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重点方向

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修炼“内功”

本报记者 王婧涵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A股5014家可比上市公司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合计1.10万亿元；其中2883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同比增长，占比达57.5%。 其中，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为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重点方向。

持续加码研发投入

Wind数据显示，在5014家可比上市公司中，28家公司前三季度研发投入超过50亿元，比亚迪、中国建筑、中国移动、中兴通讯、中国交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7家企业的研发费用更是超过150亿元。 其中，比亚迪前三季度的研发费用达333.19亿元，同比增长33.6%，高居A股榜首。

据悉，截至目前，比亚迪累计研发投入已超1600亿元，技术研发人员近11万人，是全球研发人员最多的车企。 近期，比亚迪与OPPO在深圳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手机与汽车的互融开发合作，通过跨产业合作创新，为手机与汽车的深度融合探索新的可能。

作为A股“研发王” ，比亚迪已形成研发投入和经营业绩相互促进的正循环。 今年前三季度，比亚迪实现营业收入5022.5亿元，同比增长18.9%；净利润252.4亿元，同比增长18.1%。 1-9月，公司累计销量达274.78万辆，9月单月销量达41.94万辆，同比增长45.6%，创单月历史新高。

无独有偶，另一家新能源巨头宁德时代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也高达130.73亿元。 日前，宁德时代发布了纯电续航在400公里以上且兼具4C超充的新款增混电池。 宁德时代表示，预计到2025年，将有近30款增混车型配备该款增混电池。 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公司将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除了新能源等创新周期特别短的热门赛道，化工、钢铁、电力等传统行业上市公司也积极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业务转型升级。 Wind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增长超过10倍的8家上市公司中，不乏英力特、八一钢铁、杭州热电等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

“很多人不相信，一家电力公司会有一个规模达100多人的人工智能团队。 ”东方电子董事长方正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自豪地说，公司营收和净利已连续16年实现双位数增长，秘诀之一就是在技术创新上不遗余力地投入。 今年前三季度，东方电子研发费用达4.28亿元，同比增长18.58%，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9.24%。

新技术成研发投入重点方向

在研发投入方向上，除了新能源这样的创新高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为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重点领域。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2024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入围企业在布局新兴未来产业时，积极进入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两个关键赛道。 在767家填报企业中，407家选择布局新能源赛道，占比53.06%；286家选择布局人工智能赛道，占比37.29%；130家选择布局生物医药赛道，占比16.95%；布局低空经济、商业航天、量子技术赛道的企业有37、29、7家，各占比4.82%.3.78%、0.91%。

以人工智能为例 。 眼下，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正加快深度融合的步伐。 “我们的电力调度自动化产品早已在行业名列前茅，但如果我们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架构上，可能早就被市场淘汰了。 ” 方正基感慨良多，“所以我们要不断挖掘客户需求 ，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赋能各个产业模块。 ”

除了人工 智能技 术本身 ，半导体等 人工智 能产业 链也是 上市公司 研发投 入的重 点方向。 Wind数据显 示，已公 布数据 的 197家半导 体企业 前三季 度研发 费用共计 563 . 38亿元，其 中，纳芯 微 、芯联集 成、晶晨 股份 、长 川科技 、汇顶科技 等 60家半 导体公 司研发 费用占营 业收入 比例超 过 20 % 。

比如，国内半导体细分行业龙头江丰电子前三季度研发费用达1.65亿元，同比增长42.45%。 公司董事长姚力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当前部分企业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导致部分行业内卷严重，企业应当保持研发投入、提升研发能力，持续进行科技创新，建立起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业绩的持续发展。 ”

再比如北 方华创 ，公司前 三季度研 发费用 达 21 . 92亿元 ，同比增 长 57 . 83 % ，研发费 用占营 业收入 比重超过 10 % 。 通过丰 富产品 矩阵 ，拓 宽工艺覆 盖范围 ，公司实 现了市 场占有率 的稳步 提升 。 北 方华创董 事会秘 书王晓 宁在接 受中国证 券报记 者采访 时表示 ：“北方华创 之所以 能够在 激烈的市 场竞争 中保持 领先地 位 ，离不开 公司对 科技创 新的高 度重视和 持续投 入。 ”

新兴产业蓬勃兴起

在上市公 司持续 加大新 技术研发 投入的 背景下 ，智能驾 驶 、低空经 济等战 略性新 兴产业正 蓬勃兴 起 ，成为 上市公 司布局的 重点赛 道 。 国务 院国资 委数据显 示， 2024年前 三季度 ，中央企业 在战略 性新兴 产业领 域持续加 大资源 投入力 度，累计 完成投资 1 . 4万亿元 ，占总投 资规模的 近 40 % 。

以低空经济为例。 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从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造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到今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 ，万亿产业新蓝海浪潮拍岸。

上市公司 正加快 相关领 域布局 ，比 如 ，中科 星图总 裁邵宗 有表示，公 司积极 布局空 天信息 、商 业航天 和低空 经济的 全产业链 ，并发挥“链主 ” 型 龙头企 业的带动 作用，实 现主要 经济指标 的持续 稳健增 长；中信 海直表示 ，上半年 公司积 极谋划 低空经济 事业发 展，聚焦 专业领域 ，深化战 略布局 ，加强力 量推动低 空经济 业务发 展。

另外，数字政通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公司已在内蒙古 、辽宁、吉林 、河北、山东、福建、广东等地布局“星揆业务 ” ，该业务将为数字政通业绩增长带来新的增长点 。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高度重视各地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带来的市场机遇 ，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正在研发基于空天地一体网格化的低空空域综合管理系统，并力争在全国率先落地投入实际使用。 ”

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样让上市公司看到了新的产业机遇。 中金公司发布的最新研报表示，具身智能未来有望在各行各业中落地，发展前景广阔。 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达35万台，市场空间有望达581亿元，2024年-2030年的年复合增长率有望超过250%。 2024年以来，二十余家上市公司明确表示设立人形机器人公司或进行相关投资。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AI+”赋能下的智能终端也成为上市公司布局的重点。 蓝思科技表示，公司持续践行以“消费电子+新能源车”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在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下，持续配合客户进行AI手机和AI� PC相关外观件、结构件的研发。 同时将继续布局智能化汽车领域，与超过30家新能源及传统豪华汽车品牌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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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纵横

2024/11/2

星期六 责编

/

张枕河 美编

/

苏 振 电话

/010-63070408

A04

Company

电车表现亮眼 油车销量承压

车企三季度业绩分化加剧

●本报记者 李嫒嫒

刚刚收官的上市公司三季报显示，各

大车企第三季度业绩分化显著， 新能源车

企表现亮眼， 不少传统车企则受燃油车市

场需求下滑、价格战等因素拖累，业绩表现

不佳。其中，新能源汽车龙头比亚迪第三季

度实现营收2011.25亿元，超过同期特斯拉

的251.82亿美元（约1800亿元人民币）。

新能源车企业绩亮眼

“理想L6上市6个月以来，累计交付超

过13.9万辆，目前产能满足不了订单需求，

工厂将在2025年春节期间进行扩产。 ” 理

想汽车CEO李想在10月31日晚的业绩会

上表示。

受益于爆款车型销量拉动，比亚迪、赛

力斯、理想汽车等新能源车企今年前三季度

均取得亮眼业绩，尤其是第三季度。

其中， 比亚迪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5022.5亿元，同比增长18.9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2.4亿元， 同比增长

18. 1%。 其中，第三季度实现营收2011. 25

亿元，同比增长24 . 0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16. 07亿元， 同比增长

11.47%。

另外，今年1-9月，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销量达274 . 79万辆， 同比增长32. 13%，完

成全年目标的近八成。其中，9月销量首次

突破40万辆，领跑新能源汽车品牌。 有市

场分析预测， 比亚迪2024年销量有望超

400万辆。

赛力斯前三季度实现营收1066.27亿

元，同比增长539.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40.38亿元， 同比扭亏为盈。 其

中， 第三季度营收415.82亿元， 同比增长

63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3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作为“造车新势力” 里率先实现盈利

的车企，在今年年初理想MEGA上市后销

售不及预期后， 理想汽车在4月发布其首

个30万元以内车型理想L6， 并大获成功，

理想汽车的业绩也水涨船高。 第三季度，

公司实现营收429亿元，环比增长35. 3%，

同比增长23. 6%； 净利润28亿元， 同比增

长0 . 3%。

传统车企销量承压

今年以来，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

升，燃油车需求下滑，叠加市场竞争加剧等

因素影响，燃油车大户上汽集团、广汽集团、

长安汽车业绩纷纷下滑。

其中，上汽集团三季报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公司实现营收4196.46亿元，同比下降

1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07亿元，同比下降39.45%。 其中，第三季

度实现营收1425.6亿元，同比下滑2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亿元，同

比下降93.53%。

广汽集团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740.4

亿元，同比下降24.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2亿元， 同比下降97.34%。 其

中，第三季度实现营收282.33亿元，同比下

降21.73%；净亏损13.96亿元。

长安汽车第三季度实现营收342.37亿

元，同比下降19.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7.48亿元，同比下降66.44%。 对于

业绩下滑原因，长安汽车表示，由于公司主

动调整销售结构，销量出现下滑，影响当期

收入和利润表现。 另外，第三季度末新产品

密集投放， 公司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相应

增加。

长安汽车2024年新能源车销量目标为

75万辆，其中长安启源全年目标为25万辆，

深蓝品牌全年目标为28万辆， 阿维塔品牌

全年目标为9万辆。 1-9月，深蓝汽车仅完成

全年销量目标的51%；阿维塔完成全年销量

目标的45%。

此外， 北汽蓝谷至今仍未摆脱亏损局

面，前三季度实现营收98.18亿元，同比增长

5.49%；净亏损44.91亿元。 其中第三季度实

现营收60.77亿元，同比增长71.78%；净亏

损19.2亿元。

加快新产品布局

第四季度以来， 各大车企进入冲刺阶

段，不断推出新产品，以完成全年销量目标。

理想汽车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公司交付

量将达到16万辆-17万辆， 同比增长21.4%

-29.0%；季度营收达到432亿元-459亿元，

同比增长3.5%-10%。

11月7日，小鹏汽车将举办“小鹏P7+”

上市发布会；11月1日，蔚来汽车宣布，将在

12月发布第三品牌“萤火虫” 。 今年5月推

出第二品牌“乐道” 以来，蔚来汽车便加速

多元化战略，价格逐渐下沉。

另外，随着“以旧换新” 行动的推进，

汽车消费提振明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

秘书长陈士华表示，三季度，随着国家层面

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力度加强， 地方置换更

新政策陆续生效， 加之车企纷纷推出秋季

新品，乘用车市场逐渐回暖，终端零售市场

持续走强。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2024世界新能

源汽车大会上表示，工信部将进一步加大新

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力度， 深入实施汽车

“以旧换新” 行动，开展好新能源汽车下乡

活动和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试点，积极

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

多地楼市“银十”成绩单亮眼

●本报记者 董添

一系列重磅利好政策发布后，多地楼市“银十” 成绩单

亮眼。 从10月份最新成交数据看，多地二手房成交出现较

为明显的回暖。 一线城市中，北京10月份二手房网签量创

19个月新高，重回“荣枯线” 以上。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 房地产利好政策还在加速推

出。 近期，多地出台新一轮稳楼市新政，内容涵盖增加公积

金贷款额度、降低首付比例等一系列内容。

北京等地楼市成交回暖

11月1日， 北京市住建委最新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0

月31日，北京二手房网签量达17367套，环比上涨30.8%，同

比上涨63%。 北京“9·30”楼市新政发布后，市场交易活跃

度迅速提升，10月份二手房网签量创19个月新高。

市场人士表示，从细分市场看，北京市各区域及各类别

住房交易量均有所提高，五环外、刚需型产品交易热度提升

更为明显。 主要原因为此次政策调整了购房资质要求与首

付比例，以及通州限购被取消，利好刚需群体。 五环外青年

刚需群体购房意愿提升，使得外围市场向好态势更为显著。

根据经验，刚需型住房交易热度提升，能够推动置换链条平

稳运转，使得热度向其它片区逐步传导。

价格方面，麦田数据监测显示，10月份，北京市（麦田

覆盖楼盘）成交均价为7.4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0.1%，同

比下降11.8%。 和9月相比，10月份二手房议价空间缩小0.8

个百分点。 挂牌量方面，随着新政发布后去化加快，北京二

手房在售房源量和9月相比有所减少。 北京链家数据显示，

全市10月份的成交均价环比上涨3.1%，市场价格已初步止

跌回稳。

不止北京，多地楼市成交出现明显回暖。住房城乡建设

部“全国房地产市场监测系统” 网签数据显示，10月，商品

房成交量增长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城市扩大， 从区域数据能

看到变化的范围。分城市看，很多城市商品房网签成交量出

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一线城市增长更为明显，新建商品房网

签成交量同比增长14.1%， 二手房网签成交量同比增长

47.3%。 广州、深圳、南京、宁波、大连、东莞等城市新房成交

量同比增幅超过30%，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二手房

成交量同比增长超过50%。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

宅平均价格为16532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29%，同比上涨

2.08%。 从涨跌城市个数看，44个城市环比上涨，43个城市

环比下跌，13个城市持平。

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 一线城市

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 具有及时性、 精准性和全面性的特

点，对于促进楼市止跌回稳具有积极作用。

9月30日，北京市住建委发文，居民家庭购买首套商品

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15%；购买二套商品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

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0%。 9月29日晚，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发布《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措施的通知》，

明确取消居民家庭在广州市购买住房的各项限购政策。 9

月29日晚，深圳市住建局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 明确优化分区

住房限购政策，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含部分家庭成员为

本市户籍居民的家庭）限购2套住房，深圳市户籍成年单身

人士（含离异）限购1套住房等。

除一线城市外，9月底以来，全国大规模开展“商品住

房促销月”“百城千企促销”“方便看房” 等活动，组织房

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等集中开展各种形式的商

品房促销。 10月19日至20日， 有2500多家房地产开发企

业、8500多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参与了“方便看房” 活动。很

多城市也组织开展了金秋促销季、住（房）博会、云展厅、

直播看房等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商品房促销活动。 这些

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到访量、带看量、签约量的

提升。

多地出台新一轮稳楼市政策

近期，多地出台新一轮稳楼市政策，内容涵盖增加公积

金贷款额度、降低首付比例等一系列内容。

10月30日，河南省商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

《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通知自2025年1

月1日起实施。 文件提出，提高多子女家庭、引进高层次人

才贷款额度。 依法生育、抚养两名及以上子女的家庭，以及

符合商丘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的人员， 住房公积金贷款

额度可在本市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提高20%。 同时符合以

上两种条件的人员，贷款额度可叠加计算。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7部门日前印发《进一步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其中提到，

支持各城市因城施策取消住房限购、限售、限价等方面的

限制性措施，已取消的要全面落实到位，未取消的要抓紧

评估，应调尽调、应取消尽取消。 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

住宅标准。 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 支持缴存人提取公

积金支付房租和购买保障性住房，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15%，提取

与贷款金额累计不超过所购住房总价。 对多子女家庭，有

条件的城市可给予适当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等相关

支持政策。

保障性住房方面，杭州安居集团微信公众号近日发文，

杭州市安居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关于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

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征集通告》， 征集期限自通告发布之

日起至2024年11月30日止。征集范围为杭州市上城、拱墅、

西湖、滨江、萧山、余杭、临平、钱塘八个城区已建成存量商

品房（含自持商品住房）项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重点方向

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修炼“内功”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A股

5014家可比上市公司前三季度研发费用

合计1.10万亿元； 其中2883家上市公司

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占比达

57.5%。 其中，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

进的背景下，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为上

市公司研发投入的重点方向。

●本报记者 王婧涵

持续加码研发投入

Wind数据显示， 在5014家可比上市

公司中，28家公司前三季度研发投入超过

50亿元，比亚迪、中国建筑、中国移动、中

兴通讯、中国交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7

家企业的研发费用更是超过150亿元。 其

中，比亚迪前三季度的研发费用达333.19

亿元，同比增长33.6%，高居A股榜首。

据悉，截至目前，比亚迪累计研发投

入已超1600亿元， 技术研发人员近11万

人，是全球研发人员最多的车企。近期，比

亚迪与OPPO在深圳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手机与汽车的互融开发合作，通

过跨产业合作创新，为手机与汽车的深度

融合探索新的可能。

作为A股“研发王” ，比亚迪已形成

研发投入和经营业绩相互促进的正循环。

今年前三季度， 比亚迪实现营业收入

5022.5亿元， 同比增长18.9% ； 净利润

252.4亿元，同比增长18.1%。 1-9月，公司

累计销量达274.78万辆，9月单月销量达

41.94万辆，同比增长45.6%，创单月历史

新高。

无独有偶，另一家新能源巨头宁德时

代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也高达130.73亿元。

日前， 宁德时代发布了纯电续航在400公

里以上且兼具4C超充的新款增混电池。宁

德时代表示，预计到2025年，将有近30款

增混车型配备该款增混电池。通过不断的

技术创新，公司将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除了新能源等创新周期特别短的热

门赛道，化工、钢铁、电力等传统行业上市

公司也积极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业务转型

升级。 Wind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研

发费用增长超过10倍的8家上市公司中，

不乏英力特、八一钢铁、杭州热电等传统

行业的上市公司。

“很多人不相信，一家电力公司会有

一个规模达100多人的人工智能团队。 ”

东方电子董事长方正基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自豪地说，公司营收和净利已连续16年

实现双位数增长，秘诀之一就是在技术创

新上不遗余力地投入。 今年前三季度，东

方电子研发费用达4.28亿元， 同比增长

18.58%，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9.24%。

新技术成研发投入重点方向

在研发投入方向上，除了新能源这样

的创新高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

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为上市

公司研发投入的重点领域。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

《2024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

状况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入围企业在

布局新兴未来产业时，积极进入人工智能

和新能源两个关键赛道。 在767家填报企

业中，407家选择布局新能源赛道， 占比

53.06%；286家选择布局人工智能赛道，

占比37.29%；130家选择布局生物医药赛

道，占比16.95%；布局低空经济、商业航

天、量子技术赛道的企业有37、29、7家，各

占比4.82%.3.78%、0.91%。

以人工智能为例。 眼下，人工智能与

实体经济正加快深度融合的步伐。“我们

的电力调度自动化产品早已在行业名列

前茅，但如果我们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架构

上，可能早就被市场淘汰了。 ” 方正基感

慨良多，“所以我们要不断挖掘客户需

求，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赋能各个产业

模块。 ”

除了人工智能技术本身， 半导体等

人工智能产业链也是上市公司研发投入

的重点方向。 Wind数据显示，已公布数

据的197家半导体企业前三季度研发费

用共计563.38亿元，其中，纳芯微、芯联集

成、晶晨股份、长川科技、汇顶科技等60

家半导体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超过20%。

比如，国内半导体细分行业龙头江丰

电子前三季度研发费用达1.65亿元，同比

增长42.45%。公司董事长姚力军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当前部分企业产品同质

化程度较高， 导致部分行业内卷严重，企

业应当保持研发投入、 提升研发能力，持

续进行科技创新， 建立起企业核心竞争

力，推动公司业绩的持续发展。 ”

再比如北方华创， 公司前三季度研

发费用达21.92亿元， 同比增长57.83%，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10%。 通

过丰富产品矩阵，拓宽工艺覆盖范围，公

司实现了市场占有率的稳步提升。 北方

华创董事会秘书王晓宁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方华创之所以能

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离不开公司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持

续投入。 ”

新兴产业蓬勃兴起

在上市公司持续加大新技术研发投

入的背景下，智能驾驶、低空经济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正蓬勃兴起， 成为上市公司

布局的重点赛道。 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

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在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力度，

累计完成投资1.4万亿元， 占总投资规模

的近40%。

以低空经济为例。2024年被称为低空

经济元年，从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打造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

业，到今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被首次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 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提出 “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 ，

万亿产业新蓝海浪潮拍岸。

上市公司正加快相关领域布局，比

如，中科星图总裁邵宗有表示，公司积极

布局空天信息、 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的

全产业链，并发挥“链主” 型龙头企业的

带动作用， 实现主要经济指标的持续稳

健增长；中信海直表示，上半年公司积极

谋划低空经济事业发展，聚焦专业领域，

深化战略布局， 加强力量推动低空经济

业务发展。

另外，数字政通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

示，公司已在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北、山

东、福建、广东等地布局“星揆业务” ，该

业务将为数字政通业绩增长带来新的增

长点。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高度

重视各地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带来的市场

机遇，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正在研发基

于空天地一体网格化的低空空域综合管

理系统，并力争在全国率先落地投入实际

使用。 ”

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样让

上市公司看到了新的产业机遇。 中金公司

发布的最新研报表示，具身智能未来有望

在各行各业中落地，发展前景广阔。 预计

到2030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达

35万台， 市场空间有望达581亿元，2024

年-2030年的年复合增长率有望超过

250%。2024年以来，二十余家上市公司明

确表示设立人形机器人公司或进行相关

投资。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AI+”

赋能下的智能终端也成为上市公司布局

的重点。 蓝思科技表示，公司持续践行以

“消费电子+新能源车” 双轮驱动的发展

战略，在AI技术的快速发展下，持续配合

客户进行AI手机和AI� PC相关外观件、结

构件的研发。 同时将继续布局智能化汽车

领域，与超过30家新能源及传统豪华汽车

品牌开展合作。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