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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 AI大语言模

型的出现，智能终端的演变犹如一股澎湃的洪流，持续地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从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到现在层出不穷的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音箱、智能

汽车以及各种智能家居设备，再到集成 AI大语言模型而改

变用户交互方式的创新设备，智能终端的发展速度惊人。

我们不禁要问，智能终端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本文将深入

研究智能终端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多元化格局的初步显现

到市场竞争的激烈角逐，再到对未来趋势的展望，探索在

人工智能时代中智能终端所面临的变革与挑战。

一、 智能终端演进，多元格局初显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所有厂商都将目光聚焦于除手

机、PC 之外迅速崛起的智能终端设备。不同厂商依据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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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定位和技术基础，纷纷提出了契合自身发展的战略

路线。例如华为的 “1+8+N” 战略，小米全力布局的

AIoT 生态圈，还有谷歌、阿里等通过操作系统实现多终端、

跨终端互联互通的策略。

从市场上不同厂商所描述的发展战略来看，智能终端

设备在功能、应用场景以及用户需求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

异。基于此，我们将智能终端设备划分为三大阵营。

其一，以 PC、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生产力设

备，凭借卓越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宽广的显示界面，在处理

复杂任务时表现出色。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PC、智

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全球出货量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并

且在办公、学习、设计等复杂任务处理场景中占据主导地

位。比如，在企业办公领域，大部分员工都依赖 PC 进行

文档处理、数据分析等工作；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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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办公和学习场景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市场需求不断

增长，这充分体现了它们作为生产力设备的重要性和广泛

应用。

其二，辅助性设备，包括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

音箱、智能汽车以及各类智能家居产品等，以个性化服务

赢得用户青睐，如健康监测、家居自动化控制等功能。该

类终端的市场规模逐年扩大。以智能手表为例，相关数据

显示，近几年全球智能手表的出货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

势，其健康监测功能，如心率监测、睡眠监测等，受到了

广大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智能家居产品方面，越来越多

的家庭开始采用智能音箱、智能家电等设备来实现家居的

智能化控制，提升生活的便利性和舒适度。

此外，伴随 AI 大语言模型的兴起，诸如 Rabbit R1

和 AI Pin 这样的新兴设备应运而生。它们凭借独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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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了智能终端的生态体系，虽

然它们目前在市场上的占比相对较小，但发展势头迅猛。

这些设备的出现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交互体验和应用场景

满足了用户对于智能终端设备不断升级的需求，未来有望

在智能终端市场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推进，集成 AI大语言

模型已经成为现代智能终端设备的关键特征之一，这不仅

将革新我们使用设备的习惯，也将塑造崭新的市场生态。

这些变化表明，随着 AI技术的进步，智能终端设备正

在向着多元化方向演进，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竞

争态势。

二、 多元格局下的“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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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IDC 预测，2024 年全球新一代 AI手机出货量将达

1.7 亿部，在智能手机整体出货量中占比约为 15%。在中

国市场，伴随新芯片与用户使用场景的快速迭代，新一代

AI手机的市场份额自 2024 年后将迅速上扬，至 2027 年

有望达到 1.5 亿台，市场份额超 50%。同时，中国智能终

端市场出货量将增长 4%，AI终端占比将达 55%，搭载 AI

功能的终端设备比例将超过 70%。

这些数据充分彰显了市场对 AI智能终端的积极看好态

度。在如此乐观的市场前景下，作为设备最底层的芯片提

供商、提供设备软件管理能力的操作系统厂商以及整合软

硬件的设备提供商纷纷投身于 AI大语言模型赛道，展开激

5

中
移
智
库



烈的市场份额争夺战，一场硝烟弥漫的大战已然拉开帷幕。

（一）生产力设备的更迭

微软起初将 ChatGPT 的大语言模型引入 Bing，随后

又整合进 Office 办公套件中的 Word、Excel、PPT 三大

核心应用，同时还将其嵌入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Copilot

应用。这一连串动作，彰显出微软从操作系统层面全力整

合 AI 大语言模型的坚定决心。随着 Windows AI PC 的开

售，PC 设备制造商们竞相入局。鉴于 Copilot 在国内无

法使用，联想迅速推出具备本地异构计算能力、内嵌天禧

个人智能体系统（天禧 AS）的 AI PC 投入市场。而华为

将盘古大模型接入自家 PC，更是让 PC 市场的AI之战瞬间

白热化。

在手机市场，更是烽火连天。华为 HarmonyOS NEXT

实现端侧原生 AI能力集成，荣耀发布 70 亿参数的魔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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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小米 MiLM 端侧大模型惊艳亮相，Vivo 的蓝心大模

型成功落地，Oppo 推出 AndesGPT 大模型并发布《AI手机

白皮书》。这些头部手机厂商纷纷发布并落地自研端侧大

模型，向外界充分展示自身的 AI实力，也宣告正式踏入 AI

手机市场的激烈争夺之中。在这场 AI浪潮中，生产力工具

厂商们的动作如疾风骤雨般迅速，竞争之激烈如同没有硝

烟的战场，让人目不暇接。

（二）辅助性设备的“内卷”

在汽车行业，以车机为例，如今汽车同质化现象极为

严重，而车机智能化竞争已然成为各大厂商的关键卖点，

一场激烈的 “内卷” 就此展开。从无人驾驶的探索到标

配大屏的普及，从语音声控的应用到嵌入 AI大语言模型的

突破，从自动泊车的实现到远程遥控的拓展，智能化让汽

车宛如大型 “电子玩具”，消费电子领域的各类技术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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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机上迅速落地。无论是传统车企如比亚迪、奇瑞，还

是造车新势力小鹏、理想、蔚来，乃至小米、华为等后来

者纷纷入局，功能与形态的同质化愈发严重，差异化服务

成为竞争关键，品牌竞争逐步迈向高端化，竞争激烈程度

可谓与日俱增。

家庭设备领域，AI音箱、AI TV 的出现充分彰显了各

设备制造商对 AI大语言模型技术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投入。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AI空调、AI冰箱、AI灶具等也

必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当前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辅助性工具领域的厂

商们在 AI大语言模型领域的竞争态势激烈，技术更新速度

极快，令人目不暇接。这种竞争将持续进行，“内卷” 现

象也会不断延续。

（三）新兴设备的“创新”

在AI大语言模型的浪潮席卷之下，创新的火花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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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不断迸发。其中，AI Pin 中独特的投影交互方式令人

眼前一亮，仿佛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交互世界的新

大门。而 Rabbit R1 在 CES 2024 的惊艳亮相，更是在业

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未来 APP 交互标准是否仍是主流人机交

互方式的深刻思考。

当 AI Pin 和 Rabbit R1 出货后，却遭遇了一些吐槽

之声，比如使用场景限制问题、隐私问题、是否 Android套

壳问题等。这不禁让我们陷入沉思：这些基于 AI大语言模

型的所谓创新，究竟是真正出于用户需求而进行的突破性

创新，还是仅仅为了适配 AI 大语言模型而进行的 “表面

创新” 呢？毕竟，不能真正解决用户问题的创新，都只能

算是伪创新。

如今，AI大语言模型如同强大的引擎，推动着各种终

端创新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尽管可能会面临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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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疑，但创新的洪流必将继续向前奔涌。越来越多基于

AI大语言模型的创新设备会持续涌现，为我们的生活和工

作带来更多的惊喜与便利。

三、 未来趋势展望

（一）“端”“云” 之争

随着智能终端AI大语言模型的引入和发展，大模型是在

“端”侧还是在“云”侧的选择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端侧大模型赋予了设备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即时响应能力

能够在离线状态下为用户提供基本的智能服务，保护用户

数据隐私，提供个性化和情境化服务。例如，一些智能手

机搭载的端侧大模型可以在没有网络连接时进行简单的文

本生成、图像识别等任务，为用户提供了便捷性。

然而，云侧大模型拥有强大的计算资源和丰富的数据，

能够处理更为复杂的任务和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对于需要

大量计算资源的任务，如大规模的语言翻译、深度的数据

分析等，云侧大模型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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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单纯依赖端侧或云侧大模型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端

侧大模型受限于设备的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难以处理复

杂的大规模任务；而云侧大模型在网络不稳定或没有网络

的情况下无法为用户提供服务。因此，端云结合才是未来

智能终端利用大模型能力的发展方向。

通过端云结合，智能终端可以在本地进行一些轻量级的

任务处理，同时在需要时借助云端的强大计算资源进行复

杂任务的处理。例如，在手机上，端侧大模型可以进行日

常的智能助手交互和简单的图像识别，而当需要进行大规

模的语言翻译或复杂的数据分析时，可以连接到云端进行

处理。这样既保证了设备的即时响应能力和隐私安全，又

能充分利用云端的强大计算资源，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

智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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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而全” 还是 “小而专”

当前的智能终端市场，既有 “大而全” 的设备，也有

“小而专” 的设备。“大而全” 的设备试图涵盖各种功

能，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例如，一些高端智能手机不

仅具备强大的通信功能、拍照功能，还集成了人工智能助

手、健康监测等多种功能。然而，这种 “大而全” 的设

备往往在某些特定功能上可能不够精湛。

相比之下，“小而专” 的设备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提

供更加专业的服务。比如，智能手表在健康监测方面具有

独特的优势，能够准确地监测用户的心率、睡眠等数据；

而智能音箱则在语音交互和音乐播放方面表现出色。

不同的用户群体有着不同的需求，一些用户可能更倾向

于拥有一个功能全面的设备，方便日常使用；而另一些用

户则可能更注重特定功能的专业性，选择 “小而专” 的

设备。可以预计，在一定的时间内，“大而全” 和 “小

而专” 的设备将长期并存。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可能会出现 “小而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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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用户的选择将更多样。这些设备虽然在体积上可能

较小，但通过集成先进的芯片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能够

在特定领域提供专业级的服务，同时又具备一定的通用性

例如，一款小巧的智能设备可能在特定的工作场景下提供

高效的专业功能，同时又能与其他设备进行智能互联，实

现更多的功能扩展。

（三）AI赋能的万物互联

未来，AI将成为整个数字生活的基础，为各种电子设备

赋予智能。随着 AI大语言模型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各种设

备将变得更加智能、高效和便捷。

在AI赋能的万物互联时代，各种设备的智能体将能够自

主进行交互。例如，智能冰箱可以根据用户的饮食习惯和

库存情况，自动向智能购物设备发送购物清单；智能汽车

可以与智能家居设备进行交互，实现远程控制家居设备等

功能。

这种智能体的自主交互将打破设备之间的界限，实现真

正的万物互联。用户将不再需要通过繁琐的操作来控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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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设备，而是可以通过自然语言与智能体进行交互，让

设备自动完成各种任务。

同时，AI赋能的万物互联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惊

喜和便利。例如，在医疗领域，智能设备可以实时监测用

户的健康状况，为医生提供准确的数据，实现远程医疗和

个性化治疗；在教育领域，智能设备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

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资源，提高学习效率。

总之，未来的智能终端将在 AI的赋能下，实现更加智能、

高效的万物互联，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价值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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