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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3月18日，vivo在官方微
博宣布，旗下“X Fold3”系列折
叠屏手机发布时间定于3月26
日。而在不久前，华为也发布了
首款5G小折叠“Pocket 2”。

近年来，荣耀、小米、vivo、
OPPO等都相继推出了折叠屏
手机产品。这些手机不仅具有
新颖的外观设计，而且在性能、
屏幕质量、拍照等方面也有很
大的提升。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智能手机行业历经两
年多的调整，逐步走出低谷，步
入全新成长季；而折叠屏手机
领域正成为新增长点和厂商竞
相追逐的赛道。

新鲜感和独特性
激活“消费密码”

前不久，北京白领邓女士
更新了“装备”，将在用的苹果
手机换为一款折叠屏手机。
作为一个10年“果粉”，她在做
这个决定前，经历了一番思想
斗争。

“我一直用的是苹果手
机。最近换新手机本来打算继
续买苹果，但其最新一代产品
在外观和性能上和我正在用的
没有太大差异，而且大内存的
都价格昂贵。”邓女士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我一直对科技产
品很感兴趣，折叠屏手机作为
一种新兴的手机形态，引起了
我的好奇心。”

经过一番了解后，邓女士
决定购入一款512G的国产折
叠屏手机。使用了一段时间，
邓女士认为折叠屏手机“真
香”。“折叠屏手机在外观设计
和实用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
升。其造型时尚，方便携带，
打开后的大屏体验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办公和阅读效
率。”她说。

像邓女士一样以“尝新”为
出发点的消费者不在少数。从
需求端出发，消费者的新鲜感
汇聚，点亮了沉寂已久的智能
手机市场。

IDC数据显示，2023年中
国折叠屏手机市场出货量约
700.7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114.5%。屏幕供应链咨询公
司 DSCC 发布的最新报告预
测，2024年第一季度可折叠手
机出货量将同比增长105%。

经了解，当下市面上的折
叠屏手机分为大折叠和小折叠
两种。所谓大折叠，即横向折
叠，当屏幕展开时，大折叠屏手
机可以“秒变”小平板；小折叠
则为竖向折叠，折后只有手掌
大，打开时跟普通大屏手机大
小相近。

价格方面，对照国内市场
上的主流折叠屏手机，其价格
区间在4988元至 14999元不
等；同品牌大折叠的价格普遍
高于小折叠。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商业
购物中心地下二层，遍布着不
少手机品牌门店。各门店的陈
设不同，但折叠屏手机被都放
在显眼位置。

在华为门店的入口处，放
着新款“Pocket 2”广告牌。

“折叠屏手机自诞生以来，平整
度和可靠性就一直是行业内的
核心挑战。”中国城市报记者从
华为集团了解到，HUAWEI
Pocket 2业界首创的玄武水
滴铰链，取消了传统三门板结
构的中间门板，确保超平整屏
幕体验；此外，新款手机还在超
强通信、续航、散热能力等方面
进行了技术攻关，提升了手机
性能。

中国城市报记者以消费者
身份进店咨询后获悉，新款小

折叠店内无现货，需要预订。
“新款小折叠自上市以来，店内
一共来了4批货，每批十几个，
而且都是刚到店就销售一空。”
店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折
叠不需要预订。从今早9点开
门到中午12点，我们已经卖了
5个大折叠。”

“总销量还是直板机好，但
折叠屏手机热度高，如今进店
的顾客大多直奔折叠屏区操作
体验。”上述工作人员说。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国产手机发力折叠屏要从
2021 年说起。当年，小米、
OPPO、荣耀先后推出折叠屏
机型，自此开始，众厂商均保持
着“一年一发”甚至“一年三发”
的节奏。

为什么国产手机都开始
竞逐折叠屏赛道？要回答这
个问题，先要将目光放到手机
大市场。

据相关媒体报道，经过十
余年时间的发展，手机市场已
经趋于饱和。以中国市场为
例，智能手机用户总量已经超
过10亿，消费者的换机周期已
从原来的一年半延长至三年半
左右。

去年8月，中国城市报记
者在湖北省黄石市一家 PCB
板生产公司采访时获悉，该公
司的产品主要供给手机生产厂
商。由于终端需求的减弱，导
致该公司2023年的订单量大
幅减少。

想要走出消费疲软的状
态，一个关键的扭转力就是
创新。

回顾智能手机发展历程，
2007年，取消了实体按键键盘
的 iPhone诞生。依靠率先发
起的触屏技术，苹果快速抢占
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并掀起

了智能机迭代的潮流。
“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趋

于饱和的情况下，折叠屏手机
作为一个新兴领域，能够刺激
市场需求、带动销量增长，有助
于企业打破市场僵局。”中国金
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对中
国城市报记者说。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
秘书长、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
发展促进工程执行主任袁帅持
有相似观点。他向中国城市报
记者表示，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折叠屏手机的制造技术逐
渐成熟，为厂商提供了实现产
品差异化的机会；厂商也希望
通过推出折叠屏手机来提升品
牌形象和市场份额。

在袁帅看来，行业正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厂
商加入这一市场中，竞争也日
益激烈。同时，消费者对于折
叠屏手机的接受度也在逐渐提
高，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短板尚存但未来可期

很多消费者觉得折叠屏手
机是个新鲜事物，但追溯起折
叠屏手机的诞生，要将指针拨
回到2018年。

当年，三星发布了一款名
为“Galaxy Fold”折叠屏手
机，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但由于电池容量小、屏幕易
损、价格昂贵等一系列短板出
现，导致折叠屏手机“声量”逐
步下降。

如今，6年过去了，当初被
质疑的问题似乎仍然存在，尤
其是屏幕的耐用性。

余丰慧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折叠屏手机采用柔性显示
材料，如OLED或UTG超薄玻
璃，而普通直屏多使用刚性
OLED或LCD面板。柔性屏幕
需要更高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支

持，以保证反复折叠下的耐用
性和显示效果。

“折叠屏手机必须配备精
密复杂的铰链系统，确保折叠
部分顺畅运作且不易损坏。这
是直屏手机无需考虑的问题。”
余丰慧说，折叠屏手机内部结
构更为复杂，需要重新设计电
池、主板等布局以适应可折叠
形态。

在北京市朝阳区合生汇
OPPO实体店内的修机处，中
国城市报记者看到40%的待修
手机都是折叠屏。一名消费者
告诉记者，他的折叠屏手机仅
使用了一个月就出现了屏幕漏
液的问题。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
友给小折叠起名“美丽的小废
物”，以此影射该类手机外观炫
酷，但实用性不强。

而这或许也是折叠屏手机
热度攀升但销量不高的重要原
因 。 根 据 产 业 研 究 机 构
TrendForce 集邦咨询的最新
报告，2023年折叠屏手机在所
有智能手机出货量中，市场份
额占比仅为1.4%。

此外，不保值也是折叠屏
手机的隐形痛点。一位消费者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她于去
年12月底购买了OPPO的新
款小折叠，售价为6799元。“这
才用了3个月，机身无任何破
损，以旧换新时，只评估为
2800元。”她说。

虽然折叠屏手机尚存短
板，但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的分析人士均对其未来持看
好态度。

“从市场反馈来看，消费者
对折叠屏手机的接受度逐渐提
高，未来市场潜力巨大。”艾文
智略首席投资官曹辙说。

有分析人士表示，提升折
叠屏手机的市场份额，需要在
解决痛点问题的同时，把价格

“打”下来。
“从成本角度来看，折叠屏

手机的BOM成本通常比普通
直屏手机高出约30%以上，其
中显示屏成本提升尤为显著。”
袁帅认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成本的降低，折叠屏手机
有望在未来成为一种主流的手
机形态。

余丰慧表示，若从技术和
用户接受度看，折叠屏手机可
能不会是昙花一现，它有潜力
成为未来移动设备的新形态之
一。特别是在5G时代以及增
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应用普及的
趋势下，更大屏幕为用户带来
的沉浸式体验愈发重要。

“但在短期内，折叠屏手
机是否能成为主流取决于其
成本进一步下降的程度，以及
厂商能否解决耐用性、重量、
厚度等方面的问题，并开发出
更吸引人的应用场景。”余丰
慧说。

折叠屏手机能否折叠屏手机能否““折折””出市场新未来出市场新未来

2024北京国际珠宝展举办

近日，2024北京国际珠宝展在位

于北京市的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

届展览总面积达2.2万平方米，展商

数量达1000余家，汇聚了设计、加工、

制造、批发、零售等珠宝行业全产业

链，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珠宝购物

体验。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