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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续航继续开卷 6000毫安电池或明年普及
本报记者 陈佳岚 广州报道

在Soc芯片、屏幕、影像、快充

等卖点越来越卷后，电池续航也

成为近期各家手机厂商集中发力

的领域。

手机厂商不仅把用在高端新

能源电车中的新电池技术放在旗

舰手机中，且已经陆续下放至了

中端手机中，比如 vivo 在近日推

出的中端机 vivo S19 中搭载蓝海

电池，能量密度达到809Wh/L、荣

耀数字 200 系列搭载青海湖电

池，能量密度高达740Wh/L。

而一年多以来，包括荣耀、

vivo、华为、小米等在内的国产手

机厂商都在纷纷加码对电池、续

航技术的军备竞赛，并将其作为

差异化竞争点，拿出了自己的高

密度电池方案。从去年推出的荣

耀 Magic 5 Pro、华为 P60 Art、vivo

X100到今年的小米14 Ultra、vivo

X Fold3、vivo X100 Pro、荣耀 200

系列、vivo S19，或许你可以看到，

“小米金沙江电池、vivo蓝海电池、

荣耀青海湖电池、华为巨鲸电池”

这些概念名词已经频繁出现在手

机厂商新品的发布会上。

事 实 上 ，手 机 厂 商 在 宣 传

这些电池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

了“硅碳负极”，这不仅是近期

手机新机中续航变长的一大原

因，也是解决电池难题的关键

技术。

IDC中国研究经理郭天翔对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硅碳负

极体系电芯体积具有能量密度

更高的优点，能使智能手机在待

机时间明显增长的同时，使得电

池体积可以大幅缩小，让手机可

以做得更轻薄，比如折叠屏，或

是有更多的空间给其他器件，比

如影像，而且手机再也不用卷快

充了。

荣耀内部专家亦对记者表

示：“硅材料的克容量是石墨烯的

10 倍，对于提升电池容量还有很

大的潜力。”

过去一年以来，包括荣耀、

vivo、小米等在内的国产手机厂

商纷纷加码对电池、续航技术的

军备竞赛，并将其作为差异化竞

争点，而硅碳负极材料技术可以

说是当下国产手机厂商加码电池

技术的一大“利器”。

据了解，硅碳负极材料技术

是一种新型的电池材料技术，可

以有效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与续

航，该技术很早就被行业探索，最

初引发大规模讨论可以追溯到特

斯拉宣布应用在汽车动力电池

上，2020 年，特斯拉发布 4680 电

池采用了高镍正极+硅碳负极材

料，再加上全极耳和干电池技术，

官方宣称新电池能量密度能达到

300Wh/kg。然而，由于负极材料

产能跟不上，仍无法大规模量

产。除了特斯拉，比亚迪、蔚来、

理想等国内汽车品牌也开始搭载

硅碳负极动力电池。

而在消费电子领域，这一技

术似乎商用得更快。

此前手机采用的主要是石墨

电池，记者梳理发现，首款将硅碳

负极电池技术商用的智能手机可

以追溯到2023年2月荣耀推出的

Magic 5 Pro搭载青海湖电池，彼

时，其号称是市场上售卖唯一厚

度8mm以下、电池容量5000mAh

以上的5G旗舰手机。随后华为

发布 P60 Art 成为第二个用上硅

碳负极电池技术的手机品牌。同

年 11 月，vivo 又在 X100 系列中

植入了蓝海电池，实现一次充电

能连续听歌 105 小时。2024 年 2

月，小米在 14 Ultra 中搭载金沙

江电池也采用了硅碳负极技术，

能量密度高达779Wh/L。

5 月 27 日，荣耀将旗舰级青

海湖电池的首次下放至荣耀200

系列中，搭载5200mAh的青海湖

高 密 度 电 池 能 量 密 度 高 达

740Wh/L。

而高密度电池由于体积上的

优势，也在进一步推动智能手机

轻薄化的竞争。5 月 30 日，vivo

又将蓝海电池下放到定位中端的

vivo S19系列，“2024年已上市的

手机 5000mAh 的电池容量只是

及格门槛，只有5500mAh才能称

为第一梯队，但这些机型的厚度

在9mm上下，而在蓝海电池的支

持下，vivo S19 让7.19mm厚的机

身，也能塞进6000mAh大电池。”

vivo 产品营销总监朱慧敏介绍，

vivo S19搭载第二代硅碳负技术，

是行业首款电池能量密度达到

809Wh/L的手机，也是目前市面

上消费者能买到的电池能量密度

最高的电子产品，能量密度甚至

超过汽车行业。在容量相同的前

提下，S19 的电池体积比普通手

机小十分之一，省出来的空间，能

在寸土寸金的手机内部容纳5枚

1元硬币，换来1000mAh的容量。

记者还了解到，努比亚去年

年底推出的 Z60 Ultra 和 vivo 在

今年 5 月中旬推出的 vivo Y200

系列都配备了 6000mAh 的大硅

碳负极电池。

值得留意的是，“欧加三兄弟”

OPPO、一加、真我尚未在手机上

应用该技术。不过也有真我相关

工程师对记者表示：“公司对高密

度硅碳负极电池技术已有规划。”

集体拥抱“硅碳负极电池”

业内人士也预计，随着高密

度电池技术的加速普及，2024年

将有一大批容量高达 6000mAh

的智能手机上市。比如，Redmi

Note 14 系列就被爆料，有望搭

载小米新一代高密度电池，最高

容量可能达到6000mAh。

近年来，石墨对电池能量密

度提升的贡献已经接近天花板，

随着新型硅碳负极技术的进步

以及量产后成本降低，也对现有

的石墨烯手机电池负极材料形

成了代替趋势，更多的高容量手

机上市，也有望推高智能手机整

体平均电池容量。“去年不少手机

的电池容量还在5000mAh左右，

今年可以看到 5500mAh 容量的

机型上市不少，明年6000mAh的

电池可能就普及了。”郭天翔对记

者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硅碳

负极材料技术是手机电池的趋

势，而硅碳电池技术带来的电池

容量到 2024 年仍还有约 10%的

增长空间。

除了驱动传统直板手机的

轻薄化之外，在国产厂商冲击高

端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折

叠屏手机同样有着很高的轻薄

化和电池长续航要求，也将受益

于硅碳负极电池的高密度特

性。比如，此前的横向折叠手机

电池容量基本在5000mAh左右，

机身展开状态下厚度大多超过

5mm，而 vivo X Fold3 在高密度

电池技术加持后，电池容量直接

拉到5500mAh，机身展开状态下

单边仅4.65mm，实现了大折叠的

长续航和轻薄。再比如，竖向小

折叠手机以往电池只有4000mAh

左右的水平，有知名数码博主“数

码闲聊站”爆料，在高密度电池

加持后，新一代小折叠手机的电

池有望达到 5000mAh 以上。而

此前，华为 Mate X5 在高硅负

极技术加持下，电池容量已经达

到5060mAh。

而在一些行业人士看来，AI

手机发展也将受益于硅负极电

池技术发展，上述荣耀内部专家

表示：“从一些统计的数据上，我

们能看到，手机应用越来越丰

富，用户使用手机的时间也越来

越长，同时随着现在AI手机尤其

是端侧大模型的应用，对手机系

统的算力需要也越来越高，这些

都对手机能量提出了更大需求，

需要手机在有限的空间内做到

更大的电池能量，这也让围绕硅

负极电池来做解决方案成为一

项优秀方案。”

“伴随 AI 手机功耗提高，高

能量密度电池是必然需求，硅碳

负极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有望升

级手机电池续航，为AI手机提供

充沛动力。”国泰君安证券分析

师舒迪在研报中甚至表示，硅碳

负极这一电池技术有望成为 AI

手机电池标配。

根据 SNE Research 发布的

报告，2023 年硅负极市场约为 1

万吨，仅占2023年整个负极市场

103.4万吨的1%。在负极材料市

场当前陷于严重供过于求态势、

石墨负极行情跌跌不休、企业开

工率普遍大幅走低的情况下，硅

负极需求一枝独秀，也吸引了众

多企业争相涌入，根据SNE Re-

search 梳理，目前涉足硅负极研

发的中国、韩国、欧美企业已经

增加到70家以上，有本土企业高

管曾感言，硅负极之争恐怕将

“开局即终局”。

“硅负极电池技术不仅仅是

材料体系的开发，更涉及系统的

软硬件协同工作。”上述荣耀内

部专家对记者说道，手机行业

是对电池体积能量密度要求最

高的行业之一，硅负极材料的

商业化不仅仅是材料体系的突

破，同时围绕新材料体系的系

统解决方案也会随之创新突

破，如何做好硅负极电池，如何

应用好硅负极电池都是行业要

面临的问题。

有望推高手机平均电池容量

“数据二十条”之后 数据产权制度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秦枭

北京报道

数据作为数字经

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

素，要充分释放数据要

素价值，加快推动数据

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

程，数据产权制度的确

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前提。日前，国家数据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

荣辉透露将出台数据

产权制度，面向构建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数

据要素市场，出台数据

产权制度，制定促进数

据合规高效流通交易

政策文件，建立数据要

素收益分配安全治理

机制，推出鼓励和支持

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开

发利用的政策文件。

多位业内人士在

接受《中国经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数据产

权制度的出台将是我

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

的重要举措。在解决

数据产权界定、归属和

利益分配等问题的同

时，还需关注数据产权

与数据共享的平衡，以

推动我国数据产业的

健康发展。

所谓数据产权，特指数字设

备所有者或使用者对基于数据行

为而产生的网络数据，享有使自

己或他人在财产性利益上收益或

受损的权利。其本质体现为数据

运营者对数据资源合法权益的控

制权，包括数据所有权、使用权、

处置权等。

实际上，对于数据产权制度

的出台，业内期待已久。2022 年

12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

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

“数据二十条”）提出，要遵循现代

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普遍规则，

结合数据要素特性强化高质量数

据供给，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

置制度，推进数据分类分级确权

授权使用和市场化流通交易，逐

步形成中国特色的数据产权制度

体系。

自“数据二十条”提出后，在

明确数据的创造者、持有者和使

用者之间的权益关系得到进一步

明确的背景下，数据交易更加公

平、透明。

然而，数字产权虽然能够在

《民法典》《网络安全法》《个人信

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中找到一

定的依据。但是，“对于什么是数

据、谁拥有数据、如何使用数据等

问题，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界

定。这种模糊性导致在实际操作

中难以确定数据的具体归属和使

用权限，进而影响了数据产权制度

的有效落地。这种模糊性不仅阻

碍了数据的合理流通和利用，还可

能引发数据纠纷和侵权行为。”北

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表示。

王鹏认为，数据的非物质性、

易复制性和无边界传播等特点使

得数据产权的界定变得极为复

杂。这涉及数据的来源、处理、使

用以及权益分配等多个方面。并

且在数据产生、流通和使用过程

中，涉及多方主体，如数据收集

者、处理者、使用者等，如何合理

分配这些主体之间的利益，确保

各方权益得到保障，是制度落地

的重要难题。

对此，奥优国际董事长张

表示，从“数据二十条”发布至今，

未能正式落地的原因主要是具体

的实施细则和监管机制还没有完

全明确，最大的阻碍可能是技术

手段、法规和伦理道德问题之间

的平衡。

“制度体系不健全、技术支撑

不充分、要素市场不完整。数据

产权制度的构建涉及复杂的利益

分配、权利界定和法律框架的建

立，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数据产

权制度落地的阻碍。”中国通信工

业协会数字经济平台专委会副会

长高泽龙认为，“具体到多方面的

复杂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层

面的挑战（如数据确权的技术实

现）、法律框架的构建（需要确保

新制度与现有法律法规的协调一

致）、经济利益的平衡（不同行业、

企业之间对于数据价值和使用权

的争议）、以及隐私保护与国家安

全的考量（确保数据流通不损害

个人隐私或国家安全）。由于数

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产

权界定相比传统资产更为复杂，

因此制度设计和实施需谨慎推

进，这可能是导致制度落地需要

较长时间的主要原因。”

翘首 踵

在制度建设层面，多个地区

已将数据产权工作纳入本地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数据基础制度建

设等相关地方性政策法规体系之

中，同时陆续制定了数据产权登

记管理办法等配套规范性文件。

例如，北京将开展数据知识

产权工作列入《北京市数字经济

促进条例》；浙江在《浙江省知识

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中明确规

定，要建立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

度，对数据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在登记实践方面，目前，北京、浙

江、江苏、山东、福建、深圳等地

方已经开展数据知识产权登记

工作。

日前，济南发布《济南市数据

登记暂行办法》征求意见，其中，

数据登记范围涵盖了数据资源、

数据产品以及数据资产，而数据

登记后，登记机构将发放数据登

记证书，登记主体合法取得数据

登记证书后，享有相应的数据资

源持有、数据加工使用和数据产

品经营等权利。其中，数据资产

登记证书还可作为数据交易、融

资质押、会计核算、争议解决的

依据。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指

出，推动数据基础制度创新突破，

释放数据价值。支持城市结合自

身实际，加快推动数据资源产权、

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

数据基础性制度落地，构建动态

更新、分类分级的数据资源管理

体系，大力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

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使用。

然而，数据产权制度的建立

并非一蹴而就。在实际操作中，

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完

善配套措施，确保制度的有效执

行。在业内人士看来，与普通的

制度不同，随着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技术的发展，数据的收集、

处理和使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数据产权制度需要不断更新

以适应这些变化，确保数据的合

理利用和保护。并且需要平衡数

据的产权归属和当下数据共享的

需求。

张 认为，平衡数据的产权

归属和数据共享的需求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保

护数据的产权，确保数据的合法

使用和交易；另一方面，我们也需

要促进数据的共享和开放，以推

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创新。因

此，我们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

法规，明确数据的产权归属和使

用范围，同时加强监管和执法力

度，确保数据的共享和使用符合

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标准。

王鹏表示，要平衡数据产权

归属和数据共享的需求需要从多

个方面入手包括完善法律法规、

建立数据交易市场和数据共享平

台、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以及推

动数据素养教育等。这些措施可

以共同促进数据的合理利用和保

护推动数据经济的发展。

地方先行先试

硅碳负极材料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电池材料技术，可以有效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与续航，该技术很早就被行业探索，最初引发大规模讨

论可以追溯到特斯拉宣布应用在汽车动力电池上。

“伴随AI手机功耗提高，高能量密度电池是必然需求，硅碳负极

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有望升级手机电池续航，为AI手机提供充沛

动力。”

数据产权制度的出台是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重要举措。 视觉中国/图

5月28日，荣耀全球首家旗舰店亮相成都宽窄巷子。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