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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昂

在日前举办的 2022 年全球智能汽

车产业峰会上，多位与会专家学者就全

球智能汽车及相关领域的最新技术创新

与突破阐述相关思考与建议，其中不乏

提出在智能网联汽车方面，要有中国方

案，走出独特的中国路径。

智能网联汽车，现在是汽车领域的

热词，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天眼查数据

显示，我国现有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企业

1.1万余家，其中在 2019年至 2021年，新

增注册企业平均增速达 16.6%。

对于汽车产业而言，电动化、智能化

和网联化的变革趋势，是业界所公认的，

也被认为是全新的机遇窗口，今年我国智

能电动汽车的销量在新能源汽车的占比

已经过半。不过，汽车产业如何更好地实

现网联化，依然有不少待解问题：一方面，

网联化究竟以何种形式实现，哪种形式的

网联化更适合中国的汽车产业和国内的

技术条件和消费环境，各方目标尚不明

确；另一方面，在一些可以预见的方向上，

尚有不少关键性技术瓶颈有待突破。

智能网联汽车需要建立智能网联信

息的物理体系架构，充分融合智能化与

网络化发展特征，实现人、车、路、云一体

化的智能网联汽车系统。而构建这一一

体化系统，不仅需要在多个平台上取得

关键性的技术突破，也需要在包括芯片

等在内的关键零部件上取得优势。更为

关键的是，许多关键性技术已经不局限

于汽车本身了，而是涉及信息技术的诸

多深度领域，也涉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配

套和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而如果能够

在这些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也将不只

造福于汽车一个行业。

事实上，许多企业都将智能网联汽

车，作为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推动汽

车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重要路径。

但是，由于智能网联汽车需要的技术积累

较多，基础领域自主研发能力的缺口还较大，这一弯道也

许不会很快实现，需要详细规划，科学论证，并假以时日。

换言之，业界当下要做的，应当是沉下心来做好基础

性研究和相关论证，通过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完成技术

积累，并促进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而

非盲目发布产品，盲目乐观轻敌。毕竟，许多海内外同行

也在进行着相关技术研发。而在研发过程中，如何避免

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研发、冗余建设、内耗竞争，也是值

得思考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新技术的应用，要避免企

业研发端生产端“剃头挑子一头热”，社会使用端消费端

却不会用，不敢用、不挣钱的情况。汽车作为一种复杂工

业制成的大件商品，其是有生命周期的，其产业也因此存

在一定的周期性。如何实现新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

进展能够与客观实际使用条件具有适配性，最终使得新

技术能够落地，能够一步步被消费市场接受且应用，也考

验着行业管理者和研发者的智慧。

疫情让罐头食品的应急保障属性凸显，在黄桃罐头备受青睐的同时，对我国罐头产业而言也是重要机遇

黄桃“出圈”，罐头产业能否抓住这波商机？
本报记者 李国

“还没弄清楚啥情况，就被一抢而空了。”

连日来，在重庆的大小商超，黄桃罐头的突然

火爆令营业员们都有些始料未及。记者走访

发现，作为黄桃大市的重庆，不仅线下一罐难

求，就连拼多多、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上，断

货也时有发生。

黄桃罐头的意外走红，马上传导到二级市

场，几家罐头相关的企业最近均迎来股价大涨。

重庆潼南是全国两大黄桃生产基地之

一，年产数万吨的潼南黄桃可与美国的王牌

品种——“台尔蒙”媲美。潼南罐头厂生产的

糖水黄桃罐头，其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桃类

罐头前茅。“最近两周所有存货均一销而空！”

罐头厂负责人刘少春 12 月 25 日对记者说，

“我们要趁这股东风，明年再上新设备，争取

产量再上新台阶。”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近 4.6万家

罐头相关企业 . 其中，2022 年 1~11 月新增注

册企业月均增速 34.3%。从注册资本上看，

69%的相关企业注册资本在 100万元以下。

这个冬天，黄桃罐头彻底火了

近日，随着各地不断优化疫情管控措施，

一些可补充维生素的食品饮料销售一片火

爆。其中，以黄桃罐头为代表的水果罐头出

现抢购潮。最近一个月，京东超市黄桃罐头

成交额同比增长 245%。

记者在位于重庆观音桥的重百超市看到，

一位 40来岁的中年女性在问询没有黄桃罐头

后，便挑选了几罐午餐肉和豆豉鲮鱼罐头。“疫

情反复，家里也得囤点物资。”她说，不想点外

卖，罐头简单烹饪就能做出可口的菜肴。

黄桃罐头突然成了“网红”,也将我国罐

头产业推上了“风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黄桃一般在每年七

八月份成熟之后对生产罐头进行灌装，只有使

用新鲜的黄桃灌装才能确保罐头的品质。一

旦错过生产最佳时机，就不得不使用冷冻黄

桃，品质上就会大相径庭。一家重庆食品企业

负责人称，黄桃罐头的保质期在两年左右，由

于需求量太大，连去年的存货都快售完了。

记者据天猫数据发现，进入 12 月中旬，

黄 桃 罐 头 连 续 登 上 天 猫 全 网 趋 势 热 点 的

TOP1，热度搜索值最高超过了 1000 万。根

据百度发布的《百度热搜·疫情防控大数据》

显示，最近 7天黄桃罐头搜索热度暴涨 600%。

“企业决不能依靠‘一股风’发展，更不能

依靠‘一阵风’牟利。”华泉罐头创始人裴吉更

说，从罐头食品而言，整个行业并不会因为这

一次热度改变其大的发展趋势，而品牌的匮

乏、渠道的软弱、人才的短缺，才是今天罐头

行业更应该思考的发展大计。

疫情让消费者重新认识了罐头食品

罐头产业是我国传统食品产业，多年来

在供应内需、出口创汇、服务“三农”、满足健康

消费、稳定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2021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罐头行业迎难而上，全国规模以上罐头

企业 665 家，累计完成产量 832 万吨，全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1174亿元，同比增长 7.33%，实

现利润总额 65亿元，同比增长 1.82%。据不完

全统计，三年疫情期间，全国罐头行业累计生

产罐头 2700 多万吨，产值 3500 多亿元，稳定

罐头产业链几百万就业岗位，避免了人员流

动给疫情防控带来压力，保障和改善了民生。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理事长刘有千认为，

疫情的不确定性以及居家生活的不便性都让

人们倍感焦虑，以罐头为代表的方便类食品

发挥了战备补给功能，其常温保存、方便安

全、营养丰沛的特性，为人们提供了情绪价值

和治愈能量。

随着工艺的迭代优化和生活方式、消费

模式的演进，罐头企业将传统中国菜肴工业

化，实现了无须煎烹煮炸，就能随时享用狮子

头、红烧排骨、梅菜扣肉等经典菜品，带动了

罐头行业量价齐升。

“疫情让一些消费者重新认识了罐头食

品。生鲜容易腐烂变质，而罐头有更长的保质

期，还不占用冰箱。”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张晴峰说，现在不仅午餐肉罐头广

受欢迎，油焖笋、红烧肉等菜肴类罐头也有更多

机会直接触达消费者，企业一直满负荷运转，今

年营收有望超过18亿元，增长率将超30%。

我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罐头生产国，也

是最大的罐头出口国。据华经产业研究院发

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罐头已经出口到全球

140 多个国家地区，其中芦笋罐头和橘子罐

头已分别占到全世界该品类出口总量的 70%
和 80%。红烧肉和鲮鱼罐头为国内独有，深

受东南亚市场青睐，在欧美潜力巨大。过去

5 年我国罐头出口总量达 1450 万吨，年均出

口量约 300万吨，出口创汇 262亿美元。

罐头产业亟须完成转型与升级

“企业规模小、自动化程度较低、创新能力

不足等因素制约了行业进一步发展，潜力有待

挖掘。”青岛开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商

会明坦言，经多年创新开拓，公司“做强单品，

做全系列，积极融入国际供应链”的策略取得

显著成效，实现了国际版的“农超对接”。

“创新非易，在产品创新方面，不仅包装

要升级，内容物更要升级。”广州鹰金钱企业

集团公司董事长郑坚雄说，企业对已上市

100 多年的豆豉鲮鱼进行了包装和内容物的

改变，推出了 1人份小魔罐系列产品，包括香

辣鳗鱼、橄榄油豆豉鱼等颇受欢迎。“秘方和

风味不能改变，但制造工艺一定要创新。”

国内罐头行业知名品牌上海梅林负责人

称，企业通过变革营销方式，不断融入新时代

商业环境。启用“电商+商超+专卖店”的全

渠道分销模式，罐头、冷鲜肉业务下沉到终端

门店，利用直营物流网络，在长三角地区市场

占有率、销售业绩逐年提升。

“丰岛 30多条橘子罐头自动生产线每条

可节约人工 15 人，共节约 500 人。”丰岛控股

集团董事长徐孝芳说，作为业内首个完成自

动剥皮机量产的罐头生产企业，丰岛控股集

团得益于智能化改造，比以往纯手工剥皮节

约了近 2/3人工。

当前罐头行业内缺乏品类龙头企业，正

好给了新势力从细分品类、细分人群入手破

圈的机会。记者从重庆合川区农委了解到，

该区邀请天下星农创始人胡海卿，将脸谱文

化和黄桃自然原果色的特点结合起来，打造

的独有文化 IP“淘桃”，成为合川太和黄桃独

有的品牌印记。

“罐头工业的未来发展，要在品质升级、

副产品高值化利用等方面实现突围和超越。”

重庆工商大学莫远明教授认为，受疫情影响，

“预制菜”市场火爆，罐头产业也强势复苏。

一批品质高、口碑好的品牌罐头瞄准战略风

口，正抢占消费品产业发展的新赛道。在消

费升级这一市场之手的拉动下、在“健康中

国”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具有健康和功能的食

品需求未来前景看好。

本报记者 杨冉冉

前不久，借着卡塔尔世界杯的热度，投影

仪市场也火热了一把。

在世界杯举办期间，各投影仪品牌被主

播和博主各种测评和推荐。根据美团发布的

最新报告，在世界杯开赛前三天，平台上的投

影仪配送订单暴涨 165%；在开赛首日，京东

投影仪成交额同比增长 240%。投影仪成为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走红的一大消费品。

近几年来，投影仪带来的大屏沉浸式体

验，以及可以移动携带的便利性，受到消费者

欢迎。极米、坚果、当贝等新锐品牌快速崛

起，使国内智能投影仪市场进入了增长快车

道。市场热闹归热闹，然而在业内人士眼中

仍处在野蛮生长的初级阶段。

世界杯带火投影仪

在上个月的双 11购物节上，投影仪产品

可以说是热销程度远超以往，而世界杯的到

来又给这个热度添了一把火。

以天猫平台为例，根据累计 GMV（商品

成交总额）计算，今年整个双 11 期间办公文

教行业前 5品牌中，投影仪品牌占到 4席。其

中排名第二的国产品牌坚果，全网销售额累

计突破 6亿元。

由于投影仪具有不占空间、使用方便、大

屏显示等优点，所以不少球迷特意买了投影

仪来欣赏世界杯比赛。

“投影仪热”也蔓延到海外市场。根据跨

境电商平台速卖通公布的数据，今年海外双

11 的全球十大热卖商品中，投影仪位列首

位。特别是在世界杯举办地卡塔尔所在的中

东地区，近三个月，国产投影仪销售额同比涨

了 120%。

近几年来，单身经济、宅经济、露营经济

蓬勃兴起，线上教育、在家娱乐、户外看球观

影等正成为投影仪的热门使用场景，为行业

带来新的增长机会。奥维云网（AVC）预测，

2022 年中国智能投影市场高涨态势不变，全

年规模（含激光投影）可达 750 万台，上涨幅

度维持在 30%以上。

品牌扎堆竞争激烈

以前的投影仪市场，主要是以明基、爱

普生等品牌为代表的商用投影仪设备，出厂

价均在几千元，并且只有投影的单一功能。

2010 年前后，一些在移动通信、软件工

程和投影仪行业工作多年、具有智能硬件技

术和供应链资源的人，投身投影仪赛道创

业。这一产品也逐渐从教室、会议室等商用

场景，进入普通人的客厅卧室。

投影仪不再只是商用的产品，逐步面向

日常消费使用。相比爱普生等专业国际品

牌，“物美价廉”是国产品牌的最大优势之

一。在外观设计上更加小巧轻便，便于移动

和携带；内部则搭载智能操作系统，能够与各

类 App互通使用。

经过十来年的发展，投影仪市场头部品

牌逐渐形成。IDC 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投

影仪市场份额前 5的品牌分别是：极米、爱普

生、坚果、峰米和当贝。2021年 3月极米登录

科创板，成为“投影第一股”；2022 年，坚果完

成亿元级融资。

投影仪市场良好的发展前景令众多企业

趋之若鹜，越来越多投影仪新品牌进入市

场。奥维云网线上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投影仪品牌数量已超过 200家。天眼查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有超 7 万家投影仪相关企

业，超 6成的企业成立于 5年内。

此外，小米、宏碁、天猫、喜马拉雅等科技

类企业，还有海信视像、康佳集团、四川长虹

等电视厂商，近几年纷纷加入争夺投影仪市

场“蛋糕”的阵营。

有行业人士分析，随着新品牌的不断涌

现和科技巨头纷纷跨界布局，当前投影仪市

场正呈现出新品层出不穷、品牌加速布局的

竞争势头。各投影仪品牌也在日益激烈的竞

争中，快速迭代技术，不断提高分辨率和亮度

等关键指标的技术水平，朝着更智能、更便

捷、更好看的方向发展。

如何告别野蛮生长

尽管投影仪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但

有关这个行业的质疑也在增加：维修价格过

高、质量参差不齐、售价不断上涨功能却没有

显著提高。

同时，不少假冒伪劣产品趁机钻空子，通

过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等手段忽悠消费者，使

得市场变得混乱。此前，在某视频网站有博

主对市面上热销的 5 款投影仪进行亮度测

量，发现仅一款达到官方宣称的亮度，其余 4
款均为虚标。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今的投影仪行业，头

部品牌逐渐形成，新兴品牌不断涌现，海外市

场份额也逐渐提高，但仍处在野蛮生长的初

级阶段。“市场分散，行业内卷竞争激烈，价格

手段成为主要竞争力，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

问题严重。从长远来看，整个行业想获得健

康发展，上面这些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可以说，国内投影仪产业已经形成从光

源、镜头、到整机的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并

具有创新性和经济性的双重竞争力。对各投

影仪企业来讲，在巩固现有份额和技术优势

的基础上，围绕新应用场景做好提前布局，将

成为品牌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的关键因素。

与世界杯碰撞出“激烈火花”

投影仪市场进入增长快车道

我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罐头生产国，也是最大的罐头出口国。随着工艺的迭代

优化和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的演进，罐头企业将传统中国菜肴工业化，带动了罐头行

业量价齐升。

本报讯（记者 刘静）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12月 26日，随着新成昆铁路峨眉至冕宁段建成通车，全

长 915公里的新成昆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成都至西昌、攀

枝花、昆明旅行时间大幅压缩，最快分别 3小时、5小时、7.5小

时可达。

据国铁集团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既有成昆铁路全长

1096公里，为国家 I级单线铁路，设计时速 80公里，于 1958年

7 月开工建设，1970 年 7 月建成通车，沿线地质复杂，被称为

“地质博物馆”，外国专家一度认为这些区域是修建铁路的禁

区。成昆铁路的建成被誉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

三大奇迹”之一。成昆铁路建成以来，有效发挥了战略通道作

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运输保障。与此同时，随

着运输需求不断增加，成昆铁路运能日趋饱和。为此，铁路部

门决定在既有成昆铁路沿线区域建设新成昆铁路。

新成昆铁路起自成都南站，沿途经过四川省成都市、眉山

市、乐山市、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

州、昆明市，终至昆明站，为国家 I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设计时

速 160公里。新成昆铁路沿线地质复杂，跨越岷江、青衣江和

大渡河、金沙江，穿越峨眉山、大小凉山和横断山，修建难度极

大。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根据工程难度和运输能力

需求，采取分段建设、分段运营模式推进，组织中国铁建电气

化局等各参建单位，创新设计理念，开展空天地一体化智能测

绘，利用大量长大隧道和高墩大跨桥梁方式，对线路进行“裁

弯取直”，有效化解多种地质风险，攻克世界性建设难关。

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

2023年中国石化
“情暖驿站”报名启动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黄嘉莉）12
月 19 日，2023 年中国石化“情暖驿站”公益

活动将从即日起至 2023年 1月 6日全面接受

社会报名，1 月 7 日正式启动。据了解,今年

将为春运出行摩骑送出 2000份“免费加油礼

包”，向跨省运输在粤卡车司机夫妻送出

1000 份“新春加油礼包”，广东 100 座中国石

化加油站将面向春运出行人员提供 10 余项

免费服务。

自 2013 年起，中国石化连续 11 年开展

“情暖驿站”活动，累计服务超过 450 万摩托

车返乡人员以及 5300 万春运出行人员。今

年，中国石化广东石油位于佛山、肇庆、中山、

河源、梅州、江门的 100 座加油站将变身“情

暖驿站”，在春运期间面向所有返乡人员继续

提供“1+10+X”免费服务，其中，“1”即针对

春运途中老人、儿童、孕妇等这一特殊群体，

“10+X”即 10 项免费基础服务，包括应急药

品、道路指引、免费热水、充电器、暖手宝、简

易维修工具、便民油桶、食品加热设备、休息

椅及防疫安全服务。部分驿站还将提供修

车、加水、免费 WIFI等个性化服务。

此外，春运期间，中国石化“爱心驿站”还

将邀请春运期间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快递

小哥、网约车司机、交警等户外劳动者开展

“爱心团年饭”活动。

12月25日，江苏连云港，市民在花卉市场选购年宵花。随着元旦、春节的临近，江苏省连
云港市花卉基地、花卉市场的盆栽鲜花销售逐渐升温，吸引市民前来选购。 视觉中国 供图

元旦春节临近
年宵花陆续上市

搭建陆海联动国际物流新通道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胡阳）12月 18日，一列载

有石家庄周边地区货物、发往韩国仁川的集装箱列车，从石家

庄国际陆港出发，通过铁路抵达秦皇岛港，经由秦仁航线“新郁

金香”轮运往韩国仁川。至此，“石家庄国际陆港—秦皇岛港—

韩国仁川”多式联运线路正式开通。据悉，这是河北港口集团

成立后，携手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首条国际多式联运线路。

据介绍，此次多式联运线路开通，畅通了河北省石家庄市

周边地区货物出口通道，极大地发挥了铁路运输绿色高效、海

运综合成本低的优势，解决了河北省内陆地区，包括沧州、邢

台、邯郸在内的众多中小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物流成本高、换

装时效差的经营难题。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流枢

纽，截至目前，河北港口集团已搭建集装箱内外贸航线 48条，

运行海铁联运线路 24 条，初步构建起“面向国内、辐射日韩、

覆盖三北、连通蒙俄、通达欧洲”的国内国际物流大通道。

在河北港口集团“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新的战

略方针引领下，河北港口集团秦仁海运公司不断优化经营航

线的服务举措和营商环境，联合石家庄国际陆港等相关企业

积极开辟多式联运新通道。目前，正在着手谋划的东北亚地

区—秦皇岛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中欧（中亚）地区返程线

路，针对河北内陆地区进出口企业需求，量身定制更加稳定高

效便捷经济的物流解决方案。随着新通道能力释放，河北内

陆企业将迎来更多市场订单，进一步提升河北对外开放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