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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化战略探索三年交卷

小米集团发布小米13系列手机

●本报记者 杨洁

12月11日， 小米集团正式发布小米13系列手机， 以及手

表、路由器、音箱、耳机等IoT硬件产品，并发布新一代系统

MIUI� 14。

小米13系列手机被视作小米高端化战略探索三年的答卷

之作。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表示，希望能让大

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小米已经开始。

加大研发投入

据介绍，小米13系列手机采用全新的直屏设计，搭配极窄

边6.36英寸屏幕，屏占比达到93.3%，并首次在国内安卓阵营实

现“视觉四等边” 。 “小米13系列是小米高端化战略三年探索

的答卷之作。 ” 雷军表示，小米13系列是小米史上最强大的数

字旗舰机型。

财报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 小米集团研发支出达41亿

元，同比增长25.7%。 公司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约48%，

研发团队规模持续扩大。 小米集团预计，2022年研发投入在

170亿元左右，未来五年研发投入将达到1000亿元。 截至2022

年9月30日，小米集团全球专利授权超过2.9万件，全球专利申

请超过5.9万件。

小米13系列手机是小米集团与徕卡战略合作的第二个旗

舰机型。续航方面，全系搭载小米自研澎湃电池管理系统，创造

小米高端系列机型最长续航能力。

强化软硬件深度协同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Trendforce近日发布的报告，受需求不

振及清理库存等因素影响，2022年第三季度全球手机产量约

为2.89亿部，同比下降0.9%。

研究机构IDC预测，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复苏周期将更为漫

长，预计2022年出货量将下降9.1%。

在此背景下，手机厂商面临挑战。雷军认为，必须做到体验

优先、软硬件深度协同。

此次发布的MIUI� 14将在体验方面助力小米13系列手机

实现突围。 据介绍，MIUI� 14努力打造“固件最小、占用内存最

小、不可卸载应用最少” 的超纯净系统，同时采用全新光子引

擎，实现架构与调度机制的大幅优化，让系统更流畅，更开放。

另外，MIUI� 14进一步强化“端侧隐私” 能力，让更多数据无需

借助云端，仅在本地计算。

雷军表示，2022年小米把MIUI团队合并到手机部， 随后

又将AIoT系统部门和互联互通软件部门全部合并， 形成纵向

深入硬件底层， 横向统括小米所有业务的系统软件平台团队。

MIUI� 14是系统软件团队完成整合后的首个作品。

根据Canalys数据，2022年第三季度小米全球智能手机出

货量排名保持第三，市占率为13.6%。

视觉中国图片

中国移动：持续引领5G后续标准制订

●本报记者 杨洁

12月11日，中国移动召开2022全球合

作伙伴大会。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表示，中

国移动将瞄准科技创新前沿，持续引领5G

后续标准制订， 加快5G向网络智能化、天

地一体化、通感一体化演进，加强6G、下一

代光通信、空天地一体等前沿技术攻关。

在此次大会上， 中国移动发起成立了

“移动信息现代产业链共同体” 。 杨杰表

示，中国移动将发挥资本撬动作用，拓宽产

业投资布局， 联合推动产品创新、 应用拓

展； 打破制约数据、 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壁

垒，让成果更好更快惠及广大伙伴。

加快构筑“四个高地”

对于中国移动未来发力方向， 杨杰表

示，将拓展信息服务空间，打造以5G、算力

网络、 能力中台等为重点的新型信息基础

设施，筑牢信息高效流动的底座。 同时，创

新构建“连接+算力+能力” 新型信息服务

体系，丰富信息融合应用场景。

中国移动将瞄准科技创新前沿， 加快

构筑“四个高地” 。 一是构筑技术引领高

地。 持续引领5G后续标准制订，加快5G向

网络智能化、 天地一体化、 通感一体化演

进，加强6G、下一代光通信、空天地一体等

前沿技术攻关。二是构筑协同创新高地。运

营好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院士工作站、联合

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 带动产学研共同参

与、共享成果，支撑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隐形冠军” 。 三

是构筑成果转化高地。 发挥需求带动、应用

转化作用，完善研究、开发、应用一体化创新

机制，实施原创成果转化清单式管理、项目

式推进， 推动更多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

四是构筑人才汇聚高地。 依托高校、科研院

所、科技创新企业等合作平台，促进人才融

合培养、交流互通，壮大战略领军人才、高层

次专家、卓越工程师、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队

伍，构建展翅齐飞的“人才雁阵” 。

对于元宇宙产业发展， 中国移动总经

理董昕在公司近期举行的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上表示，元宇宙是继PC互联网、移动互

联网之后互联网发展新阶段，实现“人机

物” 多元主体的永续在线和实时交互。 中

国移动提前布局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卡

位新的产业层级和关键枢纽。算力层方面，

中国移动构建的算力网络， 会成为构建元

宇宙的重要基石，支撑海量接入、真实建模

与交互、大规模虚拟内容创作与体验。能力

层方面，中国移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区块

链、智能交互等技术领域，加大核心能力自

主构建，拥抱产业链合作方，培育优质能力

服务。 应用层方面， 中国移动聚焦咪咕视

频、视频彩铃、云游戏、云VR等方向，加速

布局元宇宙内容及应用领域。

建设算力服务圈

算力网络是元宇宙等前沿数字技术的

发展基石。 在2022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

大会上，中国移动宣布，携手鹏城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共同启动“大

规模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算力网络科学

装置合作” 。

算力网络科学装置是带动国家算力网

络领域高新技术发展、 实现重要科学技术

目标的大规模科技研发基础设施。据介绍，

中国移动、 鹏城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三方将共同携手， 在基础理论

课题合作研究、 基础设施互联共建等方面

深度合作， 攻关算力网络前沿理论和基础

技术难题，加快取得更多引领性、开拓性重

大突破， 形成算力网络原创技术的策源平

台，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据了解，中国移动已在京津冀、长三角

等区域建立超大型数据中心，与各省市数据

中心一起形成“热点集约、跨区辐射、边缘覆

盖”的梯次布局体系，构建算力服务圈。

《中国移动自智网络白皮书（2022）》

在此次大会上发布。 中国移动副总经理李

慧镝介绍，中国移动不断丰富算力供给、应

用和服务方式，推进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

可“一点接入、即取即用” 的社会级服务。

自智网络有助于打造低碳运营能力， 通过

规模应用无线网络智慧节能方案， 中国移

动构筑4G、5G无线网络在空域、时域、频域

等方面的绿色低碳运行能力， 在积极落实

双碳战略的同时， 保障网络安全稳定以及

用户的极致体验，年均节电33亿度。

拓宽产业投资布局

在此次大会上， 中国移动发起成立了

“移动信息现代产业链共同体” 。中国移动

表示， 成立共同体旨在链接产业关键环节

的核心企业， 共同构建凝心聚力、 开放合

作、锐意创新、富有活力、繁荣共生的现代

产业链，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移动信

息现代产业链共同体” 将共同谋划产业链

共性需求， 研判产业链共性问题， 编队作

战、协同攻关，创新机制模式，释放产业创

新动能，开创产业新未来。

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高同庆表示，中国移

动积极践行移动信息现代产业链链长责任，

携手合作伙伴打造产业链共同体，探寻产业

共治最佳路径。中国移动将与产业伙伴共同

打造产业协同共治、联合攻关、创新培育、资

本融通、供需衔接、国际合作六大平台，解决

产业关键核心问题， 贯通各类创新要素，放

大产业创新价值， 增强商业闭环内生动力，

不断铸牢移动信息现代产业链共同体。

据了解，中国移动围绕十大重点领域，

已汇聚超1000家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企

业，聚焦补短煅长、基础前沿等领域，组建

了120余个联合攻关战队， 着力协同攻克

产业重大问题。

杨杰强调，中国移动将发挥资本撬动作

用，拓宽产业投资布局，联合推动产品创新、

应用拓展。中国移动将牵头建设算力终端产

业联盟、元宇宙联盟，丰富算力终端、元宇宙

应用；健全兼顾各方诉求、包容各方利益的

合作机制，打破制约数据、技术等要素流动

的壁垒，让成果更好更快惠及广大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