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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分红510亿元领跑A股 中国移动寻求AI大模型变现

大疆业务边界扩围

寻找新增长曲线 新业务现状

云业务贡献突出

在业内看来，移动云向智能云

的阶段转变，在凸显中国移动数字

化转型业务前景依旧广阔的同时，

也是顺应当前AI技术浪潮的积极

尝试。

以移动云为例，据孙迎新透

露，中国移动通过先进技术大幅提

升了其智能化水平。公开信息显

示，九天大模型由中国移动在今年

5 月举行的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

间推出，这也是由中国移动自主研

发的从算子到框架全栈国产训练

的千亿参数大模型，理论性能能达

到GPT-4的90%水平。

“AI大模型对于运营商来说，

是必选题，但怎么做，却是有选择

的。”杨光表示，由于国内目前已

进入激烈的“百模大战”，而市场

对 AI 的路径还在摸索中，因此，

巨头的落子方向非常重要，将会

直接决定下游厂商的走向乃至市

场存活。

中国移动显然也感受到了竞

争倒逼的压力。在最新的业绩说

明上，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坦承，

一两年内市场上肯定会有一大批

大模型产品“死去”，加上 AI 大模

型底座的算力投入非常大，因此，

“变现”显得非常重要，而这也是中

国移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据杨杰介绍，中国移动目前

在探索的大模型变现路径主要

有以下几条。首先，“行业大模

型是很好的变现途径，AI 大模型

的应用重点是 to B 领域。”杨杰

透露，目前中国移动依托大模型

底座，已经在很多行业应用，有

了实践经验，布局了 40 个领域的

行业大模型。

同时，杨杰表示，和政企做AI

及其他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是中

国移动寻求大模型变现的另一主

要途径。此外，还包括全面推进

to C（个人）、to H（家庭）的AI智能

体业务，推进MaaS模型即服务以

及上岗5.5万个数字员工，大幅提

升经营效率和效益。

“由于传统的通信需求更趋

饱和，传统的增收动能有所减

弱。”杨杰表示，在此背景下，加

速 AI 商业变现变得非常重要。

“AI+”行动将是中国移动 2024 年

下半年及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

之一。他指出，随着大模型算力

和数据的增长，大模型的性能将

会呈现指数级增长，所以，中国

移动目前正在推进三“万”计划，

即投产万卡智算集群，训练万亿

级 token 数据以及发布万亿参数

大模型。

本报记者 谭伦 北京报道

中国数字经济持续蓬勃发

展。年中财报季来临之际，近年

来扮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者角色

的通信运营商再度受到关注。

8月8日，国内运营商龙头中

国移动（600941.SH）发布了 2024

年中期业绩报告。报告显示，今

年上半年，中国移动营业收入达

到人民币 5467 亿元，同比增长

3.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人民币 802 亿元，同比增长

5.3%。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人 民 币 46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总连接数超 35.0 亿，净增

1.5亿。

与去年总营收突破万亿元一

样，中国移动的盈利能力是资本

市场聚焦的重点。根据年中业绩

报告，中国移动此次基本每股收

益为人民币 3.75 元；EBITDA 为

人民币1823亿元，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为39.3%；年化净资产收益率

达到 12.0%，同比提升 0.2 个百分

点，显示盈利能力继续保持国际

一流运营商领先水平。

为此，在业绩公告中，中国移

动宣布，将向全体股东派发分红，

同比增长 7.0%，A 股股息以人民

币支付，金额为每股2.3789元（含

税）。截至 2024 年上半年末，股

份总数为 214.43 亿股，将合计派

发中期股息约510.11亿元。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这是继 2023 年中国移动分红总

额达942亿元，仅次于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位居A股分红榜第三位

后，中国移动再次大手笔向股东

回馈。“如果下半年保持运营平

稳，中国移动的分红额也有望突

破千亿元。”Omdia电信战略高级

分析师杨光告诉记者，作为引领

通信业发展的上游风向标，头部

运营商的盈利向好，也反映国内

通信业在近年来破解增收瓶颈的

探索上有所收获，也将为我国数

字经济的发展增强积极预期。

细窥中国移动的增长要因，融

入行业数智化转型的大潮不容忽

视。根据此次财报披露的详细数

据，在该轮营收构成中，“第二曲

线”数字化转型收入达到 1471 亿

元，同比增长 11.0%，占中国移动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31.7%，

较上年同期提升2.4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移动官方给出的定

义，其数字化转型收入主要包括个

人市场新业务收入、家庭市场智慧

家庭增值业务收入、政企市场行业

云收入、IDC收入、ICT收入、物联

网收入、专线收入以及新兴市场收

入（不含国际基础业务收入）。

其中，移动云无疑是中国移动

近五年来数字化业务增长最为亮

眼的驱动引擎。最新财报显示，今

年上半年移动云收入达到 504 亿

元，同比增长19.3%。

杨光认为，5G 网络建设放缓

后，运营商其实就在极力寻找创新

业务开辟增长财源，云网战略正是

在这个背景下被提出。“云业务的

潜力被业界认识到的时间早于这

两年的 AI，作为国家数字基础设

施的传统承建者，布局云虽然可视

作运营商践行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但也因其与算力深度挂钩，为运营

商赶上AI浪潮红利奠定了基础。”

杨光向记者表示。

IDC 中国助理研究总监刘丽

辉则向记者指出，近年来，政企上

云、战略性投入、强化自研及行业

扩张背景四大因素共同造就了运

营商云业务的强势。

据中国移动副总经理孙迎新

介绍，移动云目前拥有8.2 EFLOPS

的通用算力和 19.6 EFLOPS 的智

能算力，这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

都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中国移动

遍布全国 300 个城市的高速高带

宽网络为移动云提供了强大的网

络支持，确保了服务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

“根据发展阶段和内外部形势

的变化，移动云正在不断调整能力和

结构，从规模型增长向效益型增长转

变。”孙迎新表示，在科技创新上，移

动云正在向智能云创新发展。另外，

移动云可以复用中国移动遍布全国

各个层级的属地服务资源。

根据中国移动此前公布的目

标，集团对于 2024 年移动云业务

的营收预期将突破1000亿元人民

币。“根据目前上半年 504 亿元收

入的表现来看，这一目标将很大概

率实现。”杨光表示。

AI大模型商业化

分红名列前茅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13

日，318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2024

年半年报，194家公司披露2024年

中期现金分红方案，而中国移动在

其中名列前茅。

记者注意到，早在2023年业绩

公告中，中国移动曾表示，为更好地

回馈股东、共享发展成果，公司充分

考虑盈利能力、现金流状况及未来

发展需要，从2024年起，3年内将以

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逐步提升至当

年股东应占利润的75%以上，力争

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而根据此次年中财报，中国移

动分配利润占当期股东应占利润

约64%。杨光认为，这一结果，既是

中国移动作为头部央企相应政策

号召的举措，也反映了中国移动良

好的盈利和经营能力。

记者注意到，今年 3 月，证监

会曾密集发布包括《关于加强上

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在内

的多项政策性文件，提出引导和

激励A股常态化分红机制进一步

健全。证监会官方表示，推动绩

优公司结合半年报、三季报实施

一年多次分红，以增强投资者获

得感。

不过，杨光认为，由于云领域

竞争激烈，加上传统业务收入萎

缩，以 AI 为代表的数字化创新收

入对于中国移动的收入结构而言

仍未巩固，存在一定变数。

对此，记者注意到，中国移动

管理层也进行了反思。杨杰在业

绩说明会上表示，上半年中国移动

收入增幅较前几年有所减缓，主要

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包括国

内经济需求不足以及新质生产力

培育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等因

素。此外，中国移动目前正处于转

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因此，AI等新

动能需要时间进行调整和培育。

其中，在信息服务市场方面，

杨杰表示，传统通信需求逐渐趋于

饱和，而新的潜在信息服务需求尚

待进一步挖掘和激发。因此，中国

移动下半年的发展指引将在上半

年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收入增幅稳

步提升和利润良好增长。

本报记者 陈佳岚 广州报道

大疆创新（大疆）又进军新

领域了，而这次是 Ebike（电动

助力自行车）领域。

近日，大疆发布 Avinox 电

助力系统。Amflow 作为其合

作伙伴，推出了首款搭载大疆

电机的山地车Amflow PL。

事 实 上 ，《中 国 经 营 报》

记者注意到，在无人机领域

取得巨大成功后的大疆一直

在拓展更多领域，从早期的

跨界教育，到做稳定器、入局

车载、运动相机，再到现在进

军储能市场和 Ebike 领域，近

几年来大疆都在通过此前积

累的无人机技术拓展新业务

板块。

而 外 界 也 留 意 到 ，大 疆

当 前 拓 展 的 诸 多 新 领 域 并

不 像 消 费 级 无 人 机 市 场 那

样独领风骚，发展现状也不

尽相同。

作为消费级无人机巨头，早在

2016年，大疆创始人汪滔就预见了

消费级无人机领域的饱和，而大疆

也一直在拓展无人机新的应用场景

及非无人机的领域。

外界也好奇，大疆在无人机市

场取得巨大成功后，寻求新的增长

点和不断的业务拓展，以复制其在

无人机领域成功经验的成果如何？

从大疆官网来看，大疆目前的产

品线布局包括航拍无人机、手持摄影

设备、户外电源、商用产品及方案几

大类，其中商用产品及方案又包括行

业应用（公共安全、测绘、电力、水

利）、农业产品、运载应用、Ebike助力

系统以及教育应用。而大疆车载由

于已在2023年1月从大疆拆分为卓

驭，为此并不在大疆官网列表。

记者注意到，2018 年时，曾有

国内媒体报道，一份大疆发给投资

机构的融资材料中，大疆彼时预测

“未来 5 年的营收结构预期是，约

50%来自无人机板块（消费级和行

业级）、25%来自影像板块、25%来自

新业务”。而大疆要拓展的新业务

包括医疗影像 AI 市场、教育市场、

新兴产业三个方向，也被视为大疆

营收与估值的新增长点。

记者也就融资材料真实性及业

务营收构成等联系采访大疆，对此，

大疆表示“没有回应”。

由于大疆至今仍未上市，其财

务数据和业务营收比重并未公开，

但人们仍可通过市场分析、行业报

告及公司自身的一些公开资料中来

洞察大疆的各项业务成果。

比如大疆在运动相机市场中虽

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的影响力却

在扩大，根据 2024 年的市场数据，

国产品牌大疆和 Insta360 已经与

GoPro 并列成为市场三巨头，这三

者的市占率之和接近90%。

在农业领域，根据大疆发布的

《农业无人机行业白皮书 2023》数

据，截至2024年6月，大疆农业的无

人机保有量已超 30 万台。而在国

内市场，大疆的植保无人机也占据

着较高的市场份额，中商产业研究

院《2024年中国植保无人机行业市

场前景预测研究报告》显示，大疆占

比 54.82%，排名第一；极飞科技占

比为37.59%，排名第二。

而车载业务，正是由于大疆对

该业务的重视，才对车载业务进行

了分拆。通过分拆，车载业务能够

更加专注于智能驾驶系统的研发和

市场拓展，同时也有利于吸引外部

融资，加速业务成长。2023年下半

年，市场传闻大疆车载团队接受外

部融资，经过两轮融资后其估值可

达15亿美元，目标在2024年之前实

现财务指标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新业务布局多

年，大疆已在一些领域有所建树，但

在一些领域，大疆如果想要颠覆市

场也要面临不小挑战，其他一些领

域也仍在市场培育期。

便携式储能市场，大疆入局之

际，便携式储能市场在越来越多竞

争对手参与下，早已从蓝海市场变

成“红海”市场，而部分便携式储能

巨头像华宝新能，已经在寻找其他

赛道了。大疆作为后来者想要颠覆

现有市场格局也并不容易。高工产

研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上半年，便

携式储能市场全球市占率前五的厂

商排名为：正浩创新（35%）、华宝新

能（8%）、德兰明海（8%）、Goal Zero

（5%）、安克创新（3%）。

而在教育领域，大疆虽已布局

多年，但在去年年底进行了一些调

整收缩。大疆在官网公告，Tello

edu、机甲大师 RoboMaster EP、AI

人工智能套件、大疆教育平台以及

AI 场景化教育解决方案于 2023 年

12月31日正式停止售卖，停掉的产

品主要以K12教育为主。

市场研究机构 Allied Market

Research预测，到2030年Ebike市

场规模将达到1186亿美元，年复

合增长率10%。千亿赛道吸引了

众多玩家的兴趣和参与，既有经

典的自行车制造商；也有保时捷

这些汽车巨头的跨界加入，同时，

不断有新的电动自行车专业玩家

兴起。

大疆对媒体表示，大疆内部

的“骑行文化”盛行多年，一直对

骑行行业有所关注，更深层次的

原因是，大疆在电机、电池、减速

结构、电气化等领域都有着深厚

的技术积累。以电机为例，从消

费级产品到影视影像设备，再到

农业无人机，涉及不同功率、不同

大小的电机，均由大疆自主研发、

设计、生产并交付。

过去几年，Ebike电助力系统

基本被博世和禧玛诺等巨头占

据，作为千亿估值的无人机巨头，

大疆跨界进入Ebike领域，也引发

行业诸多遐想。

无人机“霸主”，这是不少人

对 大 疆 的 第 一 印 象 。 成 立 于

2006年的大疆，最初业务集中在

飞控系统，2012年推出消费级一

体无人机，也正是从这时候开

始，无人机消费级市场出现井喷

式爆发，也让大疆早早地成为了

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一枝独

秀的企业。

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上取得

诸多成就后，大疆也将目光投向

专业、行业应用以及非无人机的

领域。为此，大疆不仅在向消费

场景之外的行业领域农业、安防

救灾、石油、电网巡检、建筑工程

等领域探索，还在2017年专门成

立了行业应用部。

而从无人机到其他品类，早

在 2013 年大疆就开始在教育领

域的探索，当时就投入了两个团

队进行研发，其中大学生团队专

门研发将产业技术怎样应用到教

育领域，2015年，大疆举办了首届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赛，也标志

着大疆正式入局教育领域。同样

也是2015年，大疆推出了首款手

持稳定器Osmo。

2016 年，大疆把目光投向车

载领域，成立车载团队，为智能驾

驶服务提供一定的软硬件支持，

2019 年，大疆车载品牌正式成

立。2019 年，大疆还推出了 Os-

mo Action，进军运动相机市场以

及在 2021 年推出地面端专业摄

影系统Ronin 4D，多条产品线出

击影像设备领域。

而在储能领域，2023年12月8

日，大疆推出两款户外电源产品——

DJIPower 1000 和 DJI Power 500，

正式跨界便携式储能电源（户外电

源）行业。

可以看到，大疆在这些领域

跨界动作与其跨界 Ebike 的内在

逻辑十分相似。

比如去年年底大疆跨界进入

便携式储能领域，便携式储能看

似是个新领域，但可以看到，无人

机充电是户外电源的应用场景之

一，大疆选择了从无人机补能场

景切入户外市场等于补足了无人

机生态的闭环，消费者可以在购

买大疆无人机的同时，搭配购买

大疆的户外电源。

再比如，可以看到，大疆首款

手持稳定器Osmo是把在无人机

领域积累的稳定技术直接应用到

了其稳定器产品中，可编程教育

机器人 RoboMaster S1 的麦克纳

姆轮是从无人机的四轴控制演变

而来的，而车载也是基于大疆在

无人机领域积累的感知、决策、规

划技术以及智能硬件的量产经验

提供技术基础。

移动云无疑是中国移动近五年来数字化业务增长最为亮眼的驱动引擎。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坦承，一两年内市场上肯定会有一大批大模型产品“死去”。

根据此次年中财报，中国移动分配利润占当期股东应占利润的占比约为64%。

与去年总营收突破万亿元一样，中国移动的盈利能力是资本市场聚焦的重点。 视觉中国/图

在一些领域，大疆如果想要颠覆市场也要面临不小挑战，其他一些领域也仍在市场培育期。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