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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消费电子展引领科技发展风向标

车企勾画“新出行” 场景

当地时间1月5日-1月8

日，2023年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举办。 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

技术产业盛会，CES云集全

球众多知名厂商的最新产

品、技术成果，被视作国际

消费电子行业的 “风向

标” 。 据CES主办方最新统

计数据，2023年CES展会规

模比2022年增长70%，来自

174个国家超过3000家企业

参展。 其中，有近1000家为

新展商，中国的参展商预计

超过400家。

从多家参展企业披露

的信息来看，AR/VR、智能汽

车、芯片、人机互动等是今

年CES� 展会的热门技术领

域。 海通证券表示，建议关

注CES新品集中发布领域以

及创新产品，熟悉当前新兴

科技应用趋势，提前布局未

来新兴科技产业可能发力

的前沿赛道。

●本报记者 杨洁 彭思雨

“元宇宙” 成技术焦点

据CES主办方介绍，本届CES设有

专门的“元宇宙” 展馆，参展商展示了

虚拟世界的尖端数字解决方案。 据中

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三星、英伟

达、索尼、HTC、夏普、高通、Meta、松

下、TCL等厂商将在展览期间公布最新

AR/VR成果。

在1月5日索尼新闻发布会上，索

尼互娱CEO吉姆 （Jim� Ryan）表

示，PSVR2一体机将于2023年2月22

日上市， 发挥索尼强大的游戏内容

优势，PSVR2内有超30款游戏，主推

游戏Gran� Turismo� 7将在下个月

登陆PSVR2平台， 为玩家带来全新

游戏体验。

英伟达在CES上展示了用于创建

虚拟世界的Omniverse平台的许多新

功能，尤其是生成式AI功能。 英伟达介

绍，Omniverse平台集成预建模型等

AI技术， 简化虚拟人和3D环境的创建

过程。Omniverse是英伟达围绕“元宇

宙” 概念打造的3D仿真模拟平台，提

供各类开发软件调用， 最后用英伟达

GPU提供实时渲染。

奔 驰 宣 布 将 使 用 英 伟 达 的

Omniverse平台， 对制造和组装工厂

进行设计和规划。 奔驰方面介绍，

Omniverse平台可以支持汽车制造商

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汽车设计， 这将使

得全球不同地区的工程师无障碍地共

同完成车型的开发， 也将减少实际的

组装、验证所带来的成本。 奔驰将人工

智能和“元宇宙” 融入自身的生产中，

其数字工厂将更高效、更智能。

在1月 6日TCL新品发布会上，

TCL公布了RayNeo� X2 （雷鸟 X2）

增强现实 （AR） 智能眼镜和消费级

VR一体机TCL� NXTWear� V， 展示

了TCL在AR/VR领域的技术路径。 据

TCL� RayNeo首席执行官Howie� Li

介 绍 ，RayNeo� X2 实 现 双 目 全 彩

Micro-LED光波导显示，具备智能导

航、自动翻译、摄影和音乐播放等功

能。 “RayNeo的开发技术将为可穿

戴AR的未来创新设定标准， 在追求

顶级技术之余，风格或易用性方面没

有妥协。 ”

美国一家名为OVR� Technology

的公司推还出了一种可以模仿人类嗅

觉的可穿戴设备， 专门为VR “元宇

宙” 体验而设计。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

这款设备能让用户在“元宇宙” 体验

中感受到气味。

车企展示全新驾驶体验

随着汽车向“新四化” 方向发展，

越来越多的车企参加CES，发布新车或

技术进展，主办方预计本届CES有超过

275家移动出行领域公司参展。 有参展

人员在社交平台玩笑称， 作为全球最

大消费电子盛会的CES也快要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车展之一了。 记者注意到，

大众、宝马、本田、奥迪等多家车企在

2023年CES期间进行重磅发布， 其他

汽车产业链企业也带来了不少汽车产

业的硬科技。

宝马在2023年CES上全球首发了i

数 字 情 感 交 互 概 念 车（Digital�

Emotional� Experience， 简称Dee）

———BMW� i� Vision� Dee。 这款概念

车采用了多项新的技术概念， 包括

BMW先进平视显示系统、混合现实交

互界面等。 例如，在BMW先进平视显

示系统下， 投影内容能够覆盖风挡玻

璃的整个宽度， 让信息能够在尽可能

大的表面上显示。 这款车还可以与人

交谈， 能够表达情感。 大灯和封闭式

BMW双肾型进气格栅共同组成了车

外人机情感交互模块， 让汽车能做出

不同的“面部” 表情。

大众ID.7车型也是今年CES上备

受关注的车型， 这是大众基于 ID.

AERO概念车打造的纯电三厢轿车，

配备了15英寸显示屏以及多项新功

能， 包括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功能（AR�

HUD）、智能空调控制系统等，预计将

于2026年前在中国、欧洲和北美上市。

大众汽车乘用车品牌CEO表示：“随

着 ID.7的推出， 我们把纯电汽车产

品拓展到高端轿车领域。 这款轿车

将搭载众多高科技功能， 并拥有出

色品质。 ”

索尼与本田成立的合资公司

Sony� Honda� Mobility在CES上亮

相了全新智能互联电动汽车概念车

Afeela， 新车将于2025年上半年开始

接受预订，2026年春季率先在北美市

场交付。按此前消息来看，在双方的合

作中，本田主要负责车辆的驾驶性能、

制造技术、售后服务管理等工作，而索

尼将负责开发娱乐、 网络和其他移动

服务功能。

正如索尼参与“造车” ，车内驾

驶娱乐体验正成为很多车企发力的

方向。 比亚迪展示了与英伟达在云

游戏方面的合作。 英伟达在CES上

发布了GeForce� NOW云游戏服务，

该服务为用户全面升级移动娱乐体

验，无论在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手

机端移动设备， 还是以软件定义的

汽车，用户均可以享受到实时、完整

的游戏体验。

比亚迪执行副总裁兼比亚迪美洲

地区总裁李柯表示：“一直以来， 比亚

迪都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先进的技术

和最具舒适度的设计， 现在通过与英

伟达的合作向消费者提供最新的

GeForce� NOW高性能云游戏服务。在

未来， 我们将持续为车主们打造更有

趣和更可持续的驾驶体验。 ”

奥迪也试图通过VR技术提升车

内体验，在2023年CES上，观众可以

在 奥 迪 的 e-tron 和 e-tron�

Sportback两款展示车上获得全新的

沉浸式VR体验。 这是奥迪最早于

2019年CES上提出的概念，当时奥迪

提出把汽车打造成一个依托VR技术

的体验平台。 该平台采用了VR车内

娱乐体验开发商Holoride的技术，其

车辆定位软件可以让VR内容与车辆

实际行驶状况实时同步，从而实现沉

浸式VR驾乘体验。

芯片厂商“秀” 汽车布局

当CES上车企逐渐成为“主角”

时， 芯片等领域科技公司也积极展示

了自身在汽车领域的多元化业务。 芯

片巨头高通公司在本届CES上展示了

一辆概念车， 主要是希望突显自身的

骁龙数字底盘解决方案。 高通表示，

Snapdragon� Ride� Flex车用处理器

可用于自动驾驶、 辅助驾驶及其他车

内娱乐功能，目前正在进行打样，预计

于2024年开始生产。

高 通 介 绍 ，Snapdragon� Ride�

Flex可以协助汽车制造商和Tier� 1

（一级汽车供应商） 实现统一的中央

运算和软件定义汽车架构， 提供从入

门级到超级运算层级的效能扩展性。

作 为 一 款 SoC （系 统 级 芯 片 ），

Snapdragon� Ride� Flex整合了多种

芯片功能，将数字座舱、高级辅助驾驶

（ADAS）和自动驾驶（AD）功能共同

实 现 于 同 一 硬 件 上 ， 同 时 集 成

Snapdragon� Ride视觉软件栈， 便于

汽车厂商集成计算机视觉、AI、高功效

设计方案。

除高通外，主要芯片厂商在本届

CES上均宣布了汽车领域的新进展。

博世展出了多款基于传感器的移动

出行创新科技，包括RideCare交通解

决方案等。RideCare为软硬件整合解

决方案， 由一个摄像头、 一个无线

SOS求救按钮和云端服务组成。 若有

交通事故或危险情况出现， 可透过

RideCare随时联系博世的工作人员。

在事故发生当下，博世工作人员可透

过摄像头实时评估车内状况，并在必

要时迅速请求支持 。 博世认为 ，

RideCare交通解决方案将在互联自

动驾驶时代，成为提升乘车人安全的

关键。

英特尔的自动驾驶芯片部门

Mobileye宣布推出其迄今为止性能最

强的专为自动驾驶打造的系统集成芯

片， 在176TOPS的算力下实现了能效

优化， 预计将于2023年底供货， 并于

2025年全面实现车规级量产。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57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4．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2023年国际消费电子展 视觉中国图片

中钢协预计2022年粗钢产量同比降2.2%

● 本报记者 董添

1月8日，中钢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屈

秀丽在第十八届中国钢铁产业链市场峰

会暨兰格钢铁网2022年会上表示，2022

年1至11月我国粗钢产量为9.35亿吨，同

比减少1328万吨，降幅为1.4%。 中钢协

预计，2022年我国粗钢产量为10.1亿吨

左右，同比减少2300万吨，降幅为2.2%。

提高运营质量

屈秀丽建议，钢企要注重科技创新，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目前，钢企在品

种上有很大的调节余地，长材、板材、管

材品种很多。 其中，管材有上万个品种。

应该着力提高产品附加值。 同时要降本

增效，提高经济效益。

“钢铁行业要提高运营质量， 增加

行业利润率。 最好的时候，行业利润率

可以达到6%以上，目前的行业利润率只

有1%。 钢铁行业要着力提高经济效益，

构建新发展格局，共同推动钢铁行业真

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 屈秀丽表示，此

外，钢铁生产要注重节能环保、低碳、绿

色发展。

节能减排方面， 中钢协数据显示，

2022年1-11月，统计会员生产企业用水

总量达839亿立方米，同比增长0.8%。 水

重复利用率为98.2%， 同比提高0.1个百

分点。 吨钢耗新水达2.4立方米/吨，同比

下降0.6%。 外排废水总量同比下降

24%，外排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

氰化物、悬浮物和石油类排放量同比分

别下降 26.4% 、17.5% 、51.9% 、22%和

28.7%。 吨钢二氧化硫、吨钢烟粉尘和吨

钢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分别下降

20.1%、20.1%和12%。 钢渣产生量8085

万吨，同比下降2.2%。 高炉煤气产生量

8800亿立方米，同比下降1.6%。

社会库存方面，兰格钢铁网数据显

示， 目前全国钢材社会库存连续3周上

升。 螺纹钢库存上升速度明显加快，板

材、盘线、热轧卷板、冷轧卷板和中厚板

库存上升速度有所加快。

对于2023年的钢材价格，兰格钢铁

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认为，对于螺纹钢

来说，2023年整体市场需求表现应该比

较良好，因为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稳

增长一系列政策措施在2023年还会进

一步生效。 热轧卷板方面，2023年稳增

长、扩内需会对汽车、家电类消费需求起

到较大的带动，预计价格会有8%左右的

上涨。

推进智能化发展

对于数智化转型，冶金工业规划研

究院院长范铁军表示，当前钢铁行业面

临复杂严峻的发展形势以及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带来的新挑战， 数智化转型已经

成为行业共识， 能够帮助钢铁企业整合

资源、降本增效、跨越难关，是新形势下

钢铁企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 面对严

峻的生产经营形势， 越来越多的钢铁企

业认识到，打好数字化基础、规范数据治

理、 挖掘数据价值， 是企业实现降本增

效、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中钢协首席经济分析师李拥军表

示， 全行业应聚焦全面提升产业基础和

产业链水平这一根本任务， 坚持绿色发

展和智能制造两大发展主题， 着重解决

控产能扩张、促产业集中、保资源安全三

大行业痛点，持续推进国际化进程。

兰格集团总裁刘陶然表示，随着我

国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

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 提升信息化、智

能化、数字化运营水平，已成为今后一

段时间内我国钢铁行业再出发的首要

关键点。

方大特钢积极推进超低排放改造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日前，方大特钢炼铁厂130㎡

烧结机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建

设完成并成功热负荷试车， 标志

着方大特钢烧结机超低排放改造

工作比 《江西省钢铁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计划方案》 要求的时间提

前3年完成。

据了解， 方大特钢于2014

年、2016年先后对炼铁厂现有的

130㎡、245㎡烧结机配套建设脱

硫设施，使脱硫塔外排水经配套

水处理设施净化后送烧结工序

回收利用；2018年， 方大特钢为

脱硫塔增加湿电除尘设施，使脱

硫系统运行可以达到当时及目

前国家规定的排放要求；2021年

至今， 方大特钢以冲刺环保A级

绩效企业为目标，对两台烧结机

及球团竖炉陆续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 方大特钢相关负责人表

示， 此次竣工的130㎡烧结机烟

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比合同工

期提前82天完成，项目的竣工投

用使烧结机烟气实现超低排放。

方大特钢介绍，公司主要生

产工序包括炼焦、烧结、炼铁、炼

钢、轧材，公司坚持走绿色高质

量发展道路，近年来通过加大环

保投入，引进国内外先进治理技

术，全面实施环保提升和超低排

放改造，包括对原料场进行封闭

改造、焦炉烟气脱硫脱硝、球团

竖炉烟气超低排放改造、烧结机

烟气超低排放改造、转炉三次除

尘、轧钢加热炉烟气超低排放改

造等，截至目前，方大特钢主要

工序排放口均已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

建发股份或成美凯龙控股股东

●本报记者 宋维东

建发股份1月8日晚公告称，

公司正在筹划通过现金方式协议

收购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红星控股” ）持有的美

凯龙不超过30%的股份。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可能成为美凯龙控股

股东。

建发股份拟接盘

美凯龙是国内领先的家居装

饰及家具商场运营商和泛家居业

务平台服务商，主要通过经营和管

理自营商场、委管商场、特许经营

商场和战略合作商场，为商户、消

费者和合作方提供全面服务。 同

时，公司还提供包括互联网零售、

家装、设计等泛家居消费服务。

2022年前三季度， 美凯龙实

现营业收入104.84亿元，同比下降

7.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3.18亿元， 比上年同期

下降36.17%。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美凯

龙经营94家自营商场、284家委管

商场，通过战略合作经营8家家居

商场。 此外，公司以特许经营方式

授权57家特许经营家居建材项

目， 共包括476家家居建材店/产

业街。

美凯龙在2022年半年报中表

示，公司在保持自营商场健康增长

的同时，不断夯实自身核心优势，

累积平台精细化的运营管理能力，

从资本撬动进化为管理赋能。 公

司持续践行“轻资产、重运营” 的

经营决策，通过拓展委管商场和特

许经营商场数量，稳步提升市场占

有率的同时，控制公司自建商场的

资本投入。

作为此次接盘方的建发股份

有着厦门国资背景，颇具实力。 建

发股份主营业务包括供应链运营

业务和房地产业务两大主业 。

2022年前三季度， 建发股份实现

营业收入5645.76亿元， 同比增长

19.8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5.76亿元， 同比增长

5.67%。

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美凯龙于1月6日晚公告称，

公司当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红星

控股的通知，红星控股正在筹划股

权转让事宜，或涉及公司控制权变

更。 鉴于该事项正在商洽，尚存在

不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1月9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预计停

牌时间不超过两个交易日。

而两日后， 相关受让方就浮

出水面， 建发股份此次拟收购美

凯龙不超过30%的股份。 建发股

份在公告中称， 具体收购比例尚

需交易双方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和

论证后确定。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

交易预计可能构成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美凯

龙总股本为43.55亿股。其中，包括

A股36.13亿股 （占总股本比例

82.98%）及H股7.41亿股（占总股

本比例17.02%）。

据悉， 红星控股直接持有美

凯龙26.18亿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60.12%； 红星控股的一致行动人

西藏奕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车

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共持

有美凯龙1860.76万股，占总股本

的0.43%。美凯龙实际控制人为车

建兴。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转让控

制权事项之前， 美凯龙曾于2022

年12月25日晚披露了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的减持计划。相关公

告显示，红星控股拟自该公告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共计不超过1.31亿股，减持

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此

外，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奕盈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拟自该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1800万股， 减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1%。

而对于此次拟收购美凯龙不

超过30%的股份， 建发股份称，本

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 公司尚

未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

双方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具体

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协商和确定，

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

程序。 本次交易尚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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