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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伦 北京报道

AI热潮渗透下，沉寂已久的消

费级电脑市场即将迎来爆发期。

日前，市场研究公司IDC发布

研报指出，AI已成为智能终端的新

宠，包括 AI 手机和 AI PC（即搭载

AI功能的个人电脑），而2024年也

会成为 AI PC 发展元年。IDC 预

计，到 2028 年，中国下一代 AI PC

的年出货量将是2024年的60倍。

同时，其他研究机构也给出了

乐观展望。Canalys预计，2024年全

球 AI PC 的出货量将达到 4800 万

台，占今年 PC 总出货量份额的

18%。至 2025 年，全球 AI PC 出货

量将猛增至1亿台以上。2024年至

2028 年 间 的 复 合 年 增 长 率

（CAGR）将达到前所未有的44%。

Counterpoint Research 调研的

数据显示，2024 年第一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3%，

这是在全球PC出货量连续八个季

度 下 滑 之 后 首 次 出 现 正 增 长 。

Counterpoint 认为，这一增长部分

得益于 AIPC 兴起、各行业出货量

逐渐回升以及新一轮设备更换周

期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

“与传统 PC 相比，AI PC 能够

完成更多的运算，在更多场景辅助

用户的工作、生活、学习、创意等。

更强大的辅助功能会在诸多场景

带来新的用户需求。交互方面，AI

PC具备个人智能体，从语音和屏幕

交互的基础上，在语义理解和图像

交互上有进一步提升，未来可能发

展至裸眼 3D，生物识别等方面。”

IDC 中国高级研究经理陈舒歆向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陈舒歆指出，下一代AI PC将成

为未来PC市场的主要拉力，除了大

模型、算力、生态及应用等指标外，合

乎消费者性价比预期的价格以及多

模态更为自然的交互，对AI PC未来

的发展速度以及对整体PC市场未来

的保有率都至关重要。

AI催生PC换机潮 2028年中国出货量将增长60倍

与传统 PC 一样，AI PC 的核

心部件为芯片。但由于 AI 所需

的巨量算力需求，AI 芯片成为一

条全新赛道，为市场提供了无尽

想象的空间。因此，包括英伟达、

英特尔、高通在内的芯片巨头成

为此轮AI PC浪潮中布局最为积

极的先行者。

作为目前AI算力芯片界的王

者，英伟达联合PC厂商在日前举

行的 Computex 展会上推出了四

款全新的AI笔记本。英伟达创始

人黄仁勋指出，未来的笔记本电

脑和PC将成为AI的载体。人们

的PC将能够托管带有AI的数字

人类应用程序，让AI以更多样化

的方式呈现并在 PC 上得到应

用。他指出，PC将成为至关重要

的人工智能平台。

黄仁勋透露，目前全球已有

1 亿台搭载英伟达 GeForce RTX

的 AI PC 投入使用，且这个数字

还 在 不 断 增 长 ，预 计 将 达 到 2

亿台。

PC 芯片的老牌巨头英特尔

则更为稳健。针对 AI PC，英特

尔于 2023 年年末推出了内部视

为“基石”的酷睿Ultra系列，代号

Meteor Lake，该系列芯片基于 4

纳米制程打造，集成了NPU在内

的新型 AI 处理单元。后者可为

低强度的 AI 任务，如照片、音乐

和影片处理等，提供更佳的效能

表现，并缩短回馈时间、延长续

航，从而 CPU 和 GPU 则用于更

复杂的 AI 任务，协同 NPU 发挥

强大的算力。

高宇向记者表示，目前已经

有800万片酷睿Ultra处理器交付

市场，预计在今年将交付超过

4000 万片英特尔酷睿 Ultra 处理

器。到 2027 年，市场近 60%的新

PC将会是AI PC。

据高宇介绍，代号Lunar Lake

的下一代酷睿Ultra处理器即将问

世，该系列的AI性能将提升3倍，

并带来120 TOPS的平台AI算力，

为来自 20 家 OEM 的 80 多款 AI

PC提供动力。

而另一大有志于竞逐 AI PC

的巨头，则属于在智能手机领域领

尽风骚的高通。2023年10月，高

通宣布推出骁龙X Elite，随后又于

今年 4 月推出骁龙 X Plus 平台。

截至目前，宏 、华硕、戴尔、惠普、

联想、微软和三星等全球OEM厂

商推出了超过20款由骁龙X系列

独家支持的 Windows 11 AI PC，

正在陆续上市。

高通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向

记 者 表 示 ，对 于 AI PC 产 业 前

景，高通不做过多预测，但公司

对 PC OEM 厂商的说法持乐观

态度，据 PC OEM 厂商们预计，

在 未 来 3 年 内 ，Windows 11 AI

PC 将有望达到其市场销售额的

60%左右。

芯片巨头率先抢占市场

近 5 年来，除经历新冠疫情居

家办公带来的短期增长外，PC市场

整体其实趋于低迷态势。据 IDC

测算，2023年，亚太地区（包括中国

和日本）的传统 PC 市场出货量衰

退了16.1%，至9780万台。

但是，2023年大模型带来的AI

风潮，让 PC 市场重新看到曙光。

在业内人士看来，AI 重新带火 PC

市场，除消费市场本身的需求外，

更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工作形态和

模式。

陈舒歆表示，PC 作为 AI 普惠

较为合适的智能终端，不仅在端侧

具备一定的算力，可以完成不联网

的本地数据训练和大模型的计算，

也可以通过云端做更多功能的应

用，所以整体来讲，AI PC 能够很

好地成为消费者的辅助工具，在满

足用户一定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对

传统PC的一大步升级。

“AI PC 是云端与本地端协作

的一种新模式，它的运算效率、存

储空间、交互方式、应用生态等都

更高效、更开放、更适合当前的应

用场景。”瑞达恒研究院首席分析

师王清霖告诉记者，AI PC 之所以

获得市场看好，这是主要原因。

英特尔中国区技术部总经理

高宇则向记者表示，AI PC 是面向

轻薄笔记本市场的新物种，特指具

有CPU+GPU+NPU的轻薄笔记本

形态。相对于传统 PC 的最大区

别，是 AI 算力得到了针对性的提

升。可以说，AI PC是PC的第三次

变革（第一次是小型化带来的个人

电脑普及，第二次是移动化与网络

化带来的变革），通过 AI为用户体

验和生产力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这一革命式的形态演进，也让

AI PC在行业周期、产品端、消费端

三个维度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王清霖表示，从行业周期看，PC行

业和互联网行业当前恰好处于PC

更换设备的一个重要时期，而在AI

技术的发展情况下，AI PC 恰好成

为换机的一个新选择。

“而从产品端看，此前一段时

期，PC设备的销售进入低谷，行业

急需一些新的卖点来获得消费者关

注，以及资本市场的期待，甚至被

寄希望为大模型落地的主要终

端。”王清霖表示，此外在消费端，

随着 AI 设备的普及和应用业务的

不断深入，消费者基于需求和猎奇

心理，也会在一定溢价幅度内，倾向

选购AI PC等设备。

不过，陈舒歆认为，虽然目前

AI PC 还在初级阶段，大模型的完

善，和不同的软件之间的配合还需

要加强，在这个过程中，不论大模

型厂商，还是软件厂商都有很多机

会。“从PC本身，PC厂商大模型的

建立、存储的提升、算力要求的不

断提高以及相应的散热等需求都

会增加。”陈舒歆向记者指出。

全新协作模式催生需求

本报记者 秦枭 北京报道

5G 商用 5 年多以来，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果。但随着新的业

务需求更加多样化、复杂化，行业

对5G网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5G-A（5G-Advanced）成为 5G 网

络下一步升级演进的必由之路，

并且已在产业内形成共识，是确

定性产业发展趋势。5G-A的第一

个标准版本3GPP Rel-18已于今

年6月18日正式在上海冻结，这是

5G产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标志

着2024年成为5G-A商用元年。

今年以来，各地5G-A应用也

陆续落地。基于大带宽、低时延

的网络保障云手机正在加速落

地，只需要一块屏幕，就能够突破

手机配置束缚，带来各种新的功

能和玩法。

多位业内人士对《中国经营

报》记者表示，云手机的商业化前

景是广阔的。随着云计算技术的

发展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云

手机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例如

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游戏娱乐

等。但同时，云手机的技术和稳

定性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

尤其是安全隐私问题，当用户将

所有数据存储到云端之后，如何

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是一项重大

的挑战。

云手机加速落地 商业化前景几何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斌日前透露：“经过一年的打磨，

云手机取得了一些突破，用户发展

迅速，市场潜力巨大。其用户规模

已经破千万，累计月活用户超200

万，流量拉动效果明显，核心用户的

日均使用时长达到了43分钟。”

分析机构贝哲斯咨询报告显

示，安卓云手机市场目前处于起步

阶段，但随着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普及，安卓云手机市场前景广

阔。全球安卓云手机市场规模预

计将在未来几年内保持高速增长，

预计到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数

十亿美元。

事实上，云手机并不是近几年

才出现的，早在2011年，华为便推

出了Vision（远见）和Spark（火花）

两款云手机，用户可以分享云内

容，也可以将本地数据云储存在云

端。在此之后，包括中国电信、百

度、腾讯、中国移动、阿里等公司也

曾宣布研发云手机相关产品，但彼

时，云手机仍只是一个概念产品。

盖宏表示，当时的云手机在功

能上并没有体现出比智能手机更

多的优越性，而且当时的3G网络

无法支持“云手机”流畅的运行，再

者就是，使用“云手机”将耗费太多

宝贵的流量，而3G流量费用一直

居高不下。

虽然，如今随着5G和云计算

的快速发展，云手机已经从一个概

念产品走向商业化落地，但在手机

市场依然缺乏用户规模。

盖宏表示，价格和必要性是评

价一个应用的重要指标，“云手机”价

格看似便宜，但想要获得好的体验，

每年的资费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准，

而且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仍是“可有

可无”的。其认为，“云手机”重点面

向的仍是企业级别的用户群体。

对此，郑磊表示，云手机大范围

商用还面临一些问题：首先，需要解

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确

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其

次，需要提高云手机的性能和稳定

性，以满足用户对于高性能和稳定

性的需求；此外，还需要进一步降低

云手机的成本，以吸引更多的用户。

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智能专

家郭涛也认为，首先，云手机的普

及需要高速且稳定的网络环境，而

目前全球还有很多地区的网络条

件并不理想；其次，云手机的隐私

保护问题也需要解决，确保用户数

据的安全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最

后，云手机的商业模式还在探索阶

段，如何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和服

务模式也是一个问题。

伪需求or真风口

“云手机”是在云端运行的虚

拟手机，它通过网络连接，将手

机的计算、存储等核心功能转移

到云端服务器上执行，用户只需

通过终端设备（如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或计算机）远程操作，即

可享受到与传统手机相似的功

能和体验。

轩睿基金总经理盖宏向记者

解释道：“在移动设备的运作中，

所有功能的实现均紧密围绕 SoC

主芯片展开，该芯片不仅集成了

图形处理功能，还包含了基带功

能。芯片的计算能力，即算力，直

接决定了手机的整体性能。这也

正是手机制造商持续推动产品迭

代升级的根本原因。因为实体手

机在使用一两年后，其各项配置

可能逐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应

用需求。而云手机，作为一种基

于云端构建的技术产品，其算力

由云能力所决定。从理论层面来

看，云能力具备无限的扩展性。”

记者注意到，中国移动此前

联合华为发布了“中国移动云手

机”，用户只需要下载“中国移动

云手机”这款App，或进入“移动云

手机”公众号以 H5、小程序等方

式，就可以体验云手机，移动云手

机提供了“标准版、专业版、至尊

版”等多种方案，其中至尊版的价

格达到了998元/年。

记者使用发现，除了传统的

打电话、发短信功能外，普通手机

所具备的诸多功能，如观看视频、

浏览网页等，在云手机上也能实

现。而且，由于云手机采用了云

端存储技术，用户的通讯记录和

信息数据都能得到安全保障，无

须担心因手机丢失或损坏而导致

的信息泄露。无论是热门的社交

应用、实用的工具软件，还是专业

的学习工具，云手机都能轻松下

载并运行。而且，云手机还支持

多平台、多设备之间的无缝切换，

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

任何设备接入云手机，继续未完

成的工作或娱乐。

值得注意的是，对设备要求

极高的3D游戏，云手机都能流畅

运行。

中国移动的一位工作人员向

记者表示，游戏画面渲染等工作

都是云端完成，本地手机只需接

收渲染后的视频流，这大大降低

了本地手机玩高端游戏的门槛。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将手机

本地存储、计算、渲染全部迁移到

云上，操作系统以及各种应用均

运行在云端，由此带来算力增强、

手机瘦身、多号多身份、安全办公

等优势功能，用户体验更流畅、安

全、便捷。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云手

机的应用场景远不止于此。华为

运营商销售部总裁陈浩表示，新

通话和云手机作为个人数字业务

入口，车联网和视联网作为行业

联接新机遇，已经探索出“5G+

云+AI”融合创新的发展之路。在

体验方面，云手机已达到“类真

机”体验。接下来，通过将画面分

辨率升级到 2K，时延逐步降低到

100ms，云手机会更高清，更跟手，

基本实现“真机”体验。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

学家郑磊表示，云手机的商业化

前景是广阔的。随着云计算技术

的发展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

云手机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例

如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游戏娱乐

等。此外，云手机还可以为企业

提供更高效、灵活的IT解决方案，

因此市场潜力巨大。

已达“类真机”体验

除了给芯片和设备在内硬件

产业链带来市场机遇外，AI PC给

产业及生态即将带来的改变也备

受关注。王清霖认为，在带动硬

件的主机、芯片市场起量后，AI

PC 将逐步带动电池、输出设备、

输入设备、系统操作软件以及应

用软件的适配性发展。

软件及应用层面的革新无疑

是 行 业 最 关 心 的 议 题 。 随 着

ChatGPT 及一众大模型的出现，

PC 终端与云端大模型的协同所

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大幅拉高

了AI PC的市场期待值。而囿于

法规，目前中国完整使用 Copilot

的全部功能，这也让中国的 AI

PC 市场在软件层面的竞争更趋

激烈。

在此背景下，陈舒歆认为，中

国厂商的个人智能体就变得更加

重要，每个厂商的端侧和云侧的

大 模 型 会 产 生 较 为 重 要 的 影

响。“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市场

是以端云结合为主要发展方向，

每个厂商的 AI 端侧和云侧大模

型配合其他相关软件为主要的

形式，在交互模式方面也会有

进一步的变化，从现在的按键、

文字、语音，到后期可能包括裸

眼3D，生物识别等方面。”陈舒歆

表示。

具体而言，陈舒歆指出，对

于中国的产业链来讲，首先在硬

件方面，算力、内存、电池、散热

等方面的需求都会有提升，同

时，软件端也会在大模型的完善

上不断推进，到最终用户端，对

于用户的理解、如何吸引用户、

能否满足核心需求、定价、都会

成为影响AI PC最终体量的重要

因素。

随着软硬层面的发展，应用

场景也将成为AI PC的另一大卖

点。王清霖认为，结合当前的技

术发展情况和需求情况看，AI PC

会在商业应用方面率先发力，比

如办公、AI创作、视频剪辑等。结

合用户需求来看，个人娱乐需求

也会是 AI PC 的长期发力赛道，

但在这些领域中，对画面呈现、交

互体验以及较高的逻辑判断等方

面的要求会比较高。

陈舒歆则表示，AI PC的到来

使PC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

包括 to C 端的一些垂直场景，以

及to B端的一些行业场景。IDC

认为，有六大场景均在等待场景

定义的一些杀手级应用，包括未

来工作、教育学习、娱乐生活、智

慧出行、运动健康和智能家居、AI

PC 会成为工作和生活的重要辅

助工具。

不过，陈舒歆指出，AI PC 还

在发展的初期，不论从厂商的大

模型落地，还是从软件端的协同，

不论是端侧还是云侧，AI PC目前

都还没有进入成熟阶段。

“而对于消费市场，AI PC 能

做的其实也非常多，比如在厂商

AI PC 发布会上展示的帮助孩子

完成作业，以及在 AI PC 概念刚

兴起时引起很大关注的AI绘图功

能等，其实在消费端都有一定的

吸引力。”陈舒歆指出，这些都是

AI PC 在后续层面值得关注的应

用趋势。

软硬革新与丰富场景

AI PC是PC的第三次变革，通过AI为用户体验和生产力带来革命

性的改变。

包括英伟达、英特尔、高通在内的芯片巨头成为此轮AI PC浪潮中布局最为积极的先行者。

随着软硬层面的发展，应用场景也将成为AI PC的另一大卖点。

今年5月，微软发布了新款Surface系列电脑，遵循其Copilot+标准，以运行人工智能模型。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