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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立彬
新能源量质齐升有支撑

近期，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

院编制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

告 2024年度》显示，2024年全国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创历史新高，占

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六成以

上，预计今年全年风电光伏发电装

机将再新增2.8亿千瓦。

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重要驱

动力。2024年，陆上风电最大下线

单机容量提升至15兆瓦，海上风电

最大下线单机容量达26兆瓦。光伏

晶硅电池转化效率显著提升，光热发

电成本下降，储能技术加速迭代。

专家表示，新能源已从“政策

驱动”转向“市场驱动+技术驱动”，

短期阵痛是转型必经阶段，但我国

经济增长韧性、能源安全诉求和全

球碳中和共识，决定了新能源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短期调整不改长

期趋势，行业要坚定信心，也要主

动适应新变化，聚焦微观选址优

化、负荷匹配和成本管控，通过高

质量项目应对市场挑战。

《经济日报》2025.6.17 王轶辰

智能体让大模型

“长出手脚”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

作为其应用载体之一的智能体，正

成为各大人工智能开发机构争相

发力的重要方向。如，腾讯内部

85%以上的开发岗员工都在使用编

程智能体——腾讯云代码助手，整

体编码时间平均缩短 40%。京东

内部已有超 1.4万个智能体运行。

国家电网与百度合作打造营销供

电方案智能体。

业界认为，智能体更像是一个

手持百科全书的个人助手。在打

通跨平台沟通渠道后，多智能体协

同正成为智能体技术发展新趋

势。例如，在软件开发领域，不同

智能体可分别扮演“产品经理”“交

互设计师”“开发测试人员”等不同

角色。用户只需输入一次指令，多

个智能体就能共同行动，将一个复

杂的软件项目拆解成多个子任务，

从而提高软件开发效率和质量。

《科技日报》2025.6.17 都芃

近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以下简称

“腾讯音乐”）发布公告称，与喜马拉雅签署

并购协议，计划以现金 12.6 亿美元（约合

90.6亿元人民币）及腾讯音乐相关股权组

合，全面收购喜马拉雅。

据了解，喜马拉雅是国内在线音频赛

道的领头羊，2024年用户总数突破 6亿，全

场景月活用户达到 3.18亿。艾媒咨询数据

显示，2024 年中国在线音频用户使用的

APP中，喜马拉雅、酷我畅听和蜻蜓 FM位

列 前 三 ，占 比 依 次 为 49.43%、32.06%和

31.30%。领头羊被巨头收购，整个行业格

局将发生巨大改变。

腾讯音乐“征服”喜马拉雅

音频APP市场经历了从本地播放到在线

播放的变革。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

机的普及，在线音频播放逐渐成为主流，喜马

拉雅、蜻蜓FM等音频APP应运而生，为用户

提供了更加丰富和便捷的音频内容。近年

来，音频用户持续增长。据统计，2024年中国

在线音频用户规模达到了5.4亿人。

作为平台型互联网巨头，腾讯当然不会

漏掉这个庞大的市场，2020年，腾讯音乐正式

发布在线音频战略，而其希望快速统领行业

的策略似乎就是并购。2021年，腾讯音乐收

购了懒人听书，与自身的酷我畅听整合。

据报道，2022年，腾讯音乐就开始和喜

马拉雅接触，但或因管理权分配等问题，谈

判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3年来，市场风云变幻，双方终于走到

一起。

“与其单打独斗，不如共享资源、共同

研发，把精力用在真正提升用户体验和创

作者收益上，携手能让我们走得更远、更

稳。”喜马拉雅创始人余建军和联席CEO陈

小雨在给员工的内部信中写道。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陈礼

腾认为，腾讯音乐收购喜马拉雅的商业逻

辑，其核心在于要构建音频生态闭环与流

量协同效应。喜马拉雅作为国内月活超 3
亿的音频平台，手握海量有声书、播客内容

及全年龄段用户群体，其内容库与腾讯音

乐现有的音乐、长视频业务形成互补。通

过此次收购，腾讯音乐得以快速补齐长音

频赛道短板，尤其是在车载场景、智能家居

等物联网入口形成内容贯通。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

会委员刘兴亮表示，腾讯音乐长期以来试图

在长音频领域建立影响力，但与喜马拉雅相

比，仍缺乏顶级 IP（知识产权）和内容生态。

此次收购将非常契合其“音乐＋长音频”战

略，有助于整合内容优势。而对于喜马拉雅

而言，其虽然在用户订阅、广告、直播和技术

领域已有多年积累，但变现效率有限，结合腾

讯音乐强大的商业化运营及AI技术，将有效

提升新场景下的营业收入能力，并借助腾讯

生态释放流量潜力，此外，喜马拉雅IPO（首次

公开募股）屡次折戟，估值持续下滑，此次出

售为股东带来了快速退出机会。

行业正迎来巨变

注意力碎片化时代，多设备、多场景切

换成常态，内容的触达与匹配越来越依赖

AI实现跨平台、跨时间的精准分发。在这

样的大环境下，喜马拉雅和腾讯音乐都已

经增长乏力。据悉，喜马拉雅移动端月活

用户增速已经从 2021 年的 24.4%暴跌至

2023年的 3.9%；腾讯音乐方面，2024年第

四季度，其月活用户流失2000万，净增订阅

用户仅200万。

在外部，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快速崛

起。凭借算法优势和免费打法，字节跳动

基于番茄小说的 IP进军长音频市场，其旗

下的番茄畅听发展迅速。QuestMobile数据

显示，2024年第四季度，番茄畅听的平均月

活用户已经接近1亿。除番茄畅听外，抖音

还在 2025年全量上线“听抖音”新功能，能

支持用户将视频当作音频听。

行业生态的巨大变化，从行业翘楚喜

马拉雅的发展困境可见一斑。

2021 年之后 4 年间，喜马拉雅辗转港

股、美股市场4次递交招股书，均告失败，资

本市场仍质疑其盈利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据了解，2021-2023年，喜马拉雅的营收增

速从 43.7%断崖式跌至 1.7%，3年总营收仅

增长5%，从58.6亿元增长至61.6亿元。

而其估值也在大幅缩水。公开资料显

示，喜马拉雅成立 12年来共进行了 12轮融

资，从2012年天使轮到2021年4月赴美 IPO
之前进行的E4轮，合计融资近百亿元。其

天使轮融资后的估值为 345万美元，E4轮

融资的投后估值达到 43.45亿美元，折合人

民币超过300亿元。此次交易中，喜马拉雅

的估值相比以往已经腰斩。

刘兴亮和陈礼腾均认为，除了自身管

理问题，喜马拉雅的困境主要来自行业本

身，面对短视频、直播分流，用户忠诚度下

降从而导致增长乏力，头部有声书版权采

购成本高，而付费率低。

面对目前的行业环境，独立的音频平

台该何去何从？

刘兴亮表示，要继续坚持特色内容与细

分市场定位，差异化定位仍有生存空间；还

要布局AI＋泛娱乐内容，未来平台之间对AI
智能推荐、合成内容、互动节目等创新能力

的争夺将加剧，中小平台可聚焦垂类AI应
用、互动体验优化等，这或许是突破口。

陈礼腾的建议与刘兴亮不谋而合，除

坚持垂直领域深耕，探索AI生成内容、互动

音频及降低版权采购成本等之外，可在硬

件与场景方面进行拓展，例如接入智能家

居、车载终端等 IoT设备，构建多场景渗透，

此外还应积极参与版权合作与生态联盟建

设，与出版社、网文平台建立深度合作，或

与知识付费平台共享内容资源。

除此之外，上述两位专家都表示，在行

业整合加速大背景下，寻求被巨头整合从

而获得流量支持与变现渠道不失为一个不

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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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由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

究所承担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

综合研究设施“夸父”（CRAFT）项

目取得重要进展，该设施低杂波电

流驱动系统通过专家组测试与验

收，系统全部实现国产化，性能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低杂波电流驱

动系统是国家“十三五”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夸父”的重要组成

部分，旨在解决面向反应堆的耦合

天线设计、远距离低损耗功率传

输、多管并联可靠安全运行等关键

技术，为建设面向聚变堆的低杂波

电流驱动系统提供科学技术基础。

图为当日科研人员对“夸父”

低杂波电流驱动系统进行调试。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