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电子AI时代启幕 行业迎巨变

本报记者 彭思雨

2月20日，OPPO举办AI战略发布会，宣布将正式进入AI手机时代，并公布AI手机新成果。 魅族、小米、联想集团等主流硬件厂商也在持续落地“All� in� AI”计划。 数据显示，到2024年底，内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全球出货量预计实现两亿台规模。 消费电子产业的AI时代启幕。

机构人士认为，投资高端细分市场的人工智能设备将成为各大消费电子品牌2024年的战略方向，持续看好AI硬件创新和生态落地，驱动消费电子销量提升及产业链复苏。

硬件全面拥抱AI

在OPPO的AI战略发布会上，OPPO正式发布1+N智能体生态战略，由AI超级智能体和AI� Pro开发平台组成。 此前，OPPO在除夕当天将超过100项AI实用功能推送至10余款手机系列，包括OPPO� Find� X7系列、Find� X6系列、Reno� 10系列、一加11系列等。

自2023年大模型浪潮开启，手机、电脑等一批消费电子硬件企业密集下场，挖掘AI与硬件融合的巨大市场潜力。

继推出搭载自研 70亿参数规模AI大模型的荣耀Magic � 6手机后，2月19日，荣耀官微正式宣布，将在即将举行的MWC2024大会上正式发布旗下首款AI� PC（人工智能个人电脑）产品荣耀MagicBook� Pro� 16。

“All� in� AI”成 为 多 数 消 费 电 子 硬 件 厂 商 的 不 二 之 选 。 OPPO 首 席 产 品 官 刘 作 虎 表 示 ， 手 机 行 业 将 进 行 全 面 的 技 术 革 新 与 生 态 重 构 。 在 硬 件 架 构 上 ， 高 效 能 的 AI 算 力 底 座 、 模 型 库 的 管 理 优 化 以 及 智 慧 仿 生 感 知 能 力 将 成 为 AI 手 机 新 的 标 准 ； AI 手 机 的 操 作 系 统 通 过 内 嵌 智 能 体 ， 将 能 高 效 地 处 理 复 杂 任 务 ， 并 能 主 动 创 作 。 同 时 AI 手 机 将 支 持 更 敏 锐 、 更 准 确 的 自 然 语 义 理 解 ， 拥 有 更 强 大 的 自 学 习 能 力 ， 可 提 供 更 符 合 直 觉 的 多 模 态 交 互 。

2月18日，魅族宣布进行战略调整，在“All� in� AI”的同时，将停止传统智能手机新项目的开发，全力投入“明日设备”（AI� For� New� Generations）。

联想集团近日表示，联想正全面加速AI化转型，在AI技术驱动下，智能终端将内嵌个人智能体、个人大模型、本地知识库、应用接口，形成下一代AI� OS，让个人智能体可进行跨设备的意图穿梭，来解决并达成用户请求，加速实现更加智能的AI服务。 联想已率先发布多款AI� PC产品，实现PC业务升级。

早前，小米董事长雷军宣布，小米全面拥抱AI大模型，并表示手机端侧的大模型已经初步跑通，小爱同学也升级了AI大模型并开启邀请测试。

华为也在2023年8月宣布，手机系统接入盘古大模型，并发布内置AI大模型的华为Mate60系列手机。

逐渐成为市场主流

多家市场调研机构表示，AI� PC和AI手机全球出货量将在2024年快速增长，AI手机出货量有望率先破亿。

Gartner日前预测，到2024年底，内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人电脑和内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能手机的全球出货量预计将从2023年的2900万台增加到2.95亿台。

IDC中国区总裁霍锦洁2月20日表示，大模型技术将推动手机进入AI时代，2024年全球新一代AI手机出货量预计达到1.7亿台，占全球手机市场的15%。 中国市场AI手机份额也将迅速增长，到2027年，中国AI手机出货量将达到1.5亿台，占中国手机市场的51.9%。

国海证券表示，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赋能可能会将二者带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AIGC使手机朝着个人助理的方向发展。 PC（个人电脑）早期能够普及正是因为其生产力工具的定位，AIGC能够帮助用户提高生产效率，因而AI� PC顺势兴起。

霍锦洁认为，新一代AI手机将带来存储、屏幕、影像设备的硬件升级和成本提升，会推动智能手机平均售价进一步上升。

把握创新发展机遇

消费电子行业进入复苏状态。 手机方面，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日前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1.4亿台，跌幅较2022年收窄至4%。 个人电脑方面，Gartner数据显示，全球个人电脑2023年第四季度的出货量为6330万台，同比增长0.3%，在连续八个季度下降后首次出现增长。

无论是AI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密集发售、苹果Vision� Pro问世，还是在CES� 2024期间爆火的全新AI硬件Rabbit� R1，都创新拓展了AI与硬件融合的可能性，也成为吸引消费市场的法宝。

中航证券表示，各大手机厂陆续发布AI大模型，并搭载高通、联发科处理器实现端侧AI的落地，开始向生成式AI手机进化。 然而，AI如何真正融入手机，在手机现有功能的基础上做AI助力，使用户避免刻意唤醒即能享受到AI功能，这是Al手机突破的关键。

国海证券认为，AI � PC和 AI智能手机的创新发展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用什么加速推理 ？ 二是高规格大模型如何装载到设备里去？ 三是推理作为高功耗任务，设备的散热系统应当如何配合？ 因而 ，随着搭载在AI � PC和 AI智能手机上的模型规格不断提升，手机处理器性能释放可能会更加激进，这将带来电子产品散热方案的更新换代，以及相关上下游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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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上诉状，二审暂未立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之一（一审被告之一）

● 涉案的金额：约人民币342.93万元（不含可能存在的自2022年6月21

日起的管理费及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等

维权费用）。

● 因本案二审暂未立案， 目前暂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此前，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人、一审原告，以下简称“恒天集

团” ）向天津恒天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一审被告1，以下简

称“天津恒天研究院” ）、北京恒天鑫能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被上诉人、

一审被告2，以下简称“北京恒天新能源” ）、北京恒沃鑫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3，以下简称“恒沃投资”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被上诉人、一审被告4，以下简称“通达电气” 或“公司” ）、深圳市赛为

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一审被告5，以下简称“赛为智能” ）、安徽金火

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一审被告6，以下简称“安徽金火神” ）、安徽

亚正投资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一审被告7，以下简称“安徽亚正” ）、合肥国轩

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一审被告8，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及经

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以下简称“经纬纺机” ）提起了借款

合同纠纷之诉。 案件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2022年8月4日披露的《广州通达汽

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2024年1月22日， 公司收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 （2022）京

0105民初65011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2024年1月24日披露

的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3）。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上诉状》，上诉人

恒天集团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2） 京0105民初65011号

《民事判决书》，已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上诉请求

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5民初65011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恒天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

审；

2、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包括案件一审二审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等）

由各被上诉人承担。

（二）上诉理由

根据《民事上诉状》摘抄要点如下：

1、一审法院认定经纬纺机与天津恒天研究院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并

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 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一审法院认定北京恒天新能源、恒沃投资、通达电气、赛为智能、安徽金

火神、安徽亚正等各保证人与经纬纺机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存在法律适

用错误。

3、一审法院认定经纬纺机或恒天集团无权依据《债转股协议》向合肥国

轩主张权利，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本次公告的诉讼二审暂未立案， 公司目前暂无法预计本次公告的诉讼

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前次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次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暂无新的进展，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4日披露的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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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股东大会（审议回购股份）的股权登记日（即2024年2月19日）登记在册的

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2024年2月19日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叶福忠 61,513,250 43.94

2 叶程洁 19,950,000 14.25

3 丽水云中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349,250 10.25

4 叶永周 4,987,500 3.56

5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烜鼎星宿23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852,276 2.75

6 汪一新 420,200 0.30

7 吴剑 334,200 0.24

8 胡浩然 329,800 0.24

9 钱仁婵 328,200 0.23

10 吴琪君 321,300 0.23

二、截至2024年2月19日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丽水云中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349,250 10.25

2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烜鼎星宿2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852,276 2.75

3 汪一新 420,200 0.30

4 吴剑 334,200 0.24

5 胡浩然 329,800 0.24

6 钱仁婵 328,200 0.23

7 吴琪君 321,300 0.23

8 林勇 311,200 0.22

9 苏立洁 289,400 0.21

1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259,800 0.19

特此公告。

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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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金公司 公告编号：临

2024-01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4年4月19日

一、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一)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原定召开日期：2024年2月23日

(三)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995 中金公司 2024/2/19

二、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金公司” ）于2024年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中金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临

2024-007），公司原定于2024年2月23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因统筹会议工作安排需要，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2024年4月19日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延期召开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延期后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4月19日 14点30分

(二)延期后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24年4月19日至2024年4月1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延期召开后，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不变，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变，原书面授权委托书继续有效，授权委

托书送达公司的截止日期顺延至2024年4月18日。 其他相关事项请参见公司2024年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中金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4-007）。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

的相关公告。

四、联系部门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2座28层

电话：010-65051166（分机1433）

传真：010-65051156

邮箱：investorrelations@cicc.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折叠屏手机热销 出货量连续4年同比增超100%

● 本报记者 彭思雨

“我给家人换了两部新手机都是折

叠屏！ ” 2024年春节期间，在广东佛山工

作的小郑在山西老家为自己的丈夫和父

亲都购置了折叠屏手机。 小郑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我老公认为折叠屏办公方

便，而我爸爸则是看上了折叠屏的外观，

认为携带方便还与众不同。 ”

2月20日，IDC发布的最新手机季度

跟踪报告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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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9年首款产品上市以来，

出货量连续4年同比增速超过100%。 业

内人士认为， 全球折叠屏手机渗透率较

低，折叠屏手机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仍旧

是2024年手机厂商竞争的重点。 国产手

机品牌加快推出新品会继续推动折叠屏

手机市场的快速发展， 相关产业链有望

受益。

折叠屏连年畅销

这个春节假期，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

大增。京东数据显示，京东年货节期间，折

叠屏手机成交量同比增长100%。

IDC报告显示，2023年第四季度，中

国折叠屏手机市场出货量约277.1万台，

同比增长1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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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首款产品上市以来，中

国折叠屏手机市场出货量连续4年同比

增速超过100%。

与此同时，国产折叠屏手机价格继续

下探。 IDC数据显示，2023年1000美元以

上的折叠屏手机份额已经由一年前的

81.0%下降到66.5%， 同比下降14.5个百

分点。 除了整体成本的下降，竖折形态的

产品相对而言售价更低， 使2023年折叠

屏售价的价格已经下探到400美元-600

美元价格段。

“价格确实便宜不少。 ” 小郑对此深

有体会，“2022年我就关注折叠屏手机，

那时一部折叠屏机型价格都要上万元。而

今年市场上，6000元以内的折叠屏手机

变多了，可选择的余地变大了。 ”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安卓厂商和上

游供应链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硬件技术

改进成熟，软件系统应用优化，消费者使

用体验感不断提升。 而价格的进一步下

探， 也使得更多消费者愿意尝鲜使用折

叠屏手机。

国产品牌持续布局

国产折叠屏手机品牌依旧保持强势

的市场占有率。IDC数据显示，2023年，华

为、OPPO和荣耀三家国产手机品牌厂商

以37.4%、18.3%和17.7%分别位居中国折

叠屏手机市场份额前三， 其次是三星、

vivo、小米和联想。

根据Counterpoint的预测，2027年

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有望突破1亿部，

2023-2027 年 平 均 年 增 长 率 高 达

52.84%。

山西证券分析师杨晶晶认为，目前全

球折叠屏手机渗透率不足2%， 处于高速

增长期。随着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及渗透

率的快速提升，与折叠屏手机屏幕相关的

组装、检测、生产制造等环节设备有望随

之放量，显示模组和铰链相关设备也迎来

利好。

上海证券表示，中国本土厂商已布局

三折屏手机产品，折叠屏手机产业链有望

持续延伸。

“折叠屏手机依然是各厂商2024年

重点打造的产品，更多厂商的参与和更多

产品的推出将会继续推动折叠屏手机市

场的快速发展。 ” IDC中国高级分析师郭

天翔表示。

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Sora模型问世利好游戏产业

● 本报记者 段芳媛 见习记者 杨梓岩

人工智能 （AI） 巨头OpenAI最新推出的文生视频模型

Sora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2月20日，不少游戏企业表示，已关注

到Sora在视频生成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该技术会进一步提

高游戏生产效率、降低制作成本，未来将积极布局多模态大模型

领域。

将对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OpenAI在报告中提到，Sora可以进行游戏场景的生成，同

时可以高保真的方式渲染环境。 此外，Sora还可以模拟玩家操

作游戏角色的情景。 游戏作为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

最复杂、 应用前景最广阔的方向之一，Sora的问世有望使游戏

产业释放更为强劲的成长动能。

盛天网络独家回应中国证券报记者时表示，Sora的出现为

游戏CG、PV提供更低的制作成本，低成本的视频内容有利于丰

富游戏剧情的展现和表达。 AI视频可以为文字推理游戏批量且

快速生成视频内容，用来展示故事内容、剧情过场，将游戏体验

从纯文字转化为更具代入感的视频， 有望引爆新一轮线上多人

推理游戏潮。

2月20日，巨人网络回复投资者称，公司关注到Sora在视频

生成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巨人网络作为最早完成大语言模

型备案的游戏公司之一，同样在积极布局多模态大模型领域，聚

焦游戏垂类创作场景。

巨人网络表示，短期来看，作为生产力工具，Sora有望极大

提高游戏行业内容创作效率； 长期来看，Sora涌现出对3D模型

的理解以及强大的物理世界仿真能力， 会对游戏底层工具层面

产生深远影响。 公司重点对AI视频生成，3D模型生成算法的稳

定性、可控性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 公司已将自研AI视频风格

迁移技术广泛应用于研运环节，赋能内容创意表达。

此外，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Sora能否取代人在游戏产业中

的作用？ Sora的问世又给游戏产业带来哪些新的课题？

对此，世纪华通表示，对于Sora大模型的横空出世和惊艳

效果， 世纪华通也在密切关注并积极学习。 对游戏行业来说，

Sora在相当程度上会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制作成本，但

其能否被善用成为了新的课题，随之而来的有关知识产权、网络

安全等问题也十分值得关注。人类的创新创意能力，即创作者的

人生阅历、世界观、想象力、细腻的情感等文化内涵和艺术精髓

是当下的AI无法模拟的，具象到游戏上就是IP，这是游戏企业

永恒不变的核心竞争力和重要壁垒之一。

积极布局AIGC领域

AIGC是贯穿游戏产业2023年全年的关键词，Sora的问世

让AI大模型浪潮热度再次升温，不少游戏企业表示已在AI大模

型及算力方面加紧布局。

巨人网络表示，此前公司已正式完成游戏AI大模型Giant-

GPT的备案， 公司也成为游戏行业首家对外确认实现了此成果

的企业，标志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进展。 GiantGPT是

专注于游戏业务的垂类大模型， 结合高质量自有数据与互联网

公共数据训练，并针对角色演绎、情景推理与长期记忆等基础能

力进行深度优化， 在巨人网络自有游戏业务场景应用表现显著

优于国内外的闭源通用大模型。

在与AI相关的算力布局方面，世纪华通披露称，公司已在

2023年整合人工智能和云数据业务相关业务资源，将“云数据

事业部” 升级为“人工智能云数据事业部” 。 公司参与投资的腾

讯长三角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中心项目， 累计已交付数千个机柜

并逐步投入运营，未来全部建成并投产后将成为长三角最大、全

国前三、亚洲领先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和全国最大的GPU计算

集群。

富春股份此前回复投资者时表示， 公司看好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前景，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骏梦已将AIGC工具应用在游

戏研发的美术、代码等方面，并积极探索与国内外AI大模型公

司合作。

银河证券认为， 算力方面， 在ChatGPT持续渗透背景下，

AIGC领域软硬件结合的飞轮效应逐渐形成； 内容方面，AIGC

正深入渗透游戏开发各环节，在游戏资产生成、内容更新优化和

游戏运营及管理等各个领域的应用正快速落地。

《中国游戏产业AIGC发展前景报告》显示，超六成头部国

内游戏企业明确AIGC布局。 游戏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类似，具

有引发全域性变革的潜力。游戏产业的产出不仅是游戏在技术、

文化、社交等多方面具备溢出价值，中长期随着AI、MR等新技

术的落地，游戏也有望释放更强的成长动能。叠加行业内公司新

产品周期稳步开启，后续将持续创造业绩，游戏行业后续有望开

启新一轮的增长。

硬件全面拥抱AI

在OPPO的AI战略发布会上，OPPO

正式发布1+N智能体生态战略， 由AI超

级智能体和AI� Pro开发平台组成。 此前，

OPPO在除夕当天将超过100项AI实用

功能推送至10余款手机系列，包括OPPO�

Find� X7系列、Find� X6系列、Reno� 10

系列、一加11系列等。

自2023年大模型浪潮开启，手机、电

脑等一批消费电子硬件企业密集下场，挖

掘AI与硬件融合的巨大市场潜力。

继推出搭载自研70亿参数规模AI大

模型的荣耀Magic� 6手机后，2月19日，

荣耀官微正式宣布， 将在即将举行的

MWC2024大会上正式发布旗下首款AI�

PC （人工智能个人电脑） 产品荣耀

MagicBook� Pro� 16。

“All� in� AI” 成为多数消费电子硬

件厂商的不二之选。 OPPO首席产品官

刘作虎表示，手机行业将进行全面的技

术革新与生态重构。 在硬件架构上，高

效能的AI算力底座、模型库的管理优化

以及智慧仿生感知能力将成为AI手机

新的标准；AI手机的操作系统通过内嵌

智能体， 将能高效地处理复杂任务，并

能主动创作。 同时AI手机将支持更敏

锐、更准确的自然语义理解，拥有更强

大的自学习能力，可提供更符合直觉的

多模态交互。

2月18日， 魅族宣布进行战略调整，

在“All� in� AI” 的同时，将停止传统智能

手机新项目的开发， 全力投入 “明日设

备”（AI� For� New� Generations）。

联想集团近日表示，联想正全面加速

AI化转型，在AI技术驱动下，智能终端将

内嵌个人智能体、个人大模型、本地知识

库、应用接口，形成下一代AI� OS，让个

人智能体可进行跨设备的意图穿梭，来解

决并达成用户请求，加速实现更加智能的

AI服务。 联想已率先发布多款AI� PC产

品，实现PC业务升级。

早前，小米董事长雷军宣布，小米全

面拥抱AI大模型， 并表示手机端侧的大

模型已经初步跑通， 小爱同学也升级了

AI大模型并开启邀请测试。

华为也在2023年8月宣布，手机系统

接入盘古大模型， 并发布内置AI大模型

的华为Mate60系列手机。

逐渐成为市场主流

多家市场调研机构表示，AI� PC和

AI手机全球出货量将在2024年快速增

长，AI手机出货量有望率先破亿。

Gartner日前预测， 到2024年底，内

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人电脑和内置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智能手机的全球出货量

预计将从2023年的2900万台增加到2.95

亿台。

IDC中国区总裁霍锦洁2月20日表

示，大模型技术将推动手机进入AI时代，

2024年全球新一代AI手机出货量预计达

到1.7亿台，占全球手机市场的15%。 中国

市场AI手机份额也将迅速增长， 到2027

年，中国AI手机出货量将达到1.5亿台，占

中国手机市场的51.9%。

国海证券表示，AIGC （生成式人工

智能） 的赋能可能会将二者带入全新的

发展阶段。 AIGC使手机朝着个人助理的

方向发展。 PC（个人电脑）早期能够普及

正是因为其生产力工具的定位，AIGC能

够帮助用户提高生产效率，因而AI� PC顺

势兴起。

霍锦洁认为， 新一代AI手机将带来

存储、屏幕、影像设备的硬件升级和成本

提升， 会推动智能手机平均售价进一步

上升。

把握创新发展机遇

消费电子行业进入复苏状态。 手机

方面，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日前报告显

示，2023年，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1.4

亿台，跌幅较2022年收窄至4%。 个人电

脑方面，Gartner数据显示，全球个人电脑

2023年第四季度的出货量为6330万台，

同比增长0.3%， 在连续八个季度下降后

首次出现增长。

无论是AI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密集

发售、苹果Vision� Pro问世，还是在CES�

2024期间爆火的全新AI硬件Rabbit�

R1， 都创新拓展了AI与硬件融合的可能

性，也成为吸引消费市场的法宝。

中航证券表示，各大手机厂陆续发布

AI大模型，并搭载高通、联发科处理器实

现端侧AI的落地， 开始向生成式AI手机

进化。 然而，AI如何真正融入手机，在手

机现有功能的基础上做AI助力， 使用户

避免刻意唤醒即能享受到AI功能， 这是

Al手机突破的关键。

国海证券认为，AI� PC和AI智能手

机的创新发展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

用什么加速推理？ 二是高规格大模型如

何装载到设备里去？ 三是推理作为高功

耗任务，设备的散热系统应当如何配合？

因而， 随着搭载在AI� PC和AI智能手机

上的模型规格不断提升， 手机处理器性

能释放可能会更加激进， 这将带来电子

产品散热方案的更新换代， 以及相关上

下游的投资机会。

消费电子AI时代启幕 行业迎巨变

● 本报记者 彭思雨

2月20日，OPPO举办AI战略发

布会， 宣布将正式进入AI手机时

代，并公布AI手机新成果。 魅族、小

米、联想集团等主流硬件厂商也在

持续落地“All� in� AI” 计划。数据显

示，到2024年底，内置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全

球出货量预计实现两亿台规模。 消

费电子产业的AI时代启幕。

机构人士认为，投资高端细分

市场的人工智能设备将成为各大

消费电子品牌2024年的战略方向，

持续看好AI硬件创新和生态落地，

驱动消费电子销量提升及产业链

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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