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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级市场有望爆发

上市公司加码布局虚拟现实产业

●本报记者 彭思雨

11月12日-13日，2022世界VR产业

大会在江西南昌举行。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在开幕式演讲中表

示，当前虚拟现实产业进入新一轮爆发期，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终端市场迅速扩大。

机构预测，2025年国内虚拟现实产业

规模有望超2500亿元。随着虚拟现实技术

对实体经济赋能作用逐渐显现，有望带动

万亿元市场规模。 面对广阔发展前景，科

大讯飞、中国联通等企业纷纷加码布局。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据张立介绍，2021年全球虚拟现实

头戴显示设备出货量快速增长，年出货量

首次突破1000万台。 全球虚拟现实领域

投融资活跃度持续上升，2021年我国虚

拟现实领域投融资规模涨幅超过100%。

张立表示，传感、交互、建模、呈现技术

不断取得突破，用户在交互、显示、佩戴舒

适感等方面的体验不断提升。 面向大众消

费以及行业领域的应用， 虚拟现实产业有

望引爆新一轮热潮。“今年以来，国内众多

AR产品成为全球市场增长的主力军，头部

品牌采用Pancake光学方案的VR一体机，

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虚拟现实体验。 ”

在行业应用方面，张立表示，虚拟现

实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在工业制造

领域，虚拟现实技术对生产数据进行可视

化改造， 助力工业制造全流程智能化发

展。 在医疗健康领域，虚拟现实技术成为

传统医学手段的有效补充。 此外，虚拟现

实技术与数字孪生、算力、大数据等技术

融合应用， 将加速元宇宙应用场景落地，

赋能数字经济发展。

中国联通董事长、 党组书记刘烈宏表

示，工信部等五部门印发的《虚拟现实与行

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6

年）》提出，到2026年我国虚拟现实产业总

体规划超过3500亿元， 虚拟现实终端销售

量超过2500万台等产业发展目标。 未来几

年，虚拟现实产业将迎来战略机遇期。

企业加大投入力度

面对虚拟现实产业广阔的发展前景，

众多科技企业在基础设施、软硬件等领域

加大投入力度。

Wind数据显示，A股市场已有50家

虚拟现实相关产业上市公司， 包括京东

方A、TCL科技、 长信科技等光学器件制

造商，立讯精密、歌尔股份、国光电器等

消费电子制造商，科大讯飞、四维图新等

软件开发商，吉比特、三七互娱等游戏开

发商，韦尔股份、兆易创新等集成电路制

造商。

电信运营商为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

普及提供网络、 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支

持。 据刘烈宏介绍， 中国联通加快推进

5G+VR成果转化，在工业、医疗、文化等

多个行业进行探索。 中国联通为江铃汽

车打造的5G智慧工厂实现数据采集、远

程控制、VR巡检等创新应用，缩短巡检时

间30%以上，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刘烈宏表示，下一步，中国联通将为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筑牢数字底座，聚焦算

网一体能力的建设， 抓紧建设覆盖更广、

速度更快、体验更优质、效能更好的精品

网络。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智能

人机交互是虚拟现实的核心能力，人工

智能在虚拟对象智能化、 交互方式智能

化和虚拟现实内容研发与生产智能化等

方面进行赋能。 科大讯飞可以为虚拟人

提供多模感知能力、深度理解能力和多

维表达能力。

上市公司积极参与

近年来， 航空航天成为资本市场的

热点板块。数据显示，目前A股市场有近

百只航空航天概念股， 资本市场助力我

国航空航天产业实现了长足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在本届航展上，近

60家A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携主力产品

亮相，其中包括中航西飞、中航光电、

航天彩虹、航天电子、海格通信、奇安

信等企业。

在航展期间， 航空工业集团举行

主题发布会， 介绍了航空工业十年来

以融促产、 产融结合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有关情况。 航空工业集团总经济师

姚江涛表示， 十年来航空工业充分发

挥和依靠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能力和

作用， 通过上市融资、 债券融资等方

式，充分吸引社会资本，为航空主业发

展提供资金约1400亿元， 有效保障科

研生产任务， 探索出一条产融结合助

力装备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

“高精特专”产品集中亮相

中国航展见证航空航天工业展翅翱翔

11月8日至13日，第

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简称“中

国航展” ） 在珠海举

行。 中国证券报记者现

场探访了解到，作为全

球五大航展之一，此次

航展全面展示了中国

航空航天工业领域的

最新成果，勾画出一幅

我国航空工业高速发

展的画卷。

● 本报记者 齐金钊

近距离接触明星产品

在本届航展中，一大批“高、精、特、

专” 展品集中亮相。在国际航展中心1号

馆，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展出了“20家族”“翼龙家族”“鲲

龙” 等明星产品，引来众多参观者驻足

观看。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工作人员介

绍，本届展会规模再次创下历史之最。

航空工业集团携200余项自主研制的

航空装备及技术项目亮相， 参展产品

数量较上届增幅达34%， 其中55项展

品为首次参展， 充分显示了我国航空

工业加速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发展

的最新成果。

在3号馆中国商飞展区，C919等飞机

模型一字排开， 展现了国产大飞机的魅

力。在室外停机坪上，C919真机亮相本届

航展，并进行了飞行展示。

在4号馆国家航天局展区，“触碰

月球·触碰你的航天梦” 体验区格外吸

睛，观众可戴上VR眼镜“登上月球”

与“嫦娥四号”“嫦娥五号” 近距离接

触， 还可以 “在月球上采矿” ，“沉浸

式” 体验中国探月工程相关场景。 在7

号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展区， 中国空

间站组合体1：1实物仿真展示舱正式

亮相。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是该舱首

次在航展现场展出， 并首次向公众开

放参观。 中国空间站以天和核心舱、问

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

天和核心舱和问天实验舱两个舱段可

入内参观。

航空航天工业快速发展

回顾历届中国航展，从“神舟六号”

飞船返回舱到中国空间站组合体1：1实

物仿真展示舱，众多明星产品见证了中

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崛起。

在本届航展上，从航空航天材料、电

子信息系统到国产大飞机，在产品日趋

完善的背后，是国内航空工业的快速发

展。 近年来，国内企业在超材料、国产大

飞机等领域不断攻坚克难，核心竞争力

不断增强。

在此次航展首日， 中国商飞与7家

租赁公司签署了300架C919飞机和30架

ARJ21飞机确认订单。 而在此之前，

C919已拿下28家客户815架飞机的订

单。 据中国商飞介绍，C919大型客机是

我国自行研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

型喷气式民用飞机。其研制成功，标志着

我国商用飞机产业的创新链、价值链、产

业链得到拓展和延伸。

中国电子工作人员介绍，公司通过

60余项网信成果，并结合互动剧场等方

式，展示了中国电子数字服务能力和信

息化建设能力。

另外，此次航展还展示了中国航空航

天基础材料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在本届

航展上，光启技术携第四代超材料技术亮

相。“超材料从一项先进技术，逐步发展到

试用、局部应用，目前已成为高端装备应

用的主流技术，超材料技术发展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光启技术董事长刘若鹏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作为中国航展的“常

客” ，光启从最初的超材料原理展示，到首

个超材料结构件发布，再到超材料大规模

生产制造，涵盖航天、海洋装备的三十余

件超材料结构件集体亮相，中国航展见证

了超材料产业化的高速发展。

中国商飞在航展现场展示的国产“大飞机”模型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摄

齐翔腾达实控人

或变更为山东省国资委

●本报记者 张鹏飞

齐翔腾达11月13日晚间公告，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淄博齐翔石油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齐翔集团” ）重整程序已转入执行阶段。

若重整计划顺利执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山东省国资委。

重整程序转入执行阶段

公告显示，公司近日接到管理人通知获悉，淄博中院裁定受理重

整申请后，重整程序相关工作持续推进。 11月12日，《淄博齐翔石油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其中

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已经出资人组表决通过。同日，淄博中院

出具《裁定书》，批准《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并终止齐翔集团此前的重整程序。

根据重整计划， 雪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齐翔集团80%的

股权将让渡予齐翔集团重整投资人山东能源集团新材料有限公司

（简称“山能新材料” ）。目前齐翔集团重整程序已转入执行阶段，各

方后续将按照重整计划开展执行工作。若重整计划顺利执行，齐翔腾

达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根据公告，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劲。

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齐翔集团，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将变更为山能新材料， 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能新材料是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山东能源集团” ）

的全资二级子公司， 是山东能源集团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投资主体和

管理主体。

齐翔腾达表示，山能新材料成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后，将充

分尊重上市公司独立性， 并依托自身及母公司山东能源集团的资源

优势，支持上市公司在全面做精做细碳四产业链基础上，稳步推进碳

三产业链战略布局，完善中游工厂生产一体化，加快数字化转型，布

局下游产品精细化、高端化、规模化，同时加大上市公司海外业务的

拓展力度，不断深化其与山能新材料、山东能源集团在产业板块上的

战略协同，着力提升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向世界一流

化工企业进军。

积极拓展产业链

作为碳四产业龙头企业， 齐翔腾达在全球甲乙酮和顺酐市场具

有较强的话语权。 近年来，公司在完善碳四深加工产业链的同时，向

碳三产业链延伸，上马丙烷脱氢制丙烯、环氧丙烷等装置，打造新的

利润增长点。

从业绩来看，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32.78亿元，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9亿元， 公司总资产达285.56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38.95亿元。

在新增产能布局方面，公司今年8月28日公告称，公司投资扩建

的4万吨/年顺丁橡胶项目生产线已建设完工。同时，4万吨/年顺丁橡

胶项目配套的20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也已建成投产。 公司表示，

20万吨/年丁二烯抽提装置的建成投产，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公司顺

丁橡胶装置的生产成本， 同时公司可以根据丁二烯和顺丁橡胶的市

场行情灵活调整装置负荷，实现装置利润最大化。

另外，公司在建项目还包括30万吨/年环氧丙烷项目、20万吨/年

异壬醇项目、10万吨/年PMMA项目等。 海通证券认为，公司积极布

局延伸、拓展产业链的广度和深度，未来产能投放较多，业绩有望持

续增长。

公司的发展得到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2022年4月，公司参股的天

辰齐翔新材料有限公司尼龙新材料项目被山东省政府列入《高端化

工产业2022年行动计划》，作为重点跟踪推进的重大支撑性项目。10

月9日，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显示，淄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亲赴齐翔腾达工业园区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

今年9月份，齐翔腾达副总经理尹伟令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以个人自有资金增持了

公司股票7.4万股，增持均价为7.06元/股。 截至11月11日收盘，公司

股票价格为7.99元/股，市值为227.1亿元。

酒类消费升级加快

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本报记者 高佳晨

第106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日前在成都召开，5032家食品饮

料、酒类等领域的企业参展，覆盖产业链各个环节。业内人士表示，此

次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总体效果良好。 我国大消费市场未来有望持

续增长，三线及以下城市会迎来较大的升级机会。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酿酒行业规

上企业酿酒总产量3663万千升，同比增长5%；累计完成收入7135亿

元，同比增长13.07%；累计实现利润1996亿元，同比增长36.04%。

中国酒业协会秘书长何勇表示，从上市酒类企业前三季度业

绩来看，头部酒企业绩依旧增速明显，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动能。

“今年以来，多种因素对酒业消费带来影响。在新的环境下如何保

持增长，这是整个行业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消费人口、消费习惯不

断变化，对酒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需要进一步探索酒业发展

路径。 ”

华润啤酒（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华润雪花啤酒（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孝海表示，在白酒行业华润还是新兵，“我们看好

中国白酒行业发展，这是我们开展白酒业务的重要出发点。 ”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酒类消费将快速升级。

在复星全球合伙人、复豫酒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兼CEO、四川沱

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毅飞看来，白酒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

浓香酒产量下降，行业集中度提升，头部企业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但

区域性品牌酒企依然有机会。“未来，白酒企业要着力对消费场景和

人群开展研究，并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

中金公司执行总经理、食品饮料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文丹表示，龙

头企业的韧性相对较强，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中长期看，消费市

场有望持续增长，三线及以下城市会迎来较大的升级机会。 ”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位参展厂商处了解到， 此次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参会人数不如往年多，但客户的含金量较高，总体交易效果良

好。 此次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展览面积达26万平方米，展品门类覆

盖食品产业链各个环节。

视觉中国图片

“高精特专”产品集中亮相

中国航展见证航空航天工业展翅翱翔

本报记者 齐金钊

11月8日至13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简称“中国航展”）在珠海举行。 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场探访了解到，作为全球五大航展之一，此次航展全面展示了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领域的最新成果，勾画出一幅我国航空工业高速发展的画卷。

近距离接触明星产品

在本届航展中，一大批“高、精、特、专”展品集中亮相。 在国际航展中心1号馆，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展出了“20家族”“翼龙家族”“鲲龙”等明星产品，引来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

中 国 航 空 工 业 集 团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 本 届 展 会 规 模 再 次 创 下 历 史 之 最 。 航 空 工 业 集 团 携 200 余 项 自 主 研 制 的 航 空 装 备 及 技 术 项 目 亮 相 ， 参 展 产 品 数 量 较 上 届 增 幅 达 34 % ， 其 中 55 项 展 品 为 首 次 参 展 ， 充 分 显 示 了 我 国 航 空 工 业 加 速 装 备 升 级 换 代 和 智 能 化 发 展 的 最 新 成 果 。

在3号馆中国商飞展区，C919等飞机模型一字排开，展现了国产大飞机的魅力。 在室外停机坪上，C919真机亮相本届航展，并进行了飞行展示。

在 4 号 馆 国 家 航 天 局 展 区 ，“触 碰 月 球 ·触 碰 你 的 航 天 梦 ” 体 验 区 格 外 吸 睛 ， 观 众 可 戴 上 VR 眼 镜“登 上 月 球 ” 与 “嫦 娥 四 号 ” “嫦 娥 五 号 ” 近 距 离 接 触 ， 还 可 以 “在 月 球 上 采 矿 ” ，“沉 浸 式 ” 体 验 中 国 探 月 工 程 相 关 场 景 。 在 7 号 馆 中 国 航 天 科 技 集 团 展 区 ， 中 国 空 间 站 组 合 体 1 ： 1 实 物 仿 真 展 示 舱 正 式 亮 相 。 现 场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 这 是 该 舱 首 次 在 航 展 现 场 展 出 ， 并 首 次 向 公 众 开 放 参 观 。 中 国 空 间 站 以 天 和 核 心 舱 、 问 天 实 验 舱 和 梦 天 实 验 舱 为 基 本 构 型 ， 天 和 核 心 舱 和 问 天 实 验 舱 两 个 舱 段 可 入 内 参 观 。

航空航天工业快速发展

回顾历届中国航展，从“神舟六号”飞船返回舱到中国空间站组合体1：1实物仿真展示舱，众多明星产品见证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崛起。

在本届航展上，从航空航天材料、电子信息系统到国产大飞机，在产品日趋完善的背后，是国内航空工业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国内企业在超材料、国产大飞机等领域不断攻坚克难，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在此次航展首日，中国商飞与7家租赁公司签署了300架C919飞机和30架ARJ21飞机确认订单。 而在此之前，C919已拿下28家客户815架飞机的订单。 据中国商飞介绍，C919大型客机是我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其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商用飞机产业的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得到拓展和延伸。

中国电子工作人员介绍，公司通过60余项网信成果，并结合互动剧场等方式，展示了中国电子数字服务能力和信息化建设能力。

另外，此次航展还展示了中国航空航天基础材料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在本届航展上，光启技术携第四代超材料技术亮相。“超材料从一项先进技术，逐步发展到试用、局部应用，目前已成为高端装备应用的主流技术，超材料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光启技术董事长刘若鹏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作为中国航展的“常客”，光启从最初的超材料原理展示，到首个超材料结构件发布，再到超材料大规模生产制造，涵盖航天、海洋装备的三十余件超材料结构件集体亮相，中国航展见证了超材料产业化的高速发展。

上市公司积极参与

近年来，航空航天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板块。 数据显示，目前A股市场有近百只航空航天概念股，资本市场助力我国航空航天产业实现了长足发展。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在 本 届 航 展 上 ， 近 60 家 A 股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携 主 力 产 品 亮 相 ， 其 中 包 括 中 航 西 飞 、 中 航 光 电 、 航 天 彩 虹 、 航 天 电 子 、 海 格 通 信 、 奇 安 信 等 企 业 。

在 航 展 期 间 ， 航 空 工 业 集 团 举 行 主 题 发 布 会 ， 介 绍 了 航 空 工 业 十 年 来 以 融 促 产 、 产 融 结 合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有 关 情 况 。 航 空 工 业 集 团 总 经 济 师 姚 江 涛 表 示 ， 十 年 来 航 空 工 业 充 分 发 挥 和 依 靠 市 场 配 置 资 源 要 素 的 能 力 和 作 用 ， 通 过 上 市 融 资 、 债 券 融 资 等 方 式 ， 充 分 吸 引 社 会 资 本 ， 为 航 空 主 业 发 展 提 供 资 金 约 1400 亿 元 ， 有 效 保 障 科 研 生 产 任 务 ， 探 索 出 一 条 产 融 结 合 助 力 装 备 发 展 的 良 性 循 环 之 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