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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晚，因为遭遇芯片断供推迟了

近 4 个月的华为 P50 系列在大众期待下终于

发布，但全系列皆为 4G 版本。不过，华为常

务董事、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在会上强

调，通过 4G+WIFI6+AI 技术，在绝大多数用

户场景下也可以带来很好的通信体验。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

1.74 亿部，同比增长 13.7%；其中，5G 手机出

货量为 1.28亿部，同比增长 100.9%，占同期手

机出货量的 73.6%。在 5G手机已占据主流的

背景下，华为的 4G 手机接受度如何还是个

问号。

去年以来，受制于芯片供应，华为手机出

货量下滑，流失的市场迅速被三星以及国内

厂商小米、vivo、OPPO等填补。不过，脱离华

为的荣耀强势归来，手机市场正迎来新变局。

影像成主打功能

华为 P50 系列都是 4G 版本，华为此次推

出 4G 手机显然是无奈之举。独立电信分析

师付亮表示，手机是华为消费者业务的“旗

舰”，即使芯片受限，手机也不能倒。发布 P

系列以及 Mate 系列，是为了继续保持手机发

布，保持已经建立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否

则一旦中断恢复更难。

业内专家认为，毫无疑问的是，“麒麟

9000用一块少一块”这个基本格局在未来的2

年到 3 年内都不会改变，采用高通骁龙 4G 版

本的芯片是华为手机业务维持市场影响力、

保持手机市场引领者形象的合理选择。

此次华为 P50 系列强调拍摄功能。北大

科技园创新研究院产业研究分析师李朕介绍

说，这一直是华为 P 系列的主打特色，也说明

在中美贸易争端愈加白热化的今天，华为在

产品上选择了其他竞争切入点，是一种正确

选择。

上半年以来，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充满了

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随着用户需求放缓，市

场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

也促使厂商加大技术革新力度。各厂商持续

在影像、屏幕、续航等方面加码创新，打造自

身差异化优势，以赢得更多用户。

事实上，影像已成为当前诸多手机厂商

的竞争焦点，以打造差异化优势。比如，vivo

就明确了在“设计、影像、性能、系统”4条长赛

道进行持续投入的战略，以此提升手机的竞

争优势。vivo X60系列采用了 vivo蔡司联合

影像系统、“双色云阶”概念设计方案、首发

vivo 全新操作系统 OriginOS，正是在这 4 条

“技术长赛道”上首次完成了产品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华为 P50 系列是首款出

厂预装鸿蒙系统的手机。发布会上，华为官

宣鸿蒙升级用户已逾 4000 万。余承东表示：

“平均每秒有8个用户升级，预计到今年年底，

将有2亿华为用户升级鸿蒙系统。”

市场迅速变化

2020 年以来，华为遭遇打压被迫退

出来的手机市场基本由小米、vivo、

OPPO三家承接。

今 年 7 月 ，市 场 研 究 公 司

Canalys Research 发布了第二季

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排

名，小米手机销量超越了苹果，

首次晋升全球第二位；三星排

名 依 然 是 第 一 位 ；OPPO 和

vivo 分别为第四位、第五位，

市场占比都是 10%。而小米

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

达到17%，同比增长83%。

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

长兼 CEO 雷军对此表示，小

米经过长达 5 年的“全面补

课”后，在高端市场打开局面

并站稳脚跟，下一步要夯实

核心能力，尽快真正坐稳全

球第二位。

众诚智库高级咨询师王彬

认为，小米市场份额攀升至全

球第二位，是小米转型高端手机

战略和提升渠道势能的成果，并

非单单填补市场空白。自谷歌宣布

停止向华为手机提供安卓系统和谷

歌 GMS 后，华为在全球市场的销量下

跌。小米适时调整战略，Redmi 品牌主

攻性价比，并冲击高端市场，相继发布小米

11Pro等高端机，为小米手机销量的增长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不仅是小米，国内手机厂商在海外表现

都不俗。比如，今年第一季度，一加手机的欧

洲市场销量增长达 388%，销售额同比增长

286%。

“当前，全球手机市场日益萎靡，但国产

品牌手机依旧保持强势。这是因为我国手机

厂商产品性价比高，填补了三星、苹果等国际

大厂的产品空白，在夹缝市场中占据了有利

地位。”李朕说。

与华为完成拆分独立的荣耀强势归来，

给手机市场带来了变量。荣耀最近密集发布

新机，表明荣耀在供应链环节已经准备充分。

竞争更多元化

下半年，手机厂商之间的竞争将围绕芯

片等关键零部件展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放缓和 5G 手机市场

份额增长，全球

智能手机增长势头有了

一定回暖，但是我国手机市场仍然面临较

为严峻的形势。究其原因，主要是全球零部

件供应短缺造成的，诸如主芯片和 WiFi芯片

短缺会对我国手机市场发展造成巨大阻碍。”

王彬说。

小米、OPPO、realme 相关负责人公开发

声表示上游供应存在紧缺情况。在高通受限

于晶圆代工产能吃紧之际，小米和 OPPO 等

手机制造商已经转向联发科购买芯片产品。

其中，小米采用高通芯片的比重已下滑 25%，

从此前的80%降至55%。

不过，“全面屏、AI、5G 商用等技术预计

将带来较大规模的换机需求，同时伴随全球

部分新兴市场的开拓，智能手机行业仍将呈

增长趋势。”王彬说。

5G 手机仍将占据手机出货量的主流。

目前，5G 手机出货量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七

成左右，而且占比还在继续上升。各大手机

厂商都在持续发力 5G 手机。一加手机相关

负 责 人 介

绍，一加基于用户

体验需求，一直在 5G 领域不

断投入。2020年，一加率先在国内完成

了高速率的 5G 毫米波技术性能试验。

目 前 ， 一 加 所 有 系 列 手 机 都 是 5G

手机。

下半年，手机市场将呈现更

加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在高、

中 、 低 端 机 型 齐 头 并 进 的 同

时，三者间的差距将逐步缩

小。同时，覆盖领域更加广

泛的厂商将呈现出多厂商

共同发力的局面，国际、

国内手机厂商将纷纷布

局多个细分赛道。随

着 5G 的 不 断 深 化 ，

相关机型也将逐渐

涌 现 ， 带 来 更 多

直接与间接经济

产出。”李朕说。

手 机 市 场 大 变 局
本报记者 黄 鑫

农业农村成投资“蓝海”
本报记者 吉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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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6564 亿元，同比增长

21.3%，两年平均增速 13.2%，快于 2020 年同期和

2019年同期 17.5个和 21.9个百分点，也大幅度高于

第二、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与此同时，农村消费

稳定回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27807 亿元，同比增

长21.4%，两年平均增长4%。

“随着农村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对经济发展拉

动作用也不断增强。”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

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这充分表明，农业农村具有

巨量资源和市场，是投资的“蓝海”。

具体来看，一方面，受年初生猪价格上涨带动，

畜牧业投资增势明显，同比增长 67.3%，增速连续

16 个月领先其他行业；另一方面，东北地区投资增

速领跑，同比增长 42%，比东部、中部、西部分别高

出 43 个百分点、13.4 个百分点、4.6 个百分点。此

外，民间投资主导作用明显，占第一产业投资约

70%，上半年民间资本投资规模同比增长 26%，快于

全国第一产业投资增速 4.7 个百分点。同时，不少

金融机构也把农业农村作为投资热点，积极布局、

加大投入。上半年，全国涉农贷款余额 41.66 万亿

元，同比增长10.1%。

总的来看，农业农村投资形势是好的，但与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求相

比，投资力度还有一定差距。

“发展农业农村经济，需要建立稳定的财政投

入机制。同时，也需要引入社会资本、更多的信贷

资金进入农村。”曾衍德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强化协作、多措并举，持续扩大农

业农村有效投资。

首先，巩固扩大财政投入。重点围绕实施“十

四五”农业农村发展规划，聚焦高标准农田、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乡村建设等领域，启动一

批重大工程。同时，落实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

业农村比例政策要求。

其次，加大信贷资金支持。重点要落实好农村

中小金融机构当年新增可贷资金主要用于当地农

业农村发展的要求，引导资金流入农业农村。同

时，农业农村部还将与各大金融机构开展战略合

作，建立信息沟通机制，总结推广典型模式，特别是

在乡村建设、农业产业链打造等方面精准对接、加

大投入。

此外，还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点要鼓励

大型企业集团到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

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立优质原料生

产基地，布局加工产能，促进农业转型升级。规

范有序推动政府和资本合作的经营模式，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村内道路、农村供

水、农村垃圾污水收集处理等建设，因地制宜探

索区域整体开发模式，实现社会资本与农户互惠

共赢。

继光伏、新能源汽车之

后，储能产业也被端上了资

本的餐桌，成为近期市场爆

炒的热点。近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明 确 ，到

2025 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

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

变。到 2030 年，实现新型储

能全面市场化。

有机构预计，“十四五”

期间新型储能市场（除抽水

蓄能）的年均增长将达 50%

以上。其中，由于成本下降

速度最快，电化学储能最被

市场看好。面对这个潜在的

万亿元级市场，资本竞相加

码。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上，

大单资金积极抢筹储能概念

股；另一方面，不少上市公司

也把维持企业高增长、高估

值的希望部分寄托于电化学

储能业务这个巨大的增量市

场上。

毫无疑问，储能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

到大规模新能源装机后的消纳问题，从而

关系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否如期

达成。大力发展储能产业方向已定，但如

何发展绝不是单纯的市场导向。与光伏产

业已经逐步进入成熟期不同，

储能产业尚处发展初期，除了

安全问题，储能标准尚不统一、

商业模式尚不清晰、运营成本

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产业发

展切不可头脑发热，在资本裹

挟下一哄而上。

储能道路千万条，安全才

是第一条。尤其对于电化学储

能和氢能，应首要强调安全

性。要完善优化储能项目管理

程序，健全技术标准和检测认

证体系，加强组件和系统运行

状态在线监测，提升行业建设

运行水平。推动建立安全技术

标准及管理体系，强化消防安

全管理，要督促相关部门明确

新型储能产业链各环节安全责

任主体，严守安全底线。

在确保安全发展的前提

下，储能产业还要坚持多元化

发展路线。储能技术是多元化

的，除了电化学储能，还包括抽

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

能、储热、储冷、储氢技术等。

不同技术路线各有优劣，选择

何种技术路线，装机如何匹配，

绝不能仅跟着资本的指挥棒。

有关部门要做好顶层设计，结

合我国现有的工业环境、技术

水平、成本造价等因素，准确选

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储能技术重

点支持、培育。同时针对争议

较大的储能技术，要谨慎扩大

商业化运营。

我们不能让曾经在新能源

汽车行业发生过的“骗补”现

象，以及光伏、风电行业盲目

扩张等现象在储能产业重现。储能产业一

定要把握好发展节奏，避免再次被资本绑

架，造成国家补

贴资金流失及社

会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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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善优化储

能项目管理程序，

健全技术标准和检

测认证体系。储能

产业还要坚持多元

化发展路线。

顾客在慈溪市海通公司的产品直销超市选购顾客在慈溪市海通公司的产品直销超市选购。。近年近年

来来，，浙江省慈溪市大力推进绿色产业集群发展浙江省慈溪市大力推进绿色产业集群发展，，构建高效构建高效

集约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集约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昱昱摄摄

在北京市西城区一家华为手机销售门在北京市西城区一家华为手机销售门

店店，，顾客正在选购手机顾客正在选购手机。。

实习生实习生 马雨筱旭马雨筱旭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