群。

实际上，由于大量产业集聚于
此，天津港集群发展亦亟待在产业
链协同、临港高端制造配套率等方
面进行提升。

对此，头部企业与上市公司通
过“三维赋能”破局：一是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等链主企业搭
建港口工业互联网平台，接入上下
游187家企业实现全流程可视化，
大幅提升协同效率；二是众多当地
上市公司设立数十亿元低碳基金，
专项支持氢能船舶、光伏码头等多
个项目，一笔笔跨境贸易融资正流
入远洋航线拓展，金融活水润津
门，以枢纽之势赋能海洋经济；三
是上市公司加速并购重组产业链
中小配套商，形成智能装备、生物
医药等多个百亿元特色产业园，加
速凝聚面向“深蓝”的集群产业与
新生态。

从智慧港口到港产城融合，天
津正以“人工智能+”为引擎，构建
新质生产力。如海河奔涌不息，天
津港的浪潮正推动这座城市向“北
方国际航运核心区”迈进，中国创
新技术与“中国智造”正以更低碳、
更智能的姿态，驶向深蓝。

天津港口变形记：从“黄金水道”到“经济走廊”

■ 贾 丽

港口经济已经成为驱动海港
城市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数据
显示，2024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
经济增加值达6.7万亿元。该经济
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然而，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和
绿色转型挑战，港口经济需从规模
扩张转向质量跃升，亟须破解临港
产业能级不足、陆海规划衔接松
散、创新转化不畅等瓶颈。

笔者认为，进一步释放“蓝色
GDP”效应，各地需跳出“就港口
论港口”的窠臼，带动港城融合的
海风劲吹广袤海岸，为海陆经济发
展不断注入澎湃动能。

其一，打造“立体网络”。目前
部分港口面临产业链协同不足，港

口物流、贸易、制造等板块存在资
源错配。建议各地通过自贸区政
策实现港口岸线、产业园区、城市
配套的“统筹”，推动通关一体化与
标准互认，加速构建“自贸走廊”，
搭建起跨区域海洋资源交易平台；
强化港口与城市交通、物流、商贸
设施的互联互通，破解“城围港”困
局，优化港口作业区、临港产业园、
城市服务带梯度布局。

其二，完善陆海产业链“创新
闭环”。天津港的毫米级精度装卸
机器人、连云港的纯电动拖轮研
发、上海洋山港的“无人码头”运
作、前海深港合作的 AI 无人船测
试等创新实践，均印证着智慧码头
的重要性。各地应着力于“聪明”
港口的打造，并发挥“政产学研用”
联合体模式，根据当地特点重点突
破海上风电制氢、深海装备、深海

勘探等关键技术；推动沿海研发与
内陆制造协同，建议建立相应的研
发及低碳基金或者创投联盟，完善
创新链条；重点培育第三代半导体
材料、深海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

其三，培育海洋经济“生态共
同体”。各地应建立环境治理联
盟，实施“海陆排污同标”；充分挖
掘海洋经济潜力，促进产业链联合
发展“风电+渔业”“光伏+盐田”

“滚装船+新能源车出口”等复合
业态，同步探索蓝碳交易机制，将
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港口引擎与城市脉搏正在高速
共振，各地唯有打破“港—产—城”
的边界，才能释放海陆经济更为巨
大的效应，使之成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和关键落子。

着力激发“港产城”融合发展蓝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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