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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信息通信

本报记者 张琪玮

近日，Meta宣布将其Quest头显搭载的操作系统开放，引发业界震动。消息刚一传出，就有联想、华硕两家企业“下场”，基于
此操作系统开始自家头显的开发；此前作为Meta竞争对手的微软，也摇身一变成为合作伙伴。业内人士对此表示，XR（扩展现

实，包括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行业“一夜变天”，一波头显设备、应用新热潮正蓄势待发。

Meta想做“XR领域的安卓”
Meta 开放自己的操作系

统，与其他XR企业“抱团取
暖”，共同营造XR产业生态。

OpenAI入局

“搜索大战”重启在即？

“战火”烧向内容生态
MR 头显要让用户“买

账”，为MR头显“量身定做”
的内容生态仍是关键。

预计2029年6G标准完成制定

2030年实现商用

XR“战事”升级

本报讯 记者宋婧报道：近
日，前 Mila 研究员、麻省理工讲
师 Lior S 透露，根据 OpenAI 最新
的 SSL 证书日志显示，OpenAI 已
经创建了search.chatgpt.com子域名
（目前无法访问），其将会进军搜索
引擎领域，全面挑战该领域的全球
霸主谷歌。

作为互联网流量的关键入口和
内容生态的重要平台，搜索引擎领
域一直是各大科技公司的必争之
地。放眼国外市场，谷歌盘踞搜索
引擎领域霸主地位多年，市场占有
率超 90%。如今，这一形势或将被
ChatGPT 改变。凭借快速、全面、
智能回答问题的能力，ChatGPT被
认为是可能取代传统搜索引擎的存
在。

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祎
认为，ChatGPT 是答案引擎，在很
大程度上将影响传统搜索引擎，一
旦免费使用，就变成了互联网的基
础服务，肯定会获得更多用户。

昆仑万维相关负责人更是一语
道出了 AI 搜索引擎的核心价值所
在——传统搜索提供的是海量的信
息，AI搜索引擎为用户提供的是精
准的知识。AI 搜索引擎实际上是
深层次的搜索，用户可以获得有效
组织和提炼后的答案，不再为冗余
的信息浪费个人时间，可以直接获
得有效信息。在 ChatGPT 出现之
后，传统搜索引擎的技术奇点时刻
已经到来。

也正因如此，谷歌感受到了来
自后起之秀的威胁，紧急启动了“红
色警报”（Code Red），加快 AI 布

局的步伐。2024 年 1 月，谷歌首席
执行官（CEO）桑达尔·皮查伊在业
绩会上明确表示，生成式AI将纳入
谷歌的搜索领域。AI 搜索生成体
验功能将逐渐与传统搜索助手形成
互补。

再看国内市场，百度在搜索引
擎领域独占鳌头的地位也受到了挑
战。根据 statcounter 统计的数据，
从 2021 年 的 接 近 90% 到 2024 年
70%上下，百度在搜索市场的份额
明显下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微软
必应（Bing）的市场占比快速提升。
根据 StatCounter 统计的数据，2023
年4月，在中国桌面搜索市场，微软
必应的份额再次创出历史新高，达
到了 37.4%，取代百度成为中国第
一大桌面搜索引擎；百度的份额则
降至27.01%。

不过，针对此结果，百度集
团副总裁、搜索平台负责人肖阳
随后回应称，这是一个很离谱的
数据，过去一段时间百度搜索在
PC （桌面） 端的市场份额是保持
稳定领先的。

可以看到，搜索引擎市场风起
云涌，尽管胜负未知，但不可否认的
是，生成式AI浪潮正在引发一场搜
索引擎市场的巨变。近日，市场分
析公司Gartner发布报告称，生成式
AI已严重威胁到传统搜索引擎，预
估 2026 年传统搜索引擎的搜索量
将下降 25%，企业必须调整营销渠
道策略。而如今，随着 OpenAI 的
入局，新一轮“搜索大战”似乎已近
在眼前。

本报讯 记者张琪玮报道：4
月27日，6G创新发展论坛在2024
中关村论坛年会期间举办。记者了
解到，目前6G的标准研发与制定
工作正在推进中，预计2029年6G
标准完成制定，2030 年左右实现
6G商用。

中关村泛联院常务副院长黄宇
红表示，6G将5G的高速率、低时
延、高可靠和大连接的功能进行升
级，速率能达到5G的几十倍，终
端连接数量也提升一个量级。此
外，6G 还增加了空天一体、通感
一体、通智一体三个新技术，6G
网络将真正实现任何人、任何地
点、任何时间的无缝全球覆盖和按
需接入。

中国信科集团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陈山枝也指出：“6G网络的应
用将触及移动通信的两个极端：一
个是广域全域覆盖，另一个则是元
宇宙、虚拟世界的个人极致体验。”

据黄宇红透露，目前正在做一
些6G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原型样机
的开发，明年将开展6G标准的研
究和制定工作，预计2029年6G标
准完成制定，2030年左右实现6G
商用。

在会上，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高
同庆表示，当前6G发展已经进入
标准化前夕的关键阶段。为加快推
动6G发展，高同庆提出了三方面
建议：

一是强化技术融合，推动多
维能力塑造。扎实推进原创技术
策源地建设，强化顶层设计和需
求 牵 引，注重通信与智能、感

知、计算等技术融合创新、互促共
生，推动从理论突破到工程实现，
将6G先进技术切实转化为产业和
应用的优势。

二是强化系统创新，推动产业
生态构建。依托 6G 协同创新基
地，协同打造面向全球开放的 6G
试验网科学装置和公共试验验证平
台，系统推进芯片、器件、仪表及
基础软件等全产业链发展。推动
6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工
业、能源、交通等行业，加速赋能
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三是强化开放合作，推动全球
标准统一。积极推动各级政府间合
作，充分发挥GTI等国际合作平台
作用，维护行业组织开放包容，为
6G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强化与
标准组织的合作交流，推动建立广
泛的学术和产业共识，共同打造全
球统一的6G标准。

此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关村泛联院院长张平指出，相比
5G 曾经的发展路径，中国未来的
6G 发展将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人工智能的影响，二是“通
感智算一体化”方针的影响。基于
此，张平表示：“不同于 5G，6G
会出现很多新功能，范式和应用场
景也会有较大变化，未来在应用场
景方面会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包括
数模混合空间、元宇宙等。”同
时，张平还表示，6G 恰逢其时，
也是典型的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对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都有促进
作用，需要挖掘其潜力，进一步提
升它的价值。

中汽协公布6家企业76款车型

符合汽车数据处理四项安全要求

本报讯 记者张维佳报道：近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国家计算
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发
布了《关于汽车数据处理 4 项安全
要求检测情况的通报（第一批）》
（以下简称《通报》）。《通报》显示，
比亚迪、理想、路特斯、合众新能
源、特斯拉、蔚来等 6 家企业的 76
款车型符合汽车数据安全 4 项合
规要求。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介绍，为
规范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保障用户
的合法权益，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
维护汽车数据安全和促进汽车行业

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
协调中心依据《汽车数据安全管理
若干规定（试行）》、GB/T 41871-
2022《信息安全技术 汽车数据处理
安全要求》等法规标准有关规定，按
照企业自愿送检原则，自2023年11
月起，组织对汽车制造商 2022—
2023 年度新上市智能网联汽车数
据安全合规情况进行检测。检测内
容主要包括车外人脸信息等匿名化
处理、默认不收集座舱数据、座舱数
据车内处理、处理个人信息显著告
知等四个方面。

2024第一季度全球云服务市场同比增长21%

本报讯 近日，国外研究机构
Synergy Research Group 公布的最
新研究报告显示，2024 年第一季
度，全球企业云基础设施服务支出
达765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35亿美
元，增幅 21%。这也是该市场连续
第二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

Synergy Research Group 首席
分析师约翰·丁斯代尔（John Dins-
dale）表示：“我们预测全球云服务市场
增长率将会反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
看到的。”前三大供应商将继续巩固

在这一重要IT服务领域中的地位。
具体来说，在第一季度全球企

业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的765亿美
元总服务中，公有云基础设施即服
务（IaaS）和平台即服务（PaaS）占据
了大部分市场，这些公共服务（Iaas
和PaaS）在第一季度增长了23%，而
2023 年全球云服务总收入估计为
2830亿美元。

Synergy Research Group 的数
据显示，第一季度云服务市场的前
三大供应商分别为亚马逊AWS、微

软Azure和谷歌云，市场份额分别为
31%、25%和 11%，三者合计占据了
72%的市场。在第二梯队的云服务
厂商中，华为、Snowflake、MongoDB
和Oracle的同比增长率最为强劲。

按地区划分，美国仍然是迄今为
止最大的云服务市场，第一季度销售
额同比增长了20%。不过，亚太地区
的增长态势更为强劲，印度、日本、
澳大利亚和韩国的云服务收入与去
年同期相比均增长了25%或更多。

“我们不会回到2022年之前的

增长率，因为市场已经变得太大而
无法快速增长，但我们将看到市场
继续大幅扩张。”丁斯代尔评论道。
事 实 上 ，Synergy Research Group
预测全球云服务市场规模将在未来
四年内扩大一倍。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曾排名第
三的阿里云已经被谷歌云超越。为
追回丢失的市场份额，今年2月阿里
云宣布全线下调云产品的官网售
价，预计该措施将提升阿里云在今
年第二季度的市场份额。（文 编）

在 Vision Pro 正式上市前，创
维 XR 销售副总裁董若舒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专访时对该产品
表现出看好的态度：“Vision Pro主
要面向的市场是C端消费者，苹果
成熟的开发者团队和后续内容生态
是其一项重要优势。而在不久前，
Vision Pro 迎来“退货潮”，有选择
退货的消费者表示，对该头显原生
应用的不满是主要原因之一。种种
迹象表明，MR 头显要让用户“买
账”，为MR头显“量身定做”的内容
生态仍是关键。

苹果市场营销高级副总裁格
雷格·乔斯维亚克（Greg Joswiak）
表示，截至 Vision Pro 交付前，其
VisionOS 原生应用数量仅为 1000
余款，能够兼容头显的应用数量高
达 150 万款。150 万的夸张数字，

获益于苹果产品始终坚持使用的
封闭操作系统。一位资深应用开
发者告诉记者：“由于使用封闭的
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的编写格式较
为统一，因此将目前已有的 iOS 应
用程序移植到Vision OS系统上非
常简单。”

然而，简单的应用移植意味着
独特性体验的缺失。对此，董若舒
表示，MR 原生应用应该聚焦设备
独特的增强现实等功能，为用户带
来独一无二的体验。行业专家也指
出，MR头显要打造“杀手级应用”，
效益与不可替代性缺一不可：“前者
指在该应用领域中，MR 虚实融合
的沉浸式体验实现了用户体验和行
业运行效率的同步提升，并产生了
耗时减少、成本下降的实际价值；不
可替代性则指MR在该应用中的体

验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无法提
供的。”

因此，Meta采取了与苹果截然
相反的开放策略。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 Meta Quest 头显的官方应用
商店Quest Store中有580款VR游
戏/应用，面向开发者的应用社群
App Lab上有1700余个项目，Quest
头显兼容的第三方应用商店Side-
Quest则提供5700多个应用。值得
一提的是，这些应用多半是基于头
显设备开发的原生应用，或其他平
台移植的 VR 游戏等应用，在虚拟
现实体验上具有优势。Meta 方面
表示，在此基础上，操作系统的开放
将进一步鼓励开发者进行原生应用
的开发与适配工作。

谈到头显中可能的“爆款”内
容产品，行业专家表示，XR厂商可

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重视应用
场景特点，根据影视、教培、文旅等
不同场景的需求，打造定制化产
品；二是探索产品生态，开拓 MR
与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车
载抬头显示（HUD）等的联动效
果，吸引用户关注，从而增加产品
的用户黏性。”

而对于当前 XR 市场的“生态
焦虑”，董若舒抱以轻松的心态：“许
多内容开发大厂对于MR设备端的
应用仍在观望中，作为硬件制造商，
最重要的还是做好底层的硬件功
能，再给内容开发者一段时间。”

苹果和 Meta 在头显操作系统
上截然不同的选择，也为 XR 市场
带来了新的悬念：未来的MR内容
产品生态究竟是“贵精”还是“贵
多”，让我们拭目以待。

Meta 打破其经营十年的 MR
生态闭环且开放操作系统这一举
动，被不少业内人士解读为应对苹
果Vision Pro做出的努力之一。

此前，在 Vision Pro 上市短短
两个月时间内，其美国市场总销量
就已超过37万台，增势迅猛。近日
更有消息称，苹果正着手“平价版”
Vision Pro 的开发，供应链将按千
万量级准备。

与之相对，据Meta最新披露的
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其 VR 板块收
入低于市场预期4.96亿美元，业内
人士认为，其主因是Meta旗下竞品
VR 头显 Quest 系列销量出现显著
回落。

在此消彼长下，面临着 XR 领

域越发严峻的竞争格局，Meta选择
了成为“下一个安卓系统”：开放自
己的操作系统，与其他XR企业“抱
团取暖”，共同营造XR产业生态，
开拓更广阔的产品市场。时任
Oculus CEO 的 布 伦 丹·艾 里 布
（Brendan Iribe）曾表示，其目标是
“让10 亿人使用 VR”，这意味着开
放操作系统寻求与其他XR厂商的
合作是一条必由之路。

Meta 操作系统一经开放，XR
厂商迅速响应。在硬件设备方面，
当前，华硕旗下的玩家国度（ROG）
品牌正计划基于该操作系统开发一
款以“高性能游戏”为主要使用场景
的头显；联想则着眼于“生产力、学
习和娱乐”领域，计划推出搭载该操

作系统的新型MR设备。同时，微
软也将与Meta合作，共同打造一款
以 Xbox 为 灵 感 的 限 量 版 Meta
Quest头显设备。

在软件生态方面，Meta开放操
作系统这一举动，为许多业内人士
带来了新的信心。前快手全景视频
业务负责人、英俊文化联合创始人
马英武表示：“原来制约行业发展的
内容、硬件双螺旋终于被打开了，擅
长硬件的做好硬件，擅长内容的做
好内容，内容生态将实现统一。”

近日，行业调研机构Counter-
point 数据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
年，Meta占据了全球XR头显总出
货量的59%。Meta官方发布的数据
则显示，Quest系列头显累计销量已

达近2000万台。基于此，马英武乐
观地认为，Quest 这一大市场一经
开放，在吸引更多开发者进行内容
生态创作的同时，也能让更多在
XR产业链上更具有影响力的企业
参与进来，共同构建成熟的 VR 消
费体系。

然 而 ，Meta 前 首 席 技 术 官
（CTO）约翰·卡马克对此却抱有消
极的态度。他坦言：“Meta 的方式
并不能称得上是‘开源’，而是简单
地与‘合作伙伴共享’，开放程度有
限。”在他看来，开放操作系统并不
能为市场带来比Quest更加便宜好
用的头显，反而会因为兼顾客户需
求拖累 Quest 自身的软件开发进
程，浪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