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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叠 屏 手 机 市 场 迎 来“ 开 门

红”。根据 CINNO Research 数据，

2023年1月，中国市场折叠屏手机销

量同比增长 54%，环比增长 57%，同

比、环比持续双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经营报》记者注

意到，在折叠屏手机逆势增长的同

时，市场竞争在加剧，各家厂商市场

份额出现变动，折叠屏手机均价也在

下探。从各家咨询机构的监测数据

来看，国内折叠屏手机均价已经降至

万元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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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屏手机均价下探销量大涨 万元以下已占八成

本报记者 曲忠芳 李正豪 北京报道

继 Salesforce（NYSE: CRM）

在 2023 年 1 月初裁员 10%之后，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到 2

月，越来越多的SaaS（软件即服务）

上市公司加入裁员潮：视频会议

服务商 Zoom（NASDAQ:ZM）裁

员15%，约1300人受影响；云通讯

公司 Twilio（NYSE:TWLO）削减

1500个岗位，裁员比例达17%；身

份 识 别 与 访 问 管 理 公 司 Okta

（NASDAQ:OKTA）裁 员 约 300

人 ，日 志 管 理 分 析 公 司 Splunk

（NASDAQ:SPLK）裁员约 325 人，

3D 设计软件商 Autodesk（NAS-

DAQ:ADSK）裁员约250人……不

难看出，在经济周期、高通胀等多

重因素作用下，美股 SaaS 企业纷

纷采取裁员降本、重组改革等措

施，以期度过阵痛期。

第三方研究机构艾瑞咨询发

布的最新报告指出，美国是全球

SaaS发展最成熟的市场，上市厂商

数量、SaaS化程度与覆盖场景数量

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过去一年

里，美国 SaaS 市场出现负增长，

BVP 新兴云指数（指 BVP 纳斯克

达新兴云指数，旨在跟踪云计算

新兴上市公司的表现）为-50.9%，

缩水程度远高于大盘。对比来

看，SaaS 公司的估值倍数已经降

到了低于大部分历史水平的程

度：比 5 年平均水平的 12.9 倍低

32%，相比10年平均水平的9.4倍

也低了 7%。与此同时，国内的

SaaS厂商亦同样受到波及。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

荣认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美

股 SaaS 被快速拉升到高点，在高

位开始震荡，虽然整体趋势仍在

上升通道里，但龙头企业的市场

大 幅 缩 水 ，出 现“ 高 位 震 荡 回

调”，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地区局势、贸易冲突、高通胀

等外力的综合作用，从而也影响

了市场对美股 SaaS 企业的未来

预期。

随着折叠屏手机市场规模增长，

不同厂商发布的产品增多，各家厂商

的市场份额也在发生变化。

“三星仍是全球市场份额最高的

折叠屏智能手机供应商，但2022年，

华为、vivo和荣耀成功地从三星手中

夺取了中国市场的份额。”2月22日，

市场咨询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 发布

的报告显示，从 2020 年至 2022 年三

年间，全球折叠屏手机市场的玩家在

逐年增多，华为折叠屏手机份额越来

越大，三星折叠屏手机份额则在缩

小。Strategy Analytics 指出，2023 年，

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通货膨胀

影响经济增长，人们正在抢购非必需

品，会影响到折叠屏手机行业。

在国内市场，由于竞争更加激烈，

头部厂商们竞争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从

最早入局的华为和三星一直领跑中国

折叠屏手机市场，到如今，市场份额前

五厂商们的差距正在缩小，其中，OP-

PO 开始成为有力的竞争者。进入

2023年，折叠屏手机的销量还在高速

增长，但这一细分市场各大品牌的排名

却发生了变化。

CINNO Research 报 告 显 示 ，

2023 年 1 月，OPPO 折叠屏手机销量

同比增长483%，以30%的份额超过华

为成为国内第一；华为折叠屏手机销

量同比下降33%，市场份额为25.7%，

排名跌至国内第二；三星以 23.2%的

市场份额排名第三，同比微跌 0.5 个

百分点；荣耀的市场份额为12.8%，同

比上升 9.8 个百分点；小米和 vivo 市

场份额则分别为4.8%和2.7%。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家机构的排

名中，2022 年全年，华为都还位列国

内折叠屏手机市场第一。CINNO

Research 数据显示，2022年华为折叠

屏手机销量约 144 万部，同比增长

132%，稳居国内折叠屏手机市场销量

第一。IDC 数据亦显示，2022 年全

年，华为国内折叠屏手机市场份额达

到了 47.4%，几乎撑起了国内折叠屏

手机市场半边天。

CINNO Research 报告指出，随

着国内折叠屏手机市场规模的持续

扩大，越来越多新品的推出，华为折

叠屏手机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逐

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

不过，这一“三足鼎立”的市场格

局能持续多久，仍有待市场观察。

CINNO Research 资深分析师刘雨实

向记者分析，随着折叠屏渗透率上

升，更多品牌加大折叠屏产品投放力

度，市场格局还将迎来更多变化。

记者注意到，正是由于OPPO在

2022年12月底推出了OPPO Find N2

和OPPO Find N2 Flip，受这两款机型

强劲的市场表现影响，而成为国内折

叠屏手机市场的黑马。

与横折智能手机相比，竖折智能手

机因携带方便受到女性用户青睐，竖折

智能手机正凭借便携、软件适配简单、价

格低等多种优势快速抢占市场。在折叠

屏形态上，OPPO首次推出的竖向折叠

产品无疑助力了这一市场。CINNO

Research数据显示，2023年1月，中国折

叠屏手机竖折形态销量占比42%，同比上

升2个百分点；其中OPPO因Find N2

Flip份额从无增至44%，排名第一。

荣耀折叠屏手机销量同比大增

569%，市场份额同比上升 9.8 个百分

点至 2023 年 1 月的 12.8%，也是因为

荣耀在2022年11月23日发布了旗下

第二款折叠屏手机荣耀MagicVs。

对于华为折叠屏产品月同比大

跌，刘雨实对记者指出，一方面来自

OPPO 新机发布后对市场上现有机

型的分流，另一方面则由于2022年1

月 正 值 华 为 上 一 代 竖 折 产 品 P50

Pocket热销期所造成的同期高基数。

目前，华为商城在售的折叠屏产品

包括华为Pocket S、华为50 Pocket、华为

Mate Xs 2和华为Mate X2典藏版，华为

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集齐内折叠、外折叠、

翻盖折叠三种形态的手机厂商，其中，华

为 Pocket S 发售时间比 OPPO Find

N2 Flip的发售时间早了一个半月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有传闻指出，华

为折叠屏手机Mate X3将于2023年3

月发布。vivo、荣耀、小米目前只有横

折产品，不排除也会推出均价更低的

竖折叠产品来带动市场。

市场竞争加剧、国内格局生变

2022 年新上市折叠屏手机

机型绝大部分起步价都下探至

了万元以下，也带动了万元以下

折叠屏手机份额快速攀升。

根据CINNO Research统计

数据，2023年1月中国折叠屏手

机市场15000元以上产品销量占

比12%，同比大幅下降26个百分

点；10000～14999元销量占比由

2022 年同期的 12%下降至 7%；

5000～9999 元价格区间销量占

比同比大幅增长31个百分点，超

过八成，至81%。

刘雨实向记者提供的CIN-

NO Research 数据指出，2023 年

1 月，中国市场折叠屏手机均价

已由 2022 年同期的 12839 元降

至9428元，降幅达27%。

而 记 者 从 捷 孚 凯（GfK 中

国）中国零售监测的数据了解

到，截至 2023 年 1 月，中国整体

折叠屏手机市场均价也已经下

探到9559元，而在2022年1月这

一价格则为1.14万元。

GfK 中国科技事业部高级

分析师李擎对记者表示，折叠屏

手机均价下降是必然趋势。

“由于技术的成熟，国产面板

厂商的折叠显示面板已经不输于

国际面板产业链厂商了，不仅能

为终端厂商提供面板价格更优的

选择，也为厂商的产品提供了足

够的价格空间；其次，由于在6000

元价格以上的高端手机市场中，

国产手机厂商一直以来很难凭借

现有的产品布局高端手机市场，

而折叠屏手机无疑凭借外形优

势、科技感等因素为厂商带来布

局高端的可能性。”李擎说道，折

叠屏手机均价的降低一方面来自

于荣耀、小米、OPPO、vivo 等品

牌的强势进驻，另一方面还包括

所有参与到折叠屏手机市场的玩

家们对折叠屏手机市场布局开始

进行了细分，截至2023年1月份，

折叠屏手机市场的产品已经完成

了 对 6K～7K、7K～8K、8K～

10K、10K～12.5K、12.5K～15K和

15K+的全线布局。这样的细分

布局无疑会对折叠屏手机市场的

均价产生巨大影响。

浙商证券表示，随着产业链

布局逐步完善以及核心工艺日

渐成熟，折叠屏手机价格显著下

探，将有利于强化消费者购机意

愿。其还预估 2023 年这一趋势

仍将延续，将有多款折叠屏手机

售价降至6000元左右，驱动其加

速放量。

折叠屏手机出货量虽经历

高速增长，但目前渗透率仅为

1.2%。业内认为，如果价格能够

进一步下降，折叠屏手机的渗透

率有望进一步抬升。随着越来

越多品牌入局，以及折叠屏技术

的不断完善，产品成本的进一步

降低，折叠屏手机的均价在未来

还会进一步下降，将加速市场渗

透。Omdia 预计，到 2026 年，全

球折叠屏智能手机出货将达到

6100 万台，2021~2026 年年均复

合增速达46.6%，届时，折叠屏手

机的渗透率将达到3.6%。

在业内看来，价格仍然是

限制折叠屏智能手机增长最大

因素，折叠屏手机价格下探目

前最大的阻碍是成本。李擎表

示：“虽然面板可以被国产化，

但其受制于生产成本、良品率

等因素，会使得厂商的整机成

本大大增加，同时因为零售价

格的高昂，其铺货需要精准操

盘，不能够套用传统的铺货方

式，致使厂商渠道成本也有一

定增加，而这些成本最后还是

由消费者买单。同时，从应用

侧来说，折叠屏的屏幕开合目

前 有 两 种—— 横 开 合 与 纵 开

合，这两种开合方式对于 App

的开发者来说，要进行两种屏

幕的适配，也就无形中增加了

App 的开发成本，这也导致了

目前折叠屏市场能够完美适配

屏幕比例的 App 数量较少，多

数情况下黑边、不匀称的布局

等会频繁出现，该类问题的出

现影响了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对于使用高端产品的消费者来

说，同样的价格可能会选择其

他类型的产品。”

此外，国产厂商们对折叠屏

的持续样式创新恐怕也不太利

于折叠屏手机均价下探。李擎

认为，对折叠屏的不断创新会为

国产厂商带来更好的布局效果，

但从产品样式创新角度来看，华

为的抽拉式、OPPO的卷轴式折

叠屏是下一步可能会推出的新

形态产品，更多折叠屏形态新产

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会对折叠

屏的下探起到逆向效果。

李擎对记者表示，某种产品

的普及不会单一受价格因素影

响，消费者的需求、硬件生态、软

件适配、品牌接受度等都是综合

考量因素，折叠屏的出现是对现

有手机形态的变革，而这种变革

从均价上看目前也只会对使用

8000 元以上超高端手机的人群

有影响，而这部分消费者也并不

是产品普及的对象。2022 年智

能手机均价为 3410 元，对比而

言，不难发现，折叠屏手机距离

彻底普及还任重道远。

中信建投研究报告显示，

2023 年，各大厂商还将持续迭

代新机型，未来成长空间巨大，

竖向折叠屏以其成本优势有望

成为 2023 年折叠屏手机市场的

销量主力。

折叠屏手机均价下探至万元以下

加入裁员潮 美股SaaS企业迎“阵痛期”

2 月 21 日，据美媒报道，美国

电子签名服务商DocuSign（NAS-

DAQ:DOCU）继 2022 年 9 月裁员

9%之后，打算再裁员 10%。瑞银

分析师将DocuSign的评级从中性

下调至卖出，目标价 52 美元/股。

截止到美东时间2月21日，Docu-

Sign 的最新收盘价为 59.61 美元/

股。Wind数据显示，近一年来，该

公司股价已缩水46%。

与DocuSign同样在最近半年

经 历 两 轮 裁 员 的 云 通 讯 公 司

Twilio，于 2 月 14 日抛出了裁员

17%的计划，同时还将缩减部分员

工福利，以优先考虑盈利而不是增

长。Twilio 公司 CEO 杰夫·劳森

表示，将对Twilio的领导团队、组

织结构、团队规模和资本分配策略

进行调整。其中，具体措施包括将

重组为“Twilio通讯”和“Twilio数

据与应用”两个独立业务部门，任

命了两个部门的新负责人。此次

调整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执行“关键

优先事项”——提高Twilio通讯的

效率，加速Twilio数据和应用的增

长。除此之外，Twilio董事会还批

准了一项股票回购计划，回购额度

高达10亿美元。

记者查阅 Twilio 财务报告注

意到，该公司 2018 年至 2021 年营

收持续保持着 50%以上的同比增

长速度。最新财报显示，Twilio在

2022全年营收为38.26亿美元，同

比增长34.64%。与此同时，近5个

财年里，净亏损持续扩大，2022年

净亏损 12.56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42%。截止到2022年底，Twilio

员工总数为8156人。

曾在新冠疫情期间快速发展

的明星公司 Zoom，2023 年 2 月初

就 提 出 了 裁 员 15% 的 计 划 ，约

1300 人受到影响，与裁员相关的

费用支出约 5000 万至 6800 万美

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在 2024 财

年第一财季（指截至 2023 年 4 月

的 三 个 月）支 出 。 Zoom 公 司

CEO 袁征表示自己将降薪 98%

并放弃奖金，上一财年他的年薪

为 110 万美元。同时，Zoom 高管

团队也将在新的财年放弃奖金，

底薪减少20%。

财报显示，在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 2023 财年前三个财季

里，Zoom营收为32.75亿美元，同

比增长8.14%，净利润为2.08%，同

比下降 76.52%，业绩放缓明显。

过去几个财年里，Zoom营收保持

高速的增长率，尤其是 2021 年不

仅营收同比增长了 326%，而且净

利润实现了13.76亿美元，上一财

年这一数字为0.25亿美元。截至

2022 年 1 月底，Zoom 的员工总数

为 6787 人，与大部分科技公司相

同，Zoom在疫情期间员工规模急

剧扩张，2020年1月底时员工规模

仅2532人。

《SaaS 产品经理从菜鸟到专

家》作者王戴明向记者表示，美股

SaaS企业裁员降本，原因很简单：

疫情期间线上需求爆发，流量激

增，包括SaaS公司在内的科技企业

在市值暴涨的同时，普遍对未来过

度乐观，因此快速招聘人员扩张，

然而当疫情结束，线上需求下滑，

之前的过度扩张则需要一个消化

或回调的过程。

降本“瘦身”：裁员、减薪、重组

王戴明认为，美股SaaS的市场

遇冷并非是结构性的，从整体发展

来看，基于多年的积累和市场环境

的成熟，SaaS企业的发展还是非常

健康的，SaaS代表了数字化转型的

趋势，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公开数据显示，近几个财年

里，Zoom 的销售毛利率一直在

70%左右; Twilio的销售毛利率约

在50%，2022年这一指标为47.4%，

在公布新财报后，包括巴克莱、

Cowen&Co、富国银行等多家机构

上调了Twilio的目标股价或评级。

艾瑞报告指出，SaaS 市场缩

水、估值下降，这意味着一些SaaS

厂商过去“低利率、快扩张”的打

法目前受到了强烈挑战，国内SaaS

厂商也受到波及。

美股的许多头部 SaaS 企业，

一直以来是国内SaaS公司的对标

对象，也是他们在创立、发展壮大

过程中的经验借鉴与参考对象。

在王戴明看来，尽管发展阶段、市

场环境、用户习惯等存在差异，但

美股SaaS对国产厂商的借鉴意义

一直存在。如果我们去观察国内

的SaaS公司——如人力资源领域

的北森、CRM（客户关系管理）领

域的纷享销客、销售易等，基本都

遵循了Workday、Salesforce等的发

展思路，例如向大客户转型、做

PaaS（平台即服务）平台等等。因

国内市场发展阶段及需求不同，

数字化的付费能力还有待提升，

国产厂商需要在实际基础上做调

整，走出自己的路子。更为重要

的是，中国 SaaS 企业也面临出海

的机遇，一是通过国际化的客户

去出海、拓展业务，二是要去海外

寻找更大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

同样要向许多国外的SaaS企业学

习，并且与它们竞争。目前，国产

厂商还没有 出一条新的路子，国

内产学研各界仍在关注与研究分

析美国SaaS公司。

根据艾瑞咨询测算，2021年中

国企业级SaaS市场规模达到728亿

元，同比增速由2020年的48.7%下

降到35.2%。与疫情暴发之初受益

于远程办公的利好形势不同，宏观

经济下行、总需求收缩的影响开始

逐渐传导到 SaaS 行业。2022 年

SaaS行业的增速，预测首次下探至

10%以下。未来三年，SaaS行业的

增长也将与宏观经济恢复速度挂

钩，在中性预期下，到2024年中国

企业级SaaS市场规模将有望达到

1201亿元，2021~2024年的年复合

增长率为18.1%。

张孝荣认为，无论是美股SaaS

企业，还是国内的SaaS公司，仍寄

望宏观经济环境的恢复、地区冲突

的消除和高通胀的问题解决等，这

可能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寄望宏观环境复苏仍需长期主义

随着折叠屏手机渗透率上升，更多品牌加大折叠屏产品投放力度，市场

格局还将迎来更多变化。

价格仍然是限制折叠屏智能手机增长最大因素，折叠屏手机价格下探目前最大的阻碍是成本。

折叠屏手机逆势增长的同时，市场竞争在加剧。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