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一鸣

在探索工业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道路上，有一家企业常为
人称道，这家位于安徽省铜陵市的
企业不仅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
重要成员，也是全球范围内享有盛
誉的行业巨头，它就是铜陵有色金
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铜陵有色”）。
从新中国第一炉铜水、第一块

铜锭再到亚洲最大的电解铜生产
商之一，铜陵有色闯出了一条特色
之路。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走进
铜陵有色，探索公司稳健发展的绝
招。

“箩筐精神”照亮前行

1949年12月29日，第一次全国
有色金属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
定将安徽铜官山铜矿列为全国重
点开发的铜矿。在物资匮乏条件
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同意投资
9500吨大米，进行铜官山铜矿工程
建设。

“当时，铜官山铜矿几乎是一
片废墟，没有电力、道路和开矿机
器设备。然而，建设者们凭借着坚
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从祖国的
四面八方汇聚到铜官山下，拉开了
建设新中国铜工业基地的帷幕。”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丁士启对《证
券日报》记者说。

脚穿草鞋推矿车，手抓馍馍送
嘴边，竹编箩筐装矿石，人力绞车
往上提。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铜
官山铜矿建设的真实写照。

当记者走进铜陵有色展示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新中国铜工
业从这里开始”的铜碑。这块铜碑
见证着铜陵有色在新中国铜工业
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意义——1953
年5月1日冶炼出的新中国第一炉铜
水，以及由铜水浇铸而成的新中国
第一块铜锭，均来自铜官山铜矿。

在“箩筐精神”的照亮下，“一
五”期间，铜官山铜矿粗铜的产量
平均每年递增72.3%，工业总产值
平 均 每 年 递 增 117.1%。 到 1957
年，铜料、粗铜产量均首次突破1
万吨，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铜陵有色也乘此
东风迈入快速发展轨道。公司不
断引进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实施了一系列的技术改
造和管理创新，极大地提升了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

到了90年代，铜陵有色已经成

为亚洲最大的电解铜生产商之一，
并且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绩。公司自主研发的“地下矿山
连续开采工艺及装备”“常温变量喷
射-动力波洗涤闪速炼铜技术”等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进一步
巩固了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用“智”生产

对比曾经筚路蓝缕的艰难创
业史，走进铜陵有色金冠铜业分公
司生产车间，又是一番翻天覆地的
新气象。记者看到，智能工厂里，
机械臂运转不停，从矿石的破碎到
阴极铜的电解，整个过程几乎实现
了全自动化。

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在这里，原矿石首先
经过破碎和磨矿处理，形成细粒度
的矿浆。随后，通过浮选工艺将铜
矿物从矿浆中分离出来，形成铜精
矿。最后，铜精矿经过熔炼、吹炼、
精炼及电解等工序，最终得到高纯
度的阴极铜。

这三大生产步骤看似简单，但
想最终得到高纯度的阴极铜其实
需要几十个小步骤才能实现。目
前，铜陵有色生产的“铜冠”牌阴极

铜纯度达到了99.95%以上，也是伦
敦金属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
的注册产品。这种高质量的阴极
铜广泛应用于电气和电子行业。

阴极铜生产工序繁杂，一旦中
间环节出错，将会给产品质量带来
很大影响。为了更好地控制生产
线，铜陵有色应用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技术，将电解、净化、硅整流等
所有设备及车间30余台工控机、办
公电脑等统一联网管理。

来到控制中心，记者看到大屏
幕上显示着车间各个环节的相关
数据。公司正是通过交互系统这
个“大脑”，对车间海量数据采集分
析，实现生产过程追溯。一旦某个
流程出现偏差，能够更快发现问题
所在。

上述工作人员进一步补充：
“铜陵有色持续开展阴极铜多目标
质量提升课题攻关和智能化升级
改造，使得阴极铜品质和电解技术
经济指标持续创优。例如，公司引
入机器人剥片机组，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

进一步强链延链补链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新
能源电池、新能源储能材料等绿色

产业快速发展，极大拉动了铜产业
的发展。

“一辆电动汽车可能需要20公
斤以上的铜箔来制造其电池组。
而且，为了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和
循环寿命，对铜箔的质量和性能要
求也在不断提高，这进一步刺激了
高纯度、高精度铜箔的研发和生
产。”丁士启说。

政策利好也不断涌现。工业
和信息化部等十一部门于2025年1
月份印发的《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2025—2027年）》提出，围
绕新能源、电子信息等关键领域需
求，重点培育铜产业“专精特新”

“单项冠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

目前，铜陵有色旗下有多座矿
山，包括冬瓜山铜矿、沙溪铜矿、安
庆铜矿以及海外的米拉多铜矿
等。这些矿山为铜陵有色提供了
稳定的铜精矿资源。为了抓住铜、
延伸铜，铜陵有色依托丰富的资源
和技术生产出的超低轮廓铜箔等
高附加值产品，打破了国外企业在
高频高速基板用铜箔市场的垄断
地位。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国内
外市场对高性能材料的需求，还推
动了相关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和升
级换代。

据介绍，铜陵有色实现了锂电
铜箔从6微米到4.5微米以及3.5微
米的技术跨越，目前已具备年产
5.5万吨电子铜箔产能。

除了铜箔以外，铜陵有色积极
布局铜基新材料产业，涵盖了铜板
带、电磁线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电
解铜—铜杆—铜箔—覆铜板—印
制电路板”等完整产业链，产品覆
盖棒、杆、管、带、箔等多类形态，满
足了不同行业对铜基材料的多样
化需求。

丁士启表示，公司深入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研投
入，积极开发高端铜基新材料，例
如新一代通讯用HVLP铜箔、IGBT
封装用铜板带材、新能源汽车驱动
电机用特种电磁线等，推动产品向
高端化、智能化迈进，提升产品附
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展望未来，“公司将继续深度
融入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聚焦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高
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强链延链补
链，不断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巩固铜冶炼行业领先地位，做强做
优以铜基新材料为主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加快建成世界一流企
业。”丁士启说。

从铜开采到铜基新材料 铜陵有色抓住铜、延伸铜
本报记者 李豪悦

7月18日，覆盖玩具、游戏、影视等多个领域 IP
的“2025 LEC全球授权展”落下帷幕。公开信息显
示，此次LEC全球授权展规模再攀高峰，来自海内
外 400余家授权行业参展商齐聚中国上海，汇聚全
球1800多个 IP。

IP展会的火爆并不意外。当前，潮玩市场作为
文娱 IP落地消费的重要产业之一，不断实现海内外
两开花。海外市场方面，7月 14日，国务院新闻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披露，2025年前 4个月，我国出
口的玩偶、动物玩具已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了
133.1亿元，增幅达到9.6%。而在国内市场，中商产
业研究院今年6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潮玩市
场规模2025年将达到877亿元。

上海夏至良时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
员、大消费行业分析师杨怀玉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潮玩行业正在经历两大维度的扩张。
一方面品类走向多元，品牌尽可能多地覆盖不同
垂直玩具赛道。另一方面，跨界 IP+潮玩的业态
融合在不断加速。”

上市公司拥抱“潮玩”

2025年年初至今，上市公司频频拥抱潮玩市
场。3月份，美股上市企业量子之歌集团（以下简
称“量子之歌”）用现金总对价 2.35亿元完成对潮
玩企业深圳熠起文化有限公司约 61%股权的控股
收购；5月份，万达电影全资子公司影时光与关联
方中国儒意全资子公司儒意星辰共同出资 1.44
亿元投资正在港股 IPO 的潮玩企业 52TOYS；6 月
份，阅文独家战略投资毛绒潮玩品牌“超级元气
工厂”。

值得一提的是，“超级元气工厂”母公司杭州乐
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为毛绒玩具行业公司，由此，
上述阅文战略投资成为了国内毛绒玩具行业首例
获得主流投资机构投资的公开案例。

杨怀玉表示，潮玩市场已不仅是“盲盒竞争”。
“毛绒玩具、可动玩偶、大娃等细分企业都在冒头，
市场正在从单一品类竞争走向多元发展。”

在此背景下，诸如泡泡玛特、52toys等知名潮
玩企业率先踩中风口，丰富品类。例如，6 月份
泡泡玛特发布的“怪味便利店”系列新品，产品
包括盲盒、香氛、抱枕、冰箱贴等；无独有偶，
52TOYS 在 6 月份的玩心展现场发布的两大 IP
CICilu、PoukaPouka 产品覆盖搪胶毛绒、大体手
办、泡面吧唧、胸针等。招股书显示，52TOYS 目
前的产品形态涵盖静态玩偶、可动玩偶、发条玩
具、变形机甲及拼装玩具、毛绒玩具及衍生周边
六大品类，并且覆盖 2800个 SKU。

谈及品类打造，52TOYS方面表示：“我们注重
IP风格、调性的多样性和差异化，同时结合52TOYS
丰富的‘多品类工具库’，依据 IP特点打造不同的产
品，凸显和诠释每个 IP的内核。”

一位业内分析师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盲盒
手办在潮玩市场的占比大约在28%，但是目前增速
却在放缓。而组装、拼接类玩具占比提升到了
23%，其次，手办、可动玩偶、毛绒玩具等细分赛道
都迸发出了相应的潜力。因此，潮玩企业产品品类
走向多元竞争是未来的主要趋势。

以“原创+授权IP”突围

“LABUBU”这一 IP的成功让泡泡玛特变得家
喻户晓，同时印证了国产原创 IP全球性的掘金潜
力。中泰证券发布研报称，2025年天猫618玩具潮
玩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国创 IP衍生品成交额及增
速全面超越日本 IP衍生品。

“从 6月初到 7月份，娱乐周边展会几乎扎堆
举办。诸如‘2025 LEC 全球授权展’这类展会规
模的提升，也从侧面反映了手握 IP企业的内容商
渴望寻找合适的落地产品。因此，潮玩市场不仅
渴望下一个原创爆款 IP的出现，有能力提升授权
IP产品竞争力的企业，都有机会在后续竞争中突
围。”上述分析师说道。

据了解，两个月的时间里，52TOYS 先后推出
CiCiLu、Pouka Pouka、NINNIC三款原创 IP，陆续在
6月份和 7月份的行业展会中亮相。与此同时，公
司 2022年推出的 IP“NOOK”和新 IP“NINNIC”与梦
工厂动画电影《新·驯龙高手》推出的联名产品，发
售首日即售出近3500个。

招股书显示，52TOYS主要采用“自有 IP运营+
授权 IP合作”的模式。截至 2024年末，52TOYS已
拥有自有 IP35个，授权 IP80个。按照 IP收入占比
看，公司自有 IP2024年收入占比 24.5%，授权 IP收
入占比64.5%。

杨怀玉认为，随着 IP产业的爆发，越来越多溢
出的 IP正在寻求潮玩标的进行合作。这对于潮玩
市场来说是新的机会。成功推出原创 IP的能力能
够证明品牌运营能力的成熟，但对授权 IP的二次
创作，以及对联名产品的推陈出新也更考验企业
的市场嗅觉。“要同时把原创和授权都做好具有挑
战性，但一旦打通这个模式，也会形成企业特有的
护城河，实现内外联动，相互成就的优势。”

上述分析师认为，未来的竞争中，潮玩品牌
如何丰富 IP 生态也至关重要。“部分内容企业也
尝试做自己的品牌。例如阅文集团打造的‘阅文
好物’。”

目前来看，国内头部潮玩企业都已陆续通过建
造乐园、布局ACG等方式丰富 IP内容。

例如，今年3月份，泡泡玛特乐园业务总裁胡健
表示，乐园表现远超预期，乐园二期工程计划 2026
年施工。此外，泡泡玛特还将打造“LABUBU”同名
动画，继续深化原创 IP的影响力。

无独有偶，在今年 7 月份的 BW 漫展现场，
52TOYS旗下原创科幻 IP猛兽匣系列产品及原创
漫画《猛兽匣：机甲纪元》亮相。据了解，猛兽匣
是 52TOYS 于 2016 年 推 出 的 原 创 变 形 机 甲 系
列。2023 年，52TOYS 开始打造猛兽匣 IP 内容生
态，涵盖动画、文学、漫画等多种内容形式，并收
获了一众粉丝。

中国潮玩行业竞争趋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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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镜茹

“我们不是简单做PCB设计，也
不仅是做 PCBA 制造，而是把 PCB
研发、设计、制板、PCBA制造全过程
打通，为硬件创新企业打造一个完
整闭环的高速通道。”深圳市一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博科
技”）董事长汤昌茂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整个电子制造产业链中，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即印刷
电路板，是所有电子产品的“神经网
络”，起到承载和连接电子元器件的
作用。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则是在 PCB 基础上进行
电子元器件焊接、贴片、组装的完整
加工过程，是实现功能模块化的最
后一步。

“很多科技企业研发能力强，
但从概念验证走向小批量试产，
经常会卡壳。”汤昌茂坦言，“我们
希望能在这些关键环节，帮相关
企业迈出那最难的一步。”这份技
术人的使命感，成为一博科技过
去二十余年不断扩展业务边界的
动力。

如今，随着制板与 PCBA 能力
的全面打通，公司正从一家“设计驱
动型”公司进化为覆盖全链条的“硬
件创新平台”：一端连接前沿设计，
另一端连接高质量制造，中间则是
由人才、工艺、系统组成的完整闭
环。“我们始终在思考，怎样让每一
个客户的创新不再止步于纸面。”汤

昌茂说。

稳居行业龙头

“PCB 设计高手难找，就算找
到，忙时不够，闲时太多，团队太小，
技术后劲难以保证。”在专访时，汤
昌茂回忆起与一位合作 22年的客
户公司的CTO的对话，这句话，也成
了一博科技创立之初的现实写照。

2003年，一博科技应运而生，最
初专注于高速PCB设计和信号完整
性仿真。随着与客户的合作不断深
入，公司逐步拓展服务边界，增加了
PCB制板、物料供应、贴片加工和组
装测试等环节，在深耕高速PCB设计
的基础上，逐步向全流程协同演进。

在国内 PCB设计行业中，小规
模团队仍占多数，而一博科技凭借
团队体量与技术积累，已稳居行业
龙头。

截至目前，公司已构建起 800
余人的高速 PCB 设计团队，持有
400 余项相关专利，掌握了 112G/
224G PAM4、PCIE 6.0等前沿高速
设计与仿真能力，在信号完整性、电
源完整性方面的仿真分析能力业内
领先。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帮客户解
决研发阶段最棘手的问题。”汤昌茂
坦言，作为由技术背景创业起家的
公司，一博科技天然理解研发型客
户的节奏与痛点，尤其是在从设计
到中试验证的“临门一脚”上，能够
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打通

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PCB 设计属于技术密集型企

业，难以通过短期的资本投入缩短
技术差距。据汤昌茂介绍，一博科
技采用“以研发项目为核心”的矩阵
式组织模式，由项目负责人牵头，跨
部门、跨小组协同推进研发工作，确
保资源动态高效分配。这一模式不
仅保障了项目效率，也为公司储备
了大量先进工艺与技术成果。

一博科技的技术基因也决定了
其商业模式的特殊性。目前，公司
90%以上订单聚焦于研发打样和小
批量生产领域，具备明显的工程服务
属性，因而毛利率显著高于传统EMS
大批量生产厂商。同时，凭借对研发
物料的集中采购优势，公司在制造端
也实现了较强的成本控制力。

在汤昌茂眼中，PCB设计并不
是独立的工程，而是整个硬科技创
新体系的锚点——决定一个想法能
否真正走出实验室、抵达市场。

打通一站式服务链条

传统 PCB设计与制板脱节，是
很多研发型企业“从0到1”过程中容
易踩的坑。为解决这一“断点”，
2023年起一博科技全资并购珠海邑
升顺板厂（以下简称“珠海板厂”）。

“以前设计强，但制板是短板，尤
其在前沿工艺和板材适配上。”汤昌
茂表示，而珠海板厂的投产则彻底补
齐了这一“短板”。目前，该板厂以高
端快件及中小批量的PCB制造为主，

现已成功交付58层超高难度和32层
1.32米超长PCB产品，交期效率和质
量稳定性均达到行业领先。

“我们不但能接高品质快单，还
能自己打样、实验、量产。”汤昌茂告
诉记者，制板能力变强后，客户自然
愿意把更多项目交给公司。“因为从
设计源头就掌控材料和制程，避免
了很多返工和失误，研发成果也更
容易落地。”

如今，一博科技已与众多中外
厂商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参与测
试板、参考板的设计与生产，赋能了
大量终端科技产品的研发进程。

然而，打通一站式服务链条，并
不意味着只是将多个环节简单拼
接，而是要在每一个节点上形成“可
落地、可放大”的能力闭环。

交付速度方面，“48小时”被汤
昌茂反复提及。他表示，这是管理
层对 PCBA 制造业务的底线要求。

“PCBA研制讲究的是快、准、稳，我
们六家工厂每周都会评比 48小时
准交率，工厂管理层绩效都与之挂
钩。”他说。

为实现这一目标，一博科技自
建了“黑灯工厂”无人智能仓库，十
余万种电子元器件通过机器人精准
调配。同时，自研的元器件管理系
统可一键查询单板涉及的全部物料
信息、封装库、库存与单价，真正做
到“透明可调度”。

高 端 板 材 研 发
环节，珠海板厂的部
分订单甚至已挑战

100层的技术上限。“我们设计的阻
抗精度可以控制在±5%以内，这是
目前行业里非常稀缺的能力。”汤昌
茂称。在背钻精度方面，一博科技
也实现了相关技术指标的突破。

2024年一博科技公司PCBA业
务已占公司整体收入约八成，尤其
是在 AI、新能源、机器人等新兴场
景的订单中，客户从设计阶段就开
始与公司合作，逐步建立起从“首单
打样”到“多次复投”的合作场景；
2025 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实现超
30%同比增长，新客户拓展和高端
订单导入成效初显，预计年内珠海
板厂会度过月度盈亏平衡点。

提及未来3年至5年的发展，汤
昌茂表示，公司将围绕以下三大战略
展开：一是强化PCB研发设计团队建
设，持续扩大技术领先优势；二是拓
展PCBA高端制造能力，实现多地布
局与行业渗透；三是完善“设计+制
板+PCBA”一站式创新平台，服务AI、
大数据、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一博科技的模式也为中国高端
硬件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可
借鉴范本。“PCB设计是我们的锚，
PCBA制造是我们的半径。一博科
技希望在这个时代做的不只是交付
一块产品主控板，而是和客户一起，
把一个个好点子落成真正的硬科技
产品。”汤昌茂笑言。

打通研发到制造闭环 一博科技构筑硬科技服务平台

图①铜陵有色展示馆中的“箩筐精神” 图③铜陵有色展示馆中的新中国第一块铜锭 徐一鸣/摄
图②铜陵有色在海外的米拉多铜矿 铜陵有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