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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生成式人工智能

AI产业自1956年被正式定义以来，历经三
个阶段，目前正被寄希望走向通用人工智能阶
段。在2023年末发布的一众新机中，AI大模型
相关功能陆续走向台前。

AI大模型从高端机型到逐渐走向中档价位
段，目前厂商动作还比较统一：文字创作、整理材
料框架、一步调用服务、路人消除、通话助手等。
当然这是走向更智能化道路上的阶段性摸索。

vivo副总裁、vivoAI全球研究院院长周围认
为，大模型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带来第四次科
技大变革。这是百年科技变革的开始。

“经过数十年煎熬彷徨，这是科技大变革的
曙光。在2022年底，AI大模型这种现象级产品
诞生，人们看到人工智能终于可以像十多岁孩子
一样进行对话、可以理解语义和语境。”周围表
示，这意味着大模型可以把高维度的抽象人类文
明，压缩成知识和信息。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最让我兴奋的一个技术
创新。它会为移动生活的体验带来革命性的变
化。”OPPO高级副总裁、首席产品官刘作虎受访
时表示，未来手机一定会成为个人的超级助理。
因为它的知识超出了个体的知识，能像一个人一
样理解你的语言、观察你、学习和了解你的习惯，
给你最好的帮助。OPPO旗下的端侧模型与高
通、联发科都有底层合作，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
将让手机焕发出新面目。应该对其抱以长期乐
观、短期谨慎的态度。

业内普遍认为，500亿以上参数的大模型会
发生智能涌现，是具备人类思维的前提。但为了
平衡手机端使用和未来云端协同的不同功能要
求，不少厂商发布的是不同规格矩阵。

OPPO自主训练的安第斯大模型有Tiny、
Turbo、Titan三大类规格，可涵盖十亿至千亿以上
多种不同参数的模型，根据不同场景智能调度。

vivo自研的通用大模型矩阵蓝心大模型，也
涵盖十亿、百亿、千亿级别五款大模型：10亿级别
参数模型主要覆盖本地化文本总结、摘要能力；
70亿级别模型是面向手机打造的端云两用模型，
可以语义理解、文本创作；700亿参数模型是面向
云端服务的主力模型；1300亿、1750亿两类蓝心
大模型，具备逻辑推理、任务编排能力。

虽然目前看，要把AI大模型视为当前阶段的
换机动力还不足够，但其对手机体验将带来显著
影响将是必然趋势。

Counterpoint研究副总监齐英楠表示，可以
肯定的是，长期来看，AI大模型对手机来说会是
革命性技术。据该机构预测，2023年，生成式AI
工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将占4%，预计2024年翻番；

到2027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将达到
40%，出货量突破5亿台。

“AI大模型在自然语言交互方面，未来会更加
自然和符合人类交流习惯。虽然触屏交互已经成
为习惯，但自然语言的交互效率更高。”齐英楠表
示，再往后发展，不排除可能传统APP的交互方式
也会改变，借助大模型可以直接调用服务内容。

“这些能力目前正逐渐在手机中实现。”齐英
楠指出，“在OPPO FindN3和vivoX100系列
手机中，语音助手已经具备很强能力，用语音转
化成文字的准确率很高，且AI助手能够清晰理解
用户发出的指令内涵。举例而言，对语音助手发
出购买机票的具体指令，可以直达购买页面。这
种进步不仅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还需要
跟平台之间有共享能力的进步。”

稳定剂：软件生态

目前主流手机厂商的大模型是依托于旗下自
研操作系统推出，因此具体手机的适配进展，一方
面是看整机厂商的适配速度，另一方面也要看具
体手机的硬件性能是否足以支撑运转大模型。

一般来说，大模型对手机SoC的AI算力、内
存NAND Flash和运存DRAM空间都提出一定
门槛，通常运存需要8GB起步，这在某种程度上
会限制AI大模型在手机端的普及速度，但具体也
要看厂商对大模型能力的压缩情况，如采用蒸
馏、量化等技术的改善。

目前主流手机厂商主要采用高通和联发科两
大主芯片平台，都处在具体大模型用例探索阶段，
所以在体验方面各家平台表现有所相似。“主芯片
平台主要掣肘的是手机模型能力的上限，当然如
果厂商有自研主芯片，就会有差异化体验优势。”
齐英楠表示，虽然苹果没有正式发布AI大模型，但
其一旦开始做就会更有应用优势，因为可以根据
旗下产品周期自行决定设计用例和优化服务，不
需要等待供应商支持，这样开发效率更高、兼容性
和能效比也更好，甚至可能跳过对商用产品的摸
索过程，可以一次性结合iOS系统大范围升级。

这里就涉及另一层能力：软件生态。不同于
iOS独立的生态系统，目前安卓原生系统的生态
十分强大，且谷歌对安卓系统的改革颗粒度有要
求，因此大多数手机厂商都采用基于安卓的自研
操作系统路线，无法对其大幅革新。

一些厂商也在尝试思考探索AI时代的操作
系统。vivo打造的蓝河自研操作系统用Rust编
写，并不基于安卓，也不兼容安卓生态，更没有替
代现有旗下手机操作系统的意图。

Canalys研究分析师钟晓磊分析认为，安卓厂
商正在努力建设生态系统，从而与iOS竞争。消

费者越来越愿意为了更好的生态体验而切换阵
营，这也使各大品牌开始着手开发自研操作系
统，并通过展现研发能力的方式提升品牌形象。
然而，自研系统成功的关键，仍取决于能否为消
费者提供独特且足够有吸引力的体验。因此厂
商仍需持续投入软件和硬件的协同研发，从而
在未来市场变化下防守自身的用户留存与利润
水平。

助推剂：大硬件

虽然当前被称为“软件定义一切”的时代，但
硬件其实决定了软件能力的上限，即便繁杂的硬
件参数让人目不暇接，但硬件堆叠显然也是手机
竞赛中的重要助力。

从整体技术趋势看，齐英楠认为，2023年手
机最为明显的进步就是影像能力提升巨大，也很
注重保证视频拍摄过程中的处理能力。

不过相比显得创新乏力的传统直屏手机，主
流厂商“一款横折+一款竖折”的折叠屏矩阵稳定
迭代下，催生出折叠屏手机不同于沉寂大盘的成
长势头。

第三方机构CINNO Research统计，2023年
第三季度，中国市场折叠屏手机销量达198万部，
同比增长175%，环比增长70%，已连续第十二个
季度同比正增长。未来随着折叠屏产品技术进
一步成熟、成本进一步下降、更多应用适配，特别
是开发出能够发挥折叠屏硬件独特优势的应用
以后，折叠屏产品有望占领更多市场份额。

“我认为2023年折叠屏手机品类已经成为很
难被挑剔的成熟产品。”齐英楠表示，从可靠性、
握持体验、续航、影像、屏幕表现等方面，2023年
发布的旗舰折叠屏手机均走向成熟，且价格基本
稳定、产品升级节奏也稳定。

“今后不会再出现下一代与上一代折叠手机
有明显代差表现的情况。代差明显就意味着技
术还在进步过程中，我认为折叠屏的硬件侧已经
走完了快速迭代的过程。走向成熟稳定后，就可
以有更多精力向软件生态发力，比如完善移动办
公体验等。”齐英楠称。

回首看去，除了凸显技术和器件堆叠能力的
软硬件竞赛之外，价格竞争也是2023年手机行业
的重要看点。一些厂商也在对外强调，为了寻求
更大竞争优势，愿意牺牲硬件利润率，这种条件
下，互联网服务方面的收入支撑更显重要。

但随着手机从整机到供应链的供需走向平
衡，元器件供应已经开启涨价势头，如何平抑供
应链端的新压力，如何在AI大模型时代找到更适
配的AI原生应用，都将成为来年竞争的新看点。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骆轶琪/文

“AI+折叠屏”手机行业掀新一轮技术博弈
AI大模型的出现，好似对手机产业投下一

枚炸弹。此前停滞不前的智能技术，突然找到
新突破口。

基于未来AI时代的软件生态搭建，厂商
也给出了不同思路，除了基于安卓原生应用优
化的自研操作系统，能否在安卓生态之外找到
适应于AI时代的系统发展空间，抑或是不做
操作系统、仅作为支撑终端和系统交互的中间
件平台，是当下厂商在谋求的方案。

在决定软件能力上限的硬件层面，折叠屏
市场开始走向成熟。2023年手机行业虽然经
历了两三个季度低迷，但在这些技术驱动下，
手机市场正逐渐走向温和复苏区间。拉开的
技术竞赛序幕又会将手机行业引向何方？

业界简报

百度终止以36亿美元
收购YY股权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1月1日晚间，
百度发布公告称，百度关联方Moon按照此前签
署的协议，终止对YY的股权收购协议。

2020年11月，百度宣布将以约36亿美元收
购欢聚国内视频娱乐直播业务（YY），按照当时
的预期，交易将于2021年上半年完成。

百度在最新公告中表示，股份购买协议规
定，拟定收购的交割须满足某些前提条件，其中
包括获得必要的政府监管部门批准和其他条件，
且如果拟定收购未在最终截止日前交割，买方或
卖方均有权终止股份购买协议。截至2023年12
月31日，即最终截止日，股份购买协议规定的交
割前提条件尚未全部满足。

欢聚集团也在当日发布公告称，已获百度关
联公司发出的终止2020年11月的股份购买协议
的通知，YY向百度的出售已于2021年2月8日基
本完成，且某些事项仍有待未来完成，百度在公
告中主张，其已行使终止股份购买协议的权利取
消了交易。欢聚集团正在寻求法律建议，并将考
虑所有可供其选择的方案，以应对该通知。

美图视觉大模型
将面向公众开放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昨日，美图公
司宣布自研AI视觉大模型MiracleVision（奇想智
能）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备
案，将面向公众开放。美图自研视觉大模型是目
前福建省唯一通过备案的大模型。

美图AI视觉大模型MiracleVision于2023年
6月进行内测，研发之初，美图将其定义为“懂美
学”的视觉大模型，搭建了基于机器学习的美学
评估系统，并邀请艺术家、设计师等专业人士参
与到大模型的训练中。

MiracleVision具备强大的视觉表现力和创作
力，为美图秀秀、美颜相机、Wink、美图设计室、
WHEE、美图云修等知名影像与设计产品提供AI
模型能力。MiracleVision的诞生也帮助美图公司
搭建起由底层、中间层和应用层构建的人工智能
产品生态。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多家科技公司的大模型
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备案，
美图公司的MiracleVision是其中唯一专注视觉
领域的大模型。

“兰大?华羊芯”发布
填补育种技术空白
近日记者从兰州大学获悉，该校反刍动物研

究所王维民教授团队发布了国内首款基于大规
模基因组选择参考群的高性能绵羊基因组育种
芯片“兰大?华羊芯”。

为提升我国绵羊基因组育种技术水平，王维
民团队通过持续精准的大规模性能测定与基因
组重测序，率先在国内构建规模达10318只、羊只
来源覆盖全国8家国家湖羊核心育种场和4家规
模化湖羊种羊场的基因组选择参考群，累计获得
了80万条表型数据和78TB的基因组数据。研究
团队绘制出包含2000万个高质量遗传变异位点
超高分辨率的湖羊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鉴定出
饲料转化率、生长速度、尾脂重、肌内脂肪等一系
列湖羊重要经济性状的关键基因。

此后，研究团队联合石家庄博瑞迪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利用大数据、生物信息学、育种学等相
关技术，研发出包含45052个具有代表性、全局
性、功能性位点的高性能45K基因组育种芯片

“兰大?华羊芯”，并衍生出可在不同应用场景下
灵活使用的10K低密度和1K超低密度两款配套
使用的系列育种芯片。

结果显示，该育种芯片在我国绵羊育种技术
领域最具潜力的突破性性状饲料转化率的基因
组预测方面，填补了全球绵羊基因组选择育种技
术的空白。 据《科技日报》颉满斌/文

2023年“跑步入场”的绿氢项目，将在2024年
迎来开工潮，促使氢能行业进入爆发期。

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12月，国内已公开
招标电解槽的绿氢项目共19个，合计电解槽招标
量达1882兆瓦。国金证券分析称，考虑到2025
年我国计划达到年产10万吨至20万吨绿色氢燃
料、各地合计达到100万吨绿氢产能，2024年绿氢
项目将迎来开工潮，带动制氢设备需求高增，乐
观预计2024年国内电解槽招标量将同比翻倍。

“随着2023年绿氢项目的电解槽招标量翻
倍，氢能行业站上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中国信息
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
力表示，在风光储氢设备降本以及政策支持的双
重驱动下，绿氢发展势头强劲。

产业上游蓄势发力

区别于以往“下游燃料电池研发、应用率先
发力”的逻辑，2023年，氢能行业的重心在于上游
绿氢生产，而这推动了电解槽的需求放量。

2023年8月份，国内最大的光伏制氢示范项
目在新疆库车全面投产，绿氢工业化规模应用逐
步开启。据统计，2023年内，大量绿氢项目开始
申报立项，产能已超450万吨。同时，多地发布绿
氢生产补贴政策，给予制氢前期发展保障，制氢
端迎来快速发展机遇。

国金证券分析称，绿氢项目立项高增背景
下，随着项目的推进，后续将迎来设备的大规模
招标，制氢端设备需求将率先爆发，主要为电解
槽、制氢电源、储氢球罐等设备需求。其中，电解
槽作为核心设备将率先受益。

在此背景下，氢能产业链上的企业纷纷发力

绿氢制氢端。位于山东潍坊诸城的奥扬集团是
目前国内LNG气瓶的头部生产企业，近年来也
在发力储氢瓶业务。2023年10月份，公司又发
布全新品牌奥扬绿能，展示了其在制氢、储氢领
域的技术新突破。

奥扬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推出的全新
碱式电解槽刷新了山东省内单体电解水制氢装
备的纪录。“公司正抢抓氢能产业上游绿电绿氢
的发展机遇，加快提升制氢、存储、运输、应用等
各环节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争取在氢能新赛道
上跑在前列。”该负责人说。

除了政策端的保障，绿氢要实现大规模推广
应用还要解决经济性的问题。目前大型化工、电
力企业积极规划绿氢项目，从已运行的示范性项
目看，经济性和商业模式尚未成熟。中信证券研
究院结合相关政策推算，在风光互补的电站模式
下，2024年绿氢成本有望低于25元/公斤，在特定
的应用场景中或具备初步经济性。

“成本问题是氢能经济性的关键，随着绿氢技
术的成熟和规模化生产的推动，绿氢成本有望逐
步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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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以来，光伏和储能的
降本持续推进，阶段性的绿氢经济性已经初步显
现。国金证券分析表示，光储氢平价或将成为氢
能行业的爆发点，从现阶段看，在新能源成本下
行的背景下，阶段性的区域绿氢平价已实现，绿
氢成本正在向全面平价点接近。

绿氢平价趋势已现

如今，绿氢平价趋势已现。一方面，“西氢东

送”正在推进。例如，内蒙古正研究以绿氢为载
体的新能源跨区域输送模式，结合绿氢长时性
储能属性，推动输氢管道规划布局，通过将绿氢
运送至全国各地，变输电为输氢。同时，随着液
氢运输进入标准放开阶段，各项技术正加速实
现突破。

另一方面，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加速。例
如，根据中石化发布的氢能中长期发展战略，其
2025年将建成加氢能力12万吨/年左右，这意味
着届时将落地建设650余座加氢站，也将带动加
氢站配套设备需求。

上述氢能储运环节的加速发展，也给上游碳
纤维材料行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光威复材相
关负责人表示，氢能行业需求放量将进一步提升
储氢气瓶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用量，未来几年，
储氢气瓶领域有望与风电领域共同迈入10万吨/
年的碳纤维需求阶段。

万创投行研究院院长段志强表示，目前行业
前沿还在探索其他的技术路径，如固态氧化物燃
料电池技术等，实现对常规氢气压缩储运形式的
有效补充。

“储运环节是氢能应用的关键一环，目前成
本还相对较高。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产业链的
成熟，储运环节的成本会逐渐降低，效率也会得
到提高，这也为下游应用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
间。”朱克力说。

朱克力表示，随着廉价氢气供应的增加和储
运成本的降低，燃料电池汽车的经济性将进一步
提高，有望在交通领域实现大规模应用。此外，工
业、电力、供暖等领域也对氢能展现出了浓厚的兴
趣，未来这些领域的氢能应用有望得到快速发展。

据《证券日报》王僖/文

2024年氢能行业将进入爆发期
国内电解槽招标量预计同比翻倍

全球半导体产能
今年将增长6.4%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国际半导体产
业协会（SEMI）昨日发布《世界晶圆厂预测报
告》，报告显示全球半导体每月晶圆（WPM）产
能在2023年增长5.5%至2960万片后，预计2024
年将增长6.4%，首次突破每月3000万片大关
（以200毫米当量计算）。

机构认为，2024年的增长将由前沿逻辑和
代工、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HPC（高性能计
算）在内的应用的产能增长以及芯片终端需求
的复苏推动。

报告显示，从2022年至2024年，全球半导
体行业计划开始运营82个新晶圆厂，其中包括
2023年的11个项目和2024年的42个项目，晶
圆尺寸从300毫米到100毫米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