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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3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 全天候基金 

时间 2025 年 2 月 7 日（周五）14:00~15:30 

地点 公司惠州潼湖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陈萍 

投资者关系：李方静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投资者主要问题： 

1.DeepSeek 等 AI 大模型的推广和应用，为未来 AI 端侧

会带来哪些变化和机遇？ 

答：从产业逻辑来看，DeepSeek带动了本地大模型（LLM）

部署的热潮，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类似 DeepSeek的开源模型问

世，进一步推动本地 LLM生态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新的消

费级算力芯片的陆续上市，AI PC及 AI手机等 AI端侧产品将

再次激起一波换机周期。此外，随着端侧小模型应用场景的不

断拓展，有望吸引更多开发者和企业投身端侧 AI领域，进而

激发更多端侧 AI可能性。 

相较于其他终端，PC 具备生产力工具属性，用户更加追

求性能体验，是承载更大规模本地模型的首选终端。据

Canalys 统计，2024 年全球 PC 出货量增长 3.8%，达到 2.55



亿台，今年将会继续加速；2025年 AI PC出货有望达 1亿台，

占比 40%；到 2028年出货有望达到 2.05亿台，占比 70%。目

前，公司的 PC电池产品在能量密度、电池散热及温升性能等

方面具备较大竞争优势和深厚的技术积累，通过研发、运营、

制造、服务多环节的综合竞争力打造，与客户形成了紧密的战

略合作关系。在行业换机周期及 AI PC新产品的催化作用下，

公司持续导入更多国际战略客户，同时稳步提升原有客户供

应份额。预计公司的 PC电池业务板块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速。 

此外，公司在“All in AI”战略的引领下，持续关注 AI

端侧应用变革带来的诸多机会点，锚定消费类业务基本盘，在

市场洞察、研发投入、交付保障等方面进行战略布局和投入，

不断进攻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品牌客户。目前，公司在 AI

眼镜、AI玩具、AI耳机及助听器等领域均进行了布局，针对

不同客户分别完成定点、送样、测试、审核等环节，今年将陆

续实现产品量产。 

2.公司在机器人领域的客户拓展情况？  

答：随着 AI技术创新的赋能，机器人落地商用的时间线

加快。公司紧跟机器人行业发展趋势及客户需求，确保产品创

新的连续性和前瞻性，不断实现机器人品类客户的导入突破。 

目前公司已向某“AI+儿童陪伴”创新头部机器人品牌厂

商完成电池产品送样，预计将于今年进入产品量产阶段，整体

进度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此外，公司正同步推进其他机器人/

机器狗品牌客户的验证导入，年内将陆续取得新进展突破。与

此同时，公司已与某高水平机器人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未

来将通过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包含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在内的

相关机器人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 

3.公司在 AI眼镜方面的客户拓展情况？ 

答：伴随着芯片技术升级以及 AI应用发展，功能更强大、

佩戴更舒适、价格更亲民的 AI 眼镜产品将不断涌现。根据



Wellsenn的测算数据，2025 年开始，AI眼镜将在传统眼镜销

量保持稳定增长的大背景下快速渗透，到 2035年有望达到 14

亿副销量，渗透率约 70%。这一数据表明，AI 眼镜市场将迎来

快速增长期，产业链相关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公司作为海外知名 AI 眼镜头部厂商的核心战略供应商，

一方面将受益于该客户新一代产品迭代升级所带来的单机价

值量增长。另一方面将以该客户作为标杆，陆续导入其他 AI

眼镜品牌客户；目前，公司已与多家新增品牌客户开展送样或

审厂工作。 

4.公司完成产能整合后，对于收入和盈利的修复方面有

何预期？ 

答：随着公司大规模产能整合的落地，公司将收入与盈利

的均衡发展作为接下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务。展望未

来，基本完成产能整合建设的豪鹏，产能利用率及运营效率都

将进一步提升；再结合消费电子行业的企稳回暖、AI 带动行

业创新周期来临和巨头新品催化不断所带来的三重拐点逐步

兑现，公司将在业务开拓和盈利修复等方面走的更稳、更快。

公司将在“All in AI”战略的引领下,坚守初心、保持定力，

继续围绕消费类基本盘战略，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

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供应份额，实现业绩的可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公司将继续探索在支持业务增长和控制运营

成本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推进精益管理，动态抓好管理质

效，精打细算抓好成本管控，严控各种费用开支，在生产制造

及供应链端做好管理工作，全力推进智能制造建设，打造高效

敏捷、持续降本的集成供应链体系，提升公司整体经营管理水

平，将各项费用率维持在稳定合理的水平，推动公司盈利水平

的进一步修复。 

关于本次活动是否

涉及应披露重大 

信息的说明 

无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5年 2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