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责编：李旭超 美编：王瑶 审校：刘璇 电话：68068209

2023.9.8科创

应用场景渗透生活 可穿戴设备市场回温
■TMT快报

技术优势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智能驾驶智能驾驶““中国方案中国方案””加速出海加速出海

可穿戴设备作为重要的移动终端
产品，拥有巨大的潜力市场，无线耳机、
智能手表等产品早已融入个人智能设
备生态。与此同时，XR产品也成为可
穿戴设备领域的新“风口”。今年以来，
以苹果为代表的电子厂商们，对该市场
愈发重视，不少重磅新品陆续发布。

市场调研公司GFK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个人可穿戴设备市场整体销售
额为616亿元，其中成人腕间穿戴设备
占283亿元，立体声耳机占313亿元，
XR设备占20亿元；而TWS设备（真无线
耳机）在整体销售额中占比77%，约为
241亿元。

报告表示，个人穿戴设备的应用场
景已渗透到了生活中的各个环节，不仅
纵向功能更加深化，横向领域也逐渐丰
富。在运动、工作、娱乐、健康监测、外
观等多方面都不断成长，整体市场回归
到增长态势。

智能手表专业化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数据显示，
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表出货量同比下降
28%，环比下降16%，达到过去12个季度以来的
最低水平。

针对智能手表今年第一季度的表现，
Counterpoint认为，疫情之后由于整体消费信
心尚未恢复等原因，所以市场整体表现不佳。另
外中国消费者对于智能手表已经过了尝鲜阶段，
在中低价位段同质化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消费者
对此价位段智能手表的需求在萎缩，对出货量表
现有所影响。

但是，业内预计智能手表市场今年整体保
持平稳。Counterpoint预测，智能手表下半年预
计会有所回升，拥有更精准健康监测功能以及
更专业的运动监测功能的产品会进入市场，预
计中国市场2023年全年出货量会与2022年基
本持平。

从第二季度数据看，市场已经有所回暖。
Counterpoint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第二
季度中国智能手表出货量增长5%，市场整体有
所复苏，Counterpoint表示，第二季度的假期出
行与“6?18”购物节提振了消费者的需求，使得市
场表现高于预期。

第二季度中国智能手表出货量排名前五的
企业分别是华为、小天才、苹果、小米与OPPO，分
别占据了39%、21%、13%、8%、2%的市场份额。
其中，华为新推出的Watch4与Watch4pro带
动了品牌出货量同比增长了58%。

小米的出货量则同比下降了15%，消费者对
入门级产品兴趣的减弱使得小米市场份额表现
不佳。Counterpoint指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正在被更智能的手表机型吸引，这些设备有更精
确的健康监测、更多的运动追踪与指导功能。自
AppleWatchUltra发布以来，高端市场的份额
一直在增长。”

健康监测成为了智能手表未来发展的重
要方向，将积极推动智能手表产业的发展。更
丰富的监测功能、更准确的监测结果、更友好
的监测方式，将成为新产品吸引消费者的三大
亮点。

据TechInsights预测，2023年-2028年，全球
智能手表的平均售价将下降，到2028年全球智

能手表收入预计将达到350亿美元。

个人智能音频设备出货量回升

市场研究机构 Canalys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第二季度，全球个人智能音频设备（包
括TWS设备、无线头戴设备、无线颈挂设备）出
货量有所回升，达到9568万部，第二季度仅下
滑了2%，基本追平去年同期。其中，TWS市场
增长8%，出货量达到6816万部。GFK报告称，
这也是TWS销售额近五个季度以来的首次正
增长。

其中，苹果出货量增长2%，以26%的市场占
有率位居全球个人智能音频设备厂商第一。三
星则受益于JBL入门级TWS推动，整体出货增长
3%，以9%的市场占比位居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本土厂商boAt凭借其
性价比优势冲入全球前五，出货量同比增长
38%，以7%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三。小米以5%的
市场份额位居第四。OPPO（包括一加）位居第
五，出货量同比增长25%。

而中国个人智能音频市场2023年第二季度
排名前五的厂商分别是小米、苹果、华为、漫步者
与OPPO，排名第一的小米出货量同比增长10%，
占据了15%的市场份额，苹果则以14%的市场份
额紧随其后，华为在各厂商中增速最快，出货量
同比增长了27%。

小米今年在个人智能音频设备领域的增长
主要靠高性价比的中低价位产品驱动。记者在
线下走访小米门店时得知，价位400元左右的
RedmiBuds4Pro系列是较为畅销的款式，其
与哈利波特联名的定制款RedmiBuds4Pro热
度更高。

TWS由于技术比较成熟，对于中低价位段的
产品的需求会更高。消费者对于更长续航的产
品有换机需求，同时由于TWS在佩戴和取下的过
程中有丢失的概率，这也会带动一部分需求。综
合来看，下半年TWS还是会有增长。

针对无线耳机领域可能出现的新卖点，软件
层面可能会有结合AI搭配实时翻译等语音功能
的出现，以及不入耳的OWS耳机，作为新形态对
一些消费者可能更友好。

GFK数据也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非入耳型
耳机在TWS领域销量份额占比12%，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开始青睐非入耳的产品，注重自身的耳部
健康。

XR设备阶段性遇冷

除手表和耳机之外，虚拟现实（VR）头显也
是备受关注的可穿戴赛道，尤其是今年苹果推出
首款MR（混合现实）产品后，市场在争议中引来
新一波热潮。根据Counterpoint公布的追踪数
据，包括增强现实（AR）和（VR）在内，2023年第
一季度全球扩展现实（XR）头显的出货量同比下
降33%。“元宇宙”概念带来的XR产品热在今年
有所冷静，GFK报告也指出，受疫情结束，正常工
作学习场景逐渐恢复的影响，XR市场的销售量
与销售额同比均呈现下降趋势。

据Counterpoint数据整理，在全球XR厂商
方面，Meta凭借着Quest系列的持续良好表现，
以49%的份额领跑市场，索尼则以新品PSVR2带
动增长，以32%的份额排在第二位。紧随其后的
是PICO、大朋VR、HTC，它们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7%、6%、1%。

作为普及度尚有限的个人智能穿戴设备，
XR产品市场发展的痛点主要在于价格与使用场
景。GFK数据显示，随着XR设备软硬件技术的
发展以及XR生态的持续优化，XR一体机与AR/
MR设备的主要销售价段位都处在2000元至
3000元，更低的价格也是促进XR市场规模化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XR产品目前的使用场景较为有限，这也是
XR市场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提升用户体
验与拓宽使用场景也是推动XR头显出货量增长
的重要方面。未来的可穿戴设备主要应用场景
可以有医疗健康领域、运动领域、娱乐领域、教育
领域与生活领域。

在医疗健康方面，可以期待新产品在多场景
下实时健康监测，以及为用户提供相应的健康管
理建议；以更先进的显示技术，根据不同消费者的
偏好提供更有沉浸感的娱乐体验；或协助相关教
育机构，实现更实时、独立场景下的远程教育等。

可以看到，在XR生态构建逐步完善的愿景
下，XR产品仍然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XR
设备赛道将开启新一轮的竞争角逐，XR产品的
出货量在可穿戴设备类别中的占比也有望日趋
提高。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

9月4日至9日，2023年德国国际汽车及智
慧出行博览会（以下简称“慕尼黑车展”）在德国
慕尼黑举办。数据显示，参加此次慕尼黑车展
的中国企业有50余家，是上一届的两倍。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慕尼黑车展，元戎启
行、禾赛科技、轻舟智航等一众智能驾驶相关企
业均提及了出海计划。

中国汽车出口市场规模在迅速壮大，技
术优势、品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中国汽
车产业正在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迈进，国
际汽车市场上将会出现越来越多中国品牌
身影。

积极抢占海外市场

展会开幕式当天，元戎启行CEO周光宣布，
公司正在为技术“出海”做准备，德国将会成为
出海的第一站。

对于为何选择德国作为出海第一站，周光
表示：“德国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市场，这里是
汽车的诞生地，汇聚了多家头部跨国车企。如
今，随着智能驾驶浪潮来袭，汽车行业面临转
变，车企正在迫切地追赶智能化变革的浪潮。”

据了解，目前元戎启行正在与多家国际车
企进行技术接洽。2024年将在德国设立欧洲运
营中心，同步发布海外版的DeepRoute-Driver
3.0方案、D-PRO和D-AIR两款智能驾驶产品、以
及智能驾驶轻卡。

激光雷达企业禾赛科技的超高清远距激光
雷达AT128首次亮相慕尼黑车展，但其却已赋
能多款量产车型，并在德国、挪威全面开售。今

年上半年，禾赛科技积极布局欧洲量产车市场，
并于今年获得TISAX最高等级AL3评估标签，
通过了欧洲汽车供应链严苛的准入要求。

轻舟智航联合创人兼CEO于骞表示，在智
能汽车时代，不仅要有中国品牌，也要有中国方
案。公司正在与产业上下游企业通力合作，共
同把握智能汽车时代产业升级转型的重大契
机，让中国的智能驾驶方案成为全球汽车产业
智能化浪潮下的重要力量。

机遇与挑战并存

IDC中国研究经理王博表示：“驾驶辅助功
能在中国汽车市场的渗透率在最近几年快速上
升，消费者愈发习惯与车机相互配合的驾驶模
式，为智能驾驶在现实场景中的落地提供了良
好的市场环境。中国智能驾驶产业上下游技术
不断走向成熟。尤其在过去一年中，以大众为

代表的头部海外车企与中国智能驾驶产业上下
游供应商及整车企业的合作进一步加深，标志
着整个汽车行业对中国智能驾驶技术的认可，
以及传统汽车产业开放性的增强。”

目前来看，除欧洲外，东南亚、中东、非洲也
是中国汽车品牌的重要增长极。

7月3日，阿联酋批准了首个自动驾驶路跑
牌照，并将其授予了文远知行。据悉，这也是中
东乃至全球首个国家级全域自动驾驶路跑牌
照，获此牌照的文远知行将在阿联酋开展各类
自动驾驶车辆的测试和运营。

王博表示：“在国内出行市场的落地与实践
使智能驾驶软件提供商得以在数据流、业务流等
方面形成闭环，为出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认为，中国新
能源车位居世界前列，在全球形成了庞大的产
业生态，第三方智驾软件开发商有足够宽阔的
视野来提升自身水平，技术开发能力相对处于
高位，能够满足许多“电动车产业不发达”市场
的需要。

然而，王博表示，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依然
需要面临不同国家在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方
面不同的技术标准，以及痛点各异的驾驶环境。

对此，元戎启行表示，为适应德国市场，公
司按照德国路况与用户的驾车习惯对系统进
行了本地化调整，如强化了前向碰撞预警、自
动紧急制动、紧急转向辅助等功能，也专门针
对转弯让直行、辅道让主道、未进入环岛让已
进入环岛等德国路权规则优化感知与决策规
划算法。

据《证券日报》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人员开发了
一种3D打印的新型生物工程材料，可提供可持
续和环保的解决方案来清除水中的污染物。

这种去污材料由一种以海藻为基础的聚合
物和细菌组合而成，这些细菌经过基因工程改
造，可产生一种酶，能将各种有机污染物转化为
良性分子。这些细菌还可在茶碱分子存在的情
况下“自毁”，茶碱通常存在于茶和巧克力中，这
提供了一种在“完成任务”后清除细菌的方法。

研究共同负责人、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纳
米工程教授乔恩?波科尔斯基表示，研究的创新
之处在于，将聚合物材料与生物系统配对，创造
出一种活性材料，这种材料可发挥功能，并对刺
激作出反应，而普通合成材料无法做到这一点。

研究人员使用了藻酸盐，将其水合制成凝
胶，然后与一种名为蓝藻的水生光合细菌混
合。研究人员利用3D打印机对混合物进行打
印。在测试了材料的各种3D打印几何形状后，
研究人员发现，格子状结构是保持细菌存活的
最佳结构。所选形状具有较高的表面积与体积
比，这使得大部分蓝藻能靠近材料表面以获取
营养、空气和光线。

基因工程改造的蓝藻不断产生一种名为漆
酶的去污酶。研究表明，漆酶可用于中和来自
双酚A、抗生素和染料中的多种有机污染物。

研究人员证明，新材料可用于净化靛红染
料，这种染料广泛用于纺织行业中对牛仔布料
的染色过程。在测试中，新材料能使含有染料
的水溶液脱色。

研究人员还开发了在污染物清除后消除蓝
藻的方法。他们对细菌进行基因改造，使其对
茶碱分子产生反应。这种分子触发细菌产生一
种蛋白质以破坏它们的细胞，如同一个“自毁装
置”。这种方式可减少人们对转基因细菌长期
存在于环境中的担忧。 据《科技日报》

3D打印活性材料
可清除水中污染物

联发科与台积电昨日共同宣布，联发科首
款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生产的天玑旗舰芯片
开发进度十分顺利，日前已成功流片，预计将在
明年量产。联发科与台积电长期保持着紧密且
深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充分发挥各自在芯
片设计和制造方面的独特优势，共同打造拥有
高性能、低功耗特性的高能效旗舰芯片，赋能全
球终端设备。

联发科总经理陈冠州表示：“联发科在拓展
全球旗舰市场的策略上，致力于采用全球最先进
的技术为用户打造尖端科技产品，提升及丰富大
众生活。台积电稳定且高品质的制造能力，让
MediaTek在旗舰芯片上的优异设计得以充分展
现，以高性能、高能效且品质稳定的最佳芯片方
案提供给全球客户，为旗舰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
用户体验。”

台积电3纳米制程技术不仅为高性能计算和
移动应用提供完整的平台支持，还拥有更强化的
性能、功耗以及良率。相较于5纳米制程，台积电
3纳米制程技术的逻辑密度增加约60%，在相同
功耗下速度提升18%，或者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
低32%。

联发科一直基于业界领先的制程工艺打造
Dimensity天玑旗舰芯片，满足用户在移动计算、
高速连接、人工智能、多媒体娱乐等领域不断升
级的体验需求，赋能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汽
车等各类设备。联发科首款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
程的天玑旗舰芯片将于2024年下半年上市，为新
世代终端设备注入强大实力，引领用户体验迈向
新篇章。 综合

联发科3纳米芯片
预计2024年量产

近日，中国移动携手中兴通讯、是德科技共
同完成国内首次运营商NR-NTN低轨卫星实验室
模拟验证，支持手机卫星宽带业务。

NTN（non-terrestrialnetwork，非地面网络）
作为地面蜂窝通信技术的重要补充，是手机直
连卫星的技术路径之一。NR-NTN是NTN技术
的分支，指采用5GNR框架来实现智能手机直
连卫星。

本次测试验证采用3GPPR17NR-NTN国际
标准，实现了端到端全链路贯通及数据传输验
证，其成功的意义在于，验证了手机等消费电子
设备直接连接卫星的可能性。

手机直连卫星，即在地球任意地点，无须大
型地面设备或地面基站中转，仅凭一部智能手机
就能与人造卫星连接，卫星负责接收和转发信
号，并对信号进行放大，使人们在地球任何地方
都可以进行移动通信，不受环境、距离的影响。

2023年5月，中国移动还率先完成了国内首
款5GIoTNTN（NTN技术的另一个分支）手机直
连卫星实验室验证，支持双向语音对讲和文字消
息，同时开展二期验证优化，全面提升高轨手机
直连卫星落地能力。 据财联社

中国移动完成
手机直连卫星模拟验证

第二季度全球真无线耳机

出货量增长8%

第二季度中国智能手表

出货量增长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