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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血鸿蒙

鸿蒙的这次进阶，可谓是一次革命性的
版本更新。

相比前代鸿蒙，本次更新最大的特点莫
过于“进阶版”鸿蒙将仅支持鸿蒙内核及鸿
蒙系统的应用，不再兼容安卓应用，也不再
支持打开 APK 文件（安卓系统应用程序
包）。为此，该版本鸿蒙也被业界人士称为

“纯血鸿蒙”。
这样的更新，昭示着华为与安卓“割席”

的决心。余承东在近日举办的鸿蒙生态千
帆启航仪式上表示：“长期以来，像Linux内
核、编程语言等操作系统的软件根技术发
展，都是由国外公司主导。万物互联时代，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研发自己的
操作系统，我们全面突破操作系统核心技
术，从操作系统内核、文件系统到编程语言、
AI框架和大模型等等，向下扎到根，形成了
自己的一整套核心技术，为生态建设打下了
坚实的底座。”

不仅余承东对“进阶版”鸿蒙充满信
心，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也充分表现了其

对鸿蒙系统的看好。周鸿祎表示，未来终
端操作系统可能仅有三套，而鸿蒙有望跻
身其中。

据华为方面消息，1 月 18 日 Harmon-
yOS NEXT 开发者预览版已可下载，Har-
monyOS NEXT（鸿蒙星河版）开发者预览版
即日起面向开发者开放申请，将在2024年第
二季度启动开发者Beta计划。2024年第四
季度，HarmonyOS NEXT 将推出商业版。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该商用版将有可能搭载
在华为Mate70手机上。

生态鸿蒙

“16%的操作系统市场占有量是个分水
岭，超过这条线，就可以认为不会被市场淘
汰。”早在2021年，曾担任华为消费者业务软
件部总裁、鸿蒙负责人的王成录就为鸿蒙提
出了“16%市占率”的目标。

三年过去，当前鸿蒙系统距离目标实现
还有多远？

据第三方调研机构 CounterPiont Re-
search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度，
鸿蒙操作系统在国内占比已经达到13%，而

同期，iOS系统国内市场份额仅以1%的优势
领先，占比 14%。余承东透露，目前鸿蒙生
态设备数量已超8亿台，原生应用版图基本
成型。

鸿蒙能够在短短数年内取得如此发展，
其对生态构建的重视功不可没。业内专家
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不同于安卓系
统，鸿蒙系统是基于微内核构建的分布式系
统。对于鸿蒙而言，生态营造才是其竞争力
的根本所在。”

要构筑完善的生态环境，靠一家之力无
济于事，最重要的仍是生态伙伴与开发者的
支持。基于此，华为在生态开拓方面可谓不
遗余力：分派人员到大厂驻场、提供流量资
源福利、编撰完善的参考档案……在华为如
此大力推动下，应用端厂商也纷纷“买账”，
鸿蒙系统的原生应用兼容开发成果斐然。
华为终端云总裁朱勇刚表示：“目前首批超
200个鸿蒙原生应用已启动开发，其中，已有
100余个应用完成了鸿蒙原生应用的Beta版
本。”其中，不乏支付宝、美团、高德、京东、小
红书等头部APP。

究其原因，一方面，已适配了安卓等系
统的应用厂商看好鸿蒙系统未来的发展前

景，愿意为之投资；另一方面，鸿蒙系统在原
生应用的开发方面相较于其他操作系统效
率更高、成本更低。华为方面统计数据显
示，与适配其他操作系统相比，鸿蒙应用适
配成本预计节省超过30％；在跨端开发场景
中，鸿蒙适配所必需的特性开发代码量相较
于其他操作系统可减少40％

展望未来，朱勇刚估算，到2024年年底，
将有超 5000 个鸿蒙原生应用启动开发；此
后，还将进一步推进到近3个月在华为应用
市场上活跃的50万个APP上。

万亿鸿蒙

2019年，鸿蒙正式面世。从寂寂无名到
在国产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仅花费了5年
时间。华为终端BG软件部总裁龚体提出，
推出鸿蒙的初衷之一，是要用创新方式来改
变行业：“行业正在快速进入一个万物感知、
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世界，鸿蒙就是为万
物互联而生的一个操作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鸿蒙不仅在智能手机等
应用端大放异彩，其在智能出行、智能医疗、
智能家居、智能制造等 B 端领域也多有应

用。行业专家向记者表示：“鸿蒙系统不仅
是手机系统，更是IoT（物联网）链接中心的
基本框架，能够在应用和设备的开发层面实
现一次开发、多端部署。”

正如华为（厦门）开发者创新应用中心
解决方案架构师韩远所说，鸿蒙是一个能够
自由穿梭在各种终端之间，重塑人与智能边
界的生态系统。华为方面更透露，未来在
HarmonyOS Next 正式商用后，过去汽车及
IoT设备使用的Open Harmony（开源鸿蒙）
系统也将被前者替换，有望实现汽车与手机
之间在系统层面的彻底打通，从而形成生态
闭环。

而该生态闭环一旦形成，不仅能够在用
户体验、用户黏性方面实现质的飞跃，鸿蒙
所掌握的话语权比起其他操作系统厂商也
不可同日而语。余承东“打开万亿产业新蓝
海”的愿景，似乎并非遥不可及。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鸿蒙原生应用开
发仍面临着许多亟待克服的难题：如后期升
级运维、应用对于不用版本的兼容性、对第
三方平台的打通等。未来，鸿蒙系统的潜力
究竟如何，能否“打败”iOS，成为第二大操作
系统，我们拭目以待。

鸿蒙进阶
本报记者 张琪玮

2024年开年不久，华为方面就放出消息称，鸿蒙生态即将迎来“进阶新篇章”。数日前，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
CEO、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在介绍最新版本的鸿蒙系统——HarmonyOS NEXT（鸿蒙星河版）时表示：
“有核心技术，有全栈能力，有底座，有生态，才是真正的操作系统……鸿蒙将打开万亿产业新蓝海。”

将鸿蒙推上台前，与iOS、安卓系统共成“三足鼎立”之势，无疑是当前华为在操作系统方面的愿景。在华为“鸿蒙或
超过iOS成为第二大操作系统”的豪言之下，“进阶版”鸿蒙究竟能走多远？

（上接第1版）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做销售报表，比如

销量、客流、经销商排名等，以前光这一项工
作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现在只要拿起手机
问问大模型，报表就自动生成了，结果一目
了然。”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据了解，与传统商业智能（BI）的“固定
问答”相比，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GPT-
BI 能实现问答任意组合，数据随时穿透，
做到“问答即洞察”，并能达到近 90%的高
准确率。

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对话框，实际上这
背后相当于打通了中国一汽生产链、供应链
上各个环节中存在的数据壁垒，实现了全生
命周期工业数据的自动化流转。简而言之，
这相当于为每位员工配备了一个随时待命、
随问随答的“数据分析师”。

从长远来看，GPT-BI的出现也相当于
为中国一汽量身定制了一位“智能管家”，在
帮助其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还能进行工业
数据的沉淀，辅助企业决策。

例如，当问到“为什么某车型产量不及
预期”时，GPT-BI会先将实际产量和预期产
量做对比，得出差值后再根据数据进行深度
分析。这里的“分析”不仅包括对“生产因设
备异常停产20分钟”“某型号配件质量异常”
等显性变量的分析，还包括对“原材料供应
波动”“能源消耗”及“供应稳定性”等隐性变
量的分析。最后，基于对数据的排查，GPT-

BI会帮助提问者找出关联性最大的原因并
生成可视化报表。

“真正的转型是要把传统工业企业依赖
职责、流程运行的内核转换成依赖数据，要高
速响应用户需求，形成不断向前迭代的业务
能力和开发能力。”中国一汽红旗品牌运营委
员会副总裁门欣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说道。
他表示，中国一汽现已把研发、制造等核心业
务数据都放在了工作台上，下一步，要把所有
业务都用大模型重做一遍，以数据为生产要
素，让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新质生产力。

“设计代码可以交给大模型来写”

设计一款新车有多难？一辆汽车从无到
有大致分为六个阶段：产品策划、概念设计、
技术设计、产品试制、产品试验和生产准
备。其中，光是工程师的工作内容就包含造
型可行性分析、主断面定义和设计、零件分
缝线设定、零件2D图纸和3D数据制作、车
身工艺分析（冲压、焊接、涂装、总装）等。这
些只是车身开发内容，还不包含电子元器
件、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系统的设计。

在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产品更新换代
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让设计开发变得更透
明、更高效成为所有车企的必修课。然而，
无论功能层面还是架构层面，汽车软件的复
杂度都在升高，开发工作的效率却没有以同
等速率跟上。

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汽车软件复杂度在
过去10年已增加到原来的4倍，而软件开发
效率只提升了1至 1.5倍。这个问题在变得
日益复杂的大型模块中最为严重，如信息娱
乐系统和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相比
传统的深度嵌入式软件，开发这些模块的效
率大约低25%至35%。

在汽车制造最为复杂的设计环节，需要
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工程师在 2 万多个零
部件、数十万个参数里找到满足需求的各
种组合，再写文档、画图纸。然而，有了大模
型的助力，工程师只需要描述需求，大模型
就可以高效地找到所需的组合信息，自动生
成设计文档初稿，汽车研发周期和成本大幅
缩减。

记者了解到，中国一汽正在尝试用大模
型降低汽车产品设计开发的门槛，提升研发
效率。“我们的开发团队一年内共计写了整
整4296万行代码。现在有了大模型之后，至
少一半的代码可以交给大模型来写了。”门
欣表示。

“过去我们是24个月做一个车型，现在
已经能够以周为单位来衡量了。”中国一汽
体系数字化部企业运营部总监孟祥月感慨
道。据他介绍，目前中国一汽已经实现了自
动化设计、自动化绘图、自动化代码生成，基
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持续迭代。

“人工智能在重构整个软件体系，所有
与软件代码有关的体系都会被重构，人工智

能会驱动软件开发模式的变革，软件会实现
自主优化升级，它会带来整个制造业体系的
变革。”阿里云智能副总裁、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安筱鹏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大模型“造车”新模式将加速涌现

公开数据显示，软件业、制造业及服务
业等是中国大模型创新主体专利布局较多
的行业。其中，制造业专利布局数量已达到
3.4万件。

纵观国内市场，互联网科技公司跨界造
车比比皆是，汽车厂商跨界人工智能也是水
到渠成。从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到汽车设
计、制造、管理，再到销售、服务，几乎汽车生
产链、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看到人
工智能的应用。尤其是随着大模型“上车”、
大模型“造车”、大模型“卖车”等越来越多的
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已然跑出了“加速度”。

“制造业是大模型应用的主战场，而汽
车正是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安筱鹏
表示，“尽管大模型仍然处于‘前牛顿时代’，
但这并不影响今天大模型在汽车场景中的
应用。”

在自动驾驶和智能座舱方面，BEV（鸟
瞰图视角）、认知、NLP（自然语言处理）等大
模型技术有望助推汽车智能化登上新高度；
在生产制造环节，大模型可以直接服务智能

汽车、机器人、芯片等产品的研发创新；在生
产流程中，基于大模型的自然语言交互能
力，弥合了企业数据流动过程中的大量断
点，为制造业企业内部、产业上下游之间的
实时、泛在的连接搭建新型基础设施。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特聘研
究员王挺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说，通用大模
型在工业制造领域的应用不仅会涉及从产
品设计到工艺规划到生产再到售后等全生
产流程，也会涉及从原材料供应到物料加
工、制造、运输的供应链各个环节，以及ERP
（企业资源计划）、MES（生产管理系统）、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等，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

“我们认为大模型进入生产环节最核心
的控制系统，如PLC、MES、SCADA（数据采
集与监视控制系统）等，提升工艺生产流程
的智能化，是大模型应用于制造业的关键标
志。”安筱鹏认为，从自动驾驶、车机交互、产
品设计到供应链优化、智能营销、车辆使用、
内容生产、数字员工等，人工智能技术将为
汽车产业带来全场景、全生命周期、全产业
链的颠覆式变革，而这一轮变革现在才刚刚
开始。

未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将为汽车制造业打开更多想象空
间。在新兴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激情碰撞的
火花中，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大幕正
在徐徐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