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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元起 国产手机高端之路能走通吗？

AI Pin亮相惹关注 大模型和硬件加速融合

AIPin 横空出世

大模型从云端走向终端

形势使然？

生死之战？

在“AI+硬件”的百花齐放的

时代，未来，哪种形态 AI 手机硬

件能成为主流趋势？谁将成为

人工智能时代的 iPhone ？这值

得继续关注。

“AI Pin与主流手机厂商拥抱

大模型的区别主要在于产品形态

与定位。主流手机厂商通常将大

模型作为手机的一个功能或服

务，而 AI Pin 则是一个完全以 AI

为核心的独立设备。这种区别体

现了产品设计和市场策略的不

同，各有其优势和风险。对于用

户来说，哪种方式更好取决于具

体需求与使用场景。”中国信息协

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

创始院长朱克力对记者分析，未

来，哪种形态的AI手机硬件能成

为主流趋势，取决于技术发展和

市场需求。谁将成为人工智能时

代的 iPhone，具体要看各大厂商

的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情况。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

学家郑磊表示，基于大模型的AI

仍需要云服务支持，也就是云端

应用，这对于手机和独立移动终

端来说，两者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是一样的，两条应用路径可以同

步发展和相互竞争，为消费者提

供 更 多 样 化 的 产 品 和 应 用 选

择。未来发展趋势是 AI 计算能

够在终端上进行，这需要更小的

模型和处理速度更快的人工智

能芯片，并可以植入手机或独立

终端中。

在 AI 知学社创始人崔康看

来，AI Pin 是全球第一款 AI 原生

硬件，是一种革命性尝试，标志着

AI大模型正从云端走向终端，未

来AI原生硬件将是巨大的市场。

朱克力亦对记者表示，无论

是初创公司以新硬件形态落地AI

大模型，还是手机硬件厂商加紧

拥抱AI大模型，背后都反映出AI

技术发展及其应用前景，意味着

AI大模型正在从云端走向终端，

从专业领域向普通用户的生活渗

透，对于推动AI技术的普及与应

用、促进科技进步而言都有重要

意义。

不过，AI 大模型加速从云端

走向终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民生证券分析师吕伟表示，

AI Pin 的发布，意味着 AI 大模

型终端落地趋势显现，大量的

科技巨头和初创企业的加入会

给整体行业带来各种机遇，但

同时也存在不少挑战。比如：

厂商为了在终端设备上运行大

模型，需要对模型进行压缩和

加速，需要使用一些特殊的技

术，如量化、剪枝、蒸馏等；如何

在终端设备上实现模型更新和

迭代是一个重要的难点；大模

型 通 常 需 要 在 终 端 设 备 上 运

行，因此需要考虑数据安全和

隐私保护的问题；在芯片算力

上，大模型需要更多的计算资

源，而终端设备的计算能力有

限，因此，如何在保证模型性能

的同时，充分利用终端设备的

计算能力是一个重要的难点。

再比如，软硬件协同上，大模型

需要与终端设备的硬件和软件

进行协同，以保证模型的性能

和稳定性。

在手机市场，有一个很扎心的

事实是，站稳高端市场的苹果手机

吃下了行业大部分的利润，剩余的

其他品牌只能抢着喝剩下的汤。

Counterpoint 报告显示，今年

第二季度，苹果公司在全球智能

手机营收和利润份额分别达 45%

和85%，创下最高季度纪录。相当

于苹果一家以 20%左右的销量份

额拿走了全球手机市场近半的营

收和近九成的利润。

“要么突破高端，要么被锁死

在低端市场，这种选择并不难。”

汪恒说，突破高端，不仅意味着更

高的营收，也意味着更高的单机

利润，还有更好的品牌美誉度和

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在2017年到达巅峰之后，智能

手机全球出货量逐年下降，消费者

换机周期不断延长。面对市场饱

和、用户换机周期达 43 个月的挑

战，手机厂商的关注点，已从追求销

量增长转向注重单机营利的提升，

希望在高端市场赢取更大份额。

所以国产手机品牌纷纷走上

了高端化之路。“高端是小米的必

由之路，更是生死之战！”小米集

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说。

在手机供应链高度成熟和开

放的当下，清一色的大屏幕、大内

存和旗舰芯片，高端产品同质化

严重，难以激起用户换机欲望。

因此，这些年国产手机厂商纷纷

开始在自研技术和系统，以及更

好的使用体验和服务上，打造差

异化优势。

十多年前，苹果 iPhone 能够

引领智能手机行业发展潮流的根

源，也在于其颠覆了手机交互方

式，由此前的键盘式迭代为触屏

式。同时依托其干净强大的 iOS

系统生态，与苹果一流的硬件结

合 ，便 有 了 又 叫 座 又 挣 钱 的

iPhone。从这个角度来说，苹果做

了很好的示范。

对于各大手机厂商来说，创

新正在向技术深水区挺进。8 月

14 日，雷军宣布小米科技战略升

级，其中四个关键路径与原则，即

深耕底层技术、长期持续投入、软

硬深度融合和 AI 全面赋能，进一

步明确了小米坚持“技术为本”铁

律、坚定投资未来的核心方向。

vivo创始人、CEO沈炜表示，

2022 年 是 vivo 的“ 高 端 突 破 之

年”，vivo的高端产品取得历史性

进步。“市场是被创造出来的，要

尽量避开价格战，拒绝数字心魔

的诱惑，伟大产品和极致服务是

市场突破的核心路径，坚决不以

短期利益换取市场规模。”

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

数字新基建研究室主任张甜甜认

为，目前，智能手机行业整体创新

性相对不足，但在屏幕、存储、摄

像、超级快充、游戏等细分特征方

面，亮点也在不断涌现。

“今年下半年，各大品牌在低

中高端机型领域竞争将持续加剧，

中低端机型市场主要以利润换空

间，高端机型市场则会抢抓折叠屏

创新亮点和爆发机遇。”张甜甜说。

本报记者 陈佳岚 广州报道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万亿

产业”中软件侧的代表引爆全球之

后，手机、智能硬件等硬件端同样

是玩家在布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必争之地。

近 日 ，前 苹 果 设 计 师 Imran

Chaudhri 和 Bethany Bongiorno 成

立的初创公司 Humane 发布名为

AI Pin的AI硬件，一经发布就引发

业界关注。

AI Pin 不 仅 获 得 了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的投资，还获

得 了 OpenAI 技 术 支 持 ，搭 载 基

于 GPT-4 开 发 的 专 有 语 言 模

型 。 在 使 用交互模式上，AI Pin

的定位是人工智能个人助理。AI

Pin 将作为一个独立设备运行，无

须与智能手机配对，能够回答用

户问题、打电话、发 送 短 信 等 。

AI Pin 也被称为 ChatGPT 版微型

手机。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一

些新形态类手机的 AI 硬件出现的

同时，当下，主流手机厂商也在加

码手机大模型端侧布局，随着更多

大模型赋能硬件，不少业内人士直

言大模型从云端走向终端的速度

在加快。

11 月 9 日，Humane 正式推出

AI Pin，这是由OpenAI提供技术支

持的可穿戴设备，专为与大型语言

模型交互而设计。它可以通过语

音进行交互，也可以投影在手掌上

进行交互。

在Humane的演示中，AI Pin的

一大新颖之处是通过激光投影系

统，它可以直接在用户的手掌上显

示信息，省却了屏幕这个载体。其

配置的深度传感器让用户可以通

过手势与菜单交互，例如提供相应

的文本，或者更换歌曲。

AI Pin还能胜任智能手机的多

项功能，比如打电话、发短信、整理

邮件、播放歌曲、拍照等。根据

Humane的综合订阅计划Subscrip-

tion计划，该设备每月收取24美元

资费。

Humane高管称，AI Pin为人们

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随身携带人

工智能，开启一个无缝、无屏幕、感

知的个人移动计算新时代。

由于AI Pin具备不少与智能手

机通用的功能，同时还具备大模型

AI 能力，不仅被外界戏称为Chat-

GPT版微型手机，也被许多人调侃

其是智能手机的挑战者，更有甚者

直呼是AI硬件时代的iPhone。

事实上，或许不仅AI Pin，专注

于个性化记忆辅助设备的人工智

能公司 Rewind 也于近期宣布，其

首款设备 Rewind Pendant 开始接

受 预 订 ，该 设 备 同 样 也 运 行 在

GPT-4上。

另外，OpenAI可能也要亲自下

场造手机了。据The Information报

道，奥特曼一直在与iPhone著名设

计师 Jony Ive 联系，讨论开发一种

新的AI硬件设备。

而记者也注意到，在被外界给

予高期待的同时，AI Pin 也陷入了

不少争议，被指炒作且是没有意义

的硬件设备。AI Pin当下要想革智

能手机的命有点早，与智能手机相

比尚存在不少缺陷，比如不支持第

三方 App、拍照功能没有智能手机

强大，本地计算性能较低，“公共场

合AI 语音交互依旧会让人不适，当

用户有浏览高清图片和视频的需

求时通过镭射看手掌的方式清晰

度不够，最终还是得掏出智能手

机。”猎豹移动CEO傅盛在微信视

频号中表示。

手机厂商亦在抢滩

而另一边，智能手机厂商们

也在加速拥抱大模型，让大模型

跑在手机上，似乎也成为手机厂

商的必争之地。比如，今年8月，

华为就宣布手机系统接入盘古大

模型，开启内置大模型的语音助

手小艺的众测，还发布了内置 AI

大 模 型 的 新 机 华 为 Mate 60 系

列。随后，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

也宣布，小米全面拥抱AI大模型，

并表示目前手机端侧的大模型已

经初步跑通，小爱同学也升级了

AI大模型并开启邀请测试。

再比如，荣耀7月初就发布了

号称“全球首款原生集成AI大模

型的国产手机”Magic V2，赚足了

眼球。10月4日，谷歌发布了搭载

谷歌AI基础模型、“以人工智能为

中心”的Google Pixel 8系列手机。

11月1日，vivo发布蓝心大模

型矩阵，包括蓝心大模型1B、蓝心

大模型7B、蓝心大模型70B、蓝心

大模型 130B、蓝心大模型 175B 5

款自研大模型，可以满足多样化的

核心应用场景。11月16日，OPPO

发布个人专属、对话增强的安第斯

大模型（AndesGPT），基于千亿参

数的对话增强语言模型。

苹果 CEO 库克近日在苹果

电话会议中也坦言，目前苹果不

少产品已用到了AI技术，苹果正

将相当多的资金投入生成式AI领

域，后续消费者将逐步看到产品

进步。

“AIGC是我从事手机行业多

年来，看到的最让我兴奋的技术

创新。未来，它会对我们的移动

生活体验带来革命性、颠覆性变

化，这是一个长期、确定的发展方

向，短期大家（同行）都还在摸索，

但值得长期投入。OPPO在这方

面已做了很多投入。”此前，OPPO

高级副总裁、首席产品官刘作虎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报记者 吴清 北京报道

曾几何时，国产手机是性价比

甚至低价的代名词，不过在华为、小

米、OPPO、vivo、荣耀等国产手机品

牌纷纷发力高端手机市场的背景

下，消费者的这种观念和认识正在

发生转变。

搭载了自研影像芯片、自研AI

蓝心大模型的vivo X100系列于11

月21日正式开售，售价3999元起，

高端版本价格达 5999 元。无独有

偶，此前刚发布的小米 14，售价也

是 3999 元起，而小米 14 PRO 的售

价则是 4999 元起。更早些时候发

布 的 华 为 Mate 60 PRO 的 售 价

6499 元起，华为 Mate 60 Pro+及华

为 Mate 60 RS 非凡大师售价更是

8999元和11999元起，还一机难求。

通常而言，国际上将 600 美元

（约合人民币 4300 元）的手机归入

高端手机行列，这也意味着，在国产

折叠屏手机冲击万元高价后，国产

直板旗舰机型价格也上冲到了高端

手机价位区间。有些用户难免发

问，这样的售价还是我们认识的国

产手机品牌吗？国产手机做高端能

行吗？

从行业数据来看，手机厂商们

扎堆高端市场是符合行业趋势

的。今年上半年，在整体市场下滑

的大环境中，高端价位手机销量保

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

11 月 13 日，市调机构 Canalys

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大陆

高 端 智 能 手 机 出 货 同 比 增 长

12.3% ，而 整 体 市 场 同 比 下 滑

4.5%。第三季度，高端智能手机出

货占比已经达到整体的33%，份额

进一步扩大，其中苹果和华为表现

突出。

而根据Sandalwood中国电商市

场监测数据，2023年上半年，中国电

商市场手机销量4571万部，同比下

降5%。但从价格结构看，高端市场

（价格超过 4000 元）销量同比增长

17%；中端市场（价格在 2000~4000

元）销量同比下滑10%；低端市场（价

格低于2000元）销量同比下滑19%。

分析人士认为，全球智能手机

市场已度过快速增长阶段，产品结

构开始分化。其中，中低端产品需

求下滑，高端产品市场表现更为强

劲。售价600美元以上的高端产品

销量逆势增长，是智能手机市场最

大的亮点。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手

机市场整体低迷的背后有两个现

实：一个是手机市场已进入饱和

期，几乎人手一部手机，手机市场

已经过了用户快速增长的阶段；同

时，过去几年手机本身创新乏力，

无法有效刺激消费者换新机，导致

用户换机周期越来越长。

在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低迷的

当下，消费者消费更加趋于理性，

想要激起换新欲望更加依赖大的

创新突破和更多实惠。业内认为，

高端智能手机汇聚了行业前沿科

技，是尖端科技力的集中体现，更

能激发消费者的换机欲望。

销量和份额的下滑不断倒逼

手机厂商思考出路，如何在低迷的

市场和激烈的竞争中找到生机，而

冲击高端是一个现实有效的途

径。因此，为了提高竞争力，各大

手机品牌纷纷疯狂堆料、抬高均

价，向高端市场发起猛攻。

“当然，高端市场逆势增长有

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在折叠屏技

术愈发成熟的背景下，折叠屏手机

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不可忽视手

机市场的供给因素，手机品牌扎堆

高端，提升了高端市场的整体表

现。”资深电子数码博主汪恒对记

者表示。

国产手机品牌持续发力高端

市场的效果已开始显现。

以往，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一直

由几家巨头把持。中国市场由苹

果和华为主导，全球市场则是苹果

和三星，其中苹果尤为突出。如

今，行业格局正在悄然改变。过去

几年，国产手机厂商相继进军高端

市场，群雄逐鹿局面初现。

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苹

果与华为在中国 600 美元以上的

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分别占据 67%

和15.6%的份额，OPPO以4.2%排

名第三，紧随其后的小米、荣耀、

vivo分别是3.7%、3.2%和3%。

市场人士认为，虽然目前苹

果仍遥遥领先，但这两年安卓厂

商都在坚持高端化发展，尤其是

华为的回归，将会抢食部分高端

市场份额，改变过去几年苹果在

国内一骑绝尘的局面。

如今，在4000~6000元价位区

间，各手机品牌激战正酣。小米OV

等从4000元价位向上发起冲击，苹

果全系产品则在压力下，开始全线

降价，其在刚过去的“双11”期间降

价1000~2000元不等，集中在5000

元以上价格区间收割，华为Mate 60

则在6000元价格档“遥遥领先”。

不过，国产手机品牌在打造高

端机品牌心智上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对于小米而言，性价比仍然

是其一个强力标签；对OV而言，它

长久以来的年轻化定位和主打三、

四线城市的路线，都是品牌迈向高

端市场的现实挑战。虽然目前国

产手机品牌从自研芯片、操作系统

和大模型等方面着力树立自身的

差异化优势和高端形象，但用户心

智显然非一朝一夕能形成。

同时，国产手机品牌在高端

战局中，与苹果、华为之间仍存在

技术壁垒。芯片等核心技术方

面，小米OV自研芯片多集中在影

像方面；系统生态方面，苹果独立

研发的iOS，其强大早已被全世界

的用户验证；而华为在AIoT上的

布局也由来已久。国产手机上攻

之路注定是漫长和不易的，尤其

是面对苹果等这样的巨头时。

在苹果手机下探和各方激烈

竞争的背景下，国产手机品牌市

场份额都受到了不小冲击。一位

经销商告诉记者，很多国人目前

对国产手机品牌并没有形成高端

机的品牌形象，最近iPhone降价，

华为Mate 60上线，其他国产手机

的高端机就比较难出，除非持续

拿出各方面能打的高端机，否则

短期这种局面很难改变。

Sandalwood中国区CEO孙开

表示，高端没有捷径可走，需要持

续高强度的投入和持久的战略耐

心，最终在终端产业建立关键环节

的话语权和标准定义能力，在消费

者心目中建立心智共识，同时围绕

从产品到服务的消费者体验下足

功夫。从市场竞争来看，中国品牌

其实已经在 4000~6000 元价位与

苹果形成交锋；而在6000元以上苹

果的腹地，国产厂商也通过足够差

异化的折叠屏产品进入了超高端

市场，所以未来依然充满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中低端手机市

场的空间依然广阔，今年“双11”，中

低端机型的热销和霸榜就是明证。

任何时候，低价都是打开市场的不

二法宝，性价比是老百姓都认的理。

为了提升主品牌的品牌形

象，同时又兼顾原有的客户粉丝

群体，国产手机品牌目前大多开

始推行多品牌策略，或者主副品

牌策略，主品牌主打高端形象，子

品牌兼顾各个群体。最典型的如

小米，如今小米旗舰机型价格基

本在高端手机价格区间了，原先

极致性价比使命则更多交由子品

牌Redmi来承担。

“虽然现在大家都在发力高

端，但还是想对国产手机品牌说，

别盲目跟风、别太玩概念、别忘记

初心。不管是做高端和中低端，

永远从用户现实和潜在的需求出

发，给用户尽可能好的体验，让他

们觉得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汪恒说。

前景几何？

AI Pin具备不少与智能手机通用的功能，还具备大模型AI 能力，被

外界戏称为ChatGPT版微型手机。

让大模型跑在手机上，似乎也成为手机厂商的必争之地。

这意味着AI大模型正在从云端走向终端，从专业领域向普通用户的生活渗透。

2023云栖大会场内外掀起AI大模型浪潮，大模型加速从云端走向终端。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