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2 月 22 日，华为举行了“2015 华为手机 1 亿台庆
典”，成为中国第一家、全球第三家智能机年发货量过亿的厂
商。这意味着 2015 年华为每一秒就出货 3 台手机，也意味着华
为成为国内首家年出货量过亿的中国品牌，具备了冲击全球手
机第一阵营的能力。如今，伴随着“中华酷联”的响亮品牌，华为
产品驰骋海内外，已经应用于全球 170 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
商 50强中的 45家，打造了一个辉煌的“手机帝国”。

华为于 1987 年在深圳正式注册成立，迄今已有近 30 年的
历史。2011 年，华为手机出货量仅为 2000 万台，彼时国产手机
主要定位于中低端市场，但从长远来看，要想在用户心中形成良
好的品牌效应，绝不能只依靠低价策略，必须打造出自己的明星
产品。通过不断探索，华为逐渐让自己的手机产品向中高端市
场发展，2012 年发布的 P1 是华为手机进军高端塑造品牌的首
个尝试。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介绍，华为在近 5 年里经
历了 3 次巨变，第一次是 2011 年开始走自有品牌道路，第二次
是从 2012 年开始构筑自己的渠道零售能力，第三次是从 2013
年开始走华为品牌和华为荣耀两条路，跟苹果、三星角逐高端市
场，跟小米、魅族等国内厂家角逐中低端市场。

在品牌塑造上逐渐摸索出自己的方向，华为迎来了飞速发
展的黄金时代，更是走出国门，打入国际市场。2015 年 7 月 16
日，华为取得了印度政府的一项关键生产许可，为华为成为首个
在印度生产手持设备的中国公司铺平了道路。而在欧洲市场，
华为也取得了骄人业绩。数据显示，华为智能手机在欧洲中高
端市场份额大幅增长，在西班牙，华为 2015 年 10 月智能手机的
市场份额为 13.8%，高端智能手机份额为 55.9%；在意大利，华
为 2015 年 10 月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为 10%，高端智能手机份额
为 21.6%；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瑞士、新西兰、葡萄牙、沙
特、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为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排名
前三。

展望未来，华为将努力深耕国内市场，向更广阔的基层拓
展。余承东表示，华为日前正式发布了“千县计划”，将建成覆盖
1000 个县城的实体店，首批 50 家县级专卖店已经开张。“华为
将继续努力打造一流的中国手机，让每一个中国人用得起、用得
好。”余承东说。

短短数年，手机行业格局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曾经的霸主诺基亚黯然退
出手机市场，曾经的经典摩托罗拉变成
联想旗下品牌，曾经辉煌的苹果、三星
销量日趋下降。而华为、中兴等国产手
机不仅占据了国内近八成的市场，还拿
下了海外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

“‘十二五’期间，中国智能手机产
业对全球产业生态的参与度和贡献度
不断增强，产销量均跃居全球首位，并
持续向中高端迈进。”工信部电子信息
司司长刁石京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

自主创新已成新常态

“十二五”期间，国产手机发展势头
强劲，在海内外市场都取得了辉煌的成
绩。据赛迪顾问通信产业研究中心总
经理刘若飞介绍，国产手机占国内手机
市场份额从 2011年的 37%上升至 2014
年的近 80%，国产手机占全球手机市场
份额也从 2011 年的几乎为零跃升至
2014年的 40%。

“重视创新促使国产手机厚积薄
发。”刁石京指出，国内手机企业抓住了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机遇，不断创新，打
破了国外产品对智能手机市场的垄断
局面，提振了国产品牌信心。

更重要的是，国产手机逐步掌握了
智能手机关键技术。华为的海思麒麟
系列芯片已成功应用于其高端机型。
中兴发布了自主操作系统中兴 OS，并
推出自研芯片“迅龙芯”。此外，2015
年，包括基带、射频、应用处理器在内的
智 能 手 机 核 心 芯 片 的 自 给 率 突 破 了
20%，相比 2014 年有了大幅提升。在
全球 20 亿的手机芯片出货量中，有 5.6
亿来自于我国的展讯公司。

“对国内手机企业来说，在企业战
略、技术研发、工艺设计、生产制造、推
广营销等每个环节都存在创新和创造
新价值的机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副院长刘多说。

正因为如此，几年之前，中国手机
还扮演着代工厂和劳务输出的角色，如
今国产手机品牌则越来越得到消费者
的认可。2014 年，国内手机销量排行
榜上，国产品牌占据 8 席；全球十大智
能手机品牌中，国产手机挤进 6位。

各显神通进军中高端

2015 年 9 月，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
奇微笑着用获赠的 AXON 天机与中兴
通讯执行副总裁、终端 CEO 曾学忠来
了一张自拍。此后，塔吉克斯坦、波黑、
埃塞俄比亚等多位国家元首先后收到
了来自中兴的礼物——刻有姓名的定
制版 AXON 天机。

中兴 AXON 天机是中兴迄今为止
面向国内的顶级智能手机，也代表了其
立足中美、辐射全球高端市场的全球化
战略。“高端手机市场的布局和竞争要
看综合实力和品牌形象，包括核心技术
的积累和专利布局，产业链整合与掌
控，以及在中低端市场的强大基础等。”
曾学忠表示，中兴的目标是让中高端智
能手机的出货量占到所有智能手机出
货量的 45%。

技术创新支撑着国产手机成功进
入中高端市场，国产高端手机的价格节
节攀升。比如，华为的 Mate S，升级了
按压式指纹传感器等，64G 版本售价
4199 元；中兴的 AXON 天机旗舰系列
产品覆盖了手机、投影仪和可穿戴设备
等多个领域，售价接近 4000元。

“国产手机厂商在高端市场上使出
了浑身解数。”刘若飞介绍，包括中兴、
小米、华为、酷派等在内的本土手机厂
商推出的售价在 3000 元及 4000 元以
上的高端产品已有近 10 款之多。尤其
是 2014 年，国产中高端手机取得了集
体突破，2500 元以上机型出货量均超
过了百万级别。

“对中国手机厂商而言，在高端市
场销量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打出名气。”
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说。

而事实上，国产手机不仅在高端市
场打出了名气，市场表现也不俗。据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国内市场出售
的 2000 元至 3000 元的国产手机占比
从 2014 年的 28%提升到 2015 年第三
季度的 88%，3000 元至 4000 元的国产
手机占比从 2014 年的 8%提升到 2015
年第三季度的 77%。

“这主要得益于三星高端市场下
滑、国产手机产品设计与制造能力增

强、供应链优势显著提升、品牌营销移
动社交化等因素。”刘多分析说。

精准对接拓展新市场

摩托罗拉手机是多少消费者的“初
恋情人”？经典的“Hello Moto”铃声犹
在耳边，摩托罗拉移动却几次易主，甚
至黯然离开中国市场，直到 2014年 1月
被联想收购，获得重生。

正如通信业专家、飞象网 CEO 项
立刚所言，联想有双品牌运营的经验，
在国内建立了强大的销售渠道、服务支
持渠道和产业链，这些都是联想重塑摩
托罗拉的优势。

与外国品牌手机相比，国产手机显
然更具性价比优势。此外，“国产手机
更对国人胃口，在系统、设计等方面中
国厂商更胜一筹，大多数从国外进入中
国市场的手机在产品设计、系统定制等
方面没有国产厂商更懂用户的喜好和
需求。”刘若飞说。

比如国产手机的定制系统百花齐
放、各有特色：魅族的 Flyme 是极简设
计，华为的 EMUI 主打亲情关怀，都更
符合国人的使用习惯，而大多数国际品
牌手机只是在安卓系统上进行了部分

优化，使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
针对消费者拍照修图、听歌、超级

续航等不同需求，以及喜欢大屏幕、双
卡双待、金属质感、电池容量大等特性，
国产手机品牌在物美价廉的前提下，细
分对象、各有专攻，牢牢抓住了消费者
的心。

在海外市场，随着国产手机的品质
稳步上升，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也大大提
高。目前，华为的全球销量中，海外市
场已经占据半壁江山；TCL 的全球出货
量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非洲、拉美等
新兴国家市场；在印度打开市场的小
米，又开始进军巴西市场；VIVO、OPPO
等厂商则在东南亚市场有所布局。

国产手机正以不同的方式“漂洋过
海”。借助国外成熟的通信平台，华为
手机可以在十几个国家同步发售，华为
高端手机已在海外市场获得巨大成功；
依靠运营商渠道，中兴手机在美国市场
也大获成功；深谙互联网营销，小米手
机在海外市场供不应求；善于并购的联
想在接手摩托罗拉移动品牌和专利的
同时，也接手了美国、巴西等地摩托罗
拉的市场影响力。

我们相信，立足已有优势，在突破
更多核心技术之后，中国手机这张名片
将更加亮丽。

异军突起 风行全球
本报记者 黄 鑫

20多年前，砖头般大的“大哥大”还
是值得炫耀的奢侈品，如今手机已经

“飞入寻常百姓家”。智能手机彻底改
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沟通方式、管理
方式、商业模式和消费方式等，甚至改
变着企业的生产方式。

据统计，2015年1月至11月，我国
手机产量达到16.1亿部，出口12亿部，
出口额达到1107亿美元。国产手机全
球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70%，以华为、小
米、联想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智能终端
产业集群跻身全球前列。尤其可喜的
是，产业持续向中高端迈进。困扰国人
多年的“贴牌”和“山寨”的问题也正在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缺芯少屏”问题正

在得到逐步解决，国产手机对全球产业
链生态的参与度和贡献度在快速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技术生钱相当不容易，但是钱生技
术似乎更加不易。“以市场换技术”战略
能够换来二流、三流技术，也能够换来
部分“先进适用技术”，但是绝对换不来
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手机领域也不例
外。华为创始人、总裁任正非曾经说过
华为从来不投机，每年花好几亿美元付
专利费以及开展国际技术合作。不过
华为没有甘于巨大的市场被别人瓜分，

“十二五”时期以来，华为加大了智能手
机相关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取得了让
人刮目相看的成效，华为海思麒麟系列

芯片已经广泛应用于其高端机型，2015
年仅智能手机的利润就可能达到100
亿元。

其实，核心技术的培育没有捷径可
走，加速积累是跨越式发展的唯一路
径，持续不断地努力相当重要，企业发
展的良好环境必须营造，产业发展的基
础必须夯实。国产手机发展倾注了业
界无数人的心血，有的甚至付出了“鲜
血”，不少企业成了“先烈”。1998年，国
务院就出台过著名的“5号文件”，鼓励
手机产业的发展，决定从当年固定电话
初装费中拿出5%支持手机产业发展，连
续支持5年。后来初装费不断降低，实
际支持的费用有限，但是引导社会资金

投入到手机产业当中去了。当年第一
批有19家手机定点企业，现在虽然只
有中兴、TCL、海尔等几家企业还“坚守
岗位”，但是毕竟活下来了，更重要的是
这些企业衍生出许多新的增长点，学会
了市场规则和国际竞争，学会了“与狼
共舞”。

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现在国产手
机还没有资格骄傲，毕竟苹果一家公司
的利润比我们所有手机企业利润加起
来还要多。但问题就是机会，解决手机
产业面临的各类新问题的过程就是孕
育新机会的过程。智能手机市场还有
很大的潜力，必须大力实施“以市场育
技术”战略。国产手机，加油！

国产手机以市场育技术
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主任 龚晓峰

打造一流的中国手机
本报记者 崔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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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手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操作系统、硬件、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核心芯片、关键

器件的国产化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全球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 70%。国产手机持续向中高端迈进，以华

为、小米、联想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智能终端产业集群跻身全球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