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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端侧 AI 革新人机交互，模型快速升级，巨头引领行业发展：AI 自主
化能力沿着“以指令为中心“到“以意图为中心”持续提升。LLM 从
各个层面改造终端，其中 Agent 对开放式问题必不可少，背后是大模
型带来的理解复杂输入、进行规划推理/合理使用工具的能力。据头
豹，端侧 AI 市场规模 2023-2028 年预计 CAGR 高达 58%，2028 年超
过 1.9 万亿元。从具体小模型性能表现上看，参数量对模型性能影响巨
大，但受限于硬件，小模型的技术创新更加积极以提升有限参数量下
的性能表现，其中量化/剪枝/蒸馏是最主要的模型压缩方式，各家小模
型因数据集/压缩精度/量化混合方式等差异预计带来小模型的百花齐
放。Agent 架构中，基础模型本身要引入新的输入类型，成为 VLA 模
型，同时还增加了个性化和内存操作要求，均需要额外的优化。 

◼ 硬件变革核心在内存，苹果发力内存创新应对内存瓶颈：相比于云端
模型，硬件是端侧模型的重要制约，需要升级以补齐短板。对比各家
硬件，我们认为苹果在内存/电池/散热上提升空间巨大。我们认为内存
及其操作带来的能耗是当前最短板，预计成为硬件核心变革方向，如
半精度的 7B 模型仅参数加载占用 DRAM 就超过 14GB，同时 DRAM

耗能比 SRAM 和计算高出两个数量级。同时 iOS 和安卓内存利用效率
差异巨大，我们认为安卓需要在 OS 层提供统一的 AI 基础模型，而
iOS 在模型压缩之外则需要提高硬件内存以克服硬件瓶颈。除了简单
的增加内存容量外，苹果在内存结构、耗能、传输速度等方面创新密
集，如与三星合作开发独立封装形式，以及推进全新的 WMCM 封装
方式进一步提高芯片组合的灵活性和集成度。 

◼ 多模态 UI 交互界面革命带来 Agent 的历史机遇：根据交互的模式，任
务执行方法可分为基于 API 和基于用户界面（UI）的方法。API 交互
泛用性较弱。UI 界面方式在 Transformer 架构下较好克服了任务和 UI

元素之间的隐含关系，大幅提升了 GUI Agent 的可行性，有望成为主
流。当前苹果和谷歌均发力 UI 交互模型，苹果的 Ferret-UI 和谷歌的
Screen AI 模型都采用读屏 AI 视觉语言模型，采用统一编码方式理解屏
幕信息。从谷歌 UI 模型看，模型参数提升对性能影响较大，同时 5B

模型对性能提升尚未饱和，有必要继续提升模型性能。 

◼ 风险提示：底层创新不及预期，技术发展不及预期，竞争加剧风险  
 

表 1：重点公司估值（2025/2/21） 
 

代码 公司 
总市值

（亿元） 

收盘价

（元） 

EPS PE 
投资评级 

2023A 2024E 2025E 2023A 2024E 2025E 

002475 立讯精密 3,255.57 44.98 1.51 1.89 2.36 29.72 23.80 19.06 买入 

300433 蓝思科技 1,443.04 28.96 0.61 0.83 1.10 47.76 34.89 26.33 买入 

002938 鹏鼎控股 990.49 42.72 1.42 1.53 1.77 30.13 27.92 24.14 买入 

002600 领益智造 748.47 10.68 0.29 0.28 0.40 36.49 38.14 26.70 买入 

002384 东山精密 563.98 33.06 1.15 1.01 1.58 28.71 32.73 20.92 买入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注：以上公司预测值来源于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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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 技术在端侧逐渐深化，引领全新人机协作方式 

1.1.   AI 自主化能力逐渐提高，与系统融合程度提升 

从指令到意图驱动，AI 自动化能力持续提升。根据自动化程度，可将个人智能助

理（intelligent personal assistants,IPAs）分为 5 个级别。AI 自主化能力沿着“以指令为

中心“到”以意图为中心“持续提升，用户只需要表达出需求，实现需求的过程将交

由系统完成。从 L1- L3 级的智能体都在用户指令的被动驱动下工作，而 L4 级以上智

能体能够理解用户的历史数据，感知当前状况，并在适当的时候主动提供个性化服务。 

大模型和智能体驱动下一代终端操作系统。当前的操作系统依然是建立在静态规

则和预定义的逻辑流程上，未来真正理解用、为用户量身定制的原生智能 OS 将进一步

拓展终端 OS 的内涵。从 AI 技术在终端产品的落地上，一般经历：单点特定的 AI 增强

实现应用层集成 AI→OS 智能化改造实现系统层融合 AI（原子化控件化的 AI 能力）

→以 AI 为中心的全新 OS 并且系统级 AI Agent 出现。 

图1：AI 智能化分级  图2：AI OS 架构 

 

 

 

数据来源：华为 AI 终端白皮书，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华为 AI 终端白皮书，东吴证券研究所 

1.2.   基于用户场景的端云混合架构 

当前端侧模型性能和云端大模型依然有较大差距，因此基于用户场景的端云协同

AI 将构筑全局化智能。根据具体的场景（用户意图、网络情况、敏感隐私）以及所需

的性能选择端侧或者云端执行，端侧适合无网、隐私要求高、响应要求高的场景。 

图3：终端 AI 能力主线增强但当前依然不足  图4：端侧和云端 AI 处理的分工示意 

 

 

 

数据来源：高通，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Oppo，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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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通过小型本地模型+私有云模型+第三方大模型三层架构实现系统级 AI。苹果

在设备端部署一个参数量为 30 亿的语言模型和一个图像模型。同时具备一个编排层

（Orchestration）协调多个模型，根据用户请求调用对应能力的模型。无论是端侧还是

私有云模型都基于 Apple 芯片底座以提供计算和安全支持，应用层都以 Siri、Writing 

Tools 等形式以实现用户体验的一致性。同时在外部第三方大模型上合作 ChatGPT 以响

应更加开放和复杂的需求。 

图5：苹果的 AI 生态架构 

 

数据来源：苹果，东吴证券研究所 

1.3.   LLM 从各个层面改造终端 

大模型在各个层面改造终端交互体验，预计分为三种形式。最开始增强型 LLM 架

构，可以增加单点的功能体验，比如在翻译/图片处理/语音转换中使用 AI；阶段二主

要以工作流形式，比如生成营销文案并翻译等；最后阶段是针对开放问题的 Agent 形

态。这三种形态出现形式有先后，但是最终预计并存以针对不同特性的场景。 

最基础的构建块（增强型 LLM）——工作流——自主的 Agent，复杂性持续提升。

同时虽然非 Agent 在自动化水平上提升有限，但是由于调用的是 LLM，在智能化水平、

可处理任务等方面也有巨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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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增强型 LLM 架构  图7：提示链工作流 

 

 

 

数据来源：《Building effective agents》，东吴证券研究

所 
 

数据来源《Building effective agents》，东吴证券研究所 

注：工作流包括提示链/路由/并行化/工作程序/评估器

等，此次仅以提示链举例 

对于开放式问题 Agent 必不可少，要具备理解复杂的输入、进行推理和规划、可

靠地使用工具的能力。Agent 可用于开放式问题，这些问题难以预测所需的步骤，无法

硬编码固定路径。Agent 需要独立规划和操作，并可能返回用户那里获取更多信息或判

断。在执行工作中， Agent 在每一步从环境中获取“真实情况”，以评估进展，在遇到响

应节点或者障碍的时候暂停以获取人类反馈。人类只需要提出需求+监管成果，AI 将

进行任务的分解、选择工具、监控进度。 

图8：AI Agent 架构图 

 

数据来源：谷歌《Agent》，东吴证券研究所 

1.4.   消费级终端带动端侧 AI 高速发展 

AI 可以改造多种终端，端侧 AI 市场规模 2023-2028 年预计 CAGR 高达 58%，

2028 年超过 1.9 万亿。2023 年全球存量消费终端设备达 228 亿台，其中智能手机占

29.8%、智能家居设备（不含 TV）占 26.3%，PC 和 PAD 占 17.6%。2023 年以前端侧

AI 技术已经在智能安防和车载设备两个重要领域应用，快速发展但规模不大。从 2023

年开始，随着亿级出货量的 PC 和手机开始 AI 化，两者庞大的市场将在未来支撑端侧

AI 行业迅速发展，2023 年中国端侧 AI 市场规模不到 2000 亿，预计 2028 年超过 1.9 万

亿，2023-2028 年 CAGR 为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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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存量消费终端设备结构（%，2023 年）  
图10：中国端侧 AI 行业市场规模，2018-2028E（亿

元） 

 

 

 

数据来源：华为《AI 终端白皮书》，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头豹，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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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端侧模型逐步迭代，巨头引领行业发展 

2.1.   基础的小模型迭代加速，技术创新大于参数量提升 

通过技术进步，相同规模模型性能持续提升。Gemma2 是谷歌 24 年 6 月发布的模

型，通过架构和技术的改进提升了在规模相当的情况下的性能。如 Gemma2 和

Gemma1 分别为 2T 和 3T tokens 上训练，但是各类测试机的表现都大幅提升，包括评

估语言理解能力的 MMLU 提升约 10pct，评估数学能力的 GSM8K 表现提升 9pct 等。

同时横向比较看，Gemma-2 2B 到 Gemma-2 9B 的表现提升远高于 9B 到 27B 的提升。 

若选用 MMLU 数据集进行端侧模型的比较，首先我们认为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模型

性能会快速提升，如 Gemma1 和 Gemma2。其次整体的模型性能和模型参数呈现明显

的正向关系。另外数据集的差异、蒸馏技术的使用等会带来相同模型巨大的性能差异，

如均为苹果发布的 3B 模型，开源的 OpenELM-3B 性能远低于 AFM-on-device。时间相

近的各家发布的相同参数的模型性能基本处在同一档次。  

图11：小型模型比较 

 
数据来源：谷歌，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12：各小型模型 MMLU 基准测试得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行业深度报告 

东吴证券研究所 

 

 9 / 21 

 

数据来源：谷歌、苹果、微软等，东吴证券研究所 

 

2.2.   端侧模型需要进一步提升参数量以提高性能  

端侧模型需要提高参数量以提高各类任务能力。Gemini Nano 是谷歌 Gemini 系列

中专用于设备端部署的小模型，其中 Nano 1 和 2 的参数量分别为 1.8B 和 3.25B，针对

低/高内存设备。从对应的测试集看，1）参数对模型表现影响巨大，1.8B 参数的 Nano 

1 全面弱于 Nano 2。2）缩减参数后模型在回答真实性方面依然保持相当的准确率，但

是在推理/编码/数学方面准确率较低，相比 Gemini Pro 准确率大幅下降。 

图13：Gemini Nano 与 Pro 性能比较 

 

数据来源：谷歌，东吴证券研究所 

2.3.   量化/剪枝/蒸馏技术压缩模型以降低硬件要求 

量化/剪枝/蒸馏是主要的模型压缩方式。为在有限的硬件资源上部署更多参数的模

型（或在模型保持基本性能的情况下降低对硬件的需求），需要对模型进行压缩。其中

量化/剪枝/蒸馏是主要方法。量化：用低精度数值表示参数，可以减少模型的内存占用

和计算开销，比如从 32bits 转化为 8bits，内存开销为原来的 1/4，计算成本仅为原来的

1/16。剪枝：删除不必要的神经元/权重参数/节点等。如下图所示，修剪前需求执行 32

次乘法累加和 32 个参数（权重）存储在内存中，修剪后只需要 24 次乘法累加和 24 个

参数，计算复杂性和内存都降低了 25%。蒸馏：将大模型作为教师模型，用其输出训

练一个性能接近但更轻量化的学生模型。如 Gemma 的 2B 和 9B 模型由 27B 的模型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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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而来，苹果 3B 的 AFM-on-device 也是由剪枝后的 6.4B 模型蒸馏而来。 

图14： 小型化技术-剪枝原理示意图  图15：小型化技术-蒸馏原理示意图 

 

 

 

数据来源：NVIDIA，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Knowledge Distillation：A Survey》，东吴

证券研究所 

参数量-性能的取舍带来更多样的创新方向以提升效率。多重制约带来各类方法百

花齐放，如高质量的数据集，高效的训练方式、先进的压缩方法等创新方向。如苹果

使用混合精度量化实现 3.7bits 的量化水平后，针对量化后的质量损失，苹果加入准确

率恢复适配器实现了近乎无损的量化压缩。 

图16：量化与精度恢复对模型性能的影响（以未量化的模型表现为 1） 

 

数据来源：苹果，东吴证券研究所 

 

2.4.   Agent 架构差异带来数据困境，Transformer 是转折点 

基础模型本身： 

端侧是训练环节采用新的 Agent Transformer 架构，需要引入新的输入类型，成

为 VLA 模型。视觉语言模型（VLMs）和大语言模型（LLMs）在任务规划（做什么）

方面展现出了颇具潜力的能力。但是 Agent 的每项任务都需要底层控制策略（怎么做），

才能在与环境的交互中取得成功，因此需要引入第三种通用数据类型——Agent tokens。

即 Agent 模型是一个 VLA 模型（Vision-Language-Action Model，即视觉-语言-动作模

型），是一个融合了视觉、语言和动作的多模态大模型范式。 

图17：多模态大模型架构  图18：Agent Transformer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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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AGENT AI》，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AGENT AI》，东吴证券研究所 

Transformer 带来状态-动作交互策略学习机遇，有望大幅提升泛化能力。由于互

联网的数据以静态数据组成，无法捕捉人类决策和环境交互作用，因此 Agent tokens 非

常不足。动作数据收集成本过高，传统的训练模式下存在泛化能力弱，自我容错率低，

成本过高的问题。但是由于大模型具备模糊匹配能力，在预训练过程中，通过模糊匹

配而非精准映射，学习策略进而提高泛化能力。同时我们更看好消费电子 GUI 成为最

先落地的产品形态。 

基础模型之外：Agent 还增加了个性化和内存操作要求， 

需要基础大模型基础上，个人 LLM 大模型还需要具备任务执行、情境感知和记

忆能力，考验终端厂商要求极高。个人 LLM 大模型需要具备：任务执行（将用户的指

令或主动感知到的任务转化为针对个人资源的操作行动）、情境感知（感知用户及环境

的当前状态，为任务执行提供全面的信息）、记忆（记录用户数据，使智能体能够回顾

过往事件、总结知识并实现自我进化）。 

图19：AI 终端关键技术特征  图20：端侧 Agent 的组成部分 

 

 

 

数据来源：华为《AI 终端白皮书》，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PERSONAL LLM AGENTS》，东吴证券研

究所 

推理能力之外，端侧模型对个性化和内存操作要求较高，需要其它额外的优化。

情境感知和记忆能力由更基础的流程制程，主要包括智能体的推理、个性化和记忆检

索。比如任务执行过程中需要任务分解/规划，背后是推理能力；需要切换任务，需要

依靠个性化来调整任务的权重；同时执行过程中需要检索历史数据，背后是内存操作

能力。 

图21：AI Agent 底层能力和高级能力之间的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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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PERSONAL LLM AGENTS》，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2：提升 Agent 效率的技术及其简要说明 

 
数据来源：《PERSONAL LLM AGENTS》，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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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升级满足高性能需求，适配核心在内存 

3.1.   内存是端侧硬件 AI 推理能力的短板  

内存和由内存操作带来的能耗是端侧设备 AI 能力最短板。模型的优化和压缩的最

终目的是为了提升端侧 AI 推理能力，硬件是端侧模型第二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硬件也

将补齐短板。内存及其操作带来的能耗是当前最短板。Meta 指出，由于 SRAM 缓存通

常在 20MB，仅能容纳一个 Transformer 块，而 Flash 容量足够但速度较慢，DRAM 是

要和系统和其它应用共享，留给模型的 DRAM 空间更小，单个应用程序不应超过

DRAM 的 10%。苹果论文《LLM in a flash》指出，在 LLM 推理阶段，仅将 7B 参数，

半精度的 LLM 的参数加载入 DRAM 所需空间就超过 14GB。微软的 3.8B 参数的 Phi-3-

mini 模型在 4 bits 量化水平下需要占用 1.8GBDRAM。 

同时根据论文《EIE》，在相同的精度下，DRAM 耗能比 SRAM 耗能高两个数量级

（640：5），比计算耗能高更多。内存读取是主要的耗能项。根据每 10 亿参数生成

1token 需要耗能 0.1J，一个满电的 iPhone 大约 50KJ，以 10Token/s 的速度仅支持 7B的

模型运行不到 2 小时。同时能耗增加带来散热问题突出。 

图23：常见移动设备中的内存层级结构  图24：计算和存储操作的能耗 

 

 

 

数据来源：《MobileLLM》，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EIE》，东吴证券研究所 

注：该能耗为在 LPDDR2、45nm 工艺情况下计算 

对比各家 SoC，苹果在内存/电池/散热上提升空间巨大。芯片制程上看，苹果一般

会优先拿到最先进的制程，但是苹果的 DRAM 容量较安卓相差较大，目前最新手机仅

为 8GB，相比安卓旗舰最高 24GB 差异明显。苹果的设备功耗极限潜力很高但受限于

散热无法全部发挥。同时苹果和安卓手机的电池续航相差极大，苹果增加电池容量的

空间巨大，作为对比， iPhone 16 Pro Max 电池容量为 4685mAh，小米 15 Pro 为

6100mAh。 

图25：主流手机 SoC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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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苹果、高通等，东吴证券研究所 

 

3.2.   安卓和 iOS 内存利用效率差异大 

内存作为端侧 AI 提升速度、规模和效率的短板，预计成为硬件核心变革方向。从

当前 iOS 和安卓的内存占用来看，普遍 iOS 内存利用效率更高尤其是在应用程序上。

根据 Android authority，相同的 App 在 iOS 的内存占用远低于安卓。主要原因是安卓为

消除硬件差异性代码运行在虚拟机中，需要编译为中间语言，而 iOS 则是原生编写因

此内存占用较小，而游戏基本用游戏引擎均为原生编写差异较小。同时在国内由于安

卓监管较少，各 App 为保活留存后台，集成功能等也增加了 App 的内存占用。因此我

们认为安卓需要在 OS 层提供统一的 AI 基础模型，而 iOS 在模型压缩之外则需要提高

硬件内存以克服单个功能占用大量内存的硬件瓶颈。 

图26：安卓和 iOS 运行 App 时内存占用对比  图27：安卓和 iOS 运行游戏时内存占用对比 

 

 

 

数据来源：Androidauthority，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Androidauthority，东吴证券研究所 

3.3.   苹果硬件积极应变，创新方案集中内存方向 

除了增加内存容量之外，苹果在内存结构、耗能、传输速度等方面创新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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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合作三星研发独立封装形式。韩媒 The Elec 报道，三星应苹果要求，开始研

究新的 LPDDR DRAM 封装方式——独立封装，改变 2010 年起，iPhone 沿用至今的堆

叠式封装（POP）方案——内存直接叠在 SoC 上通过 Pitch 连接以最大限度减少设备体

积。但是 PoP 技术由于芯片过于靠近，端侧 AI 负载要求下带宽和散热问题严重。通

过分开封装 DRAM 和 SoC，可以增加 I/O 引脚数量，提高数据传输速率和并行数据通

道数量，并改善散热性能，显著提高内存带宽并增强 iPhone 的 AI 能力。同时三星还尝

试在 iPhone DRAM 中应用 LPDDR6-PIM（内存内置存储器）技术，该技术的数据传输

速度和带宽是 LPDDR5X 的两到三倍，专为设备端 AI 设计。 

图28：PoP 封装的形式 

 

数据来源：IT 之家，东吴证券研究所 

全新的 WMCM 封装方式进一步提高芯片组合的灵活性和集成度。预计 2026 年苹

果芯片先进封装方式将从现在的 InFO（集成扇出型）改为 WMCM 的封装方式

（Wafer-Level Chip-Scale Packaging）。相比于现在的单芯片封装形式，WMCM 可将

多芯片集成在同一封装中，可以开发更复杂的芯片，将 CPI、GPU、DRAM、NPU 等

灵活的排列集成在一个封装中。WMCM 在信号传输方面表现出色，能减少信号延迟

和干扰，对需要高速数据处理的设备尤为重要。 

图29：苹果芯片封装形式改变 

 

数据来源：IT 之家，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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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模态 UI 交互界面革命带来 Agent 的历史机遇 

4.1.   Transformer 架构带来 UI 交互的机遇  

AI 智能助理的任务执行过程先后分为两个环节，包括规划和定位。其中规划包括

使用哪些工具、哪些步骤进行执行等。定位可理解为执行过程中具体的工具（Tools）、

技能或者坐标进行对外部环境的操作。 

图30：Agent 任务执行过程（以 GUI 界面为例）  

 

数据来源：《Aria-UI: Visual Grounding for GUI Instructions》，东吴证券研究所 

根据交互的模式，任务执行方法可分为基于 API 和基于用户界面（UI）的方法，

GUI 有望在 Transformer 加持下成为主流。API 方式在运行时需要利用模型和内置的

示例等方式来选择合适的 API 进行交互。但是 API 交互方式依赖公开可用的 API，存

在应用程序支持不够全面、同时存在人类可以轻松执行但是 API 难以实现的任务、拓

展性和自动化能力较弱等不足。UI 界面方式在 Transformer 架构下较好克服了任务和

UI 元素之间的隐含关系，大幅提升了 GUI Agent 的可行性。 

图31：智能体和 API 之间的调用方式示例（Extension 方式） 

 

数据来源：Google《Agent》，东吴证券研究所 

GUI 交互可进一步分为基于文本的 GUI 交互和多模态的 GUI 交互，当前多模态

GUI 交互方式中 Grounding 难度比 Planning 更大。视觉定位阶段（Grounding）需要

将规划好的指令精准映射到实际界面元素上，确保操作的准确执行。其中 Grounding

（精准定位）由于设备兼容性/指令多样性/场景复杂性等原因，当前难度甚至比规划决

策阶段更大，元素识别错误也是当前 LMMs GUI 模型的主要错误来源。多模态 GUI 交

互方式数据不足、存在屏幕录制要求高以及当前 LMMs 模型推理能力有限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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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UI 界面复杂，元素识别困难  

 
数据来源：《Ferret-UI: Grounded Mobile UI Understanding with Multimodal LLMs》，东吴证券研究所 

4.2.   苹果和谷歌均发力 UI 交互模型 

苹果在 24 年 4 月推出 Ferret-UI 模型，Ferret-UI 通过一个视觉编码器对图像进行编

码，苹果 Ferret-UI 加入任意分辨率（Anyres）技术切割放大子图像来解决 UI 交互中的

小型对象识别问题，同时采用混合区域表示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图像的特征提取能力，

将图像特征和文本指令联合编码后进行推理，并精准根据任务要求执行。从测试看，

模型针对定位任务/识别任务和高级任务表现均较为优秀。 

图33：Ferret-UI-Anyres 架构 

 

数据来源：苹果，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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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Ferret-UI-anyres 准确率表现优异 

 

数据来源：《Ferret-UI: Grounded Mobile UI Understanding with Multimodal LLMs》，东吴证券研究所 

注 1：S2W : screen2words, WiC : widget captions, TaP: taperception 

注 2：“i”: iPhone, “A”: Android, “Ref”: Referring, “Grd”: Grounding 

Screen AI 是谷歌 24 年 2 月推出的可读屏 AI 视觉语言模型，专门设计用于理解和

处理用户界面（UI）和信息图标，能够理解和生成与屏幕元素相关的文本，如屏幕信

息理解、问题回答、UI 导航指令、内容摘要等。从架构上，ScreenAI 使用视觉编码器

和语言编码器组成的多模态编码器。视觉编码器基于 Vision Transformer（ViT）架构，

将输入的屏幕截图作为一系列图像嵌入，语言编码器则处理截图相关的文本信息，如

UI 元素标签和描述等。编码器的输出被传递给一个解码器 T5,负责生成文本输出，能

够根据输入的图像和文本嵌入生成自然语言响应。同时与苹果类似，谷歌采用更灵活

的屏幕分割策略以适用于不同的手机和电脑屏幕。 

图35：谷歌 Screen AI 模型架构 

 
数据来源：谷歌，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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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Screen AI 模型的屏幕理解/问答/导航/摘要四类任务示例 

 

数据来源：谷歌，东吴证券研究所 

模型参数提升对性能影响较大，尤其是在复杂任务中，5B 模型对性能提升尚未饱

和。谷歌发布了三个 670M/2B 和 5B 三个大小的模型，参数差异主要在图像和文本编

解码器的大小，不同的编码器支持不同的输入，如正方形下 670M 模型最大输入分辨

率为 720×720，5B 模型则支持 812×812 的最大输入分辨率。从最后的模型表现中，

所有的任务中增加模型规模都会提升性能，并且在最大的 5B 模型时性能提升尚未饱和。

同时对于复杂任务，2B 和 5B 模型之间的性能提升远大于 670M 模型到 2B 模型之间的

提升。 

图37：谷歌不同参数 Screen AI 模型参数量及其分配细节  

 

数据来源：谷歌，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38：不同参数的 Screen UI 模型的表现  

 

数据来源：谷歌，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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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底层创新不及预期：端侧 AI 模型的发展需要底层技术架构和模型优化技术、硬件

技术的创新，若创新不及预期，模型体验较差会影响用户体验。 

技术发展不及预期：除了底层创新，新技术如新存储方式等的落地也需要后端制

造环节的技术落地和成本优化，若技术发展不及预期，产品成本或过高无法普及。 

竞争加剧风险：当前互联网厂商/消费电子品牌厂商等均在抢占入口环节，竞争或

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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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和发布。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出处为东吴证券研究所，并

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

引用、删节和修改。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东吴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投资评级基于分析师对报告发布日后 6 至 12 个月内行业或公司回报潜力相对基准表现

的预期（A 股市场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香港市场基准为恒生指数，美国市场基准为标普 

500 指数，新三板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北交所基准指数为北证 50 指数），具体如下：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介于 5%与 15%之间；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介于-15%与-5%之间； 

卖出：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在-1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强于基准 5%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基准-5%与 5%； 

减持：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上。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

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应当充分考虑

自身特定状况，如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等，并完整理解和使用本报告内

容，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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