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际上，这已不是第一次AR/

VR的起势。在过去10年里，已几

经起伏。

2016年前后AR/VR 曾迎来一

波风口，仅从2015年初到2016年7

月，全球VR/AR企业数量便从200

家猛增至1600余家。但风口很快消

退，惨淡的销量导致AR/VR热潮无

法持续，更无法吸引开发者进入，最

终一部分AR/VR公司撤资转行，少

部分沉淀下来的AR/VR企业则转

向了B端。

2021年元宇宙概念爆火后，作

为其技术支撑的VR/AR再次被推

向风口浪尖。不过 2022 年元宇宙

热潮消退后，VR/AR 热潮也随之

消退。根据IDC研究报告，2022年

全球AR/VR头戴式设备出货量仅

有880 万台，同比下滑20.9%，其中

全 球 VR 出 货 量 同 比 下 滑 了

21.4%，全球AR出货量同比下滑2

个百分点左右。今年年初，谷歌、

微软等或者裁减或者直接退出了

AR/VR眼镜赛道。

“AR现阶段进化的悖论：既要

始终佩戴，又要功能强大”，上述行业

分析师表示，AR作为一个便携式头

显设备，它的终极目标是如何实现经

常佩戴下的舒适感，同时消费者对

AR眼镜的期待是新一代移动计算

设备，需要它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

且能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功能体验。

整体而言，AR 技术仍处于起

步阶段，上游还处于核心零部件和

技术的攻关阶段，仍存在清晰度不

高、光学/场景畸变等问题。由于

技术问题，面向市场的产品销量还

远未达预期，内容端生态也需不断

丰富，电子和光学元件有待升级，

而这一切短时间内或难以改善。

同时，目前市场上 AR 厂商云

集，竞争压力凸显，产品的同质化

比较严重，AR下游还未出现杀手

级应用，离规模化推广仍较远。

虽然热潮几经起伏消退，业内

认为，从2015年到2022年这7年间，

AR和VR行业仍有相当多的技术积

累和突破，包括渲染、分辨率、舒适

度、续航等许多问题得到了改善。

“无论 AR 还是VR，仍然都处

于一个很早期的阶段，所以需要大家

有更多的耐心，等到那个爆发点的到

来。”徐驰坦言，归根到底，现在行业

拼的就是终端的体验是否成熟。简

单来说，就是消费者能否买到足够成

熟且价格合理的终端产品。

徐驰认为，生态的发展对于终

端的数量有一个基本需求，终端数

量不够，不可能有爆款的内容出来，

也不会有厂商愿意在一个体量很小

的平台上去做内容。如果用一个具

体、量化的标准，是某款AR眼镜做

到了500万~1000万这样的销量。

“我们有一个大胆判断，这一

次平台更迭，中国会跑在世界的最

前面。”徐驰表示，中国有机会更好

参与甚至引领 AR行业发展，这源

于中国具备的四大优势：智能硬件

的供应链基础、互联网科技企业人

才资源、庞大的市场规模、国内对

创新企业的政策扶持等。

中国正成长为全球AR/VR最

重要的市场之一。IDC数据显示，

2021~2026 年中国 AR/VR 市场将

以 42.2%的年复合增长率高速增

长，在涨幅方面超越美国和西欧等

其他八个区域，位列全球首位。

而这对于中国 AR 产业链而

言，将是风口和风险俱在，机遇和

挑战并存。

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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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过审大模型向全社会开放 AI原生应用面临落地检验
本报记者 秦枭 北京报道

8月31日凌晨，百度宣布文心

一言率先向全社会全面开放。用

户可以在应用商店下载文心一言

App 或登录文心一言官网体验。

据悉，除百度文心一言外，抖音的

云雀、百川大模型、清华的智谱华

章、中科院的紫东太初等8个大模

型均通过审批可向全社会全面开

放。这当中既有科技巨头，也包括

初创企业与科研院校。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经

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一种大

模型，其核心都是深度学习。仅从

模型本身而言，面向全社会开放必

须进行压力测试，确保能够承载起

来自全社会的数据调用和运算压

力。全社会开放后，这些大模型可

以通过实践来修补应用，查漏补缺。

首批获批

今年3月16日，文心一言开启

邀请测试。实际上文心一言的基

础模型文心大模型早在2019年就

在国内率先发布，至今已经快速成

长。截至目前，百度文心一言大模

型已经迭代到 3.5 版本。与 3.0 版

本相比，3.5版本训练速度提升了2

倍，推理速度提升了17倍，模型效

果累计提升超过50%。

“文心大模型3.5版本，不仅是

技术上的升级，更是安全上的升

级。”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李彦宏强调，“在数据质量、生

成效果和内容安全性上，都得到了

明显提升。”而此次向全社会开放，

将使文心一言更进一步。

李彦宏表示，当文心一言向数

以亿计互联网用户大规模开放服

务后，能够获得大量真实世界中的

人工反馈，这将进一步改进基础模

型，并以更快速度迭代文心一言，

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

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智能专

家郭涛对记者表示，文心一言向全

社会开放可以增加用户基数和影

响力、提升模型质量和性能、加速

技术进步和创新、构建成熟的产业

生态体系、打造品牌形象和建立口

碑等，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广

阔的空间。

中经传媒智库专家、互联网时

评人张书乐对记者表示，任何一种

大模型，其核心都是深度学习，即

算法是学习方法，哪怕再先进都需

要通过“学习资料”拾级而上，完成

“小升初”“初升高”。目前，文心一

言通过自行深度学习（百度投喂）、

内测用户训练（测试期的学习方法

调整、来自用户的学习资料积累、

来自用户需求的考试），进入到全

社会开放，即海量学习资料的涌入

和同样量级的考试（随着用户的满

意度和各种调整，以调整学习方法

和考试成绩），进而实现真正意义

上运用正确学习方法来对海量学

习资料的深度思考。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

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

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为，C 端是

大语言模型普及的基础，得C端者

得天下，本轮生成式 AI 之所以火

爆，就是因为在C端应用上获得成

功。而一旦产品开放，C端就能够

接触到产品应用，而对于文心一

言，亦可以通过实践来修补应用，

查漏补缺。

记者注意到，除文心一言外，

抖音的云雀、百川大模型、清华的

智谱华章、中科院的紫东太初等大

模型也通过备案，可正式上线面向

公众提供服务。其他大模型暂不

在备案名单中。

不过，经过记者测试，目前，仅

有“文心一言App”可以在App Store

和安卓应用商店下载或通过文心一

言官网直接体验，其他通过备案的

大模型暂时没有提供下载服务。

今年 7 月 10 日，《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发布，由国家网信办

联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

等七部门审议通过，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办法》鼓励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

的创新应用，生成积极健康、向上

向善的优质内容，探索优化应用场

景，构建应用生态体系。

《办法》规定，提供具有舆论

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的，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开展安全评估，并按照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

规定》履行算法备案和变更、注销

备案手续。

张书乐认为，大模型必须走向

全社会开放，才能完成大数据意义

上学习资料的累积，达成深度学

习。文心一言等大模型向全社会

开放，会加速其他大模型走向全社

会开放的脚步，对于国内大模型在

各个领域针对垂直领域进行“专

研”探索，是一个催化剂。此外，在

全社会开放下，强大的中文语境和

针对中文语境而研发的大模型，将

会和以英文语境为内核驱动的国

外大模型之间，形成一个语言理解

能力和创作能力上的分野，有利于

国内大模型真正服务于国人，并和

国外大模型之间建立护城河。

盘和林表示：“之前，很多企业

因为对 C 端应用生成式 AI 有顾

虑，尤其是担忧合规性，百度文心

一言出来之后，其他大模型应该也

会重新聚焦到C端，实际上B端是

次要选择，大多数厂家嘴上说着B

端，但对C端市场都心向往之。”

本报记者 吴清 北京报道

元宇宙热潮消退背景下，

作为元宇宙基础设备的 VR

（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

发展也开始承压，但这并不妨

碍国内外大厂继续加码 AR

赛道。

继苹果宣布于明年推出首

款头显设备 Vision Pro 后，日

前，国内AR厂商Rokid发布消

费 级 OST （Optical See

Through）个人空间计算平台

Rokid AR Studio。Rokid创始

人、CEO祝铭明表示：“今年和

明年是行业最重要的拐点。”

如今，互联网巨头如Me-

ta、谷歌纷纷布局 AR，苹果计

划明年推出 AR 头显，国内腾

讯、字节跳动等也在抢占 AR

赛道，甚至罗永浩此前也宣布

其新创业公司 Thin Red Line

选择 AR 方向再度创业，“我

们相信 AR 就是下一代计算

平台”。

在 5G、物联网、人工智能

（AI）等技术不断突破之际，AR

被认为可能是继电脑、手机后

消费电子领域的下一个爆点。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

到，目前，AR领域的三大主流

场景分别为影音、办公与游

戏。中国AR线上市场前三品

牌 为 雷 鸟 创 新 、XREAL、

Rokid。相比在B端推进缓慢，

在人工智能浪潮加持下，中国

消费级AR眼镜市场正逐步进

入快速成长期，2023年因此被

认为是国内消费级AR市场发

展的关键之年。CINNO Re-

search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第二季度国内AR消费级市

场销量为 5.2 万台，同比增长

251%，环比增长19%，AR行业

加速成长。

竞相布局AR赛道

据悉，相较之前的 AR 产品，

Rokid AR Studio 在人机交互方面

的特色在于，不依赖手柄或遥控

器，只用眼睛、手势和声音，就能实

现实时操控。

同时，在硬件设计、视觉体验、

算力性能等方面都有相应提升。

而这也是此前苹果推出的 Vision

Pro 发力的方向。只不过国内 AR

厂商后发先至，抢先发布。

值得注意的是，Rokid 目前与

国内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B站、腾

讯、字节跳动都有合作，比如在观影

场景上，Rokid Station 国内版预装

了爱奇艺、优酷、腾讯等几大主流视

频平台。在办公领域，则引入阿里

巴巴无影云电脑，支持轻量化办公

等。此前Rokid的AR眼镜还上线

了北京、天津等多家苹果专卖店。

真正引发全民对AR关注的，还是

今年6月份苹果宣布将推出头显设备

Vision Pro。有供应链人士透露，Vi-

sion Pro在2022年年底~2023年年初

启动量产，主要放量将在2023年。

事实上，目前AR赛道的创业层

出不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徐驰创

立的AR独角兽XREAL。徐驰曾在

英伟达参与GPU计算平台的研发，而

后加入AR领域先行者MagicLeap早

期团队，2017年回国创立XREAL。

XREAL 于 2019 年实现商业

化，但其仅用两年就成为AR眼镜

领域的头部企业。据 IDC 发布的

2022 年 AR/VR 报告，XREAL 以

9.8万台出货量排名第一，在全球消

费级AR眼镜市场占有率达57%。

徐驰坦言，今天苹果的 Vision

Pro让很多人关注到AR领域，不过

AR的应用生态需要在一个更漫长

的阶段中去完善。Vision Pro目前

像一辆“肌肉车”，希望将武器库中

所有的技术都用上，因此Vision Pro

本质上是一款开发机，而非一款给

普通消费者的产品。

“XREAL 觉得一个更优质的

AR产品，硬件的剪裁与取舍应该从

用户的视角出发”，徐驰对记者表示，

而衡量指标只有一个，就是来自市场

销量的反馈，这是最真实的反馈。

记者梳理后发现，从2022年至

今，国内已有二十余款AR新品问

世。2022 年，XREAL、雷鸟创新、

Rokid、李未可等AR品牌纷纷推出

了AR眼镜。同时，联想、OPPO、华

为、小米、荣耀等手机巨头也推出了

旗下的AR产品。同时，腾讯、字节

跳动等巨头也在布局AR赛道。

IDC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

AR设备全球出货量为27万台，其

中消费级AR品牌全球出货量为17

万台。新品的持续涌入还使得

2022年AR产品的单价大幅下滑。

到2022年第四季度，500美元（约合

人民币3450元）以下的AR产品出

货占比已接近90%。

“目前，AR 行业的企业有越来

越多的动作和产品，整体上看是大

的行业周期到了。”雷鸟创新CEO

李宏伟此前表示。

对于消费级AR眼镜的再度风

起，易观分析文化消费行业资深顾

问廖旭华认为原因有很多，包括技

术、资本和市场。因为之前有B端

市场的实践，消费端目前的显示方

案和产品方案逐渐成熟，各家出新

品都不难。另一原因是此前元宇

宙热潮时投资者的推动，今年是产

品上线时间。还有就是业内对苹

果 AR 的预期，都想在苹果 AR 上

市前取得一定的市场优势，等苹果

点燃市场就顺风起飞。

8 月 31 日，记者在京东以 AR

眼镜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销量排

行 前 列 的 XREAL Nreal AR 眼

镜、雷鸟 Air plus 智能眼镜等售价

多在 2000~4000 元左右，点评均达

到了 10000+，且大多数是近半年

新增的点评，而微软 HoloLens2 的

售价则接近 5 万元，国产 AR 眼镜

在价格上已经与中端智能手机

价格基本一致，正迈入推广普及

的前夜。

“即便目前价格已降到2000元

附近，但毕竟还是一款千元级别的

产品。能否让用户真正受益并驱

动购买，是推动普及的关键要素。”

一位长期关注VR/AR赛道的行业

分析师告诉记者。

君盛投资从 2018 年开始关注

AR 赛道，君盛投资执行事务合伙

人李昊认为，当前仍处于 VR/AR

行业的融资低潮，但在全球范围

内，头部企业对 AR 技术的储备在

加速，而且产业链成熟度有进入拐

点的迹象。以此为节点，君盛投资

先后投资了多家初创企业，包括亮

风台、珑 光电、影目科技、诠视科

技等，如今均已成为各细分领域的

龙头企业。

谈及 AR 将成为下一个计算

终端的话题，李昊表示，任何一个

新的计算终端其实都与产业链成

熟的节奏同步。首先是硬件供应

商的成熟，随后是老平台的应用

厂商将应用移植到新平台上，慢

慢形成用户的认知和需求，然后

销售量快速起来，再促进产业链

的成熟与价格的下降，从而慢慢

孕育出属于新的终端交互方式的

应用与内容公司。

背后的考量

大厂竞相布局 AR赛道拐点临近？

除文心一言外，抖音的云雀、百川大模型、清华的智谱华章、中科院

的紫东太初等大模型也通过备案，可正式上线面向公众提供服务。

赛迪顾问《IT 2023》研究显

示，2023年国产大模型开始爆发

式增长，仅2023年1—7月，就有

共计64个大模型发布。

上述研究指出，中国在大模

型方面紧跟国际前沿步伐，2021

年在美国引领的大模型技术快

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开启了大

模型开发热潮，逐步涌现出一批

具 有 行 业 影 响 力 的 大 模 型 。

2023 年，受 ChatGPT 驱动，大模

型发展迈向新阶段，国产大模型

一时间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

势。截至2023年7月，中国累计

有130个大模型问世。

不过，从基础大模型到行业

大模型，大模型正在落地之路上

一步步快速推进，依然有“最后

一公里”亟待打通，也就是AI原

生应用的落地。

李彦宏曾指出：“新的国际

竞争战略关键点，不是一个国家

有多少个大模型，而是你的大模

型上有多少原生的AI应用，这些

应用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生产

效率。如果我们能挤上牌桌，获

得竞赛入场券，中国将拥有更壮

大的数字化产业，数字经济规模

将获得巨大增长。”

记者注意到，除了向全社会

全面开放外，此次百度还将开放

一批经过全新重构的 AI 原生应

用，让广大用户充分体验生成式

AI 的理解、生成、逻辑、记忆四大

核心能力。

AI 原生应用是指以 AI 为核

心驱动力，从头到尾完成用户的

任务，让用户尽可能少地付出工

作来实现其目标的应用。AI 原

生应用能够赋能用户，使其拥有

更强大的能力；同时也能够提高

效率，降低成本，创造价值。

张书乐指出，AI 原生应用，

是让用户以一键式、“傻瓜”式方

式体验各种AI垂直能力的入口，

类似从 Photoshop 到美图那般，

通过极简工具让更多人能够理

解、使用 AI，并真正运用到生产

生活中，加速AI从极客玩具向大

众工具的蜕变。

盘和林认为：“AI 原生应用

应该和 ChatGPT 的插件功能类

似，我们说大语言模型，说生成

式 AI，其实这类 AI 还有一个称

呼，叫通用人工智能，而通用人

工智能真正的魅力并非在聊天

机器人一个领域，而在于利用AI

来完成大量辅助工作事宜。”

据悉，在 Baidu World 2023

大会上，百度发布了多款全新的

AI原生应用，涵盖了文本、图像、

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和领域。

这些应用都是基于百度自主研

发的生成式 AI 技术平台——文

心千帆（Wenxin Qianfan），该平

台是全球首个知识增强千亿大

模型平台，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

理解和生成能力。

李彦宏表示：“业界有一种说

法，大模型时代来了，每一个产品

都值得重做一遍。但谁真正重做

了一遍呢？百度要做第一个把全

部产品重做一遍的公司，不是整

合，不是接入，是重做，重构。”

押注AI原生应用

AI原生应用是指以AI为核心驱动力，从头到尾完成用户的任

务，让用户尽可能少地付出工作来实现其目标的应用。

目前，仅有“文心一言App”可以在App Store和安卓应用商店下载或通过文心一言官网直接

体验，其他通过备案的大模型暂时没有提供下载服务。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