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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VR大空间成为了消费者们的
“新宠”，更多VR大空间体验馆正走出景区
和博物馆，在商业街和商场中与大众“见
面”。近日，国际研究机构发表报告预测，
2025年，全球VR大空间解决方案市场规模
将首次突破120亿美元，其年复合增长率达
58%。其中，中国在该领域的市场规模占全
球的比重已从 2020 年的 18%迅速攀升至
2024年的37%，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40%。

政府政策支撑、企业积极参与、观众乐
于“买账”，中国VR大空间市场似乎正迎来
生态发展新阶段。

轻量化一体机是迭代趋势

记者了解到，VR 大空间产业生态得以
快速发展，得益于技术与设备的突破。

“当前，VR 大空间的主流技术方案有
两类：一是云串流，二是一体机，两种路
径各有优缺点。”威爱教育CEO孙伟向《中
国电子报》记者表示。“云串流是指在工作
站上对视频内容进行实时渲染和计算后，
通过网络传输到头显上，视频的处理能力
更强、图像品质更高，但对算力和网络有
较高的要求，难以在市场上大量普及。而
一体机则指视频所有的渲染和计算都在头
显设备中进行，成本低、效率高，但画面
品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孙伟告诉记
者，当前，市场上大部分VR大空间项目均
采用一体机技术方案。

这一趋势也从数据上得到了验证。中
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5—2030年国
内外VR一体机行业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趋
势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VR一体机市场
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出货量达到1750万
台，占全球一体机出货量的46.9%。同时，他
们还预测，2030年，中国VR一体机市场规模
将达到2700亿元，B端渗透率将突破15%，用
户规模将超2亿人。

记者了解到，当前国内VR 大空间产业
采用的一体机主流设备有三种，分别是PI-
CO、Meta Quest和HTC Vive。其中，PICO

在数量、服务渠道和技术团队方面均占优
势，HTC Vive 则由于成本相对较高，普及
量相对较低。

在谈到对未来 VR 大空间技术与设备
发展趋势的预测时，爱威尔星空联合创始人
李文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设备方面，设
备重量越来越轻、清晰度越来越高、电池越
来越耐用将是VR设备更新迭代的主流趋
势；技术方面，空间定位和算法技术也会不
断进步，催生更多的应用场景。”

孙伟则提出了更加详尽的技术发展愿
景。“从近几年发布的头显、AR眼镜等产品
来看，头显轻量化已是必然趋势。VR大空
间或许也能够脱离固定的场地要求，通过轻
量化的AR眼镜，随时进入电影情节中，实
现全景交互。”孙伟说道。

内容生态仍需“百花齐放”

自 2023 年《消失的法老》一炮而红至
今，VR大空间内容呈现井喷式发展。相关
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上线VR大空间项

目近110个，其中，以历史类主题数量最多，
占比达到34%；此外，还囊括文化IP类、科普
类、科幻类、冒险解谜交互类、文娱IP类和
艺术体验类共六大类内容。

对于这一现象，多位行业专家的态度
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目前市场内容数
量正在得到积累，踏上了从‘量变’到‘质
变’的第一步；忧的是当前VR大空间项目
内容质量良莠不齐，选题一致性问题较严
重，缺少真正的精品内容。”李文说道。

孙伟则认为，VR大空间要真正打开消
费级市场，就需要跳出“帝王将相”的选题
框架，将目光更多投向人们日常的工作和
生活：“作为一项新兴技术的产物，我们通
常认为，VR大空间会是‘下一代电影’。然
而，站在电影产业的内容角度反观当前的
VR大空间内容生态，可以看到，无论是‘法
老’还是‘唐朝’，当前的主流内容已经给受
众留下了偏离日常生活轨迹的基础印象，
长此以往，会根本性地损害VR大空间生态
的健康成长。”

记者观察到，VR大空间目前正处于从

“技术展示”向“内容创作”过渡的阶段，实现
“数量、质量两手抓”，已经成为行业共识。河
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董事长姚中福表示：“在
当前的发展阶段下，虚拟现实电影要在重视
内容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在电影感、故
事性和情绪价值上实现更大提升。”

VR大空间将迎“跑马圈地”大时代

登陆中国市场仅一年，现象级产品《消失
的法老》在中国的票房收入已高达 3000 万
元，这无疑极大地提振了VR大空间行业人
士的信心。

然而，要“复刻”这一成功并不容易。李
文告诉记者：“尽管近年来VR大空间正在快
速发展，但其线下应用数量和体验店的铺设
量仍然不足以为大空间打开足够的发行空
间，大空间内容的发行展示也会受到影响。”

今年3月，国家电影局发布《关于促进虚
拟现实电影有序发展的通知》，首次明确将利
用虚拟现实有关技术制作、采用头戴式显示
设备等虚拟现实终端观赏、用于电影院等固
定放映场所公开放映的新形态电影，纳入电
影管理体系。

和传统电影相比，虚拟现实电影“渠道不
足”的问题格外明显。对于虚拟现实电影的
制作方而言，少量的体验店店面意味着内容
的宣传和发行都需要投入额外的精力与成
本，进一步削薄了利润空间。

行业专家呼吁，VR 大空间内容生态要
进一步发展完善，离不开创作者们的共同努
力。基于此，针对VR大空间产业链中的各
个环节，李文建议：“硬件方面，企业应深入技
术创新研发，加快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硬件
产品；软件方面，企业应不断优化内容制作水
平，进一步提升内容品质。”他还呼吁，政府方
面应对于线下开设大空间场景给予支持，同
时以奖项和补贴政策等方式，进一步鼓励内
容生产者进行高质量创作。

“从竞争格局看，未来大空间产业仍需经
过‘跑马圈地’、群雄并起的时代，随后进入巨
头领衔、小企业分一杯羹的阶段。”李文向记
者预测道：“相信在未来两年内，VR大空间
的市场规模会迎来一波‘井喷式发展’。”

2025年是储能行业发展的历史性节点。
随着“新能源强制配储”时代落幕，新型储能
行业正从粗放式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蜕
变，全面迈向市场化。回望2025年上半年，我
国新型储能行业迎来了哪些变革？

电网之变：从被动跟网走向主动构网

记者了解到，四川省首个构网型储能电
站能自主构成一个具备自动充放电功能的电
网，2小时内即可完成10万度电的充放电。项
目全容量并网发电后，预计年发电量达4.5亿
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5万吨。

构网型储能指能构建并维持输出电压和
频率，以电压源特性运行，并在电网故障时主
动支撑电网的储能系统。其核心价值在于能

“主动构建电网”，离网运行，对电网的支撑能
力较强。

今年以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政策，鼓励
新能源项目配建构网型储能。2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八部门发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加快推动构网型储能
应用，提升新型储能对电力系统稳定运行支
持能力。6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第一批试点工作的通知，
鼓励先期围绕构网型技术等七个方向展开试
点。此前多地也发布了探索建设构网型储能
的政策文件。构网型储能加速迈入规模化、常
态化发展阶段。

“随着新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和广泛分布，
电网的运行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同区域
的电网逐步显现从强到弱的电网特征。局部
电网新能源承载力不足，面临新能源脱网、失
稳等挑战。”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的张
东辉表示，而构网型储能技术通过模拟同步
发电机特性、优化电网潮流分布、改善故障穿
越能力等多种手段，可从不同方面增强电网
的稳定性，不仅能高效充放电，还能充当电网

“稳压器”，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
提供稳定性支撑。

从市场方面看，构网型储能技术应用的
领域也越来越广。在微电网支撑方面，可适配
大小各异的无电地区微电网，满足高海拔等
特殊区域的供电需求，保证微电网的可用性；

在电网黑启动方面，可作为地区黑启动电
源，提升电网应急能力，实现大电网快速恢
复；在电网稳定支撑方面，可解决局部电网
稳定难题，增强关键厂站送电、受电能力，为
城市及薄弱输电通道提供电压支撑。

远景高级副总裁、远景储能总裁田庆军
指出，在源网荷储一体化及大型离网项目
中，构网型储能不可或缺，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它可以成为一种新电网，应用前景广阔。

“比如，目前绿电制氢、制氨、制醇项目，如果
以电网作为能源输入方，成本巨大，因此必
须真正离网才能把度电成本转化成下游绿
色氢氨醇的价值。新型储能在这中间的作用
非常关键，它可以有效降低端到端的成本。”
田庆军告诉记者。

今年，我国储能行业迎来重要转折点。3
月，《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

“136 号文”）发布，明确不得向新能源不合
理分摊费用，不得将配置储能作为新建新能
源项目核准、并网、上网等的前置条件。“新
能源强制配储”正式宣告落幕。

“构网型储能在未来新能源配储项目中
将更具有竞争优势。”科华数能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谈道，136号文的出台促使储能产业从政
策驱动转变为市场驱动，倒逼储能技术快速
提升以支撑电网，共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构
网型储能系统能够有效增强电网稳定性、更
好满足市场需求，是以绿电为主的新型电网
的刚需。此外，该政策的出台也是为了推动新
能源企业快速找到储能的盈利模式，储能电
站的构网能力则能够使电站的收益最大化。

技术之变：大容量电芯工程应用在即

近期，500Ah+大容量电芯量产交付的
消息纷至沓来，预计自今年下半年，相关产
品将步入工程化应用验证阶段。当前，行业
正处于从第二代电芯向第三代电芯迭代的
关键时期。其核心变化是电芯容量的大幅提
升，由314Ah向500Ah及以上的级别演进。

海辰储能应用工程总监刘宇轩告诉记
者，做大储能电芯的核心驱动力在于降本增
效。大容量电芯可减少电池及零部件数量，显
著降低系统成本，同时节省占地面积并提升
集成效率，更能满足大容量储能项目需求。

不过，目前第三代储能电芯在容量及规
格尺寸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标准。随着相关
产品陆续实现量产，当前，行业初步呈现两
大阵营：以宁德时代等为代表的电池厂商和
以阳光电源为首的系统集成商。

“宁德时代与阳光电源的竞争，实际上
是对电芯标准和未来市场的争夺。”业内专
家指出，其矛盾点主要在于以宁德时代为代
表的主流电芯企业，将产业链持续向下游延
伸，与阳光电源等系统集成商形成直接竞
争。阳光电源则通过与第二梯队电芯企业合
作，试图获得下一代电芯的主导权，以稳固
其市场地位。

此外，双方在电芯容量规格选择上的差
异也受到制造工艺影响。据鑫椤资讯高级研
究员龙志强介绍，目前，储能电芯制造工艺
分为卷绕和叠片两种。宁德时代主要采用的
卷绕工艺发展相对成熟，仍是主流市场普遍
的选择方向；而阳光电源则倾向叠片工艺，
市面上 600Ah 以上的储能电芯多采用此工
艺，但实际落地规模有限。不过也有观点认
为，相较于卷绕工艺，叠片工艺与大容量电
芯的适配度更高，若储能电芯容量继续向大
突破，“卷改叠”是绕不开的方向。

可以预见，大容量电芯是下一代电芯的
必然趋势，但具体的尺寸还需要看市场选
择，短期内，三代电芯共存的局面仍将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电芯规格升级将驱动整个储
能系统架构的变革，进行涉及多个核心环节
的全面适配性调整。大容量电芯及其配套系
统的技术可靠性、综合性能表现，还有待大
规模的工程化应用来检验。

市场之变：海外市场拐点将至

在深圳港大铲湾港区集装箱码头，一批
锂电池储能柜正被吊装到“中远海关运进
取”巨轮上。这艘载有120个比亚迪锂离子电
池储能系统的货轮将驶向智利安加莫斯港
口。据了解，此次出口的电池储能柜是比亚
迪为西班牙独立发电商 Grenergy Renov-
ables位于智利的太阳能和储能项目提供的
MC Cube储能系统。项目建成后，可为超过
14.5万户智利家庭供电。

今年上半年，我国储能企业交出了一份
亮眼的出海“成绩单”。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

业创新联盟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6
月，我国储能电池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
174.6%，达45.6GWh，占全国电池总出口量的
35.9%，较去年同期提高了超17个百分点。

产能出口也如火如荼。亿纬锂能拟在马
来西亚投资约86亿元建设储能电池项目；海
辰储能在美国首个储能系统制造工厂开业，
预计7月投产后年产能将达10GWh。宁德时
代、远景动力、国轩高科、孚能科技等企业也
早已开启全球化产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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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出海”的核心驱
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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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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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专家告诉记者，储能海外
市场拐点将至。今年，欧洲、亚太、中东市场
将迎来放量，特别是欧洲市场，或将迎来爆
发式增长，并步入产业发展关键窗口期。

不过，刘勇同时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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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应明确差异化定位，打造特色化
品牌，推动业务从单一的产品输出向‘技术-
品牌-全周期服务’升级；同时，提升全球化
经营能力，组建具有全球化视野的运营团
队，并加强对目标市场的调研工作；此外，还
须积极协同产业链上下游，共建全球产业生
态，从而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得好’。”
刘勇建议。

VR大空间迎来“跑马圈地”大时代
本报记者 张琪玮

上半年，新型储能求变
本报记者 张维佳

历经多年研发，Rokid于2025年6月
推出旗舰AR眼镜Rokid Glasses。该产品
基于衍射光波导成像技术，搭载骁龙AR1
芯片，重量仅为49克。Rokid Glasses行业
首创多模态AI大模型融合架构，在集成通
义千问、豆包、智谱清言等主流模型的同
时，还支持用户自定义私有模型部署。该
产品不仅支持实时翻译、物体识别、导航
等日常场景下的常用功能，还在视障群体
辅助、工业指导等专业领域展现出巨大潜
力，应用前景广阔。当前，该产品已正式投
产，全球订单量已突破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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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kid Glasses AR眼镜

维信诺发布的全球首款基于玻璃基
的 AMOLED 超高 PPI 解决方案，达到
2000PPI 分辨率、超低延迟响应和更优
成本控制，为下一代 VR/AR 设备提供
了颠覆性显示方案。VR 设备因需要近
距离佩戴，对屏幕像素密度（PPI）的要求
远超手机、电视等传统设备。通过自研像
素结构设计与1.5微米超高精度制程技
术，该方案成功在玻璃基板上实现了像
素密度突破 2000PPI。这一指标可消除
VR 画面的“纱窗效应”（像素颗粒感），
带来更真实的沉浸体验。此外，相较于成
本高昂的传统硅基 VR 产品，该方案可
做到显示效果与成本的平衡。

2025年中期优秀解决方案

维信诺VR用玻璃基
AMOLED超高PPI解决方案

颗粒硅是协鑫科技的核心“黑科技”
产品之一，作为多晶硅料的一种，具有单
位投资低、运营成本低、碳排放低、品质
高等优势。相较于传统技术生产的棒状
硅，硅烷流化床法 （FBR） 生产颗粒硅
的过程减少了多个高能耗环节，使其整
体生产能耗大幅降低，每公斤单位电耗
仅为棒状硅的四分之一。目前，协鑫颗
粒硅有效产能 48 万吨，每年可节省电
量约195亿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约 1048 万吨。协鑫科技已获得中、
法、德三国碳足迹权威认证，生产每公斤
颗粒硅的碳足迹仅为14.441千克二氧化
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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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科技FBR颗粒硅

科华数能新一代 460kW 液冷簇级
管理PCS（储能变流器），具有构网性能
强、液冷散热优、防护等级高、灵活适配
高效等优势。产品采用超高功率密度设
计，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设备运行
效率；具备全域构网支撑能力，响应速度
达毫秒级，并实现微秒级电压构建，支持
自适应宽短路比、多协同群黑启、网域级
黑启动功能。其全液冷散热和新型冷板
专利设计，确保 50℃高温不降额，系统
使用寿命提升超25%；兼容大小电芯系
统，支持2小时/4小时储能场景；交直流
一体化与箱变一体机方案可选，极简布
局，快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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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能新一代460kW
液冷簇级管理P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