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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权威基金评级机构
天相投顾基金评价中心公布最
新评级结果，包括综合、主动股
混、主动债券等三大类基金管
理人整体投资能力三年期评级
榜单，以及基金产品三年、五
年、十年期评级结果。

本次评级数据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广发基金等 6 家

基金公司同时获得“三年期综
合 5A评级”“三年期主动股混
5A评级”“三年期主动债券5A
评级”。与此同时，广发基金旗
下16只基金获得三年期5A评
级，13 只基金获得五年期 5A
评级，1只基金获得十年期 5A
评级。

（杨广）

广发基金获评多项“5A基金公司”

据悉，明日将启幕的 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将推出“机器
人+应用场景”的展览新模式，
汇聚各类场景下的前沿机器人
产品，集中展示机器人先进技
术和产品，这引发了各界对机器
人应用场景的持续关注。

羊城晚报记者注意到，实
际上，国内机器人的应用场景
不断增加，机器人正加速拥抱
实体经济。

近年来，机器人产业的各种
政策引导和扶持举措不断推出，
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开发备受关
注。2021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 15 个部门发布《“十四
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其中

“机器人+”应用行动提出深耕
汽车、电子、机械、轻工等已形成
较大规模应用的领域，拓展矿
山、石油、化工、农业等初步应用
和潜在需求领域，做强特定细分
场景、环节及领域。

今年 8月，科技部等 6个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创新
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
确发展目标为场景创新成为人
工智能技术升级、产业增长的新
路径，鼓励在制造、农业、物流、
金融、商务、家居等重点行业深
入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
如机器人协助制造、机器人分流
分拣等。

机器人界“奥林匹克”2022 世
界机器人大会将于 8月 18 日至 21
日在北京举行，这无疑将引发人们
对机器人的更多关注。而近期，腾
讯第二代四足机器人Max、小米首
款全尺寸人形仿生机器人 Cy-
berOne先后发布，已经再度延伸了
人们对机器人的想象，机器人板块
一度掀起涨停潮，8月 16日多只机
器人概念股盘中迎涨停。羊城晚报
记者注意到，实际上，在各种相关政
策引导和扶持推动下，机器人正加
速拥抱实体经济。而在机器人+智
能制造战略“赛道”上，广东已先行
布局，一大批机器人制造新秀也在
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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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应用场景快速增加

今年 6 月，特斯拉创始人埃
隆·马斯克在推特发文，“人工智
能正变得越来越好”，隔日透露
特斯拉计划在未来几个月推出人
形机器人。8月 11日，雷军在展
示 Cyberone 时 称 机 器 人 在 生
活、工作和工业制造等领域都将
大有作为，更为机器人赛道添一
把火。近日，奥拓电子、中京电
子、宇环数控等机器人概念股拉
升走强。

16日，机器人概念股继续表
现活跃，景业智能(688290.SH)、
宏德股份(301163.SZ)、远大智能
（002689.SZ）、中京电子（002579.
SZ）、南方精工（002553.SZ）等11
只股票盘中涨停，其中中京电子
连收4个涨停板。机器人概念股
是否只是一时热度？国内机器人
产业的发展前景如何？

业内人士分析，小米机器人
CyberOne 催化整个机器人概念
股，但制造行业整体复苏以及新
能源汽车、锂电、光伏等高景气
度的下游行业加速扩产，的确带
动了机器人自动化的需求上升，
预计在市场和政策的助力下，工
业机器人行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
间内将会有持续的增长。

国盛证券机械首席分析师张
一鸣则表示，人形机器人未来可
能是万亿级别的市场，人形机器
人最大优势是能在很多应用场景
下替代人，未来国产谐波减速器
市场份额会逐步提升，人形机器
人或带动减速器需求十倍增长，
伺服系统将迎来黄金时代，国内
机器人本体厂商在逐步布局控制
器产业链，人形机器人很可能复
刻新能源车的发展路径。

2 使用密度是全球平均水平近2倍
应用领域覆盖52个行业大类

数据说明了这种变化，目
前，国内机器人产业整体进入
快速增长期。据工信部数据，
2021 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
36.6 万台，同比增长 67.9%；营
收超过 800 亿元，同比增长近
三成。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不
断提升，2020 年达到每万名工
人 246 台，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近 2 倍，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
济 52 个行业大类、143 个行业
中类。

机器人如何为生产生活带
来变革？艾媒咨询集团 CEO
张毅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从
目前整个市场的走势来看，工
业机器人对于工业自动化和工

业智能化的提升是一个必然选
择，目前在全国市场，已经逐步
形成了一个巨大需求，这样的
一个业态，其实已经有厂商或
者是有一些工艺复杂度比较
高的工厂在批量使用在工业
机械上，而且不断进化得更智
能化。

张毅表示，服务机器人目
前应用的地方还不算特别多，
主要还是应用在一些家政，还
有一些智能客服等这些领域，
目前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基础
的，总体来说，这个面向 C 端
的服务机器人，对机器性能的
要求会比工业机器人要高很
多的。

机器人如何为生产生活带
来变革？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
的“机器人+应用场景”展览，设
置了“机器人+医疗”“机器人+
物流”“机器人+商用”“机器人+
农业”“机器人+建筑”“机器人+
制造”“机器人+矿山”等专区，
这些“机器人+”正是机器人与千
行百业融合的一个缩影。在机
器人这条“赛道”上，制造业大省
已先行布局，一大批机器人制造
新秀也在崛起。

羊城晚报记者在 2022 年
“创客广东”机器人产业链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上看到，
多功能仿生水母机器人、高空幕
墙清洗机器人、商业楼宇无人化
服务机器人、医疗手术机器人、

动车组智能检测机器人等轮番
登台，其中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
不仅斩获企业组第一名，更引发
在场多家投资机构关注。

“研发这一机器人的初衷就
是让人类远离高危行业，因为以
前在厦门看到一个‘蜘蛛人’从
高楼上坠下，给我带来很大冲
击。”凌度智能创始人黄俊生说
道。而解放高空作业“蜘蛛人”
的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只是

“粤字号”机器人的一个缩影。
在广州黄埔的某家京东物流仓
内，广东“地狼”的物流机器人载
着货架快速穿梭，工作人员不需
要走动即可取到货品。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
势待发，全球开始积极部署‘机

器人+’智能制造战略，机器人作
为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转型
的重要抓手和核心驱动力，其产
业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
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标志。”广东
省机器人协会执行会长任玉桐
说道。

任玉桐介绍，今年 2022 年
“创客广东”机器人产业链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共收到
来自医疗、农业、物流、家居、零
售、教育等领域的创客组、企业
组项目近百个项目。他指出，广
东不断夯实在制造业基础、交通
条件、科研实力等方面的优势，
借力机器人企业集群效应，正在
成为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领跑者和先行者。

3 “粤字号”机器人崛起
广东布局“机器人+”智能制造战略

4 赛道添新火
人形机器人或是万亿级别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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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A股上市公司行业分布

在科创研发投入的“加持”之
下，珠海A股上市公司上半年的
盈利情况也较为理想。在这 36
家公司中，今年第一季度业绩盈
利的公司有 31 家，其中，净利润
超过1亿元的有7家。

具体来看，在净利润过亿的上
市公司中，有2家为医药生物行业
企业，2家为房地产企业，格力电
器、华发股份、汤臣倍健、丽珠集
团、纳思达第一季度净利润位居前
五，分别为40.03亿元、7.11亿元、
6.63亿元、5.53亿元、4.41亿元。

利润攀升背后，上市公司董
事长薪酬有多高？记者梳理发
现，在 36 家珠海 A 股上市公司
中，共有 20 家公司董事长 2021
年年薪超过100万元，“百万年薪
董事长”占比超过55%。在 2022
年第一季度利润过亿的7家企业
中，仅有汤臣倍健董事长梁允超

年薪（66 万元）未超过100万元。
在 36 家珠海上市公司董事

长中，2021年薪酬最高的是格力
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年薪达到
1098万元；其次是华发股份董事
长李光宁，年薪达到667万元；第
三为纳思达董事长汪东颖，年薪
627万元。

有趣的是，虽然珠海上市公
司数量低于深圳（389 家）、广州
（141 家）、佛山（46 家）、东莞（52
家），但是“百万年薪董事长”的
占比却是五个城市中最高的。

在广州上市公司中，董事长
年薪超过百万的有 53 家，占比
38%；深圳“百万年薪董事长”有
182位，占比 47%；佛山有 21家，
占比 46%；东莞则只有 18 家，占
比35%——“百万年薪董事长”比
例均低于珠海的55%。

在高薪的激励之下，珠海上
市公司的梯队不断壮大。与此同
时，珠海也不断优化上市公司培
育机制，按照“储备一批、培育一
批、辅导一批、排队一批、上市一
批”的思路制定了“五个一”上市
培育发展计划，构筑“上市培育
发展进程图”。

珠海市金融局数据显示，
截至 7 月，珠海纳入上市后
备 企 业 库 中 的 储 备 企 业
2029 家，在培育库企业 879
家，在广东证监局上市辅导
企业14家，在沪深京港交易
所上市审核排队企业 9 家。
将59家企业纳入上市重点培
育企业名单，形成上市后备企
业第一梯队，其中 2022 年 9

家 ，2023 年 17 家 ，2024 年 18
家，2025年15家。

这 36家珠海公司的版图分
布如何？羊城晚报记者梳理发
现，作为珠海经济特区的核心，
香洲区既是珠海市经济发展的
中坚力量，也是珠海A股上市公
司的“集中地”。同花顺数据显
示，在36家珠海上市公司中，有
26家位于香洲区，8家位于金湾
区，2家位于斗门区。在珠海的
上市公司版图中，“香洲板块”占
据珠海A股上市公司的72%。

在上述 26 家香洲区企业
中，6家公司为地市国资控股，2
家为央企国资控股，亦即国资控
股的上市企业（8 家）占到了香
洲区上市企业的 31%。其余的
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17家，外
资企业1家。

香洲区不仅在数量上远超
珠海其他行政区，在名企市值上
也遥遥领先。截至 8 月 15 日，
珠海上市企业市值前 5 名为格
力 电 器（1740 亿 元）、纳 思 达
（734 亿元）、珠海冠宇（397 亿
元）、健帆生物（369 亿元）、汤臣
倍健（295 亿 元），其中格力电
器、纳思达、健帆生物 3 家均位
于香洲区，合计市值高达 2843
亿元，占据珠海A股上市公司总
市值“半壁江山”。

在目前的这36家珠海A股

上市公司中，有 21家于 1993 年
至 2012 年间上市，而在最近十
年内，珠海就新增 15 家上市公
司，其中有11家来自香洲区。

这背后离不开珠海市金融
局“市区联动、共推企业上市发
展”的上市企业培育机制。珠海
市金融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珠海市支持各区出台特色金
融政策扶持本地产业发展，为重
点项目建设、科创企业、制造业
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等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2021 年底，珠海市香洲区
出台了《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企业
金融支持的若干措施》，包括科
创企业上市最高奖励 1000 万
元、创新开展投贷联动、支持知
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创新鼓励异
地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等19条硬
核举措，为加快科技创新企业发
展“放大招”。

记者从珠海市金融局了解
到，香洲区还于今年 2 月 25 日
正式上线产业金融数字化公共
服务平台。目前，该平台已被
确定为全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试点，同时将作为全市
产融平台试点进行推广，并积
极探索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落地
试点。

B医药生物企业“跑步前进”

作为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
一，珠海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医药
生物产业发展上一路高歌猛进。

据羊城晚报记者统计，36家
珠海 A 股上市企业共来自计算
机、电子、医药生物等 15 个行
业。其中，珠海A股上市公司最
为聚集的行业为医药生物行业
（8 家），其次是电子行业（5 家）、
计算机行业（4 家）。

近年来，珠海高度重视生
物医药产业的培育、扶持与发
展，产业发展规模和质量不断

提升。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
疫情让生物医药产业迈入“爆
发期”，珠海生物医药和健康产
业不仅为抗击疫情作出了积极
贡献，还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新
动能”。

珠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1年，珠海市生物医药产业累
计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81.89亿
元，同比增长19.5%，增速高于全
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0.7 个
百分点。2022年上半年，珠海市
生物医药累计完成规上工业增

加 值 50.2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5%，增速高于全市规上工业
增加值11.0个百分点。

珠海的一批批医药生物上
市公司也“跑步前进”——健帆
生物入选 2021 年国家制造业单
项冠军示范企业；汤臣倍健入选

“2021 民营企业发明专利 500
家”榜单；丽珠医药的头孢地嗪、
头孢呋辛与金鸿药业头孢克肟
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宝
莱特旗下血液透析粉/液产品实
现了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发展离不开研发创新上的
不断投入，筑好“护城河”，关键
在技术。据记者统计，2021 年
超三成珠海上市公司研发投入
过亿，珠海 36 家上市公司中研
发投入超过 1 亿元的上市公司
有12家，主要分布于计算机、电
子、医药生物领域。

众多医药生物领域的珠海
上 市 公 司 研 发 投 入 不 断 增
长。以健帆生物为例，该企业
今年一季度研发费用 4077.16

万元，同比增长 95.03%。丽珠
集团 2021 年用于研发方面的
相 关 支 出 总 额 约 15.23 亿 元 ，
同比增加 53.93%，约占营业总
收入比例 12.63%，主要投入方
向涉及新冠疫苗及其他生物
药产品、小分子化药、缓释微
球平台等方向。

据《珠海市推动生物医药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20-2025 年）》，到 2025 年，
珠海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实现

450 亿元，规模超 50 亿元企业
超过 6 家。到 2035 年，粤澳生
物医药领域生产要素自由流
通，推进生物医药产业现代化、
高端化、全球化发展。生物医
药产业总产值达 1200 亿元，规
模超 50亿元企业超过 10家，超
100 亿元企业 2 家，年度成功研
制上市药物 10 个，形成国内具
有影响力的生物医药科技创新
集聚区和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
展高地。

C超三成珠海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过亿

D“百万年薪董事长”去年占比过半

机器人界“奥林匹克”明日将启

正在清洗大厦玻璃的机器人

“百万年薪董事长”占比远超广深佛莞
珠海上市公司版图有何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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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珠江口西岸，东望香港、南连澳门的珠海戴
上了经济特区之冠。彼时，珠海还是一个仅有“一条街
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一家饭店”的边陲小镇，全市
GDP仅2.61亿元。

九年之后，珠海本地首只公开发行的股票——富华化
纤诞生，拉开了珠海市国企股份制改制试点和资本市场
发展的序幕。1993年，富华化纤登陆深交所，成为珠海市
第一家 A 股上市公司，股票简称粤富华（现 珠 海 港 ，
000507）。

2022年 7月 22日，随着一声钟响，坐落于金湾区的
工业软管专精特新“小巨人”——珠海市派特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也成为珠海在北交所
上市的第2家企业。

在过去的四十余年中，珠海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高
新技术产业和生物医疗产业，逐步形成了以家电电气、电
子信息、生物医疗为核心的产业集群。2021年珠海全市
GDP已达3881.75亿元，对比特区诞生之初，已然不可同
日而语。

GDP千倍增长的背后，离不开珠海市上市公司的“跑
步前进”。截至2022年8月15日，这座花园般的城市，已
经孕育了 36 家 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 5430 亿元，比
2021年珠海全市GDP还要多出1500多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