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高端科技轮番上

阵，手机功能不断完善。各厂商纷纷拿出“压箱底”的技

术，力求通过创新与差异化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

在这股“求新”潮流中，一些手机厂商选择了一条与众

不同的道路——复刻经典机型。

近日，HMD Global 推出了 2024 款诺基亚 3210 功能

机。该机以 1999 年经典款诺基亚 3210 为蓝本，在保留原

版外观设计的同时整合智能手机功能。

不仅是诺基亚。2019 年摩托罗拉发布折叠翻盖手机

Razr，该机外观复刻了自家经典机型 Razr V3，在其基础上

引入了柔性 OLED 屏。苹果也有过类似动作，比如第一代

iPhone SE沿用了 iPhone 5s的外观设计，配置向 iPhone 6s

看齐。

市场没有辜负手机厂商的期待。从消费者反馈与销

量来看，复刻经典机型凭借其独特的复古设计与实用功

能，在智能手机市场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赢得消

费者青睐。2024 款诺基亚 3210 功能机仅开售不到两天就

被抢购一空。Razr、iPhone SE 等机型均取得了不错的销

量。

那么，手机厂商为何会选择复刻经典机型？这一行为

对行业有何启示？

寄托青春回忆，增强实用功能

在各大厂商都在绞尽脑汁求“新”的当下，复刻经典机

型何以受到消费者热烈追捧？

短短十几年时间内，手机从传统通信设备成为人人不

可或缺的智能化产品。智能手机问世后，手机市场创新日

新月异，竞争愈发激烈。那些承载一代人青春回忆的经典

产品逐渐淡出大众视野。如今，复刻经典机型成功引发了

消费者共鸣。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这些经典机型寄托

了消费者对青春时代的回忆。

复刻经典机型的流行也体现出消费者对产品实用

性功能的偏好。在功能机时代，传统机型曾凭借独特

的 设 计 语 言 与 个 性 化 的 功 能 在 市 场 竞 争 中 脱 颖 而

出。随着智能机的普及，各品牌在硬件配置与设计理

念 等 方 面 越 来 越 趋 同 。 复 刻 经 典 机 型 在 保 留 原 有 经

典 设 计 的 同 时 ，从 硬 件 和 性 能 上 进 行 现 代 化 升 级 ，增

强 了 手 机 的 实 用 功 能 。 这 使 复 刻 经 典 机 型 成 为 兼 具

情怀与实用性的流行产品，满足了消费者对产品的差

异化需求。

以 2024 款诺基亚 3210 为例，它没有预装复杂的操

作 系 统 ，但 支 持 移 动 支 付 、蓝 牙 连 接 等 实 用 功 能 。 同

时，该机采用可拆卸电池设计，并结合 Type-C 双面接

口，既解决了智能手机电池续航问题，又提升了用户使

用的便利性。在智能手机“一统天下”的时代，复刻经

典机型的“横空出世”，让消费者有了更多可选择余地，

避免“千机一面”，增加了更多个性化、差异化需求表达

的空间。

保留传统设计，满足智能需求

复刻经典机型之所以能在智能手机市场脱颖而出，不

仅是因为简单复制了过去的产品，更是因为厂商借助消费

者的怀旧情怀，为产品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这加深了产

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中可谓是另辟蹊径。

然而对于手机厂商而言，复刻经典机型也面临一

定挑战。在如今以智能手机为主流的市场环境下，消

费者对手机的功能与体验有了更高要求。与智能手机

相比，经典机型能否在如今互联互通的数字化环境中

满足用户的使用习惯，成为其面临的问题之一。经典

机型的设计理念与市场需求的脱节使得品牌不得不重

新审视产品的市场定位。复刻经典机型的难点在于如

何 将“ 老 味 道 ”融 入“ 新 菜 肴 ”。 在 保 留 传 统 设 计 的 同

时满足用户的智能化需求，是未来复刻经典机型产品

的发展方向。

重视情感诉求，提升产品品质

经典机型的再次流行，给手机厂商带来了启示。

首先，手机厂商要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同时，

更加重视其情感诉求。手机不仅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电

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与消费者产生了情感连接。在手机

市场趋同的今天，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产品的情感价值。因

此，未来手机厂商需要更加关注消费者情感需求，将品牌

与消费者的情感记忆连接起来。

其次，手机厂商要在满足当下市场潮流的同时加强创

新，提升产品品质。创新是产品的灵魂，品质是产品的核

心竞争力。因此，手机厂商一方面要在发挥传统品牌设计

优势的基础上，增强产品创新性和科技感，满足消费者在

数字化、智能化生活环境中的多场景、多应用需求；另一方

面，手机厂商要加强对产品自身质量的把控，提升产品性

价比，在智能手机品牌林立的市场环境中以优良的品质赢

得消费者青睐。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复刻经典机型：讲情怀也要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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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刻经典潮”影响的不仅是手机。近些年来，许多数

码产品厂商都“玩”起了复刻，向经典致敬。这些复刻产品

虽与原产品外观相似，但配置却大不相同。

老式收音机是许多人儿时的回忆。如今，一些厂商将

现代技术手段与老式收音机外观结合，复刻出来的收音机

在颜色上适当做旧，保留了经典的天线、调频旋钮、长短波

切换等元素。在产品设计中采用木质面板、格栅扬声器等

传统样式，同时加入蓝牙、Wi-Fi连接等现代功能，引发收

音机“发烧友”追捧。

老式卡片相机使用简单，携带方便，但像素是硬伤。

一些相机厂商在保留老式卡片相机轻薄化设计、复古式外

观的基础上，为其加入最新电荷耦合器，复刻出高像素卡

片机。不仅如此，一些复刻卡片机还能外接镜头，可满足

用户不同场景下的拍摄需求。

在许多“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中，掌上游戏机拥有

一席之地。随着个人电脑性能的提升，掌上游戏机逐渐销

声匿迹。现在，它们不但“活”了过来，在游戏品质上还有

了极大提升。复刻后的掌上游戏机不但画质更清晰，还采

用了全新芯片，使游戏流畅程度得到增强。此外，一些复

刻掌上游戏机还支持 HDMI数据传输，用户可将游戏画面

投射到电视屏幕上，尽享游戏乐趣。

尽管复刻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也有不少厂商复刻

的产品“翻了车”。有业内人士认为，一款产品之所以能被

复刻，首先是因为它具备相应的价值。复刻产品的最大优

势在于自带一定知名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经典型号时隔多

年之后的“复刻款”就一定比同期非复刻对手们的更好用，

更不意味着消费者就一定会吃“情怀”这一套。对于数码

厂商来说，提升品质才是王道。

喜欢复刻的不仅是手机厂商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记者 6 月

1 日获悉，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 近 日 发 布“ 源 2.0-M32”开 源 大 模 型 。

“源 2.0-M32”在“源 2.0”系列大模型基础

上，创新性提出和采用了基于注意力机制

的门控网络技术，构建包含 32 个专家的

混合专家模型（MoE），大幅提升了模型算

力效率。模型运行时激活参数 37 亿，在

业界主流基准评测中性能全面对标 700 亿

参数的 LLaMA3 开源大模型。

据介绍，针对 MoE 模型核心的专家调

度策略，“源 2.0-M32”采用的新型算法结

构——基于注意力机制的门控网络，关注

专家模型之间的协同性度量，可解决传统

门控网络下选择两个或多个专家参与计

算时关联性缺失问题，大幅提升专家之间

协同处理数据的水平。

据悉，“源 2.0-M32”以“源 2.0-2B”为

基础模型设计，沿用并融合局部过滤增强

注意力机制。通过“先学习相邻词之间的

关联性，再计算全局关联性”的方法，它能

更好地学习自然语言的局部和全局语言

特征。

在数据层面，“源 2.0-M32”基于超 2

万亿 token（文本中最小的语义单元）进行

训练，覆盖万亿量级的代码、中英文书籍、

百科、论文及合成数据。在算力层面，“源

2.0-M32”为硬件差异较大的训练环境提

供了一种高性能训练方法。

基于在算法、数据和算力方面的创

新，“源 2.0-M32”性能大幅提升，在数学

竞赛、科学推理榜单上的得分超过 700 亿

参数的 LLaMA3 开源大模型。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人

工智能首席科学家吴韶华表示，大模型

在性能不断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所需

算 力 大 幅 攀 升 的 问 题 。“ 源 2.0-M32”将

为 企 业 开 发 应 用 生 成 式 AI 提 供 模 型 高

性 能 、算 力 低 门 槛 的 高 效 路 径 。“‘ 源

2.0-M32’开 源 大 模 型 配 合 企 业 大 模 型

开发平台，将助力企业实现更快的技术

迭代与高效的应用落地，为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提供坚实底座，加速产业智能化

进程。”他说。

“源2.0-M32”开源大模型发布
数学竞赛、科学推理榜单得分超 LLaMA3

科技日报讯 （记者崔爽）记者 6月 1日获悉，在 2024 世界电信

和信息社会日大会期间举办的 5G-A 建设与应用创新发展论坛

上，首套翼矩卫星终端测试系统正式发布。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演进，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成为 6G、未来

信息通信发展的重要方向，卫星通信已经成为构建万物泛在互联

的重要基础。当前卫星业务从行业领域向大众消费领域普及，卫

星终端品类日益多样化，快速发展的卫星终端面临卫星场景复杂、

卫星通信测试方案模式单一等诸多挑战。

为助力产业链全面提升天通卫星通信终端产品品质与用户体

验，中国电信研究院联合仪表厂商首创 5G+卫星一体化测试，研发

业界首套翼矩卫星终端测试系统。系统基于中国电信云网融合大

科创装置研发，系统化开展天通卫星通信终端、蜂窝卫星终端

OTA（空中下载技术）功性能试验，可广泛应用于地面 5G 及天通

卫星通信终端的研发、测试、认证以及后期维护等环节，全面满足

复杂场景下的卫星终端测试需求。

翼矩卫星终端测试系统包括天通业务、天通性能、5G 性能、

5G+天通融合、5G+NTN（非地面网络）等 5 大测试模块共 28 项测

试能力，全面支持天通平台管控、选网选卡、多模融合测试等中国

电信天通业务定制化测试用例。目前，翼矩卫星终端测试系统已

在消费级天通卫星通信终端、行业手持终端、天通猫、行业固定终

端、天通车载终端上得到全面验证和应用，可提供芯片认证、终端

性能评估、入库测试服务。

首套翼矩卫星

终端测试系统推出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强）记者 6 月 1 日获悉，家庭智能云打印

的行业应用小白学习打印 App 目前已为 2000 多万用户提供智能

云打印服务。

小白学习打印 App由南京功夫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公

司 CEO 杨兴中介绍，小白学习打印 App 自带学习资源库，是适合

家庭使用的手机打印 App。通过 App，用户可连接和控制打印机。

杨兴中说，小白学习打印 App 可满足异地打印等多种场景下

用户的打印需求。无论与打印机间隔多远，只要通过网络，用户便

可随时随地远程操作启动打印机。

据介绍，打印系统智能化曾是困扰众多打印机制造厂商的难

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杨兴中及其所在公司进行了上万次重复测

试，并与惠普、佳能、爱普生、兄弟等国际打印机厂商以及奔图、联

想、华为、得力、小米等国内打印机厂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如今，

这套软件已基本适用市面上所有打印机，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这一技术破解了无电脑不能打印、异地不能打印等诸多难

题，为用户节约了时间空间以及耗材成本。”杨兴中说，“未来，公司

将继续为我国打印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智能云打印

破解远程打印难题

一网友正通过手机和电脑查看2024款诺基亚3210功能机销售页面。 （王冈）

科技日报讯（记者崔爽）记者6月1日获悉，在前不久由中国通

信学会主办的 2024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中国电信、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联合宣布启动5G异网漫游商用推广。

5G 异网漫游是指当所属运营商无 5G 网络覆盖时，用户可接

入其他运营商的 5G 网络，继续使用 5G 服务。开展 5G 异网漫游可

有效提高网络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边远地区 5G网络覆盖水平和用

户 5G服务体验。

2023年5月17日，全球首个5G异网漫游试商用在新疆启动。自

启动以来，单日漫游用户数、漫游数据量、漫游通话时长分别超过3.4

万人、2000GB、200小时，有效验证了5G异网漫游现网商用可行性。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指导相关单位在评

估漫游需求的基础上开展 5G 异网漫游商用，采取有效监管措施，

不断优化 5G异网漫游服务质量，确保 5G异网漫游高效稳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云明在会上说，要充分发

挥信息通信业“加速器”“放大器”“倍增器”重要作用，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更好支撑和服务新型工业化。他表示，要以科技创新为

根本点，强化基础理论、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和

前沿技术突破，构建信息通信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

我国启动

5G异网漫游商用推广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 通讯员张
立新 刘兆文）记 者 6 月 1 日 获 悉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认 知 与 情 感 计 算 ”跨 学 科 融

合 创 新 团 队 依 托 天 津 市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与 智 能 评 估 重 点 实 验 室 通 过“ 人 工 智

能+心理”这一方式，定制出个性化、精

准化的心理健康评估、诊断、分析、干预

解 决 方 案 。 系 列 研 究 成 果 近 期 分 别 发

表 在 国 际 期 刊《神 经 网 络》和《信 息 融

合》上。

当前，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是 解 决 青 少 年 抑 郁 问 题 的 有 效 途 径 之

一，但目前心理健康行业供给侧存在不

足 。“抑郁症的早期筛查和精确诊断涉及

神经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

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合作，需要汇集

各专业优势，集中力量对心理健康中的实

际科学问题和关键瓶颈技术进行突破和创

新。”天津市学生心理健康与智能评估重点

实验室主任、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白学军

教授介绍。

团队利用脑成像设备和学科优势，开

展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基础研究。在深化对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认识和科学应对水平的

同时，积极推进研究成果转化为心理健康

预警方案和干预措施。

在抑郁症精准评估和早期干预方面，

团队与天津市安定医院合作，基于生态瞬

时评估和语音的抑郁状态识别开展研究工

作。

团队核心成员赵子平教授介绍，该研

究采用队列研究调查方法，收集了百余名

符合诊断标准患者的步数、睡眠、主观报

告、语音等数字表型信息，构建了基于深度

学习的抑郁状态识别模型。模型识别准确

率高达 90%。

在抑郁情绪识别方面，团队针对语音

信号的时序特性，提出了一种联合并行卷

积神经网络和自注意力残差卷积网络，搭

配连接主义时间分类损失函数的语音情感

识别方法。该方法可有效提升情感识别性

能，为基于语音的抑郁症精准检测提供了

重要手段。

在基于脑电的情绪识别领域，创新团

队探究了不同受试者的脑电信号之间的

共性特征表示，提出了一种基于领域对抗

网络方法的脑电信号情绪识别模型，情感

识别准确率达 92.44%。这为解决抑郁情

绪识别中脑电信号的个体差异问题提供

了有效解决方案。

白学军表示，未来团队将继续坚持多

学科交叉，产学研融合，致力于研究学生心

理健康特点、变化规律、作用机制和新型心

理健康诊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转化，实现

心理健康全方位、多维度、可视化、数字化

评估与促进，助力健康产业发展。

用人工智能解决心理问题

抑郁状态识别模型准确率达90%

每逢漫展，cosplayer们都会身着各类衣物，扮演自己喜爱的
动漫角色。在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现场，一类特殊的 co-
splayer——四足机器人，也加入到角色扮演行列。图为观众在观
看装扮成舞狮和小狗等形象的四足机器人表演。 （周游）

四足机器人玩“扮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