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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屏手机迈入“轻薄时代”
部分型号已低于240克，与直板手机无异

■TMT快报

“拥抱”数字化 企业活力在“线”

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2年第四季度，全球网络安全技术的总支
出仍然保持强劲，而由渠道主导的强劲出货，弥
补了直销出货的下降。市场规模增长14.5%，达
到196亿美元。通过渠道购买网络安全技术的
支出增长16.2%，达到180亿美元，占市场总份额
的91.8%。其余的8.2%是在客户与厂商之间的
直接支出，下降1.8%。

2022年，全球网络安全技术的总支出增长
15.8%，达到了711亿美元，而通过渠道的支出增
长16.1%，达到646亿美元，占整个市场的91%。
网络安全（Networksecurity）是收入最多的安
全产品，增长了8.9%，达到了54亿美元。在漏
洞和安全分析方面的支出增长18.2%，达到了
42亿美元，而权限管理则增长15.6%，达到 37
亿美元。

Canalys数据显示，前12家网络安全厂商占
到了2022年第四季度总支出的47.1%。其中，
PaloAltoNetworks在 2022年第四季度排名
第一；Fortinet交付了更多的中端防火墙积压订
单后，超过 Cisco排名第二；Cisco排名第三；
CheckPoint排名第四，不过CrowdStrike与其差
距仍在缩小。

北美地区在整体网络安全支出方面仍是规
模最大的地区，增长16.3%，在2022年第四季度
达到了 102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一半以上。
2022年第四季度，欧洲、中东非是第二大网络安
全市场，其待售金额增长了12.9%，达到了59亿
美元。亚太地区的规模增长了11.2%，达到了27
亿美元;同期，拉美地区则增长了14.4%，达到了
6.9亿美元。 综合

全球网络安全技术
去年支出增15.8%

除了苹果之外，几乎所有主
流品牌都已经进入到折叠屏市
场。继价格之后，各大品牌开始
在重量与轻薄度上下功夫了。

日前华为发布了折叠屏手机
MateX3，在屏幕维持正常尺寸的
同时，其整机重量不到240克，与
正常的直板手机无异。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折叠屏
手机出货量暴涨，越来越多的品
牌之所以能够在重量与轻薄度上
有提升，背后是新材料的应用与
供应链的成熟。

重量和厚度成“内卷”新方向

IDC报告显示，2022年第四季度，全球智能
手机的出货量同比下降18.3%，出货量连续下降
六个季度，降幅相比2022年7至9月的9.7%扩大
至约2倍。

全球智能手机大盘下跌的时刻，中国折叠屏
产品单季出货量再创新高。同样是IDC提供的数
据，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折叠屏手机出货超过
110万台。；2022年全年出货量近330万台，同比
增长118%，在国内智能机市场中占比从2021年
的0.5%上升到1.2%。

除了苹果之外，业内基本所有的厂商都已经
入局折叠屏这一品类，其中不乏已经迭代了多
款，甚至多形态折叠屏的厂商，比如三星、华为和
OPPO。这三家厂商不仅拥有左右对折的大尺寸
折叠屏，还有上下对折的小尺寸折叠屏。专注于
非洲市场的传音也于今年发布了折叠屏产品
PhantomVFold，定价在7000元价位段。

多品类以及多形态折叠屏产品的相继推出，
让该品类提前进入到了“内卷”时代。

首先是屏幕，前一年诸如小米MIXFOLD和
OPPOFindN初代还停留在60Hz刷新率的屏幕
上面，2022年就已经直接跨入120Hz刷新率，甚
至动态自适应刷新率时代了。

至于旗舰芯片，联名影像算法/自研芯片，
旗舰级芯片等等，也都没有缺席。折叠屏手机
的配置基本与各家旗舰系列持平。事实上，各
家品牌也形成了传统旗舰+折叠屏“双旗舰”的
品类策略。

vivo产品副总裁黄韬表示：“大多数折叠屏
用户的上一部手机都是旗舰机，因此我们对于折
叠屏的定位就是专业旗舰，这不仅仅是对一款产
品的重视，更代表vivo对折叠形态的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

在屏幕、性能等方面折叠屏赶超了直屏旗舰
之后，更影响用户体验的部分是手机整体的重
量、厚度和续航。

荣耀总裁赵明就曾表示，折叠屏手机核心其
实是要在续航、重量、轻薄这三者之间找到一个
平衡。“每个厂家可能在规划折叠屏的时候，权衡

的关键要素会有所区别。”
其中，重量和厚度成了厂商“内卷”的新方

向。2022年底 OPPO发布的 Find N2目前以
233g的重量在“轻”方面暂时领先。近期发布
MateX3在轻薄层面上更进一步，并且还支持
IPX8级别的抗水功能。“因为我们的机器太薄了，
常规接口都没办法放下去，因此我们只好定制了
可以直接嵌入到背板上的USB-C接口。”华为终
端BGCEO余承东表示。

转轴减重，产业链立大功

智能手机产业链已经相当成熟，因此折叠屏
产品供应链重要增量是来自铰链、盖板和柔性面
板，并且此三类部件在折叠屏手机中的成本占比
较高，也是折叠屏手机降本轻薄化的关键。

以可折叠面板为例，过去整个行业的产能都
集中在三星手里。随着折叠屏出货量的增大，国
内上游供应链厂商也日渐成熟，手机厂商有了更
多的选择。

DSCC数据显示，2022年第二季度，全球折叠
屏手机面板出货量为310万片，市占率前三名分
别是三星、京东方和维诺信，份额分别是73%、
18%和8%。

与此同时，UTG盖板的渗透率也进一步提
高。此前折叠屏手机多采用CPI盖板，在弯折性
能、抗冲击性和成本方面优势比较明显，在硬度、
耐刮擦、光学性能等方面表现差强人意，而后者
则是UTG盖板的优势所在。

根据国信证券的预测，2026年全球折叠屏
手机UTG盖板市场有望达到50亿元规模。细分
到技术路线上，超薄玻璃一次性成型技术的发展
将会对折叠屏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凯盛科技表示，一次成形玻璃技术，即从窑
炉里直接拉引30-70微米厚度的玻璃，能够提升
UTG玻璃整体良率的提升、成本的压降有非常大
的促进作用。

面板之外，折叠屏的铰链结构和材料上也迎
来了一波升级，这使得折叠屏手机的重量首次接
近传统直板手机。

调研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折叠屏铰链结构大

致分为U型和水滴形铰链，需要多个金属零部件
组装而成。此前vivo执行副总裁胡柏山曾公开
表示，vivoXFold折叠屏手机仅铰链就有174个
零件，整部手机有400多个零件。

零件数量增多，厂商为了减轻机身整体重
量，就采用了航空级金属，锆基液态金属等，以及
MIM（金属注射成型）工艺进行定制。

新一代的折叠屏在零件减重方面更进一步，
引入了“榫卯结构”和复合碳纤支撑板。

以OPPOFindN2为例，其大屏底下的支撑
板，由不锈钢更换为碳纤维，碳纤维的特点是轻
且硬，强度是钢的5倍以上，重量却只有钢的1/5。

荣耀 MagicVs也采用了“零齿轮铰链技
术”。通过榫卯式一体成型支撑机构，以及全新
改进的一体化铸造工艺，荣耀MagicVs将92个
支撑零部件精简至4个。

折叠屏可靠性，轻薄时代新问题

折叠屏的可靠性也将会是接下来各家厂商
不容忽视的问题。

记者以折叠屏为关键字，在消费者投诉平
台黑猫投诉中进行搜索，能够检索到一千多条
结果，主要集中屏幕漏液、铰链断裂以及屏幕折
断等。

记者统计黑猫平台上折叠屏投诉问题统计
发现，超过7成跟屏幕相关。折痕、裂痕投诉占
比28.1%，显示故障占比26.6%，售后质保问题占
比26.6%，屏幕漏液占比12%，屏幕起胶问题占
比1.6%。

有手机行业人士表示，碎屏保价格肯定是经过
厂商计算过的，与折叠屏自身出问题的概率成正
比。“本质上它还是保险，如果出问题的几率较低，
那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投保用户共同承担风险。”

余承东表示，最新折叠屏旗舰MateX3上，
华为采用了业界首款专利非牛顿流体材料，以及
屏幕复合堆叠结构，相比上一代MateX2内屏，
抗冲击性能提升至4倍。

可以预见的是，提升折叠内屏的可靠度，将
会是厂商们下一步解决的重点。

据财联社

记者近日走访上海的数据线、生产线、物流
线，看到一派活力景象。数字“小工单”赋能中
小企业提质升级，可以代替工人从事枯燥、危险
工作的机器人，集装箱运车开启汽车“出海”新
航迹……无论火热的生产前沿还是精准的数据
后台，这活力正来自不懈的创新实践。

数据赋能在“线”：
工厂“净化”又“进化”

“很多工厂就像是一片黑色的湖水，表面平
静，却看不透水面下发生了什么。我们的数字
化工具就像是一个‘净化器’，又像是一个‘探测
器’，深入工厂的湖底，让湖水变澄澈的同时，也
让里面的问题暴露出来。”上海黑湖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黑湖供应链负责人李金哲说。

拥抱数字化，这是上海近年来城市发展最
分明的脉络之一。一大批活跃在经济社会各领
域的数字科技企业涌现出来，黑湖科技就是其
中之一。

明明工人不少，但订单总是不能准时交付；
基层员工每天困于各种平台软件，繁复而低效地
汇总供应商信息……“我们所做的就是提供数字
化工具，让工厂得到‘净化’，看得清关键问题出
在哪儿，并用数字化的解决方案让工厂‘进化’，
透明且高效地运转起来。”李金哲说。

李金哲说：“数字化的意义于我们开发者而
言，是数据和代码帮助企业提高效率、解决问题；
于服务企业来说，数字化让他们拥有更多机遇，
看见更广阔的空间与未来。”

智能生产上“线”：
宝武集团“宝罗”机器人来了

走进宝武集团宝信软件的专业车间，近百个

“宝罗”机器人正在被集成、调试，高炉前作业机
器人、拆捆机器人、贴标机器人、巡检机器人……
造型各异、功能多元的机器人将被发往生产一
线，成为智能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

宝信软件机器人事业部副总经理俞鸣表示，
“宝罗”机器人的应用不仅可以为安全生产提供保
障，而且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是推进智慧制造
的“神兵利器”。“一线员工也非常欢迎机器人上岗，
机器人把工人从重复繁重且具有一定安全风险的
岗位上解放出来，转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在现场，记者还看到一台上海本地生产的
“宝罗”机器人正在做疲劳性测试。它的应用突
破了一些关键的“卡脖子”技术，解决供应周期过
长的困难，在完成测试并保证稳定性后，就可以
到工厂上岗。

今年初，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印发《“机器人+”
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到2025年，制造业机
器人密度较2020年实现翻番。上海未来三年将
围绕汽车、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推进工业企业智
能制造转型，计划带动工业机器人应用量新增2
万台。按照宝武集团的规划，到2026年将有万
名“宝罗”机器人上岗工作。

俞鸣说：“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功能比较单一，
一种机器人只能完成一种任务。未来，工业机器
人会集合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大数据、互联网等
技术，让机器人更加智能，可以完成多种任务。大
量机器人也会接入云平台，进行云端统一管理。”

多元化运输出“线”：
把“车子”装进“箱子”

在上海集运物流堆场，1000台中国品牌汽车
被装进集装箱，搭乘超大型集装箱船“中远海运
双鱼座”轮，从上海出运至英国费利克斯托港、比
利时泽布吕赫港和德国威廉港。

把“车子”装进“箱子”，是中远海运为满足国
产汽车出口需求而开发的运输新模式。中远海
运集运全球销售部战略客户开发及维护部经理
汤伟介绍，集装箱运输批量灵活、班期密度高、覆
盖范围广，既能降低整车运输的综合物流成本，
又能提高端到端全程运输的效率和质量。

为满足快速增长的汽车出口需求，除“集装
箱运车”，中远海运还开发了多用途船“框架式运
车”。2023年，中远海运预计将通过“框架式运
车”完成10万台商品车发运任务。

今年1月，中远海运旗下的远海汽车船公司
承运轿车、SUV、大巴、卡车以及各类工程机械达
13832辆，服务近20个中国汽车品牌，出口主要
目的地有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

据新华社电

近日，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发布《2023
全球风能报告》，预计到2024年，全球陆上风电
新增装机将首次突破 100吉瓦（GW）；到 2025
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也将再创新高，达到
25GW。未来五年，全球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将达
到680GW。

在经历了低迷的2022年之后，全球范围内
快速调整的政策环境已为未来几年风电加速
发展奠定了基础。GWEC预计，未来五年平均
每年风电新增装机将达到136GW，实现15%的
复合增长。

报告指出，政策制定者需要立即采取行
动，以避免供应链瓶颈阻碍全球风电的高速发
展。潜在的供应链瓶颈可能会危及全球实现
2030气候目标，这是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的关键节点。 综合

全球风电新增并网容量
未来五年将达680吉瓦

高德地图宣布已于近日推出全新智能手
机隧道导航解决方案，基于自主研发的 VDR
惯性导航增强定位（以下简称VDR惯导增强）
技术，可提升长隧道内的定位精度和成功率，
保证用户在这一复杂场景内的导航可靠性和
体验。

在智能手机导航中，隧道内导航此前并
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案。用户驾车经过某些长
隧道时，通常由于山体遮挡导致卫星信号较
弱甚至接收不到，会发现导航难以准确运
作，出现定位不及时、漂移，甚至完全丢失等
状况。

据高德方面介绍，其隧道导航解决方案的
先进性在于能够基于智能手机端实现完整定位
能力。在过去，由于卫星信号遮蔽，手机导航在
隧道中通常使用“惯性导航”技术来为用户进行
引导，其基本原理是利用车辆的方向和速度，来
推算瞬时位置，以此实现连续自主式定位。但
由于推算过程是一个累加过程，定位误差会随
时间的延长而积累，且只能确定相对位置和航
向，应对更长且路况更复杂的隧道时，精确度便
会大幅下滑。

高德解决方案的核心在于自主研发的VDR
惯导增强定位技术。该技术整合了手机传感
器、路网、移动网络、卫星等多种要素进行混合
实时运算，得出精确性和稳定性更高的结果，
以应对单一卫星信号较弱时导致的定位不准
确问题。

凭借该解决方案，高德地图用户在驾车进
入长隧道时，能使用智能手机得到响应更及时、
精度更准确的隧道内定位，防止当隧道内出现
岔路时，由于导航无法及时响应导致的开错情
况；同时也能通过高德地图了解当前实时准确
的行车速度，防止出现超速等违章行为。 综合

高德地图“上新”
隧道内可精准导航

宝信软件车间里众多“宝罗”机器人正在被
集成、调试。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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