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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孙雪霏

现如今，面对全球手机市
场换机周期延长和智能手机
行业竞争加剧的境况，手机产
品单纯依靠硬件升级和参数竞
争已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
求，行业亟需寻找新的发展方
向。在此背景下，AI技术的引
入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业内人士认为，2024年是
AI手机元年。未来5年，AI对
手机行业的影响，堪比智能手
机替代功能机的历史性跨越。

手机品牌竞相“押注”AI

在近期于西班牙巴塞罗
那举办的2024年世界移动通
信大会（MWC 2024）上，AI
手机成为焦点。本次大会，参
展的中国企业数量达到 300
家，其中包括通信设备巨头华
为、中兴等。这些企业不仅展
示了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
新成果，还凸显了中国科技企
业在全球移动通信领域的重
要地位。特别是华为发布的
全球首个5.5G智能核心网解
决方案，以及荣耀针对海外市
场推出的全新旗舰智能机
Magic6 Pro，均展现了中国
科技企业的创新实力。

春节假期后开工首日，
OPPO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
明永在内部信中提到，AI手机
将成为继功能机、智能手机之
后，手机行业的第三阶段。“通
过AI，我们可以把手机的体验
重新做一遍，帮助用户实现更
高价值。”陈明永表示。

“‘重新做一遍’不是指全
部推倒重来。”OPPO AI中心
产品总监张峻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说，AI是
一个赋能底座，其能力可以渗
透到每一条赛道里。即便对
于底层软件而言，也需要考虑
到AI的端侧化部署，这可能意
味着需要重新考虑内存、算力
和功耗的分配。“给应用赋予
AI能力，可以视为一种升级。”
张峻说。

进入 2024 年，已有几款
AI手机新品上市。1月8日，
OPPO 最 新 旗 舰 AI 手 机
Find X7搭载了具备生成式
Al 能力的天玑 9300 旗舰平
台，成为全球首款在端侧应用
70亿参数大模型的AI手机。
2 月 18 日，魅族 科 技 宣 布

“All in AI”，计划停止传统
智能手机新项目，2024 年将
更新手机端操作系统，构建
AI 时代操作系统的基建能
力。小米则于2月22日发布
了14 Ultra，并同时宣布其影
像大脑全面升级，成为全球首
个AI大模型计算摄影平台，定

名为“Xiaomi AISP”。
事实上，AI 手机领域的

“战火”早已被点燃。自2023
年以来，智能手机品牌相继掀
起AI风潮。华为、vivo及荣
耀在内的多个手机品牌先后
以自研或合作的方式推出手
机端侧大模型。2023年8月，
华为手机系统接入盘古大模
型，并发布内置AI大模型的华
为Mate 60系列手机；11月，
vivo 发布自研蓝心大模型
BlueLM、OriginOS 4、自研
蓝河操作系统BlueOS；而荣
耀也在2023开发者大会上发
布全新操作系统 MagicOS
8.0，并推出了荣耀首个自研
70亿参数的端侧平台级AI大
模型“魔法大模型”。

不仅国内品牌纷纷对AI
进行“押注”，国际巨头如三
星、谷歌等也在大力宣传自家
设备最新搭载的AI模型。1
月25日，三星电子面向中国市
场推出AI旗舰智能手机Gal-
axy S24系列，Galaxy AI以
本地和云端AI相结合的方式，
实现通话实时翻译、即圈即搜、
创意影像编辑等功能；而苹果
也计划在今年秋季发布的
iOS 18更新中增加生成式AI。

目前AI手机概念的界定
尚无广泛共识，但权威咨询机
构 IDC提出了一套标准。根
据IDC的定义，一部AI手机应
当装备能够更快、更高效地运
行端侧Gen AI（生成式AI）模
型的SoC（手机系统级芯片），
并且使用 int-8 数据类型的
NPU性能至少为30TOPS，强
调了运行生成式AI模型的能
力。按照IDC的标准，目前仅
有少数手机能被定义为新一
代AI手机，这包括搭载苹果
A17 Pro、联发科天玑9300和
高通骁龙8 Gen3等三款SoC

的机型。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手机

的大模型应用还是停留在加
强已有的语音助手上，大部分
应用场景仍是聊天。未来当
这些与AI相关的产品能够感
知环境，甚至预判用户需求
时，那么才可能会迎来颠覆性
改变。

“这意味着随着功能完
善、应用成熟，AI手机将在某
个节点迎来快速增长。”IDC中
国区总裁霍锦洁称，IDC预计
从2024年起，新一代AI手机
的增长将会显著加速。2024
年中国市场新一代AI手机出
货量或将达到3700万台，而到
2027 年，这一数字将飙升至
1.5亿台，届时新一代AI手机
市场份额将超过50%。

探索AI手机成长之路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了
解到，对于大模型驱动下AI技
术如何定义未来智能手机的
真正形态，当前业界还有诸多
探索和思考。一方面，手机厂
商正探讨如何基于底层软硬
件重新定义智能手机；另一方
面，IoT（物联网）厂商则在思
考基于新交互模式的新形态
产品。

在此背景下，部分厂商已
提出了一系列定义，智慧计算
能力调用、新型交互、软件的
重构等成为AI手机的核心要
义。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资
料发现，OPPO提出的AI手机
1.0阶段，可概括为四大特征：
高效利用计算资源以满足生
成式AI的计算需求；敏锐感知
真实世界，理解用户与环境的
复杂信息；拥有强大的自主学
习能力；拥有充沛的创作能
力，能为用户提供灵感与知识

支持。
星纪魅族集团董事长兼

CEO沈子瑜近期在公开场合
描述的AI设备特点，也体现了
AI原生设计的产品形态、AI
全局调用的硬件算力、直觉式
的AI交互以及软件底层系统
与应用的重构。

据了解，OPPO进一步公
布的1+N智能体生态战略，展
现了其对AI手机发展的深远
布局。“1”代表OPPO AI超级
智能体，能基于知识图谱、文
档数据、搜索引擎精准理解用
户意图并给出准确结果。“N”
则指基于OPPO AI Pro智能
体开发平台赋能的智能体生
态，使普通用户也能通过零代
码的自然语言交互，快速生成
专属的个性化AI智能体。

张峻说，OPPO的目标是
让AI成为用户日常生活中用
得上、摸得着的体验，无论是
在提高工作生活效率、“文生
图”等多模态创作，还是在培
养专属用户超级助理方面，都
能起到积极探索和推进的作
用。此外，张峻还提到，对未
来大模型发展趋势的理解和
部署，如多主体数据的处理和
更高维数据的联合处理，是描
摹AI手机未来形态的关键。

行业如何应对机遇与挑战

在AI的加持下，手机行业
未来的机遇与挑战愈发凸
显。正如移动互联网和4G技
术曾孕育出微信、抖音等“杀
手级”应用，AI和5G的结合预
示着一个全新的应用争夺战
已经打响。与以往不同的是，
AI的加入使得数据类型的需
求更为复杂，这也意味着手机
厂商有可能取代传统的移动
服务提供者，成为新一代的

“超级入口”。
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变革

引发了一系列的行业反思与
策略调整。在AI时代，软件服
务商与硬件供应商之间原有
的界限开始模糊，合作与竞争
的边界亦随之改变。例如，
用户通过语音指令设置闹钟
这样简单的操作，还需要手
机厂商提供底层权限支持，这
超出了传统服务类APP的能
力范围。而更个性化的智能
服务，需要在整个设备层面实
现数据、信息与算法的全面整
合，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应用
内部。

“AI 本质上还是一种能
力，它不能代表某种生态，不
能说‘有AI万事可为’。”OP-
PO数智工程事业部相关负责
人说。

随着AI技术的进步，手机
厂商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
变得尤为关键。这不仅体现
在硬件的迭代上，更在于如何
构建安全高效的数据处理与
算法应用框架。在这个过程
中，安全隐私保护和智能效率
的平衡成为重要的考量点。
业内人士指出，对于大模型的
部署方式选择，无论是手机端
侧还是云端，都需要综合考虑
隐私保护、网络要求和成本效
率等因素。而对于国产手机
品牌而言，云端算力的差异化
竞争策略，可能成为打破传统
竞争格局、与国际品牌抗衡的
关键。

上述 OPPO 数智工程事
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可以预
见，因为先进技术产品的助
力，手机行业或将逐渐迎来用
户AI手机换机潮。这股风潮
考验的则是手机厂商对于用
户需求的快速产品化能力，以
及其对基础AI技术的储备。

近日，全球首条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

空器）跨城跨湾航线(深圳—珠海)首次演示

飞行在广东深圳蛇口邮轮中心举行。深圳

—珠海飞行超过 55 公里，用时大约 20 分

钟。此次活动由峰飞航空科技自主研制的

eVTOL航空器——“盛世龙”执飞，模拟从深

圳蛇口邮轮母港前往珠海九洲港码头的出

行场景。

据了解eVTOL航空器又被称为“空中出

租车”，无需带跑道的传统机场，与直升机相

比，更加安静环保，安全可靠，且成本更低，

被认为是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的重要解决方

案，将广泛应用于城市内空中出行和都市圈

城际出行场景，大幅节约出行时间。

中新社记者 陈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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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条eVTOL跨城跨湾航线(深圳—珠海)
首次演示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