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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降价

记者观察到，此次苹果官网的促销政策超过
以往，其中多个机型最高可立省500元，MacBook
系列最高可立省800元，iPad系列机型最高可立
省400元，AppleWatchSE可立省200元。

虽然这是官方让利规模最大的一次，恐怕还
是难掀起多大水花，相比第三方平台，苹果的降
价多少显得“不痛不痒”。记者在第三方平台看
到，拼多多百亿补贴下128G的iPhone15最低价
只需要4598元，苹果京东自营店128G的iPhone
15为5199元，而该机型苹果官方价格为5999元，
也就是说即便降价之后，其也远高于拼多多上的
售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用户已经习惯了在
第三方渠道购买，另有少部分受访者表示优先选
择官网渠道，因为该渠道能保证14天无理由退
货，对于招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花呗分期
等支付方式实行24期免息分期，有大学生用户对
记者表示，只有想买旗舰机型例如iPhone15
ProMax的时候才会选择官网分期付款，标准版
相对而言售价不高，“没必要分期，而且也没什么
吸引力。”

实际上，近年来苹果几乎是每年都有官方促
销。优惠券、限时立减等活动频频推出。

供不应求

与iPhone1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为Mate
60，后者发布时间比前者早了半个月，但至今仍

基本处于短缺状态。
记者在淘宝等平台看到，华为Mate60的供

应仍颇为紧张，在淘宝华为官方旗舰店内，乐臻
版Mate60全部缺货，其中黑色、青色和银色供应
较为充足，但即便这样，上述三款手机的12GB+
256GB、12GB+512GB仍然买不到现货。此外，
即便是有货的手机，该店铺也标注着付款后30天
内发货。

在淘宝、京东上的经销商店铺内，华为Mate
60也只是部分有货，青色和黑色机型比较容易买
到，至于其他机型，工作人员表示也不知道什么
时候来货，至于Mate60RS非凡大师系列，连工
作人员称其从来没拿到过现货。

采访中有经销商表示，现在手机发售即断货
已经成了常态，不仅是华为Mate60，小米、vivo、
OPPO的旗舰机型都需要加价才能拿到，而且打
包销售的情况很常见，有些经销商拿手机壳、钢
化膜与手机本身做成一个套餐，消费者必须全套
购买，溢价往往在500元至1000元间。

供不应求的状态背后，是否有人囤积居奇？
经销商表示，手里有货的人肯定会观望风向，越
涨越不卖，即便要卖的话，也几乎是一台手机一
个价，不会整批出货。当然价格回落也有明确的
时间点，那就是等品牌官网或线下门店大批现货
到货，或者不受限制地接受用户预订开始，其他
渠道的价格才会回归合理区间。

价格起落背后

在业内观点看来，无论是苹果手机频频降

价，还是华为手机供不应求，在这背后经销渠道
总扮演了那只“看不见的手”。

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表示，一般来
说，手机厂商不可能也没能力直接控制下游
售价。包括苹果在内的手机品牌，其通常做
法是，严格管控、审查经销商的资质，尽可能
不让无资质的商贩得到货源。至于价格方
面，虽然涉及机密，具体数字难以公开，但手
机厂商给到经销商的价格肯定远远低于市场
零售价。

不过品牌和经销商之间也会打架。专家
指出，iPhone15官网降价的速度追不上第三
方便是一个例证。长期以来，iPhone在国内
一直定位在高端市场，不会为了增加出货而
损失品牌形象，所以在降价动作上，苹果一直
较为“矜持”，但电商平台对此并不在乎，相
反 iPhone在网上的售价越低，越是让消费者
觉得该网站议价能力强，能给消费者带来实
惠，这对淘宝、拼多多等电商来说无疑是很好
的宣传。

除了在品牌定位上的分歧，在利益上，经销
商和品牌之间也可能产生分配不均的情况。在
采访中有经销商表示：“新手机上市的两个月以
内，根本别想从官方买到，因为他们那里根本
没货。”另有“黄牛”表示：“从大经销商处囤货
倒卖已经是行业‘潜规则’，不然我们手里的货
从哪来。”

在专家看来，手机供应链的灰色地带难以
避免。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表示，手机这种产
品的特性，就决定其必须依赖分销网络，而不
可能完全直销，因为对品牌而言，最重要的是
尽可能全方位、无死角地覆盖市场，即便品牌
能在大城市设立直营店，但县、乡、镇一级的
市场，仍然需要分销商推动。如今各大品牌
均有平价产品条线，而下沉市场正是其必争
之地。

专家指出，在这种背景下，经销商帮企业承
担了品牌宣传、库存调节、市场反馈多重责任，
产品收入也理应由各方分润，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品牌与渠道商还要在博弈中不断寻求平
衡点。

据《北京商报》陶凤 王柱力/文

“大小兼顾+机敏灵活”制造业加速“智”变
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的主攻方

向在于智能制造，而智能工厂正是数字
化转型的主阵地、主战场。近日，上海市
经信委公布了2023年度市级智能工厂拟
入选名单，共77家企业拟入选。这份名
单中，既能见到生产航空航天、电气设
备、汽车零部件等高端制造领域“大国重
器”的重型工业生产商，又囊括了生产调
味料、中成药、薯片等市民生活中稀松平
常的生活必需品品牌。

“大小”兼顾又机敏灵活的智能工
厂，内部到底是怎样的生产景象，各种设
备是如何运作的，记者近日就走访了多
家企业，一探究竟。

业界简报

我国首次实现星间激光
100Gbps遥感影像传输

近日，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
光卫星”）发布消息称，该公司近期利用自主研制
的“吉林一号”平台02A01星、平台02A02星，成功
开展我国首次星间激光100Gbps超高速高分辨遥
感影像传输试验，该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长光卫星是中国第一家商业遥感卫星公司，
“吉林一号”卫星星座是长光卫星在建的核心工
程，目前已成功实现“百星飞天”的阶段性目标，
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航天遥感信息来源之一。

随着星座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的不断提
高，如何进一步提升数据回传的时效性成为大型
遥感卫星星座面临的共性问题。为此，长光卫星
组建攻关团队，自主研制星间激光通信终端，稳
步推进星间激光通信关键技术的验证工作。

据介绍，该星间激光通信终端支持同轨星间
通信、异轨星间通信和星地通信等多种通信模
式；在通信体制设计上，具备非相干体制和相干
体制数据传输两种方式，最高支持速率分别达到
10Gbps和100Gbps。 据《中国电子报》齐旭/文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
去年产销实现高增
中汽协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FCV

（燃料电池汽车）产销量约为5600辆和5800辆，
分别同比增长55.3%、72.0%。其中，2023年12月
份FCV产销量约为1300辆和1500辆，分别同比
增长98.8%、149.1%，产销均实现较高增速。

尽管增速较快，但2023年全国FCV的总销
量仅有约5800辆，而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总
销量达到949.5万辆。相比之下，燃料电池汽车
产销的总销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业内人士
看来，受技术、成本等方面的限制，燃料电池至今
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目前相关成本还是太高了，限制了氢燃料
汽车的推广。行业首要还是得把成本降下来。”
武汉理工氢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明星表示。

不过，有券商认为，伴随各地政策细则出
台与补贴落地，FCV产销有望持续高增长，
2024年氢能及燃料电池行业将进入放量提
速期。 据《证券日报》徐一鸣/文

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
完成超3万个运算任务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
获悉，截至1月15日上午10时，我国第三代自主
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为全球用户成功
完成33871个运算任务。全球60多个国家远程
访问“本源悟空”人次突破35万次。其中，来自美
国用户访问次数位居境外访问第一。

1月6日，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
“本源悟空”上线。随后，“本源悟空”向全球用户
限时免费开放，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本源悟空”由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源量子”）自主研发，
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可编程、可交付超导量子
计算机。

本源量子副总裁、本源量子计算云平台负责
人赵雪娇介绍，截至2024年1月15日上午10时，
全球远程访问“本源悟空”的人次已突破35万次，
且在不断增长。从登录用户看，美国、保加利亚、
新加坡、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等全球61个国家的
用户均远程访问了“本源悟空”。

“本源悟空”操作系统研制团队负责人、安徽
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窦猛汉介绍：“本源悟
空”目前共收到全球量子计算运算任务37666
条。目前已成功完成了其中33871个运算任务，
其余运算任务正在有序排队中。

本源量子是中国第一家量子计算公司，发源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目前，本源量子已向中国
用户交付使用了第一代、第二代自主超导量子计
算机。 据《科技日报》吴长锋/文

破解排产管理难题

工程师在车间轻点鼠标，不远处的生产线立
即收到指令：焊接、喷漆、贴膜、打包……随着一
台台黄色的机械臂在产线上下翻飞，不一会，用
于电梯组装的结构件便全新下线，等待出库。与
此同时，运输物料的AGV小车不停穿梭在生产
车间和立体料库之间，持续为生产线补充原料。
在中控室的大屏上，整个工厂的温度、湿度、排产
情况、原料储备数量等各项参数实时展示，工作
人员可以轻松掌握工厂的总体运行情况。

这样的场景在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的日立电
梯智能化工厂中已是随处可见。

“客户订单管理与排产是制造业较为繁琐的
日常信息流工作，传统的人工排产流程效率低且
极容易出差错。”该工厂负责人介绍，日立电梯通
过在智能工厂中引入先进的算法模型，自动生成
多种排产方案，形成详细的生产作业方案。另
外，通过布置在各类设备上的传感器，可以实现
对生产线的实时监控，实时反馈的生产数据还可
以让生产管理人员快速做出生产决策，持续优化
生产流程。

眼下，日立电梯的智能生产场景正在被更多
工厂“复制”。

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海已累计
建成19家国家级智能工厂，100家市级智能工
厂，完成1000多个智能制造场景推广和落地，
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工厂测评率超70%，其
中浦东、嘉定、松江率先实现100%全覆盖。全
市智能工厂生产效率平均提升50%以上，运营
成本平均降低30%以上，带动单位增加值能耗
累计下降13.8%。

智能工厂的“标配”——智能机器人也在不
断夯实数字化底座。通过发布智能机器人标杆
企业和应用场景推荐目录，上海已带动1万台新
增机器人走进智能工厂，并成为全国首个机器人

密度纳统城市，重点产业机器人密度达383台/万
人，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数字化让产品质量显著提升

麝香保心丸、胆宁片、正气片这些家庭药箱
中常备的药品，其背后的生产商正是和黄药业。
自1958年由沪上四家百年药店雷允上、胡庆余、
童涵春、蔡同德合并以来，该企业已经走过了65
个年头。

可这个“上了年纪”的中药房里并没有传统
印象中的烟雾缭绕，如今，和黄药业的厂区已全
面实现了智能化。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及物联
网传感器，这里的中成药工厂实现了药品全生命
周期数字化控制：依托智能工厂建设和实际业务
的有效结合，实现药品的全生命周期管控；通过
数字化生产过程控制，保证中成药的品质稳定均
一；通过质量管理系统和质量检验系统，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

不仅是药品，食品生产领域同样需要依靠智
能化助力。

始建于1913年，前身为蛋品加工厂的益民食
品一厂，自2019年起便积极投入到生产线的智能
化转型中。该企业通过在产线中引入智能化、可
视化系统，对生产工艺参数实时监控，对生产数
据进行全面记录，从而大幅提高产品合格率，保
证商品以高标准交付到顾客手中。

不仅如此，产线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也大大缩
短了产品研发的周期，生产端还会根据实时反馈
的数据，随时调整生产计划，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种类更丰富、形式更多样的产品选择。

目前，上海正以智能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据统计，该市1000余家已开展智能
化技术升级改造的企业中，数字化设备、工业机
器人等智能装备应用占比约35%，投资额占比约
54%。通过加快培育一批国际一流智能制造集成

商，拉动该市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工业总产值突破
600亿元，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
元，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智能制造系统集成
解决方案输出地和智能制造核心装备产业聚集
区之一。

生产线上零件可以自己制造

可不要小看工艺看似简单的“炸土豆片”，其
中的“智能”化含量可不比网友追剧时时常与其

“同框”的平板电脑低。近年来，厂区位于上海松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持续加大智能产线研发投入，已经建成了拥有8
条产线、年设计产能约8吨、拥有自动化立体仓库
的智能薯片工厂。

依托先进的过程控制系统，通过建模数据分
析、实时优化和预测控制等技术，该企业打造了
精准的土豆原料自动检测挑选系统和全自动薯
片包装、称重及装箱系统，实现了薯片生产全流
程的智能化。

更让人叫绝的是，百事公司创新性应用了行
业内领先的3D打印技术，从而达到了节约生产
成本、缩短备件货期的目的。通过3D建模技术
及逆向扫描技术，可以设计打印出符合生产场景
的定制化零部件，不仅降低了产线的生产优化成
本，也提升了产线应对定制化生产要求的能力。

今年，更多突破想象的智能工厂或许将陆续
面世。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国
家智能工厂建设标准，今年将新建设70家市级
智能工厂。聚焦重点产业，实施“智能工厂+”行
动，促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生产制造全过程、供
应链全环节的系统优化和全面提升，力争今年
新建智能工厂中达到示范性（L3级）和标杆性
（L4级）比例超70%，让智能制造成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之一。

据《工人日报》裴龙翔/文

苹果降价华为加价 谁在“导演”手机价格战
近日，苹果中国官网发布活动预告，将于1月18日至21日开启“迎新春限时优

惠”。苹果称在活动期间，使用符合条件的支付方式购买指定产品，最高可省800
元。虽然优惠力度不小，但仍然赶不上电商平台，或许在出货上难以掀起水花，更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iPhone15频频降价的同时，去年发售的华为Mate60仍然供
不应求，一些渠道仍需要加价购买。

在业内专家看来，无论是苹果降价还是华为加价，背后都有经销商的身影，一
方面品牌需要经销商延伸其“触角”；但另一方面，双方在价格上也经常打架，在博
弈中寻求平衡已成为常态。

2023年智能手机市场
苹果全球销量位居第一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昨日，市场调
查机构IDC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3年苹果成
为智能手机全球销量第一。这是苹果有史以来
第一次包揽年度第一的宝座，而且是自2010年以
来，首次有三星以外的公司夺得头把交椅。

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排名前五的厂商
依次是苹果、三星、小米、OPPO和传音。2023年
全年，苹果手机出货量达2.346亿台，市场份额占
比20.1%；三星出货量为2.266亿台，市场份额为
19.4%；小米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三，出货量达
1.459亿台，占比12.5%。其次是OPPO和传音，
分别排名第四、第五，出货量和占比依次为1.031
亿台、9490万台，8.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