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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海磁材南通基地 本报记者 李嫒嫒 摄

睿创微纳红外芯片检测环节 本报记者 李嫒嫒 摄

正海磁材董事长王庆凯：

把握AI革命新机遇 致力成为高端稀土永磁领导者

“全球每销售三辆汽车，就有一台搭载正海磁体！”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专访时，正海磁材董事长王庆凯自豪地表示。 作为全球高端稀土永磁材料领导

者，公司深耕行业二十余载，在产品、技术研发、业务模式、品牌、市场等方面形

成了特有的核心竞争力，持续保持在新能源汽车和汽车电气化领域的全球领先

地位。

王庆凯表示，随着AI革命的到来，公司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在保

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市场优势的同时，加大对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领域等潜

在市场的关注力度，秉持‘成为世界永磁材料行业的领跑者’ 的愿景，持续打造

全球一流的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产品研发中心和主要生产基地。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张鹏飞 李嫒嫒

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把握新兴产业机遇

中国证券报：在新能源汽车和汽车电气化

领域的布局上，公司取得了哪些进展？

王庆凯： 作为全球稀土永磁行业首家Q1

工厂， 我们已全面切入世界主流车企的供应

链。 公司始终保持在新能源汽车和汽车电气化

领域的全球市场领先地位。

在节能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对国际汽

车品牌TOP10、自主汽车品牌TOP5、造车新势

力 品 牌 TOP5 的 平 均 覆 盖 率 达 到 90% ，

2020-2023年度累计搭载节能和新能源汽车

电机近1100万台套， 年复合增长率达67%，公

司是工信部认定的新能源汽车用高性能烧结

钕铁硼永磁体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在汽

车电气化领域，公司全球EPS等汽车电气化品

牌TOP5覆盖率100%，有效覆盖汽车电动化趋

势涌现的电动刹车、电动空调压缩机、电动油

泵等新兴需求，全球平均每销售三辆汽车就有

一台搭载正海磁体。

中国证券报：在人形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领

域，公司有哪些布局？

王庆凯： 在人形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领域，

公司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相关工作：

一是联合研发方面，公司在人形机器人等

新兴产业领域，通过协同开发机制，提升材料

的性能和质量，积极提供磁材解决方案；二是

产业链合作方面，公司与终端厂商和电机厂商

合作，通过提供定制化的磁材解决方案优化产

品设计，提升电机的性能和效率，为人形机器

人等新兴产业领域的产品提供有力支持。 三是

在市场拓展与布局方面，公司密切关注国家关

于人形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政策动态，及时调

整市场策略，抓住市场机遇。 同时，公司通过参

加行业展会、举办技术交流会等方式加强市场

推广，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国证券报：在拓展下游市场和保障上游

原材料供给方面，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

王庆凯：在市场开拓方面，我们一方面保

持在新能源汽车和汽车电气化领域的先发优

势，并不断在产品、技术研发、业务模式、品牌、

市场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另一方面关注机

器人、低空飞行领域等潜在应用场景的市场开

拓，从市场、研发、生产等多维度切入。 在原材

料保障方面，我们秉承“互利双赢，做有价值的

合作伙伴” 的原则，坚持“战略采购与动态采

购相结合、直接采购与循环利用相结合” 的采

购模式，全方位确保原材料的供应安全。

�锻造新质生产力 提升核心竞争力

中国证券报：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具体有哪些体现？

王庆凯：经过二十余年的深厚积淀与不懈

努力，公司已成为全球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

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并不断地在产品、技术

研发、业务模式、品牌、市场等方面进行探索和

创新，形成了特有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比如在

产品方面， 我们是业内最早服务于新能源、节

能化、智能化“三能” 市场的头部企业，产品具

有“低重稀土、低失重、高一致性、高工作温

度、高镀层信赖性” 的突出特点，性能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 可满足各高端应用市场的需求。

同时， 公司不断研发完善 “低重稀土磁体”

“无重稀土磁体”“超轻稀土磁体” 等系列产

品，产品始终兼具性能领先性、质量稳定性和

成本竞争力。

中国证券报： 作为全球高端稀土永磁龙

头，请你具体谈一下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的竞

争优势。

王庆凯：公司以“高人一筹”和“稀土资源

平衡” 双战略为指导，不断推动“正海无氧工

艺”“晶粒优化技术”“重稀土扩散技术” 三大

核心技术的升级迭代， 保持行业技术领先地

位；“低重稀土”“无重稀土” 和“超轻稀土”

三大类产品，不断升级配方和工艺体系，提升

成本优势。首先，公司技术体系完善。自主研发

的三大核心技术确定了完善的技术体系，从配

方体系、工艺设计到装备制造都构建了独立完

整的技术生态，稳定、合理的研发团队在此基

础上可以快速实现技术迭代升级。 其次，公司

开发先人一步。 通过与战略客户的协同开发机

制，掌握技术先发优势，准确把握细分领域发

展方向，保持多维度技术领先，并不断进行新

技术宣导，推动新技术应用面持续扩大。 再次，

公司成果高人一筹。 “高人一筹” 的研发战略

保证技术研发的活力和自驱力，确保在行业竞

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中国证券报：结合公司的业务发展，请谈

一下你是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

王庆凯：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

高质量特征，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

质态。 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作为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抓手，不仅能为新能源汽车、智能高端

装备等众多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关键原材料

保障， 也推动了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创

新。 在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行业中，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主要通过科技创新与技术突破、产

业链优化与升级、市场需求与产品应用以及政

策支持与行业规范等方面推动。 比如，通过持

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 实现在材料制备、

磁性能优化、生产工艺改进等方面取得关键性

突破，从而推动行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再比如，

通过构建行业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从原材料供

应、生产加工到产品销售的全方位覆盖，形成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同推动产业链的整体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

�勇立AI革命潮头 打造永磁材料龙头

中国证券报：眼下AI浪潮席卷而来，你认

为这将给稀土永磁行业带来哪些机会？

王庆凯：我认为AI浪潮的来袭为稀土永磁

行业带来了诸多新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方面，比如，在AI助力下，

机器人在工业、医疗、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应用

日益广泛，稀土永磁材料作为制造电机的关键

部件，需求将水涨船高。再比如，AI与制造业深

度融合的典范———新能源汽车， 其驱动电机、

车载电气化产品是高性能钕铁硼的重要应用

场景， 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不断提

升，稀土永磁材料的市场需求持续向好；二是

AI的应用将推动稀土永磁材料在成分设计、制

备工艺等方面的创新，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

等可以为优化稀土永磁材料的成分和性能提

供更多的技术手段； 三是AI将助力智能装备、

自动化生产线的引入， 促进行业智能制造升

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管

理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四是AI与稀土永磁行

业跨界融合将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

比如，AI与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结合，可以实

现稀土永磁材料智能化管理和追溯。

中国证券报：请你展望一下公司的发展前

景和未来布局。

王庆凯： 公司已进入战略超越的攻坚时

期，未来将秉持“成为世界永磁材料行业的领

跑者” 的企业愿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持续

改进为手段、以系统管理为保障、以超越用户

期望为目标，实施以技术、质量、管理、供应链

及数智化为支撑的成本领先战略，成为全球一

流的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产品研发中心和

主要生产基地。 市场方面，公司将继续保持在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优势，并加大对人形

机器人、 低空经济领域等潜在市场的关注力

度，加强产业链合作，不断进行新技术宣导，推

动新技术应用面持续扩大。 研发方面，公司将

继续以“高人一筹” 和“稀土资源平衡” 双战

略为指导，推动“三大核心技术” 快速迭代。 生

产方面， 公司将坚持绿色生产与可持续发展，

通过技术进步、智能化监控和数字化管理等手

段，持续升级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

造体系，实现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和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关注稀土回收技术，实现磁泥、废旧

稀土永磁材料的高效回收和再利用。

睿创微纳副总经理赵芳彦：

深耕红外十年上市创奇迹 创新驱动三大赛道辟新局

从创立到上市仅用十年之功，成为全国首批、山东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并

迅速崛起为国内非制冷红外技术领军企业……书写这一成长奇迹的是烟台一

家高新技术企业———睿创微纳。“好赛道，好团队，好营商环境。” 睿创微纳副总

经理赵芳彦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揭示了公司的成长秘诀。

他认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创新驱动。未来，公司将扎实推进创

新驱动战略，抓住人工智能革命的机遇，在继续深耕红外业务，夯实在非制冷红外

领域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技术地位的同时，拓展“单一红外”到“多维感知” 的新

格局，打造红外、激光、微波三大主赛道，做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者。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张鹏飞 李嫒嫒

三大秘诀 书写成长奇迹

中国证券报：从2009年成立到2019年登陆

科创板，睿创微纳仅用了十年时间，这样的成

长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赵芳彦：回首一路走来，我们快速成长为

国内非制冷红外技术的领军企业，并登陆资本

市场，我觉得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我们选对

了正确的产业方向， 非制冷红外技术属于刚

需，而且发展空间非常大。 同时，我们赶上了核

心元器件加速国产化这样一个大环境，也一直

以解决红外探测器芯片卡脖子技术，实现国产

化、自主可控为己任；二是创业团队的不懈努

力和坚持。 我们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在创业初

期也经历了磕磕绊绊， 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困

难，但我们创业团队没有放弃，而是不懈努力，

一路坚持走了过来；三是烟台市委市政府和开

发区管委会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证券报：请举例说明，烟台市和烟台

市开发区的营商环境具体好在什么地方？

赵芳彦：睿创微纳这个项目是2009年烟台

市去深圳招商引资来的。 很多人说北方城市的

营商环境不如南方城市，但我觉得烟台不比任

何一个南方城市差。 我觉得烟台市和烟台市开

发区的营商环境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有求必

应，无事不扰。 我们来到烟台后，从市里到开发

区，给了我们很多支持，除启动资金、科技扶持

外，还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我们鼎力支持。 比如，

公司从红外感知主业向红外、微波、激光等多

维感知技术拓展初期，面临投资强度大、短期

盈利难的困境。 开发区管委倾听公司诉求，积

极协调各部门帮助公司解决困难，助力公司智

能光电传感器研发中试平台落地，加速了公司

向多维感知技术拓展的步伐。 平台落地后，多

个技术团队和国家级研发项目落地烟台光电

产业园，助力烟台半导体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中国证券报：我们在烟台调研的过程中经

常听人们谈及“企业家精神” ，你觉得烟台企

业家群体有什么精神特质？

赵芳彦：先举个小例子，烟台市一共10位

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一半是企业家，这一方面说

明烟台市关心关爱企业家群体， 另一方面也说

明企业家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烟台这座城市的

特质。 首先，胶东人有个特点是非常务实，这一

点也体现在烟台企业家身上， 大家都是踏踏实

实谋发展，非常靠谱。 其次，烟台企业家都非常

专注， 烟台上市公司也都是沿着主业方向做深

做透，而不是到处找风口。 再次，烟台企业家具

备坚韧不拔以及开拓进取的精神， 这一点其实

在我们公司发展过程中就有很突出的体现。

�深耕红外 开辟多维感知新局

中国证券报：智能驾驶发展为车载红外创

造了广阔的前景，目前公司在车载红外产品布

局上有哪些进展？

赵芳彦：红外、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多

种传感器集于汽车一身是未来汽车智能化的

重要发展方向。 在汽车行业布局方面，我们车

载红外热成像产品涵盖单红外、 双光融合、双

红外等类型， 分辨率做到256、384、640、1280

及1920的全覆盖； 我们发布了国内首款通过

AEC-Q100车规级认证的红外热成像芯片，将

广泛满足汽车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智能座舱

等领域的应用需求；车载红外领域获得了包括

比亚迪、 吉利和滴滴等多家企业定点项目，同

时持续和主机厂、Tier1、自动驾驶公司构建合

作关系。 公司将围绕红外热成像等智能驾驶时

代的主要传感器，在产品端和市场端持续深耕

和拓展。

中国证券报：工业也是公司红外热成像技

术的重要行业应用领域，能否举例说明公司在

工业领域是如何布局的？

赵芳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产业

优化升级，红外热成像将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

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应用于现代化工业生产中

的工业检测、安全消防、智能化无人化装备等

领域，我们的产品在这些领域也广受好评。 其

中，在工业检测中，红外热成像在电力、动力电

池等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 比如，在无人值守

的变电站，通过红外热成像可以及时发现温度

的变化，提示异常。 再比如，动力电池在仓储过

程中如果温度过高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可以用

红外热成像来实时监测温度变化，很多动力电

池龙头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 除了温度检测，

我们还有红外气体成像仪， 能够检测到甲烷、

乙烷等特殊气体。

中国证券报： 除了红外业务持续发力，公

司近年来在微波、激光等多维感知领域开辟新

局。 公司布局微波射频业务的思路是什么？

赵芳彦： 微波射频业务是公司的第二赛

道，也是公司战略投入的重点方向。 公司在微

波领域已建立完整产业链，以T/R组件、相控

阵子系统及雷达整机切入微波领域，同时在底

层的微波半导体方面持续建设核心竞争力。 基

于上述布局思路，我们在2018年设立全资子公

司成都英飞睿，涉足相控阵天线子系统及地面

监视雷达整机等微波业务；2021年又收购了无

锡华测56.253%的股权，布局T/R组件业务。 这

关键的两步为公司在微波领域业务打开了发

展通道，获得了宝贵资质，凝聚了技术团队，并

为微波半导体业务的展开和发展构筑了牵引

力和推动力。 在微波射频领域，我们已经打开

了雷达、卫星通信、工业等多个需求领域，未来

将给公司带来重要增量。

�创新驱动 打造新质生产力

中国证券报：你觉得应如何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 公司在这方面有何实践？

赵芳彦：我觉得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是创新驱动。 公司是研发驱动型企业，在非

制冷红外成像领域具备完善的技术和产品研

究、开发和创新体系，具有较强的产品研发能

力、持续创新能力和项目市场化能力。 公司已

掌握集成电路设计、MEMS传感器设计及制

造、封装测试、机芯图像算法开发、系统集成等

非制冷红外成像全产业链核心技术及生产工

艺。 公司成功研发出世界第一款像元间距

8μm、 面阵规模1920×1080的大面阵非制冷

红外探测器，提出行业第一个红外真彩转换算

法并建立了第一个红外开源平台，夯实了公司

在非制冷红外领域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技术

地位。

中国证券报：“人工智能+” 是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怎么看待人工智能？ 公

司有何布局？

赵芳彦：我们非常看好人工智能的发展

前景，以及“人工智能+” 为各行各业带来

的革命性改变。 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我

们非常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我们

是做芯片和传感器的，这本身就是人工智能

中的重要元器件， 我们具备多光谱传感研

发、多维感知与AI算法研发等能力；另一方

面， 我们也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在自动驾驶、

机器人等领域的落地应用。 比如，基于在红

外、激光等感知领域的优势，公司布局智能

机器人终端应用， 产品目前主要面向巡检、

畜牧等行业。 公司机器人业务综合应用人工

智能算法、SLAM导航避障算法和控制算法

等， 也在积极开发和应用其他技术手段为

产品赋能。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公司所处行业的发

展前景？ 公司未来将如何破局发展？

赵芳彦：随着红外“芯” 国产化及量产成

功， 国内红外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5G通讯、

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无人机、智慧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AI人工智能等应用领域需求不

断扩大，国内相关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公司将

继续深耕红外领域，拓展“单一红外” 到“多

维感知” 的新格局。 红外方向实现长波、中波、

短波三个重要窗口的全覆盖，激光方向实现激

光测距、激光指示、激光照射、车载激光雷达四

个方向全覆盖，微波方向实现硅基和化合物基

半导体芯片、组件、雷达整机全覆盖。 打造红

外、激光、微波三大主赛道，做好新质生产力的

实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