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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老牌药企江苏吴
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吴中，股票代码：
600200.SH）公布了2024年年度
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年报显示，公司2024年实
现营业收入159,851.03万元，实
现营业毛利77,258.06万元，同
比增加22,895.16万元，增幅达
42.12% ，净 利 润 为 7,048.35万
元。得益于医美业务的显著贡
献，公司经营业绩扭亏为盈，同
时也创下近五年新高。

老牌药企布局童颜针
业绩焕发新春

成 立 于 1994年 的 江 苏 吴
中，先后布局了医药、地产、化
工等多个领域。过去几年是江
苏吴中面临转型困境叠加政策
转变的困难时期，公司面临诸
多经营挑战亏损多年。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钱
群英通过收购江苏吴中控股股
东股权的方式入主上市公司，
成为新的实际控制人。当年江
苏吴中出现超2.8亿元的亏损。
2019年，因子公司所在化工园
区内其他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江苏吴中遭遇经营“黑天
鹅”。2020年公司亏损超5亿
元，2022年和2023年也分别亏
损超7000万元。

面对经营困境，江苏吴中
开始于2020年确立医药与医美
双轮驱动的战略，并在2021年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吴中美
学，正式进军医美市场。

2014年1月份，历经多年转
型努力，江苏吴中从韩国独家
引进的童颜针AestheFill艾塑菲
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并
于4月下旬在国内销售，成为推

动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动力。
AestheFill艾塑菲一经上市

便凭借其出色的市场表现为江
苏吴中兑现了业绩预期。财务
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营业收
入 159,851.03 万 元 ，净 利 润 7,
048.35万元，成功实现扭亏为
盈。公司净利润也创下近五年
新高。

业绩逐步兑现
童颜针变强心针

2025年一季报显示，江苏
吴中医美板块1-3月份营业收
入为11,302.25万元，毛利高达9,
257.49万元。相比之下，医药业
务 1- 3 月 份 营 业 收 入 为 19,
753.26万元，同比减少21,844.15
万 元 ，医 药 业 务 毛 利 为 10,
473.57万元。由于计提了信用
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公
司利润总额合计减少9,651.36
万元。2025年一季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
7031.79万元。抛开计提减值准
备影响，医美业务给上市公司
带来的利润依然可观。

截至2024年底，医美板块
销售团队增至55人，合作医美
机构达537家，涵盖美莱、华韩、
朗姿、媛颂等多个知名医美品
牌。江苏吴中医美板块业绩逐
步兑现，为公司面对当前的困
难注入一剂强心针。

除了童颜针AestheFill艾塑
菲，江苏吴中还通过代理权引
进、收购产品权益、自主研发等
多种途径，不断丰富产品线。
目前已形成童颜针、重组类胶
原蛋白、透明质酸钠-多聚脱氧
核糖核苷酸（PDRN）等多个品
类，实现了医美再生抗衰注射
剂领域的全面覆盖。 (CIS)

童颜针变强心针
江苏吴中业绩创近5年新高

本报记者 李雯珊

5月5日，第137届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
在广州圆满落幕。广交会新闻中
心主任、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
周善青向中外媒体介绍了本届广
交会总体运行情况：截至5月4日
（下同），共有来自219个国家和地
区的288938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
第135届广交会同比（下同）增长
17.3%。新老采购商踊跃参会，到
会人数分别达 171750人、117188
人，分别增长14.6%、21.4%。新兴
市场仍是广交会最大客源地，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187450人，
增长17.4%，占比达64.9%。金砖国
家 采 购 商 72417人 ，增 长 24.1%。
RCEP成员国采购商64808人，增长
6.9%。欧美采购商51862人，增长
3.4%。头部跨国采购企业达376
家，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广交会现场意向出
口成交254.4亿美元，增长3%。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成交占比超六
成，是拉动成交增长的重要引擎。
参展企业普遍反映，质量性能好、
创新特点强、品牌知名度高的产品
更受青睐，境外采购商下单积极，
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拓展多元化市
场的信心。

此外，本届广交会上，新产品、
新技术、新设计、新材料、新工艺大
量涌现，企业现场展示产品超455
万件，其中新产品102万件、绿色低
碳产品88万件、智能产品32万件。
首次设立的服务机器人专区火爆

“出圈”，46家国内领先的机器人企
业展出60个细分领域的500多种机
器人，企业日均接待客户超 300
人次。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从交
流洽谈到精准推介，从产品展示到
订单签约，不少参加本届广交会的
企业，通过不断优化生产模式与加
强技术开发及创新，拓宽多元化的
市场新航道，在展会上收获订单，
用好产品和硬实力把中国制造的
出海路越拓越宽、越走越稳。

“今年我们带来的是智能物
联网起重机，突破了传统起重机
笨重、低效、高耗能的局限。”绍兴
南特起重设备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毛女士向记者介绍，“通过物联网
技术实现了全生命周期智能管

理，包括实时状态监测、智能预
警、维保提醒等创新功能，延长产
品使用周期的同时减少了安全隐
患。”

借助广交会布局多元市场的
还有丹阳登峰户外用品有限公
司。“最初的海外客户都是通过广
交会结识的，目前众多大客户也大
多结缘于广交会。俄罗斯、蒙古
国、土耳其、以色列、阿尔及利亚等
新兴市场的合作伙伴，占据了公司
订单的半壁江山。”丹阳登峰户外
用品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吴伟亮
表示，近年来，公司注重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市场的开拓，深入开展
市场调研，精准把握当地消费者对
户外用品的需求特点，本届广交会
第三期开展首日，便获得18万美元
的意向订单。

在江苏五龙针织有限公司展
位，泛着微光的“银本康”面料样品
吸引着众多采购商上前触摸体
验。“这款面料不仅能抗菌，还能自
我净化异味。”该展位负责人张珉
介绍。

据悉，该公司尚未布展就有30
多位采购商通过广交会线上平台
向该公司表达合作意向，收获近
200万元的意向订单。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持续提
高，养宠已逐渐成为全球众多家庭
的流行生活方式。这一趋势为宠
物用品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海外市场需求旺盛，蕴藏着
巨大的商业潜力。

近年来，浙江伊德家纺有限公
司瞄准宠物经济赛道，打破产品受
众单一局限。据伊德家纺相关负
责人透露：“广交会客流量很大，这
两天我们已达成意向订单11个，主
要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订单
金额约88万美元。”

在展会现场，接受采访的许多
采购商都向记者表达对中国制造
的赞叹。一位荷兰采购商说：“广
交会展示的先进技术是我以前从
未见过的，中国企业在生产工艺和
材料选择上不断优化，不少产品的
性能优于发达国家品牌。”参加广
交会将近20年的澳大利亚采购商
威特表示：“中国的机器人技术已
经走在世界前列，如机器狗、擦窗
机器人等，这些产品让人激动，感
谢广交会为我们提供了直接接触
高科技企业的机会。”

第137届广交会闭幕
创新拓宽多元市场新航道

本报记者 李雯珊 李如是

“时至立夏，万物繁茂”。古人日
观节律变化、夜观斗转星移，总结出了
特定节令——二十四节气，不仅指导
着农事活动，更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追求。千年后的农田上，
北斗导航、机械收割、AI巡检，大模型

“观天象”，日月星辰未变，但传统的
“农把式”，如今长出了“智慧脑”。在
中国，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新时
代智慧农业画卷正徐徐展开。

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种高
级形态。它集成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以实现
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

当下，利用人工智能打理上千亩耕
地，田间地头各个角落都能享受到物联
网的便利……当农业插上数字化、智能
化的“翅膀”，能够释放怎样的潜能？

农具实现“科技换装”

如今，传统农具早已实现“科技换
装”，它们以智能化、机械化、绿色化、
多功能化的崭新形象活跃在田野上。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中国智慧农业市场规模约1050
亿元，同比增长11.7%；2025年，预计市
场规模将达到1200亿元。目前，从生产
应用场景来看，我国智慧农业生产主要
以数字平台服务和智慧种植为主，占比
总和达67%，植保无人机、智慧养殖、农
机自动驾驶占比分别为20%、12%、1%。

当下，不少上市公司在智慧育种、
智慧种植、农业机械智能化等方面都
有自身的“精湛手艺”。

例如，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隆平高科”）聚焦种业主
业，依托科技创新，已发展成为以水稻、
玉米、小麦三大主粮作物，及辣椒、黄瓜、
谷子、食葵、甜瓜等专精特新作物为主业
的综合性跨国种业集团。

“公司在生物育种领域已具备较
强的核心竞争力，信息技术作为辅助
性工具已大量使用在生物育种领域，
并不断提高育种研发的门槛。公司也
积极探索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信
息技术在农业育种和种植方面的应
用，进一步优化育种效率，以科技力量
助力农业发展。”隆平高科董秘胡博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而传统农事中的重磅农具——拖

拉机已“换装”成威武霸气的机械形
象。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
中国拖拉机产量已占全球十分之一。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一拖股份”）近年瞄准智慧农业的发
展趋势，积极探索信息化技术在农机装
备和农机作业上的应用，开展智能无人
驾驶拖拉机的产品开发和技术储备。

“智能无人驾驶拖拉机已经实现
高精度作业。公司200马力以上、接近
2米高的大型拖拉机可在千里沃野驰
骋，考虑到我国还有7亿亩丘陵山地农
田，我们需重点突破轻便高效动力机
械、山地物料搬运农机远程操控关键
技术，加快丘陵山地智能农机装备应
用。”一拖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海外市场，潍柴雷沃智慧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雷
沃”）生产的TD1104驰骋于墨西哥锡那
罗亚州的广袤农田。中国拖拉机正以

“数字农耕”为引擎，为全球粮食安全
注入澎湃动能，用科技实力演绎着新
时代的田园牧歌。

“数字农耕”同样在国内市场多点
开花。《证券日报》记者在云南晋宁鲜花
种植园里看到一座会“呼吸”的大棚
——遮阳膜可自动开合、控制光照强
度。“智慧种植”在此得到充分体现，温
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环境指标被
精准调控，氮、磷、钾等17种营养元素被
滴灌系统精确输送至每株鲜花植株。

“在智慧系统高精度的环境控制
下，我们能精准控制一朵花的开花时
间。”云天化花匠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总监吕金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从观星到“盯屏”

古时夜观天象判断耕种节气，而
今农户通过高清屏幕就能实时“盯”着
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从土壤到云端，
通过人工智能开启了农业的精准化管
理，围绕“耕、种、管、收”等农业生产关
键环节，通过遥感、卫星图像等技术，
分析土壤、气候、病虫害等多源数据，
为农户提供从作物种植到收获的全周
期精准农艺决策支持。

比如，植保无人飞机可以实现“一
屏控所有”。2024年，全国植保无人飞
机保有量达到25.1万架，较2023年增长
近25%，稳居全球首位。与地面植保机
械施药相比，无人机喷药可减少20%至
40%的农药使用量，且显著节水。

在广州极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极飞科技”）超级农场，工作人
员正通过手机设置稻种播撒数量、作业
航线、安全距离等参数，随后一架装着
近20公斤稻种的农业无人机起飞进行
作业，4分钟左右便完成了6亩地的水稻
播种任务，效率是传统人工的50倍。

“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进入70个
国家和地区，服务超百万户农户。”极
飞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彭斌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以“用一部
手机就能种好地”为愿景，持续推动农
业垂类大模型的应用和落地，致力于
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农业技术能
够拿得出手的，植保无人机绝对是其
中之一。希望更多的科技农机能够走

出国门，在全球植保中发挥更重要的
作用。”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袁会
珠向记者表示。

当数字农业平台与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结合时，智能农机作业误差被大
幅降低。潍柴雷沃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在“AI+农业”领域已实现重大突
破。其自主研发的农业AI大模型，可
实现播种决策、精准施肥，节肥10%至
20%，全系农机标配北斗自动驾驶，还
配备作物长势监测系统。

此外，《证券日报》记者还在近日
举办的第137届广交会上看到了数字
农业平台的生动演绎。一小块农田微
缩模型，将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进销
存数据化管理、物联网及遥感技术应
用、农业大数据中心、农业传感器等农
业生产核心环节全部囊括于其中。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
士向记者表示：“公司通过将人工智能、
数字孪生、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深度融
入业务体系，为农田水利管理装上‘智慧
大脑’，能够结合实时监测的水文、气象
数据，持续对水资源调度方案进行预测
与优化，实现对水资源的精准管理和高
效调配。”

数字农业平台实现的技术融合及
落地的应用场景远不止于此。通过部
署土壤墒情传感器为每一亩耕地建立

“土壤健康档案”，叠加气象监测站、无
人机监测设备等物联网终端，再延伸至
卫星遥感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
农田有望实现三维建模与仿真推演。

重新定义“耕种者”

眼下，智慧农业通过整合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数据采集—分
析—决策—执行”的闭环体系，推动农
业生产向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数字农
业和智慧农场等新兴模式正在全国范
围内加速普及，但其落地仍存在技术
和设备成本较高等难题。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
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
表示：“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支持和
推广农业全程、全面机械化，截至2024
年底，我国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超过了74%。然而，受农机产
品需求多样化、机具作业环境复杂等

因素影响，我国目前的农机化和农机
装备的智能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
有差距，尤其是部分农机装备与农艺
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制约了我国智慧
农业的大规模发展。”

在业内看来，智能农机及智慧种
植技术落地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
题：农机制造技术制约、农业从业者数
字素养偏低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
需继续提升。

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袁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以农
业机器人为例，单台设备数十万元的
购置成本与每年数万元维护费用，反
映出高端智能装备国产化率不足导致
的市场价格畸高。这既与传感器、芯
片等核心部件进口依赖有关，也暴露
出我国农业装备制造业在精密制造领
域的短板。”

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已经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来支持智慧农业的发展。例
如，在财政补贴方面，对购置智能农机具
给予补贴，以减轻农民负担，鼓励使用先
进设备；在技术研发上，设立专项资金支
持智慧农业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
由之路。”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战略咨
询委员会主任刘宪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要支持
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智慧农业
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创新，鼓励产学研
合作，形成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间的
紧密合作，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

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道亮看
来，发展智慧农业的目标任务是全方
位、多层次的，涉及农业产前、产中、产
后各个环节，不仅包括农业设施、装
备、机械等“物”的方面的智慧化，也包
括农业经营、管理、服务等“人”的方面
的智慧化以及农业治理的智慧化。

为了让农户快速适应智慧农业科
技发展的迅猛变化，“新型职业农民”
证已成为新时代“种田上岗证”，数字
农民群体数量迅猛增长。未来的田间
管理者正经历着颠覆性的变革。算法
工程师、无人机飞手、元宇宙农场主等
新兴职业，将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
力军，他们以全新的知识与技能，重新
定义“耕种者”，为传统农业注入现代
科技与创新思维的活力。

上市公司抢滩数字农业赛道“农把式”长出“智慧脑”

本报记者 刘 钊

今年以来，中国汽车行业在政策红
利与市场竞争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

“高增长”与“强分化”并存的景象。
A股上市车企一季度报告显示，比

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
迪”）、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汽集团”）、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和重庆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安汽车”）4家车企的营业收入占上市车
企总收入超七成，这4家车企的归母净
利润占上市车企（中证行业分类25家A
股上市车企，下同）归母净利润总额超
九成。

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智能
网联汽车分会秘书长林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一方面，国家提振消费政
策持续加码，推动汽车产销数据亮眼；
另一方面，汽车行业内部洗牌加剧，头
部车企与尾部阵营的业绩差距进一步
拉大，而新能源汽车与智能化技术的突

破则成为行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政策红利释放
消费者信心增强

今年以来，国家及地方层面密集出
台的提振汽车消费政策为行业注入强
劲动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汽车产销累计
完成756.1万辆和747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14.5%和11.2%。其中，乘用车产销累
计完成651.3万辆和641.9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16.1%和12.9%。商用车产销累
计完成104.8万辆和105.1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5.1%和1.8%。值得注意的是，新
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318.2万辆和
307.5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0.4% 和
47.1%，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
总销量的41.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
华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保持
扩张，产需两端加快释放。一季度，一
系列提振汽车消费政策措施得以延续

并加速落地，消费市场提质向好，企业
产品密集焕新，消费者信心增强，产销
呈现两位数增长。

具体来看，今年第一季度，汽车销
量排名前十位的车企共销售630.2万辆，
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4.4%。

行业分化加剧
头部效应凸显

从业绩数据来看，今年一季度，按中
证行业分类的25家A股上市车企实现营
业 收 入 总 计 5016.27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64%，实现归母净利润总计161.25亿
元，同比增长14.30%。值得注意的是，行
业分化在加速显现，比亚迪、上汽集团、
长城汽车和长安汽车4家车企的营业收
入 之 和 占 25 家 上 市 车 企 总 收 入 的
76.20%，4家车企的归母净利润之和更是
占25家上市车企归母净利润的94.77%。

其中，比亚迪取代上汽集团成为收
入最多的上市车企，同时蝉联中国最赚
钱的车企。比亚迪一季度营业收入突

破1700亿元，占上市车企营业总收入超
三 分 之 一 ；归 母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00.38%至91.55亿元。昔日领头羊上汽
集团以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76.80亿
元，同比下降0.93%和实现归母净利润
30.23亿元，同比增长11.40%的业绩屈居
第二。赛力斯是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最快的上市车企，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则成为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最快的上市车企，达150.75%。

华泰证券研究所汽车行业首席研
究员宋亭亭预计，第二季度在以旧换新
政策和销售旺季共振下，行业景气度有
望回升。

陈士华进一步表示，展望二季度，
相关政策组合效应将持续释放，有助于
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延续市场增长态
势。不过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复杂
多变，企业经营压力加大，行业运行总
体仍面临较大压力。要深入贯彻落实
国家扩大内需战略，密切关注外部环境
变化形势，有效应对出口方面的负面冲
击，助力行业平稳增长。

4家上市车企一季度净利润占板块逾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