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乔宇

近期，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半程
马拉松比赛成功举行，“天工Ultra”机
器人以 2小时 40 分 42 秒的成绩冲
线夺得冠军，其背后的北京人形机
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亦引发全
球瞩目。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布局具
身智能赛道。据《证券日报》记者了
解，三大通信运营商都对具身智能
有所布局。

三大运营商集体入场

今年年初，中国移动成立中国
移动具身智能产业创新中心（以下
简称“具身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对
标位于上海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
器人创新中心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据悉，具身智能产业创新中心
将积极布局机器人领域，着力推进
具身智能在泛家庭场景应用，聚焦
核心技术攻坚，构建全栈式机器人
能力图谱。公开信息显示，该创新
中心将以推动中国移动成为全球最
大的机器人运营商为目标，利用中
国移动在网络、算力、模型、数据、信
息服务方面的资源禀赋，聚焦机器
人大脑技术攻关，加速推进具身智
能的商业化进展。

中国移动智慧家庭运营中心技
术管理经理赵永生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截至目前，中国移动已开通基
站总数超 686万个，覆盖超过 10亿
移动业务客户，为全球最大的移动

通信运营商。未来，中国移动还将
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网络覆盖以
及遍布全国的渠道和运维团队，从
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迈向全
球最大的机器人运营商。

“预计今年 6月份或 7月份，我
们自主研发的家用机器人四足狗会
小批量进行运营试销售；同时，我们
近期发布的迎宾导览机器人已经在
广州试点运营。”赵永生对记者透
露。

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目前中国电信人工智
能研究院（TeleAI）正在加速智传网
（AI Flow）的布局和研究。智传网
能够通过家族式同源模型协同将

“端—边—云—网”高效串联，例如
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安排机
器狗负责安全巡检，机械臂执行高
精度的物料传输，异构机器人完成
复杂装配等。

中国联通旗下的物联网平台联
通格物则打造了泛在连接与多网络
制式智能适配、机器人多协议适配、
多模态感知数据融合分析、端云训
推协同的机器人设备智能升级，以
及机器人智能体构建和共性能力开
放共享等核心能力体系。

市场规模有望持续提升

今年，具身智能首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2025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
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
智能、6G等未来产业。

根据头豹研究报告，2023年，中

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186
亿元。随着大模型技术突破，具身
智能市场规模有望持续提升，2027
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6328亿元。

在赵永生看来，具身智能产业
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一方面，人形机器人可助力解决老
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提高生
产效率；另一方面，近年来人工智
能大模型持续实现突破，多个语言
视觉多模态大模型已经具备了较
强能力。

“在此背景下，亟须一个能够与

人类物理世界有效交互的载体，承
载大模型的能力，目前只有人形机
器人具备这个潜质。”赵永生表示。

《证券日报》记者多方采访了
解到，部分具身智能企业仍对人形
机 器 人 如 何 实 现 商 业 化 感 到 困
惑。对此，一级市场投资人、青年
投资家俱乐部副理事长宋晓飞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人形机器人正
步入应用深水区。随着硬件成本
持续优化与人工智能深度赋能，行
业从实验验证迈向实用探索。同
时，头部企业的入局将加速技术迭

代与场景适配。
浙商证券机械国防首席分析师

王华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人
形机器人的商业化本质是技术成熟
度、经济可行性与社会接受度的三
重博弈。短期内，人形机器人将聚
焦物流分拣、高危救援等场景的垂
直技术适配验证与落地可行性测
算；中长期则将依托AI算力跃迁与
仿生材料革新重构产业链路。中国
企业有望利用制造业纵深优势，在
核心部件国产化与场景数据积累上
构建差异化优势。

具身智能赛道前景可期 三大运营商集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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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市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越
来越多的年度分红方案随之出炉。而除了现
金分红外，实物回馈正成为上市公司回馈股
东的新风尚。近期，舍得酒业、海峡股份、仲
景食品、横店影视、凯撒旅业等上市公司相继
发布公告，宣布公司将进行股东回馈活动。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 2024 年以来，已
有超过 30 家上市公司推出特色股东福利活
动，覆盖食品饮料、家电、文旅、医疗等十余
个行业。例如，盖世食品连续多年向股东赠
送海鲜礼盒和露营礼盒，通过小程序收集产
品反馈；长虹美菱连续三年推出家电折扣
券，吸引股东体验产品；万达电影则通过“1
元观影券+影享卡”组合，将股东转化为影院
高频消费者。

上市公司选择实物回馈股东的背后，有
深层次战略考量。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认识
到，股东不仅是投资者，更是公司产品的消费
者，同时，这一群体还具有更强的专业性与传
播力。由此，实物回馈股东能够实现良好的
宣传效果。此外，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将股
东回馈活动视为收集市场反馈的重要渠道，
进而帮助企业优化产品。

在笔者看来，上市公司以实物回馈股东
的相关机制应进一步优化。例如，可借鉴国
际经验，将实物回馈与分红、回购等传统方式
组合运用，形成多层次回报体系。这不仅能
强化核心投资者的忠诚度，还能通过股东群
体的产品体验带动消费转化，实现“投资—消
费”双向循环。

上市公司回馈股东机制的创新，本质上
是对资本市场“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期待
更多上市公司通过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
的股东回报体系，创造“股东获得感—企业发
展”的双赢局面。

上市公司可进一步优化
股东回馈机制

本报记者 王镜茹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预计一季度净利润将
同比扭亏。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1日，预计
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扭亏的企业共有35家，
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消费电子等领域。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向好可
能有多种原因，但也存在一些共性因素，比如
技术迭代驱动产品升级、市场需求复苏等。”

据记者梳理，来自消费电子行业的美芯
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芯
晟”）、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泰凌微”）等企业凭借芯片设计、AIoT技
术的突破，一季度成功推动高毛利产品销售
放量。

具体来看，泰凌微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左右，与2024
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3941万元左右。公告显
示，受益于高毛利产品和客户销售占比的提
升，以及销售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优势，公司
毛利率持续维持高位，预计一季度公司整体毛
利率将高于2024年全年平均毛利率。

得益于光学传感器业务和无线充电产品
放量增长，美芯晟一季度归母净利润预计实
现转正。美芯晟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机构调研
时表示：“公司成功实现了光学传感器相关技
术突破，构建了丰富的产品矩阵。同时，稳定
的供应链与广泛的客户资源为公司产品提供
了强大的竞争力，使其顺利实现市场导入。”

此外，降本增效成为企业扭亏的核心抓
手之一。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阳钢铁”）通过严控原燃料质量并提高操
作水平，推动生产系统长周期稳定运行。同
时，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高效产线产品占
比，降本增效成效显著。安阳钢铁预计其一
季度净利润达1810万元，与2024年同期相比
扭亏为盈。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则通过自研
种鸡“圣泽901Plus”优化料肉比，叠加精益化
管理，一季度综合造肉成本同比下降约10%。
也受此影响，公司预计一季度净利润达1.3亿
元至1.6亿元；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利用AI技术重构研发与运营流程，三
费合计较2024年同期降低15%，为利润释放腾
出空间。该公司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为110万
元至165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市场需求的复苏也为企业业绩反转提供
了外部助力。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因铁路
车辆与车轴产品产销量增加，预计一季度实
现净利润700万元到900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计一季度
净利润为2460万元。据介绍，该公司3D视觉
感知技术在机器人、AR、VR场景实现了商用
化突破。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婉莹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宏观经济企稳与
产业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具备技术壁垒、成
本优势及战略前瞻性的企业，有望进一步巩
固盈利基础，为全年业绩增长增添确定性。”

已有35家上市公司
预计一季度同比扭亏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曹 琦

4月19日，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甘源食品”）披露 2024
年年报。公司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22.57 亿元，同比增长 22.1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6亿元，
同比增长 14.32%；基本每股收益
4.14元。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17.84元（含税）。

产品毛利率高

甘源食品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
于休闲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依
托多年来积累的研发、技术、规模、管
理等优势，公司在稳固豆类炒货产品
市场的同时，紧跟消费者对休闲零食

多样化、创新化、品质化的追求，不断
强化产品研发与市场推广，逐步从单
一豆类产品扩充到调味坚果、膨化烘
焙等多品类多样化的产品组合。

公司“老三样”产品销量较好，且
毛利率很高。年报显示，青豌豆系列
产品、蚕豆系列产品和瓜子仁系列产
品毛利率分别高达 43.71%、41.77%
和39.33%。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公司大力
开发的综合果仁及豆果系列产品毛
利率也高达 35.2%。据了解，近年来
甘源食品通过持续研发创新，不断推
出符合市场趋势的新产品，保持品牌
的竞争力。随着芥末味夏威夷果仁、
冻干水果坚果等创新坚果产品的推
出，公司在调味坚果市场的品牌影响
力不断增强。

“在品种口味方面，公司进行了
多种改良创新，开拓使用蟹黄味、芥
末味、咸蛋黄味、台式卤肉味、酱汁牛
肉味等新颖口味，实现了口味与产品
的深度结合，满足了消费者对多样化
口味的追求。”甘源食品相关负责人
表示。

通过“广覆盖、差异化”的竞争策
略，公司针对不同地域、偏好、年龄层
和消费习惯的消费者，推出多品种的
差异化产品组合，精准迎合各类消费
需求，大大降低了单一品类的市场波
动风险。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调味坚果
的消费人群在不断扩容，可以看到新
生代已经成为了主流消费群体，他们
的消费行为特点鲜明，对于调味的需

求更高。我们认为调味坚果一定是未
来的趋势，更具差异化的产品能够满
足消费者全方位、多维度的需求。”

“出海”进程加快

2024 年，甘源食品坚持“全渠
道+多品类”的经营战略，通过品控、
产品、品牌、管理等多维度战略升级，
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致力于打造多
样化、新风味、高品质的休闲零食品
牌。公司在夯实传统商超渠道基础
上，积极合作会员商超、零食量贩、新
媒体电商等渠道。

2024 年公司经销渠道、电商渠
道 收 入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2.6% 、
10.7%。“经销渠道受益于‘出海’进
程加快，增速表现亮眼。”甘源食品相

关负责人表示。
以东南亚市场作为切入口，甘源

食品进行了产品“出海”的尝试，目前
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后
续伴随销售团队的组建和产品的扩
充，海外业务布局将进一步完善。

展望未来，甘源食品表示，企业
的增长核心在于产品，公司在产品方
面的优势在于创新研发。未来，公司
将逐步扩充产品品类，紧抓休闲零食
主流趋势，延展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产
品口味，进一步培养潜力单品，扩大
产品销售规模。

从销售渠道来看，公司将继续基
于全渠道发展战略，一方面稳定和发
展传统渠道，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兴
渠道，多渠道并行发展，深挖市场发
展机遇，提升市场占有率。

去年营收净利双增长 甘源食品拟每10股派现17.84元

本报记者 王 僖

4月21日晚，国内白羽肉鸡产业
链头部企业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仙坛股份”）同步披露
2024年年报和2025年一季报。公司
定期报告显示，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52.9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06亿元，均较2023年略
有下滑。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1.08亿元，同比增长 2.81%，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02.39万元，同比增长583.83%。

仙坛股份有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2024年，公司主动作
为，较好应对各种外部不确定因素带
来的挑战。在市场低迷的环境下，公
司进一步巩固了行业领先地位。

在强链、延链、补链方面，2024
年公司通过优化饲料配方、提高生产
性能、提升养殖效果以及精细化运营
管理等举措提质增效、节能降耗，解
决新建工厂、农场发展等问题，克服
市场波动对养殖及销售的影响，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加强公司横
向规模扩张和纵向链条延伸，在技术
嵌入及设备更新方面走在行业前端，
整体规模与实力已达到全国同行业

前列。
特别是在养殖端，公司重点打造

的乡村振兴项目——诸城年产1.2亿
羽肉鸡产业生态项目，取得了重大进
展。报告期内，诸城项目一期工程建
设配套的屠宰加工厂、饲料厂和商品
鸡养殖场已经全部投入生产，二期工
程的屠宰加工厂已正式投产。截至
目前，诸城项目已有 27个商品鸡养
殖场投入生产，其余 12个预计在今
年相继建设投产。

前述仙坛股份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4年诸城项目商品代肉鸡的出栏
量为 5472.81万羽，诸城项目全部建

成投产后，将实现父母代、商品代的
全配套，仙坛股份的肉鸡宰杀量将达
到2.5亿只至2.7亿只，肉食加工能力
将达70万吨。

进入 2025 年，白羽肉鸡行业在
祖代引种出现波动、春节断档期影响
等多重因素下，一度出现价格断崖式
下跌的情况，但 3月中旬之后，白羽
肉鸡产业链出现回暖，产业链相关企
业有了喘息的机会。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分
析师冯筱程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3月份鸡苗价格呈上行趋势，毛鸡价
格反弹至年内新高。中长期看，未来

毛鸡出栏量有较大概率整体减少，毛
鸡价格或仍有上涨空间。

记者从多位养殖从业人士处了
解到，3月份毛鸡价格触底反弹后，
养殖端已经实现盈利，养殖户补栏积
极性也有所提升。

前述仙坛股份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鸡肉深加工端，公司预制菜品
一期工程项目的研发、品牌建设、销
售等稳步推进，二期工程已于 2024
年 7月 17日投产。2024年度预制菜
品的产能逐步释放，生产加工数量
逐步增加，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也
随之增加。

3月份鸡苗价格上行 仙坛股份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逾580%

本报记者 吴奕萱 见习记者 王楠

4月21日，双飞无油轴承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飞集团”）
发布 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8.49亿元，同比增长 12.7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37.01万元，同比增长 15.80%。公
司两大核心业务均保持良好增长势
头。2024年，公司滑动轴承板块实
现营业收入 5.37 亿元，同比增长
6.84%；复合材料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85亿元，同比增长14.87%。

业绩增长的背后，是双飞集团面
对市场需求升级的主动变革。近年

来，公司以技术投入破解高性能装备
需 求 难 题 ，2024 年 研 发 投 入 达
5484.84万元，同比增长14.39%。

具体来看，双飞集团通过引进国
外先进设备与自主创新结合，成功开
发出机械手、端面摩擦磨损试验机等
自动化生产检测设备，逐步扭转国内
高性能滑动轴承装备依赖进口的局
面，生产效率与自动化水平显著提
升。目前，公司已掌握多项核心专
利，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出口至
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技术优势转化
为市场竞争力。

在技术驱动的基础上，双飞集团
正不断完善产品体系。目前，公司已

构建起覆盖多种类型滑动轴承及复合
材料的生产布局，形成了包括SF三层
复合材料轴承类、JF双金属材料轴承
类、JDB镶嵌固体润滑轴承类、FU粉末
冶金轴承类、其他滑动轴承及滑动轴
承用复合材料的完整生产体系。依靠
这一体系，公司在质量控制、批量交付
与新品同步开发等方面具备显著优
势，能够灵活应对下游客户多样化的
产品需求，增强了整体市场竞争力。

中国投资协会上市公司投资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支培元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完整的产业
链体系是双飞集团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前精密制造行业日

益重视产业链整合，具备从原材料制
备到成品交付全流程能力的企业，在
生产效率、成本控制与产品一致性方
面具备显著优势。双飞集团围绕滑
动轴承与复合材料构建的一体化制
造体系，有效降低采购成本，同时提
升了质量控制水平；强化技术协同，
推动创新成果更快实现量产落地，为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

另外，随着新能源汽车、机器人
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双飞集团也
在积极布局相关领域业务，抢抓行业
发展机遇。双飞集团年报中提到，接
下来，公司将以大客户开发和新能
源、机器人用滑动轴承的产品设计为

重点，围绕客户使用条件开展定制化
方案开发，推动核心产品适配性和技
术含量进一步提升。

对此，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
秘书长袁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和机器
人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滑动轴承的技
术需求向高性能、轻量化、长寿命和
智能化方向发展。为了适应高速、高
温、重载等复杂工况，企业正在优化
材料和结构设计，同时推动产品向环
保、节能方向升级。随着市场需求的
增加，双飞集团凭借其技术优势和一
体化制造体系，有望在新能源汽车和
智能装备领域进一步拓展。

双飞集团核心业务2024年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