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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OCHA调查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 2019 WA-

IC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科技

部公布了最新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开

放创新平台名单，包括以智能供应链

为代表的京东、以基础软硬件为代表

的华为、以智能家居领域为代表的小

米等。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

发展再次迎来政策“红利期”。

机器人2小时搞定员工
1天工作量
在深圳福田区，黄女士来到小区

里的快递柜前取快递，这次她不是在

屏幕上输入取件码，而是看了看屏幕

上方的摄像头，快递柜就自动识别并

打开了柜门。黄女士说：“这个刷脸程

序，我认为还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人

们忘记带手机，就可以利用这个系统

来进行刷脸，可以及时取到快递。”

近年来，数据在物流行业的价值

正在变得越来越大，通过“大数据 +

人工智能”优化物流运输效率早已不

是新闻。在新零售时代，“线上线下一

盘货，服务产品一体化”将长期、全面

地影响物流业发展。未来依托共享 IT

（信息技术）平台，每一个人、每一辆

车、每一个闲置的仓储库房，都有可

能成为物流的共享环节，物流资源将

像云计算一样，按需付费，碎片化的

运力、仓储资源都有可能会参与到社

会化物流环节中。

曾经，10个员工，每天工作 8 小

时，能搬 10000-15000 件整箱商品。

现在，无人仓的机器人，2个小时就可

完成普通员工一天的工作量。这是新

一代无人仓诠释的科技力量。以京东

的“亚洲一号”为例，“亚洲一号”通过

在商品的立体化存储、拣选、包装、输

送、分拣等环节大规模应用自动化设

备、机器人、智能管理系统，来降低成

本和提升效率。

无人机送货不再只是作为噱头

的故事，而成为真实发生的行业变

化，它们为物流行业注入了新力量。

中国邮政、顺丰、京东等公司已经用

上无人机技术，并不断研发新产品。

消费者享受好服务好体验
行业专家认为，此次建设智能供

应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从上游看，

可以提升产业资源配置能力、协同能

力及服务支撑能力，帮助传统企业向

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从消费端看，意

味着消费者可以便捷享受到“好产

品”“好价格”“好服务”“好体验”甚至

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全方位满

足现代消费者的所有需求。

在其他行业里，一般认为市场的

竞争者越多，对消费者越有利。但特

定的物流场景采用集中托运具有实

质性好处。根据一项估计，欧盟物流

业效率每提高 10%到 30%，就会为欧

洲物流业节约 1000 亿 -3000 亿欧

元成本。

目前很多物流公司也在尝试探

索采用智能化合作模式进行运营，许

多快递公司都和国家邮政公司以及

一些小型本地快递公司在最后一公

里的配送上建立合作关系。

华创证券交通运输行业首席分

析师吴一凡分析：“我们观察重点工

作中，包括启动第一批 15 个左右国

家物流枢纽布局建设，这会促进现代

物流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以枢纽

作为抓手，聚集物流资源，提供高效

服务，从而降低成本，提升区域企业

的竞争力，也可以促进制造业集群化

的发展。”

电商物流
重点聚焦“人机CP”

在任何物流模式下，劳动力永远

是关键因素，目前，从仓储到最后一

公里的配送，所有的物流环节都可以

实现自动化。智能物流的投入和建设

逐渐改变着未来物流行业的人才需

求结构，也为物流人的转型、成长提

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自 2016 年初

至今，京东物流通过云梯计划培养物

流精英。云梯计划因其极高的人才筛

选门槛、魔鬼式的训练方式等特点，

被称为“物流界MBA（工商管理硕

士）”。

每一次新技术的诞生都会让人

机关系进入一种新的平衡状态，人工

智能时代也是这样。让机器人配合员

工工作，不仅仅是体力、脑力上的增

加，而是协助人类以另一种全新的方

式去解决问题。2019 年，新的“人机

CP（couple，配对）”还将继续增加，关

注核心科技，更关注和从业人员的搭

配工作，各大电商物流企业仍然会进

行重点聚焦。

在过去两年里，各种黑科技以最

快的速度融入中国物流，但物流的本

质从未改变，对消费者不断变换的需

求和供应链效率的追逐依旧是每家

物流企业把握的核心。科技带来的改

变将不再局限于某个行业的某个场

景，而是供应链整个链条的方方面

面。 据新华网

进入 2019 年下半年，我国各大

手机厂商旗下 5G 终端产品的发布速

度明显加快：继中兴、华为、三星及

iQOO 后，来自小米、vivo 等品牌的

5G 手机也将于 9月起陆续上市。业

内人士预计，今年国内市场将迎来超

过 20款 5G手机，产品出货量有望突

破 500万台。

尽管如此，在首批发布 5G 手机

的厂商名单之中，却未见到魅族、锤

子、360等品牌的身影。日前，金立时

隔 9个多月再次宣布将上线新机，是

想借 5G 东风“涅槃重生”还是最后的

挣扎？5G 智能终端产业快速发展的

背后，留存给中小厂商的空间还有多

少？

金立一朝复活
能否“逆风翻盘”？
9 月 3日，有超过 9个月未曾更

新动态的“金立手机”微信公众号突

然“复活”，并宣布将于近期发布新机

M11/M11s。同日，已经下线许 久的

金立官网也被指已重新恢复了运作，

包括金立 M7、S11 等在内的多款旧

机型购买链接重新开放，可供消费者

直接下单购买。

从稳居国内一线手机品牌地位，

到被指无法如期偿还供应商款项，向

法院提交破产重组申请，金立经历了

漫长的黑暗。本次品牌时隔多月再次

上线，是否意味着其有意大干一场，

在手机市场由 4G 向 5G 转型的过程

中来一次华丽的转身？

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日前，有多

位专家公开表示，尽管品牌仍拥有一

定的价值和用户积累，但金立重启后

未来的发展前景可能并不明朗。中国

信通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国

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 2.20 亿部，

同比下降 5.5%，上市新机型数量同比

下降 39.1%。此外，据市场研究机构

Kantar World panel 统计，2016年苹

果和“华米 OV”（华为、小米、vivo、

OPPO）这 Top5 品牌已占据中国智

能手机市场份额的 79%，2017 年这

一数字升至 91%。曾经以“中华酷联”

（中兴、华为、酷派、联想）为主导的手

机市场格局被“华米 OV”取而代之。

然而，市场条件不明朗等外部原

因只是使得金立在手机行业“举步维

艰”的其中一个原因。此前，金立被指

因过度营销及投资而陷入资金周转

困难，直接导致无法如期清偿供应商

款项，从而使得品牌手机业务在渠

道、供应链等多方面受到制约。“金立

此次发布新品，其核心是为了偿还债

权人，而非重新争夺市场。”有 TMT

分析师表示，金立本次“复活”醉翁之

意不在酒，而可能只是借 ODM（原始

设计制造商）之手贴牌销售，实现“自

救”。

但无论如何，重返市场的金立不

仅要克服自身在资金运转等方面的

重重困难，还要在渠道、供应链、技术

及研发方面与“华米 OV”相抗衡。特

别在 5G 大潮加速来临的背景下，用

一系列竞争力稍显薄弱的 4G手机与

首批 5G手机对标，目前看来情况并

不乐观。

华米OV“强者愈强”
中小厂商难以“逆天改命”
目前国内头部厂商中除小米、

OPPO 外，华为、中兴、vivo 等都已发

布了旗下首款 5G 商用手机，其中价

格最低的仅需 3798 元。市场人士预

计，今年第四季度 vivo NEX 5G，小

米 9S 5G、华为 Mate 30 5G、OPPO

Reno 5G，以及来自荣耀、realme 等

品牌的全新机型也将上市，年内 5G

手机出货量或突破 500万台。“但如

果市场热情高，今年内 5G手机很可

能出货会过千万。”中国通信产业知

名观察家项立刚表示。

留心观察可以发现，自 8 月起率

先上市商用的 5G 手机大多来自“华

米OV”及其子品牌或子产品线。为何

魅族、360、锤子等中小厂商在首批商

用名单中集体失踪？记者了解到，这

背后除 5G 网络本身尚不够成熟，厂

商入局 5G迈出的步伐普遍保守等原

因外，技术、渠道、供应链资源缺乏等

因素亦占了主导。以核心供应链资源

为例，如今手机头部厂商中除华为、

三星可实现 5G 芯片自给自足外，其

余品牌仍需要从高通、联发科等处获

得支持，而中小厂商由于缺乏行业话

语权，预计获得企业 5G 技术支持的

难度更大。也正是因为蒙受了这样的

压力，360 董事长周鸿祎此前正式宣

布“退出这么可怕的市场。”

然而，5G 到来，焦虑的绝不只有

中小厂商。除华为外，小米、OPPO及

vivo 等一线厂商同样心怀忐忑。日

前，小米 CFO 周受资在第二季度业

绩发布会上坦言，每一轮通信技术的

升级都会有部分老牌厂商“掉队”，面

对 5G大潮，小米同样怀揣危机感，团

队内部正在加快调整速度，提前准备

好应对策略。

尽管如此，5G 时代下手机行业

的洗牌或许不会像 4G 时那么残酷。

记者发现，目前“华米 OV”四强鼎立

的局面已然形成，且深谙“主品牌 +

子品牌”战略的打法，在线上线下渠

道，高中低端市场乃至游戏玩家、女

性等细分市场上都有完整布局，更尽

可能多地投入了企业资源。“华米 OV

已经在 4G时代占尽优势，他们在 5G

时代很可能会把这种优势延续下

去。”某手机行业从业者如是说。

5G手机
真的像看上去一样“香”吗？

Galaxy Note10+5G 的 5G 性能

进行了全面测试，结果显示其能够实

现 1.6Gbps 的峰值网络速率，下载一

部时长 2 小时的电影只需不到 10

秒；但在使用 5G 网络状态运行一段

时间后，手机出现了明显的发热、掉

电现象，仅三小时就耗电超 60%，其

他 5G手机亦存在类似情况。

除此之外，目前中兴、vivo 等厂

商 5G 手机中采用外挂骁龙 X50 基

带芯片的方案亦不够完美。有业内人

士表示，曾在使用这类设备进行 5G

网络测试的过程中，发现“X50 基带

在 5G网上速度抓不上去，或者是数

据不能走 5G 通道的问题。”对此，

vivo 通信研究院总经理秦飞表示，5G

商用初期，信号不稳定的现象确实存

在，且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是

5G 初期的常态，是整个行业的常

态。”

此前，有业内人士指出，5G 覆盖

工作仍未完成，网络稳定性等仍待改

善。此外，5G智能终端设备结构设计

及配置性能方面，厂商亦有不小的改

进空间。

然而，无论成熟与否，5G 仍是手

机厂商们面向未来必要的储备技术，

也是今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据

Gartner 预测，到 2020 年，5G 手机

的年销量将会达到 6500 万部，届时

5G 将成为通信市场的主导技术环

节。“我们几乎是公司 70%、80%资源

都投入到了 5G研发中。”Redmi 品牌

总经理卢伟冰表示。可以想见，中国

手机厂商的 5G 军备战已然打响。

据新华网

记者 8日从第七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成

果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科博会共集中签约项目 105个，吸引

投资金额 923.75 亿元，其中 5亿元以上项目 39 个，比去年增

长近 20亿元。

本届科博会于 9月 5日至 8 日在绵阳科技城举行，围绕

协同创新、前沿关键技术、科技成果转化等热点问题，聚焦北

斗导航、信息安全、5G智能等新兴领域，重点展示了我国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最新成果及产品。

据四川省科技厅副厅长景世刚介绍，本届科博会展出了

上万件展品，我国自主研发的火星探测器、“中国科技城之星”

亚轨道运载火箭、高温超导磁浮车、5G+远程医疗、腾讯云、优

炫数据库等新一代“黑科技”产品纷纷登场亮相。

据悉，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内的 20

家院所和高校，亚马逊、微软、腾讯等知名企业在内的 687 家

国内外高新企业及机构，以及俄罗斯、奥地利、捷克、以色列等

38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

由科技部和四川省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绵阳）科技城国

际科技博览会，是四川省对外交流、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自

2013 年创办以来，科博会已吸引 61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累

计签约项目 3066个、吸引投资 6454.08 亿元。 据新华社

智能物流激活“最后一公里”

5G 手机落地，中小厂商难了

京东的“亚洲一号”智能物流仓库内，地狼机器人正在忙着“拣货”。资料图片

第七届科博会集中签约超 900亿元

比去年增长近 20 亿元

房企半年报：“造血”能力待考

“现金流”、“回款率”，成为这个“房企半年报季”的热词。

往年财报季，房企销售额大小、土地储备是否雄厚、营收净利

增长水平等指标往往是关注焦点。如今，融资环境不断收紧，

考验的便是企业自身的“造血”能力。

上半年标杆房企回归一二线
2018 年下半年起，三四线城市棚改货币化安置部分收

紧，楼市整体成交也随之下滑。今年上半年，房企在各自布局

三四线城市加速出货，这也导致部分房企上半年销售均价下

降。在拿地区域选择上，“聚焦一二线”也成为房企普遍选择。

热门三四线城市仍然受到关注，但与过去几年相比，企业的态

度已趋于谨慎。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19 年上半年万科、旭辉、融创、中

海等房企七成以上的住宅土地布局在一二线城市。数据显示，

2019年上半年，全国标杆房企拿地变化明显，18 家标杆房企

2019 年拿地已经高达 10031 亿，其中一二线拿地金额高达

7349.49 亿，占比高达 73.27%，这一比例也是最近几年的高

点。

曾经重仓三四线的标杆房企热情下降，布局纷纷回归一

二线。一方面，由于棚改接近尾声，三四线及下城镇未来购房

需求会出现明显下降，过于激进在三四线拿地未来风险性会

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从目前二线城市人才引进政策来看，对

于人才的吸引力远大于三四线城市，未来三四线城市新增居

住人口增长也会明显弱于二线城市，同步导致房企退出三四

线城市。

除了恒大、碧桂园等下沉幅度较深的大型房企及区域性

房企外，多数大中型房企的布局重心都以一二线城市和核心

城市圈为主。其中，阳光城、中海、雅居乐、奥园等房企认为一

线城市及以一线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在未来始终是中国经

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拿地区域主要聚焦在一二线城市，以及二

线核心省会城市。

下半年以高周转缓解融资难
上半年，回归一二线成为了房企主旋律，在目前融资政策

持续收紧的大环境下，没有了外部资金的支持，如何自食其力

成为了房企下半年的课题。

毋庸置疑，房企最主要的盈利方式是房产销售，想要保持

资金状况，下半年房企仍需要靠高周转及大规模出货来维持

企业生命。

面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高压态势，房企不得不继续保持

快拿地、快建设、快销售的高周转方式，进而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称，“房地产是一个对政策变

动十分敏感的行业，尤其是近几年的限价限购、融资端收紧使

得此前‘低周转’所带来土地红利的策略变得不再可行，加上

房企的‘降负债’大趋势，企业若想继续保持甚至进一步提高

资本回报率，不得不寄希望于加快周转速度。”

同时，“造节”作为房企上半年的营销手段，以自身项目销

售为目的，为部分房企带来了实质性收益，助力实现高周转的

同时，提升企业知名度。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仍会有

房企延用这个方式为自己创收，“造节”的力度和时长都呈增

加趋势。同时，部分房企为了加快资金回笼，防止自身产业囤

积，会不惜以打折的方式，以求迅速出货，保证现金流稳妥。

除此之外，恒大、荣盛、碧桂园纷纷启动“全民营销”，实现

线上与线下多平台互动，从而扩大自身影响力来拓客并实现

下半年利润增长。

对于大悦城、龙湖、新城等拥有商业地产的房企来

说，精准解读消费者需求，进行精细化运营也是企业可持续增

收的方式之一。

房企盈利除了取决于周转速度、资金回笼，成本管控能力

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

“要想获得合理的利润，最有效的方式便是降低开发成

本。通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是房企成本的重要

组成部分，‘降三费’也是房企控制企业成本，提高盈利的主要

方法。”克而瑞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汪慧称，因此，针对开发周

期长、资金流量大、流程多的房地产企业来说，下半年，需要拥

有严格的成本管理制度，向低负债、低杠杆、低成本、高周转的

“三低一高”模式转型，从而实现“高盈利”的目标。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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