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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AI手机行业正迅速崛起，市场规模预计从2024年的1,890亿人民币增长至2028年的10,337.88亿人民币，年

复合增长率高达52.93%。行业正从硬件销售转向软硬件结合模式，通过集成AI大模型提升用户体验。竞争格局激

烈，各大厂商加大AI技术投入，推出差异化产品。AI手机作为未来智能手机主流，将引领AI产业革命，预计至

2027年将占中国手机市场份额的51.9%。市场规模增长受益于手机市场疲软下AI手机成为新增长点、成熟算力推

动AI大模型应用、以及5G和终端设备智能化发展等因素。

行业定义[1]

AI手机是指整合人工智能技术，具备智能化功能和服务的智能手机。AI手机不仅包含基础通信、多媒体等功

能，更通过高性能处理器和针对AI运算优化的硬件模块，如神经网络处理单元（NPU），可实现高效的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等计算，提供个性化的交互体验。此外，AI手机还能实现更多的智能化功能，如智能拍照、智能翻

译、智能助手等，为用户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使用体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AI手机行业将

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

[1] 1：O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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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普遍在6TOPS-8TOPS以下，难以满足大模型的高算力需求。因此，AI手机厂商需加大研发力度，

从而克服硬件的AI兼容性。

面对AI在终端设备中计算能力、芯片制造等关键环节的挑战，AI手机制造商与上游企业合作寻找解决

方案。

例如，华为、小米等主要手机制造商与方邦股份合作，并对电磁屏蔽膜的研发加快创新步伐。同时，

荣耀与诚迈科技合作，共同参与魔法大模型的研发和测试工作。此外，其他AI手机厂商面对高算力AI

芯片的限制，与美格智能和希荻微等AI芯片企业合作，并将其应用于AI手机中。这意味着AI手机生产

商与上游企业的合作模式不仅加速技术创新和产品的研发进程，还有助于提升产品性能，并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增强生产商的竞争力。

下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产业链下游说明

中国消费者对高端智能手机的购买意愿逐渐增强，其中包括AI手机。

得益于中国消费者对高端智能手机的日益认可和支持，中国智能手机的高端市场表现出明显的稳定增

长趋势。2023年，在6,000至8,000元的价位区间，安卓和鸿蒙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销量同比增长

121%。同年，在8,000至10,000元的价位区间，iPhone的销量同比增长132%，而在万元以上的的

iPhone手机，其销量同比增长127%。值得一提的是，超过40%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对AI手机有较高的

购买意愿。这表明AI手机生产商可利用对中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提供更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

品，从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降价促销的策略使得电商平台大力推动智能手机的销售。

2023年1-11月，中国电商平台智能手机的销售量达8,600万台，同时累计销售额达3,300亿元，同比

增长14.4%。其中双十一期间，电商平台上智能手机销量同比增长14%。这意味着电商平台作为智能

手机的重要销售渠道，对AI手机销量将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AI手机厂商应重视线上渠道的开发和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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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规模

2023年，中国AI手机市场规模达450亿元。预计2024年—2028年，AI手机行业市场规模由1,890亿人民币

元增长至10,337.88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52.93%。[16]

AI手机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16]

中国手机市场疲软，AI手机成为手机行业市场增长的新突破口。

受到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中国电子消费品市场呈现需求疲软的势态，导致手机出货量减少。2022年，中国手

机总体出货量累计达2.7亿部，同比下降22.6%，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为2.6亿部，同比下降23.1%。在2023年，

华为和vivo等手机厂商陆续发布AI手机。AI手机的出现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和便捷的智能体验，从而推动消费者

对智能手机的购买需求。2023年，中国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达2.9亿部，同比增长6.5%，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2.8亿部，同比增长4.8%。面对手机行业增长的挑战，AI手机不仅开辟一条实现智能化突破的可行途径，还提高

自身市场规模。

成熟的算力直接影响AI大模型的应用，进而推动AI手机行业市场规模的增长。

随着上游端侧算力的逐渐成熟，为手机行业提供更为强大的技术支持。成熟的算力基础为手机AI技术的发展创造

有利的条件，进而推动AI大模型在手机领域的广泛应用。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迅速发

展，算力作为技术基石，其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截至2023年底，中国算力总规模达230EFLOPS，即每秒能完成

23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其中，智能算力规模达到70EFLOPS，即每秒7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其增速超过70％。

由于AI手机的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器的算力需求高，成熟的算力为运行复杂的AI算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值得注

意的是，成熟的算力基础促进AI手机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包括芯片制造、软件开发、硬件设计等，同时产业链的

发展促进AI手机技术的进步和市场规模的扩大。[16]

AI手机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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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G通信领域发展向好，为AI手机提供更广阔的施展空间和实时交互能力。

截至2023年底，中国5G基站总数达337.7万个，同时5G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达1.9万亿元，同比增长29%。值得

关注的是，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首个拥有10亿5G连接数的市场，且到2030年，预计中国的5G连接数将

达16亿。由于AI手机涉及高清视频处理、实时数据分析和复杂模型推理的应用，需极高的数据传输带宽，5G网

络将提供更低的延迟，进而提高应用的实时性和可靠性。此外，庞大的5G网络规模可实现去中心化和智能化的

网络管理，将有助于提高端侧AI产品的运行效率和灵活性。这意味着在未来中国5G将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并成

为AI手机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之一。

随着终端设备的智能化发展，终端设备间的联合调动需求将增加，从而驱动AI手机的使用需求增加。

终端设备的智能化发展不仅是单个设备能力的提升，同时将增加整个生态系统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加设备间联合

调动的需求。以智能家居为例，2023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约为8,000亿元，同比增长23.1%。预计至2027

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达1.1万亿元。而AI手机作为一种集成通信、计算和感知能力的多功能智能终端，

是连接各智能终端的核心环节。例如，AI手机支持各种应用程序扩展至智能设备，并提供新的服务。此外，用户

可使用AI手机远程控制家中或办公室的智能设备，如照明、暖通、安防系统等。可见，AI手机作为涵盖手机、汽

车、智能家居等多领域的互联AI生态系统的核心环节，未来其使用量将增加，进而其市场规模将增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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