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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废物”or普及神机 小折叠手机卷进3000元
本报记者 陈佳岚 广州报道

曾经高攀不起的折叠屏手

机，如今价格持续下探至中端价

位档。

近日，努比亚最新推出的小折

叠手机——努比亚Flip，让折叠屏

手机下探至3000元，起售价“卷”出

新低，打破了摩托罗拉Razr 40 在

2023年6月发售时3999元的纪录。

面对3000元价位档的折叠屏

手机，不少业内人士直呼：“这样的

价格不赚钱。”

随着安卓厂商和上游供应链

的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硬件技术

改进成熟，软件系统应用优化，消

费者使用体验感不断提升，折叠

屏手机的价格进一步下探，也使

得更多消费者愿意尝鲜使用折叠

屏手机。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近两年折叠屏手机的发展、价格

下探离不开手机品牌厂商的纷纷

入局与国产面板、铰链等技术的

成熟，但并不意味着折叠屏屏幕、

铰链等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小折

叠手机的配置有所取舍仍在所难

免。而当下，柔性 OLED 的价格

正在上涨，从产品形态上来看，价

格下探和配置体验保障如何取得

平衡仍是小折叠手机普及面临的

瓶颈。

虽然目前折叠屏手机的市场

规模不大，但其增长势头迅猛，已

成行业一大亮点。

IDC 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

折叠屏手机市场出货量约700.7万

台，同比增长114.5%。自2019年

首款产品上市以来，中国折叠屏手

机市场连续 4 年同比增速超过

100%。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折

叠屏手机市场出货量约 277.1 万

台，同比增长149.6%，华为、OPPO

和荣耀的多款新品推动该季度折

叠屏市场延续快速增长势头。

而随着折叠屏手机市场的快

速发展，折叠屏产品的价格也在

持续下探。

根据 GfK 监测，2024 年第一

季度，中国大折叠手机均价为1.1

万元左右，而小折叠的均价为

6000元左右，整体折叠屏的均价

在 1 万元左右，市场销量仍以大

折叠手机产品为主。而在 2022

年 1 月折叠屏手机的均价则为

1.14万元。

折叠屏产品上游供应链的重

要部件主要有铰链、盖板和柔性

面板，这三类部件在折叠屏手机

中的成本占比较高，因此，折叠屏

手机的出货量和渗透率的快速提

升以及均价下探，既离不开国产

品牌的大规模跟进，也离不开国

产面板、铰链等技术日趋成熟带

来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从新品的角度来说，vivo新

出的大折叠手机已经在轻薄的基

础上把产品价格打到6999元，而

努比亚更是把小折叠手机的价格

打到2999元价位。”GfK中国科技

事业部资深分析师侯林对记者分

析，从价位来说，大折叠手机已经

到达传统高端直板手机主流价

位，小折叠手机则已来到传统直

板手机普遍价位，价格已经不是

折叠屏手机对消费者购买的不可

逾越的阻碍。

记者梳理发现，在努比亚

Flip 之前，小折叠手机的售价已

持续下探，2023年6月，摩托罗拉

竖折屏手机 moto Razr 40 发布，

售价3999元起，目前在京东自营

店的价格为3499元起，三星的竖

折屏手机 Galaxy Z Flip4 目前在

京东自营店的价格为3939元起，

上述产品均下探至 600 美元（约

4400元）以下的价位区间。

小折叠手机价格频频下探背

后原因是什么？

CINNO Research 显示产业

首席分析师周华对记者分析，折

叠屏特别是小折叠屏手机的技术

成熟度发展比较快，并且现在折

叠屏里最新的一些技术比如去偏

光片的 POLESS 技术，碳纤维铰

链及其他都没有用在小折叠产品

里，因此小折叠屏幕价格比过去

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当下，在面板

价格企稳并出现上涨态势的大行

情下，小尺寸柔性 OLED 面板的

价格也在持续回暖，对手机厂商

来说，价格下探是否面临成本压

力？是否也需要考虑平衡供应链

成本，并在产品开发中寻找差异

化竞争优势？

根据周华向记者提供的数

据，今年3月，6.7英寸柔性OLED

的价格在26美元，比2023年年底

涨了3美元左右。

面板厂商深天马 A（000050.

SZ）表示，2023 年第四季度柔性

OLED 价格整体处于涨价趋势。

京东方A（000725.SZ）亦表示，部

分柔性OLED产品价格自四季度

以来开始上涨，并延续至2024年

一季度。

侯林认为，从手机整体来看，

面板、存储等元器件确实会对整

体成本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并不

大，同时手机厂商都是市场长期

玩家，已经学会应对元器件的涨

跌周期，所以如果从整体手机成

本来看，影响相对较小。

在 IDC 中国高级分析师郭

天翔看来：“对于相比较而言价格

更高的折叠屏面板，近期的价格

上涨反而影响不大，更多影响在

直板机。”

价格持续下探

从产品形态上看，尽管竖折叠

产品价格相对更低，且一度突破至

更低价格，但横折产品凭借大屏体

验似乎更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

IDC 数据显示，2023 年横折

（大折叠）产品市场份额重新增加

到 68.1%，同比增长 10.4 个百分

点，反之，2023年，竖折（小折叠）

产品市场份额从2022年的42.3%

缩到了 2023 年 31.9%，同比下滑

1.4个百分点。

“竖折产品的使用场景尚未

完全发现，将潜在用户定位为‘时

尚年轻女性’的产品会与苹果形

成直接竞争。”在郭天翔看来，目

前竖折产品除了携带方便以外，

消费者依然缺乏必须的使用场

景，同等价位下使用体验与直板

机也有明显差距，并且产品质量

还有更大提升空间。

近期，也有个别手机厂商被曝

出暂停 2024 年小折叠屏手机计

划。OPPO和vivo暂时停止了原

本预计在2024年发售的新款小折

叠机型计划，而OPPO、vivo分别是

在2022年年底和2023年才入局小

折叠手机的品牌。对此，这两家公

司均表态并未停止对小折叠手机

的开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

尽管，OPPO 和 vivo 双双否

认，但部分厂商暂搁小折叠产品

的策略似乎也是有迹可循。比

如，vivo 2023年更新折叠屏产品

时是大折叠和小折叠手机共同发

布，大折叠机型第二代、小折叠机

型第一代。而2024年3月26日，

vivo仅发布了大折叠款新机和平

板、TWS 耳机，并未同步发售新

款小折叠机型。

随着竖折叠手机价格下探至

3000元起步，这样的价格对尝鲜

用户的确具有诱惑力，也更利于

产品普及，也就意味着折叠屏手

机市场成熟了吗？其实不然。

在郭天翔看来，折叠屏相关

技术确实不断发展成熟，成本也

在下降，但是整体成本依然明显

高于同配置的直板机，所以目前

市面上价格较低的竖折产品，更

多是通过降低配置来实现的。

记者注意到，比如此前的

moto razr 40尽管价格亲民，但在

配置上做了妥协，采用的是骁龙

7Gen 1处理器。从努比亚Flip来

看，除了折叠屏卖点外，影像系统

为千元入门水准，续航和充电速度

缺乏亮点，芯片也是骁龙7Gen 1

处理器。而从行业来看，小折叠手

机稳定性、耐用性等缺陷仍难以解

决，不少消费者仍表示对折叠屏手

机高昂的维修成本望而却步。

“价格下探只是助推折叠屏

手机普及的一个因素。消费者固

然喜欢折叠屏手机价格下降，但

价格下降的前提是配置和使用体

验不能下降，如果价格下探的同

时使用体验也明显下降，那对于

消费者的吸引力可能还不如直板

机，尤其是使用手机价格越低的

用户，对于手机性价比的关注更

高。”郭天翔对记者分析。

随着供应链成熟，折叠屏手

机均价下降是必然趋势，但某种

产品的普及不会受价格因素影

响，消费者的需求、硬件生态、软

件适配、品牌接受度等都是综合

考量因素。“价格已经不是折叠屏

手机消费者购买时的不可逾越的

阻碍，电子产品受到各种因素所

影响，包括宏观情况、产品行业、

消费者需求等。”侯林亦认为，价

格因素只是影响折叠屏普及的一

个因素，折叠屏的耐用性和可靠

性也是重要因素，而从折叠的架

构来说目前依旧难以与直板机

处于同一级别。更关键的是折

叠屏的使用体验，小折叠手机带

来的更多是轻薄便携时尚等，而

大折叠手机在展开之后的使用

体验虽然不能说没有提升，但是

由于现在软件适配原因，提升幅

度确实较小。再加上目前的宏观

情况因素，一下难以带动消费者

的尝鲜心态。所以综合来说，目

前折叠屏手机仍处于稳中有升的

发展阶段。

市场份额缩减

防患于未“燃”电动自行车国标迎修订
本报记者 曲忠芳 北京报道

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迎来

新的利好消息。继多项国家标

准落地施行后，工业和信息化

部近日连发两份通知，一是计

划对 2019 年 4 月 15 日施行的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

制性国家标准予以修改，现申

请立项公示，截至今年 4 月 13

日前征集社会意见；二是公开

征求对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

件及公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的社会意见，征集意见的窗

口期于4月12日截止。该规范

条件从企业布局、工艺装备、产

品质量与管理、智能制造和绿

色制造、安全生产等八方面对

电动自行车企业、行业主管部

门、市场监管等各主体提出了

具体要求。

《中国经营报》记者向工业

和信息化部相关项目负责人询

问社会意见的征集情况，截至

发稿前，暂未收到回复。记者

从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共享

电动自行车运营企业等获悉，

大多企业目前已关注到相关通

知并在内部研究中。

电动自行车如今已成为我

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交通

工具，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了诸多风险与安全问

题。近年来，尤其是自《电动自

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

家标准发布以来，电动自行车

领域相关的国家标准及行业规

范、监管措施加快出台，为产业

的绿色可持续和健康有序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综合梳理公开信息发

现，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自20世

纪90年代起步，逐步规模化发展

直至产业成熟。2018 年 5 月 17

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并且于

2019年4月15日正式实施。此后

电动自行车领域的规范化步伐明

显提速。仅在2023年一年里，《摩

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强制

性国家标准于 7 月 1 日起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在固定装置稳定性、

佩戴装置强度、吸收碰撞能量、耐

穿透、护目镜等方面都作出了明

确规定；与其同一日施行的还有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

要求》；而到了11月1日，《电动自

行车总线通用技术规范》《电动自

行车用锂离子电池产品规格尺

寸》《电动自行车电子控制单元

（ECU）通用技术规范》等国家标

准正式实施，涉及电动自行车的

车把、链轮、锂电池、总线设计与

电子控制单元等配件，进一步提

高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规范电

动自行车市场秩序。2024年1月

1日起，《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

求》国家标准正式施行，旨在解决

蓄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火灾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

全，维护消费者权益。

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和信息

化部此番发文征集社会意见的重

点，一是对《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国家标准的修订计划项目，

一是《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件

（征求意见稿）》及公告管理办法。

针对国家标准修订的项目，

该项目建议书中明确提出，修订

的标准将着重对电动自行车防

篡改、阻燃等要求进行完善，并

与其他电动自行车相关强制性

国家标准保持协调一致，提高电

动自行车安全水平，进一步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其中

还提到国内与国际在标准方面

的对比情况。ISO/TS 4210—10

国际标准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

设计、标记、组装和测试的安全

和性能要求，规定了发动机电源

管理系统、电路（包括充电器）的

要求和测试方法，以及用于评估

电动自行车的设计和组装以及

具 有 安 全 功 能 的 系 统 的 子 组

件。从我国来看，市场监管总局

和国家标准委围绕与电动自行

车相关的锂电池、充电器、轮胎、

制动衬片、整车线束等关键部件

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标准，如《电

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电动

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

等。值得一提的是，与电动自行

车电池相关的国家标准《电动自

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

规范》目前已处于报批阶段。现

行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对于限速器防篡改、代码标

识、电池充电器与整车互认等方

面不尽完善，亟待修订。

针对《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

条件（征求意见稿）》，文件重点从

企业布局、工艺装备、产品质量与

管理、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安全

生产等8方面对电动自行车企业、

行业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

各主体提出了具体要求。需要说

明的是，《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

件（征求意见稿）》“性质属于引导

性文件，不具有行政审批的前置

性和强制性”。

国家标准现状：规范化明显加速

我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发展历

程已近30年，因为其具有绿色环

保、便捷灵活、节约成本等优势，

迅速占据短距离交通领域的主流

地位。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引

发的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因锂离

子蓄电池爆炸引发火灾事故也常

见于新闻报道。

对于目前市场上存在的篡改

电池电压这类问题，哈 旗下

“小哈换电”硬件负责人王政告

诉记者，电池本身无法改动电

压，关键在于电动自行车。目

前，市面上大多电动车在生产制

造源头即兼容 48V/60V 两种电

压的电池，下游销售侧可通过对

控制器解码的方式快捷切换，

以进一步满足消费者对于电池

性能高功率的消费需求。改装

行为需具备电动自行车一定专

业基础知识的人员操作，但改装

技术门槛不高，一般的修车铺或

售车门店都可进行。王政还提

到，市场上许多非正规企业生产

的劣质电池和改装电池，因为非

正规来源电芯、非智能保护板，

且无需安全测试及相关认证，违

法手段生产制造的电池成本售

价更低，再加上消费者技术专

业知识不足，从而挤占了正规企

业合理的市场空间，扰乱了市场

秩序。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我国拥有与电动自行车

相关的企业 79.6 万余家，其中，

2023年1月至12月新增企业17.7

万余家，与2022年同期相比上涨

35.4%；从企业地域分布来看，北

京、江苏和广东三地相关企业数

量位居前列，分别为15.7万余家、

6.8 万余家和 6 万余家；从企业成

立时间来看，43.7%的相关企业成

立于 1—5 年内，成立于 1 年内的

相关企业占比20.2%。另外，据天

眼风险信息，3.09%的相关企业有

过法律诉讼，5.83%的相关企业有

过经营异常，1.96%的相关企业有

过行政处罚。

为强化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

安全，推动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电动自行车

行业规范条件（征求意见稿）》对

电动自行车企业、行业主管部

门、市场监管等各主体提出了具

体要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

产品质量与管理方面，企业生产

的电动自行车整车产品应当符

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在出

厂、销售前应通过强制性产品认

证。企业应加强电动自行车产

品速度、功率、电压等防篡改软

硬件设计，鼓励通过物联网技术

加强篡改行为监控。在智能制

造和绿色制造方面，鼓励企业大

力推动智能制造，提升现代化管

理水平、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和资

源配置效率，推动产品研发、生

产运营、营销管理、售后服务等

环节数字化升级。鼓励企业对

生产或采购的电动自行车蓄电

池进行编码标识，推动电池信息

溯源管理。

九号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公司成立以来，使用的锂电池

就制定了规范的编码要求，可以

追溯电池的型号、版本、供应商、

生产日期、产线信息。此外，当整

车开始使用时，电池的激活及使

用状态均会上传至九号智能云平

台，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电池安全

管理。当电池发生异常时，可以

通过云端数据进行详细的原因分

析和定位。

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

副院长周滢向记者指出，目前在

锂电池方面要求必须有耐高温标

识，这主要是为了防范火灾事故，

一旦爆炸燃烧、塑料器件烧毁的

情况下，金属件耐高温标识能够

追溯到生产厂商信息。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目前已有针对蓄电池

的回收管理体系和平台，预计电

动自行车今后也会出台相关的标

准或规范。

安全事故频出：规范监管待持续强化

大折叠手机已经到达传统高端直板手机主流价位，小折叠手机则已来到传统直板手机普遍价位。

产品的普及不会单一受价格因素影响，消费者的需求、硬件生态、

软件适配、品牌接受度等都是综合考量因素。

消费者在门店体验小折叠新机华为 Pocket 2。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