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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月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前5个月家电和音像器材类商品

零售额增长30.2%

1—5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增长较快，出口增速放缓，效益稳步改善，投资增速回落，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生产增长较快

1—5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增速分
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4.8
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5月份，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0.2%。在主要产品中，手机
产量 5.7 亿部，同比下降 6.5%，其中

智能手机产量 4.5 亿部，同比下降
2.1%；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 1.3 亿
台，同比增长 5.5%；集成电路产量
1935亿块，同比增长6.8%。

出口增速放缓

1—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3.3%，较 1—4 月回落 1.2 个百分

点。据海关统计，1—5月，我国出
口笔记本电脑5395万台，同比下降
2.9%；出口手机2.79亿部，同比下
降 7.7%；出口集成电路 1359 亿块，
同比增长19.5%。

效益稳步改善

1—5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实现营业收入6.49万亿元，同比

增长9.4%；营业成本5.7万亿元，同
比增长9.4%；实现利润总额2162亿
元，同比增长11.9%；营业收入利润
率为3.33%，较1—4月提高0.2个百
分点。5 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
制造业营业收入1.37万亿元，同比
增长6.8%。

投资增速回落

1—5月，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较 1—4 月
回落 2 个百分点，比同期工业投资
增速低4.6个百分点。

区域略有分化

1—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东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46324
亿元，同比增长11.8%；较1—4月回
落0.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实现营业
收入10469亿元，同比增长9.6%，较
1—4 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西部地
区实现营业收入7802亿元，同比下
降 3.2%，较 1—4 月提高 0.1 个百分
点；东北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349 亿
元，同比下降 1.9%，较 1—4 月回落
5.4个百分点。5月份，东部地区实
现营业收入 9778 亿元，同比增长
8.9%；中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2199
亿元，同比增长 7.1%；西部地区实
现营业收入 1673 亿元，同比下降
3%；东北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70 亿
元，同比下降18.8%。

注：1. 文中统计数据除注明
外，其余均为国家统计局数据或据
此测算。

2. 文中“电子信息制造业”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同
一口径。

本报讯 近日，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公布了轻工业经济最新运行
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
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7.0%，实现营业收入 9.27 万
亿元，同比增长 4.7%。实现利润
5314.5亿元，同比增长2.8%。轻工
业生产稳中有进，延续了自去年四
季度以来回升向好的发展态势。

国内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今
年以来，随着一系列扩内需、促消
费政策发力显效，国内消费需求不
断释放，市场活力逐步增强。前5
个月，轻工业 11 类商品零售额
35136亿元，同比增长11.9%，增速
比前 4 个月份加快 1.2 个百分点，
市场活力逐步增强，市场规模稳步
扩大。

与此同时，相关商品消费潜力
不断释放。在家电领域，前 5 个
月，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
售额增长 30.2%，自上年 9 月份以
来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家电产
品零售向好还进一步向生产端传
导。前5个月，家用电器行业增加
值增长 6.9%，洗衣机、饮水机、空
调产品产量分别增长9.3%、7.9%、
5.9%。前5个月，家用电器制造行
业营业收入增长6.0%。

此外，我国轻工企业总体出口
形势好于预期。前5个月，轻工业
商品出口3732.1亿美元，同比增长
0.5%，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4，轻工
业外贸出口承压前行，继续保持韧
性。在轻工业21个大类行业中，10
个行业出口额同比增长。（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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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科技企业正在“蛰

伏”，伺机切入AI眼镜赛道。
字节跳动正计划推出自研 AI

智能眼镜；苹果内部的Vision Prod-
ucts Group事业群正研发一款类似
Meta Ray-Ban 的 AI 智能眼镜；三
星 在 今 年 年 初 首 场 Galaxy Un-
packed 发布会上公布了自家的“AI
生态架构图”，其中包括“眼镜品
类”；OPPO 于 MWC2024 期间发布
了 OPPO Air Glass 3 辅助现实 AI
智能眼镜概念产品；vivo 公司申请
注册多枚包括“vivo AI 眼镜”“vivo
AR”在内的商标。

粗略统计，已发布的AI眼镜新
品及蓄势待发的产品，数量已经超
过50款，“百镜大战”是迟早的事情。

持续升温并非偶然

在业内人士看来，作为智能终
端“新贵”，AI眼镜的热度持续升温
并非偶然，而是技术突破与市场需
求共振的必然结果。

相较于传统眼镜，AI 眼镜集成
了摄像头、麦克风、存储、SoC（系统
级芯片）等电子元件，实现了语音交
互、拍照等功能。接入AI功能后的
AI眼镜更是极大提升了用户体验。

“从技术成熟度看，AI大模型、
微显示光学、空间计算等核心技术
已取得关键突破；从产品形态和市
场定位看，主流厂商的AI眼镜已跨
越产品市场契合度（PMF）验证阶
段，前景日益明朗。”雷鸟创新创始
人兼CEO李宏伟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道。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陈曦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
近两年生成式AI（如ChatGPT等大
模型）的突破，加速了语音交互、实
时翻译等能力向终端迁移；而光波
导、Micro LED 微显示、低功耗芯
片、硅碳负极电池等技术的突破，则
打破了AR眼镜在“轻量化、性能、续
航”上的瓶颈，推动产品从“能用”走
向“好用”。

另外，AI眼镜被视为“下一代智
能交互入口”的潜力股，其巨大的市
场想象空间促使各大品牌加速战略
布局。

调研机构维深信息（Wellsenn）

预测，2025年全球AI眼镜出货量将
突破 550 万台，同比增长 135%；到
2030年有望达8000万台。IDC则预
计，2030年全球AI眼镜市场规模将
达534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45%。

信达证券新消费行业分析师表
示：“AI眼镜正复刻智能手机的发展
路径，2025 年其市场规模有望连续
翻番。从长期看，其潜在的用户规
模或突破10亿量级。”

李宏伟指出，眼镜作为全球数
十亿人的刚需用品，若有一半佩戴
者愿意替换传统眼镜，其市场规模
将媲美智能手机。这正是吸引全球
科技企业与新锐企业竞相入局的关
键所在。

高端与性价比路线博弈

行业预测的超高增长率与亿级
潜在用户规模，吸引了各层级企业
不断入局，既包括以Meta、谷歌、华
为、小米、阿里、字节等为代表的知
名整机或互联网企业，也有雷鸟创
新、Rokid、蜂巢/界环、李未可、闪极
等在内的新锐力量。

李宏伟认为，无论是终端品牌
押注、互联网企业跨界，还是新锐品
牌抢滩，都将从不同维度推动技术
革新与行业进步，繁荣生态系统。

不过，在注定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不同厂商在产品定位与市场策
略上各有侧重。

以Meta为代表的“老牌”AR企
业倾向走“高端”路线，它们往往更
重视突破技术极限，旨在通过领先
技术树立标杆。此类产品多融合
AR 显示与 AI 交互，常搭载硅基
OLED等前沿显示技术和专用处理
器，具备较强的空间计算能力。

然而，高技术往往意味着高定
价，其产品价格多在数千元至上万
元之间（例如，Meta计划最快在今年
年底推出的一款代号为“Hyperno-
va”的高端智能眼镜产品，预计售价
达1300~1400美元，约合人民币1万
元），短期内难以快速占领大众市
场，产品主要面向专业和工作场景，
或是科技发烧友和企业级客户等。

相比之下，包括小米、闪极等在
内的后进入者则更倾向于以“低价
实用”策略开拓大众市场。

目前，AI 眼镜在消费端的应用

主要集中在娱乐社交与工作生活服
务两大方向。一方面，年轻用户青睐
其解放双手、视角独特的摄像功能，
用于拍摄Vlog、直播或旅行记录；另
一方面，可以将跨语言翻译、导航、信
息助手等功能逐步融入日常生活。
因此，聚焦音频增强、智能翻译、快捷
拍摄等实用功能的千元级AI眼镜产
品，能有效降低用户门槛，培育市场，
使AI眼镜更快成为日常助手。

记者调研后发现，目前在中国市
场上，1000~4000元价格段的AI眼镜
占据主流，5000 元以上的高端产品
较少。京东“6·18”数据显示，销量较
大的是2000元以下的音频拍摄类智
能眼镜。

“这种品类分化反映了厂商对市
场需求的不同理解。”IDC中国终端
系统研究部高级分析师郭天翔分析
认为，从短期看，功能相对简单、价格
亲民的音频拍摄类产品更易被大众
接受，但长期而言，融合AI与AR的
产品更符合未来趋势。

洛图科技（RUNTO）分析师汪
子莘指出，音频拍摄类 AI 眼镜可能
成为用户接受AI+AR眼镜前的过渡
产品。

从工具向入口跃迁不容易

无论 AI 眼镜技术路线如何分
化，摆脱“小众工具”的定位，跃迁为
继手机后的新一代“大众交互入口”，
已成为行业努力方向。

智能手机的统治性地位源于功
能聚合与生态黏性，而AI眼镜的突围
机会在于提供手机无法复制的交互
升维——解放双手与视线，实现“抬
眼即见、动口即达”的无感自然交互。

例如，小米 AI 眼镜的声控支付
功能让移动支付更便捷；亮亮视野的
悬浮字幕翻译让沟通更顺畅；Meta
实时AI识别技术则让眼镜变身为智
能百科全书……这些实践应用正验
证了这种自然交互的潜力。亮亮视
野 COO 娄身强向《中国电子报》记
者分析说：“一旦技术成熟，眼镜能承
载通信、导航、娱乐等全场景功能，且
体验更自然，用户将逐步从手机向
AI眼镜迁移。”

然而这条路并不平坦。行业专
家普遍认为，AI 眼镜要真正成为主
流交互入口，还需跨越技术瓶颈、生

态构建、用户习惯与高昂成本等多
重门槛。

从技术瓶颈方面来看，要让AI
眼镜成为人人离不开的设备，必须
先解决当前存在的续航不足这一大
挑战。目前不少AR眼镜的真实续
航仅 1~2 小时，难以满足全天候使
用需求。业内人士始终在寻求破局
之法。例如，亮亮视野通过低功耗
芯片与大容量电池盒设计，将整机
使用时长延长至 8 小时；创维则以
30 分钟快充实现 24 小时续航。但
要全面达到智能手机的续航水准，
仍需技术突破。

光学显示面板在环境光线下的
显示稳定性、视场角限制，以及减重
与散热的平衡等问题同样制约 AI
眼镜产品的体验升级。

生态匮乏则是 AI 眼镜发展需
跨越的另一座大山。

当前 AI 眼镜的功能以厂商预
置为主，生态系统处于起步阶段。
可用的第三方应用和服务有限，导
致消费者即便购买了设备，也可能
因缺乏丰富场景而降低使用频率。

“要撬动大众市场，必须培育如
APP Store般繁荣的开发者生态，催
生刚需应用。”陈曦强调。

生态短板折射出更深层的挑
战：AI 眼镜需证明其不可替代性。
娄身强指出，当前，消费者已习惯了
低头用手滑动手机的交互方式，转
向抬头用眼镜进行语音/手势交互
时，仍需一定的适应期。市场推广需
循序渐进，从高频场景（如导航、会
议协作）切入，逐步培养用户习惯。

另外，成本门槛也是影响AI眼
镜产品快速走向大众的核心因素。
据悉，占整机成本超过 70%的光学
模组、微型显示面板和专用AI芯片
等核心部件价格偏高且产能有限，
推高了终端价格，这也导致短期内
高性能AI眼镜价格难以下降。

值得期待的是，国产供应链正加
速破局：蓝思科技凭借纳米微晶玻璃
将光波导透光率提至95%，同时压缩
量产成本；水晶光电、苏大维格等企
业在光学模组领域已切入Meta、雷
朋供应链；视涯科技、宏禧科技、京东
方、熙泰科技、国兆光电、芯视佳、湖
畔光电等企业的 12 英寸线硅基
OLED项目纷纷量产与建设，国产硅
基OLED的产能和成本将更具优势。

业内专家预测，随着国产供应
链成熟与规模效应释放，未来3年，
高性能 AI 眼镜价格有望“腰斩”。
届时，扎克伯格预言的“AI 眼镜的
iPhone时刻”或将真正降临。

AI眼镜争当下一代智能交互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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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

会储能应用分会数据显示，今年
1—5月，我国储能企业新增出海订
单、合作已超过 144GWh，较去年
同期大增436.27%。其中，中东市场
合作、订单量高达33.95GWh，成为
增量最大的市场 ；澳大利亚以
30.17GWh紧随其后，占比26.32%；
欧 洲 市 场 则 达 到 21.1GWh，占
比 18.39%。

而从锂电池出海规划产能分
布看，欧洲为主要布局区域，占比
超 50% 。按 照 目 前 扩 能 进 度 ，
2026—2028 年将迎来海外产能集
中投产期，预计到2030年，中资企
业在海外的实际投运电芯产能将
超过300GWh。

美澳市场盈利能量强

海外订单激增的背后，是全球
能源转型加速带来的储能需求爆
发。机构预计，2025 年，全球储能
新增装机有望达到221GWh，同比
增长36%。

“全面出海已成为储能企业的
共识。”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
协会储能应用分会秘书长刘勇指
出，全球化布局不仅是应对国内激
烈竞争的有效策略，也是把握行业
发展机会的关键。

而更高的利润，则是企业“出
海”的核心驱动力。“尽管海外市场
准入门槛较高，但其利润空间更
大。”刘勇表示。记者了解到，目前，
海外储能系统单价较国内高出0.2
元/瓦时至0.6元/瓦时不等。其中，北
美市场盈利能力最强，毛利率普遍
达到25%~30%，澳大利亚次之，拉美
市场由于进入者较少，价格也较为
理想，盈利能力排在澳大利亚之后。

与此同时，海外装机需求也
在加速释放。“欧洲政策支持力度
大，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北美市
场成熟度高，能源结构调整推动
储能需求持续攀升；中东地区能
源转型需求强烈，政府积极推动
可再生能源发展，释放了广阔的
市场空间；而亚太地区，特别是东
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电力基
础设施和能源升级需求旺盛，为
储能产业发展提供良好机遇。”海
博思创联合创始人、运营总裁舒
鹏向记者分析道，今年，欧洲、亚
太、中东市场将迎来放量，海博思
创在相关区域均有布局。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
的市场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刘勇表
示，从应用场景来看，北美市场和
国内市场相似，以大型风光基地配
套的集中式储能，即大储为主；而
欧洲市场则因居民用电价格高企，
更侧重工商业储能和户用储能。

“当前，欧洲工商业储能及户用储
能领域增长迅速，但项目多是兆瓦
以下的小型项目。同时，欧洲也在
加速规划一些大型投资项目。因
此，未来 2~3 年，欧洲储能市场的
增速将大幅提升。2025 年至 2027
年上半年，将是欧洲储能产业发展
的关键窗口期。”刘勇分析称。

他同时提醒，本轮“出海潮”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海外补贴政策的
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企
业须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与市场环
境变化灵活调整、动态演进。

而在技术路线的选择方面，国
内外也有所不同。晶科储能产品总
经理吴殿峰告诉记者，光储系统主

要有直流耦合（DC-DC）和交流
耦合（AC）两条技术路线。目前，国
内普遍采用交流藕合，但光伏配储
时因为需要经过多级转换，效率损
失显著；而直流藕合在海外多有应
用，可实现光伏直充储能，省去变
压器并提升能效。

吴殿峰强调，技术选择应匹配
应用场景，因地制宜：直流储能更适
配新能源电站的能量时移需求；交
流储能则适合需参与电网调频的独
立、共享储能项目。“未来储能市场，
赢得场景者赢天下。”吴殿峰说道。

步入洗牌关键期

在看到海外储能市场高毛利
优势的同时，也须注意海外市场的
潜在风险。

近年来，储能制造业国际竞争
日益加剧，主要国家正积极谋划储
能产业生产制造本地化和供应链本
地化。例如，美国加快建立本土产业
链，力促锂电池及其核心材料本地
化采购，同时限制我国企业在美国
投资建厂；欧洲要求储能电芯本地
化率提升，增加合规成本；此外，在
中东地区，我国企业也面临知识产
权与技术输出、环保合规等风险。

对此，刘勇认为，个别国家出
于自身利益出台措施限制进口我
国储能产品，对我国储能产品出口
造成一定影响。但是，其要想建立
一个完善的储能产业链，需要一定
时间，三至五年内恐难以实现。“我
国拥有完善的磷酸铁锂电池产业
链配套体系，在全球占据主导地
位，并通过规模化发展具备明显的
成本优势，我们要不断创新技术产
品，除巩固现有优势外，发展压缩
空气储能、飞轮储能、钠离子电池、
混合储能等多元化技术路线，继续
保持领先优势。”刘勇说道。

此外，同质化竞争问题也不容
忽视。远景零碳综合能源业务发展
总经理宫照天指出，海外储能市场
的发展阶段相较国内市场存在约
1~2年的滞后性。海外市场当前所
处阶段，与国内约两年前的市场状
态高度吻合。

“海外市场一直被视为高价
值、高毛率，但最新反馈显示，欧
洲、东南亚等市场已开始出现较强
的竞争趋势。海外市场拐点将至。”
宫照天判断道。

对于如何把握好“出海”新机
遇，刘勇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
差异化定位，打造特色化品牌，从
单一的产品输出项“技术—品牌—
全周期服务”升级；二是提升全球
化经营能力，构建具有全球化视
野、多元融合的运营团队；三是完
善海外产业链布局，协同产业链上
下游，共建全球产业生态；四是加
强对目标市场的调研工作，充分了
解目标市场的政策法规、市场需
求、竞争格局等情况。

对于储能产业未来的发展，刘
勇充满信心。在他看来，“十五五”
期间是决定市场格局的关键“大洗
牌”阶段，未来两到三年，行业将在
规划与价格手段的引导下，逐步优
化产能并可控，新型储能将迈向更
加有序、公平的竞争环境。

“全球化是我国储能产业发展
的重要方向，未来，储能产品和解
决方案（如大储、工商业储、户储、
微电网以及便携式储能）参与国际
市场将会更为深入、更为广泛。”刘
勇说道。

新型储能海外多点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