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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我国规上互联网企业

完成业务收入2321亿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互联网业务收入累计增长情况（%）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利润总额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1—2 月份，互联网业务收入有所下
滑，利润总额降幅收窄，研发经费投入保
持平稳增长，部分地区增势良好。

总体运行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有所下滑。1—2 月
份，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
（以下简称“互联网企业”） 完成互联网
业务收入2321亿元，同比下降0.5%。

利润总额降幅收窄。1—2 月份，我
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93.4亿元，同比下降6.2%。

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平稳增长。1—2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
发经费124.5亿元，同比增长2.8%，增速
与2024年全年持平。

分地区运行情况

西部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持续领
先。1—2月份，东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
入2071亿元，同比下降0.4%，高于全国增速
0.1 个百分点，占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的
89.2%。中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79.7
亿元，同比下降 10.8%。西部地区完成互联
网业务收入165.4亿元，同比增长5.2%。

京津冀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增势良好。
1—2月份，京津冀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750.4亿元，同比增长7.1%，占全国互联网业
务收入的32.3%。长三角地区完成互联网业
务收入747.1亿元，同比下降5.9%，占全国互
联网业务收入的32.2%。

附注：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口
径为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收入2000万元及
以上，文中所有同比增速均按可比口径计算。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研发经费增长情况（%）

电子信息企业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4月1日，我
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
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获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
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
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据了解，本次任务中的卫星互联网技
术试验卫星，由商业航天公司——银河航
天和长光卫星承担研制。作为新势力“造
星”的代表，银河航天已累计成功发射自
主研制技术先进的20 余颗卫星，包括我
国首次批量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我
国首颗使用柔性太阳翼的平板可堆叠卫
星、国际上首个分布式多星编队 SAR 卫
星等。长光卫星专注于高性能、低成本卫
星的研发与技术创新，以批产技术体系为
核心，优化卫星设计、打造卫星产线，目
前已具备年产200颗遥感卫星和200颗通
信卫星的生产能力。

当前，太空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商业
航天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前不久，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卫星网络国内协调
管理办法（暂行）》，进一步优化卫星网络国
内协调程序，提升国内协调效率，推动航天
产业高质量发展。

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预测，到 2040
年，全球太空经济的价值将达到 1 万亿美
元，而太空对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的价
值预计将达到约 7.9 万亿美元。可以预见
的是，未来低轨、低成本、大规模卫星
星座组网将是商业航天发展的主要趋势
之一。

为快速响应我国大型卫星星座的组网
建设，“造星”新势力在卫星制造技术突破与

成本下降等方向持续探索，用工业化手段
赋能卫星批量生产。据银河航天卫星智慧
工厂负责人成明介绍，该公司卫星智慧工
厂使用数字化测量、自动精测、质量特性测
试等多种数字化手段，柔性数字化制造能
力不断增强，“智慧大脑”+“柔顺灵巧手臂”
让卫星研制周期缩短 80%。目前已具备
2000公斤以下卫星制造能力，可以实现年
产百颗中型卫星。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

图为银河航天技术人员在准备卫星出厂图为银河航天技术人员在准备卫星出厂

本报讯 记者卢梦琪报道：近日，美国
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事项引发高度关
注。众多电子信息企业表示坚定看好中国
资本市场，相继宣布增持。

中国电子宣布，基于对我国经济长期
向好的信心，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前景，着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造
国家网信事业战略科技力量，通过加快回
购、增持、并购重组等手段，不断推动所属
上市公司加强市值管理，促进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
者信心。

中国电科表示，坚定看好资本市场，增
持回购旗下上市公司股票。基于对我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坚定信心，积极履行对资本市
场的承诺，已完成增持回购旗下上市公司股
票超过20亿元。将继续践行“大国重器”使
命责任，不断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加
快实施增持回购，为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
投资者信心，稳定及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表示，秉持对中国
经济长期向好的坚定信心，始终看好中国
资本市场，勇担航空报国、航空强国初心使

命，加快建设现代航空工业体系，构建集团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集群，为全体股东创造
更大价值。4月8日午间，集团旗下部分上
市公司披露了股份回购、增持公告，提振投
资者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提升上市公司
投资价值。

长虹控股集团宣布，坚定看好中国资本
市场的发展前景，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
创新融合发展，积极投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支持旗下上市公司严格依法合规开展市
值管理工作，努力提升公司价值，通过大股
东增持、股份回购等合理方式维护投资者权
益，增强市场信心，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
行贡献长虹力量。

京东方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陈炎顺
提议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增厚每股收益，提升公司长期价
值。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15 亿元，回购价
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具体以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回购股份方案为准。

海尔智家发布公告称，首次以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 61 万股 A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07%，成交价为 23.60~23.95 元/股，总金
额达 1447.95 万元（不含交易费）。此次回
购为海尔智家 10 亿元至 20 亿元回购 A 股
计划的一部分。同时，海尔智家董事及高
管宣布自愿增持计划，拟6个月内以自有资
金增持公司股份（包括A股及/或H股），合
计金额2085万元至4170万元，不设价格区
间，并承诺增持后6个月内不减持。

美的集团发布公告称，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100
元/股，回购金额不超过30亿元、不低于15
亿元。本次回购所需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持续用于实施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确保公司长期
经营目标的实现。

宁德时代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使用不
低于40亿元（含本数）且不超过80亿元（含
本数）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部分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
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

（上接第1版）

企业秀出产业化“进度条”

与此同时，企业也纷纷披露了在固态
电池方面的最新“进度条”。

长城汽车CTO吴会肖向《中国电子报》
记者透露，长城控股旗下动力电池厂商蜂巢
能源研发的软包固态电池电芯，已具备小批
量生产能力，在材料体系上也已实现突破，
能量密度得到大幅提升。合肥国轩高科动
力能源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朱星宝透露，国
轩高科将于5月17日发布全新高安全固态
电池，能量密度为300Wh/kg。太蓝新能源
在固态电池产业化的推进节奏清晰且目标
明确：2025年，致力完成无隔膜产品体系开
发和全面的电池验证；2026年，正式开启全
固态电池的小批量生产工作；2027年，实现
全固态电池的大规模量产，同时积极开展在
新能源电动车、低空等领域的示范性应用。

“从技术发展趋势看，全固态电池对动
力电池产业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当前，我
国在半固态电池领域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未来5年是技术大范围落地应用的重要窗
口期。”朱星宝表示。

高翔介绍，将通过“三步走”实现全固
态电池量产。第一步，去掉隔膜，并减掉部
分电解液，实现无隔膜半固态电池的产品
阶段，并将其率先落地于新能源汽车以及
储能的大规模应用市场；第二步，彻底去除
电解液，正式迈入太蓝全固态电池阶段；第
三步，进一步减掉负极，相对传统的液态锂
电池，仅保留正极材料，从而打造出全固态
无负极电池。

在高翔看来，当前动力电池行业正面临
性能、成本和安全的“不可能三角”挑战。若

要提升液态锂离子电池的某一项技术指标，
就必须在性能、成本和安全这三者之间重新
寻求平衡，这意味着任何单项指标的提升都
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牺牲。而固态电池技术
有望成为打破这一困局的关键突破口。

“2025 年堪称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的
‘关键验证年’。半固态技术进入商业化冲刺
期，‘从1到10’实现在新能源汽车、两轮车、低
空、储能等场景的应用；全固态技术路径‘从0
到1’走向实践应用。材料创新和技术创新持
续提速，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加强，电池厂商与
合作伙伴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完成从‘技术
实验’到‘商业落地’的质变。”高翔告诉记者。

可与超快充“共同奔赴”

就在全固态电池的研发工作如火如荼
展开之际，超快充等补能技术也频频传来新
突破。今年 3 月，比亚迪发布闪充电池，声
称达到全球量产最快充电速度——闪充 5
分钟，畅行 400 公里。“充电像加油一样快”
的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当超快充技术不断提升补能体验，市场
是否还需要全固态电池？

对此，广州巨湾技研有限公司总裁裴锋
回应称，动力电池的本质是储能器件，其终
极使命和油箱一样，既要“充得快”，又要“重
量轻”。液态锂电池快充已突破充电速度的
瓶颈，全固态电池将攻克“轻”的问题。“全固
态电池能在确保电池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能
量密度加倍、重量减半。”裴锋告诉记者。

在裴锋看来，动力电池未来的发展方向
是推出具备超快充性能的全固态电池，不过
固态电解质的导电瓶颈使其超快充难度极
高。“当前，我们正全力研发具备超快充性能
的全固态电池。通过纳米界面修饰技术突

破离子传导障碍，相关技术已获国家重点
项目支持。该款电池能量密度预计达到
500Wh/kg，重量仅为现有动力电池的一
半，从而实现‘超快充+高能量密度’的双
重突破。”裴锋介绍道。

仍有一定安全风险

“全固态电池能为用户带来哪些区别
于液态电池的价值，一直是业界热议的焦
点。”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体
系副总裁李阳兴指出，相较于液态锂电池，
全固态电池在能量密度、安全性能方面表
现更优，且不存在电解液泄漏风险，但同样
面临着其他潜在风险。

欧阳明高也曾提醒：“固态电池不是绝
对安全，没有绝对安全的电池，科研和产业
界所做的，只是不断提升它的安全水平。”

记者了解到，尽管固态电解质具有高
机械强度，但锂枝晶的生长问题仍然难以
完全解决。首先，锂金属在负极表面可能
形成枝晶，甚至在固态电解质内部成核，这
可能导致电池短路，从而引发安全风险。
其次，以硫化物为主体电解质的全固态电
池在事故中破损时，其泄漏物可能与氧气
发生反应，产生有毒气体，增加对车辆造成
严重损害的可能性。

此外，全固态电池仍可能面临热失控
的安全风险。“全固态电池的热失控温度相
比液态会提升 30℃~50℃，在高比能情况
下对电池安全性提升会有很大的保障。但
电池热失控的问题还是存在的。”肖成伟指
出。他建议，加快推动全固态电池研发要
支持开展联合创新，明确分工、优势互补，
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支持新原理、新方
法、新材料、新工艺等方面的原始创新研
究；支持关键材料、器件和工艺装备的开
发、验证和应用。

“只有在解决有机电解质安全隐患的
同时，攻克固态电解质难题，才能真正引领
动力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李阳兴说道。

全固态电池产业化渐行渐近

工信部党组举办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辅导报告会暨读书班开班式

（上接第1版）要抓实整改整治，结合实际
列出问题清单，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坚决
有力抓整改整治，加强建章立制，持续完
善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的制度规定，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制度机制。

会议要求，部系统各单位党组织要对
本单位学习教育负总责，切实扛起领导责
任，精心谋划部署，认真组织实施，科学合
理安排，确保取得实效。部工作专班要做
好政策传达和工作指导，及时掌握部系统
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扎实有效推进学习教
育。要加强统筹协调，把开展学习教育同
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
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结合
起来，同部党组内部巡视发现问题整改结
合起来，一体推进抓好落实。要力戒形式

主义，坚持简约务实，不搞花样翻新、繁琐
哲学，坚决杜绝形式化、套路化、表面化，严
防“低级红”“高级黑”。要做好宣传引导，
运用好各类宣传平台和媒体，广泛宣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
要论述，及时反映部系统学习教育的进展
成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部纪检监察组有
关负责同志，部机关全体司局级干部、各处
处长、副处长，在京部属高校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部在京直属单位、部代管基金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相关社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在
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
信管理局全体局级干部、各处处长、副处长，
京外中管部属高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非中
管部属高校、电子五所领导班子成员在分会
场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耀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