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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AI眼镜行业研究报告
——距离下一个“iPhone时刻”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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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iPhone时刻” 用来描述那些标志性、划时代的时刻——当某个技术产品或创新的出现，彻

底改变了某个行业或领域的格局，并且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

而站在今天的视角，我们不禁要问：下一个“iPhone时刻”何时出现？

AI眼镜不仅是科技的产物，更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无形中打破人与世界之间的界

限的媒介。无论是增强现实带来的全新体验，还是人工智能所赋予的智慧，它们都在这副眼镜

里找到了完美的容身之地。

我们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它将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融入我们生活的伙伴，成为我们

与世界、与他人、与自我之间沟通的桥梁。

但这一切，还距离我们究竟有多远？是几年的努力，还是更长时间的沉淀？也许今天的技术还

在试探，设计还在蜕变，市场还在观察。

但AI眼镜，或许正悄然走在这条路上，等待着那个“iPhone时刻”的到来，等待着未来的一

道曙光，帮助我们“看清”整个世界。

距离下一个“iPhone时刻”

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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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眼镜定义及分类概览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眼镜产品，功能性及实用性日趋完善

AI眼镜是一种创新型可穿戴设备，其在传统眼镜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人工智能技术，并将音频、摄像等功能集成于一体而成。对于AI眼镜而言，人工智能属性是其最

核心的属性。在此基础上，根据集成的技术或硬件类型又可以细分为五大类型，每种类型的适用场景、适用人群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共同点在于AI眼镜为用户的工作、

生活带来了效率的提升或是体验的改善。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AI眼镜 AI眼镜（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lasses）是一种集成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通常结合音频、摄像、显示等功能。通过语音、手势或眼动等多种输入方式，AI眼镜能够
实时处理和展示增强现实信息，提供智能辅助和交互体验。AI眼镜产品旨在提升用户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效率与体验，成为连接数字与现实世界的桥梁。

Bose Frames Tempo
音频组件

Ray-Ban | Meta 
Wayfarer

雷鸟 X2

拍摄组件

显示组件

骨传导扬声器、蓝牙芯片等

高像素摄像头、存储芯片等

光学方案、显示屏等

AI音频眼镜

核心功能为通过本地或云端AI识别用户的语音指令，实现播放音乐、接听电话、
等功能。

AI拍摄眼镜

核心功能为实时信息获取或记录，利用内置摄像头捕获图像或视频，也可用于第
一人称直播等场景。

AI显示眼镜（AI+AR）

核心功能为在用户视野中叠加虚拟信息，如导航指引、文本消息、图标、3D对象
等，实现虚实融合的视觉体验，以AI+AR技术为核心的显示眼镜。

代表产品



6©2025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AI眼镜分类介绍：AI音频眼镜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价格

AI音频眼镜的主要功能为音频输出、语音识别等，音频组件（如扬声器

和麦克风）的成本较低，且技术相对成熟，因此AI音频眼镜的价格相较

于摄像、显示AI眼镜会相对便宜，但由于各家厂商在降噪、音质等方面

的设计不同，价格也会存在差异，总体而言价格在千元上下。

起步价（元）

重量

AI音频眼镜通常消耗的功率较低，不需要非常大的电池。其电池一般是

为了支持音频播放和语音识别功能，通常尺寸和容量较小，从而使眼镜

整体重量保持较轻。同时，音频硬件并不需要大尺寸或复杂的光学元件，

所以眼镜的设计更倾向于轻量化，总体而言重量在35g上下。

未配镜重量（克）

电池及续航

镜片

AI音频眼镜大部分采用可替换式镜片，用户可根据自身眼睛度数

对原产品的平光镜片进行替换。一方面，替换式设计符合眼镜整

体的轻量化需求；另一方面，替换镜片（如近视镜片）不会影响

眼镜的音频功能或智能体验。

AI音频眼镜大多使用锂电池，主要原因在于其高能量密度、长寿命、轻

便性和小体积，这些特点使得锂电池非常适合需要便携性和长续航的设

备。目前，大多数AI音频眼镜的电池容量在100mAh到200mAh之间。

100mAh 200mAh

AI音频眼镜的续航数据会根据不同品牌、型号、硬件配置、功能使用情

况等因素有所不同。以下为市场产品平均值：

连续音乐播放

11.1h

连续通话

8.3h

待机

6.1天

扬声器及麦克风

由于眼镜佩戴场合多数为公共空间，因此AI音频眼镜的扬声器和麦克风

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扬声器方面，由于AI音频眼镜的扬声器并非入耳

式设计，因此需要解决音质及漏音的问题；麦克风方面，由于公共空间

的嘈杂环境，麦克风需具备降噪功能。

界环AI音频眼镜

扬声器 麦克风

SLS超线性扬声器 双麦克风阵列

华为智能眼镜2 同向双振膜扬声器 双麦克风阵列

Solos AirGo 3 定向立体声扬声器 Whisper音频技术

产品

AI功能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AI音频眼镜主要依赖云端大模型进行数据处理

和语音识别，尤其是利用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NLP）和语音识

别技术。主要AI功能包括：智能语音助手、环境噪音识别和消除、

语音翻译、语音搜索、通话控制以及个性化推荐等。

699 699

1399 1817

界环AI音频眼镜 Meta Lens Chat 华为智能眼镜2 Solos AirGo 3

31 34 38 39 

界环AI音频眼镜 Solos AirGo 3 Meta Lens Chat 华为智能眼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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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眼镜分类介绍：AI拍摄眼镜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价格

相较于AI拍摄眼镜，AI拍摄眼镜需要配备高性能的摄像头及图像处理单

元，这些组件更为复杂且成本较高。同时，AI拍摄眼镜通常需要更大的

存储空间来存储高分辨率视频和图像文件，尤其是在录制或实时流媒体

传输时。这要求较高的存储解决方案，从而增加成本。

起步价（元）

1453 1499
2183 2183

Looktech AI眼镜 闪极 A1 Ray-Ban Meta Solos AirGo Vision

重量

AI拍摄眼镜需要配备高分辨率摄像头或多个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和视频

录制，同时AI拍摄眼镜通常配备更强大的处理器来处理图像、视频流和

AI功能。这些处理单元在功耗和散热方面有较高要求，需要较大的硬件

支持，从而增加了整体重量。

未配镜重量（克）

34 37 
49 50 

Solos AirGo Vision Looktech AI眼镜 Ray-Ban Meta 闪极 A1

摄像头

1200万像素 1600万像素

AI拍摄眼镜的摄像头更侧重于轻量级、低延迟的视频流和实时数

据处理，因此为了平衡体积和性能，AI拍摄眼镜通常不会配备与

智能手机相媲美的高分辨率传感器，AI拍摄眼镜的摄像头分辨率

主要位于1200-1600万像素之间。

AI功能

AI拍摄眼镜的AI功能主要围绕图像处理、实时识别等领域展开，

结合计算机视觉技术，AI拍摄眼镜能够实时识别环境中的物体并

提供反馈，如识别附近的商店、餐厅、建筑物等，甚至能通过音

频提供相关评论或评分信息。

电池及续航

由于摄像AI眼镜需要为摄像头、图像处理器、数据存储和传输等组件提

供电力，通常需要更大容量的电池。摄像AI眼镜的电池容量通常较大，

通常在 250mAh到350mAh 或更高。

连续音频播放

7.8h

连续通话

2.3h

充满电时长（非快充）

1.5h

250mAh 350mAh

虽然AI拍摄眼镜的摄像头和图像处理功能需要较高的功耗，但通过优化

图像处理算法、采用低分辨率模式、间歇性拍摄等措施，AI拍摄眼镜能

够在一定情况下实现较长的续航。

芯片

AI拍摄眼镜的SoC一般使用两种方案：一种是使用XR专用SoC，例如

Ray-Ban Meta使用的骁龙AR1；另一种则为使用普通蓝牙音频SoC外

接ISP。

前者集成了强大的图像处理、视频解码、AI加速以及低功耗优化等功

能，整体设计更加集成化，能够提供更高的性能和更低的延迟。然而，

专用XR芯片的成本相对较高，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性能冗余的

情况。

后者在成本上具有优势，适合一些对性能要求较低的入门级产品。然

而，这种方案在集成度和处理能力上可能不如XR专用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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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眼镜分类介绍：AI显示眼镜（AI+AR）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价格

AI显示眼镜通常比摄像或音频AI眼镜更贵，主要因为其显示技术的复杂

性和高成本。AI显示眼镜通常集成高分辨率显示屏等光学组件，这些技

术本身的生产成本较高。同时AI显示眼镜还需要更大容量的电池来支持

高功耗显示，制造难度和技术门槛也更高，综合使得其整体价格偏高。

起步价（元）

2499 2799

4373 4999

Rokid Glasses StarV Air2 Even Realities G1 A 雷鸟X2

重量

AI显示眼镜是三类AI眼镜中目前重量最大的一种，主要是因为其需要集

成复杂的显示模块、更多的传感器和计算单元、大容量电池以及精密的

光学系统，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眼镜的整体重量。相比之下，摄像及音频

AI眼镜的硬件配置和功耗较低，因此它们的整体重量相对更轻便。

未配镜重量（克）

40 44 49

119

Even Realities G1 A StarV Air2 Rokid Glasses 雷鸟X2

显示效果

由于AI显示眼镜是可穿戴设备，它的入眼亮度不仅要确保清晰度，

还要兼顾功耗和舒适度。同时，FOV视场角的大小直接影响AR效

果，是影响使用体验的关键因素。以下为市场产品参数区间：

入眼亮度

FOV视场角

1000nits 2000nits

20° 30°

电池及续航

AI显示眼镜通常需要更大容量的电池以确保较长的续航时间。为了减小

眼镜的整体重量，电池容量通常不会过大，但仍需保证能够支持核心功

能的长时间运行。通常在 300mAh到600mAh 。

由于显示功能需要实时图像处理和虚拟内容渲染，提供较高显示亮度，

并且需要更多的计算资源，这使得显示眼镜的功耗大幅增加，续航时间

通常在2-3小时之间。

300mAh 600mAh

正常使用续航

2.6h

充满电时长（非快充）

1.8h

AI功能 显示方案

AI显示眼镜需要支持全天候佩戴，传统AR方案Birdbath + Micro OLED

由于存在体积大、使用寿命较短的缺点，产商普遍会采用Micro-LED+光

波导的显示方案。同时为了提高性价比，绝大部分厂商选择了单绿色显示。

产品 显示色 屏幕 光学方案

Rokid Glasses

StarV Air2

雷鸟X2

Even Realities G1 A

单绿

单绿

全彩

单绿

Micro-LED

Micro-LED

Micro-LED

Micro-LED

衍射光波导

衍射光波导

衍射光波导

衍射光波导

AI显示眼镜能够实时将虚拟物体叠加到现实世界中，增强用户的

感知体验。 同时，AI技术可以通过摄像头、深度传感器等感知周

围环境，识别物体、人物、场景、音频等，并在适当的时机在用

户眼前展示相关信息或操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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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百度在“百度世界大会”上展示了

“Baidu Eye”——一款类似于头戴式显示

与传感器模块的设备。

尽管产品形态上与Google Glass有所区别，

但其核心在于利用AI技术（图像识别、语音

搜索）为用户提供即时信息查询和智能辅助。

2010年前，国内对AI眼镜的关注相对较少，

主要集中在基础硬件研发和学术研究领域。

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探索智能穿戴设备，

但尚未形成商业化产品。
2018年，Rokid发布了其首款智能眼镜原型，

集成了语音识别、手势控制和AR功能。该产

品主要面向企业用户，用于物流、制造和现

场维护等场景。

国内企业在AI算法、语音交互、图像识别等

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提升了AI眼镜的智能化

水平。

国内企业开始关注智能眼镜在制造、物流、

医疗等B端市场的应用。部分企业推出适用于

特定行业的智能眼镜解决方案。

类似于海外，国内在显示技术、传感器集成

和通信技术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积累。

同时，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和资本市场的

持续关注加速了AI眼镜产业的发展，新兴创

业公司和科技巨头纷纷布局AI眼镜领域。

2016年，微软推出HoloLens，其集成了强

大的空间计算和用户交互体验技术，该设备

在企业和开发者中获得广泛应用。

尽管HoloLens 2016的核心功能集中在MR

技术和交互体验上，但其集成的多项AI功能

推动了AI技术在可穿戴设备中的实际应用。

AI眼镜的概念开始在科幻作品中频繁出现，

如《钢铁侠》中的JARVIS系统，激发了科技

界对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想象和研发热情。

尽管当时技术尚不成熟，但计算机视觉、语

音识别和移动通信等技术的发展为AI眼镜的

诞生奠定了基础。

2013年，Google推出Google Glass，搭载

微型显示屏、摄像头和语音识别功能，支持

简单的语音命令和信息查询。但由于当时硬

件算力、制程工艺和社会接受程度等因素的

限制，在2015年停售。

虽然Google Glass在消费者市场未能取得预

期成功，但在企业应用（如制造业和医疗）

中表现出潜力。

2023年，Meta与Ray-Ban的第二代联名智

能眼镜Ray-Ban Meta面世。2024年，Ray-

Ban Meta更新添加了Meta自研的Meta AI

大模型支持，具备了更复杂指令处理与交互

能力。

随着技术成熟和成本下降，AI智能眼镜开始

进入消费市场。Snapchat、Meta等公司AI

眼镜产品面向普通消费者推出。

AI眼镜发展历程大致可归纳为四个阶段
海内外市场趋于同频发展，目前整体处于高速发展期

2010年之前，AI眼镜的相关技术尚未成熟，但是相关理论研究和技术实践为AI眼镜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2010年开始，全球AI眼镜市场开始出现试验性产品，例如

Google于2013年推出的Google Glass，以及2014年百度推出的“Baidu Eye”，代表了全球各大厂商开始在AI眼镜领域有所布局和尝试。2016年，各大厂商开始布

局产品的B端应用市场，例如微软推出HoloLens在企业和开发者中获得了广泛应用。2020年至今，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消费者的接受度提高，智能眼镜在C端应用的占

比逐步提高，国内市场在政府及资本的助推下呈现高速发展态势。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技术积累期（2010年之前） 概念试验期（2010-2014） B端开拓期（2015-2019） 高速发展期（2020年至今）

国外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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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PEST分析-政策向好推动
政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及可穿戴智能设备发展，各层面利好AI眼镜行业

虽然国内尚未出台专门的AI眼镜行业政策，但多项涉及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科技创新、产业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对AI眼镜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国家层面上，

人工智能、可穿戴智能设备领域相关政策密集出台，一方面侧重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依托可穿戴智能设备拉动国内居民消费。地方层面来看，可穿戴智能

设备是各省市的政策关注重点。另外，医疗、文旅等产业相关政策也频频提及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领域，突出产业协同发展。

来源：政务网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22-2024年国内涉及AI眼镜领域相关政策（部分）

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

产业层面

➢ 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2022.01

• 创新发展“云生活”服务，深化人工智能、虚拟现实、8K高清视频等技术的融合，拓展社交、
购物、娱乐、展览等领域的应用，促进生活消费品质升级。

➢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 2022.04

• 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领域标准研制，加快超
高清视频、互动视频、沉浸式视频、云游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可穿戴等技术标准预研，
加强与相关应用标准的衔接配套。

➢ 科技部《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 2022.08

• 围绕构建全链条、全过程的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生态，支持一批基础较好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加强研发上下游配合与新技术集成，打造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型示范应用场景。

➢ 国务院《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 2023.07

• 利用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柔性显示等新技术，推进供给端技术创新和电子产品升级换代。
支持可穿戴设备、智能产品消费，打造电子产品消费应用新场景。

➢ 市场监管总局等18部门
《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年）》 2024.03

• 健全消费类电子产品标准体系，促进多品种、多品牌智能电子产品、移动通信终端产品、可穿
戴设备等产品的互联互通。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云南规划的通知》 2022.01

• 重点推动高端服务器、新型智能手机、面向特定人群的智能功能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研发生
产，发展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防丢设备、智能眼镜等消费类智能可穿戴设备生产制造。

➢ 江西省人民政府《江西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 2023.06

• 计划提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重点布局智能终端与智能硬件领域，明确支持研发高
性能、低功耗的智能穿戴设备（含AR/VR眼镜），突破AI视觉感知、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

➢ 文旅部《关于加强5G+智慧旅游协同创新发展的通知》 2023.04

• 鼓励依托智慧旅游信息服务平台探索5G应用，推动基于5G的AI摄像头、VR/AR终端、可穿戴设
备等数字化产品与智慧旅游产品深度融合，促进5G智慧旅游产品的进一步推广。

➢ 国务院《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 2024.01

• 完善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服
务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场景集成应用。

➢ 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23—2027年）》 2023.09

• 充分利用可穿戴设备、体外诊断设备开展个人健康体征动态监测，开展重大疾病危险因素智能筛
查、分析、预测及双向预警，推动居民健康管理精准化、自主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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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PEST分析-经济稳步增长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居民消费能力及意愿提升带动AI眼镜市场

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为居民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不仅增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也提升了他们的消费意愿。2024年9月，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

到36695万亿，环比增加6.8%，同比增加3.3%，国内消费市场呈现出平稳向上的发展态势。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人们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支出，其中就包

括电子产品消费。

来源：wind，Choice，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3年-2024年中国人均GDP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CAGR +6.7%

CAGR +7.3%

2010-10 2012-06 2014-02 2015-10 2017-06 2019-02 2020-10 2022-06 2024-02

2010年10月-2024年9月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当月值(亿元）

36695

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意愿

92.0

2024.07

89.4

2023.07

86.7

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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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当年上市公司中使用数字技术的企业数量 使用数字技术的比例

2023 4722家

2021 4042家

2020 3112家

* 数字技术包含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其中与AI眼镜相关的关键词：

（1）人工智能关键词：自然语言处理、人机交互、计算机视觉、增强现实、语音交互等；

（2）物联网关键词：RFID、传感器、蓝牙、可穿戴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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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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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视人口（亿人） 中国人口总数（亿人） 近视人口占比（%）

驱动因素PEST分析-社会发展机遇
C端近视人口提供坚实用户基础，B端数字化转型趋势带来增长契机

AI眼镜作为传统消费品——眼镜产品的延伸和迭代，其未来的发展路径必然是替代逻辑，即替代传统近视眼镜。2023年，中国近视人口总数达7亿人，占全国人口比

例约47.9%。接近总人口一半数量的近视人群，为AI眼镜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用户基础。企业端来看，近年来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带来了数字技术在B端的广泛应用，包

括人工智能、物联网等。2023年，超过90%的上市公司已经使用了数字技术，而随着未来数字化趋势延续，AI眼镜在B端或将大有可为。

来源：李涛、聂辉华、金星晔、左从江、方明月，2024，《中国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报告2024》，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研究报告，Wellsen XR，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9年-2023年中国近视人口总数及占比情况 国内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使用情况

91%

8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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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PEST分析-科技赋能加码
相关科技迅速发展，多维度促进AI眼镜产业持续创新

AI眼镜作为一个智能终端产品，其所具备的功能非常丰富，这也代表其中涉及的技术、模型、软件、硬件等更为繁杂，例如光学技术、显示技术、芯片、大模型、通

信等。但目前国内的相关技术已经逐步成熟，例如我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数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我国的OLED产能已经占据全球产能约50%；国产SoC

芯片也正在实现全面自主可控。综合来看，AI眼镜相关的科学技术已经在国内具备一定的成熟度，有望促进产业持续创新发展。

来源：DSCC，浙商证券，势银膜链，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AI
眼镜

AI功能

通信功能

光学

屏幕

主控芯片

大模型 截至2024年6月，全球人工智能大模型数量共有1328个，中国约有478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位居第二位，占全球比例为36%。

人工智能
专利

截至2023年底，我国AI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37.8万件，同比增速超40%，是全球平均增速的1.4倍。
2014-2023年，中国AIGC专利申请量超3.8万件，居世界第一。

5G 截至2024年5月，我国5G基站总数达建成383.7万个。5G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74个，大型工业企业渗透率达37%。

光学方案
国内光学厂商积极推动AR显示光学方案落地，其中自由曲面、Birdbath以及阵列光波导方案已进入量产阶段，并且表面浮

雕光栅光波导已有部分公司实现规模量产。

微显示屏
目前，我国硅基OLED产能全球领先。据数据统计，国内厂商已经验收8英寸Micro OLED项目的总产能15.54K/M，其中京

东方、梦显电子位居前二，产能分别为6K/M和5K/M。在12英寸项目中，视涯科技、宏禧科技表现较为突出。

SoC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扶持及资金支持下，我国SoC芯片供应链逐步实现自主可控，并且国产SoC芯片在功效、成本方面的优

势日益凸显，推动了各类软硬件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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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市场投融事件
投融事件数量逐年增长，主要集中于早期轮次

根据统计，2024年国内AI眼镜赛道共发生13起投融事件，数量相较2020年增加11起。从融资金额来看，超过一半的融资金额为千万级别，但也有4起投融事件融资金

额达到亿级。从融资轮次来看，天使轮、A轮及B轮占据多数，目前AI眼镜投融事件依旧以早期阶段为主。具体来看，Rokid于2024年进行了两次融资，总金额达6亿

元；雷鸟创新则进行了三轮融资，总金额超过5亿元。从2024年一级市场来看，AI眼镜正处于持续升温态势，资本方正在持续布局。

来源：IT桔子，WIND，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24年国内AI眼镜整机厂商投融事件

公司名称 融资时间 融资轮次 融资金额 投资方

闪极科技 2024-11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光远投资等

Gyges Labs 2024-11 Pre-A轮 数千万人民币
金沙江创投、韶音创始人陈皞及

NYX Ventures

李未可 2024-10 战略投资 1000万人民币 英派斯

Rokid 2024-09 D轮 1亿人民币 江夏科投集团

雷鸟创新 2024-09 B+、B++轮 数亿人民币 嘉兴南湖科盈、无锡惠山科创等

INAIR
多屏未来

2024-08 A轮 数百万美元 未披露

INMO
影目科技

2024-07 B轮 近1亿人民币
四川发展产业引导基金、成华科

科创等

天趣星空 2024-07 未公开 未披露 汇誉投资

光智时空 2024-06 天使轮 1000万美元 未披露

雷鸟创新 2024-03 A++轮 近1亿人民币 华泰资金投资、燕创资本

阿法龙 2024-03 天使轮 未披露 国瑞资本

Rokid 2024-01 C+轮 5亿人民币 合肥市政府等

XREAL 2024-01 战略投资 6000万美元 未披露

2
4

9
11

13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0-2024年AI眼镜整机厂商融资事件数量（件）

千万级

亿级

未披露

2024年AI眼镜整机厂商融资金额量级

53.8%

30.8%

15.4%
天使轮

A轮

B轮

C轮

D轮

战略投资

未公开

15.4%

15.4%

30.8%
7.7%

7.7%

7.7%

15.4%

2024年AI眼镜整机厂商融资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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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市场上市公司表现
专属指数表现强势，上市公司以大多位于产业上游

2024年下半年，AI眼镜概念于二级市场率先爆发。2024年8月，同花顺正式推出“AI眼镜”概念及指数，成分股包含8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1.3万亿。截至2024年

12月11日收盘，AI眼镜指数累计涨幅达到42.28%，远超大盘涨幅。从成分股组成来看，接近四分之一的企业位于AI眼镜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电子零部件、芯片设计、

光学元件以及设备等行业。主营业务来看，除了消费电子传统零部件之外，相关企业主营业务也包含了镜片生产、光学、显示等。

来源：同花顺，wind，choice，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备注：非投资建议，仅作研究用途

2024/8/16 2024/9/5 2024/9/25 2024/10/15 2024/11/4 2024/11/24

AI眼镜指数（886085） 上证指数（000001）

AI眼镜指数及上证指数累计涨跌幅对比
（2024/8/16-2024/12/11）

42.3%

19.3%

AI眼镜指数成分股所属行业TOP5

AI眼镜指数成分股主营业务词云

24.6%

11.6%

10.1%

8.7%

5.8%

消费电子零部件及组装

半导体

光学元件

制造设备

计算机设备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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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年AI眼镜全球出货规模将触达两千万量级
智能眼镜作为XR技术的重要衍生品类，在AI大模型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正迎来爆发式增长

2023年9月，Meta与雷朋合作推出了AI智能眼镜Ray-Ban Meta，累计出货量已经突破200万台，掀起了智能眼镜市场的新热潮。随着Ray-Ban Meta的成功，AI智能

硬件的热潮与一体式AR眼镜在技术上的突破共同推动了智能眼镜品类的发展。2024年下半年起，国内智能眼镜市场迅速起量，各品牌纷纷加入AI眼镜赛道。2025年

AI中国AI眼镜市场爆发增长，艾瑞推测预计到2028年AI眼镜的全球出货量规模将触达两千万量级。

来源：洛图科技数据、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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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出货量（万台） 中国出货量（万台）

2023-2028年 AI眼镜出货规模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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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眼镜产品从硬件层到软件层拆解
AI眼镜全景软硬件架构拆解分析

从硬件看，AI眼镜涵盖了处理器及芯片、光学模块、结构件、传感器、代工以及电池、声学、连接等多类型组件；而在软件方面，则从底层操作系统到中间件、再到

人工智能层及通信层、应用层，构建出一个多层次的软件生态体系。AI眼镜不仅在硬件上品类丰富、组件繁多，同时在软件架构上层层递进，为实现智能化、人性化

的交互体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专家访谈，Project Aria，Wellsenn XR，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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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眼镜产业链图谱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注释：以上仅为部分企业/品牌展示，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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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设备制造商 互联网公司 AI眼镜公司

企业
用户

制造
Manufacturing

医疗
Medicine

物流
Logistics

建筑
Construction

教育
Education

展会
Exhibition

Etc. 个人
用户

工作
Work

生活
Livelihood

娱乐
Entertainment

运动
Exercise

Etc.

上
游

中
游

OEM/ODM 代工硬件 Hardware

软件 Software

整机厂商 Firms

用户 Clients

Offline  线下

Online  线上

XR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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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芯片（1/2）
SoC芯片，移动智能设备的核心硬件

与PC端使用的CPU芯片不同，AI眼镜等移动端智能硬件使用的是SoC芯片。其原因在于SoC在一颗芯片内整合了CPU、GPU、NPU、ISP及无线连接等多种功能模块，

使AI眼镜在小型化、低功耗的前提下获得视觉处理和AI推理能力，从而实现流畅的交互体验与更长的续航。目前AI眼镜产品使用的SoC芯片供给厂商，主要包括以高通

为代的国际厂商，以及以紫光展锐、恒玄科技为代表的国内厂商。

来源：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 （System-on-Chip）SoC

定义

CPU是计算机中的中央处理单元，它执行指令、

处理数据。但传统CPU本身只包含计算和控制单

元，不整合大量外围功能与专用硬件加速单元。

SoC是将包括CPU在内的多种功能模块高度集成在

一颗芯片上的系统级方案，它不仅拥有CPU的计算

能力，还同时集成了大量外围组件。

性能

单纯的CPU可在高主频下提供强大通用计算性能，

但在面向图形处理、AI运算或信号处理时可能需

要独立的专业芯片进行加速。

SoC通过在芯片内部署专用的硬件加速模块，在有

限功耗和小型化封装条件下仍能高效完成图形渲染、

AI推理和多媒体处理。能效比通常较高，同时延迟

较低，利于实时处理与交互。

应用场景PC、服务器、某些专门嵌入式系统等 智能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VR/AR头显等

代表产品

芯片厂商 芯片型号 产品名称

骁龙AR1

Ray-Ban Meta

Rokid Glasses 先锋版

雷鸟 V3

骁龙4100+ 李未可Meta Lens S1

展锐W517

INMO Air2

闪极AI拍拍镜

WQ7036AX

华为智能眼镜2

MIJIA智能音频眼镜 悦享版

BES2700 MYVU AR

ATS3085 INMO Go

上游 中游 下游

AI眼镜SoC芯片使用情况（部分）



21©2025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芯片（2/2）
四类基于SoC芯片的AI眼镜方案

当前AI眼镜的四种芯片方案及各自定位：从仅支持基础音频交互的蓝牙音频SoC方案，到在此基础上增加外部ISP实现初级拍摄功能的方案，再到内建NPU/GPU等可

本地运行AR与AI任务的专用SoC方案，最后是通过将高性能SoC与低功耗SoC相结合，在性能与续航间取得平衡的双SoC方案，四种方案分别用以满足不同功能定位与

应用场景的AI眼镜需求。

来源：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上游 中游 下游

1.蓝牙音频SoC方案 2.蓝牙音频SoC+外接ISP方案 3.专用SoC方案 4.专用SoC+低功耗SoC方案

CPU

DSP BT Module

Audio I/O

Battery & PMU

CPU

DSP BT Module

Audio I/O

ISP

Camera Sensor

Battery & PMU

CPU GPU

NPU ISP

Wi-Fi/BT Module

Memory Ctrl & Storage

Camera Sensor

Battery & PMU

AR Display

CPU GPU

NPU ISP

Wi-Fi/BT Module

Memory Ctrl & Storage

Camera Sensor

Battery & PMU

CPU

Basic Audio I/O

AR Display

Simple Audio Filtering 

• 面向以语音交互、音乐播放为主的AI眼镜

• 功耗低，电池续航长

• 能在本地处理基础的语音指令

• 复杂AI多通过云端完成

• 通过外部ISP模块对摄像头数据进行基础

图像处理

• 没有本地 NPU/GPU，复杂的图像识别等

AI工作仍主要依赖云端

• 适合需要基本拍摄功能的AI眼镜

• 可在本地运行先进的 AR、AI 和计算机视

觉任务，降低延迟

• 支持本地AR渲染、AI推断和图像处理，

减少对云端依赖，形成端云协同

• 高性能 SoC（带有 CPU/GPU/NPU/ISP）

与低功耗 SoC（通常为 MCU 类）相结合

• 在性能与续航之间取得平衡，既能提供强

大的功能，又避免高功耗的持续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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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显示方案（1/2）
Micro OLED为目前XR领域主流屏幕方案，已有Micro LED方案落地

显示AI眼镜所需显示方案基本与AR显示方案一致，核心都在于同时显示虚拟和真实世界。目前常用的屏幕方案包括LCoS、Micro OLED和Micro LED，三种方案各具

优劣势。LCoS和Micro OLED均已实现规模量产，但鉴于后者的综合性能更佳，目前已成为AR显示屏幕的主流方案，2022年-2024年发布的AR眼镜产品中约60%选

择了Micro OLED屏幕。Micro LED在性能上更优于前两者，但受制于技术和成本，尚未实现大规模量产。

来源：专家访谈，西部证券，TrendForce，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上述颜色代表各个指标表现的高低程度。

上游 中游 下游

LCoS Micro OLED Micro LED

像素密度

亮度

发光效率

对比度

工作温度

体积

使用寿命

技术成熟度

功耗

优点
价格低、寿命长

技术成熟
分辨率高

发光效率高
亮度高、功耗低

寿命长

缺点 对比度低、发光效率低 亮度低 良率低、技术不成熟

LCoS、Micro OLED及Micro LED屏幕方案指标对比 国内Micro OLED晶圆企业产能情况(K/M)

2022年-2024年发布的AR眼镜产品屏幕方案情况

15.5

8.8

8英寸（已验收）

12英寸（已验收）

产能情况（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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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显示方案（2/2）
各类几何光学与光波导方案皆有落地，后者潜力更大

从四类主流光学方案来看，Birdbath方案虽然具有体积大、光损严重的问题，但在短期内Birdbath依旧是均衡成本和显示效果的快速落地方案。然而长期来看，随受

制于制作工艺等原因，但光波导方案在显示效果、厚度、美观度和量产前景等方面更加具备发展潜力，目前表面浮雕光栅波导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2022年-2024年

发布的AR眼镜产品中约35%选择了Birdbath方案，约37%的产品选择了光波导方案。

来源：专家访谈，西部证券，S-Dream Lab，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上述颜色代表各个指标表现的高低程度。

上游 中游 下游

四类光学方案指标对比 四类光学方案量产程度、良率及成本情况

传统几何光学
—Birdbath

几何光波导
—阵列波导

衍射光波导
—表面浮雕光栅

衍射光波导
—体全息光栅

体积

厚度

眼动范围

效率

视场角

成本

优点

缺点

技术成熟
成像质量高

成像质量高
设计简单

视场角大
眼动范围大

体积大、光损严重 成本高、良率低 效率低、彩虹效应

成本低
透明度高

制造难度大

（*气泡大小代表成本）

高

量产
程度

良率

高

阵列
波导

体全息
光栅

Birdbath

表面浮雕
光栅

低

2022年-2024年发布的AR眼镜光学方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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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大模型（1/2）
国产大模型发展迅猛，部分能力赶超海外大模型

近年来，国产大模型发展势头迅猛，技术创新不断涌现，落地速度显著加快。随着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投入与突破，国内大模型在性能、规模

和应用场景上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一趋势不仅提升了国产AI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也为本土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特别是在AI眼镜领

域，国产大模型的进步带来了更强大的语音识别、图像处理和自然语言理解能力，使得AI眼镜在用户交互、环境感知和个性化服务等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

来源：专家访谈，SuperCLUE，国家互联网办公室，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上游 中游 下游

188（国家备案）+26（地方备案）

国产备案大模型数量

*截至2024年8月

728个

国产大模型中标项目数量

*2024年1-11月

621.6%

大模型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

*2024年1-6月

＞70分

50-60分

60-70分

国内外大模型通用能力梯队

*2024年9月SuperCLUE测评

国产大模型 海外大模型

ChatGPT-4o-latest 

GPT-4-Turbo-20240409 

Claude 3.5 Sonnet

Gemini-1.5-Pro

GPT-4o-mini

Mistral-Large-Instruct

6个

Hunyuan-Turbo-Preview

AndesGPT-2.0

DeepSeek-V2-0628 

Qwen2-72B-Instruct

SenseChat 5.5

Doubao_pro_preview 

GLM-4-0520 

山海大模型4.0

ERNIE-4.0 Turbo

9个

Baichuan4

MiniMax-abab6.5s

Yi-Large

360gpt2

从容大模型1.5

Qwen-Max

讯飞星火V4.0

Step-1-32k

Moonshot(kimi)

Yi-1.5-34B-Chat-16K

GPT-4-0613

Llama-3.1-405B-Instruct

Llama-3.1-70B-Instruct

Gemma-2-9b-it

4个10个

Qwen2-7B-Instruct

XVERSE-65B-2-32K

Yi-1.5-9B-Chat-16K

Yi-1.5-6B-Chat

Llama-3.1-8B-Instruct 

1个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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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大模型（2/2）
多模态大模型于AI眼镜中的应用

AI眼镜通过集成多模态大模型，实现对文本、语音、图像等内容的高效处理。首先，麦克风和摄像头分别捕捉用户的语音输入和环境图像，经过音频和图像的预处理

后，数据被传输到多模态AI模型中进行融合与分析。该AI模型能够理解语音指令、识别环境中的物体和场景，并生成相应的反馈内容。处理后的信息通过AR显示模组

叠加在用户的视野中，也可通过音频模块提供语音反馈。

来源：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上游 中游 下游

输入文本 语音 图片 录像 头部运动

预处理
音频预处理

降噪 滤波

图像预处理

色彩校正 HDR处理

传感器预处理

校准 过滤

输入模块 麦克风 摄像头 传感器 其他

编码 音频编码 图像编码 传感器数据融合

原生多模态模型 多个单模型拼接多模态AI模型

输出 AR显示组件 扬声器 其他

• 数据输入：用户的语音通过麦克风输入，环境图像通过摄像头

捕捉，传感器收集运动和环境数据。

• 预处理：音频数据经过降噪和滤波处理，图像数据通过ISP进

行基本优化，传感器数据经过校准和过滤。

• 特征提取与编码：音频和图像数据分别进行特征提取，传感器

数据进行融合，为多模态AI模型提供高质量的输入。

• 多模态AI处理：大型多模态AI模型整合音频、图像和传感器数

据，进行深度分析和理解，生成相应的输出指令。

• 输出显示与反馈：通过AR显示模组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用户视野

中，扬声器输出音频反馈，提供沉浸式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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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整机厂商（1/2）
多方入局，2024年下半年相关新品密集推出

随着Ray-Ban Meta的成功推出，2024年下半年国内AI眼镜新品大量涌现，此次新品的推出主要由四类参与者推动：专注于AI眼镜的企业、 XR技术的企业、互联网巨

头以及移动设备制造商。AI眼镜企业专注于AI眼镜的研发与升级；XR企业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领域具备深厚积累；互联网巨头依托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先进的AI

算法；移动设备制造商则利用其在硬件制造和产品生态系统方面的优势。随着新品的密集发布，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但也加速了AI眼镜产品的迭代与创新。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上游 中游 下游

类型 企业 2024年相关动态

AI眼镜企业
李未可

• 2024年4月，李未可科技推出旗下首款AI眼镜Meta Lens Chat，搭载自研大模型WAKE-AI；2024年7月，李未可科技与博士眼镜达成战略合作，李未可科技旗下AI智能眼镜
Chat正式进驻博士眼镜全国线下100家门店。

蜂巢科技 • 2024年8月，蜂巢科技发布首款自有品牌新品界环AI音频眼镜；2024年9月，蜂巢科技与星创视界（宝岛眼镜）宣布达成战略合作。

XR企业

Rokid • 2024年11月，Rokid推出与BOLON眼镜联名的新一代AI+AR眼镜——Rokid Glasses，其整合了通义千问大模型的算法能力。

影目科技 • 2024年11月，发布 “INMO AIR3”的智能眼镜，可以实现从AI翻译到AI助手，从AI搜索到AI导航等多种功能。

谷东科技 • 2024年11月，谷东科技推出两款“ AI+AR ”眼镜：全彩双目波导分体式AI+AR眼镜Star1，以及全新AI一体机眼镜Star1S。

大朋VR • 2024年11月，大朋VR正式发布海报,宣告旗下全新自研AI眼镜即将面世。

互联网企业

百度 • 2024年11月，百度发布全新AI硬件产品——小度AI眼镜，是小度首款搭载中文大模型的原生AI眼镜。

字节跳动 • 2024年3月，字节跳动收购OWS公司旗下的Oladance品牌大十科技，标志着字节跳动在AI眼镜领域的进一步布局。

阿里巴巴 • 2024年11月，阿里与Rokid合作推出了新一代AR眼镜——Rokid Glasses，内置通义千问大模型。

移动设备制造商

闪极
• 2024年10月，闪极联合LOHO发布首个AI眼镜专属验光配镜流程；2024年11月，闪极联合汇鼎光学成立AI智能眼镜光学研究中心，推出智能眼镜专属镜片；2024年12月，

闪极正式发布旗下首款AI眼镜——闪极AI「拍拍镜」A1。

OPPO • 2024年2月，OPPO在MWC2024上发布了新一代智能眼镜OPPO Air Glass 3，内置自主训练的AI大模型AndesGPT。

华为 • 2024年5月，华为推出智能眼镜2方框太阳镜，其接入了华为盘古AI大模型。

小米 • 据公开资料报道，小米正计划推出新一代AI眼镜，该产品预计于2025年Q2发布。

星纪魅族 • 2024年9月，星纪魅族发布StarV Air2智能眼镜，拥有融入多场景的AI能力。

Looktech • 2024年11月，Looktech发布Looktech AI眼镜，集成了眼镜、耳机、相机和AI助手四大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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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整机厂商（2/4）
XR企业：拥有专业技术积累与经验，与传统眼镜企业合作为主流趋势

XR企业作为AI眼镜入局者之一，其优势在于深厚的技术积累，尤其是在显示方案方面。基于早期B端的实践积累，XR公司在AI眼镜的技术应用方面具备领先优势。同

时，随着国产电子元器件产能提高，产品成本进一步下降，因此在价格端可以达到消费者预期。目前XR企业大多采取与传统眼睛企业合作形式来打开市场，例如雷鸟

创新与博士眼镜成立合资公司、蜂巢科技与宝岛眼镜达成战略合作，双方的合作可以促进XR公司提高生产效率、扩大销售渠道以及补足能力短板。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上游 中游 下游

B端

C端

B端积累的技术经验：大部分XR企业早期业

务集中于企业端，多年的B端项目实践使得

XR企业在显示技术、传感器集成、交互设计

等方面拥有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丰富的行业应

用经验，确保AI眼镜在功能和性能上的领先。

生产成本下降：长期的B端业务使XR企业建

立了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并且显示屏、

传感器等关键元件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规模扩

大，导致单个元件成本显著下降，降低AI眼

镜的生产成本。

融合AI并轻量化：在XR技术积累的基础上，

在产品中融入AI功能，并进行设备的轻量化

设计，使AI眼镜不仅具备智能化功能，还能

提供更佳的用户体验，满足C端市场的需求。

XR技术

软件框架

功能定位

XR企业 传统眼镜企业

零售网络

外观设计

客户基础

战略合作

合资公司

提高生产效率 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和共享研发资源，双方合作能够显著提升产品的生产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扩大销售渠道
借助传统眼镜企业广泛的零售网络和品牌影响力，XR企业能够迅速将AI
眼镜推向市场，扩大销售覆盖范围，实现快速市场渗透。

补足能力短板
传统眼镜企业在时尚设计和美学方面具备优势，能够与XR企业合作设计
出既具备科技感又符合时尚潮流的AI眼镜，提升产品的市场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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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整机厂商（3/4）
移动硬件制造企业：具备天然优势，多数厂商已跑步入场

移动硬件厂商在高密度电路设计、小型化组件集成和传感器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AI眼镜的轻量化和高性能奠定了基础。此外，厂商拥有成熟的供应链网络，

可以通过大规模采购关键元件降低成本，并且其建立了全球广泛的分销渠道帮助AI眼镜快速进入市场。近年来，国内头部手机厂商也在积极进行AI技术布局，例如通

过将AI技术融入手机OS系统进行软硬件融合。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上游 中游 下游

厂商 AI相关布局

• 小米澎湃OS 2，是小米自主研发的
操作系统，深度集成AI技术。

• Mate 70系列首发搭载了全新的
HarmonyOS NEXT操作系统，该系
统不再基于Android，提供了优化的
AI体验。

• 为系统化提升AI能力，OPPO于
2024年成立了OPPO AI中心，集中
资源推进AI技术的发展。

• 2024年10月正式发布MagicOS 9.0，
是行业首个搭载智能体的个人化全
场景AI操作系统

• 推出自研“蓝心大模型”，并发布
基于Android 15的全新操作系统
OriginOS 5，集成AI助手“蓝心小V”

跨设备
生态物联

供应链
优势

丰富的硬件
制造经验

广泛
销售渠道

移动硬件厂商在高密度电路设计、小型化

组件集成和高效散热技术方面拥有成熟经

验，同时厂商在摄像头、加速度计、陀螺

仪等传感器的研发与集成上进行了丰富实

践，这些技术对于AI眼镜的轻量化和高性

能至关重要。

移动硬件厂商通常拥有成熟的供应链网

络，能够高效管理元件采购、物流配送

和生产制造。同时，通过大规模采购关

键元件（如显示屏、芯片、传感器），

厂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组件。

移动硬件厂商通常拥有丰富的智能设备生

态系统，如智能手机、平板、智能手表、

智能家居设备等。AI眼镜可以与这些设备

在同一账户下进行物联，实现数据同步和

功能协同。

移动硬件厂商通常通常会在全球范围内建

立广泛的分销网络，包括自有零售店、授

权经销商、第三方电商平台等。这些成熟

的分销渠道可以快速用于AI眼镜的市场推

广和销售，减少进入新市场的时间和成本。

国内手机厂商AI布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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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整机厂商（4/5）
互联网企业：数据资源及基建优势突出，AI功能更胜一筹

互联网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用户数据和行为数据，包括社交、搜索、消费和地理信息等，为AI眼镜个性化服务提供支持；基础设施层面，互联网大厂建立了完善的数据

中心和智算中心，满足数据存储、计算能力和网络连通性的需求，保障AI眼镜的数据安全性和高性能的实时处理；大模型层面，厂商自研的大模型性能已经在国内甚

至全球范围领先，与之伴生的先进AI功能将成为这类厂商的一大突出优势。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上游 中游 下游

海量数据资源
Massive data resources

基建设施完善
Infrastructure 

大模型
优势
LLM

目前各大头部互联网厂商的自研大模型性能在国内属于第一梯队，

这些大模型在多任务学习和跨领域应用中表现出色。

互联网公司积累了海量的用户数据和行为数据，包括社交数据、

搜索数据、消费数据、地理位置信息等。

智能化

个性化

头部互联网公司拥有完备的技术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智算

中心等，这些基础设施用以支持数据存储、计算能力和网络连通

性方面的需求。

安全性 高性能

互联网企业 数据中心（部分） 智算中心（部分）

阿里 阿里云河源数据中心、阿里云南通数据中心等 阿里云张北超级智算中心、阿里云乌兰察布智算中心等

腾讯 清远数据中心、贵安七星数据中心等
腾讯长三角（上海）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中心、腾讯智慧产业长三角（合肥）智算

中心等

百度 百度云计算（阳泉）中心、百度西安数据中心等 百度智能云（天津）智算中心、、百度智能云（福州）智算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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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复杂，易出错

• 实时监控困难

• 维修和维护信息不透明

• 医护人员操作负担重

• 实时患者监控需求高

• 远程医疗需求增加

• 库存管理复杂

• 货物追踪难

• 物流效率低

• 设计过程复杂

• 现场施工监控难

• 施工误差大

• 观众互动性不足

• 展览信息传递效率低

• 导览体验单一

• 智能操作指导：AI眼镜通过内置

计算机视觉技术识别工人的每一

步操作，并提供实时的语音和视

觉指导

• 缺陷自动检测：利用深度学习算

法，AI眼镜能够自动识别产品中

的微小缺陷，确保产品质量。

• 智能手术辅助：在手术过程中，

AI眼镜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显示关

键解剖结构和实时数据，帮助医

生精准操作，提高手术成功率。

• 远程医疗协作：通过AI眼镜，医

生可以与远程专家实时协作，获

取指导和支持，提升远程医疗和

手术的效果。

• 智能库存管理：AI眼镜通过视觉

识别和AI算法优化库存布局，实

时显示库存状态，帮助员工快速

找到所需物品。

• 路径优化与导航：AI眼镜为物流

人员提供最佳行走路径建议，优

化仓库内物流流程，提升配送效

率。

• 智能设计辅助：AI眼镜实时分析

设计图纸，自动识别设计中的潜

在问题，并提供优化建议，提升

设计质量和效率。

• 现场数据叠加：AI眼镜整合来自

现场传感器的数据，实时显示施

工参数和环境信息，辅助现场决

策。

• 个性化智能导览：AI眼镜根据观

众的兴趣和行为数据，自动推荐

相关展品和最佳参观路线，提升

观展体验的个性化和满意度。

• 互动式展示：利用AI和增强现实

技术，AI眼镜实现与观众的实时

互动，如回答问题、展示动态内

容，增强展览的互动性和吸引力。

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B端用户
B端用户：AI眼镜在B端展现出广泛适用性和显著效能

AI眼镜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仓储物流、建筑设计、文博展览等场景中具备相对应的应用方案和落地价值，针对每个领域的核心痛点（如操作复杂、实时监控难、

效率低等），AI眼镜通过智能操作指导、缺陷自动检测、手术辅助、远程医疗协作、智能库存管理、优化路径导航、智能设计辅助、实时数据展示、个性化智能导览

和互动式展示等功能，提升效率和体验，解决场景中的关键问题。根据场景需求和性能要求，AI眼镜在B端展现出广泛适用性和显著效能。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上述颜色代表各个指标需求高低或要求强弱程度。

上游 中游 下游

工业制造 医疗健康 仓储物流 建筑设计 文博展览

场景痛点

AI眼镜
解决方案

需求度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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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I眼镜产业链分析：C端用户
C端用户：AI眼镜可满足用户工学、学习、运动、娱乐等多场景的应用需求

针对C端场景的主要痛点（如信息处理复杂、学习效率低、安全风险高、娱乐互动不足等），AI眼镜可以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包括增强现实信息显示、视觉疲劳检测与

提醒、学习理解工具、学习效率分析、训练效果可视化评估、安全监控与预警、沉浸式增强现实体验、动态内容生成等，帮助提升决策效率、优化学习效果、保障运

动安全，并增强娱乐的互动性与沉浸感，满足各场景对技术需求和性能要求。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上述颜色代表各个指标需求高低或要求强弱程度。

上游 中游 下游

• 信息处理量大

• 协作沟通复杂

• 长时间使用设备疲劳

• 学习资源分散

• 理解复杂概念困难

• 缺乏个性化指导

• 运动数据监控不足

• 训练效果难以评估

• 安全风险

• 娱乐体验单一

• 互动性不足

• 沉浸感不强

• 增强现实信息显示：通过AI分析工作内容，

实时在视野中叠加关键信息和数据图表，减

少信息过载并提升决策效率

• 视觉疲劳检测与提醒：AI通过监测用户的眼

动和眨眼频率，判断疲劳程度，并在视野中

显示休息提醒

• 增强理解工具：通过AI解析复杂概念，利用

3D模型和动画在视野中进行可视化解释，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

• 学习效率分析：AI监控学习行为，并在视野

中显示学习进度和效率提升建议

• 训练效果可视化评估：AI监控训练进展，通

过图表和数据在视野中展示训练效果和改进

建议

• 安全监控与预警：AI识别运动中的潜在风险

，通过视觉警示（如闪烁提示、颜色变化）

及时发出安全预警

• 沉浸式增强现实体验：AI驱动的增强现实内

容（如虚拟游戏场景、互动故事）直接叠加

在用户视野中，提升娱乐互动的沉浸感

• 实时动态内容生成：AI根据用户行为和环境

，实时生成和调整视野中的动态娱乐内容，

如自适应剧情、个性化游戏关卡

工作 学习 运动 娱乐

场景痛点

AI眼镜
解决方案

需求度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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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layers Overview

中国AI眼镜典型厂商梳理03
*厂商介绍不分先后，按品牌首字的首字母升序，仅展示了部分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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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眼镜市场厂商梳理
各大厂商纷纷入局，加速“AI大模型与AR技术深度融合”，推动轻量化、多元化场景的AI眼镜产品市场扩容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AI拍摄眼镜 AI显示眼镜（AI+AR）AI音频眼镜

品牌 代表产品

Bose Bose Frames Tempo

华为 华为FreeBuds Studio

界环 界环AI音频眼镜

雷柏科技 雷柏智能音频眼镜系列

朗科科技 朗科智能音频眼镜

李未可
LAWK Chat AI

LAWK City & City Air 

小米 小米AI音频眼镜

小度 小度AI眼镜（暂未发售）

索尼 Sony WM – 1ZM2

… …

品牌 代表产品

大朋VR DPVR AI Glasses

回车科技 Looktech AI眼镜

加南科技 KANAAN-K1 AI眼镜

雷鸟创新 雷鸟V3

李未可 LAWK View

Oakley Meta
（Meta与Oakley合作）

Oakley Meta HSTN

Ray-Ban Meta
（Meta与雷朋合作）

Ray-Ban Meta AI第二代AI智能眼镜

闪极科技 拍拍镜A1

亿境虚拟 亿境AI拍照眼镜

致敬未知 BleeqUp Ranger AI运动眼镜

… …

品牌 代表产品

雷鸟创新
雷鸟X2

雷鸟X3 Pro

李未可
Meta Lens S1
Meta Lens S3

Rokid Rokid Glasses

星纪魅族
StarV Air1
StarV Air2

影目科技 INMO GO2

… …

注：1）上述三张表格中的品牌未完全列出，仅列出部分品牌及代表产品。2）上述三张表格中的品牌排序不分排名先后，仅按照品牌首字的首字母升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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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矩阵

应用场景
2017

• 雷鸟创新前身为TCL通讯创新实验室

• 团队实现VR全球销量第五

2018 • 开始布局AR核心技术

2021

• 海外推出首款观影类XR眼镜

• 雷鸟创新公司成立

• 发布全球第一款双目全彩MicroLED 全息
光波导AR眼镜

2022
• 消费级XR眼镜和雷鸟Air开售

• 雷鸟创新联合爱奇艺，爱奇艺AR正式上线
雷鸟XR眼镜APP，打造海量XR影音盛宴

2023

• 发布全彩MicroLED光波导AR眼镜雷鸟X2，
发布AR眼镜雷鸟Air Plus和智能终端雷鸟
魔盒

• 发布自研大语言模型助手RayNeo AI

2024
• 发布雷鸟X2 Lite

• 推出全球首个AI+AR开发者平台
“RayNeo AI Studio”

2025
• 发展为AI眼镜市场的领导品牌，推出雷鸟

X3 Pro、雷鸟Air 3s、雷鸟V3系列

这一平台为用户和开发
者提供了零代码开发环
境，使得每个人都能轻
松创建属于自己的眼镜

端AI智能体。

典型厂商：雷鸟创新（RayNeo)
专注消费级AI+AR眼镜“技术自研+生态整合+消费级普及”，具备核心光学方案全链路自研能力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语音/图像翻译 空间导航 AI探索视界 沉浸游戏第一视角影响 沉浸观影 智慧办公

雷鸟Air 2 / 2s /  3 / 3s / Pro 雷鸟X2 雷鸟X3 Pro 雷鸟V3 / V3 Slim 雷鸟魔盒
1/2代

这一平台为用户和开发者提供了零代码开
发环境，使得每个人都能轻松创建属于自

己的眼镜端AI智能体。

RayNeo AI Studio ——2024年AI+AR开发新引擎

全球首款AR眼镜AI开发平台，赋能多模态交互与生态构建

发展历程

核心优势

• 通过AI Studio、AI Store 实现Agent的制作及发布

• 眼镜端可通过AI助手完成智能分发机使用

• 组成了雷鸟AI+AR眼镜的AI Agent完整生态

一体式产品 分体式产品

一体式产品 分体式产品 其他

技术
自研

• 自研到生产全栈式布局，自研自研自产
全球最小的“全彩Micro-LED光引擎”

• 、BirdBath光引擎，猎鹰影像系统及
音频系统，设备达到量产能力

场景 • 聚焦核心场景深耕，实现市场扩张

产品
布局

• 三条条产品线精准覆盖AI计算、便
携影音、第一视角影像，每个场景
深度打磨 ，产品迭代速度快

• 产品设计遵循人体工学，佩戴舒适
度高

生态
合作

• 内容生态：与爱奇艺、芒果TV、腾讯
视频、Bilibili、Google TV等合作，接
入影视资源

• 技术联盟：高通、应用材料、谷歌、阿
里、腾讯、Unity、JBD、视涯等战略
合作，打造完整技术矩阵

资源
渠道

• 渠道布局以线上为主，京东、天猫为核
心平台

• 线下与博士眼镜成立合资公司，打通验
配服务于零售网络

功能特点：

简洁直观

一屏操作
功能清晰、易上手

丰富插件

支持多插件扩展及
自定义插件

专业数据库

支持知识库管理，
助力精准专业问答

灵活工作流

拖拽节点组合，轻
松实现多场景逻辑

AI Agent生态： 产品结合案例：

编辑平台 提交审核 AI市场 用户使用

AI Studio

无代码AIAgent
开发平台

开放平台 AI Store

从Agent提交审
核通过后，将会
上架到AI Store

AI助手

通过AI助手，可
分发/指定对应
Agent进行交流

Web端 手机APP+眼镜端 眼镜端

英语陪练

旅游导游

视障辅助

药品解读

减肥百科

……

雷鸟 X3 Pro

搭载Rayneo AI，

实现“AI+AR”

无缝交互，支持

AI 辅助翻译、

3D 空间导航、

第一人称视角影

像创作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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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会谈

出海商务人群

C系列

代表：LAWK City Air – AI音频眼镜

• 重量：27.6克（不含镜片）

• 性能：防水、防尘、防指纹、耐磨

• 外观： 10种快拆替换镜框随心选

• 续航：14h续航，智能助手全天陪伴

• 沉浸式音频：定向及双扬声器立体声系统，

高响度兼顾私密性，ENC环境降噪算法

• 实时翻译： 128种语言精准实时互译，几乎

无延迟。多模式翻译适配场景

V系列

代表：LAWK View – AI拍摄眼镜

• 重量：38克（不含镜片）

• 性能：夜景优化、防抖、地平线矫正、运动抓

拍、live photo、防尘、防水

• 硬件：搭载高通第一代骁龙AR1平台及索尼

IMX681摄像头

• 续航：45分种快充，8h续航，附带便携充电夹

• 四麦阵列，算法降噪：交互模式、翻译模式、

通话模式、会议模式

S系列

代表：LAWK S3 – AI显示眼镜

• 重量：85.5克（不含镜片）

• 性能：户外防眩光、防棱镜折射、防紫外线、

防水、防汗、防指纹

• 外观：未来感环抱式设计，可拆卸式超轻一

片式镜片，显脸小更上镜

• 续航：8h续航

• 适配户外场景：binoculars双目AR显示系统

+适合户外的声学系统+AR实时呈现运动数据

产品矩阵：LAWK三大产品线，全面布局AI音频眼镜、AI拍摄眼镜、AI显示眼镜（AI+AR）

典型厂商介绍：李未可（Lawaken）
专注AI+眼镜赛道，以“Let AI awaken”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中国首款AI+AR科技潮牌”眼镜产品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商务会谈 日常生活 旅行伴侣 户外运动

C

端
场
景

2021
• 李未可科技成立
• 李未可GC人发布
• 李未可剧情号发布

2022

• 李未可X字节文旅“美好目的地”
• 李未可全网粉丝突破160w
• 抖音“云游中国”官方合作伙伴
• 首款一体式AR眼镜LAWK S1发布
• 自研轻量级渲染引擎上线

2023

• 基于6DoF方案的AR导航上线
• 大模型训练预研
• 第一代分发大模型正式上线
• LAWK S3发布

2024

• 通过深度合作服务算法备案
• Wake-AI多模态大模型平台发布
• LAWK Chat 发布
• 李未可X博士眼镜开启合作
• WAKE-AI多模态大模型备案通过
• 通过华为昇腾技术认证

2025
• 发布City系列及View系列 Al智能眼镜
• Zero Agent零级智能体AI眼镜交互系统发布

发展历程 使用场景

实时翻译 AR导航
AR虚拟陪练
监测跑步/骑

行数据
语音备忘

目标客户

语音交互 轻量化 时尚感 强续航 语音+摄像头 4k超清 旅拍搭子 语音+摄像头+显示 运动户外 造型百搭

自研AI大模型：WAKE-AI多模态AI大模型 产业链合作：渠道、技术、场景多维深化

语音返回速度 < 500ms 语音唤醒准确度 > 90% ASR字错率 < 2%   

• 具有文本生成、语言理解、图像识别和视频生成等多模态交互能力
• 能实现所见即所问、所问即所得的精准服务以及超拟人的情感陪伴 与博士眼镜合作进驻100家线下门店

与科大讯飞、中国移动共建AI生态 与米奥兰特展会合作“AI定制眼镜”赋能外贸场景

与各行业Agent建立深度合作，构成群体Agent生态

旅游体验

文旅消费人群

聚焦商旅人群聚焦商旅场景

聚焦高端商旅人群，

辐射到白领和留学

生，实现高端市场

领跑、大众市场普

及的市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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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矩阵

应用领域

典型厂商：Rokid
专注人机交互技术，发力AI+AR眼镜，通过自研操作系统来构建“硬件+软件+生态”一体化平台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产品亮点

好眼镜

好耳机

好助手

好显示

时尚、轻量化、操作简单、强续航、高分辨率、低延迟

立体双定向扬声器、有效降低漏音、支持声纹支付

搭载多款AI能力，包括基础模型、视觉模

型、搜索模型，支持不同模型手动配置

超大屏、高清画质、跨端互传、海量应用资源、支持手机投屏

数字文旅景点

数字空间展览

新型教育模式

• AR创新教室
• AR乐学
• AR主题空间

• AR元宇宙文旅
• AR博物馆
• AR遗址公园......

游戏娱乐 空间办公

巨幕观影 旅途视听

• 3D奥特曼AR空间展
• 哪吒闹海AR空间展
• 大闹天宫AR空间展

2014 • 7月，Rokid 公司成立

2016 • Rokid Alien 若琪·外星人发布

2018
• 一体式单目AR眼镜 Rokid Glass 慧眼云镜

一代发布

2020
• 分体式弹幕光波导AR眼镜 Rokid Glass 2 

慧眼云镜二代发布
• 一体式工业AR头环 Rokid Craft 发布

2021
• 消费级AR智能眼镜 Rokid Air 发布
• 面向文旅的AR眼镜 Rokid Air Pro 发布

2022 • 元宇宙入口级终端 Rokid Station 发布

2023
• 新一代消费级AR眼镜 Rokid Max 发布
• 空间计算套装 Rokid AR Studio发布

2024
• AR眼镜套装 Rokid AR Lite 发布
• 新一代AI+AR眼镜 Rokid Glasses 发布

2025

• 宣布与蓝思科技达成战略合作
• 发布自研操作系统YodaOS-Master
• 工业级产品X-Craft防爆AR眼镜在中石油

等企业落地

空间计算 产业应用

X-Craft 
AR智能头环

Rokid Glasses
（AI+AR融合）

Rokid AR Lite系列
（游戏娱乐）

Rokid AR Studio
（操作系统和平台）

Rokid AR娱乐套装
（Rokid Max+Station）

C端应用领域

B端应用领域

发展历程 消费终端

Rokid Station
（Android TV™）

“硬件能力”
• 光学创新：全球领先的AR光波设计技术，基于“前沿技术+参与行业

标准制定+全球供应链资源整合+专利布局”打造从研发到量产“全链

条竞争力”

• 声学创新：基于“领先物理声学设计、独特沉浸式音效算法、多麦克

风降噪技术”，实现AR眼镜音频系统全方位性能突破

“OS能力”
• 实时空间计算：“定位-交互-音频-渲染-显示” 全栈技术支撑AR体验

• 多模态交互：多模态交互支持“自然交互→专业办公”全场景覆盖

• 自研操作系统： YodaOS-Master通过多种自研操作系统能力，构建

了“高性能+多功能+开放兼容”的AR操作系统平台

“AI能力”
• 意图识别架构：“眼镜+手机+云端”三端协同分层处理，实现快速响

应 & 精准理解 & 成本优化的平衡

• 大模型架构：实现了基础、视觉、搜索三大组件“模块化解耦”，支

持AI Agent热插拔 & 体验一致性保障

核心能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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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前身为魅族科技旗下创新项目组，专注

AR/VR技术预研

2018
• 拆分成立“星际魅族”（StellarMeizu），

定位空间计算与AI硬件研发

2021
• 星纪时代成立，进军XR和高端手机领域
• 推出AR眼镜MEIZU Vision，搭载自研

WaveOptics光波导技术

2022 • 7月，星纪时代战略投资了魅族科技

2023

• 3月，星纪魅族（DreamSmart）集团正式
成立，由星纪时代和魅族科技合并组建，
标志着从传统手机业务向多终端、全场景、
沉浸式融合体验的战略转型，聚焦“手机
+ XR + 前瞻技术”业务线

2024

• 发布StarV Air2 AR（AI轻量旗舰）、
StarV ViewAR（观影旗舰）等眼镜新品

• 公布 All in AI 战略规划，全面迈入 AI 科
技新浪潮

2025
• 星纪魅族推出XR开放平台—满天星
• 与极星汽车合作推出Polestar AR Glasses

全生态布局

典型厂商：星纪魅族（DreamSmart）
跨界融合基因，明确“AI手机与智能眼镜”为两大核心赛道，围绕三大业务线构建多终端全场景生态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围绕 Flyme AIOS，AI重构操作系统

AI大模型深度赋能系统底层，打造主动式智能服务，如AI会议助手、AI闪念
速记、智能能提醒、题词器、AI实时对话翻译…，实现落地100+AI功能目标

应
用
场
景

商务办公 远程听诊 智能汽车

检查维修 游戏娱乐 实时导航

➢ 产品全生态布局：眼镜、 Ring、手机、车机无缝互联

➢ 汽车生态合作：将AR眼镜与智能座舱系统结合，拓展了AI生态的应用场景

➢ AI大模型生态：接入阿里云、DeepSeek，主要围绕AI生态系统构建， 用户在使用AI语

音助手时，可实时调用DeepSeek-V3，实现更精准和个性化服务。未来，将支持用户自

行选择是否调⽤更先进的DeepSeek-R1大模型

发展历程

All in AI战略：以智能为核心，重构未来用户体验

智能眼镜矩阵
StarV Air2

（AI+AR 全天候轻量化佩戴）
StarV View

（影音娱乐/办公）
MYVU

（全天后佩戴 AR眼镜）

AI原生
操作系统

硬件终端

开放生态
三位一体

自研StarVision光波导显示系统，突破AR硬件性能瓶颈，实现无界生态体验

• 增强现实：虚拟融合视觉体验（导航指引、信息标注、互动营销）

• 信息叠加：将虚拟内容（日程、天气等）无缝嵌入真实视野

• 远程协作：跨设备/跨地域共享“视+听+空间”信息，实时协同解决问题

结合 Flyme AR，实现无界生态体验升级

• 硬件普及：推广AR眼镜终端，定义“轻量化、时尚化、场景化”产品形态

• 技能赋能：开放自有的IDE开发工具、SDK能力库，降低开发者接入门槛

• 场景开拓：聚焦教育、文旅、办公、零售等垂直领域，孵化100+应用场景

搭建 满天星XR开放平台，生态共建与技术普惠

双轮驱动，构建全域生态

垂直整合 横向拓展X

Flyme生态与智能手
表（如Apple 
Watch）、AR眼镜、
智能家居等终端的无
缝协同，实现互联

AI功能深度融入硬件，
打造如AR导航、AI
语音交互设备即服务
体验，实现服务闭环

多终端协同，构
建“手机+AR+可
穿戴+家居”全场
景联动体系

生态共建，联合
车企、教育等合
作伙伴，定制如
车载AR导航、虚
拟课堂等服务

深度绑定核心场景 跨行业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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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调研说明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01 研究目的及内容

02 调研样本说明

本次用户调研通过在线调研社区收集样本，利用定量研究方法，对智能眼镜感兴趣及最近一年内购买过智能眼镜的消费者就用户画像、智能眼镜的认

知、购买客对AI眼镜的购买偏好、兴趣客对AI眼镜的认知程度与需求等内容进行了多维度的调查研究。

调研概况 描述

调研时间 2025年05月

覆盖地区 全国

调研对象 中国境内已经购买过智能眼镜和对智能眼镜感兴趣的用户

样本数量 868份

样本结构

样本只做了最低配额要求，主要根据市场情况自然流入

一线/新一线/二线/其他城市样本量分别最低不小于30个

西南/华南/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地区样本量分别最低不小于30个

性别、年龄等自然流入，不做最低和具体配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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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43.0%

19.1%

8.4%

18岁以下 18-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46.2%

15.9%

13.8%

11.8%

10.5%

养育期 已婚未育期 单身期

恋爱期 子女成年期

17.3% 46.0% 26.2% 3.8% 4.0%2.8%

0-6000元 6000-12000元 12000-18000元 18000-21000元 21000-30000元 30000元以上

调研用户画像
居住在华东华北地区、高线城市被访者为本次主要调研对象，他们主要为男性、31-40岁的兴趣及购买用户

样本：N=868，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23.8% 30.3% 21.3% 11.6% 12.9%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其他城市

32.7% 22.2% 14.4% 10.1% 9.6% 6.7% 4.3%

华东 华北 华南 华中 西南 东北 西北

69.5%

36.6%

是 否

61.3%

38.7%

佩戴眼
镜情况

个人月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区域
分布

城市
分布

性别
分布

调研用户基本特征与画像

人生
阶段

年龄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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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
69.8% 63.9% 62.0% 55.8%

38.7%

11.9%

占比（%）

VR智能
眼镜

AR智能
眼镜

AI显示
眼镜

AI音频
眼镜

AI摄影
眼镜

MR智能
眼镜

其他智能
眼镜

整体被访者听说过的智能眼镜类型

23.8%
17.3% 15.3%

7.7% 6.5% 5.8% 4.0% 3.0% 2.9% 2.2%

华为 小米 谷歌 雷鸟

创新

Meta 行者

无疆

雷神

科技

逸文

科技

星际

魅族

百度

品牌占比（%）

用户对智能眼镜认知渠道多元、大品牌更易被认知
用户对AI眼镜的认知渠道较为多元，目前对VR眼镜的认知度更高，且跨界大品牌更易获取认知优势

艾瑞调研结果显示，用户对AI眼镜的认知呈现出三大特征：从用户信息获取上，社交媒体传播能力显著，66.9%的用户通过社媒获取产品信息，超出科技评测22个百

分点，而线下体验渠道与实体店推广合计渗透不足七成，存在体验落差；品类认知上，VR智能眼镜概念较早有一定的先发声量优势，有79.4%的用户对VR眼镜有较深

认知，而AR、AI眼镜的品类宣传还有一定的进步空间。品牌认知上，华为、小米、谷歌合计占据过半认知份额，跨界大品牌相比密集的垂类专业厂商在认知度获取上

更具品牌优势。

样本：N=868，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整体被访者智能眼镜信息获取方式比例

66.9%

44.8%

44.0%

36.9%

35.3%

34.6%

32.9%

27.5%

27.1%

24.2%

21.1%

20.5%

0.5%

社交媒体

科技测评

电商平台推荐

线下店店员推荐

品牌官网/公众号

非社交媒体线上广告

户外楼宇等广告

线下眼镜店宣传/推荐

亲友/周边人口碑推荐

关注明星/达人推荐

自己做功课了解

电梯媒体广告

其它

信息获取方式（%）

整体被访者听说过的AI眼镜品牌（TOP10）

华为 小米 谷歌 雷鸟
创新

Meta 行者
无疆

雷神
科技

逸文
科技

星际
魅族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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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30.0%

31.0%

23.6%

不感兴趣 已买 未买，计划一年内买 未买，观望中

智能眼镜购买市场潜力巨大，尤其是AI眼镜赛道
智能眼镜市场潜力巨大，消费者对AI功能智能眼镜接受度显著较高，且愿意在该类产品上消费

艾瑞调研显示，近61%的受访者已购买或计划购买智能眼镜，这说明智能眼镜产品具有广泛的市场基础。从细分品类购买情况来看，AI功能眼镜整体购买意愿接近四

成，而对VR智能眼镜和无AI功能的AR眼镜的购买兴趣度明显低于AI眼镜产品。同时，从价格认知来看，2000-3000元价位段被更多的消费者认可，结合消费者个人月

收入中位数在9000-12000元左右，消费者对于智能眼镜的价格接受度较高。

47.4%

41.9%

38.6%

34.4%

26.3%

24.0%

1.6%

49.7%

47.5%

47.2%

43.7%

31.8%

29.9%

1.6%

AI音频眼镜

AI显示眼镜

VR智能眼镜

AI摄影眼镜

AR智能眼镜

MR智能眼镜

其他

购买客户已经购买 深层兴趣客计划购买

购买客

样本：N（含过滤量）=1025，N（剔除过滤量后）=868，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整体被访者购买智能眼镜的情况 整体被访者认知的智能眼镜合理价格区间

（含近视镜片与其他配件）

10.0%

26.8%

33.4%

19.1%

7.6%

3.2%

1000元及以下

1001-2000元

2001-3000元

3001-4000元

4001-5000元

5001元及以上

整体被访者已购买或计划购买智能眼镜情况

（购买客户已购买 Vs. 深层兴趣客户计划购买）

深层兴趣客

浅层兴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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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调研结果显示，超五成已购用户拥有至少1副AI智能眼镜，超四成的已购用户拥有2-3副AI智能眼镜，可见用户对AI眼镜的消费表现出较高的尝试意愿，愿意持续

投资升级设备。而2000-4000元的价位段是他们当下实际消费时的主要区间，可以看到用户普遍认可AI智能眼镜的价格定位，在超出预算区间的情况下也可以接受略

高一些的差价。从购买渠道看，尽管电商平台是主要下单渠道，但社交电商与线下体验渠道占据重要位置，可见用户体验和社交推荐对其购买决策的影响，以及线上

线下融合零售的发展趋势。

购买客对AI眼镜购买兴趣度高，偏好中等价位产品
在AI智能眼镜购买上，用户呈现出高兴趣，以中价位段为主，能够接受略超出预算的产品价格

样本：N=231，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11.7%

17.3%

24.2%

38.1%

39.8%

41.1%

61.5%

他人赠与

二手电商平台

线下眼镜店

线下体验/品牌店

品牌官网/公众号

社交媒体电商

电商平台

渠道占比（%）

52.4%

29.0%
14.7%

3.9%

1副 2副 3副 4副及以上

消费者购买AI眼镜数量（%）

被访者购买AI眼镜的数量与实际花费 被访者购买AI眼镜的主要渠道

2.2%

22.1%
27.7% 27.7%

13.0%
7.4%

1000元以下 1000-2000元 2000-3000元 3000-4000元 4000-5000元 5000元及以上

消费者购买AI眼镜实际花费（含镜片与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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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客购买AI眼镜时核心关注功能生态
功能需求是主要消费者决策的关键，舒适的体验、多模态沟通、自然交互是用户购买AI眼镜时关注的方向

艾瑞调研结果显示，在已购买的用户购买决策链路中，功能以51.2%的绝对优势占比成为首要考量，也体现了消费者对可穿戴智能终端的核心期待，外观设计次之（占

比36.8%），而设备生态配件齐全、售后服务构成完成消费闭环，也是不可忽视的用户决策驱动因素。从用户购买时的关注点来看，功能支持上用户更多关注音频播放

与通话、摄影摄像、AI交互、导航与位置等功能；外观设计上用户更多关注与体验相关的设计，包括交互组件的位置、佩戴与普通眼镜的相似性、镜片显示效果、材

质与重量等指标；组件配置上用户更多关注AI交互功能组件、传感器、镜片等组件。由此可见，体验轻量化与舒适性、多模态沟通、自然交互使用户重点关注方向。

功能关注情况

样本：N=231，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已购买的被访者购买AI眼镜驱动因素

17.7%

19.5%

26.0%

27.3%

27.7%

29.0%

31.2%

33.3%

36.8%

51.5%

隐私保护

可定制化

售后服务

品牌口碑

电池续航能力

设备生态

价格

配件齐全

外观设计

功能

驱动因素（%）

0.0%

18.6%

31.6%

32.9%

35.5%

39.8%

39.8%

45.5%

56.3%

其他

支付功能

实时翻译功能

健康监测功能

娱乐功能

AI交互功能

导航/位置服务功能

摄影摄像功能

音频播放/通话功能

功能关注点占比（%）

4.0%

19.0%

26.0%

38.1%

38.1%

42.0%

42.9%

43.7%

49.8%

其他

集成度

镜片显示颜色

外观风格

重量

镜片显示效果

材质

与普通眼镜相似

输入/出组件位置

设计关注点占比（%）

0.0%

27.7%

29.0%

29.4%

30.7%

34.6%

44.2%

48.9%

55.4%

其他

显示屏

电池

麦克风

摄像头

扬声器

镜片

传感器

AI交互功能组件

组件关注点占比（%）

已购买的被访者对AI眼镜功能、设计、组件上的核心关注

设计关注情况 组件关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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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购买的被访者对所购买的AI眼镜的体验评价及评价内容

购买客对当下市场的AI眼镜体验评价较高
AI眼镜目前已获得用户较高的认可，尤其在视听体验方面表现突出，电池续航上有优化空间，差异化需求显著

艾瑞调研数据显示，超过85%的用户每天或每周多次使用AI眼镜；近四成的用户主要将AI眼镜应用在休闲娱乐场景，其次是工作(24.7%)和生活场景(22.1%)。从体验

评价上来看，90%以上的用户对AI眼镜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音频效果、交互便捷性等体验上表现较好，但在电池续航、功能的多样性等方面仍存在较多不满，在佩

戴舒适和显示效果上褒贬不一，存在明显的差异化人群需求。

样本：N=231，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4.2%

50.0%

41.7%

12.5%

16.7%

41.7%

25.0%

58.3%

其他

电池续航短

功能有限

稳定性差

交互体验差

显示效果不佳

音频效果差

佩戴不舒适

不满意根因（%）

5.0%

33.8%

40.1%

41.5%

45.9%

51.2%

55.1%

57.0%

其他

电池续航力

功能丰富性

系统稳定性

交互便捷性

显示的效果

音频的效果

佩戴舒适度

满意根因（%）

0.0%

7.4%

8.2%

22.9%

28.1%

33.3%

购买后闲置

偶尔使用

不确定，看需求

每周4～6天

每周1～3天

每天都使用

使用频率（%）

0.0%

14.7%

22.1%

24.7%

38.5%

其他

求学

生活

工作场景

休闲娱乐

使用场景（%）

已购买的被访者使用AI眼镜的频率与场景

36.8%

52.8%

10.0%

0.4% 0.0%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体验评价 满意度与不满意的地方
使
用
频
率

使
用
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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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客对AI眼镜的复购与推荐意愿比较强烈
已购AI眼镜的消费者复购意愿强烈，愿意升级迭代AI眼镜产品，且具备品类教育宣传有力的布道者潜质

艾瑞调研结果显示，超半数（51.9%）的已购用户计划一年内复购升级自己的AI眼镜，这体现了用户对AI眼镜产品的持续需求和较高认可度，也体现了AI眼镜产品迭代

对用户吸引力与用户粘性的影响；而88.7%的购买用户表示自身有较大意愿将现在使用的AI眼镜推荐给他人，这批品类的先锋消费者或将成为品类发展初期有力的传播

者，具备较强的营销价值。未来AI眼镜市场不仅要加强技术迭代持续推出更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更需要强化AI眼镜在高推荐用户圈层的社交货币属性、建立高推荐

用户激励体系，以及在中立用户中推出试用活动来加大AI眼镜的市场教育与渗透，促进AI眼镜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

样本：N=231，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51.9%

36.8%

8.7%
2.6%

非常有可能，计划未来一年内购买 可能会考虑，但需要看具体需求

不确定，看市场情况和产品更新 不太可能，目前设备还能满足需求

已购买的被访者未来一年复购AI眼镜的可能性 已购买的被访者推荐当前使用的AI眼镜给他人的意愿度

46.3%

42.4%

10.0%
1.3%

0.0%

一定会推荐 比较愿意推荐 一般愿意推荐

不太愿意推荐 完全不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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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被访者对AI眼镜的兴趣关注

兴趣客对AI眼镜有一定认知，但也存在购买顾虑
兴趣客对AI眼镜有一定认知，但价格、功能效果、隐私安全方面存疑，便捷、多元功能集成化需求显现

艾瑞调研结果显示，多数兴趣客对产品有所了解，11.3%的兴趣客表示持续关注，仅 6.1% 几乎不了解，说明前期市场宣传有一定成效，已在消费者群体中建立起初步

认知基础 。从消费者反馈来看，产品价格过高、软硬件效果有待提升以及数据隐私安全成为前三大的产品顾虑；外观设计上，重量（53.8%）、镜片显示效果

（45.7%）、外观风格（42.4%）以及与普通眼镜的相似度（41.6%）是兴趣客看重的设计因素，消费者希望AI眼镜在贴合普通眼镜佩戴体验的同时具备较好的显示效

果； AI 交互功能（44.7%）、 实时翻译功能（43.5%）、摄影摄像功能（42.5%）是兴趣客最关注的功能，便捷性、多元功能的集成是用户对一体化需求的体现。

样本：N=637，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兴趣被访者对AI眼镜的认知程度与购买顾虑

11.3%

50.9%

31.7%

6.1%

0.0%

非常了解，一直关注

一定了解，知道基本功能

知道一点，但不清楚细节

几乎不了解，只是听说过

16.8%

28.3%

40.8%

41.6%

41.8%

42.5%

43.5%

44.7%

支付功能

健康检测功能

导航与位置服务

娱乐功能

音频播放/通话功能

摄影摄像功能

实时翻译功能

AI交互功能

功能关注点占比（%）

21.5%

25.7%

32.3%

36.9%

41.6%

42.4%

45.7%

53.8%

镜片显示颜色

集成度

输入/出组件位置

材质

与普通眼镜相似度

外观风格

镜片显示效果

重量

外观设计占比（%）

功能兴趣关注情况 外观设计兴趣关注情况认知程度

15.2%

23.9%

25.4%

28.6%

31.9%

37.5%

40.5%

46.2%

50.9%

设计不时尚/舒适

功能不丰富/实用

市场上替代品太多

产品推广度较低

用户接受度较低

产业实际不成熟

隐私/数据安全问题

软硬件效果待提升

产品价格不亲民

使用频率（%）

购买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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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客易被产品迭代、性价比和促销优惠吸引转化
价格优势和技术卖点或将驱动购买，而生态兼容且融入多元生活场景则被兴趣客重点关注

艾瑞调研结果显示，超半数兴趣客易受产品迭代（55.1%）、产品性价比（53.7%）、促销优惠（53.7%）吸引，可见价格优势、技术卖点是关键购买驱动力。口碑推

荐（45.8%）、体验活动（37.5%）有助于打消消费者对于产品实际效果以及隐私安全等的顾虑，同样成为促发消费者购买的抓手。产品迭代关注上，兴趣客关注技术

卖点和更丰富的功能的同时更期待产品能融入多元生活场景；优惠活动偏好上，官方支持和平台专属优惠对兴趣客有较大吸引力，其中政府补贴（以旧换新、国补）

最受青睐，占比 43.0% ，平台活动（1 元预售、会员专项等）次之，达 23.9%。

样本：N（兴趣客）=637，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9.6%

10.7%

14.4%

19.5%

37.5%

45.8%

53.7%

53.7%

55.1%

限量发售

礼赠亲友

和喜欢的IP联名

达人种草/专业博主测评

体验活动

口碑推荐

促销优惠

产品更具性价比

产品迭代

促使购买的条件（%）

促使兴趣被访者购买AI眼镜的条件 兴趣被访者购买AI眼镜对产品迭代的关注与优惠活动的偏好

7.4%

18.2%

29.3%

45.0%

外观设计

功能迭代完善

技术升级/新技术

生态兼容

产品迭代促活（%）

4.2%

8.0%

8.1%

8.5%

11.6%

23.9%

43.0%

赠品

其他

满减活动

优惠卷

支付优惠

平台活动

政府补贴

促销促活（%）

产品迭代上的关注 优惠活动上的偏好

比如智能物联、

支付功能接入

比如以旧换新、

国补

比如1元预售、大促、

会员专享

比如分期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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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兴趣客关注线上便捷、线下体验及国产品牌
深层兴趣客在未来购买时偏好线上便捷也看重线下体验，强品牌力的传统国产生产商具有较强心智吸引

艾瑞调研结果显示，兴趣客在未来计划购买渠道选择上，线上渠道将为主导，而线下体验店或品牌专卖店选择占比超过50%，线上平台带来便捷购物体验的同时消费

者仍关注线下与实物接触的体验。在品牌偏好上比较集中，华为（47.2%）、小米（43.7%）等是兴趣客未来一年计划购买的主要品牌且形成断崖式优势，可见传统国

产知名科技品牌凭借技术、口碑形成的品牌力对消费者在新兴类目的选择上极具心智吸引。

样本：N（深层兴趣客）=318，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61.0%

50.6%

47.5%

44.3%

20.1%

13.5%

线上电商平台

线下体验/品牌店

社交媒体电商

品牌官网/公众号

线下眼镜店

二手电商平台

计划购买渠道（%）

47.2%

43.7%

27.7%

17.9%

13.8%

11.6%

11.3%

10.7%

10.4%

9.7%

华为

小米

雷鸟创新

谷歌

Meta

百度

星纪魅族

加南科技

逸文科技

灵伴科技

计划购买品牌（%）

深层兴趣被访者未来一年购买AI眼镜时，最可能下单的渠道 深层兴趣被访者未来一年购买AI眼镜时，偏好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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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兴趣被访者未来一年购买AI眼镜时，购买决策驱动因素 深层兴趣被访者未来一年购买AI眼镜时，对电池续航的期待

深层兴趣客购买受功能、价格驱动，并关注续航力
深层兴趣客对AI眼镜单品的选择考量比较多维，功能与价格更加重要，在续航期待上有以一定的追求

艾瑞调研结果显示，兴趣客在对AI眼镜单品进行购买决策的时候最关心的是功能的齐全性和价格因素，但同时对于这一较为新颖的类目，消费者考量的角度较为多维；

对于AI眼镜的续航，52%的兴趣客期望在4-8小时，42.7%的兴趣客期望超过八小时，相比市面上已推出的产品续航表现和消费者的期待之间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样本：N（深层兴趣客）=318，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5.3%

52.0%

42.7%

4小时以内 4-8小时 8小时以上

20.1%

25.5%

28.3%

31.4%

34.0%

35.2%

37.4%

42.1%

45.9%

可定制化

配件齐全

售后服务

兼容性

电池续航能力

品牌信誉

外观设计

价格

功能齐全

计划购买驱动因素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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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客与兴趣课对AI眼镜的期待共性和差异性并存
安全性、轻量化和自然材质是两类用户共同关注，兴趣客较购买客对创新接受度和个性化需求更强

艾瑞调研结果显示，无论是已购买的用户还是潜在兴趣用户，对AI的需求关注主要集中在以及下几个方面：外观风格上，轻量化科技风格受到双方的青睐（购买客

25.0%、兴趣客27.8%）；经典时尚设计也受欢迎；兴趣用户对科幻未来风格的期待度明显高于购买用户，探索意愿更强。镜片材质上，二者都倾向于选择轻质和安全

性高的镜片，树脂和PC材质占比较高，同时购买用户较兴趣用户更追崇天然水晶材质的镜片。镜架材质上，二者都更偏好金属材料，高分子化学材料也较受欢迎。由

此可见，消费者对AI眼镜的需求呈现出实用与美学并重的特征，安全性、轻量化和自然材质是共同关注点，兴趣用户较购买用户对创新接受度和个性化需求更强。

样本：N（风格-购买客）=88、N（镜片/镜架材质-购买客）=99、N（风格-兴趣客）=270、N（镜片/镜架材质-兴趣客）=416，于2025年5月通过iClick艾瑞调研社区获得。
。

被访者期待的AI眼镜外观风格

（购买客 Vs. 兴趣客）

被访者期待的AI眼镜镜片材质

（购买客 Vs. 兴趣客）

被访者期待的AI眼镜镜架材质

（购买客 Vs. 兴趣客）

22.2%

16.7%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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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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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量化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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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迭代 AI音频眼镜 AI拍摄眼镜 AI显示眼镜（AI+AR）

技术特征 骨传导+远场语音+轻量化设计 800万像素以上摄像头+AI剪辑 光波导显示+空间计算+环境交互

应用场景 通勤听歌/实时翻译/助听 Vlog拍摄/运动跟拍/实时修图 信息可视化/远程协作/虚实融合

用户价值 单手操作解放+隐私保护 视角无死角+创作效率提升 第三空间交互+认知延伸

• 入局厂商持续扩张：2012年智能眼镜进入大众视野。公开资料

显示，2024年已公开、被批露入局AI眼镜的厂商近40家，而

2025年CES上国内展出的AI眼镜企业数量约为59家，预估2025

年仍会继续增加，涵盖科技、通讯、互联网等多个行业。

• 硬件厂商+AI公司深度绑定，打造差异化服务体验：消费电

子巨头纵向整合，苹果、华为等构建“眼镜+手机+家居”超级终

端，vivo等通过“自研芯片+定制OS”强化影像AI能力。垂直领

域玩家破局，医疗领域、教育领域、工业领域推出定制款AI眼镜。

• 开放平台激活千万级开发者生态：标准化接口释放创造力，

谷歌、百度等开放200+API接口，支持第三方接入语音识别等，

加速应用场景多元，以及UGC内容生态的爆发加速社交裂变。

• 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突破60%：华为昇腾AI芯片、寒武纪

MLU系列量产，射频前端模组国产化率超70%。水晶光电、蓝特

光学打破日德垄断（HOYA、蔡司），MicroOLED屏幕亮度突破

5000nit，成本较索尼OLED降50%。比亚迪刀片电池微型化、欣

旺达硅基负极电池实现能量密度220Wh/kg；碳纤维、钛合金等

轻量化材料国产化率超80%，降低供应链风险。

• 政策与资本双重驱动产业链协同：国家大基金三期聚焦AI芯

片、传感器领域，2023年产业链融资规模超200亿元（硬件占

60%）；各地“专精特新”培育计划催生200+细分领域隐形冠军。

2023年AI眼镜BOM成本较2019年降65%；小米等以“硬件微利

+服务增值”模式，推动入门款产品价格下探至500-1000元区间

供给端：技术迭代与产业链完善驱动产品升级
硬件性能突破+国产化替代+厂商生态扩张，驱动AI眼镜从“小众极客”迈向“大众刚需”，促进产品升级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硬件性能突破，核心技术迭代夯实产品落地基础 国产化替代加速，供应链自主可控重塑产业形态 厂商生态扩张，构建“硬件+软件+服务”闭环

从
“
功
能
叠
加
”

到
“
场
景
重
构
”

• 算力与续航上，轻量化强芯+长续航方案突破物理限制：从

依赖手机算例外接到端侧专用芯片落地，算力密度提升50%以上，

支持本地化AI功能，摆脱对云端的强依赖；固态电池、硅碳负极

材料应用使续航突破10小时，轻量化设计使佩戴无感。

• 显示与交互上，沉浸式体验重构人机界面：从棱镜投影到光

波导技术主导，视场角提升、亮度突破，并伴随MicroLED技术逐

步商用，色彩还原度提升30%

• 传感器与感知上，环境适配能力指数级增强：集成ToF深度

相机、IMU惯性导航、环境光传感器等10+模组，支持空间建模、

物体识别、健康监测等，不仅可室内外自由切换，而且能根据场

景智能调节算例分配，使得功耗降低30%、续航延长20%。

最终实现

从“功能单一”到“场景多元化”升级

从“硬件驱动”到“服务的闭环”进化

听歌/通话

办公/导航/
生活/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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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场景拓展与用户体验提升激发市场爆发
消费级产品迭代加码，C端消费场景渗透加速、用户购买增加且体验提升，激发了AI眼镜市场爆发式增长

• 交互方式革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服务”：如从物理

按键到“语音+视觉+手势+眼动”多模动态融合，语音主动交互，

体验无感；如AR导航箭头精准叠加现实场景，增强视觉交互。

• 内容生态闭环构建，服务链条不断延伸：自有或跨界资源内

容整合，如华为整合自由资源实现眼镜端无缝续播，雷鸟创新、

Rokid等与爱奇艺等联合，丰富眼镜端娱乐场景，李未可允许开

发者接入本地生活提供AI旅游导航及AI景点介绍等服务。

• 个性化与隐私保护需要逐步重视与强化：政府及行业需约束

AI眼镜厂商基于用户习惯、场景数据分析，加强用户隐私保护；

厂商落实隐私保护时需加强个性化精准服务，如谷歌将隐私计算

模块植入AI眼镜，逐步重视并落地隐私技术及精细化用户经营。

• 价格待完善，性价比产品刺激入门级需求：如Redmi AI眼镜

主打“轻量化+基础AI功能”，首发价199元，带动入门级市场销

量快速增长；中高端差异化定价满足不同需求用户群体。

• 技术成熟降低使用门槛，非刚需场景转化为需求：如多家厂

商AI或AI+AR眼镜重量下降到40g以内，续航提升至8-10小时，

解决早期产品“笨重”“短电”痛点，续航和便携性突破加速用

户购买决策；Deepseek等多元AI大模型引入与算法优化提升，

丰富用户使用场景和交互效率，激发用户搜索、浏览及购买兴趣。

• 社交属性与KOL种草驱动冲动消费：如Snap Spectacles联名

潮流IP、雷鸟发起微博用户互动活动，加之以年轻群体社交著称

的小红书测评笔记等动作，激发年轻用户为社交符号买单意愿。

AI消费场景持续拓展 用户购买意愿增加 用户体验升级

加
速
市
场
扩
容

• 多垂直领域场景渗透，从单一功能到“AI+X”融合：AI+

商旅场景中李未可旗下AI眼镜支持跨境小语种翻译等；运动场景

中华为Vision Glass Pro监测心率、运动轨迹，与keep联合推出

定制课程；办公辅助场景如多家厂商产品支持AR导航等功能

• C端日常高频场景覆盖，解决“碎片化需求”痛点：通勤场

景如雷鸟创新X3 Pro提供立体导航；社交娱乐场景如Rokid

Glass内置AI摄像美化、实时歌词字幕等；家庭场景如小度添添智

能眼镜集成家居控制、视频通话，与小米等loT设备联动

• 下沉市场场景破圈，长尾需求逐渐被激活：如老年专用AI眼

镜加入跌倒检测、语音助手简化操作等，激发银发市场活力；拼

多多百亿补贴推动AI眼镜价格下探激发县域青年尝鲜。

未来，AI眼镜将成为亿级品类市场重要方向消费场景多元延申

心率监测 AR导航

社交/办公 翻译/导览

• 国产化率推动供应链成熟，促进AI眼镜产品价格下降。

如闪极科技的AI拍拍镜售价降至999元，李未可旗下

Meta Lens Chat定价策略均低于千元，瞄准大众市场。

轻量化设计（35-50g）和接近传统眼镜的外观进一

步降低用户使用门槛。

消费价格下探、轻量化体验加码

…

• 艾瑞预测，中国市场则从2023年的

10万台快速增长，2028年预计达

972万台，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

市场之一。

全球AI眼镜市场 中国AI眼镜市场

• 艾瑞数预测，全球出货量从2023年的

34万台起步，预计2025年突破585万台，

2027年达1730万台，至2028年超过两

千万量级（2600万台）。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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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反哺，全域引流至线下体验：线上平台通过内容营销、社交裂变

吸引高潜力用户，定向推送线下体验券（如预约体验送1个月会员），驱

动线上种草→线下拔草链路。

➢ 服务反哺，线上能力下沉至线下：线上APP的设备管理等功能同步至

线下门店，用户可在门店享受一键检测+远程修复服务；线上知识付费课

程（如AI眼镜高效使用指南）线下同步开展，提升用户体验深度。

➢ 数据反哺，精准选品与服务优化：线上用户行为数据（如搜索‘运动

模式’数据）指导线下门店选品（增加运动款库存）、服务配置（配备

运动场景专业导购），提升线下转化效率。

零售端：零售渠道整合与体验式营销是关键
线下体验主导转化，线上生态+定制化服务反哺销售，最终形成底层赋能驱动的双向价值飞轮循环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最终在反哺链路驱动下，形成市场增长飞轮

底层赋能供应
链库
存云
同步

用户
行为
数据

AI交
互技
术

线
上

线
下

双向反哺 循环效应

底层赋能 线下 →线上的反哺：体验沉淀驱动线上生态升级

线上 →线下的反哺：生态流量激活线下体验价值

➢ 场景化体验反哺内容运营：线下门店的AR导航实景演示、健康监测即

时反馈等场景，转化为线上短视频/直播的真实使用案例，增强用户信任。

➢ 个性化服务反哺用户运营：线下导购通过AI导购助手收集的用户需求

（如商务人士需要会议速记），生成精准用户画像，线上平台针对性推

送功能订阅（如会议模式会员包）。

➢ 痛点反馈反哺产品迭代：线下用户对续航短 等痛点的反馈直接同步至

研发端，推动线上新品（如长续航版 ）快速上线与精准营销。

➢ 技术支撑：AI多模

态交互、场景感知

算法、轻量化硬件

为核心，解决线下

体验真实性与线上

服务精准性的技术

门槛。

➢ 数据贯通：用户行

为数据、场景数据、

设备数据通过云端

在隐私协议规范下

打通，形线上线下

成数据闭环。

➢ 供应链协同：线上

线下库存共享、物

流联动，为反哺提

供履约保障。

流量引流→体验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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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为迎合广大消费者用镜体验，AI眼镜将向者技术的革新与功能融合、产业链整合与生态协同方向发展

产业端：技术革新与产业生态融合是必然趋势

AI与AR/VR深度结合

• 未来AI眼镜将逐步从单一功能（如音频、拍摄）向多模态交互和 增强现

实AR方向演进。如Ray-Ban Meta的AI眼镜通过整合语音助手、实时翻译和

AR显示功能，实现了从“工具”到“认知延伸”的跨越。未来三年内预

计更多厂商将推出支持虚实融合的AI+AR眼镜。

计算摄影与AI算法的突破

• AI摄影眼镜通过优化传感器（如索尼IMX681）和AI算法（如场景识别、

自动参数调整），显著提升成像质量。如雷鸟V3眼镜的响应速度达1.3秒，

识别准确率98%，且支持第一视角拍摄和短视频创作。未来，计算摄影与

云端协同处理技术将推动“眼镜摄影”成为主流记录方式。

显示技术的轻量化与高清晰度

• 显示类AI眼镜正通过Micro-LED、光波导等技术实现更轻薄的设计。

如雷鸟X3 Pro AR眼镜采用全彩MicroLED投影，亮度达2500nit，可在强光下

清晰显示；苹果专利中的“主辅双屏幕+LED阵列”设计则兼顾高分辨率和低功

耗。此外，柔性显示技术（如三星可弯曲车载显示器）可能进一步拓展

应用场景。

• 时尚品牌（如Ray-Ban）与科技公司

（Meta）的合作模式成功打开市场，类

似案例包括Rokid与暴龙眼镜的联名款。

未来，更多消费电子品牌（三星、小米）

和汽车厂商（宝马）可能加入生态合作。

跨界合作与品牌联动

技术革新与功能融合 产业链整合与生态协同

• AI眼镜依赖SoC、光学模组、显示模组等核心部

件。中国厂商凭借成熟的供应链（如歌尔股份代

工Meta产品）和本地化AI模型服务（如阿里合作

优化算法），快速迭代产品。未来，光波导、树

脂衍射等技术的成本降低将加速AR显示普及。

• 厂商正通过开放平台吸引开发者，例如Meta的

AI助手支持第三方应用接入，而中国厂商（如雷

鸟创新）则聚焦多模态交互生态。此外，AI大模

型（如GPT-4、DeepSeek）的端侧部署将提升本

地化处理能力，减少对云端的依赖。

来源：公开资料、图片来自品牌官网，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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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海涛

谷东科技 CEO

AI眼镜功能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AI眼镜在B&C端市场的节奏和潜力不同
AI glasses will profoundly transform people‘s lifestyles.

The pace and potential of AI glasses in B2B and C-end markets differ.

我们跳脱出手机APP向眼镜迁移的思维框架，未来凭借全天候佩戴和实时显示的优势，AI眼镜将催生出许多手机

难以实现的新型应用场景。在学习、旅游、生活、医疗等场景，随着AI眼镜的赋能加入，我们的生活方式将会发

生深刻的改变。

谷东科技已经积极在B端、C端加速AI眼镜的布局。尽管从行业整体来看，在2B领域目前许多企业尽在少数部门进

行小规模十点，普及率不足10%，但随着市场快速培育，AI眼镜在B端市场将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相比之下，

2C市场目前处于用户市场教育普及的初期发展阶段，未来随着近视与墨镜用户向AI及AR眼镜市场的转移，C端AI

眼镜市场将展示出巨大的潜力和爆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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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亮

中兴终端战略品牌副部长

AI眼镜的发展应该坚持

“硬件做减法，体验做加法”的核心理念
The development of AI glasses should adhere to the core philosophy of “ less in hardware, more in 

experience.”

总体来看，AI眼镜生产商必须有效控制硬件重量，保障佩戴舒适性，同时通过电池技术和系统优化提升续航能力。

AI眼镜应该借助软硬件一体化设计和产业链协作，实现功能稳定性与整体性能的全面提升。

目前，AI眼镜在产品重量、交互精准度和续航能力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软件生态方面则面临跨设备协同体验欠

佳及系统稳定性不强的挑战，只有在保证轻便舒适的基础上，持续优化硬件和软件表现，才能推动AI眼镜实现轻

量化与高性能的完美平衡，显著提升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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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忆

李未可 创始人/CEO

AI眼镜的终极定位是人机交互的进化载体

轻量化与续航的关键是架构革命与场景取舍
The ultimate positioning of AI glasses: An evolutionary vessel for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he key to balancing lightweight design and endurance: Architectural revolution and strategic trade-offs.

AI眼镜平衡轻量化与续航的关键是“取舍”与“云端协同”，李未可通过产品功能取舍，聚焦单一的移动穿戴场

景，舍弃沉浸式体验（如游戏和影视），来有效降低功耗，给客户极致的佩戴体验。云端协同上，在芯片功耗未

突破的当下，选择将核心算力迁移至云端，设备端专注交互采集与展示，更易达到续航与重量的黄金平衡。功能

聚焦上，放弃沉浸式娱乐场景聚焦移动穿戴刚需，以场景减法换取佩戴体验加法，给用户提供极致佩戴体验。

未来，随着光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产品采用轻量化光学方案，如单光机设计，使设备重量得以控制在40克

以内，AI眼镜的终极形态不是“可穿戴计算机”，而是隐形的“AI外脑”，是人机交互的进化载体，能让人们以

最自然的姿态获得AI的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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