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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平顶山做了五年iPhone
授权经销商的李威，去年12月萌生了
转投国产手机厂商的想法，直接诱因
便是当月盘账发现倒亏了1万多元钱。

眼下，李威正重点考察华为和小
米的加盟策略，近期，它们一个借助降
价，一个借助涨价，分两路向iPhone
把控着的中国高端市场发起进攻。

其中，华为Pura 70系列、Mate
X5折叠屏官网直降超千元，小米则在
小米15系列上首次告别3000元档，
起售价来到4499元。

作为被围攻方的苹果，也开始以降
价搏销量。iPhone 16系列新品上市
不到半年，1月初，苹果启动第二次官方
降价促销，全线产品最高立省800元。

向高端化突围的不只华为小
米。2024年10月份以来，一众国产
手机厂商发布的年度旗舰新机，纷纷
告别3000元档位。

2024年二季度，苹果逆势下跌，在
中国市场份额排名退至第六，并由此出
现了国产手机厂商有史以来首次包揽
中国市场前五席的罕见一幕。苹果这
种颓势还在进一步加剧。

近期调研机构BCI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4年第四季度，华为以1308.78
万台的激活量，重回中国手机市场第

一名，小米紧随其后，在一贯被视为
出货旺季的第四季度，iPhone激活量
却滑落至第三位。

除了受供应链端元器件涨价影
响外，各大国产手机厂商通过加大高
端市场投入，寻求更多增长机会的战
略背景。

来自Counterpoint的一份报告
显示，2023年，中国智能手机高端市场
同比增长16%，而整体智能手机市场
同比下降1%。进入2024年，高端市
场销售额同比增长逼近两位数，依然
超过整体市场不到5%的同比增速。

更重要的是，进入2025年，大模
型与手机的结合正日益紧密。尽管
智能眼镜、智能耳机等AI硬件应接不
暇，但在恒业资本创始合伙人江一看
来，“决定AI硬件能否得到消费者认
可的一大因素，离不开对高频刚需场
景的探索和开发”。

以此来衡量，作为用户日常生活和
工作必备品的智能手机，依然是大模型
时代最值得被AI重塑的硬件品类。

大模型，也日益成为手机厂商塑
造高端形象的新代言人。但面对苹
果 AI（Apple Intelligence）在国内
市场的缺席，国产手机厂商的冲高之
路，又有了新的突破口。

开一家苹果线下门店稳赚不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浦银国际研究部副总裁、通信行
业首席分析师沈岱表示：手机行业是
一个强渠道的生意，线下占据厂商七
成左右的销量。“不管是OV，还是荣
耀、小米，极强的渠道能力都是它们
占领市场的核心优势”。尤其在高端
市场，线下渠道的重要性更为凸显。
以小米为例，其约50%的高端智能手
机通过线下渠道出货。

2020年，小米尝试新零售变革之
际，明确一个策略，即“未来如果要走
高端化，用户买高端产品一定会选择
品牌店，而非综合店。”四年之后，原
本被按下扩张暂停键的线下渠道，其
重要性被小米高层再次提上日程。

2024年一季度，小米对外公布了
一个新目标：用三年时间，将小米之
家门店数，从现有1万家左右拓展至2
万家。最新财报显示，截至2024年第
三季度，小米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线下
零售店数量超过13000家。

对线下渠道的重视，华为同样不
遑多让。2021年，华为被迫在门店卖
车之际，便有外界分析指出，其除了
帮助华为弥补手机销量的损失之外，
另一层用意或许在于借助卖车与手
机以外全屋智能家居业务形成联动，

最大限度保住线下渠道。
截至2020年底，华为消费者业务

全球建有12家旗舰店、5000多家体
验店。如今，这5000多家门店构成
了华为王者归来的底气之一。

根据Canalys数据，去年三季度，
全球600美元以上价位段出货量同比
增长15%，其中华为同比增长32%，
以8%的全球市场份额位列苹果和三
星之后，重回市场前三。

聚焦中国市场，华为则以33%市
场份额，位列苹果之下，升至第二。
跻身高端市场第四的小米，则凭借
88%的增速，成为一众手机厂商中增
幅最大的品牌。

反观苹果，去年三季度财报中，大
中华区继续成为苹果当季唯一收入同
比下降的区域。更糟糕的是，在中国
市场，这已经是苹果连续第五个季度
遭遇营收同比下滑。与营收一起下滑
的，还有iPhone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进入2025年，华为手机回归成为
中国手机市场的最大变量，“本质上
它是要拿回应该属于它的份额。”vi-
vo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胡柏山的
近期表态，再次展现出手机厂商之间
激烈竞争的到来。

争夺更多经销商转投阵营，成为国产手机厂商们的新策略

经过几年发展，折叠屏依然难
以承担起销量重任。

根据《字母榜》数据统计，中国
折叠屏手机在2022年的市场渗透
率仅 1.2%，2023 年甚至微跌至
1%，至2024年三季度，市场渗透
率依然只有3%左右。

更糟糕的是，折叠屏的增速正
迎来放缓，且这种放缓趋势还有望
在2025年持续下去。

市场采纳率低于预期的原
因，Canalys 分析师周乐轩给出
了多重影响因素，包括三星的折
叠屏市场区域集中度较高、中国
品牌逐步缩减布局，以及市场目
前仍被华为和三星两大品牌主
导。

当 2021 年华为手机业务被
按下增长暂停键后，包括小米、
OPPO、vivo、荣耀等竞争对手都
纷纷发布了一系列冲击高端的策
略，除了争抢华为空出的市场份
额之外，它们也想像 iPhone 一
样，借助高端市场，获取更丰厚的
溢价空间，从而为企业赚取更多
的利润。折叠屏，一度成为国产
手机厂商实现上述策略的共识。
但经过几年发展，全球折叠屏市
场唯一跑出来的安卓厂商只有三
星。以消费电子行业年出货
1000万部的准入门槛来看，“一
众国产手机厂商，仍处在供给侧
主导而非市场需求主导的早期产
品开发阶段。折叠屏，只是眼下

国产手机厂商拿来冲击高端的一
块遮羞布。”某前手机品牌高管刘
振说道。

出海，成了国产手机厂商攫取
更多市场份额的新选择。

在重回国内市场前五后，华为
腾出手来发力海外。2024年 12
月，华为在中东代表性城市——迪
拜，正式举办了华为Mate X6和
华为nova13系列的发布会。紧
随其后，当月，华为陆续开放了马
来西亚、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
家和地区的预订窗口，挺进欧洲和
东南亚市场。

小米更是在卢伟冰接任总裁
后，将出海视为内部战略级项目。
小米手机部员工潘瑞曾告诉《字母
榜》，2023年7月份，卢伟冰将海
外经理召回小米总部，再次明确了
开拓海外市场的几大原则：风险
低、人口基数大、消费能力强。在
每个海外市场占据 20%市场份
额，这是卢伟冰定下的扩张新目
标。

接连在中国市场碰壁的苹
果，也不得不借助更多新兴市
场的力量，来保持销量。2024
年二季度，苹果在马来西亚开
设了第一家门店，并在印度、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地
创下了季度收入纪录。借助
iPhone 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发
展，苹果去年三季度全球销量
正无限逼近三星。

国产手机冲高的产品形态中，折叠屏的重要性正在减弱

AI大模型加持，已经成为过
去一年中一众国产手机厂商冲高
的新武器。

2024年三季度，在回应其他
国家和地区何时上线苹果AI疑问
中，库克曾讲到，从2025年4月开
始，苹果AI会推出更多语言，并搭
载更多功能。这也意味着，中国
iPhone用户最快有望在今年4月
份用上苹果AI。

随着iPhone加入战局，AI手
机爆发已经是可以预知的事实。
IDC甚至预计，2025年，中国新一
代AI手机市场出货量将达到1.18
亿台，同比增长59.8%, 整体市场
占比40.7%。更重要的是，如同所
有应用都值得被大模型重做一遍
一样，智能手机也有望被大模型改
头换面。

相比传统硬件，有了AI大模
型加持的智能手机，有望带来交互
层面的颠覆体验，“现在我要在公
司内部跑一个流程，我可能要点七
下。如果我改用AI硬件，通过语
音交互就能一步完成，相当于省去
了中间六步的时间。”在刘振看来，
AI大模型+智能手机所产生的界
面变革，最终将在用户侧带来效率
提升。

目前，国内手机厂商正逐渐形
成自研+合作的大模型上机新格
局，如小米既有自研模型，同时还
在跟百度文小言、字节豆包等外部

的大模型合作。
在IT行业分析师唐明看来，

参考芯片领域发展历程，大模型方
面，国产手机厂商有望形成“高端
机型搭配自研方案、中低端机型选
用外部方案”的组合形态。

毕竟，从苹果、三星到华为，三
家跻身高端品牌的手机厂商无一
不是依托技术底蕴，赢得市场口碑
和消费者认可。技术创新已经成
为国产手机厂商冲击高端的必备
能力。

大模型，无疑是当下技术创新
的最新代名词。更何况，业内还有
观点将大模型视为AI时代的新底
层操作系统。

从苹果身上，外界不止一次
看到了自研芯片和自建系统对
高端手机的加持效果，就像时任
OPPO中国区总裁刘波所说，未
来手机市场，除了吸引人的卖
点，基础体验将是主导用户选择
的底层逻辑。“像苹果的电池续
航出色，确实有一些底层技术支
撑。功耗、发热、性能这些看似
简单的东西反而是最难做突破
的，想真正做到，就需要投入大
量研发”。

想要真正等到大模型成为新
一代操作系统那一天，考验手机厂
商的，除了冲高的决心之外，还要
看谁的研发决心更大了。

大象新闻

一场新的高端战役——AI大模型

一个降价一个涨价
华为小米两路夹击iPh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