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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均超6000亿元！

深圳创新“四姐妹”，凭啥成万亿级“顶流”？

已建立45年的深圳经济特区，正诞生一批科技创
新巨头，领衔者是华为、比亚迪、腾讯和中国平安等市值
万亿及以上科技巨头，我们称之为深圳创新“四姐妹”。

对标国际，国际投行用西部片《七侠荡寇志》评论美
股近年来因其市场主导地位、技术影响力，以及影响消
费者行为和经济趋势而广为人知的七家公司，包括苹
果、谷歌、亚马逊、微软、Meta、特斯拉、英伟达。

时移事易，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全球对中国科技
资产的价值重估，有人将其誉为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
刻”。当世界投资者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投资锚定物
时，深圳在全球科技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已孕育出众
多引领行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巨头。

深圳创新“四姐妹”有共性特征：它们市值基本在1
万亿元以上，营收均在6000亿元以上，最高者平安的营
收已超1万亿元。在代表创新的具体指标中——持有
有效授权专利数量均超过5万件，最高者华为甚至超过
15万件。

更重要的是，南方财经智库研究员认为，以深圳创
新“四姐妹”为代表的科技巨头正在构建起“产业+科技”
复合型创新生态体系。

当中国智能制造叠加研发投入带来科技平权的成
本优势，业内认为，中国科技产业正形成一场“中国式创
新”的戴维斯双击。

创新A面：市值、营收硬实力“交锋”

美股“七姐妹”被认为是其“长牛”的重要权重股，是
重要压舱石。

深圳创新“四姐妹”的市值均超1万亿元。其中，腾
讯市值规模最大，最新约为 4.75万亿港元。华为未上
市、腾讯在港股上市、比亚迪、中国平安A+H上市。为
方便统计，以港股估值观察。

截至 5月 20日收盘，腾讯控股（0700.HK）、比亚迪
（1211.HK）、中国平安（2318.HK）总市值分别为 4.75万
亿港元、1.35万亿港元、0.97万亿港元，近期中国平安市
值一度重回万亿。据WIND数据，2025年以来三家公司
分别涨约25.06%、66.77%、4.46%。

另一组数据亦可佐证，科技驱动品牌价值增长。据
2025年凯度BrandZ最具价值全球品牌价值百强榜，苹
果、谷歌、微软分列前三名，腾讯、华为和中国平安分列
第11、第39和第84名。该榜单认为，“技术驱动的颠覆
性业务品牌已成为各行业价值跃升的核心动力。其中，
腾讯以卓越的品牌综合实力、华为凭借创新精神和深厚
的技术累积、平安以穿越周期的品牌韧性和创新动能赢
得认可。”

在营收方面，深圳创新“四姐妹”表现较为亮眼，
2024年部分企业甚至交出了一份史上“最强财报”。四
家企业2024年营收均超6000亿元，最高的中国平安营
收达1.03万亿元。

具体来看，2024年，腾讯全年营收6603亿元，增长
8%；归母净利润为1940.73亿元，大幅增长68%，创下历
史新高。

这是时隔四个季度后，腾讯营收增速重回两位数。
“2024年四季度收入取得两位数增长，主要得益于AI赋
能的广告平台升级、视频号用户参与度提升以及长青游
戏的增长。”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表示。

而从全球汽车行业来看，比亚迪去年营收已超越
奥迪与特斯拉。2024年比亚迪全年营收 7771.02亿
元，同比增长29.02%；归母净利润402.54亿元，同比增
长34%。

华为去年全球销售收入8621亿元，营收同比增长
22.42%；净利润626亿元，同比减少28%。这是史上第
二高，营收增速也相比上一年度明显加速。

而在中国保险股正开启“慢牛之路”时，去年中国平
安营收 10289.25亿元，同比增长 12.6%；归母净利润
1266.07亿元，同比增长 47.8%。从保险业的一个重要
指标来看：平安2025一季度资产规模超越13万亿，连续
多年稳居全球保险集团第一位。

在5月13日年度股东大会上，平安集团管理层表示，
判断一个公司的核心价值要看行业、看公司、看价格。

行业方面，保险业在中国正进入黄金期；公司方面，
“综合金融+医疗养老”战略双轮并行、科技驱动，形成差
异化竞争优势；价格方面，平安估值处于历史低位，股息
率稳定。平安管理层强调信心，“是金子一定会发光”。

拉长周期来看，深圳创新“四姐妹”，从行业、公司、
价值等复合维度评价，经得起时间检验。

创新B面：高研发投入、专利表现亮眼

除上述经营“硬指标”外，深圳创新“四姐妹”在研发
投入、专利数量等创新指标也呈现居于领先地位。

深圳是一座“创新之城”，专利授权量商标注册量全
国居首。2024年知识产权白皮书显示，该市专利授权
量24.19万件，连续7年居全国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
量1.63万件，连续21年居全国首位。每万人口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110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9倍。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平安。该公司以金融
为主业，但在科技投入、专利获取上的表现也很亮眼。

据平安集团年报，2024年，平安研发费用达180亿
元（占营收1.76%），平安拥有2.1万名科技开发人员及
3000名科学家，包括 500余名算法专家；截至 2024年
末，平安集团专利申请数累计达55080项，位居国际金
融机构前列；另据《专利分析白皮书》，平安在金融科技、
医疗健康两大行业的全球专利榜单位居榜首，专利申请
量分别达8582个、4176个，甚至超越传统医疗巨头西门
子等。

在这一轮科技叙事热潮中，高盛提出了一个全新的
中国股市AI投资框架，中国平安是唯一一家被列入“非
科技领域收入增强型（AI驱动营收增长）”这一主题类别
中的金融保险公司。

一家金融机构成为重要AI投资标的，这令业内察
觉到了这家金融企业的B面——被忽略的“科技本色”。

近日，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在股东大会上提到，
人工智能有四大要素：算法、数据、场景、算力，“目前中
国平安有庞大的数据库（包括五大医疗数据库、三大金
融数据库、一个公司经营库），有服务、理赔、风控等全世
界金融行业最丰富的应用场景，更有两大算力中心（深
圳、上海）支持”。

目前人工智能已在平安主业的各个环节全面铺开，
2024年中国平安AI坐席服务量约18.4亿次，覆盖平安
80%的客服总量。公开资料显示，平安聚焦自研AI技术
打造创新底座，深化金融和医养领域垂域大模型的建
设，积累超3.2万亿高质量文本语料，31万小时带标注的
语音语料，超75亿图片语料，语音、语言、视觉大模型场
景准确率行业领先。

深圳创新“四姐妹”中，其余三家均为科技巨头。华
为的专利数量最多、研发投入力度也最大。

华为在短短数年内从受制于技术封锁到自主研发
出全栈芯片及原生鸿蒙操作系统，这便得益于持续的研
发投入和科技前瞻。据统计，2024年华为研发投入达
1797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20.8%。截至2024年底，研
发员工约11.3万名，占总员工数量的54.1%，在全球共
持有有效授权专利超过15万件。

在汽车领域，比亚迪凭借电动车垂直整合能力，单
车平均成本较特斯拉低15%，2024年全球销量达427万
辆也远超特斯拉。2024年，比亚迪研发投入金额达542
亿元，占营业收入6.97%，研发人员数量达到12.2万名，
全球累计申请专利59691件。

作为中国互联网生态的巨头，腾讯具备全面的数据
集、庞大的用户基础、高质量的内容（视频、图片、文本）
以及微信生态内的丰富应用场景，是AI等技术落地应
用的最佳“试验场”，其AI战略也正进入重投入期。

2024年，腾讯研发投入达706.9亿元，2018年至今
累计投入3403亿元。截至去年底，腾讯全球专利申请
公开总数超8.5万件，授权数量超4.5万件。截至2025
年3月初，腾讯集团正式员工人数超55000人，其中科技
类人才超过40000人，占比73%。

创新C面：复合型生态成创新范式

美国科技“七姐妹”的发展时间各异，发展路径也有
所差异。但其大多或从最初的单一业务逐步横向多元
化发展，或在垂直领域深耕整合。

例如，微软、苹果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分别以软
件和硬件起家，目前微软仍主营软件、兼顾硬件与云计
算，苹果则从硬件向软件拓围、趋向软硬一体化。

亚马逊、谷歌、Meta属于互联网应用服务企业，亚马
逊最早布局云计算，谷歌人工智能发展迅猛，Meta更偏
重元宇宙。

英伟达、特斯拉起点是硬件技术，在AI驱动下英伟
达数据中心业务快速发展，特斯拉自动驾驶电动车销售
增速较快。

这提示我们，科研创新呈现出多面性，除“小而美”

特色的研发创新，更多的是跨区域、跨领域、跨学科、跨
产业的复合式创新。

记者注意到，以深圳创新“四姐妹”为代表的企业，
通过结合自身科创资源及产业禀赋，构建起“产业+科
技”的复合型创新生态，这成为持续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布局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从企业内部来看，他们构建了富有弹性的创新机
制，既激励各部门自主开展运作，又在战略层面维系高
度协同性；于企业外部而言，他们借助外部协作、投资等
方式，进一步拓展自身生态系统。如此一来，企业不仅
能够获取更多的技术与市场资源，还可以迅速对市场变
化和用户需求做出响应。

腾讯在其核心业务QQ和微信社交平台取得成功
时，内部便开始向多元化事业部转型。通过转型，腾讯
从单一的社交平台扩展为包括游戏、金融科技、云计算
等多个领域在内的庞大的生态系统。

在外，腾讯通过战略性投资进行多领域布局，投资
板块曾一度贡献腾讯三分之一利润。过去数十年，腾讯
投资涉及文娱传媒、游戏、企业服务、电商零售、本地生
活、社交网络、人工智能、房地产、物流等超20个板块。
如今腾讯正持续加码AI产业。

华为目前已形成的六大业务线正“齐头并进”，包括
ICT基础设施业务、终端业务、云计算业务、数字能源业
务、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芯片与器件业务。

2024年，华为计算产业得益于提前十年的布局，抓
住 AI 机会取得较大增长，ICT 基础设施业务营收
3699.03亿元，同比增长 4.9%；终端业务重回增长快车
道，鸿蒙生态正在取得历史性突破，Harmony OS NEXT
打破移动操作系统两极格局，为世界提供继安卓、iOS外
的第三种选择。

华为云持续优化业务结构，云计算业务营收385.23
亿元，同比增长8.5%；数字能源坚持质量优先，业务营
收686.78亿元；华为还积极与车企合作，推动汽车产业
的智能化转型，进一步拓展生态边界，去年智能汽车解
决方案业务营收263.53亿元，同比增长474.4%。

而身处汽车制造业的比亚迪，更能体现出“产业+科
技”复合型创新生态的优势。比亚迪左手通过“产业链
垂直整合”，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等全产业链，减少对外
部供应商的依赖，实现成本自主可控；右手形成“技术鱼
池”，掌握电池、电机、电控及车规级芯片等新能源车全
产业链核心技术。

正如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
廉玉波所说，“比亚迪已经从点状创新进化到了网状创
新”。也就是说，比亚迪在多个领域或技术网络上形成
关联、相互支撑的创新网络。

金融领域，中国平安也是“产业+科技”复合型创新
生态的典型代表，因为平安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保险公
司，而是定位为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医疗养老”服务
集团。

一方面，中国平安迎来金融、医疗和养老三大行业
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另一方面现代金融业正经
历从“纯金融服务”向“金融+服务”深刻转型。平安通过

“服务差异化”构建核心竞争力，凭借AI科技赋能，这令
市场更加期待“富国银行+联合健康”升级版模式打造。

复合型创新生态提供了多元业务应用场景。如在
养老领域，平安创造性地推出中国式的“居家养老”模
式，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养老管家”服务，整合

“智能管家、生活管家、医生管家”三大功能模块，覆盖
“医、食、住、行、财、康、养、乐、护、安”十大服务场景，在
“9073”养老格局下探索高品质的医疗、健康和养老服务
供给。目前平安的居家养老服务已覆盖全国 75个城
市，超19万名客户获得居家养老服务资格。

据平安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郭晓涛分析，金融行业
经历三个阶段：拓荒期、高速发展期、平稳发展期，如何
应对同质化的存量竞争？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疗养老成为刚需。中国平
安的“综合金融+医疗养老”战略带来“3低1高”价值，即
低获客成本、低运营成本、低风险成本、高客户留存，构
建差异化生态竞争壁垒。

有专家认为，“企业的规模化扩张就像是让一棵树
不断长大，多元化扩张就像是栽种好几棵树，而生态化
扩张就像是一个原始森林，会不断吸引、孵化多样化新
生物种。”

深圳创新“四姐妹”正通过生态化扩张逐渐形成科
技创新的“创新雨林”。 （据深圳发布）

5月 21日，南方财经全媒体刊发系列报道文章《解码深圳创新“四姐妹”① ：“中国式创新”的戴维斯双
击》，文章以深圳为样本，观察作为“创新之城”，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龙头何以孕育发展。以下为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