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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 蓉

6月11日，北京亦庄宣布，全球首
个具身智能机器人4S店将于2025世界
机器人大会期间（8月份）正式亮相。
据悉，10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头部企业
与机器人4S店签署合作意向协议，有
望成为机器人4S店首批入驻伙伴。

“全球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4S店
定于今年8月份正式亮相，不仅将进
一步提升人们对机器人技术的认识
和理解，还能促进相关企业和研究机
构的交流与合作，助推具身智能机器
人产业快速发展。”北京智帆海岸营
销顾问有限责任公司首席顾问梁振
鹏表示。

4S店落地意义重大

据介绍，具身智能机器人4S店将
集机器人销售（Sale）、零配件供应
（Sparepart）、售后服务（Service）、信息
反馈（Survey）于一体，旨在构建覆盖
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具备
场景化展示、沉浸式交互、标准化交
付、无忧化售后等多种功能。

“首个4S店的落地，标志着产业
链从‘技术展示’向‘标准化服务’转
型，通过整合销售、维保、数据反馈等
功能，降低终端用户使用门槛。其将
构建‘研发—应用—迭代’闭环，一方
面通过售后数据反哺技术优化，缩短
产品升级周期；另一方面以品牌化服
务增强市场信任，解决行业长期存在
的‘交付即断联’痛点。此外，4S店模
式将加速零部件标准化与成本下降，
吸引家电、汽车等行业企业入局，进
一步激活生态协作。”中国电子商务
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涛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一
批企业开始布局具身智能机器人赛
道，且部分头部厂商已经陆续公布了
今年的量产计划。”集邦咨询顾问（深
圳）有限公司资深研究经理曾伯楷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具身智能
机器人产业将在2026年至2028年进
入高速发展时期。

不过，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
目前仍存在一些痛点。在郭涛看来，
具身智能机器人商业化提速需突破
三大关口：一是大模型训练效率提
升；二是本体部件国产化率提升，推
动成本降至传统设备替代临界点；三
是场景适配算法突破，从单一任务执
行转向多任务泛化能力。待产业链

成熟度和应用场景拓展达到临界点，
行业有望进入爆发期。

“要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具
身智能机器人产业仍需进一步进行
技术突破、成本控制和市场培育。”众
和昆仑（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柏文喜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上下游深化协作

多家A股上市公司紧抓具身智能
机器人产业发展机遇，在关键领域加
码投资布局。

灵巧手作为融合精密传动、多模
态感知与智能算法的装置，是各大厂
商竞逐的焦点。6月12日，深圳市科达
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
利”）发布公告称，公司与苏州伟创电
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银轮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
限公司、深圳市伟立成长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共同投资设
立苏州依智灵巧驱动科技有限公司并
签署《合资设立公司协议》。

科达利表示，各方预期具身智能
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灵巧手将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目前是其产业及产
品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各方的资源
投入有助于提升综合效益，以合资方
式成立新公司进行深度的合作，进一
步扩大整体的经营效益。

行星滚柱丝杠是机器人线性关
节中价值量占比最高的核心零件之
一，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
展，这一产品的市场需求急剧增长。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双林股份”）今年5月份披露
了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预案，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15亿
元，拟投资于滚柱丝杠及关节模组产
业化项目、高精度数控磨床扩产项
目、前瞻性技术研究和应用中心建设
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该募投项目将有助于双林股份拓
展在机器人产业的业务版图，提升在
传动部件细分领域的技术研发水平，
提升产业链协同效应，增强产品核心
竞争力。在滚柱丝杠项目商业化进展
方面，公司当前已向数家客户送样。

随着产业链上下游深化协作，具
身智能机器人正加速“进化”，应用场
景从工业制造向商业服务、家庭生活
不断拓展。梁振鹏表示，未来，具身
智能机器人通过4S店等渠道走近消
费者，将有效促进其二次开发和应用
场景拓展，进一步加速产业发展。

前沿产品直达消费者
全球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4S店将8月亮相

本报记者 李雯珊

近日，首批AJ型65t岸边集装箱起
重机（以下简称“岸桥”）搭乘大型运
输船“国强徽煌”轮，历时7日顺利在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国际物
流港（以下简称“小漠港”）靠泊并顺
利上岸，将为小漠港二期项目完善功
能布局、优化港口运营效能和服务体
验提供“硬核”支撑。

岸桥作为集装箱码头前沿装卸
集装箱的专用起重机，作业方式类似
于超大版的“抓娃娃机”，通过自动化
控制系统实现精准抓取，兼具操作灵
活、作业高效与安全耐用特性，在航
运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批设备投入使用后，将显著
提升小漠港区规模作业能力，推动绿
色、智慧港口建设，以新质生产力赋
能港口高质量发展，助力深圳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物流中
心。”小漠港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小漠港岸桥功能的智慧提升，是
我国港口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在高质量发展浪潮下，智慧
绿色港口建设正成为驱动产业变革
的核心引擎。

走进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南沙港
四期码头，偌大的港区“空无一人”。
在这片“无人码头”上，凝聚了多项中
国创新技术，实现了全球首次采用新
一代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技术路线、全
球首例应用北斗导航系统和5G通信的
自动化码头、全球首次大规模应用自
动化单小车岸桥等多项“全球首次”。

深圳港集团围绕“一体三翼”布
局，推动盐田港区东作业区全面构建
5G规模化应用、智能堆场、智能理货、
数字孪生等应用场景；推动大铲湾港
区二期建设智慧高效全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打造前海物流贸易中转枢
纽。同时，依托临港智慧园区、智慧
仓储等应用场景，深圳港集团积极推
广人工智能机器人叉车等智能化应
用，支持冷库全天候、无间断拣选业

务，有效降低冷库能耗和运输货损，
实现临港物流降本增效。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AGV
（自动导引车）依托全球首创的浅充浅
放循环充电技术，可实现7×24全天候
无间断作业，持续刷新码头装卸效率；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创新研发智能理
货机器人，集5G、远程遥控、自动行驶、
声光报警、高精定位、智能AI识别等技
术于一身，通过计算机端控制系统自
动识别木材数量，便可完成木材理货
任务，代替人工现场作业，实现从木材
卸船到堆场发货的全流程无人理货。

“智能化程度已成为衡量港口竞
争力的重要指标。港口通过智慧化
升级，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
升在全球物流链中的地位。”萨摩耶
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未来随着5G、AI等
技术的不断发展，港口的智能化水平
将进一步提升，其将不仅仅是一个货
物中转站，更将成为智能物流枢纽，
推动供应链的高效运转。

今年以来，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快
速增长，不少港口积极推进智慧、绿
色港口建设。根据交通运输部最新
发布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主要
港口累计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7.5亿
吨，同比增长3.7%，其中外贸货物吞
吐量同比增长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1225万标箱，同比增长7.9%。

比如，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旗下妈湾智慧港是中国粤港澳
大湾区首个基于传统散杂货码头升
级改造的5G智慧港，项目融合5G、北
斗、人工智能、自动化等科技智慧元
素，大幅提升了港口生产效率、绿色
化程度及管理水平。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则通过
引入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实现了港口管理的智能化。例如，
其集装箱智能管理系统可以实时追踪
集装箱的位置和状态，大大提高了港
口运营效率。通过智能装卸系统，港
口能够自动感知货物信息、实时监控
装卸过程，从而提高作业精度和效率。

“无人码头”运输忙
科技赋能港口提“智”增效

■ 李春莲

6月11日，第十八届（2025)国际太
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储能及电池技
术与装备（上海）大会暨展览会（以下
简 称“SNEC 光 伏 展 ”）拉 开 帷 幕 。
SNEC光伏展被业内称为“光伏春
晚”，如同春晚汇聚文艺界明星，
SNEC光伏展也汇集了光伏产业链所
有环节的头部企业及新兴技术公司，
成为行业生态的集中展示平台，被视
为光伏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从技术突破到生态重构，从跨界
融合到行业反思，笔者认为，在行业
深度调整的当下，本届SNEC光伏展
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成为观察行业
发展动向的最佳窗口。

其一，行业信心仍在，发展韧性
彰显。

尽管当前光伏行业面临着价格
持续探底、部分企业亏损等困境，但
本届展会的规模和参展热情却并未

大幅削减。共有来自全球95个国家
的光伏行业从业者和3600多家参展
商参加，展位面积近40万平方米，国
际展商比例达到30%。随着传统市场
竞争加剧，新兴市场成为光伏企业关
注的重点。2025年，东南亚、拉美、中
东等新兴市场光伏装机增长迅速，为
中国光伏企业“出海”提供了新机遇，
行业内对光伏产业的长期发展充满
信心。

其二，技术创新加速，开辟发展
新空间。

在本届SNEC光伏展上，技术创
新仍是主旋律。TOPCon（隧穿氧化
层钝化接触太阳能电池技术）、HJT
（异质结背接触太阳能电池技术）、
BC（背接触电池技术）等技术不断突
破，不仅为光伏行业降本增效提供可
能，还持续拓宽应用场景，为行业开
辟新的发展空间。展会还聚焦下一
代技术研发，众多企业展示了一系列
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致力于提升转

换效率、降低成本，这些技术成果将
推动光伏行业实现多元化突破，提升
市场竞争力。

其三，跨界融合加深，构建多元
生态。

笔者注意到，此次展会呈现出光
伏产业与储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领域深度融合的趋势，光储一体化更
是成为热门方向。华为数字能源等
多家企业发布构网型光储解决方案，
能支撑高比例新能源电网稳定，满足
新能源发电全面入市需求。部分企
业更是推出融合AI能源调度平台、虚
拟电厂生态链的智慧能源大脑，实现
能源的智能管理与高效利用。这种
产业融合有助于构建多元化能源生
态，提升能源系统稳定性和灵活性，
推动光伏产业从单一发电向综合能
源服务转变。

其四，呼吁行业自律，探索破局
路径。

面对困境，此次展会成为行业

反思与破局的重要平台。众多企业
和行业大咖在展会期间呼吁行业自
律，共同应对价格竞争等问题，探索
破 局 路 径 ，推 动 行 业 健 康 发 展 。
例如，协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
共山建议政企联动促出清，以“市场
化兼并重组+技术淘汰机制+政策
强制约束”去产能，通过“供给侧自
律+需求端刺激”去库存。可以看
到，光伏行业从内卷到共生的转型
路径日渐清晰。

虽然挑战重重，但SNEC光伏展
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为行业发展注入
了信心与动力。从钙钛矿叠层技术
突破到全球化市场深耕，从产能出清
到产业融合，光伏行业正以创新与韧
性应对挑战、穿越周期。行业寒冬终
将过去，坚持技术创新、拥抱变革的
企业，必将等到春暖花开。

“光伏春晚”释放多重积极信号

本报记者 殷高峰 曹 琦

6 月 11 日 至 13 日 ，第 十 八 届
（2025）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
储能及电池技术与装备（上海）大会
暨展览会（以下简称“SNEC光伏展”）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球
95个国家的光伏行业从业者和3600
多家参展商参加，展位面积近40万平
方米，国际展商比例达到30%，预计观
众将超过50万人次。

《证券日报》记者在展会现场了
解到，尽管光伏行业目前仍在底部徘
徊，但追“光”者们热血依旧，产业链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实现
降本增效，并进一步加大产业协同，
构建光伏、储能等各环节协同发展的
新格局，推动行业加速向“新”突围。

以技术创新实现降本增效

在2025 SNEC光伏展现场，记者
观察到，无论是布局TOPCon技术（隧
穿氧化层钝化接触太阳能电池技术）
路线、BC技术（背接触电池技术）路线
还是异质结技术路线，各厂商均在通
过技术创新实现降本提效。比如，在
同一尺寸下想方设法通过结构优化
提升组件功率；在材料上尽量采用更
新的技术、实现更低的成本。

“这是公司在展会上首次亮相的
基于HIBC技术（高低温复合钝化背接
触技术）的700W组件，该款组件相比
业内其他同功率700W组件，面积小
了0.4㎡，功率密度却高了34W/㎡，彻
底打破业内‘大尺寸带来高功率’的
固有逻辑。”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隆基绿能”）相关负
责人指着展台上的一款产品向《证券
日报》记者介绍。

据了解，隆基绿能HIBC组件产品
具有五大核心优势：“抗水汽”“耐高
温”“高载荷”“耐腐蚀”“高防火”。“其
可应用到多种复杂的极端环境下，极
大地拓展了光伏电站的建设空间。”

该负责人称。
在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晶科能源”）的展位，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了公司在今年展会上新
推出的组件：“在高温、高辐照地区，
公司Tiger Neo组件凭借更优的温度
系数、更高的双面率及更低的衰减
率，可有效压缩系统初始投资与运营
期间的运维成本，从而降低整体的全
生命周期成本。”

异质结技术路线同样如此。“公
司这款最高输出功率为780W、最高
转换效率为25.11%的组件，采用了大
尺寸异质结电池结合边缘钝化技术，
实现更高转换效率。同时，通过负间
距、0BB、多分片三种技术的叠加，有
效提升了组件功率。”国晟世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传波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
除降本增效外，组件厂商针对不

同应用场景，推出了差异化产品。
“公司凭借多年N型技术研发积

累，依据实际应用反馈不断升级迭
代，推出全新英利熊猫N型海陆空全
场景全系新品，可覆盖高原、水域、荒
漠、屋顶等各类应用场景。”英利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产品管理总监李学健
指着展台上的产品向《证券日报》记
者介绍。

何种技术能以更低的全生命周
期成本重构能源经济性的坐标系，成
为光伏行业关注的焦点。

被称为下一代光伏电池技术的
叠层电池技术在此次展会上亮相。
在一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
位上，工作人员透露，这款采用N型晶
硅和钙钛矿薄膜叠层电池技术的组
件，已经开始应用于三峡能源50MW
光伏先进技术发电示范基地，成为全
国首个使用双面TOPCon电池实现四
端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组件示范应
用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隆基绿能在此次
展会上宣布了两项颠覆性技术突破：经
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权

威 认 证 ，公 司 自 主 研 发 的 大 面 积
（260.9cm2）晶硅—钙钛矿两端叠层太
阳能电池，转换效率达33%，刷新全球
大面积叠层电池效率纪录；BC电池组
件效率突破26%，再度改写晶硅组件效
率天花板。

对于今年展会上的各种产品创
新，多位受访者表示，破除光伏行业
内卷，除了政策方面的引导外，唯有
技术创新这一条路可走，只有通过不
断的技术创新，推动产品升级、成本
下降，才能让光伏行业具备全方位竞
争力。

光储一体化发展提速

在多家头部企业看来，当前光伏
行业仍面临多重挑战。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共
山表示，全环节市场供需错配依然是
高悬在行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从产能出清到生态重构再到稳
定发展，光伏行业仍有一段蜕变之路
要走。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第一季度
是光伏行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窗口
期，需要全行业共同努力。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纪凡表示，总的来看，光伏产业目
前仍处在一个周期的底部。

在辞去总裁职务后，隆基绿能创
始人李振国在此次展会上以隆基绿
能中央研究院院长、CTO的身份亮
相。“站在当下来看，光伏行业依然前
景广阔。”李振国表示，“我们希望能
够探索出一个新的模式，比如说通过
自主创新，加上协同合作，以及知识
产权的保护、业务的保护，来形成很
好的实践。”

光伏发电具有明显的间歇性和
波动性，导致光伏发电的输出功率与
电网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可
能导致电网的不稳定。受访业内人
士表示，解决光伏的消纳问题和光伏
发电的波动性问题，是支撑我国光伏
大规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

储能将是有效解决光伏消纳和发电
稳定性的重要方向，光储一体化发展
提速。

在此次SNEC光伏展上，伴随着
光伏行业的产品创新，储能产业链也
在持续焕新。

“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光伏发
电的波动性使得发电与用电之间出
现平衡问题，因此新能源的发展离不
开储能，尤其是光伏和储能的融合。
在这个场景下，储能系统必须要结合
光伏的特点去做产品和系统的定
义。”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特变电工”）旗下西安电气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吕琳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在特变电工展台了解到，针
对目前用户对构网型组串式储能系
统强支撑、极稳定、高安全、低成本的
需求，特变电工最新推出储能交直流
一体系统解决方案，采用模块化预装
设计，可以缩短50%调试时间及80%
安装时间，“肩并肩、背靠背”现场布
置能够节约21%以上占地。储能交直
流一体机直流线缆全内置搭配全液
冷温控系统，采用“预、泄、消”三层保
护设计，全面提升安全性。采用多层
级簇控技术提升系统转换效率2.2%，
年放电量增长超8%。

在全球能源结构加速向绿色低
碳转型的浪潮中，AI技术与光储产业
的深度融合，正成为解锁智慧能源新
未来的重要密码。

记者了解到，多家企业在本届
SNEC光伏展上展示了AI赋能下的微
光储、户用光储、工商业光储等多元
场景解决方案。

“光储和AI相互赋能。”晶科能源
副总裁钱晶表示，“光+储”方案有助
于解决AI特别是分布式AI数据中心
电力需求和减排压力，平缓因训练强
度波动引起的用电波动对电网的冲
击；而AI能够从供应链、生产、输配
送、交易、碳计算、投资等各环节，对
可再生能源进行全面优化与升级。

实探2025 SNEC光伏展：

产业链持续焕“新”追“光”者破局前行

图为2025 SNEC光伏展现场 殷高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