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huajinsc.cn/ 1 / 11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2024年 03月 10日 行业研究●证券研究报告

消费电子 行业动态分析

手机显著受益端侧 AI 兴起，相关芯片需求持续

增长

投资要点

手机作为重要端侧设备，显著受益于 AI大模型带来的全方位用户体验升级，或将

刺激新一轮消费需求；同时 AI应用对存力、算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关芯

片需求持续增长，有望带动相关市场空间扩张。

混合 AI 大势所趋，手机显著受益端侧 AI 兴起

云端 AI和端侧 AI协同工作的混合式 AI，可实现更好的应用体验和更高效的资

源应用，是未来发展趋势。受全球经济环境低迷影响，叠加智能手机创新进入瓶

颈期，软硬件规格常规更新难以吸引消费者。手机作为重要的端侧设备显著受益

于 AI大模型带来的全方位用户体验升级，或将刺激新一轮消费需求。高通表示，

目前手机可运行参数量超 100亿的 AI大模型，不久的将来有望跑通千亿参数大

模型。

硬件赋能端侧 AI 运行，高通、联发科领跑

高通、联发科等厂商纷纷推出具有强大 AI算力的手机 SOC芯片，为端侧生成

式 AI提供底层性能和技术支持。2023年 10月，高通正式发布首款专为移动设

备生成式 AI设计的芯片——骁龙 8 Gen 3。该芯片沿用融合式的 AI加速架构，

将 Hexagon DSP 升级为 Hexagon NPU。Hexgon NPU 整体性能提升了高达

98％，配备独立供电电路，能效提升约 40％。联发科表示与典型 CPU、GPU

相比，其 APU可为 CPU、GPU分别提供多达 27倍、15倍的功率效率。

手机厂商纷纷入局，紧抓 AI 手机浪潮

2023年 11月，三星发布其自研的生成式 AI产品 Gauss，涉及文字处理、代码

编写和图像生成三大功能。2024年 1月，三星在以“开启移动 AI新时代”的全

球新品发布会上推出了 Galaxy S24系列手机。三星表示，仅上市 28天，Galaxy

S24系列在韩国销量就已突破百万大关。2023年 12月，苹果发布了两篇关于

AI大模型的论文，分别介绍了 3D虚拟角色（Avatar）和高效语言模型推理的新

技术。根据 Bloomberg 2024年 2月消息，苹果决定放弃电动车项目，并将部分

电动车项目员工转岗至 AI部门。根据 The Economic Times 2024年 3月消息，

苹果 iOS 18预计于 2024年 9月推出，其中生成式 AI大模型有望整合进 Siri中。

此外，小米、VIVO、OPPO、魅族等国内厂商也相继进入 AI手机领域。随着越

来越多厂商加速入局，新一轮关于手机硬件的需求也正在掀起。

风险提示：智能手机市场需求恢复不及预期，硬件技术研发进程不及预期，AI

大模型在手机侧应用效果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系统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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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合 AI大势所趋，手机显著受益端侧 AI兴起

1、云端+端侧的混合式 AI大势所趋

端侧 AI是在终端设备上进行轻型 AI模型运用，无需调用云端庞大的计算单元，具有低成本、

低功耗、高速度等优点。云端 AI和端侧 AI协同工作的混合式 AI，可实现更好的应用体验和更高

效的资源应用，是未来发展趋势。ChatGPT等云端 AI展示了生成式 AI应用的强大，端侧 AI的

规模化扩展将是生成式 AI创新的强大动力。

图 1：AI处理转向端侧以实现规模化应用 图 2：云端 AI和端侧 AI协同工作实现更好的应用体验

资料来源：Qualcomm，华金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Qualcomm，华金证券研究所

端侧 AI优势可总结为以下四点：

1）本地的实时数据处理。端侧 AI支持本地的实时数据处理，避免了向云端传输数据带来的

延迟，可实现更快的响应和更高的可靠性。当用户处于偏远郊区、山区等网络信号较差甚至无法

使用的环境，或是需要立即响应的应用场景（如处于自动驾驶模式的汽车），无需联网且快速可

靠的本地响应尤为重要。

2）成本降低。端侧 AI通过在本地进行处理数据，避免过多占用向云端传输数据的带宽，降

低了对云端计算资源的调用频率，从而节省了云数据传输和处理带来的成本。

3）增强隐私和安全性。端侧 AI将用户的个人设置和信息保存在用户个人设备上，避免了将

敏感数据发送到云端进行处理和分析，减少数据泄露的风险。

4）定制化响应。端侧 AI可根据用户个人偏好及反馈不断调整，进而实现更好的定制化响应，

带来更优的用户体验。

2、手机作为重要的端侧设备，显著受益端侧 AI兴起

受全球经济环境低迷影响，叠加智能手机创新进入瓶颈期，软硬件规格常规更新难以吸引消

费者。手机作为重要的端侧设备显著受益于 AI大模型带来的全方位用户体验升级，或将刺激新

一轮消费需求。高通表示，目前手机可运行参数量超 100亿的 AI大模型，不久的将来有望跑通

千亿参数大模型。



行业动态分析

http://www.huajinsc.cn/ 4 / 11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图 3：历年各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亿部） 图 4：目前手机可运行参数量超 100亿的 AI大模型

资料来源：WIND，华金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Qualcomm，华金证券研究所

AI手机可实现的应用场景可概括为以下九点：

1）内容创建。AI 手机可通过生成式 AI创建文本、图像、视频和音乐为社交媒体、博客、

工作和个人项目提供内容。

2）提升照片质量。通过 AI算法对质量较低的图片进行去噪、增强对比度、无损放大、拉伸

恢复等多种优化处理，重建高清图像。此外，拍摄时还可利用 AI算法训练相机精准识别前方物

体并实时对照片进行处理，从而提升照片质量。

3）语音转文字。传统自动语音识别系统需要大规模数据进行训练以提升准确性，因而大多

语音转文字模型基于云端。谷歌在其 2021年发表的论文中展示了其研究成果；基于端侧语料库

生成定制化 ASR模型，在更小数据量的情况下保证准确的文字输出。

4）实时语言翻译。AI手机可实现通话时的双向实时语音和文本翻译，打破语言障碍。

5）私人助理。生成式 AI虚拟助手可根据用户喜好定制新闻、音乐和视频内容，同时基于用

户需求提供会议记录、日历管理、通知以及旅行计划等功能。

6）设备个性化。生成式 AI可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基础上实现用户设备个性化，例如创建定制

的主屏幕、铃声、表情符号、头像、通知、设置和推荐等。

7）视频会议。手机 AI可通过优化背景效果、实时眼神接触等功能提高会议交流质量，并结

合实时文本和语音翻译实现高效的会议记录需求。

8）增强游戏体验。生成型 AI既可增强显示效果（如提升图像画质、稳定帧率等），也可提

升玩家的操纵体验，例如智能识别游戏场景，唤醒不同层级的震动反馈，模拟真实物理世界的反

馈效果。

9）提升续航，降低延迟。生成式 AI通过软件辅助调度整个芯片各部件的协同运行，减少电

源消耗的同时降低因访问计算/存储单元带来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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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件赋能端侧 AI运行，高通、联发科领跑

1、硬件赋能端侧 AI运行，高通、联发科领跑

高通、联发科等厂商纷纷推出具有强大 AI算力的手机 SOC芯片为端侧生成式 AI提供底层

性能和技术支持。根据 AI-benchmark数据，AI分数前十的手机 SOC芯片全部来自高通和联发

科两家厂商。

表 1：AI得分前十的手机 SOC芯片

SOC 芯片 厂商 AI 加速器 发布时间 AI 分数

天玑 9300 联发科 APU 790 2023 2293

骁龙 8 Gen 3 高通 Hexagon DSP / HTP Gen 3 2023 2250

骁龙 8 Gen 2 高通 Hexagon DSP / HTP Gen 2 2022 1706

骁龙 8+ Gen 1 高通 Hexagon DSP / HTP 2022 1395

天玑 8300 Ultra 联发科 APU 780 2023 1345

骁龙 8 Gen 1 高通 Hexagon DSP / HTP 2021 1331

天玑 9200+ 联发科 APU 690 2022 1137

天玑 9200 联发科 APU 690 2022 1110

骁龙 7+ Gen 2 高通 Hexagon DSP / HTP 2023 868

天玑 9000+ 联发科 APU 590 2022 745

资料来源：AI-benchmark，华金证券研究所

2、高通

高通表示预计 2025年手机、汽车、XR、PC等细分领域实现全面的 AI应用；其中手机作

为最普遍的 AI平台，2020-2025年合计出货量或将高达 86亿台。

高通专门为 AI应用设计了神经处理单元（NPU，Neural Processing Unit），并通过异构集

成将 CPU、GPU、NPU等多颗处理器集成到一颗 SOC芯片上。CPU和 GPU属于通用处理器，

专为灵活性设计，具有很强的可编程性，同时负责运行操作系统、游戏等日常工作，但也因此限

制了它们可用于 AI负载的容量。NPU牺牲了部分可编程性以换取峰值性能、效率，可运行大量

乘法、加法和机器学习中的其他运算。通过将 CPU/GPU与 NPU结合使用，可最大限度地提高

性能、热效率和电池寿命，从而实现更佳的生成式 AI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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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高通 SOC芯片采用了异构集成 图 6：随着 AI大模型的变化，NPU不断发展以实现低功耗高性能

资料来源：Qualcomm，华金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Qualcomm，华金证券研究所

2023 年 10月，高通正式发布首款专为移动设备生成式 AI设计的芯片——骁龙 8 Gen 3。

该芯片沿用融合式的 AI加速架构，将 Hexagon DSP升级为 Hexagon NPU，可运行百亿参数大

模型。Hexgon NPU升级了全新的微架构，包括硬件加速单元、微型区块推理单元(性能大幅升

级)、张量单元(单流高性能核心与更高带宽)、标量单元、矢量单元(频率更高)，并且所有单元共

享 2倍带宽的大容量共享内存，整体性能提升了高达 98％。此外，Hexgon NPU配备独立供电

电路，能效提升约 40％。

图 7：高通首款专为移动设备生成式 AI设计的芯片骁龙 8 Gen 3性能简介图

资料来源：Qualcomm，华金证券研究所

3、联发科

联发科 SOC采用了 CPU、GPU和 APU（AI Processing Units）的异构集成架构，其中 CPU

负责运行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GPU适用于高性能和密集的图形密集型任务，而 APU专门负责

机器学习任务；必要时可启用多个处理器以提供最佳效果，如在 3D图形渲染 AI-VRS、AI-H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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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超分辨率中同时使用 GPU和 APU。联发科表示与典型 CPU、GPU相比，其 APU可为 CPU、

GPU分别提供多达 27倍、15倍的功率效率。

图 8：联发科历代 APU性能明显提升

资料来源：联发科，华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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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机厂商纷纷入局，紧抓 AI手机浪潮

各大手机厂商纷纷宣布人工智能计划，引入定制版本的操作系统的同时自研生成式 AI大模

型，紧抓 AI手机浪潮。

2023 年 11月，三星发布其自研的生成式 AI产品 Gauss，涉及文字处理、代码编写和图像

生成三大功能。1）三星高斯语言：一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通过简化撰写电子邮件、总结文

档、翻译内容等任务以提高工作效率，还可实现更智能的设备控制提高消费者体验。2）三星高

斯代码和编码助手：针对内部软件开发进行了优化，使开发人员能够轻松快速地进行编码，并通

过交互界面支持代码描述和测试用例生成等功能。3）三星高斯图像：一个生成式图像模型，可

生成和编辑创意图像，包括更改风格等功能，还可将低分辨率图像转换为高分辨率。

此外，三星还将继续更新其人工智能助手 Bixby，在增加更多功能的同时辅以生成式 AI模型

和更多计算和存储空间。

图 9：三星生成式 AI产品 Gauss涉及文字处理、代码编写和图像生成三大功能

资料来源：Omni，华金证券研究所

2024 年 1月，三星在以“开启移动 AI新时代”的全球新品发布会上推出了 Galaxy S24系

列手机。三星表示，仅上市 28天，Galaxy S24系列在韩国销量就已突破百万大关。

在 AI加持下，Galaxy S24可实现六大功能的全新体验：1）画圈搜索：可通过手势进行画

圈，无需离开信息源即可快速获得答案。2）生成编辑功能改造照片：Galaxy AI编辑工具对图像

进行一系列操作，如擦除、重新合成和重新制作等，提升照片品质。3）聊天助手：借助 Galaxy

S24的聊天助手，可获得实时语气建议使得写作更具专业性或对话性。4）实时翻译：Galaxy S24

可直接通过电话应用程序提供实时的语音和文本翻译。5）笔记辅助：Galaxy S24笔记助手提供

AI 生成的摘要、使用预制格式简化笔记的模板创建，以及封面创建，有效简化了繁重的日常任

务。6）智能开关：轻松移动旧手机上的数据和设置来设置新的 Galaxy S24手机。

2023 年 12月，苹果发布了两篇关于 AI大模型的论文，分别介绍了 3D虚拟角色（Avatar）

和高效语言模型推理的新技术，或可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Vision Pro。在《HUGS: Human Gaussian

Splats》一文中，苹果提出了一种名为 HUGS（Human Gaussian Splats）的方法，仅需一个单

摄像头视频，且视频的帧数相对较少（50-100帧），就能在 30分钟内自动学习并分离出静态场

景和一个完全可动画化的虚拟人物。在《LLM in a flash: Efficient Large Language Model

Inference with Limited Memory》一文中，苹果通过采用“激活数据重用”和“数据块读取”实

现了在 CPU上推理速度提升 4-5倍，在 GPU上推理速度提升 20-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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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Bloomberg 2024年 2月消息，苹果决定放弃电动车项目，并将部分电动车项目员工转

岗至 AI 部门。根据 The Economic Times 2024 年 3月消息，苹果 iOS 18预计于 2024 年 9月

推出，其中生成式 AI大模型有望整合进 Siri中。我们认为，随着 AI技术突破加公司战略重心转

向，苹果将强力助推 AI手机浪潮的发展。

此外，小米、VIVO、OPPO、魅族等国内厂商也相继进入 AI手机领域，随着越来越多厂商

加速入局，新一轮关于手机硬件的需求也正在掀起。

四、风险提示

智能手机市场需求恢复不及预期，硬件技术研发进程不及预期，AI大模型在手机侧应用效

果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系统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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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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