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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利好利空交织
A股开盘稳健上涨

DeepSeek（深度求索）爆火在前，小米眼镜官方微博“上线”的消息紧随其后。近
期，国内人工智能（AI）的发展势头用“百花齐放”形容并不过分。2月7日，AI眼镜概念
股高开，根据东方财富网的数据，雷柏科技、美格智能、瀛通通讯涨停。业内观点指出，
在AI眼镜热潮之下，今年的“百镜大战”有望为消费电子产业链提供新增长机遇，也为
DeepSeek等国内大模型落地提供了理想的硬件载体和应用场景。

观察财经

最近，与哪吒“抢热

度”的似乎只有黄金的价

格了。

 月  日，伦敦黄金

现 货 价 格 最 高 达 到

    .  美元，再创历史新

高，当天上涨 .  %，今年

以来，黄金的价格已经涨

超 %。

不断推高的市场表

现也让机构逐步调高对

金价的预期。多家分析

机构预测，    年金价可

能突破     美元/盎司。

花旗将     年黄金平均

预测从    美元/盎司上

调至    美元/盎司。此

前，瑞银将未来  个月的

黄 金 预 测 价 格 上 调 至

    美元/盎司。

“展望     年，我们

认为金价或仍处牛市通

道，    年或有望突破

    美元/盎司，人民币

金价或将较之美元金价

实现更大涨幅。”中金在

    年展望中称。

国信证券策略团队

认为黄金上涨的逻辑有

三点，一是风险事件频发

推升全球避险逻辑和安

全资产需求；二是主权债安全性衰减，

全球安全资产供给短缺问题凸显；三是

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加征关税推升

避险情绪，黄金价格进入上行通道。

东吴证券宏观团队认为，黄金新高

一方面来自 月份美联储不急于调整

货币政策的表态，另一方面来自市场担

心美国政府对黄金加征进口关税的担

忧，导致芝加哥交易所加速黄金进口。

面对迭创新高的黄金价格，全球的

黄金需求依然旺盛。从全球来看，各国

央行增持黄金是大势所趋。 月 日，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需求趋势

报告》称，    年全球央行购金量连续

第三年超过    吨，达到    吨；全球

黄金投资需求同比增长  %至    吨，

创四年来新高。

央行 月 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 

月末黄金储备    万盎司，为连续第

三个月增持黄金。去年  月末，央行

黄金储备为     万盎司，  月末为

    万盎司。中国黄金协会 月底发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年中国人民银

行全年累计增持黄金  .  吨。截至去

年年底，中国黄金储备为    .  吨，位

居全球第 位。

有分析师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全球

黄金市场将继续保持波动。市场参与

者应该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灵活调整

策略，捕捉市场机会的同时也需重视潜

在的风险。从投资者角度来说，可以关

注全球经济变化对黄金市场的影响。

蛇年股市交易本周拉开帷幕，整体呈现

稳健上涨，为全年股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主要指数均收阳
春节期间，A股利好不断，尤其是国产大

模型DeepSeek震动全球，引发全球对中国人

工智能（AI）高度关注，同时，春节期间中国电

影票房创历史纪录等消费热潮也是A股的利

好消息。虽然美国在春节期间宣布对进口自

中国的商品加征10%关税，但市场对此已有

预期，1月份A股回调实际上就在消化这个利

空，同时中国也推出了反制措施，因此影响有

限。中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以及消费回暖，

令高盛、德银等外资纷纷唱多A股。

由此，蛇年第一个交易日A股纷纷高开，

上证指数以3270.16点高开19.56点开盘，不

过开盘之后没有出现大家期待的继续大幅上

涨，而是掉头向下，最终报收3229.49点，下跌

21点。本周四，上证指数开盘后就一路上涨，

最终报收3270.66点，完全收复前一天阴线的

全部失地。周五，上证指数冲高回落，最高上

摸3324.43点，午后回落差点翻绿，好在尾盘

上翘守住3300点大关，报收3303.67点。由

此，蛇年第一周上证指数收出有下影线的小

阳线，本周涨幅为1.63%。

深市由于比亚迪等股票表现突出因而涨

幅更大，深证成指周五报收10576点，本周涨

幅达4.13%。创业板指数周五报收2174.35

点，本周涨幅高达5.36%。

科创50指数表现更好，由于DeepSeek推

动科技股大幅上涨，科创50指数本周连续3

天上涨，周五报收1018.8点收复1000点大关，

本周涨幅高达6.67%。

涨幅最大的还是北证50指数，周五报收

1185.31点，本周涨幅高达12%。显示本周表

现最好的是中小盘股。

A股市场本周表现良好，为蛇年股市开了

个好头，经过1月份的回调，A股正在重拾升势。

科技股表现亮眼
从个股表现看，本周A股全面上涨，上涨

股票超过4000只。表现最好的还是以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科技股。

今年1月份下跌股票比较多，1月份只有

1757只股票上涨，占比34%。但人工智能、机

器人等几个热门板块表现较好，虽然没有大

幅上涨，但比较抗跌。进入2月份，这几个板

块更是表现突出，DeepSeek概念股异常火爆，

其中，优刻得和青云科技本周连续3个20%涨

停板。浙江东方、美格智能、杭钢股份等本周

连续3个10%涨停板。

AI热潮还带动人形机器人、AI眼镜等板

块活跃，同时，比亚迪推出高阶智驾，推动汽

车板块走强，比亚迪本周大涨19%。另外，之

前一直很弱的光伏、医药、消费等板块也逐渐

活跃起来。

相比之下，大盘蓝筹尤其是银行、保险板

块表现平平，四大行股价本周全部下跌，中国

移动、中国石油本周也小幅下跌，导致上证指

数涨幅较小。但中小盘股本周全面活跃，给

投资者创造更多机会，这种情况下，尽管指数

涨幅不大，但个股机会还是很多的。 连建明

入局者层出不穷
一般来讲，AI眼镜是集成AI语音助手、

蓝牙耳机、翻译、导航、墨镜、出行、翻译、聊天

服务等功能的可穿戴设备。

早在2012年，美国谷歌公司就推出“拓展

现实”眼镜——GoogleProjectGlass，具有和

智能手机一样的功能，可以通过声音控制拍

照、视频通话和辨明方向。Meta（原名

Facebook）公司自2019年起，与全球领先的视

光企业EssilorLuxottica合作，2021年推出初

代Facebook雷朋智能眼镜。2023年10月，

Meta公司又推出二代Meta雷朋智能眼镜，主

要对摄像头、音频功能进行升级。

近几年，国内AI眼镜市场也空前火热。

华为于2021年推出智能眼镜产品，目前最新

款“华为智能眼镜2”支持多设备畅连，搭载

HarmonyOS的手机、平板音频自如切换，兼容

搭载Android、iOS、Windows系统设备。外观

设计也全面升级。2月6日，有消息称，小米

首款AI眼镜获得入网许可，有望在2月发

布。小米AI眼镜作为小米高端化的年度作

品，承载着小米在智能硬件领域的新探索。

2024年底，国内外厂商密集的“AI眼镜”

发布会更是催生出A股新一轮概念狂潮，让

消费电子产业链的次龙头卓翼科技（002369.

SZ）股价在年末突破10元，攀上近4年来的最

高点，区间涨幅超过168%。

经济学家、新金融专家余丰慧对记者表

示，AI眼镜热潮的兴起可以归因于几个关键

因素：首先，技术的进步使得AI眼镜变得更加

实用和用户友好。这些设备现在集成多种便

捷功能，并在设计上也更加贴近普通眼镜，增

加了用户的接受度。其次，网络的发展，为AI

眼镜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这对于需要

实时处理信息的应用来说至关重要。值得注

意的是，近期DeepSeek爆火出圈，其训练成本

的大幅降低，对AI眼镜行业亦是利好。

市场竞争多元化
具体到市场层面，华泰证券研报指出，今

年的“百镜大战”有望为消费电子产业链提供

新的增长机遇，也为DeepSeek等国内大模型

的落地，提供理想的硬件载体和应用场景。

国泰君安亦认为，DeepSeek-R1高性能推理小

模型将加速端侧AI落地，驱动AI手机、AIPC、

AI眼镜等硬件出货量上行。据IDC数据，预

计2025年全球AI眼镜市场出货量为1280万

副，同比增长26%，中国AI眼镜市场出货量为

280万副，同比增长107%。

另外，随着入局者的增多，AI眼镜的售价

有望进一步拉低并打开消费市场。2024年，

由Meta推出的AI眼镜售价降至299美元。国

内方面，闪极科技于2024年12月份推出的AI

眼镜零售价为1499元，共创版价格为999元；

今年1月7日，雷鸟发布的AI拍摄眼镜定价为

1799元。“随着技术的成熟以及产品综合成本

的下降，‘AI+AR’眼镜的结合也可能为相关

产业带来更多发展机会。”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发布的研报如是说。

不过，中国电子商务专家服务中心副主

任、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提醒称，当前AI

眼镜市场竞争格局呈现多元化特点。在这

种背景下，要警惕市场竞争加剧可能导致的

“价格战”。

投资需头脑冷静
AI眼镜产业链涵盖了光学、显示、芯片、

传感器、代工等多个环节。终端市场的走热，

也有望进一步拉动产业链打开新增量市场。

余丰慧对记者表示，在AI眼镜产业链中，

一些企业因其技术领先或市场地位而值得被

关注。比如，SoC芯片制造商如高通，存储芯

片供应商如三星和SK海力士，摄像头模块提

供商像舜宇光学科技，声学组件厂商如歌尔

股份，电池制造商如比亚迪等。另外，组装服

务提供商如富士康也可能从这一趋势中受

益。同时，专注于AR软件开发的企业，以及

那些提供关键技术和算法支持的企业也是值

得关注的对象。

“这意味着市场上将出现众多品牌的AI

眼镜产品相互竞争。未来展望方面，投资者

应该注意的是技术创新的速度和方向，以及

哪些品牌能够提供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

务。值得注意的是，成功的AI眼镜不仅仅依

赖于硬件，还需要强大的软件生态系统来支

持各种应用。因此，拥有强大研发能力和良

好用户体验的品牌可能会占据优势。此外，

考虑到市场的快速变化，投资者还需留意行

业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因为这些角色往

往能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路径。”余丰慧说。

还有业内分析指出，AI眼镜尚处产品发

展初期，目前AI眼镜产品产生的收入还远未

到能够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地步。所

以，投资上需要头脑冷静，警惕炒作过度。

本报记者 杨硕

  眼镜“大战”一触即发
投资风口警惕炒作过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