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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确定国内IPO 未来重心是全球多元化发展

OpenAI事件后续：
组建多元化董事会 算法Q*惹争议

本报记者 曲忠芳 北京报道

OpenAI的“宫斗”大戏随

着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

回归 CEO 职位而落下帷幕，

但围绕“宫斗”原因的猜测仍

未休止，尤其是一个只有名

字、没有产品的所谓超智能算

法Q*更是在业内引发了轩然

大波。

在这一背景下，11 月 30

日，OpenAI在官网更新博客，

公布了两则分别以CEO奥特

曼、董事会主席布莱特·泰勒

（Bret Taylor）为落款人的讯

息。核心信息包括OpenAI领

导团队持续沿着研究路线推

进工作，并进一步投资全栈安

全工作；将建立一个由杰出人

士组成的一个合格、多元化的

董事会，加强 OpenAI 的治理

结构。值得注意的是，Ope-

nAI 的董事会中将包括一名

无投票权的微软观察员。

关于 在 OpenAI“ 宫 斗”

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核心

人物、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

茨克弗（Ilya Sutskever），奥特

曼表示“对他的恶意为零”，

尽管苏茨克弗不再担任董事

会成员，但奥特曼“希望继续

和他的合作关系，并正在讨

论他如何继续在 OpenAI 的

工作”。

针对苏茨克弗是否会继

续留在OpenAI，微软以“无投

票权观察员”身份加入董事会

是否只是一个过渡等业界关

注的焦点问题，《中国经营报》

记者通过电子邮件、社交平台

联系 OpenAI 方面核实，但截

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应。

在社交平台X上，身处舆论焦

点的苏茨克弗第一时间转发了

OpenAI 的官方公告，但并未做出

评论。苏茨克弗在业界拥有良好

的口碑与顶尖的专业水平，带领并

主导了GPT的重大技术迭代，可谓

是今年最火爆的ChatGPT的“缔造

者”。在 OpenAI 董事会罢免奥特

曼 CEO 职位的事件中，苏茨克弗

被认为担当了“主导者”的角色，不

久又发生180度态度转换，加入支

持奥特曼回归的力量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7月，

苏茨克弗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

露，在ChatGPT成功之后，自己的工

作重心转向防范AI失控，成立一个

新的研究团队，计划未来4年投入

20%的算力解决超智能AI对齐的问

题。所谓“对齐”，简单理解就是用

AI监督AI，建立一套针对超级人工

智能的安全程序，保障未来超越人

类智能的超级AI体能够与人类的世

界观、价值观及整体利益一致。

从OpenAI此番更新的公告中

来 看 ，苏 茨 克 弗 是 否 继 续 留 任

OpenAI显然还存在一定的变数。

除了苏茨克弗的去留问题之

外，OpenAI 最新公告中另一个引

人关注的无疑是微软。微软公司

作 为 OpenAI 的 投 资 方 而 且 在

OpenAI“宫斗”事件中表现活跃，

将以无投票权的观察员身份加入

董事会。对此，奥特曼表示：“我们

显然做出了与微软合作的正确选

择，很高兴新董事会将微软作为无

投票权的观察员。”

需要指出的是，新的董事会初

始成员共有 3 名，分别是 Salesforce

公司原联席CEO布莱特·泰勒、美

国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

问答社区Quora联合创始人亚当·

德安杰罗。泰勒表示，OpenAI 新

的董事会成员将专注于建立一个

合格、多元化的董事会。不过，

OpenAI方面并没有具体说明董事

会将增加几个席位及哪些成员。

泰勒还表示，OpenAI将进一步

稳定组织架构，以便继续履行“构建

有益的AGI”的使命，稳定的措施包

括召集董事会独立委员会来监督对

近期事件的审查。与此同时，Ope-

nAI还将加强治理结构，“让所有利

益相关者——用户、客户、员工、合

作伙伴、社区开发者等都能相信

OpenAI将继续蓬勃发展”。

记者注意到，OpenAI 的最新

声明似乎达成了一种“大团圆”式

的美好结局——奥特曼对于此前

罢免事件中的涉事各方都表达了

致意。然而事实上，关于事件发生

的真实原因，猜测与质疑仍充斥在

舆论场中。

首席科学家的去留和微软的角色

“在我研究人工智能的十年

里，我从未见过一个让这么多人幻

想的算法。只是一个名字，没有论

文，没有统计数据，没有产品。”11

月25日，英伟达资深AI科学家Jim

Fan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写道。他所

提到的“让这么多人幻想的算法”

指的就是 Q*，它最早由路透社、

The Information等美国媒体援引消

息人士报道 ，称在 OpenAI 罢免

CEO 风波出现之前，一些 OpenAI

的员工向董事会发生警告——Q*

可能预示着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

由此成为罢免事件的导火索。

美国人工智能培训公司 Tr-

omero联合创始人索菲亚·卡拉诺

夫斯卡（Sophia Kalanovska）提出一

种观点，认为 Q*很可能是两种人

工智能算法，即 Q-learning 和 A*

Search的组合。前者是深度学习中

强化学习的一种，通过奖励理想结

果来训练AI做出更好的决策，比如

在 2014 年火爆全球的 AlphaGo 中

即已应用；后者则是一种经典的启

发式搜索，在规划从一个点到另一

个点的路线时，通过高效计算找到

到达目的地的最佳路径。按照卡

拉诺夫斯卡的分析，如果大语言模

型GPT结合这两种算法，或将提升

数学推理、规划等能力，由此当下

生成式 AI 所被诟病的“幻觉”（指

AI对于生成的内容，哪怕是不合逻

辑、错误的内容都无比自信）问题

有望解决，由此距离通用人工智能

更近了，这一观点受到了不少业内

人士的采信。

然而，业界同样出现另一种声

音，即质疑 Q*是否只是炒作和危

言耸听，不少业界专家提出了自

己的观点。2018 年图灵奖得主之

一、Meta 首席 AI 科学家 Yann Le-

Cun在社交平台直言：“请忽略Q*

的大量废话，提升大语言模型可

靠性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用规划

取代自回归预测，几乎每个顶级

的 AI 实验室都在致力于此项研

究。”他还介绍，自从2016年以来，

他一直倡导建设深度学习架构。

此外，纽约大学心理学、神经科学

教授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

等也对所谓的 Q*提出了质疑，认

为其表现有可能被严重夸大。

事实上，记者观察到，围绕人

工智能的安全性、意识觉醒和独立

人格等的讨论经久不衰，在各种观

点争锋中还分化出诸多派别，如传

统的乐观派与悲观派、“末日论”，

以及新兴的“有效加速主义”“超级

对齐”支持者等。就在2022年年中

——彼时OpenAI的ChatGPT尚未

公开发布，谷歌AI伦理部门的一名

员工称谷歌的 LaMDA 已产生意

识，引起了业界的热烈讨论。而在

ChatGPT诞生这一年，大语言模型

使生成式AI加速跃进，渗透到社会

生产生活中，由此产生的关于AI安

全性的讨论热度更是居高不下。

如何保障AI加速发展过程中

的安全？这已经成为摆在OpenAI

在内的所有 AI 玩家面前的拷问。

OpenAI 方 面 在 公 告 中 也 提 到 ，

OpenAI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重要，ChatGPT让人工智能成为

数亿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普及

使得人工智能——无论机会，还是

风险——成为几乎所有有关政府、

企业和社会未来对话的核心。

最新消息，11月30日晚间，据

美国媒体The Verge报道，奥特曼

在最新采访中首次回应了Q*。他

表示：“对于这次不幸的泄密事件

没有特别评论，但我们一直在说，

这项技术将继续快速进步，而且我

们希望继续努力找出如何使其安

全和有益的方法。”

围绕超级人工智能的观点争锋

本报记者 陈佳岚 广州报道

继小米、传音上市之后，国产手

机品牌荣耀亦在加速上市布局。

近日，荣耀终端有限公司发布

公告称，为实现公司下一阶段的战

略发展，公司将不断优化股权结构，

吸引多元化资本进入，通过首发上

市（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英文简称

为 IPO）推动公司登陆资本市场。

这一公告既辟谣了此前不绝于耳的

借壳上市传闻，也明确了荣耀 IPO

上市的决心。

“荣耀自与华为分离以来，一直

在战略上推进上市工作，这不仅是增

加资本投资的重要一步，也是实现投

资者投资组合和全球品牌认知多元

化、降低未来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一

步。”Canalys分析师Runar Bjrhovde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荣耀IPO的关键部分将是展示其

在各个市场的潜在能力。在中国市

场上，荣耀已经证明了其竞争力，尽

管在2023年第三季度成为中国智能

手机市场的最大供应商（并非首次成

为中国市场的第一名）。然而，它还

必须展示海外市场的潜力，通过展示

其增长和夺取市场份额的能力来实

现这一点。欧洲和拉丁美洲市场一

直是荣耀的核心市场。

记者亦注意到，当前，荣耀已经

确定了将欧洲作为“第二本土市场”

的目标，“而在拉丁美洲，荣耀在第

三季度成为第六大供应商，市场份

额已很接近甚至超过第五名的苹果

的销量。”Runar Bjrhovde指出。

荣 耀 已 经 确 定 了 其 上 市 方

式，将通过首发上市的方式登陆

资本市场。这意味着荣耀将以公

开募资的形式在证券市场上发行

股票，筹集资金以支持其业务扩

张和发展。

在荣耀方面发给记者的荣耀

三周年采访资料中，荣耀CEO赵明

表示，荣耀会在中国IPO，IPO的具

体计划会由股东和董事会来定。

在未来走向资本市场的过程中，会

按照上市公司以及监管机构的相

应要求不断完善董事会的结构和

运作，而他作为CEO主要还是做好

经营。

除确定IPO动作之外，公告中

还披露了荣耀的人事调整。作为

深圳国资代表的吴晖将担任荣耀

公司董事长，原董事长万飚担任副

董事长。此前，吴晖曾担任深圳市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而

业内也就此猜测，吴晖可能是带领

荣耀上市的关键人物。

“之前传闻荣耀借壳上市，真

的给股民和老百姓带来非常大的

影响。”赵明坦言，董事会发布该声

明，就是表明要IPO上市，减少借壳

上市传闻产生的影响。

尽管公司尚未公布具体的上

市时间表，但已确定了上市方式和

相关的管理团队调整，这也被认为

是为了加快荣耀的上市进程。

目前，已上市的国内手机品牌包

括小米和传音。而对于手机厂商上

市而言，未来的市值和股价表现与其

市场表现密切相关。遗憾的是，当前

智能手机行业并不景气，这并不是厂

商上市的好时机，因为上市时机的选

择会影响公司估值。Counterpoint

预测，到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的出货量仍将下降5%。

“除了目前行业不景气并非手

机厂商们上市的最佳时期外，手机

企业没有较大的创新，很难做出差

异化，为此在上市的时候也不好讲

故事，也是当前手机厂商上市面临

的挑战。”通信专家马继华对记者

说道，“我们看到，除苹果之外的其

他上市的手机企业市值都很低，标

杆也不够高，所以此时上市其实是

比较难的一件事儿。”

从目前整个市场来看，手机整

体出货量连年下滑，对任何一家手

机品牌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不

过，这并不影响外界对荣耀上市的

关注。

业内人士表示，除了与荣耀

脱胎于华为、自带光环属性有关

外，外界对荣耀的关注还得益于

荣耀重返手机市场以来市场份额

迅速增长及其在折叠屏手机市场

的良好表现。

国内重返第一全球仍在前五之外

“荣耀在中国的份额已经非常高，增长空间有限，如果需要持续保持增长，就要在海外市场进击。”

IPO背后的考量

尽管公司尚未公布具体的上市

时间表，但已确定了上市方式和

相关的管理团队调整，这也被认

为是为了加快荣耀的上市进程。

荣耀独立三年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进展。纵观荣耀市场发

展情况，荣耀近年来在国内市场

的出货表现可圈可点，今年第三

季度，荣耀还坐上了国内手机市

场的头把交椅。

近期，IDC、Canalys和Coun-

terpoint 三大市场分析机构先后

发布的统计报告都显示，第三季

度，荣耀出货量份额占比位列中

国市场第一。此外，市场调研机

构 Omdia 的智能手机市场监测

报告亦显示，今年第三季度，荣

耀以 28%的市场份额夺得中国

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出货的第

一名。

值得留意的是，“随着华为

的回归，大部分主流品牌都会

受 到 竞 争 压 力 。”Counterpoint

高 级 分 析 师 林 科 宇 对 记 者 分

析，荣耀在中国的份额已经非

常高，增长空间有限，如果需要

持续保持增长，就要在海外市

场进击。这个需要时间，需要

投入，同时品牌成长也需要一

个过程。

而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

荣 耀 尚 未 挤 进 全 球 前 五 。

Canalys 公布的第三季度全球五

大智能手机品牌包括三星、苹

果、小米、OPPO、传音。

Runar Bjrhovde表示，“全球

多元化是荣耀未来向投资者展

示潜力的关键。”

荣耀在全球市场的野心实

际上早已显现。赵明曾多次在

公开场合喊话苹果，不畏惧与头

部品牌竞争。

近日，赵明指出，2022 年是

荣耀全球市场布局的元年。三

年前荣耀开始独立创业，当时荣

耀在海外市场将近有 18 个月没

有发货，从零售体系到市场体系

渠道几乎全部归零。而“过去两

年，荣耀在海外市场处于高增长

状态，且未来 5 年都看不到增长

的天花板。”赵明还透露，荣耀的

目标是把欧洲市场打造成荣耀

的“第二本土市场”，核心战略就

是要在欧洲打造高端品牌，与苹

果、三星进行竞争。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 Coun-

terpoint Research 报告，2023年第

三季度欧洲智能手机市场出货

量同比下降了11%。而该季度荣

耀也是欧洲市场唯一正增长的

主流品牌，同比增长了8%，林科

宇对记者表示，荣耀的产品逐渐

在欧洲市场渠道铺开，正在替代

淡出的中国品牌，譬如之前的

OPPO和vivo。

记者亦注意到，由于与诺基

亚之间的专利战，OPPO、vivo 近

期在欧洲市场表现差强人意，尤

其是德国、法国两大市场。

而同时，荣耀却在加大与

欧 洲 运 营 商 的 联 系 ，Runar

Bjrhovde 亦对记者表示，荣耀是

第三季度欧洲智能手机市场增

长最强劲的参与者之一，该季度

也是荣耀在欧洲市场迄今为止

表现最好的季度。荣耀在法国

投入了大量资金，特别是专注于

与 SFR（法国电信公司）等网络

运营商的联合营销以及在芬兰

地区市场份额也得到了提升。

“荣耀拥有丰富的市场理

解和开拓经验，这些经验源于

其华为的底蕴，特别是在运营

商主导的分销渠道方面。”林科

宇表示，从目前来看，荣耀的产

品在欧洲市场发展不错，同时

荣耀也极力在不断增强产品的

差异化和黏性。

记者留意到，赵明在华为

时，就曾历任华为意大利代表处

代表、华为西欧地区部副总裁等

职位，对欧洲市场有一定市场推

广经验。“荣耀可以借助华为的

渠道实现自己的销售。”马继华

亦对记者分析，荣耀虽然从华为

脱离出来，但是华为的品牌影响

力在欧洲很大。在欧洲，很多人

还是会把荣耀看成与华为有着

密切联系的品牌，这对荣耀市场

推广有帮助。

“进入高端市场仍然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

手机厂商需要对品牌建设和渠

道进行大量资本投资。”Runar

Bjrhovde 认为，建立与消费者的

信任和独特的品牌标识是荣耀

在 欧 洲 立 足 所 面 临 的 最 大 挑

战。欧洲市场越来越需要供应

商提供强有力的可持续发展证

书和翻新设备计划，荣耀应该有

很大的机会将自己定位为寻求

抓住循环市场机遇的中国品牌。

Runar Bjrhovde 补充道，在

欧洲市场，尽管随着时间的推

移，荣耀将寻求从苹果和三星手

中夺取份额，但中期更多的可能

是与小米、摩托罗拉、TCL 和

OPPO展开激烈竞争。

记者也留意到，赵明也坦

言，欧洲高端市场竞争比中国更

激烈，苹果占据欧洲近 80%的高

端份额，而荣耀的旗舰机型手机

未来想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就

一定要以更强的创新能力参与

进来。

“结合当前战略来看，荣耀

上市还是要追求发展规模，一些

上市厂商如小米和传音规模都

非常高。”Canalys 高级分析师朱

嘉 亦分析表示。

在西班牙举行的2023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游客体验荣耀magic V折叠屏手机。 视觉中国/图

11月6日，OpenAI CEO奥特曼在OpenAI 开发者大会讲话。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