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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昂

夏日炎炎，暑期将至，冰淇淋市场迎

来了一年之中的重要消费期，在传统冰

淇淋企业推出新产品的同时，也有不少

企业跨界入局冰淇淋产业，甚至还有酒

类企业跨界入局。天眼查数据显示，我

国现存冰淇淋相关企业 4.6万家，其中去

年就新增了 4000余家。

投资者对冰淇淋市场看好，一方面

是因为我国已经是冰淇淋全球第一大市

场，市场规模达到了 1600 亿元；另一方

面则是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

于中高端冰淇淋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人均消费正在逐渐提升，市场前景看

涨。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目前我国冰淇

淋市场品牌分布较散。按零售额计算的

话，超过 2%市场份额的单一品牌只有 7

个，有入局空间。

虽然市场上的冰淇淋品牌分布较

散，但实际上一家大型乳品企业，往往会

有针对不同市场的多个冰淇淋品牌，如

果将品牌按企业分门归类，会发现看似

琳琅满目的冷品柜，离不开几个大型企

业。如果按企业零售额计算的话，排名

前 10的企业，总计占据市场份额三分之

二左右，而这些企业往往也有自己运营

已久的市场空间。一般来说，一个地方

的冰淇淋市场，往往是三足鼎立的态势，

跨国企业、本土大型乳品企业和当地知

名乳品企业，分别占领着各自具有竞争

优势的细分市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上的新选

手就没有机会。在线上消费如此流行的

当下，冰淇淋市场依然是沿用传统的线

下销售模式，线下销售占比约占 95%左

右。这是因为，冰淇淋作为体积小、易碎

易化且单价不高的冷冻商品，相比于运

输成本和实际运输效果而言，大部分消

费者还是会选择线下渠道，商家同理。

在实际消费场景中，消费者的线下

消费，既有规律性也有随机性，既可能会

购买自己既往消费过的商品，也可能会

尝鲜买新商品。而对于冰淇淋而言，口

味差别感是相对有限的，包括品牌、风

味、造型、价格、包装等其它差别，都会对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这就使得

消费者在冰淇淋上，品牌忠诚度有限，尝

鲜热情高。更何况，当下消费者购买冰

淇淋，不再仅为了消暑解渴，包括休闲生

活、社会交往、体验文创等，都可能成为

消费原因。

正因如此，在线下实际消费过程中，线下消费实际场

景，对于消费者选择冰淇淋产品会有很大影响。正因如

此，面对着线下消费场景的不断升级，冰淇淋产业需要融

合新消费场景，不论是产品设计、生产还是实际销售。新

入局的竞争者，可以从新消费场景中寻找到自身空间，这

在过往的不少网红冰淇淋案例中已有成功先例，而对于

传统企业而言，不论是跨国企业、本土大型企业还是当地

知名企业，也应在新消费场景中不断提升产品，适应市场

变化。毕竟，冰淇淋作为一种季节性较强、消费频率高的

产品，市场格局变化一旦发生，速度会很快。

当前，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逐渐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

智能装备制造加速抢占行业新风口
本报记者 李国

不想出门拿快递怎么办？一项“重庆智

造”“小力到家”机器人可以解决这样的生活

痛点。每台机器人后台都录入了楼栋地图，

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会“认

路”到户。项目规划 3 年内在全市中心城区

落地 2000 个点位，推出 1 万台机器人，服务

500万用户，助推重庆智能装备产业发展。

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

业规模近 3 万亿元，市场满足率超过 50%。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生态

建设初显成效，产学研用合作生态加速构建，

涌现了若干转型领军企业，产业链、创新链、

人才链、价值链协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建立。

天眼查数据也显示，目前我国现有人工智能

相关企业超 257 万家，2022 年新增注册企业

73 万家，增速达到 41.56%。其中，智能制造

装备企业近 6000家。

智能装备“黑科技”风起云涌

位于铜梁区的鹿客重庆智能安防设备产

业园，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智能门锁产业基地，

也是全国第一个数字化智能锁智能工厂，每

日生产智能锁超万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国外刚开始

推指纹门锁,带视频的门锁基本没有。而在国

内,除了指纹门锁、3D人脸识别门锁之外,鹿客

作为行业领先企业,已经在推智能掌静脉锁。

掌静脉技术或将是 2023年智能门锁最大的亮

点，这是领先于时代的生物识别技术。

“通常情况下，老人指纹会变浅，儿童指

纹随着成长也会发生变化，掌静脉可以很好

地解决指纹识别的痛点。一个人从小到大，

掌静脉不会有大的变化。”鹿客科技创始人兼

CEO 陈彬说，作为中国智造的新兴力量,企
业坚持从产品研发设计、制造生产到销售、售

后服务,打通全产业链条,虽然投入巨大,但鹿

客科技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无独有偶，记者 7月 2日在三一重机重庆

工厂看到，这里拥有近 800 台工业机器人和

300 多个智能物流 AGV。依托 MOM 系统、

中控系统、数字孪生、设备互联、三现四表等

数字化模块，实现总装配线 17.3 分钟下线一

台大型挖掘机，真正做到了“一张钢板进去，

一台挖机出来”。

“而这仅仅是西部智造重镇重庆的一个

缩影！”重庆市经信委主任蓝庆华介绍说，通

过补链成群与“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建设，

全市已经构建起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

测试—原材料配套全产业链条，玻璃基板—

液晶面板—显示模组—显示终端产业链群进

一步完整，基本形成智能制造“整机+配套”

以及“生产+检测+供应链服务”产业体系，工

业互联网产业生态进一步完善。

水下飞行器 S1，是深圳市吉影科技有限

公司在水下智能设备领域打造的“利器”。手

持这个极具科技感、设计感的智能设备，普通

人也能变成“飞鱼”。作为全球首款“零门槛”

涉水智能设备，S1 一经推出就广受欧美市场

追捧。

“在 12 公斤推力的作用下，使用者可以

矫若游龙一般随意畅游。2 米/秒的速度、极

限 50 米的下潜深度、60 分钟的续航，能充分

满足人们的娱乐消费需求。”吉影科技 CEO
邱海虹说，该公司研制的全球首台搭载机械

臂和 4K 相机的消费级水下机器人 T1，最深

可下潜 150米，现已广泛用于应急消防、水下

搜索救援、水下检修、水产养殖观测、水下科

考、潜水娱乐等领域。

智能硬件引资本竞相关注

近日，位于重庆渝北区的蓝岸通讯科技

公司成功吸引了两个世界 500强的企业投资

入股：一个是英特尔，一个是伟创力。

“企业正全力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智能终端制造产业园，总投资不低于

5.5亿元，主要生产 4G智能终端产品、亚马逊

人工智能产品、智能教育平板等智能产品，达

产后可实现产值 20 亿元以上。”重庆蓝岸通

讯创始人贺涛说，英特尔看中的是蓝岸通讯

的研发能力，落户渝北半年内，英特尔就完成

了对蓝岸通讯的投资。后来，伟创力也投资

了蓝岸通讯。因为伟创力是一个世界性的工

厂，他们想在这个世界性的产业链上往上移

动，而蓝岸通讯正好符合伟创力的发展需要。

随着国民消费的升级，我国高科技智能

硬件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在国家政策

支持以及 5G、AI 等新兴技术的推动下，近些

年来中国智能硬件产业实现了优化升级，并

逐渐发展成为最活跃的行业之一，得到了风

险资本市场的大量关注。

近日，国产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商猎奇智

能获得数千万元融资，毅达资本、俱成资本

等机构参与。在技术迭代和政策刺激的作

用下，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意识进一步

增强，新增市场和存量替换的空间广阔，这

对于拥有国内领先的功率器件封装、测试设

备开发技术的猎奇智能来说，迎来庞大的市

场机遇。

据不完全统计，智能装备领域自 2020 年

以来，合计发生融资事件 1283 起，融资金额

超 2000 亿元。仅 2022 年，就有 45 家企业为

A 轮融资，71 家企业为战略融资，其次分别

为种子轮/天使轮的 21 家、B 轮的 12 家和定

向增发的 10 家。今年以来，截止到 6 月，相

关融资事件合计发生 80 余起，融资金额近

29亿元。

全面助力“中国智造”腾飞

为迎接“工业 4.0 时代”的到来，6 月 30
日，珠海市智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2000 万股股票，发行价为 31.59 元/股。

作为制造业领军企业智迪科技，自主开发的

自动化键盘生产线和模具智能制造体系，实

现了从模具注塑到键帽插配环节的全自动成

型，获得了众多投资者青睐。

手机、电视等终端产品实现智能化之后，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与个人穿戴、交通出

行、医疗健康、生产制造等领域集成融合，催生

智能硬件产业蓬勃发展，带动模式创新和效率

提升。当前我国智能装备产业处于升级换代、

跨越发展的重要关口，要抢抓机遇，加快解决

技术积累不足、产业基础薄弱、创新能力不强、

高端供给缺乏等问题，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应持续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对高精

密减速器、伺服电机、高性能控制器等核心零

部件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尽快补齐产业链

短板。”国机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郝玉成说，

组织产学研用等优势资源，联合开展智能装

备研发攻关和工程化应用，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自主可控能力。深化产用协同，以用促研

支持产品持续迭代优化。

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智能制造不断

推进，智能制造装备作为实现智能制造的重要

基础，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可对装备制造

业而言，机械的可靠性关乎产品质量和系统寿

命。尤其在高端制造领域，生产线上的任何

一台机器出现故障，都将带来整条生产线的

停工和巨额的经济损失，试错成本极高。

智能制造的核心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推进智能制造

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工程院

战略咨询中心制造业研究室副主任臧冀原认

为，应加快培育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

商，打造一批融合新技术的高质量系统解决

方案。培育壮大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物流装

备等新兴产业，形成智能制造发展关键支撑。

防晒市场如何靠差异化“破圈”？
本报记者 杨冉冉

做冬天生意的波司登开始卖防晒衣了。

今年夏天，“波司登防晒服卖千元”的话题被

广泛关注。在日前召开的业绩发布会上，波

司登相关负责人表示，最近三个月，防晒衣销

售额超 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气温居高不下，“防晒经济”在高温的“助

攻”下越来越火热。一边是消费者对于防晒

产品的购买需求日渐增长，一边是像波司登

一样一众品牌在防晒赛道竞争得热火朝天，

这个夏天的防晒市场格外热闹。

“软”“硬”消费齐上阵

今年夏天，在以防晒霜和防晒喷雾为代

表的“软防晒”产品依旧热销的同时，遮阳伞、

防晒衣、防晒面罩和冰丝袖套、防晒口罩等

“硬防晒”装备也卖得火爆，“软硬结合”的防

护方式成为新消费趋势。

在线上，电商平台的防晒产品销售火

热。某电商大数据分析平台的数据显示，

2023 年 5 月，防晒衣的零售额超 6 亿元，环比

增长 112.91%，同比增长 353.18%；零售量超过

400万，环比增长 122.74%，同比增长 139.1%。

公开数据，在今年“6·18”预售期间，天猫

户外服饰销售额同比增长 218.8%，销量增速

达 293.9%；户外服饰行业预售 TOP 10 商品

中，冠亚军都是防晒衣。在抖音公布的“服饰

类 6·18TOP15 好物直播间榜单”中，榜首的

防晒衣销售量超过 30万件。

灼识咨询数据显示，从 2016 年到 2021
年，我国防晒服饰的市场规模由 459 亿元增

至 611亿元，预计 2026年将达到 958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防晒不再是女性消费者

的专属标签，男士和婴童防晒市场规模持续

扩大。记者注意到，在抖音平台 2023 年 4 月

婴童防晒霜/防晒乳销售额达 1.33亿元，占比

24.2%；今年 6 月，天猫平台上男士的防晒装

备销量同比大幅增长，其中购买防晒衣的男

生比去年多了 1倍。

品牌方积极布局

防晒市场涌现新的机会，嗅觉灵敏的国

内外各大品牌纷纷推出全新的防晒产品线，

以抢占这一高增长领域的市场份额。

在“软防晒”赛道，有的品牌推出高倍防

晒、控油祛痘的油痘肌防晒霜；有的品牌则推

出添加抗老成分的抗老隔离防晒乳；也有针

对日常通勤人员的清爽型防晒产品等。此

外，围绕户外、露营需求，防可见光、防止热损

伤的多光谱防晒更受欢迎。

在“硬防晒”领域为例，市场玩家既有传

统防晒品牌商，比如蕉下、欧夏；也有深耕户

外赛道多年的商家，比如探路北面、迪卡侬

等；除此之外，优衣库等快时尚品牌，以及安

踏、李宁等运动品牌也来分一杯羹，甚至连主

营羽绒服的波司登也在积极入局。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市场新动向，各家品

牌也积极做出反应，五花八门的防晒产品层

出不穷。

在“硬防晒”方面，越来越多的产品不仅

具备防晒功能，还具有防风、防雨、排汗等功

能。例如防晒帽可以根据设计分为沙滩防晒

帽、贝壳防晒帽、渔夫防晒帽等，而防晒面罩

也可以根据功能特点具备防尘或透气等多种

细分特性。针对男性市场，男士防晒衣、防晒

渔夫帽、男士超大号防晒伞、户外挂耳护颈口

罩等新品数量同比增长两倍。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市场上，为了满足高

防晒系数和清凉度两大需求，品牌方也是各

有招数。如凉感纤维、冷纹素材、凉感薄荷盾

科技等，让消费者的选择越来越多样。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现存“防晒

服饰”相关企业近 300 家；从成立时间来看，

56.7%的企业成立于 1~5年内。另据专利数据

显示，与“防晒”相关的专利共计超 7000件。

迈向高端化和细分化

业内专家认为，从防晒领域的发展趋势

来看，防晒产品的功能性、舒适性以及适用场

景等都成为品牌的竞争点。

未来，消费者对高品质、高防护性能的防

晒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从 2023年 1~5月

天猫淘宝销售数据来看，300 元以上的防晒

服同比增速高达 418%，代表品牌如波司登、

安踏等，通过其防晒功能和推出高价位的防

晒服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消费者需求更加多元，消费人群持续扩

大，使用场景更加细分，在多重因素共同影响

下防晒产品不断升级。

今年淘宝天猫“6·18”数据显示，服饰类

防晒新品成交同比增长 180%，单一消费者购

买的防晒服饰件数是过去的 2~3 倍。其中，

最火爆的防晒丝袜销量增长四位数。另一个

防晒爆款装备是“防晒腮红口罩”。这种口罩

最热销的“色号”下半部分是白色，上半部分

渐变为粉红色，戴上后，粉红色恰好在腮红部

位，远看就像化过妆、打过腮红一样。

值得关注的是，在“黑科技”的加持下，防

晒产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有的防晒衣标价

高达上千元。然而，高价背后未必是高品

质。2021 年 8 月，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 40 件

防晒类样品比较实验发现，未达到官方防晒

标准要求，或未达到产品标签、官网产品介绍

的防晒标准的产品有 5件。

有业内专家建议，防晒企业在不断推出

新产品、追求高端化的同时，不能忽视产品的

基本功能和安全性。在未来，品牌的创新力

和差异化将成为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品牌将

通过创新设计、高品质材料和功能性特点来

争夺消费者的关注和市场份额。

贵州“村超”

带火“超经济”

阅 读 提 示
智能制造装备可以实现自动化、少人化和无人化生产，有效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在人

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

内蒙古加速煤矿智能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玉波）近年来，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建设

作为推进煤炭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内容，陆续出台《内蒙古自

治区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

区煤矿智能化建设验收办法（试行）》和《内蒙古自治区煤矿智

能化建设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试行）》等文件，加速推进智能

煤矿建设，促进煤炭产业转型升级。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内蒙古建成智能化煤矿 126 处，80
处井工煤矿建成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227 个，比 2020 年增加

12.6倍，25处露天煤矿开展无人驾驶试验、无人驾驶车辆 233
台，比 2020年增加 12.7倍，进一步提升了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6月26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在鄂尔多斯市发布《智能化

矿山数据融合共享规范》。该规范由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牵

头，100余家矿山、装备、通信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共同编制完

成。规范建立了一套先进、完整的智能矿山数据标准规范体系。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2023年 12月底前，所有具备条件正常生产煤矿全部实

现智能化，全面完成智能化建设三年行动工作任务。“今年是

自治区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自治区能

源局将严格按照国家关于煤矿智能化建设各项部署要求，进

一步完善煤矿智能化建设技术标准，加大煤矿智能化建设力

度，持续抓好煤矿智能化建设各项工作，推动煤炭智能化开采

工作迈入新阶段。”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时速80公里A型中国标准地铁列车亮相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张爱明 杨健达）6月 29

日上午，由广州地铁集团与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研制的时速 80 公里 A 型中国标准地铁列车，在广州发

布，将在广州地铁投入运营。列车全面采用中国标准，应用

自主化攻关部件，具有智慧先进、绿色节能、安全舒适等特

点，标志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水平步入崭新阶段。

中国标准地铁列车是以中国标准为主导，采用标准化、模

块化、系列化的设计理念，继承既有地铁列车运用经验，结合国

内地铁用户需求自主开发的、具有技术引领性的全新产品平

台。地铁列车根据车体宽度可分为A、B、C等多种型号，其中A
型列车宽度最大，载客量最多，时速 80公里也是大多城市中心

地铁线路所采用的速度等级。

时速 80公里 A 型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的成功研制，标志着

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项目取得重要成果，进一步解决了

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缺乏统一产品和技术平台等制约我国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瓶颈问题。这次发布的 80 公里 A 型中

国标准地铁列车实现了关键部件自主化、零件通用化、部件

模块化、系统集成化、功能配置化、整车标准化等，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车体、转向架等关键系统全面采用

中国标准，轴承、联轴节、芯片、高低压电气元器件等 28 项关

键部件实现自主化，助推产业规模化和行业规范化。

7 月 1 日，少数民族摊主在贵州“村超”
足球赛场旁设置的文创摊位整理文创饰品。

自今年 5 月贵州“村超”足球赛开赛以
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吸
引了全国各地大量游客前往观赛游玩，带动
了当地旅游、餐饮、住宿、文创、农特产品等行
业的经济发展。

据榕江县政府统计，“村超”举办的一个
月时间内吸引游客42万余人次，其中本地游
客30.39万人次，外地游客11.61万人次。今
年5月，榕江县接待游客107.37万人次，同比
增长39.7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41亿元，
同比增长52.08%。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