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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溢光電佛山設生產基地 總投資35億

【大公報訊】深圳清溢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清溢光電）位於佛山的
「平板顯示及半導體用掩膜版」 生產基

地項目，在3月18日舉行動土儀式，總投
資達35億元人民幣。全國政協常委、清
溢光電實際控制人唐英年表示，其佛山

項目是公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公司將
緊緊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及促進粵港澳大
灣區新興產業發展，為助力國家新質生
產力和高質量發展作出更多新貢獻，以
創新精神 「補短板、鍛長板、填空
白」 ，解決被 「卡脖子」 的問題，推動
國產項目替代、打破國外壟斷、填補國
內空白。

唐英年：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
是次動土儀式獲廣東省政協副主

席、佛山市委書記鄭軻；南海區委書記
顧耀輝，及廣新控股集團黨委書記兼董
事長肖志平出席，並吸引逾20位來自中
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以及

平板顯示、半導體領域相關學者與專家
參加。

出席動土儀式的唐家成員，包括：
清溢光電董事長唐英敏、董事唐慶年和
唐嘉盛，及蘇錫企業投資分析師唐嘉
慧，而清溢光電副董事長莊鼎鼎亦有參
與儀式。

清溢光電的佛山生產基地項目位於
南海區丹灶鎮，將建設平板顯示配套掩
膜版生產線、半導體IC配套掩膜版生產
線。項目投產後，將實現250-28納米光
掩膜版量產，滿足8吋和12吋晶圓廠掩膜
版需求。

清溢光電成立於1997年，創始投資
人為原全國政協常委、著名愛國實業家

唐翔千。該公司於2008年被認定為深圳
市首批 「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並於
2019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
清溢光電自成立以來一直專注於掩膜版
的研發、設計、生產和銷售業務，是內
地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掩膜版生產企
業之一。

掩膜版是下游行業產品製造過程中
的圖形轉移工具或母版，主要應用於平
板顯示，半導體芯片，觸控、電路板等
行業，終端應用涵蓋下游消費電子（如
電視、手機、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
可穿戴式裝置）、車載電子、人工智
能、網路通信、家用電器、LED照明、工
控電子等領域。

【大公報訊】阿里巴巴（09988）旗
下阿里雲聚焦音視頻內容的工作學習AI
助手 「通義聽悟」 升級，正式推出音視
頻問答助手 「小悟」 ，能夠支持對單個
最長6小時、一次性上百條音視頻的內容
理解問答。

針對用戶需求，通義聽悟還推出一
鍵AI改寫、思維導圖生成等新能力。其
中，一鍵AI改寫，能夠將口語轉為書面
表達，尤其適合整理採訪。

此外，通義聽悟推出 「高校公益計
劃」 ，所有中國高校師生通過相關教育

郵箱認證後，均可直接獲贈500小時轉寫
時長，存儲空間從20G拓展至200G。

通義聽悟接入通義千問大模型，融
合逾10項AI功能，包括轉寫、翻譯、角
色分離、全文摘要、章節速覽、發言總
結、PPT提取等，並支持標重點、記筆記
等功能。

自去年6月發布以來，通義聽悟累計
已有上百萬用戶，包括學生、老師、記
者、律師、金融分析師等群體，活躍用
戶日均轉寫音視頻3次以上，平台每天處
理字符數約20億字。

阿里推小悟助手 同時解答百條音視頻

小米（01810）旗下
小米汽車超級工廠昨日

正式揭幕，管理層表明，要做到純電豪華轎
車的前三名，又指雖然定價 「有點貴」 ，但
勝在 「物超所值」 。

集團創辦人雷軍在微博發文表示：
「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小米汽車超級工
廠正式揭幕。」 他續說，趁召開董事會，
安排董事們參觀新工廠，並試駕小米首款
汽車SU7。

小米SU7將於下周四（28日）定價，總
裁盧偉冰在電話會議上表示，SU7系列定位
為 「C級高性能，生態科技轎車」 ，以單款

產品而言，小米SU7目標能成為純電豪華轎
車的前三名。他直言定價 「有點貴」 ，但強
調是 「物超所值」 。

盧偉冰指出，預約到店人數在一日之內
暴增逾10萬，個別門店單日預約逾1萬。他
續說，將會在內地每一城市開設小米交付中
心，並會安排擴大小米之家的面積，以更好
融合汽車業務的發展。

對於被指測試車輛在京滬高速路段出現
路徑通行數據異常，小米發言人回應指，相
關結論存在嚴重偏頗，強調測試過程中小米
汽車並不存在在高速上違規掉頭、超速行
駛、逃漏高速的通行費等違規情況。

大公報記者 李清心

在電動車業務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小米
（01810）仍交出勝預期的季績，去年第

四季經調整淨利潤為49.1億元（人民幣，下
同），按年急增2.4倍。管理層表示，雖然全球
消費電子整體市場正處於微弱復甦，但小米將
推進高端化策略，今年力爭智能手機售價突破
6000元至1萬元的價格段。

小米智能手機業務去年第四季收入貢獻442.32億
元，同比增長20.6%，在連續7個季度下跌後首次回升。
期內，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為4050萬台，增長23.9%。

小米總裁盧偉冰指出，在中國市場上，小米手機已
突破4000元至6000元的價格段，隨着集團持續推進高端
化，今年小米手機一定要突破6000元到1萬元的價格段，
並形成規模效應。他續說，相信小米手機在海外，尤其在
歐洲市場的高端化也會再上一個大台階。

今年採「穩健進取」策略
盧偉冰直言，全球消費電子市場正處於微弱復甦

中，小米集團在2024年將採取 「穩健進取」 策略。他提
到，由於供應鏈中例如內存、屏幕等組件價格上漲壓力
大，手機業務的毛利率可能會受到影響，惟IoT（物聯
網）產品方面的毛利率預計將有所提升。

另外，副總裁林世偉表示，小米去年繼續實行降本
增效措施，第四季核心業務費用約102億元，按年減少
2%，全年核心業務費用359億元，佔收入比重約
13.3%，按年下降0.5個百分點，預期今年整體費用率有
望繼續向下。

9000家品牌接入澎湃OS
對於小米澎湃OS系統的發展，盧偉冰指出，小米澎

湃OS系統實現底層重構，統一MIUI、Vela、Mina和車機
OS四個系統的軟件架構，為小米未來百億設備、百億連
接做好公有底座。

盧偉冰續說，小米還發布針對 「人車家全生態」 的
技術品牌小米澎湃智聯，提供全棧跨端智聯解決方案，提
供開發環境和智能互聯體驗。他表示，目前已經有超過
9000家品牌接入澎湃OS，預計小米澎湃OS今年在歐洲
首批覆蓋3000萬設備，未來目標達1億設備。

小米昨日股價走勢反覆，開市低見14.74元後反彈，
一度升逾1%至高見15.1元，惟午後再度報跌，收市報
14.86元，跌0.5%。

總裁：推進高端化 力爭手機售價突破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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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通多賺近12% 加速布局AI業務
【大公報訊】聯通（00762）董

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陳忠岳表示，隨着
網絡投資進入拐點，預期2024年全年
資本開支將降至650億元（人民幣，
下同），按年減少12%。

陳忠岳指出，目前聯通已實現逾
320萬個基站共建共享，99%村以上
的地區覆蓋4G，在完善的網絡基礎
下， 「如果我們再簡單的增加投資就
是對不起投資人，而且邊際
效益也會越來越差」 ，因此
集團今年將在5G網絡投資上
有所壓降，不過會在人工智
能（AI）業務上適度超前，加
速布局。

聯通2023年全年營業收
入約3726億元，按年增長
5%，EBITDA微升0.6%至
998億元，淨利潤錄得187.3
億元，升11.8%。董事會建

議派發末期息每股0.1336元，全年派
息率升至55%。

首席財務官李玉焯表示，過去
5年持續提升派息水平，更在2021年
啟動分派中期息。她指出，今年的派
息率一定不會低於2023年的水平，董
事會將根據實際業績表現、自由現金
流等狀況，提出具體派息方案。

對於國資委早前提出將 「市值管

理」 成效納入央企負責人考核指標，
李玉焯回應指，聯通一直把提升公司
投資價值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
一環，未來將強化規模價值，做強做
優聯通的聯網通信和算網數智業務。

成立AI創新中心
聯通在2024年的工作規劃中，包

括着力AI創新。高級副總裁梁寶俊表
示，集團出台AI創新的行動計
劃，把智算服務、大模型、優
質數據集、安全及應用作為體
系化進行布局，同時成立AI創
新中心，把AI打造成為高質量
發展的重要引擎。

聯通昨日收市後派成績
表，股價在交易時段先跌後
升，早段跌至5.46元喘定，尾
市高見5.61元，收市微升
0.2%至5.57元。

◀阿里 「通義聽
悟」 升級，正式
推出音視頻問答
助手 「小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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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汽車超級工廠揭幕

▼

雷軍（中）與董事會參觀小米汽車超級工
廠。

小米上季利潤大增2.4倍 勝預期

小米第四季業績摘要
分項

收入

毛利率

經營利潤

淨利潤

經調整淨利潤*

備註：截至2023年12月底止

「*」 為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Non-IFRS）

金額（元人民幣）

732.44億

21.3%

50.57億

47.24億

49.10億

按年變幅

▼

10.9%

▼

4.1個百分點

▼

50.7%

▼

50.3%

▼

2.4倍

▲小米智能手機業務去年第四季增
長20.6%，在連續7個季度下跌後
首次回升。

▶小米全球智能手機上季出貨量為
4050萬台，增長23.9%。

小米各業務收入分布
（元人民幣）

智能手機
442.32億▼

20.6%
（佔60%）

IoT與
生活消費產品
203.47億
▼5.1%

（佔28%）

互聯網服務
78.80億▼

9.9%
（佔11%）

其他
7.85億▼

3.7%
（佔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