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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横空出世 人类“认赌服输”？
震撼背后：视频生产力的突破

手机厂商加码AI
是走向岔路还是殊途同归

未来展望：通向AGI之路

All in AI和停止传统智能手机新项目

AI已经成为明确趋势

“AI会取代我的工作吗？”当Sora出现后，这种普遍性的“职业焦

虑”进一步加深。

与ChatGPT引发大模型争奇斗艳类似，Sora的出现势必将引发全球范围内在视频生成领域的创业投资热潮。

截至 2024 年 2 月 22 日，国内

已有数十家券商发布了超百份

关于 Sora 的研报，记者综合各家

研报及科技圈内知名人士的公

开发言梳理总结后发现，Sora 模

型的亮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对自然语言的理解程度明

显增强；二是效果上高逼真、具

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时长最高

达到 1 分钟；三是多模态应用加

速落地，文本到视频和图像到视

频的转换能力，有望率先改变传

统的视频创作、广告营销、游戏

与教育等领域，激发更多高质量

内容生成与流量变现，并多模态

赋能医疗、安防、智能驾驶、工业

等领域，具有更加广阔的想象空

间。从市场竞争层面来看，与

ChatGPT 引发大模型争奇斗艳

类似，Sora 的出现势必将引发全

球范围内在视频生成领域的创

业投资热潮，以及启发各个行业

领域的关注以及探索各领域的

落地应用之路。

在对于Sora的讨论中，AGI常

常被作为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

来探讨。AGI通用人工智能，实际

是指拥有与人类相当甚至超过人

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状态，在预期

的理想状态中，AGI不仅能够像人

类一样拥有感知、理解、学习和推

理等基础思维能力，还能在不同

领域灵活运用、快速学习和创造

性思考。在AI发展的数十年时间

里，包括自然语言理解（NLP）、深

度学习、具身机器人、脑机接口等

等，都是在向着AGI方向迈进。

OpenAI 在 Sora 技术报告的

标题中写道，视频生成模型是

“世界模拟器”。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 Sora 在模拟能力方面已取

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它目前仍然

存在许多局限性。中国工业合

作协会仿真技术产业分会会长

张霖向记者解释了视频生成模

型与当下数字孪生、仿真技术的

关联与区别。他指出，目前的

Sora 仍只是个视频制作工具，仿

真和数字孪生是通过对物理世

界建模认知和改造物理世界，视

频动画只能反映世界表象的东

西，并非模型的全部，类似的 AI

视频工具大多情况下生成的视

频并不是现实中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监管

层面，还是社会大众，与ChatGPT

之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一样，

Sora及由其引领的视频生成模型

爆发，在生成内容的真实性、版权

归属、隐私保护、数据治理及安全

等方面都存在潜在的法律和伦理

风险与挑战。对此，在通往 AGI

的道路上，普通大众可能需要更

加警惕新技术带来的深度伪造风

险及新型犯罪等问题。

事实上，不仅是魅族，在智能

手机产品创新遭遇瓶颈的当下，

AI 已成为手机厂商的共同发力

方向。

如今，手机+AI 是手机厂商

们追寻的一个主流方向。近期，

荣耀、OPPO、vivo等厂商都推出

了搭载端侧大模型的手机。三星

也喊出了“开启移动 AI 新时代”

的口号。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

颖而出，厂商们也将AI视作一项

重要战略。

2024 年新年伊始，OPPO 宣

布进入AI手机时代。2月20日，

OPPO AI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

宣称：“AI手机将是继功能机、智

能机之后，手机行业的第三个重

大的变革阶段。AI手机时代下，

手机行业和用户体验都将迎来

革命性的变化。”OPPO 介绍称，

在云端算力上，OPPO 滨海湾数

据中心是 OPPO 首个自建大型

数据中心，能够支持千亿级AI模

型训练、两毫秒的骨干网络链接

超低时延，并以100%的纯绿色能

源运行。

OPPO首席产品官刘作虎在

战略发布会后向记者在内的媒体

表示：“在投入上，我们把AI作为

手机下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

没有设置上限。”

OPPO成为将AI定位成“下

一代战略”的厂商，可见公司对

AI的重视程度。

“其他手机厂商同样也是把

AI 作为非常重要的战略投资赛

道。”在Counterpoint研究副总监

齐英楠看来，从现在开始，未来中

国手机市场所新发的旗舰机型产

品都将是AI手机。

从近期终端厂商们拥抱 AI

的热情上来看，AI已经成为一种

明确的趋势。

而魅族却喊出了停止传统

智能手机业务、All in AI 的口

号，相比于其他手机厂商似乎

更为激进。

魅族为什么要停止传统智能

手机新项目投入，难道就不能兼

得吗？对此，沈子瑜表示，手机行

业变得越来越像电脑行业，主流

产品已经做到流畅不卡、拍照够

用、功能齐全。消费者平均51个

月才换机，手机行业的创新更像

是堆叠参数的军备竞赛，加大内

存、加大 cmos、加大电池和快充

等，而行业里获得传播的方式越

来越多。在一个无限内卷的环境

里，用宝贵的智慧资源和创造力

去对抗传统智能手机规模效应与

复制粘贴，是对团队才华的浪费，

所以魅族要停止传统智能手机新

项目投入，在有限的资源和有限

的时间条件下驶向AI时代。

马继华表示，端侧大模型正

在落地智能手机，人工智能应用在

手机上取得更多突破，这是所有智

能手机厂商的机遇，也是挑战，大

厂会选择更为稳健的发展路线，魅

族手机则表现得更为激进。

齐英楠向记者分析，对于魅

族而言，手机品类少，主要是高端

品类，没有中低端产品，所有产品

线都切到 AI 也更为容易。而对

于 OPPO、vivo、小米等厂商而

言，仍有很大一部分手机是中低

端产品，向AI渗透的速度也比较

慢，不过，各厂加大对 AI 的投入

已经成为一个确定的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在多位行业

人士看来，由于整体手机市场装

机量仍比较大，厂商如果想要推

动 AI 的渗透率提升，与 Rabbit

R1、AI Pin 等 AI 原生硬件相比，

AI手机仍是落地最优选择之一。

刘作虎对记者表示：“未来十

年，手机还是AI搭载在终端的主

要形态。”

齐英楠亦认为，魅族未来还

是会推出AI手机，但未来定义的

产品将是在车的场景下定义产

品。而OPPO、vivo、小米们则是

以手机为核心业务加大对 AI 的

投入。

“AI Pin 和 Rabbit 这种没有

屏幕或者说屏幕很小的 AI 硬件

在部分娱乐的场景（刷微博、看电

影、看抖音）仍是覆盖不到，更多

的还是作为手机辅助品的形式存

在。”为此，钟晓磊认为，魅族可能

不会放弃手机，会把更多的AI功

能下放到手机品类中，同时开发

更多的AI衍生硬件。

从魅族 18S 系列之后，魅族

暂停发布新机，直至2023年被吉

利旗下的星纪时代收购之后，才

相 继 推 出 了 魅 族 20、魅 族 20

Pro、魅 族 21，还 推 出 了 Flyme

Auto 车机系统，MYVU 智能眼

镜等周边生态产品。魅族此前

更是喊出了“3 年内重返国内高

端TOP5”的目标，但此番官宣调

整战略，放弃传统智能手机业

务，上述目标是否还在？新设备

如何更好地与车机互融？这或

许也要由时间给出答案了。

“手机、PC、车是大模型在C

端落地最重要的三个应用场景，

吉利更多是想利用魅族的软件能

力进行深度整合，发力AI应该还

是强调围绕车为主线打造的移动

企业，手机只是一部分。”齐英楠

表示，魅族现在基本聚焦高端产

品，车与手机的概念在系统层面

打通，同时强化高端品牌形象，魅

族能卖多少手机已经不那么重要

了，如今的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

内卷的市场，主流品牌也多，竞争

较为激烈，魅族手机的销量、市场

份额低，想要进入国内主流高端

手机市场存在不小挑战。

本报记者 曲忠芳 北京报道

“我更关心的是 Sora 究竟

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在文本

生成视频模型 Sora 持续火爆

的龙年开工第一周里，短视频

行业创业人士吴灵（化名）提

出了这个问题，显然这一问题

也代表了更大范围内社会公

众的疑问。

Sora 是 OpenAI 于北京时

间2月16日凌晨发布的文本生

成视频的人工智能模型，甫一

亮相就成为刷爆科技圈的热点

话题，“王炸”“颠覆”等词语高

频地出现在社交媒体对Sora的

描述中，甚至直到本篇文章发

稿之时，尽管 Sora 尚未开放接

口，围绕 Sora 的讨论热度依然

居高不下。英伟达高级科学家

Jim Fan称Sora是视频生成领域

的“GPT-3 时刻”，360 集团董

事长周鸿 则认为随着Sora出

现，人类实现AGI（通用人工智

能）的时间从 10 年、20 年可能

缩减至一两年。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称：“人类认赌服

输，但AI增强的人类将创造出

最好的作品。”而图灵奖获得

者、Meta首席科学家Yann Le-

Cun则对Sora的生成式技术路

线提出了质疑。

喧嚣之下，如果抛开各种

溢美之词与技术路线的争论，社

会公众或许更想了解的是Sora

以及由此引发的技术迭代升级，

究竟对个人有什么用？一如

2023年的ChatGPT，它将如何改

变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基于此，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数位

相关领域的从业者及第三方专

家，试图针对社会公众的疑问

提供初步的思路与阐释。

“输入一段文本，生成一个视

频，这个功能并不新鲜，当下包括

内容社区、短视频平台等几乎所

有的社交媒体都标配了一键文生

视频的功能。”吴灵在持续从事短

视频内容输出的工作中，对各类

主流的视频剪辑工具的各种功能

已熟稔于心。

吴灵向记者做了一个非常简

单的演示：假如一个新手要做一

个科普视频，自己写好文案，抑或

借助ChatGPT之类文本生成工具

来做好文案，然后打开剪映这些

常用的视频剪辑工具，输入文案

即可一键生成一段视频作品。在

演示中生成的这段视频，乍看之

下与文案内容并不明显违和，但

细看之下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部

分视频画面与文案只能说是一个

“约”化的呈现，例如：演示文案中

提到“脑机接口侵入式手术”，生

成画面里呈现的却是一个口腔检

查的场景；文案中提到了一本古

代书籍，画面呈现的则是一本封

面破旧的、并不相关的另一本书

等等。吴灵透露，这些由AI生成

文案、图片甚至视频的工具目前

还只能是一个辅助或启发灵感的

角色，优质的作品生产仍较大程

度上依赖人工。

在 Sora 发布后，吴灵第一时

间观看了 OpenAI 的官方介绍及

视频案例，根据 OpenAI 的官方

介绍，Sora 只需一段普通的文本

就能自动生成高度逼真、高清质

量的视频，且时长突破 60 秒。他

和很多科技圈人士都表示“震

撼”，一方面是震惊于 OpenAI 的

动作之快，仅仅一年有余的时间

里，在抛出了文本生成大模型

ChatGPT、图像大模型 DALL·E

等之后，又在视频生成领域实现

了突破，进一步验证AI生成技术

路线的可行性。另一方面的震

撼源于自身的职业发展焦虑，一

如 ChatGPT 面市之初席卷全球

的普遍性职业焦虑——“AI 会取

代我的工作吗？”当 Sora 出现后，

这种普遍性的“职业焦虑”进一

步加深。当然，吴灵也指出，无

论对于短视频创作者，还是其他

各个行业领域的从业者，要缓解

焦虑的方法就是要探索新技术、

新工具如何“为我所用”。在他

看来，2023 年 ChatGPT 火热，带

动了国内出现各类大模型涌现，

“类似的剧本今年可能仍会上

演。”中国版的 Sora 或许已然在

酝酿发力。

提供视频生成工具“一帧秒

创”应用的新壹科技一位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目前有一定应用规

模的视频生成工具最多支持 4 秒

视频生成，视频 AI 生成仍属于

“素材级别”，一个完整的视频作

品往往需要几十个素材构成，视

频 AI 生成工具解决的是通过已

有素材、AI 素材的组合完成作品

级的视频生成。Sora将视频生成

的时长突破至1分钟，而且释放出

的试用效果已超出了市场上的已

有产品。

当被问及“Sora是否会带来行

业性的颠覆与冲击”时，新壹科技

上述负责人则提供了另一个思考

视角，视频生成技术的进步对于

AIGC（AI 生成内容）领域来说是

一个利好事件：一方面可以降低

对于素材的依赖，另一方面能提

升生成效果，视频内容生产的门

槛有望进一步降低。

本报记者 陈佳岚 广州报道

春节假期刚过，厂商们就迫不

及待放AI大招了。

2 月 18 日，魅族宣布停止传统

智能手机新项目的开发，同时决定

All in AI、全力投入明日设备“AI

For New Generations”，魅族此举引

起各界关注。

无 独 有 偶 ，OPPO 创 始 人 兼

CEO 陈明永在同日发布的全员信

中表示，AI 手机将成为继功能机、

智能手机之后，手机行业的第三阶

段。紧接着在 2 月 20 日，OPPO 又

公布了由 OPPO AI 超级智能体和

AI Pro智能体开发平台组成的OP-

PO 1+N智能体生态战略。

可见，AI已成为手机厂商们布

局的重点。相比于其他手机厂商，

魅族在 All in AI 的同时，却喊出了

停止传统智能手机业务的口号，似

乎更为激进。

“魅族对于AI的一些功能定义

以及应用产品开发都会比一些大厂

商来得更加简单一点，且面向AI也

不一定会局限在手机这一品类，更

多的是去涵盖车机、穿戴等其他品

类。”谈及如何看待魅族和 OPPO、

vivo、小米、荣耀等厂商在AI战略布

局上的差异时，Canalys研究分析师

钟晓磊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分析，

OPPO、vivo 这些厂商对于 AI 的投

入会更大一点，整体大模型的矩阵布

局都比较广，从10亿到千亿的模型都

有，像OPPO还在投入数据中心的建

设，这些传统大厂对AI的投入偏重资

产，且手机产品包括低、中、高端，品

类较全，不会将所有的产品都快速切

换到AI，而是一步步去渗透。

按照魅族的说法，其 AI 战略

规划包含打造 AI Device（设备）产

品、重构Flyme系统和建设AI生态

等，此外，魅族还将重点建设 AI 生

态，向包括 OpenAI 在内的众多国

际顶级大模型团队全面开放 AI

Device硬件，通过三年的生态布局

和沉淀，逐步完成 All in AI 的愿

景。魅族方面称，首款 AI Device

硬件产品将在 2024 年年内发布，

与全球顶尖的 AI Device 厂商展开

竞争。

值得留意的是，魅族 All in AI

的同时，决定停止传统智能手机新

项目投入。

然而，喊出“停止传统智能手机

业务”的口号是一个噱头还是出于

无奈，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根据魅族的说法，只是停止传

统智能手机新项目，并没有明确

不做手机。有网友猜测魅族后续

还会推出“AI 手机”，后续的产品

可能重新命名或者叫魅族 AI 智能

硬件。

不过也有网友猜测，魅族大概

率以后不再发布手机产品了，星纪

魅族董事长兼 CEO 沈子瑜在视频

中拿魅族十年前放弃做 MP3 举

例，暗指今后放弃手机，转行做 AI

设备，然后又用 AI Pin 和 Rabbit 举

例称，这些 AI 设备并不完美，似乎

要做类似又超过这两款产品的东

西，声称将以全新交互的方式为基

础，重新想象设备的形态。

按照规划，2024年魅族面向AI

时代打造的手机端操作系统将进行

系统更新，同时，首款 AI Device 硬

件产品也将在2024年内正式发布，

并将“与全球手机和AI Device厂商

开启正面竞争”。

魅族方面还称，考虑到新老用

户的过渡需求，在魅族 All In AI 过

渡期内，原魅族Flyme、Flyme Auto、

Flyme AR、MYVU、PANDAER 以

及无界智行业务的用户体验及服务

将不会受到影响。另外，现有在售

的魅族手机产品将继续为用户提供

正常的软硬件维护服务。已购买的

魅族20系列、魅族21旗舰手机的用

户，仍将享受原有的售后及相关服

务保障。

而魅族前副总裁李楠近日表

示：“必须换赛道。年前做了很多

的工作，很欣慰魅族的决心是坚定

的。不换赛道没有前途，那些做着

手 机 扯 AI 的 品 牌 ，才 明 显 是 噱

头。魅族手机到了应该终结的时

候了。”

对于是否还将推出手机形态

的产品以及未来 AI 设备的具体形

态，记者采访魅族方面，截至发稿

未获得回复。而一位魅族员工则

向记者表示：“魅族未来设备可能

为 AI 终端产品，至于其他，一切都

在待定中，目前内部还没有确定详

细的形态。”

通信专家马继华对记者表示，

魅族在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已经越

来越低，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也

需要探索新智能设备的机会，全力

以赴进军人工智能算是又一次转型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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