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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和iPad的銷量下滑是由多
種因素造成的，包括匯率變動、全球經
濟放緩和消費者消費積極性不振等。但最

重要的是，智能手機市場正在進一步飽
和，蘋果的競爭對手不斷推出具有競爭力的

產品，這些產品在價格、技術創新和產品設
計方面均具有優勢，給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覺。

而iPhone和iPad產品在沒有顯著改變的情況
下，始終定位於高端市場，也讓它喪失了一部分

中低端市場份額。

蘋果的3月財報顯示，iPhone季度收
入同比下滑10.46%，可穿戴、家居和配件收

入同比下降9.64%。然而，服務部門的季度收入卻
創下新高，同比增長14.16%，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

的收入均創下紀錄。服務部門的毛利率遠高於硬件產
品部門，是產品毛利率的兩倍以上。蘋果意識到硬件銷售

增長的空間正在縮小，因此正在拓展更多付費服務業務，
這導致收入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

在Vision Pro發布前，蘋果的新品節奏一直停留在對iPhone、
iPad、Apple Watch等的例行更新之上，這種狀態持續了近5年。市
場一直沒有見到類似當年 「iPhone時刻」 一樣的全新突破性創新產品
的出現。甚至，每次推出的新產品外觀變化也極小，消費者的審美疲勞
進一步導致購買欲減弱，並引發了對蘋果創新能力的質疑。從產品性能
上來講，幾年前的蘋果產品已經滿足大多數消費者的使用需求，消費者更
換新產品的需求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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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在2024年迎來

其創新與挑戰並存的

一年。一方面，公司正式開售極

具科幻感的AR眼鏡Apple Vision

Pro，並發布搭載M4芯片的全新

iPad，展示其在產品研發上的實力。

另一方面，蘋果的業績近期出現下滑，

其中iPhone、iPad、Apple Watch、智

能家居和配件收入均低於預期。股價累計下跌

10.13%。此外，蘋果還出人意料地解散了成

立八年之久的汽車研發部門。

姚 剛

蘋果為
什麼放棄了這
個已經投入了至少
100億美元，僱用了上
千名員工的造車計劃呢？

蘋果推出全新品類產品的決策往往是極
其謹慎的。因為他們希望讓這款產品更具顛覆性，
從而能改變行業的格局，獲得絕對的領先地位。據
悉，蘋果汽車規劃的目標是實現L5級別的全自動駕
駛，沒有方向盤，乘客面對面坐着，中間有一個高
科技的桌子，還有一個完美的語音助手。這的確是
一個極具未來感的畫面，但其實現難度也是無法想
像的。蘋果經過了多年的研發，最終發現，僅靠目
前的技術水平無法完全實現這樣的願景，不得不選
擇放棄。

蘋果作為一個以電子產品為主的科技公司，缺
乏在汽車製造領域的專業經驗和資源積累，這可能
導致其在造車過程中面臨巨大的技術挑戰。

蘋果在近年來一直在進行戰略轉型，將更多的
資源投入到服務領域，如雲計算、人工智能等。這
種戰略轉型使得蘋果在資源分配上更加傾向於服務
領域，而非硬件製造。因此，放棄造車項目，將更
多的資源投入到服務領域，可能是蘋果基於戰略轉
型和資源分配的考慮。據悉，解散後的蘋果汽車團
隊有很大一部分也轉崗到了AI研發部門。

蘋果汽車項目一直命途多舛。其間還經歷了多
輪的換帥。由於缺乏明確的研發方向和領導層的頻
繁變動，讓參與該項目的員工不禁感到困惑。到了
2022年，缺乏方向變得越來越明顯。蘋果軟件主管
克雷格．費德里吉對該項目表示了重大懷疑，甚至

有 傳
聞，該項目
在蘋果內部已經是
那些不直接參與它的員
工的笑柄。更糟糕的是，在
2022年初，發生了一輛蘋果測
試車輛差點與一名慢跑者相撞的事
件，讓內部的質疑聲更加凸顯。

據悉，在2023年底，蘋果決定縮減
他們最初的雄心壯志，不再要求蘋果汽車具
備高級別的自動駕駛功能，而是成為一輛價值
不到10萬美元的標準汽車，並重新考慮該產品的
外觀，更接近特斯拉目前的產品定位。但這樣的蘋
果汽車，又會把蘋果帶入與眾多車企的競爭紅海。

電動汽車市場已經相對成熟，競爭異常激烈。
不僅有傳統車企的競爭，還有來自新興的科技公司
如，特斯拉、谷歌以及很多優秀的中國車企的競
爭。這些公司在汽車製造、自動駕駛等領域已經積
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技術優勢。蘋果進入這個市場，
需要面對這些強大的競爭對手，這無疑增加了市
場風險和不確定性。

蘋果放棄造車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其無
法繞開中國的供應鏈，而在當前的地緣政
治格局下，使用中國的供應鏈將面臨重
重阻礙。這對於蘋果來說是一個
重要的考量因素，因為汽車
製造的供應鏈與消費電子
不同，它受到許多安
全、環境和製造標
準的約束。

蘋果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
的。智能手機市場的飽和、競爭對手

的激烈競爭、收入結構的變化、創新的
乏力，以及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相對落後，都

是蘋果需要正視和解決的問題。
蘋果的未來取決於其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公司

需要在保持創新的同時，更加關注市場需求和消費者體
驗。蘋果必須在維持其高質量標準的基礎上，探索更加開放

和靈活的商業模式，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此外，還需要
在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領域迎頭趕上，以確保其產品和服務在未來
的競爭力。

蘋果的救贖之路不會一帆風順，作為一家歷史悠久、創新能力
強大的公司，蘋果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來克服當前的困難。蘋果將
拿什麼拯救自己的未來，讓我們拭目以待。

蘋果要如何才能讓市場重拾對其的信心，讓
消費者重燃對蘋果新產品的消費欲，如何讓更多
人用上蘋果產品呢？

蘋果一直打造的是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硬
件標準、通訊協議、充電接口、軟件質量、應用
市場、應用內付費等，都是由蘋果一家制定的規
則，不管是消費者還是軟件開發者，都需要嚴格
遵守蘋果制定的規則和標準。

此外，對於iOS系統的APP開發者，一直頭疼
的一件事是，在iOS應用內產生的所有用戶付費，
蘋果都要分走30%，這就是大家熟知的 「蘋果
稅」 ，其合理性一直飽受爭議。這也正是消費者
購買同樣的服務，在蘋果手機上購買總會比安卓
手機上貴一些的原因。

從上面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市場和消費
者都需要更開放的蘋果生態系統。雖然封閉的生
態有助於將已有的用戶牢牢鎖定在蘋果自己的小
圈子裏，創造更多收益；並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證

更好的質量和提供更好的用戶體驗。但這也對很
多用戶造成了不便，甚至是利益上的損失，因
此，部分用戶不得不放棄蘋果設備，轉投安卓陣
營。蘋果亟需找到一種既能提高開放性，又能保
證用戶體驗和平衡收益的模式。

雖然蘋果的每一代產品都在技術和工藝上不
斷提升，但其售價也在逐步上升中，蘋果在供應
鏈的議價能力是毋庸置疑的，理論上隨着技術和
生產工藝的不斷成熟，成本會進一步降低，但蘋
果並沒有將這部分利潤讓利給消費者。

這樣的高售價無疑對一部分對價格敏感的消
費者形成了一種門檻。即使是最低售價的入門款
iPhone的售價也基本與一款中高端安卓手機的售
價相當了。

蘋果應該推出更多更接近用戶的新產品，降
低硬件售價的門檻，讓更多潛在用戶開始使用其
設備。而從蘋果收益結構的變化可以看出，通過
用戶在使用設備過程中產生的關聯服務來
創造更多持久性的收益似乎是
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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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市場重拾信心

願景與現實

內部質疑

市場環境與競爭

封閉的蘋果被迫開放
推出更接近用戶的新產品

戰略轉型與資源分配

就在蘋果不露鋒芒的這幾年時
間裏，崛起了一家新的科技巨頭──

Open AI，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似乎已
被甩在後面的微軟則迅速發現了人工智

能大模型對人類社會的革命性價值，果斷
投資了Open AI，並為之提供資金和硬件
設施以及訓練數據等的支持。同時，微
軟也第一時間把Open AI的ChatGPT引
入自家的搜索引擎，甚至還將之加入
了最新的Windows系統中，搶佔了
這個入口。這些舉措讓微軟最近重新
取得了一定的領先優勢。而谷歌一
直以來都極為重視AI技術，並持續在
AI上投入研發，因此Open AI崛起之
後，谷歌跟進的步伐很快，在一些領
域甚至已經超越了Open AI的技術水
平。而Meta公司曾經決心all in元宇宙

領域，但經過了幾年的試水後，也許朱克
伯格也意識到，元宇宙時代的敲門磚──
XR眼鏡的普及難度遠超他的想像，通過元
宇宙實現盈利，至少在當下，更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務。於是，在經過一場痛苦的裁員之
後，Meta如今也把大部分戰略重心轉移到
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研發之上，並在快速跟
進Open AI的步伐。

看似只有蘋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沒有
把戰略重心放在AI上，尤其是大模型技術方
向。當然，蘋果並不是一家 「吃老本」 的
公司，在其內部同時運行着多個創新實
驗項目，比如，蘋果汽車（內部代
號：Project Titan）。但選對
賽道很多時候都是未來制

勝的關鍵。人工智能大模型無疑是當前
最大的風口，蘋果卻因把戰略重心和
資源投入在了Vision Pro和蘋果汽車
的研發上，忽視了人工智能大模型
這個賽道而在當下明顯落後於其
他同級別的競爭對手。據悉，
蘋果即將推出的iPhone 16系
列，因蘋果內部沒有成熟的
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而被
迫選擇與谷歌、百度、
Open AI等企業合
作，付費使用他們
提供的大模型
技術。

結語

◀ 搭 載 M4
芯 片 的 全
新 iPad 已
於5月7日
面世。

▲蘋果最新發表的iPhone手機系列是iPhone 15系列。

▲蘋果解散了成立八年之
久的汽車研發部門。 ▶ Apple Watch

Ultra 2售價6399
元港幣。

◀蘋果公
司極具科

幻感的AR眼鏡
Apple Vision Pro。

蘋果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