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佳岚 广州报道

生成式 AI 正跑步进入移动

时代。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自

2023年7月以来，包括荣耀、小米、

华为、OPPO、vivo 在内的国内主

要手机厂商，都已经将生成式 AI

带入手机终端；而且在实践层面

上，国产手机厂商布局大模型已经

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荣

耀、小米引入端侧AI大模型，另一

种是华为、OPPO、vivo采用的“端

云协同”部署方案。

端侧大模型的实现，离不开手

机芯片厂商的支持。记者注意到，

手机芯片厂商联发科（MediaTek）

11月21日发布天玑8300 5G生成

式 AI 移动芯片，采用台积电第二

代4nm制程，在11月初，联发科还

发布了天玑 9300 旗舰 5G 生成式

AI移动芯片；而高通亦于10月底

率先推出骁龙8Gen3，将生成式人

工智能功能直接引入SoC系统级

芯片组中。

随着 SoC 芯片巨头为在手机

上跑大模型奠定硬件基础、手机厂

商们纷纷支持大模型的应用，这也

就意味着端侧AI应用或迎来爆发。

不过，多位行业人士提醒记

者，端侧大模型对手机硬件来说仍

是不小的负担，可能导致手机发

烫、电池寿命缩短、续航能力下降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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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进入终端侧 产业链影响几何？

而随着生成式 AI 加速落地

终端，也将对上游产业链带来影

响。郭天翔对记者分析，这种情

况将对高算力的芯片、大存储组

合、大密度电池等提出更高要求。

麦格理（Macquarie）最新发布

的报告就提到，支持终端侧AI大

模型功能的智能手机将需要比以

前更大容量的内存。目前主流的

智能手机多是配备 8GB RAM，

具有 AI 自动生成图像功能的设

备至少要配备12GB RAM，具有

数字 AI 助手功能的设备需要大

约20GB RAM。

实际上，记者留意到，由于终

端设备的算力有限，一些芯片、手

机厂商对落地在手机中的大模型

都进行了压缩。比如，在手机端，

高通已经将 FP32 模型量化压缩

到 INT4 模型，实现 64GB 内存和

计算能效提升。vivo通过模型压

缩、异构计算等手段，让模型可以

在手机CPU、GPU等硬件上高效

执行。

TrendForce 集邦咨询分析师

黄郁 对记者分析，目前AI功能

主要是搭载在旗舰手机上，而安

卓旗舰机一般都配置有 12GB、

16GB的容量，足以应付初阶的AI

功能所需，不过的确会带动旗舰

机向更高内存转进，之后随着AI

在终端的应用更趋成熟，内存容

量会进一步向上推升。

郭天翔亦对记者分析，未来

肯定会推动手机存储向更大容量

发展，可能目前落地使用最大

24GB的RAM在未来就只是起步

内存了。

联发科无线通信事业部 AI

技术高级经理庄世荣就曾表示，

一款 130 亿参数的 AI 大模型，大

概需要 13GB 内存 (INT8)才能

运行，而智能手机本身运行安卓

操作系统通常就要占用4GB的内

存，如果还要相对流畅地运行其

他常规 APP 任务并保活，还需要

6GB 的内存，即总的手机内存容

量需求将达到23GB。

不过，生成式 AI 的发展，对

推动存储芯片需求回暖、存储价

格回升仍有限。黄郁 表示，对

于今明两年而言，存储需求受到

AI应用鼓舞的成分还很低，目前

主要仍是透过全面的终端需求

好转，或是原厂控制产出的影响

为主。

产业链准备好了？

在手机上使用大模型已经不

是什么新鲜事，ChatGPT、文心一

言、讯飞星火大模型等都推出了

APP，甚至文心一言、讯飞星火大模

型可以接入学习平板、学习机中，

但这些应用都是依赖云端算力。

而现在的趋势是，手机厂商正在努

力使大模型直接在手机终端运行，

不依赖于网络。端侧的模型应用

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场景。

终端侧AI，是指将AI的处理和

数据存储、计算等任务放在终端设

备（如手机、电脑等）上执行。终端

侧 AI 的优势在于低延迟、低功耗、

高隐私保护和低成本等方面。而

端侧大模型，也意味着即使不联

网，也可以在本地完成计算。

7月，荣耀发布了Magic V2折

叠屏手机，声称是“全球首款原生集

成AI大模型的国产手机”。10月，

荣耀CEO赵明宣布，荣耀Magic6系

列将搭载第三代骁龙 8 移动平台，

支持70亿参数的端侧AI大模型。

8 月，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雷军透露，小米做大模型的思

路是轻量化和本地部署，并表示目前

手机端侧的大模型已经初步跑通。

在“端云协同”部署方案中，例

如，华为的智慧助手“小艺”背后的

大模型有端侧和云侧两种形态，可

以根据不同设备和场景的需求进行

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最大化地发挥

了“端侧快”和“云侧强”的优势。

再比如，OPPO AndesGPT 以

“端云协同”为基础架构设计思路，

推出从十亿至千亿以上多种不同

参数规模的模型规格，能够基于

“端云分工、端云互补、端云协作”

等方式，灵活支撑多元化的应用场

景。AndesGPT 着重强调了“对话

增强、个性专属、端云协同”三个层

面的技术特性。

vivo大模型亦采用了云侧和端

侧 两 种 方 式 进 行 部 署 。 在 vivo

X100系列手机上，vivo与联发科合

作，实现全球首个跑通了 130 亿参

数的大模型，端侧支持70亿参数的

大模型手机。此外，vivo Origi-

nOS 4 在端侧部署了具有 10 亿参

数的大模型，同时在云侧部署了

660 亿和 1300 亿参数的大模型。

vivo的五个大模型通过云侧和端侧

的融合，构成了一个大模型矩阵，

可以快速响应各种问题和需求。

而在 PC 产品方面，联想在其

Tech World 创新科技大会上展示

了端侧大模型方面的能力以及首

款AI PC。

随着主流手机、PC厂商纷纷将

落地端侧大模型，分析人士称，AI

手机和AI PC正成为一个新趋势，

下游端侧AI设备需求量有望增长。

手机纷纷落地大模型

终端厂商们纷纷都有端侧落

地的方案，背后都是希望智能手

机端侧AI模型支持本地问答、语

音互动等功能。

据了解，与云端的通用大模

型相比，端侧模型不需要将用户

的数据上传到云端进行处理，因

此可以更好地保护用户的隐私。

端侧模型可以在本地进行计算，

避免了网络延迟和带宽限制，提

高了计算效率。

此外，成本也是手机厂商在

布局大模型时候会选择端侧的原

因。中信研报提到，ChatGPT 测

算生成一条信息的成本在 1.3 美

分（约合人民币 0.0929 元）左右，

是目前传统搜索引擎的3到4倍，

单次搜索成本过于高昂。

vivo副总裁、OS产品副总裁

周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提到，如

果需要调用云端大模型的话，目前

最少也要0.012元，以vivo3亿用户

来看，每天用十次，一年算下来也

要100亿元左右的支出，成本非常

高，但如果在手机端侧运行大模

型，则不会产生推理成本。

可靠性方面，与云端互联的网

络可能不稳定、甚至断线。决策在

本地大幅降低了数据经过更长的

通路产生错误的概率。终端侧AI

处理能够在云服务器和网络连接

拥堵时，提供媲美云端甚至更佳的

性能。根据浙商证券研报中引用

的“Cloud vs On- device AI？

Maybe something in between！”

的测算，如果所有的推理案例都在

云 服 务 器 上 进 行 ，准 确 率 是

79.31%；如果49.88% 的推理案例

在移动端进行，其余在云端进行，

仍可达到79.31%的云级准确率。

而芯片厂商们也敏锐识别到

了手机厂商的诉求。比如，高通

发 布 的 骁 龙 8 gen3 支 持 包 括

Meta Llama2、Chat GPT 等在内

的多模型生成式 AI，其可处理的

大模型参数超过100亿，推理速度

达到了每秒20个token。

再比如联发科发布生成式AI

移动芯片天玑 9300，集成第七代

AI 处理器 APU 790，结合内存硬

件压缩技术NeuroPilot Compres-

sion来减少AI大模型对终端内存

的占用，天玑9300支持在终端运

行10亿、70亿、130亿参数的AI大

模型，联发科的AI开发平台Neu-

roPilot 支持 Android、Meta Llama

2、百度文心一言大模型、百川智能

百川大模型等主流AI大模型。

在PC端，英特尔预计于2023

年 12 月 14 日发布面向下一代 AI

PC的酷睿Ultra处理器，且公布了

“AI PC 加速计划”，宣布将为软

件合作伙伴提供工程软件和资

源，以期在 2025 年前为超过 1 亿

台 PC 实现人工智能特性。

中银证券发布研报指出，随

着高通和联发科相继发布支持边

缘 AI 功能的旗舰 SoC，未来手机

有望部署本地大模型。预计随着

生成式大模型进入移动时代，对

应的边缘 AI 需求也有望迎来较

快增长。

IDC 则预测，到 2026 年中国

市场近50%的终端设备处理器将

带有 AI 引擎，AI 落地空间广阔。

AI 手机是智能手机行业大势所

趋。光大证券认为，AI手机等智

能终端可能成为未来消费电子行

业变革的方向。

不过，当端侧大模型渐成趋

势之后，相比通用大模型，端侧大

模型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

IDC中国高级分析师郭天翔

对记者提醒道，目前端侧的算力

要求比较高，功耗较大，更为重要

的是端侧大模型的参数量级无法

与通用大模型相比。

而未来移动端布局大模型更

有可能是端侧大模型和网络侧的

大模型相结合。

荣耀公司 CEO 赵明表示：

“真正帮助我们更好管理自己的

事情的时候还是要靠端侧 AI

能力，而未来一定是端侧大模型

和网络侧的大模型相结合。混

合式 AI 未来能够真正解决我们

的问题。目前荣耀已经和很多

云侧大模型供应商进行沟通，酝

酿端云大模型互补的落地。”而

郭天翔亦认为，未来移动端布局

大模型的趋势也是端侧大模型

和网络侧的大模型相结合，这样

既可以保证有体量较大的参数

量级，可以带来更好的使用体

验，又能结合本地算力，在无法

联网的情况下使用。

端侧部署逻辑何在

罢工落幕赶工开启 春节档前好莱坞大片恐仍“难有起色”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北京报道

近 日 ，《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注意到，美国演员工会—美国

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SAG—

AFTRA）发布公告称，已与美国

影视制片人联盟（AMPTP）就一

份为期三年的新合约达成初步

协议，并宣布于 11 月 9 日凌晨 12

时 01 分正式解除罢工令，这意味

自今年5月份开始的、历时118天

的好莱坞演员、编剧大罢工终于

按下了终止键。

这场罢工中，“争取流媒体播

放与重播分成”是谈判核心问题

之一。美国演员工会公告显示，

此次新合约将带来价值超10亿美

元的工资与福利计划基金。工会

主席弗兰·德莱斯切尔(Fran Dre-

scher)表示这是一项“革命性的协

议”，可有效增加最低薪酬与流媒

体分成奖金，提高医疗和养老基

金上限，并首次履行对 AI 技术使

用的监管措施，为基层演员提供

权益保护。

据《好莱坞报道》消息，有分

析师估计好莱坞所处的加利福尼

亚州在停工数月影响下，至少损

失了60亿美元。但记者翻阅迪士

尼、华纳兄弟探索、派拉蒙环球、

奈飞等公司的财报发现，在今年

第三季度，这四家公司的营收、净

利润、自由现金流净额均有不同

幅度的增加。同时，这四家公司

对第四季度的业绩指引，也都呈

现出环比增长的态势。

本次好莱坞演员大罢工始于

编剧罢工期间的7月中旬，是美国

演员工会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一

场劳资拉锯战。工会要求提高最

低薪资，共享流媒体收入分红，并

保护群众演员不被生成式AI技术

创造的“数字复制品”替代，但一

度未能与制片人联盟缩减成本的

初衷实现一致。此前，美国编剧

工会大罢工已经结束，并在薪酬

待遇、成员规模、保险缴纳、AI 使

用限制等方面与制片人联盟达成

新协议。相较之下，演员工会的

罢工协谈进展稍显缓慢，外媒消

息显示，多位好莱坞一线演员曾

出面协调谈判双方，并主动提出

多缴会费以缩减双方诉求差距，

期望尽快结束罢工对整个影视行

业带来的经济影响。

据 Variety 消息称，多数人的

最低工资标准将较以往提升7%，

比 WGA 和美国导演工会的工资

涨幅还高出2%。

如今，这份为期三年的演员

工会新合约让两大工会接连罢

工事件终于告一段落。影视制

片人联盟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

“我们很感激整个行业都在热情

地复工。”罢工结束后，演员们可

以再次出席新片发布会和红毯

首映式。值得关注的是，罢工期

间，艾美奖颁奖典礼被推迟至

2024 年 1 月举行，这也意味着明

年将迎来一个艾美奖、格莱美

奖、演员工会奖和奥斯卡奖云集

的繁忙颁奖季。

此外，由于此前两大工会接

连罢工，各大影视公司纷纷推迟

重要电影的上映时间，叫停影视

节目的制作，许多电影、剧集、综

艺节目都宣布将推迟至2024年重

启制作。罢工结束后，由于 2024

年作品囤积量过多、制作进度紧

凑且档期有限，一些原定于今年

第四季度首播的新剧本剧集也都

将改为在2024年至2025年播出，

以获得足够的宣传预热时间。

特别是在电影制作部分，罢

工产生的影响则引发了滚雪球般

的连锁反应。据 Deadline 最新报

道，漫威旗下的电影《死侍3》将从

2024年5月推迟至7月上映，而原

定于7月上映的《美国队长4：勇敢

新世界》则被推迟至 2025 年 2 月

14 日上映。为了腾出上映档期，

《刀锋战士》的上映日期从2025年

2月移至当年11月7日。此外，罢

工影响下漫威未能开启《雷霆特

工队》的制作，因此该片的上映日

期也将由 2024 年 12 月 20 日改为

2025年7月25日。

迪士尼将《狮子王前传：木法

沙》的续集定为2024年7月5日至

12月20日上映，并暂时取消了原

定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和 2025 年

11 月 7 日上映的两部未命名电

影。日前，迪士尼还宣布将真人

版《白雪公主》电影的上映时间推

迟一年，定为 2025 年 3 月 21 日上

映，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动画电

影《艾里奥》也将推迟至2025年6

月 13 日与观众见面。此外，派拉

蒙的《碟中谍 8》档期推迟已近一

年，预计于 2025 年 5 月 23 日上

映。《寂静之地》、暂未定名的《海

绵宝宝》电影则分别推迟至 2024

年6月28日和12月19日上映，但

瑞安·雷诺兹主演的影片《如果》

则将提前一周，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在北美上映。

索 尼 将《毒 液 3》的 档 期 从

2024 年 7 月 14 日推迟至 11 月 8

日，并开启了动画三部曲《蜘蛛

侠：超越宇宙》的配音工作，该片

原定于 2024 年 3 月上映，但目前

还未确定该片推迟后的具体上映

日期。不过，华纳表现出较强信

心，表示由蒂姆·波顿执导的奇幻

恐怖片《阴间大法师 2》仍将在原

定的2024年9月6日上映。

复工赶工

记者翻阅了迪士尼、奈飞、华

纳兄弟探索、派拉蒙环球四家上市

公司的最新财报，发现除派拉蒙环

球外，奈飞、华纳兄弟探索的销售

费用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

华纳兄弟探索的营业总成本同比

减 少 了 5.65% ，环 比 减 少 了 约

20%。迪士尼则由于业务架构的调

整，费用方面暂时不具备可比性。

几大好莱坞和流媒体巨头在

罢工期间降低费用支出和营业成

本，虽然让他们的财务业绩表现亮

眼，却对上游公司造成了损失。

据《好莱坞报道》消息，有分析

师估计好莱坞所处的加利福尼亚

州在停工数月影响下至少损失了

60亿美元。受此影响，洛杉矶地区

的总制片量缩减超四成，FilmLA报

告也显示，今年三季度该地区“有

剧本电视节目”的制作量较去年同

期下降近99%，电影制作产量跌幅

也达55%。经济的低迷影响了许多

依赖娱乐业发展的企业和家庭，道

具师、服装设计师等剧组相关职业

成员也由于工作量骤减而逐渐陷

入财务危机。

除美国本土外，好莱坞大罢工

的余震也波及了其他国家的影视

行业。《好莱坞报道》称，英国影视

行业因大罢工一度陷入瘫痪，工作

人员接连失业。

在中国内地，从业者最直观的

感受就是好莱坞大片最几个月在

中国内地的溃败。

国家电影专资办初步数据统

计显示，2023年11月13日，中国电

影年度票房突破500亿元，但在这

500亿元中，进口影片票房约83亿

元，占比仅16.6%，为最近十年来最

低。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

到 11 月 23 日，2023 年度中国内地

票房榜前二十的影片中，只有《速

度与激情 10》和 2022 年年底上映

的《阿凡达：水之道》两部好莱坞影

片，但票房均未超过10亿元。

“因为两大工会接连罢工长达

数月，所以很多电影、剧集的拍摄制

作都停滞了，所以上映、播出时间会

推迟。目前还能在院线、流媒体上

看到的，大部分是之前已经完成的、

或者是整体流程进入尾声的作品。

但这种存货还能支撑多久，会是一

个疑问。尤其是在2024年春节档

前，好莱坞大片恐怕难有起色。”从

事电影制片的金妍（化名）说。

AMC 院线首席执行官亚当·

阿伦（Adam Aron）在发布今年第

三季度财报后也表达了好莱坞双

罢工对电影院线造成冲击的担忧，

“编剧和演员的罢工，很可能会在

明年给电影院线带来更大挑战。”

好莱坞编剧和演员工会的罢工虽

然已经结束，但对明年电影排映的

影响已经形成——无论影院，还是

流媒体平台，很多影片的上映日期

都因为罢工被推迟。电影公司需

要重新规划内容制作、后期、宣传、

发行等一系列流程。

国内一家院线公司的人士则

认为，在罢工期间，演员需履行工会

要求，避免出席和参加所有影片的

拍摄与宣传活动，例如《碟中谍7》

《芭比》等一些质量较好、关注度较

高的影片在内地的宣发声量都很

低，而中国内地市场已是好莱坞在

全球的第二大票仓，因此在疫情前，

通常都会有主创人员来华宣传，或

者在华举办首映礼。罢工结束后，

这样的现象应该会减少，好莱坞明

星来华路演、宣传，或许会在未来一

段时间带动个别影片的票房。

如今，罢工结束虽令行业振

奋，但数月的停工对影视行业经济

发展带来的影响仍将持续，娱乐社

区基金总负责人在一份声明中指

出，大罢工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对行

业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失业

者还需寻找新工作或等待岗位复

原，好莱坞离“行业的完全复苏”还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损失几何？

AI手机和AI PC正成为一个新趋势，下游端侧AI设备需求量有

望增长。

未来移动端布局大模型更可能是端侧大模型和网络侧的大模型相结合。

由于终端设备的算力有限，一些芯片、手机厂商对落地在手机中的大模型都进行了压缩。

在vivo X100系列手机上，vivo与联发科合作，实现了全球首个跑通了130亿大模型，端侧支

持70亿大模型的手机。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