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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力通信市场 中国广电5G用户接近3000万

抛弃伪需求 AR眼镜进入千元时代

真需求好过空中楼阁

低价赢市场？

“一网整合”基本成型

寻求差异化竞争

聚焦具体的场景，不仅能够

优化了用户体验，也有效降低了

硬件和研发成本。AR 眼镜市场

虽然火爆，但数千元的价格也让

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被视为将

带领 AR 眼镜进入“iPhone 时刻”

的 Vision Pro 定 价 高 达 3499 美

元，Meta 在 2024 年 MetaConnect

大会上发布了其首款 AR 眼镜原

型 机 ，代 号 Orion，其成本高达

10000美元。

相较于海外动辄上万美元的

价格，国内主流消费级AR眼镜厂

商一直试图降低产品价格，但也

集中在 2000～3000 元的价格区

间，鲜少千元机的出现。

雷鸟 Air 3 率先将分体式 AR

眼镜的价格带进 2000 元以内，定

价 1699 元，为行业设立了全新的

价格标杆。

李宏伟以特斯拉为例，他表

示：“作为电动车领导者的特斯

拉，除了在一直做自动驾驶和机

器人的探索之外，借助该公司的

行业领导者地位，特斯拉带动了

整个产业的成本下降，这使得特

斯拉可以做出 Model 3 这类价格

普惠大众的车型，进而带来了整

个电动车行业从销量到产业的全

面爆发。”

“消费级 AR 眼镜”当前依然

是一个新的产业方向，而如何让

消费者更好地接受并融入这一技

术，才是当前各大品牌需要解决

的首要难题。

对此，天使投资人、人工智能

专家郭涛表示：首先千元AR眼镜

价格虽更易被消费者接受，若雷

鸟创新低价入市获良好反响，其

他厂商可能为争市场份额而效

仿；其次成本控制是关键，降价需

有效控制成本，如借助生产规模

效应、供应链优势等；然后，技术

成熟度也影响厂商决策，因为低

价可能会牺牲部分质量性能，所

以其成熟度和可靠性需要考量；

此外，品牌策略不同，有些品牌侧

重高端市场，不会轻易降价；最

后，市场竞争压力越大，厂商越可

能通过降价吸引消费者。

在郑磊看来，用千元的价格

得到通过 AR 技术玩游戏和看影

视这样大众需求，符合大众消费

者的购买力。而且，千元价格段

的 AR 眼镜在性能和功能上也不

会过于落后，与其他游戏设备具

有可比性和新奇性，对于消费者

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其他厂商可

能会效仿，而且可能改进设计，再

附加一些功能，适当提高价格。

掌如研究院院长何基勇认

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千元的价

格确实有可能会让消费者更容易

接受 AR 眼镜。这将使更多人有

机会尝试使用AR眼镜，进而推动

整个行业的发展。对于其他厂商

来说，也有可能会选择采用更加

聚焦于特定功能、减少复杂性和

多任务应用的方式来降低价格，

从而进入市场。但是，这也需要

其他厂商对市场有深入的了解和

精准的定位，才能真正实现差异

化竞争。

但郑磊也提醒：“需要注意

的是，千元的价格段虽然更容易

被消费者接受，但对于 AR 眼镜

来说，仍然需要解决许多技术难

题，包括如何提高设备的视觉质

量、续航能力以及网络连接稳定

性等。这些技术难题的解决需

要时间和努力，需要各大品牌共

同努力。”

本报记者 谭伦 北京报道

5G正式放号两年后，第四大运

营商中国广电交出了最新成绩单。

10月28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发布了 2024 年前三季度广播电视

服务业收入情况。数据显示，截至

9 月末，广电 5G 用户达 2936.62 万

户，逼近3000万大关。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9月，中

国广电也发布过5G用户数据，彼时

其5G用户数突破1800万。对比之

下，中国广电用一年时间增长了逾

1100万用户，同比增长率接近61%，

平均每月增长约92万。

工信部最新统计显示，截至

2024 年 9 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

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

达 17.86 亿户，比 2023 年年末净增

2401万户。其中，5G移动电话用户

达 9.81 亿户，较上年同期净增 2.44

亿户，较上年年末净增1.59亿户，占

移动电话用户的 54.9%，较上年年

末提高8.3%。

“从绝对数量上看虽然无法与

三大运营商相比，但中国广电的相

对增长是最快。”广电产业资深分

析师吴纯勇向《中国经营报》记者

表示，商用两年，中国广电5G发展

整体是符合预期的。

根据此前中国广电集团董事

长宋起柱公布的目标，到 2025 年，

中国广电志在发展 5000 万移动用

户。而根据期间官宣细节，这5000

万移动网络用户将包括固移融合

用户在内。其中，2023年10月中国

广电曾公布其固移融合用户数已

达到870万。

虽然距离192号段商用仅过去

两年多时间，但从2019年6月正式

获得5G运营牌照开始算起，中国广

电进入5G市场其实已逾五年。吴

纯勇认为，前三年其实对于中国广

电是最为艰难的，因为转型5G运营

商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其中最重

要的两项就是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

合和5G建网。

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也被称

为“一网整合”。吴纯勇告诉记者，

鉴于机制体制原因，中国广电的5G

频段资源的所有权和运营权散落在

各地广电公司手中，因此，中国广电

需要先将各地股权整合，并将其纳

入与全国一张网进行运营，才能开

始5G号段商用进程。

“由于涉及地方广电股权的撤

并整合，手续非常繁杂，因此这也成

为中国广电推进5G商用路上最为

棘手与缓慢的环节。”吴纯勇表示。

根据中国广电公布的数据，截

至2023年年底，国内31省均设立省

级广电网络公司，近半省份实现“一

省一网”的整合，绝大多数县级网络

用户已整合到位，全国共有6900座

无线电发射台站参与了频率迁移，

并完成了整体验收工程及各区域单

频网的调试等后续任务。

而在一网整合的同时，5G运营

也需要网络支撑。因此，建网成为

中国广电前三年的另一项重要工

作，但由于缺乏单独建网的经验，

2020年5月20日，中国广电与中国

移动签署了5G共建共享合作框架

协议，希望借助中国移动的资源优

势，加速5G建网与商用进程。

根据中国移动最新发布的年中

财报，截至 2024 年上半年，双方共

建 共 享 的 700MHz 5G 基 站 已 达

70.5 万个。同时，中国广电方面日

前透露，实际可调度的4G/5G基站

超 400 万座，已实现了乡镇以上全

覆盖、农村热点区域重点覆盖。

吴纯勇认为，从一网整合和5G

建网两大维度衡量，中国广电在这

五年做到的成绩还是可观的。但从

5G商用来看，足够庞大的用户数和

市场规模是绕不过去的标准，这也

是评价与观察中国广电后续5G发

展成功与否的关键。

Omdia电信战略高级首席分析

师杨光则表示，中国广电的5G角色

较为特殊，与占据先发优势太多的

传统三大运营商不在一个体量，因

此，评价其5G发展更多还是要从自

身纵向对比以及能否在市场成功立

足来观察。

最新公开财报显示，截至

2024 年第三季度末，三大运营商

5G 套餐用户数合计达到 11.7 亿

户。其中，中国移动5G网络客户

数累计达到 5.39 亿户；中国电信

5G套餐用户数累计3.45亿户；中

国联通 5G 套餐用户数累计达到

2.86亿户。

这也意味着，接近3000万用

户体量的中国广电在与三大运营

商的竞争上，已不可同日而语。

同时，杨光指出，接近80%的渗透

率，也意味着5G市场接近存量竞

争状态，开拓空间已经很小，在这

一背景下，中国广电的后续发展

会比较艰难。

“因此，差异化的市场竞争

策略很重要。”吴纯勇表示，在5G

应用领域探索出多元化和差异

化的创新增量业务，将成为中国

广电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的

一大关键。

而在目前的差异化创新中，

5G NR（New Radio）广播是中国

广电最受关注的特色业务之一。

这一通过 5G 网络在移动终端直

接收看广播电视的应用业务，类

似此前中国广电在北京奥运期间

推出过的CMMB（中国移动多媒

体广播电视）业务。如果用户终

端具备5G NR广播功能，就可在

不使用 SIM 卡的情况下，直接通

过基站作为“中转站”，接收到视

听信号，实现观看。

截至目前，5G NR 已在 5G

标准制定组织 3GPP 设立的国际

标准中立项并确定，成为广播与

通信相融合的 5G 技术。今年 6

月，中国广电集团副总经理曾庆

军在出席获颁 5G 牌照五周年论

坛时曾表示，中国广电创新采用

5G方式将广播电视信号，通过移

动蜂窝基站发射出去，实现所有

通信运营商的 5G 用户、通用 5G

终端都可以接收，推动了广电5G

差异化发展。

目前，5G NR广播已在移动

覆盖、车载音视频、赛事应用、应

急广播方面获得应用。杨光认

为，5G NR 广播的效果，可以直

接通过现有网络呈现，未来如果

用户能够免流量观看高带宽的高

清数字视频，那将会对用户产生

更大吸引力。

此外，据曾庆军介绍，基于

“5G+内容+4K/8K+AI”融合技术

打造新型广电网络，也是中国广

电正在探索的方向之一。吴纯勇

认为，凭借广电系多年在有线电

视领域的积累，内容将是中国广

电在面对传统三大运营商时的优

势，也是中国广电未来应重点投

入的5G创新方向。

本报记者 秦枭 北京报道

AR 眼镜的应用场景到底是

什么？多任务办公、空间应用，还

是3D照片？实际上大部分AR眼

镜厂商或许一直被这些伪需求困

扰着。近日，雷鸟创新创始人兼

CEO李宏伟在该公司的新品发布

时分享了一组用户调研数据：91%

的分体式 AR 眼镜用户主要使用

眼镜来观影和游戏。

李宏伟对《中国经营报》记者

表示：“这一结果揭示了用户的真

实需求，绝大多数用户希望使用

AR眼镜来体验沉浸式娱乐，而非

复杂的多任务应用。然而遗憾的

是，当前市场上却有大量AR公司

在用户使用 9%的场景里投入了

90%的研发精力，这实际上是远离

了用户需求。”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中国

AR 智能眼镜出货量在 2023 年同

比大增64%。同时，市场调查机构

IDC 的数据也显示，2023 年中国

AR出货量达到24万台，较上年增

长133.9%。虽然两家市场调查机

构统计口径不一，但也代表了AR

眼镜的增长态势。

今年以来，AR眼镜市场继续

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谷歌、

Meta、苹果、PICO 等科技巨头纷

纷加码布局，一众手机厂商也开始

涉足AR领域，试图寻找能够替代

智能手机的场景。但对于 AR 眼

镜的应用场景，产业界一直没有统

一的答案。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

学家郑磊表示，消费者对AR眼镜

的主要需求主要集中在娱乐、教

育、商业展示等应用场景。他们希

望AR眼镜能够提供更真实、更直

观的视觉体验，例如增强现实游

戏、3D 观看电影、AR 购物等，此

外，AR眼镜的便携性和舒适度也

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

在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

看来，消费者对AR眼镜的主要需

求可以归纳为轻便性、交互性、便

捷性以及沉浸式体验。其中在交

互性上，AR智能眼镜要能够感知

用户的动作和语音指令，与用户进

行交互，使用户能够更加自由地使

用设备。同时，消费者需要知道自

己为什么要去购买一款 AR 眼

镜。像导航、沉浸式购物和翻译这

些看似普通但更为实用的功能比

较契合消费者使用场景，被视为

AR 眼镜攻破消费者领域的最佳

切入点。

来自雷鸟实验室的数据显示，

AR眼镜用户真实使用场景，观影

占据了 59%，游戏占据了 32%，而

AR 眼镜厂商一直强调的空间应

用、3D拍照、多任务等场景只占据

了9%。

李宏伟表示：“我们发现用户

经常喜欢在沙发上、高铁上、外出

旅行途中，去使用AR眼镜。而从

雷鸟做的上千份调查数据显示，

91%的分体式AR眼镜的用户，最

终只会拿眼镜做两件事——观影

和游戏，其实他们只想好好看一

部电影大片，或者来一局竞技游

戏。在眼下的2024年，我们认为，

分体 AR 眼镜应该更加脚踏实地

给用户带来体验提升，而不是塑造

空中楼阁。”

而观影和游戏最重要的是视

觉体验，目前市面上的 AR 眼镜

多采用 Micro OLED+BirdBath 的

方案。BirdBath 方案的光引擎主

要由微显示屏、球面镜/组合器

与 分 束 器 组 成 的 光 路 系 统 构

成。其中微显示屏决定了画面

效果，而光路系统则确保投射入

眼的画面尽可能还原出微显示

器的显示效果。对于采用 Bird-

Bath 方 案 的 分 体 式 AR 眼 镜 来

说，当前最重要的是精准满足用

户的实际需求。BirdBath 的特性

是显示效果好，用户购买此类产

品的核心动力在于观影和游戏，

因此，产品设计也应聚焦在提升

这两大场景的体验。

此外，在李宏伟看来，当前的

AR 眼镜尚未成熟到可以完全取

代手机的地步，离真正成为主流智

能终端还有一段路要走。

随着 3000 万 5G 用户规模的

达成，业界也将关注点投向中国

广电能否实现其许下的三年5000

万用户目标。

吴纯勇认为，算上此前公布

的固移融合用户在内，中国广电

目前的移动网络用户数保守估算

或已接近4000万，而按目前的用

户增长率，实现这一目标并不算

太难。

杨光则认为，由于5G渗透率

已经处于高位，市场目前可供挖

掘的用户余量相对有限，因此对

于中国广电而言，虽然未来一年

1000 万的新增用户量并不难达

到，但后续的竞争态势或将会更

为激烈。

记者注意到，在最新公布的

三大运营商三季度财报中，营收

规模领跑的中国移动净利润增速

已开始下滑，其原因来自个人移

动业务市场受到单位资费下降、

手机用户DOU（平均每户每月上

网流量）增长放缓影响，这也意味

着三大运营商在 5G 资费与抢夺

用户上已经开始新一轮的竞争。

对此，通信业分析师周桂军

向记者表示，从当前已趋激烈的

竞争态势看，中国广电与三大运

营商明面竞争并不明智，而且官

方层面此前已经明确释放告别行

业“内卷”的信号，因此，中国广电

也较大概率不会参与到这一竞

争，其用户新增量，或将更多有赖

于差异化战略落地的成功性。

吴纯勇补充指出，差异化业

务 创 新 之 外 ，中 国 广 电 手 握

700MHz 黄金频段的优势，这一

频段在偏远地区有较大的成本

优势，这是未来在面对 5G 消费

端竞争时中国广电应充分利用

的资源。

此外，电信分析师付亮此前

向记者表示，单纯的业务层面创

新对于中国广电而言并不够，如

果要在市场化层面与三大运营商

竞争，机制体制的创新改革是必

要的，就像中国联通混改一样。

“中国广电还是比较传统化的央

企，如果不在机制层面改变，是很

难跟充分市场化的三大运营商竞

争的。”付亮指出。

距离5000万用户有多远

截至2023年年底，国内31省均设立省级广电网络公司，近半省份实

现“一省一网”的整合。

在目前的差异化创新中，5G

NR广播是中国广电最受关注

的特色业务之一。

虽然未来一年1000万的新增用户量并不难达到，但后续的竞争态势或将会更为激烈。

中国广电距离3年实现5000万用户的目标已经不远。 视觉中国/图

“消费级AR眼镜”当前依然是一个新的产业方向。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