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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市场潜力巨大

AI眼镜作为下一代智能可穿戴设备，
结合计算机视觉、AI交互、增强现实（AR）
等技术，正成为消费级电子产品的热门赛
道。

洛图科技线上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
1~2月，AI眼镜在中国线上主流电商的销
量达2.3万副，同比增长了80.4%。AI眼镜
是智能眼镜中具备AI功能的细分产品，可
以通过本地部署或云端调用AI大模型，在
智能眼镜市场中的销量占比从2024年的
26.1%提升至2025年 1~2月的38.7%，预
计2025年全年有望超过60%。

AI眼镜的“破圈”，直接拉动了市场规
模的增长，并给产业链带来了更多机会。

2025年已被业内视为AI眼镜的爆发
“元年”。据维深信息预测，2025年，全球
AI眼镜销量将增至550万台，同比增长
135%。另据IDC预计，2030年全球AI眼
镜市场规模将达到5340亿元。信达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新消费行业首席分析师姜文
镪分析：“预计2025年，AI眼镜市场规模将
延续翻倍以上增长。从长期看，AI眼镜潜
在增长空间有望达10亿台左右。”

另据Statista数据统计公司观点，展
望未来，随着产品形态的丰富、成本的持续
下探、光学显示方案的迭代升级、AI端侧
算力的提升，AI眼镜有望成为下一个出货
量过亿的消费电子终端，长期潜在市场规
模巨大。

在此背景下，多家金融机构纷纷加仓
AI眼镜产业链相关标的。天眼查数据显
示，2024年，全球AI眼镜相关企业的融资
事件超过14起。2022年以来，AI眼镜领
域的融资活动显著增加。

B
巨头纷纷入局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AI眼镜迅速从概
念走向现实，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宠。

面对这一高景气赛道，不少品牌纷纷
发力，密集发布智能眼镜相关产品。
Rokid、Snap、百度、雷鸟创新、XREAL等
品牌不断推陈出新，为消费者带来了功能
多样、设计新颖的AI眼镜产品。与此同
时，三星、OPPO、华为、腾讯、字节跳动等公
司也在积极布局AI眼镜项目，试图抢占这

一新兴市场的先机。
根据Wellsenn XR预测数据，人工

智能+增强现实（AR）技术有望发展到成熟
阶段，2030年全球AI眼镜出货量有望增长
至8000万副。

AI眼镜产业链主要由上游零部件供
应、中游整机设备制造和下游应用等环节
组成。上游零部件主要包括芯片、传感器、
存储、显示模组、光学模组、结构件、镜片
等。中游为整机制造，包括品牌厂商和代
工厂商。下游应用领域包括商业场景和个
人场景。

目前A股市场中涉及AI眼镜业务的
个股接近30只。

业绩数据方面，根据目前披露的年报、
业绩快报、预告净利润下限（无下限则取公
告数值）计算，2024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含
扭亏为盈）的AI眼镜概念股有15只。3只
个股净利润扭亏为盈，分别是江波龙、佰维
存储、弘信电子。

二级市场表现方面，据数据宝统计，截
至4月28日收盘，上述15只业绩报喜的
AI眼镜概念股中，今年以来仅有5只个股
上涨，分别是弘信电子、明月镜片、宇瞳光
学、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C
功能各有千秋

记者了解到，AI眼镜的控制系统、电
池、音响等设备都在眼镜腿上，多数产品的
功能需要与手机连接才能实现。有的产品
不需要手机辅助，而是配置一个类似手机
大小的设备协同使用。记者发现，市场上
绝大多数的AI眼镜都支持配近视、远视镜
片，有的AI眼镜还可将具备功能操作的眼
镜腿拆下来，安装到不同的镜框上。

AI眼镜的价格从几百元到上
万元不等，多数商品的价格在
1000~2000元区间。消费者王先
生购置了一款价格为799元的某
品牌AI智能眼镜，他对记者说，
这款语音智能眼镜作为入门款，
能够支持日常接打电话、听音乐、
听播客以及刷视频时听声音等基
本功能，对智能穿戴产品要求不
高的他觉得够用且实用，就像一
个轻便的蓝牙耳机替代品，外观
上也不显眼。

记者注意到，一款售价3000
多元的AI眼镜的功能就很“强
大”。除了支持接打电话、听音乐

音频等功能外，还可以实时翻译，在镜片上
显示演讲稿；能够实现沉浸式看影片、刷短
视频；可以扫码付款；实时查询看到的花花
草草、小猫小狗的品种；甚至在尬聊时可以
迅速提供新的聊天话题。

消费者选择电子产品时，除功能外，待
机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参考值。记者在一家
网店看到，一款售价1299元的华为4代智
能眼镜，其说明书中介绍该设备满电状态
聆听时间可达11个小时，满电状态通话时
长可达9个小时，充电10分钟可以聆听3
个小时，50分钟充满电。消费者对该商品
的评价显示：“待机时间还可以”“这个待机
时间算长了。功能越多待机时间越短，有
的产品只能坚持四五个小时”。

除娱乐及常规实用功能外，目前已有
企业在开发帮助视障人士和其他特殊人群
的AI眼镜。此类眼镜可以通过大模型进
行图像识别，并通过语音传递信息，为视障
用户提供便利。

D
价格内卷升级

随着众多厂商的蜂拥而入，AI眼镜市
场硬件同质化问题愈发凸显。目前，AI眼
镜逐渐细分出了AI音频眼镜、AI拍摄眼
镜、AI+AR眼镜三大类。不过，在功能方
面，各品牌产品逐渐趋同，无论是针对观
影、游戏场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还是服务
于商务办公的实时翻译、会议纪要生成，抑
或是满足文旅出行的AR导航、景点介绍，
不同品牌的AI 眼镜都有类似的功能配
置。在硬件设计上，受限于当前技术水平，
多数产品在外观形态、传感器配置等方面
差异不大。这使得价格成为消费者选购时
的关键考量因素。

努曼陀罗商业战略咨询师霍虹屹认
为，技术普惠确实加剧了行业“准入门槛下
降”的趋势，AI眼镜从“少数派创新”走向

“标准化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千
镜一面”。但真正的竞争，已从“能不能做
出来”，转向“做出来是否好用”。

外观功能类似，能吸引消费者的只能
是价格。从已上市产品来看，AI眼镜价格
整体跨度较大，从1000元到上万元不等。
功能越复杂，价格越高，如“音频+拍照+
AR+AI”功能齐全的眼镜，价格普遍较高；
而仅具备基础AI音频功能的眼镜，价格相
对亲民。不过，即使在同一功能路线下，不
同品牌间也存在显著价格差，部分厂商希
望“以价换量”。

按照洛图科技公布的数据，2024年AI
音频眼镜的价格集中在1500~1999元，而

今年1~2月下降到1000~1499元；2024年
国内AI拍摄眼镜价格集中在3000元以
上，今年1~2月下降到1500元到1999元；
AI+AR眼镜2024年价格集中在3000元
以上，今年 1~2月 2500~2999 元和 3000
元以上依然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

对此，霍虹屹表示，“以价换量”的背
后，其实是“以量养算，以算筑城”。从短期
看，AI眼镜尚处于“早期教育市场”阶段，
普及率远低于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设
备。在这一阶段，“先装机再教育用户”成
为行业共识。低价策略有助于快速降低消
费者决策门槛，占领心智入口，同时也为厂
商获取用户行为数据、验证产品迭代路径
提供支撑。但更深层的考量，是对“AI硬
件生态入口”的战略卡位。AI眼镜不同于
传统可穿戴设备，它具有潜在的“视觉操作
系统”意义，谁掌握了终端用户、谁掌握了
使用频率高的场景，未来就可能主导“下一
代人机交互范式”。所以今天的价格战，是
为了明天的生态战，是在为“算力平台+内
容生态+场景绑定”构建护城河。

E
瓶颈有待突破

虽然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但AI眼镜的
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从多位受访者反映的
实际情况来看，当前AI眼镜产业链部分环
节亟待加强自主可控能力，尤其是在光机
模组零部件方面，国内具备量产能力的供
应商相对较少，导致多个产品交付受阻。
同时，技术难题、光波导技术的成本和良率
问题、端侧算力不足、续航、散热以及重量
普遍较重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用户体验。
这些问题导致消费者对AR眼镜产品的接
受度有待提升。

此外，AI眼镜都以搭载大模型为卖
点，AI应用场景相对匮乏，也使得AI眼镜
的市场体量在智能硬件中的整体占比较
小。

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AI眼镜短期出
货量仍然较低。随着竞争加剧，行业也难
免出现“价格内卷”“同质化”等问题。另
外，操作系统和标准的统一对AI眼镜生态
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市场急迫需要融入
平台以扩大“朋友圈”。

对此，行业各方也在着力破局。目前，
中国信通院已发布AI眼镜评价指标并启
动专项测试，旨在规范市场并推动行业洗
牌。产业链相关企业则通过多种形式不断
进行联合创新与生态延展。

北京钉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丁
少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行业仍
需跨越多重障碍，但随着技术进步、成本降
低和市场成熟，轻量化AR眼镜的市场规
模有望率先实现爆发式增长。

浙商证券发布研报称，目前，AI眼镜
相关技术如光学显示技术、AI大模型等正
逐步突破，将有效解决AI眼镜在交互、续
航、轻量化等方面的痛点。大模型开源也
有望加速端侧AI应用的普及，AI眼镜作为
重要端侧应用之一，后续相关产品有望加
速落地。

本报综合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经
营网、中国消费者报等

AI眼镜“破圈”迎来爆发元年
“百镜大战”一触即发

从AI大模型爆红网络，到宇树机器人在春晚扭秧歌，再到智能驾驶技术的持续普及，近年来，AI技术正以惊人的速
度渗透到各个领域。AI眼镜作为这一技术的重要载体，同样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眼下，诸多科技品牌已纷纷入局，“百镜大战”一触即发。业内普遍认为，2025年将成为AI眼镜的爆发元年。然而，
纵观市场，虽然AI眼镜发展已有数年，但仍尚未真正迎来实质性普及。

观众在2025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现
场体验智能眼镜。 新华社发

2025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一名男
子体验智能眼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