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拿下手机市场全球第一！”在8月

10 日晚举行的 2021 雷军年度演讲、小米秋

季新品发布会上，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兼CEO雷军宣布了这个“小”目标。

这不是雷军第一次“夸下海口”。7 年

前，在乌镇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雷军就

立下了一样的“小”目标，结果却没能实

现。这次，雷军一再强调：“小米当前的主

要任务是真正站稳手机市场全球第二。”

“小米冲击全球第一的底气来自于米

粉的支持。小米的高端之路，其实现在才

刚刚开始。我们会不惜代价持续投入，我

相信，小米的高端之路一定会成功！”雷

军说。

争全球第一的底气

小米要做销量全球第一，雷军的底气

来自一系列数据。

市场研究机构 Canalys 的报告显示，

2021 年第二季度，小米手机出货量达 5310

万台，同比增长 86.6%，以 17%的市场份额

超越苹果，首次排名全球第二。

根据国际调研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

发 布 的 最 新 报 告 ，在 欧 洲 市 场 ，小 米 以

25.3%的市场份额，超越三星和苹果成为欧

洲销量第一的手机品牌。目前，小米在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排名

第一。

事实上，小米与苹果的全球市场份额

之争已持续多个季度。数据显示，在 2020

年第四季度，小米手机全球出货量达 4340

万台，同比增长 31.5%，首次超越苹果，重返

全球第三。但随后的 2021 年第一季度，苹

果以 15%的市场份额升至全球第二，小米

以 14%的份额紧随其后，其全球出货量达

到4940万台，同比增长69.1%。

对于超越苹果，雷军有着不一样的执

念和情结。2014 年 11 月，在乌镇首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上，主持人问雷军小米的未来

发展战略。那时，小米手机发布后仅三年

时间，市场份额就冲到中国第一、全球第

三。雷军也意气风发地脱口而出：“五到十

年，我们要做到全球第一。”

当时，苹果是全球手机市场的老大。

主持人马上问在场的苹果高级副总裁布鲁

斯·塞维尔怎么看，结果布鲁斯·塞维尔毫

不客气地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要难得

多。”台下几百位观众笑成一片。

尴尬的是，雷军话音刚落，小米手机

很快就跌出了全球前五。于是，2016 年开

始，小米启动“全面补课”，通过加强供应

链以及前沿技术投入、明确双品牌和 AIoT

（人工智能物联网）战略、向高端市场挺进

等，逐渐走出低谷。直到 2020 年第三季

度，小米重回全球第三。

这一次，雷军冷静了不少。他说：“拿

到全球第二之后，大家都特别高兴，觉得

全球第一唾手可得。在这里，我还是要讲

实话，不要低估世界级巨头的实力。我们

还是一个年轻的公司，我们需要非常冷静

看到差距，继续夯实基础，稳扎稳打，当前

小米的任务是真正站稳全球第二。”

坚定走高端之路

8月10日晚，小米MIX4手机登场，不同

配置的售价从 4999元到 6299元不等，又是

一款高端手机。自去年初发布小米 10 开

始，小米手机的高端之路便一发不可收拾。

而小米坚定走高端之路，最初缘于小米

要走出股价的低谷。

2018年 7月 9日，小米上市了。这是香

港首家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上市，也是全球第

三大规模的科技股IPO，港交所专门花了30

万港元定制了一面大锣，现场观礼人数超过

了 600 人。大家都期待小米开盘后股价能

够暴涨。

结果，一开盘，小米的股票破发了。股

价低于发行价，意味着投资者都亏了。为了

躲避现场的媒体，小米的高管们只好躲进了

港交所的一个杂物间，这也是雷军自认为这

辈子最惨的时刻，他还特地买了一条破洞牛

仔裤穿上，为了牢记破发的这一天。

雷军回忆说，那段时间自己的情绪非常

的低落，特别不愿意见投资者。结果有位投

资者指名一定要见他。刚见面，这位投资者

就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小米让我亏了这么

多钱，真的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干的”。

接着，从战略到产品再到管理，投资者

把雷军数落了一个多小时，雷军的衬衣都湿

了。会后，雷军一个人在会议室坐了很久，

感觉非常绝望。

此后，2020年 7月 10日，上市两周年的

第二天，小米股价重回发行价。2021年1月

4日，小米股价比发行价翻了一倍。

小米是如何走出股价低谷的？“这几年，

越是在股价低迷的时刻，我们越是憋着一口

气，拼命投研发。小米要想成为一家伟大的

公司，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要突破高

端。”雷军回答说。

8月10日晚，在小米商城购买过第一代

小米手机的用户都收到了一个1999元的大

红包，据了解总金额将达3.7亿元。1999元，

正是小米第一代手机的价格。10年前，这个

定价并不是低端手机。雷军也坦言，小米手

机刚起步的时候是从高端入手的。此后，小

米又推出了定位中低端的红米产品，虽然大

获成功，但也把小米的品牌“钉在了”中低端

定位上。

小米的高端之路从小米 10 正式开始。

2020年 2月，小米 10首发 1分钟突破了 2亿

销售额。小米冲击高端市场的第一仗打

响了。

多方位齐头并进

8 月 10 日晚，除了小米手机，小米还发

布了平板5系列、手机操作系统MIUI 12.5增

强版、小米电视、智能音箱和仿生四足机器

人等多款创新产品，应用了诸多前沿技术。

自 2020 年推出首款高端手机小米 10

系列以来，小米在影像、屏幕、充电、工艺、智

能制造等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不断，全力突

破高端市场。比如，小米在影像领域全球首

发 1亿像素相机、GN2超大底主摄镜头、液

态镜头等新技术；是全面屏手机和手机陶瓷

材质的开创者；在业内率先实现了200W有

线充电、120W无线充电，并首发了石墨烯基

锂离子电池、第二代硅氧负极电池等新

技术。

小米智能工厂一期已建成投产，是拥有

全自动化生产线、年产百万高端智能手机的

智能工厂，也是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预研

的大型实验室，以及先进制造设备和自动化

生产线的实验基地。今年3月，小米又宣布

进军智能电动汽车市场。

小米创新实力厚积薄发的背后是巨大

的研发投入，以及持续不断的人才激励。据

了解，2020 年，小米研发总投入超过 100 亿

元，今年预计再增加 30%至 40%。2021 年

初，小米宣布将进行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师

扩招，全年招聘5000名工程师。同时，小米

还推出技术人才百万美金大奖、青年工程师

奖励计划等多项人才激励措施。今年7月，

有近 700 名小米青年工程师获授 1604.2 万

股的股票激励。

全球化拓展与新零售渠道变革也是小

米快速进步的重要推力。据小米集团 2021

年第一季度财报，小米手机已经进入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稳

居市场第一位。在中国，小米之家线上线下

融合的先进渠道模式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

截至 2021 年 4 月底开店 5500 家，2021 年将

覆盖所有县城，并进入乡镇市场。

财报显示，2020 年小米集团全年营收

2459亿元，比2019年大幅提升19.4%。进入

2021 年，小米营收和利润均呈现爆发式增

长，第一季度总营收达 769 亿元，同比增长

54.7%；经调整净利润达 61 亿元，同比增

长 163.8%。

前不久，小米登上了《财富》世界500强

榜单的第338位，较上一年排名大幅上升了

84名，是榜单中“全球互联网和零售行业进

步最快的500强企业”。

7年前，小米要做全球手机市场第一的

目标就受到许多质疑，雷军当时的回应是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而这一

次，雷军的回应变成：“梦想一定要有，梦想

也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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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 3名航天

员送入太空，和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的还有一大

批中国制造的产品。

航天员要在核心舱里生活 3个月，衣食住行每

一样都不是小事情。为了让航天员吃得更有营

养、更加美味，太空舱里首次配备了微波炉用来给

食品加热。近日，记者走进格兰仕，了解其背后的

创新故事。

格兰仕航天微波炉开发项目负责人李丰说，

在接受研发任务后，格兰仕第一时间启动了特种

磁控管的研发，并通过零配件的集成创新，让航天

微波炉达到了超一级能效。

“时间太紧了，大家夜以继日研发，丝毫不敢

松懈。为了更好地沟通协同，经常就睡在办公

室。”李丰说。

根据要求，航天微波炉在火箭升空过程中要

经受住高频震荡，进入太空后要在空间站持续工

作 10年，而且必须做到在太空环境中快速加热，均

匀烹饪。为了破解一系列“登天”的难题，格兰仕

专门组建了航天微波炉项目团队，从 2011 年立项

到2021年上天，可谓“十年磨一剑”。

“我们希望航天员在空间站能品味到家的味

道，用做产品而非做设备的思维来做航天微波

炉。”李丰告诉记者，航天微波炉在空间站主要负

责航天员的日常健康饮食烹饪，各方面指标要向

“完美”标准看齐，研发团队通过日复一日精细研

究和测试，力保航天微波炉从初期上天到后期服

务都能正常运行。

格兰仕研发的航天微波炉，7分钟内便能完成

3名宇航员的一餐主食；食物加热速度快，效率高，

温度均匀，这背后离不开大量的技术创新。格兰

仕研发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对微波炉磁控管、加热

腔等核心零部件进行了全方位的优化设计，项目

成功的关键，在于磁控管的工作效率和航天微波

炉结构的再造。

空间站对设施用品的规格、重量都有极其严

格的限制。为了减轻微波炉的体积，达到太空作

业的可靠性要求，格兰仕研发人员不断优化产品

结构，加强产品本身的机械强度，并创造性采用紧

固件、一体成型等创新工艺。同时，格兰仕还特制

了变频微波电源代替传统高压变压器，大幅减轻

产品重量。

从立项到第一台航天微波炉进入太空，花费

了 10年的时间，这也是格兰仕不断取得创新突破、

产业链逐步自主可控的10年。

高效自主的生产制造背后，是强大的白色家电

自我核心配套能力，格兰仕能自主生产包括磁控

管、变压器、压缩机、电路板、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从

根源上具备了引领产品升级换代的条件，为制造超

一级能效、一流品质标准的家电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格兰仕已然进入高质量

发展的新时期，产业链进入到自主可控阶段。今年

上半年，格兰仕智能制造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态

势，集团整体营收同比增长超过60%。

格兰仕拥有多条全球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

黄金荣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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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拿下手机市场全球第一——

小米“小”目标能实现吗
本报记者 黄 鑫

格兰仕破解微波炉“登天”难题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李扬帆

全国乘联会刚刚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7月份，一汽—大众零售新

车 11.2 万辆，同比下降 36.6%。这

数字，不仅远大于当月车市 11.9%

的整体降幅，而且在销量排名前十

厂商中也居“首位”，引发舆论热议。

一汽—大众 7 月份销量下滑

本在预料之中，但下滑幅度如此之

大，实在预料之外。不少分析认

为，一汽—大众之所以遭遇销量

“滑铁卢”，主要是受缺芯影响，企

业为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将通用

性的芯片优先供应给奥迪，产能减

少所致。

这样的解释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并不全面。有人质疑，同样是

缺芯，上汽大众下滑幅度为什么就

没这么大？要知道，近年来一汽—

大众可是车市“销量王”。即使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 2020 年、车市

遭遇下滑，一汽—大众的销量也突

破了 200 万辆，被一些媒体称为车

市“不倒翁”。

“不倒翁”为啥遭遇“滑铁卢”？

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更深层原因

还在于，伴随着销量快速上升，一汽

—大众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没有同步

跟上，还出现了信任危机。

搜索各大平台汽车投诉榜单，

一汽—大众屡屡现身，且以“绝对

优势”霸榜。根据第三方汽车品质

评价平台车质网投诉数据统计，最

近一年，一汽—大众旗下探岳以

2194 例 ，迈 腾 以 1117 例 ，速 腾 以

1078 例，分别包揽前三名，而被投

诉的问题包括排气故障、油耗高、

发动机启停系统故障等。

以颗粒捕捉器堵塞故障为例，

不少探岳车主反映，因长期在市区

通行，低速行驶导致汽油燃烧不充

分，无法满足“颗粒捕捉器的再生”的条件，车辆出现动力下降、油

耗急剧增加的情况。按理说，对于这样的问题，每家企业都会引起

高度重视。

然而，时至今日一汽—大众官方都未把这当回事，当然也就拿

不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了。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 4S店却给出了

一个出奇一致的建议：多跑高速。有网友调侃，这个建议宛如“多

喝热水”一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汽车是所有工业制成品中最为复杂的品类，一辆车看上去

简简单单，但涉及的零部件成千上万。由于使用环境和驾驶习

惯的不同，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厂家认识不到问题，

或者逃避问题。显然，现在一汽—大众所遭遇的“滑铁卢”，除了

共有的芯片危机外，还有自身产品质量以及如何对待用户的态

度问题。

当前，汽车消费已进入用户体验时代，产品质量和厂家对

待消费者态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再多的产品，如果不能给消

费者带来更愉悦的体验，创造更好的价值，怎么会有消费者来

购买呢？记得在去年底的品牌经销商合作大会上，一汽—大众

对外公布大众品牌 2021 年的销量目标是 145 万辆，但在缺芯和

产品及服务质量饱受诟病的

多 重 压 力 下 ，要 达 成 这 一 目

标 ，一 汽 — 大 众 看 来 还 需 要

及时做出更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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