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现实/新型显示 52023年3月28日
编辑：刘晶 电话：010-88558806 E-mail：liuj@cena.com.cn

相比前两年元宇宙高歌猛进的

发展势头，目前风头正盛的ChatGPT

掩盖了XR企业的不少光芒。不过，

XR 企业近期在资本市场的种种异

动证明了其长期发展仍具有确定性。

前不久，富士康科技集团母公

司 、鸿 海 科 技 集 团 收 购 AR 眼 镜

ODM 方案商佐臻的消息，让 XR 行

业再次感受到暖意。鸿海科技集团

董事长刘扬伟表示，通用人工智能和

生成式 AI的应用将降低元宇宙内容

生成成本，加速元宇宙发展，让鸿海

更 多 品 牌 客 户 推 出 更 多 AR/VR/

MR 产品。鸿海计划今年将强化在

AR 眼镜端的布局，以掌握新应用和

技术带来的成长机会。

基于元宇宙作为下一代互联网

的判断，相关机构纷纷发布预测看好

元宇宙和 VR 产业发展前景。全球

咨询机构麦肯锡预计，元宇宙到2030

年有望创造 5 万亿美元规模的新市

场。德勤预测，2023年全球VR市场

收入将达 70 亿美元，较 2022 年 47 亿

美元增长近50%。

面对XR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相

关产业人士纷纷呼吁，深耕创新技术

和产品，用“长期主义”丈量行业价值。

张毅对记者表示，广义上说 XR

属于科技行业，它在数字娱乐和工业

生产都有很多的数字化应用，具有广

阔的前景。但是 XR 并不是一种投

资回报很快的行业，相关企业仍需要

时间和空间的滋养，因此投资者需要

抱着长期主义的投资心态来看待，否

则就会产生心理落差。

小派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翁志

彬表示，长远来看，VR和AR会融合

为性能更强、外形更轻便和时尚的

XR 产品，逐步成为电脑和智能手机

之后的下一代个人通用计算平台，拥

有巨大的市场规模。

大朋VR CEO陈朝阳认为，XR

赛道是场马拉松长跑，唯有坚持长期

主义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参与奇遇 VR C 轮融资的真知

资本高级合伙人马宁强调，虚拟现实

不仅仅是一个方向，而是一次变革。

2016年至今，虚拟现实产业经历了蓬

勃期、积累期，如今已进入高节奏高

速度发展的“机遇期”，甚至很快会迎

来“爆发期”。

XR产业再掀投资热潮
本报记者 王伟

近日，深交所全资子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推出包括扩展现实（简称“深证
XR”）在内的三个细分的数字经济主题指数。XR企业将有望受到更多投资者关注、享受更多配套
基金和指数产品带来的红利，深度共享资本市场“盛宴”。进入2023年以来，XR企业在一级市场的
投融资表现可圈可点，硬件厂商投融资事件密集。长期来看，XR产业发展仍具有确定性。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表示，

本次指数发布是为了发挥市场表征

引领功能，刻画重点领域上市公司

运行特征，多维度反映深交所服务

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进一步丰

富创新投资标的，更好地服务中长

期资金配置需求。

公告表示：“深证 XR”指数

（代码“970046”） 将从深市 A 股

中，选取公司业务范畴属于增强现

实 （AR）、虚拟现实 （VR）、混合

现实 （MR） 等扩展现实 （XR） 主

题，市值大、流动性好、创新能力

强的 50只股票构成样本股，良好反

映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下扩展现实

产业上市公司运行表现。下一步，

深交所将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指数体

系和产品体系建设，加速推进相关

领域基金产品开发，尽快实现跟踪

指数产品落地，为各类投资者分享

创新发展红利提供多元化投资工

具，有效引导市场资源配置到国家

重点支持领域。

在众多数字经济细分行业中，

XR缘何被选为第一批指数？

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

港股 100 强研究中心顾问张毅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

次深交所推出 XR 指数，印证了资

本市场对 XR 相关产业发展的长期

看好。长远来看，XR 技术和相关

产品的市场应用场景是十分乐观

的。未来“深证 XR”指数也会衍

生出相关的基金产品，将为 XR 企

业的融资和交易提供一个长期的变

现和流通渠道，让 XR 企业在二级

市场的融资成长空间更加确定，让

投资者有专注和丰富的细分行业投

资指数选择空间。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

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

任、研究员盘和林表示，在众多数

字经济细分行业中，XR、数字文

化、新型显示都与元宇宙产业密切

相关，它们在数字经济中发挥重要

作用，又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例

如 XR 和新型显示就是围绕我国消

费电子制造业延伸和发展的。

新指数帮助XR企业脱颖而出
深交所推出 XR 指数，印证了

资本市场对XR相关产业发展的长
期看好。

一级市场再现XR硬件融资热
当前资本更倾向于成熟型

XR 硬件企业，这些企业具备深
厚的创新技术积累。

不仅在二级市场受到特别关注，

进入2023年，XR企业在一级市场的

投融资表现也可圈可点，其中，硬件

厂商的投融资事件十分集中。

IDC 中国高级分析师赵思泉在

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长期来看资本仍然相对看好 XR 行

业未来发展。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2023年第一季度共有5家XR硬件厂

商获得新一轮融资，不少融资金额都

在亿元级别。奇遇VR在1月宣布完

成 4 亿元 C 轮融资，小派科技在 2 月

宣布完成2亿元C1轮融资。在3月，

大朋 VR 宣布完成新一轮过亿元融

资，AR 企业雷鸟创新也宣布获得过

亿元首轮融资。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资本更倾向

于成熟型XR硬件企业，融资金额也

较为客观。这些企业深耕 XR 硬件

多年，具备深厚的创新技术积累和技

术“护城河”，例如其中奇遇VR、小派

科技都是 C轮融资，大朋 VR 已先后

完成了11轮融资。

深究其原因，行业专家认为随着

品牌集中度提升，中国XR硬件市场

的准入门槛越来越高，零积累的创业

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不断提升。

“中国 VR 硬件市场的品牌集中

度较高，2022 年 PICO 在中国 VR 一

体机市场份额已经超过70%。AR市

场目前品牌集中度相对较低，几家头

部厂商在 2022年差距不大。”赵思泉

表示，AR 市场仍有初创公司进入的

空间，VR 新玩家预期还是以手机厂

商为主。

“整体来说，市场依然处在变化

活跃期，所以新的硬件企业依然还

是有空间的。”GfK中国科技事业部

总监刘艳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 记

者采访时表示，新品牌想要赢得消

费者认可，需要成为“六边形”选

手，即产品性能、内容平台建设、

产品宣传营销等都需要全面发展，

不能有短板。

行业专家表示，除了成熟的 C

端品牌，瞄准某一个实际功能的VR

硬件产品获得早期融资的机会较

大。国内方面，VR 企业“傲雪睿

视”完成数千万元 Pre-A 轮融资，

该公司曾经推出过音乐 VR 头显；

苏州集视医疗完成天使轮融资，专

注基于混合现实 XR 技术的视觉训

练方法的眼镜和解决方案；国际方

面，AR字幕眼镜公司Xander获140

万美元种子轮融资，工业及医疗智

能眼镜供应商Iristick完成400万欧元

融资。

用“长期主义”丈量行业价值
XR 并不是一种投资回报很

快的行业，相关企业仍需要时间
和空间的滋养。

用户正在体验AR眼镜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发展

改革委发布了《广东省 2023 年重

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通知》指出，2023

年 ，广 东 省 共 安 排 省 重 点 项 目

1530 个，总投资 8.5 万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1 万亿元。其中多个显

示项目在列。

根 据 此 次 公 布 的“ 广 东 省

2023 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表”，

涉及显示产业的相关项目包括：

惠州 TCL 集团模组整机一体化

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广州新

锐光掩膜产线、广州华星第8.6代

氧化物半导体新型显示器件生产

线项目、广东光大第三代半导体

科研制造中心 MiniLED COB 显

示模组项目、鸿利光电 LED 新型

背 光 显 示 二 期 项 目（Mini/Mi-

croLED 等）、广州国显科技有限

公司维信诺第 6 代柔性 AMO-

LED 模 组 生 产 线 项 目 、江 门 创

维 集 团 生 产 新 型 显 示 器 项 目、

陆丰康佳半导体光电显示及终

端 项 目、开 源 鸿 蒙 超 高 清 产 业

聚集区项目等。

上述项目涵盖了显示行业上

下游全产业链，项目投资规模从

几 十 亿 元 到 数 百 亿 元 不 等 。

（杨鹏岳）

广东2023年计划建设多个显示项目

（上接第1版）在家用电器等领域

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推广

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中国

技艺的产品，树立行业品牌。鼓

励第三方机构加强品牌策划、评

价、宣传等服务，助力海外商标

注册、品牌国际化推广，提升品

牌影响力。

中国家电品牌走向海外，培

育和强化本土化能力是其中的

重要一环。家电属于耐用消费

品，产品和销售都要紧紧围绕目

标市场，因此在产业链和销售端

本地化的优势更加明显。蔡凌

认为，本地化生产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规避壁垒；而加快家电全球

区域的产业链布局，有利于优化

成本和效率，提升全球竞争力。

以海尔为例，自创立以来便

始 终 坚 持 以 自 主 品 牌 出 海 创

牌。针对当地用户的差异化需

求 ，海 尔 快 速 推 出 定 制 化 的 产

品和智慧场景，形成了“本土化

研 发 、本 土 化 制 造 、本 土 化 营

销 ”三 位 一 体 的 全 球 化 战 略 。

目前，海尔在全球已拥有 33 个

工业园、133 个制造中心、108 个

营销中心。财报显示，2021 年，

海尔智家海外营收 1147.3 亿，占

比 50.6%。美的、海信等标杆企

业的海外收入也已经超过或接

近 50%。

海尔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海尔在走出去之初就提出

了“出口创牌而不是出口创汇”

的理念，这是海尔出海创牌的原

则。当时采取“先难后易”的策

略，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取得名牌地位后，再进入发

展中国家，并把使用海尔品牌作

为出口的首要前提条件。

2007 年，美的集团在越南平

阳省新加坡工业园内设立了首

个海外工厂，正式拉开了企业全

球布局的帷幕。至今，美的在全

球共有 35 个制造基地，其中国内

有 17 个，其他 18 个海外制造基

地分布在全球 12 个国家。2021

年，美的建立了以美国、巴西、德

国、日本、东盟为突破口的全球

战略，成立海外品牌建设专项。

此外，还持续加大海外电商业务

的投入，成立海外电商公司并组

建海外电商 IT 系统专项团队。

“产品走出去之外，生产和

销售的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是

大势所趋。特别是在人口和消

费潜力较大的市场地区，进行本

地化或区域化的产能布局，成本

更划算，也能够更快适应市场和

销售的变化，有利于自主品牌的

建设。”周南指出。

均衡发力

向“微笑曲线”两端迈进

在加大力度促进品牌出海

和强化本土化能力之时，如何平

衡国内外布局成为企业的一门

必修课。国内市场作为中国家

电企业的坚实后盾，提供着良好

的创新试错土壤。在这片沃土

中，中国家电制造业通过转型升

级，正在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根据“微笑曲线”理论，产业

链中的高附加值更多体现在研

发 和 营 销 这 两 端 ，而 中 间 的 制

造环节附加价值则较低。尤其

对 于 高 度 成 熟、竞 争 充 分 的 家

电 行 业 而 言 ，在 数 字 化 、智 能

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下，抓住

研发和营销两端成为提高竞争

力的关键。

在出海的同时，中国家电企

业均衡发力，不断优化提升国内

产业链，从高附加值创造中获得

增量。目前，海尔在胶州上合示

范区的卡奥斯工业生态园建设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该园区将依

托海尔构筑全球最先进、规模最

大 的 高 端 智 能 家 电 产 业 集 群 。

项目达产后，将助推胶州市形成

首个千亿元级产业链，打造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高地和工业互联

网生态示范区。美的正在国内

布局上海全球创新园区和佛山

顺德全球创新中心……

随着中国家电数十年的出

海发展，如美的、格力、海尔、海

信等家电巨头均已取得不错的

成绩，也都具备“产研销一条龙”

的本地化能力。不过也有业内

人士指出，当前中国家电企业在

海外区域高端市场的份额还不

算很高，另外不少中小企业还是

以 OEM业务为主，位于价值链下

游。在拥有规模之后，中国品牌

出海还需要再快一点儿。蔡凌告

诉记者，从近几年发展看，我们家

电企业越来越重视产品和研发，

比较容易忽视品牌经营的长期性

和战略性，这方面还需要继续投

入，需要更多坚持和耐心。

中国家电企业打造“世界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