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2 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完成对中国最

大演出票务平台大麦网的收购，进一步完善了它

的线下基础服务环节和更加丰富的用户触及渠

道，借助精准数据营销和 VR（虚拟现实）等新技

术，阿里大文娱版块开始启动多层次、多形态文

娱新产业。

抢占资源是首要任务

没人会认为阿里收购大麦网仅是为了“卖

票”。此次收购完成后，阿里不仅在电子票务系

统难逢对手，它的大文娱版块也将进一步深入到

线下场景，并引发相关业务升级。

以演唱会票务起家的大麦网，是当前中国最

大的覆盖现场演出、体育赛事等领域的演出票务

平台，也是该领域最大的系统服务提供商。大麦

网拥有的演出推广、营销等成熟管理团队和各个

层级的网点不仅将补足阿里在大娱乐布局中的

欠缺，它精准且巨大的数据库，更可以联动阿里

整体业态的其他版块，成百上千倍地发挥作用。

按照阿里的规划，作为阿里大文娱版块重要

组成部分的阿里音乐将借机实现业务升级，首先

与大麦网实现业务打通。这种用户及商务数据

打通所带来的价值在于，将形成大平台上孵化

IP、以粉丝、艺人、平台三方联动的“线上+线下”

的新音乐营销模式。

互联网独立观察者陈磊说：“目前还难预测

阿里的这次布局能为阿里音乐扩大用户规模带

来多大的作用，但对一直未找到良好商业模式的

阿里音乐业务来说肯定是重整旗鼓的良机，或许

也为整个互联网音乐找到了一条新路。”

并且，和阿里正在积极推动的内容培育和

硬件孵化的 VR 战略相契合，被认为将颠覆线

下演出行业的 VR 技术也将因此收购获得新应

用场景。

阿里认为，VR 技术将成为未来颠覆线下演

出行业的关键，作为“第二现场”的 VR演唱会，其

市场前景不可估量，无限想象。

事实上，在被阿里收购前，大麦网不仅拥有

一整套创新型完备场馆系统，它的 DamaiVR 业

务，已为百余名明星艺人提供演唱会、舞台剧、纪

录片等内容的 VR 拍摄、制作和推广服务，VR 选

座、演出现场体验 VR、观赏 VR 产品等服务已在

推出日程。

文化娱乐成阿里新主营业务

在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董事长兼 CEO 俞

永福眼里，进入文娱产业是阿里的一次“高起点

创业”。如今，文化娱乐已成为继电商、云计算之

后阿里的新主营业务和核心收入来源。

2017财年阿里季度财报显示，由 UCWeb、阿

里音乐、优酷土豆等组成的阿里巴巴大娱乐版

块，正在成为继电商业务、云计算之后的新主营

业务和核心收入来源。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数娱业务收入达到 40.6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73%。

按照俞永福的规划和推进，通过淘宝平台孵

化及收购，由 UCWeb、阿里音乐、优酷土豆等组

成的阿里巴巴大娱乐版块成员已达 30余家，赛事

直播、游戏、电影、小说、平台分发……最热门最

有前途的文化娱乐元素均被阿里收入囊中，形成

了相对完善的生态链，将盛大、腾讯、百度远远甩

在身后。

但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仅

靠资本堆砌无法形成优秀内容生产能力，尤其是

文化娱乐产业。包括内容生产、网红 IP、各类版

权、海量用户及公共基础设施等在内的资源整合

能力才是核心竞争力。

针对阿里这起最新的收购，陈磊认为，眼下

阿里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大麦网融入阿里生

态、让业务真正实现协同并尽量减少内耗。

俞永福说：“这是一场持续三年的认认真真

的恋爱，也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水到渠成的婚礼。”

业内人士认为，俞永福这句话值得玩味之处

在于，阿里此次收购不会重蹈当年收购文化中国

的尴尬。2014 年 3 月，阿里收购文化中国，并将

其更名为阿里影业，在整合过程中，被并购团队

与阿里空降团队出现摩擦，导致被并购团队“出

走”，使阿里影业耗费多时才步入正轨。

相比此前“突击”收购文化中国，阿里在 2014

年 7 月即以 D 轮投资人身份进入大麦，持有大麦

网 32.44%股份，用俞永福的话说：“此时，我们的

大文娱战略还在雏形期”，流露出对收购前已有

业务合作的大麦网融入阿里系统的信心。

陈磊说：“融合是每起并购都要面对的挑

战，但对文娱创业者们来说，在这个被巨头统治

的时代，单打独斗并不轻松，被收购是一种普遍

的渴望，强烈到甚至都不会去想收购后团队的

融合。”

收购大麦网，阿里的高起点创业

苹 果 官 网 日 前 正 式 发 布 了 期 待 已 久 的 iPhone 7 和 iPhone 7

Plus 红色特别版，还有内存升级的 iPhone SE。当天有关红色 iPhone

的话题立即被推到了热门，各种开箱、测评、换壳的文章和视频也

随之而来。

点评：此前有消息称，苹果之所以推出红色特别版，源于中国人对

红色的特殊喜好和中国市场对苹果的特殊意义。说这话的人要么是真

的无知，要么就是自我感觉太过良好。iPhone 7红色特别版，实质上归

属于一项慈善计划，手机销售的部分利润会直接汇入特定的慈善基

金。除慈善外，苹果此时推出新的 iPhone配色自然还有其他打算。在

十周年 iPhone 8上市之前，再拉动一次销量并捎带着消耗一部分配件

库存，或许就是目的之一。至于买不买账就要看消费者了。

新出的“苹果红”并非“中国红”
为慈善也为消耗配件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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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艳 3 月 23 日，快手宣布完成新一轮 3.5 亿美元的融资，由腾讯领投。

快手方面表示，新一轮的融资将用于持续提升产品体验和技术研发，除

了资本层面，快手也将在产品、技术和服务等多方面，与腾讯和百度进

行更深入的合作，促进用户体验上的全面升级，进一步巩固快手在生活

分享领域的领先地位。

点评：我们叫快手短视频直播平台，快手自称“生活分享平台”。因

为以短视频起家并火起来的快手一直有一个社交梦。这个此前在一线

城市和中产阶层中几乎毫无知名度的品牌一夜之间爆红。而引爆点是

一篇刷爆朋友圈的文章——《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

村》。虽然这篇文章有妖魔化中国城乡差异的嫌疑，但它的确点明了快

手快速积聚起大量用户并获得关注的秘诀。那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

的道路，不靠大 V 不靠网红脸，给最普通最底层的民众“出镜”的机会。

快手数量惊人的高活跃年轻用户和大量三线及以下城市的用户，目前

看来消费能力并不强，但却蕴藏着无限的潜力和巨大的发展空间，而腾

讯深知用户数量和覆盖面的价值。

资本市场无雅俗高下之分
再获融资的快手自有独到之处

据《连线》杂志网站报道，3 月 24 日，一辆 Uber 自动驾驶汽车在美

国亚利桑那遭遇高速撞车事故。这辆自动驾驶车在路试时与另一辆

SUV 发生碰撞，导致 Uber自动驾驶车当场侧翻，还有一辆银灰色小轿

车侧边车身发生凹陷。警察表示，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事故的责

任方并非 Uber，另外一辆汽车没有按照规定让行才导致车祸发生。

点评：一起普通的刮蹭事故，一旦与自动驾驶汽车联系起来就立即

能在全世界成为新闻。如果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不但遭遇了车祸，还“侧

躺”着横在马路中间，那受关注程度还能再翻一番。这次事故后，不少

人借机唱衰自动驾驶，说这事还远得很。辣评君可不这么认为。与机

器相比，人有情绪、会疲劳、会分心。有统计显示 90%的事故都与人为

操作失误有关。即便现在的技术不成熟，汽车还不能完全交给机器掌

控，但与之相关的技术的应用也能免去很多本可避免的事故。美国国

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数据就很能说明这一点：由于自动驾驶技术

的引入，特斯拉车型的整体车祸率降低了 40%。自动驾驶车辆测试中

产生的大多数事故都是轻微剐蹭，主要责任大都是有人驾驶车辆。从

这个角度看，自动驾驶汽车应该是更安全的。因此，我们不妨多一点耐

心，给自动驾驶技术一些时间。

优步“无人车”遭遇车祸
这其实该成为自动驾驶的广告

点评人：本报记者 王小龙

（本栏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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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悉数出炉的我国三大电信运营商 2016

年业绩显示，虽然中国联通尚还未挣脱困境，但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营收

和利润双双上升。与此同时，三家电信运营商的

流量业务收入和通信服务收入占比越来越高，表

明我国电信运营商的转型值得期待。

毫无悬念的是，2016 年中国移动在盈利能

力、4G 用户、基站数量等方面依然拥有碾压性

优势。通信服务收入增幅创五年来新高，净利

润依然保持在千亿元水平，无线上网业务收入

首次超过传统语音短彩信业务，有线宽带业务

超越联通。

在显而易见的市场失衡中，三家电信运营商

需要面对的困境是：用户新增乏力，电信行业的

天花板越来越近。在服务理念比较和价格竞争

肉搏中，5G和新兴业务成为它们的普遍期待。

市场依旧失衡市场依旧失衡
三大运营商加速转型三大运营商加速转型
本报记者 刘 艳

中国移动依然是最赚钱的运营商，它的营收

是另两家总和的1.1倍，在净利润率上更将他们远

远甩在身后，中国移动员工孙某石说：“中国移动

年利润为中国电信年利润六倍已是多年惯例。”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陈志刚说：“以赚钱的

能力而言，可以与中国移动比肩而行的国企并

不多，只有中国工商银行让中国移动难以望其

项背。”

令中国移动员工内心五味杂陈的是，2016

年，中国移动无线上网收入年度首次超过语音和

短彩信收入之和，成为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五

年来，中国移动的营收第一次回到高点，标志着

中国移动借由 4G“大跃进”走出了历史困境。

自 2008 年 3G 牌照发放后，中国移动进入历

史发展的艰难阶段，2013年营收更首次出现负增

长。但在 4G 牌照发放后，基于 TD-LTE 这一具

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制式，中国移动迅速建设

了全球最大的 4G 网络。财报显示，中国移动已

拥有 4G 基站 151 万个，三年时间完成了过去 20

年的量。

陈智刚说：“从 2012 年到 2016 年，短短 4 年

时间，一个 U 型的反转曲线。这一段历史，应

该被中国移动人铭记，记住这个 U 型背后的故

事。”与此同时，虽然中国移动出口带宽与服务

器资源十分匮乏，并且因政策的原因，中国移

动进军固网宽带市场较晚，但凭借 8 亿手机用

户被捆绑套牢的天然优势，家庭市场成为中国

移动增长的新动能，主导优势向固网宽带和集

团客户市场延伸。

自 2016年春天开始，中国移动几乎以每月净

增宽带用户 300 万户左右的速度在拓展宽带市

场。如今，中国移动已超过中国联通，拥有8000万

户宽带用户，并计划在2017年新增2000万用户。

孙某石说：“中国电信全体干部员工拼到鞠

躬尽瘁，每月宽带用户净增也就几十万户。如果

他们再不想些办法，只要两年左右，中国电信宽

带老大的位子就会被中国移动夺走，中国移动将

成为宽带市场的大哥级玩家。”

中国移动依然一家独大
宽带市场逆天增长

在年报中，三大运营商均提到了将继续缩减

资本开支，对资本开支进行优化调整。随着 4G

覆盖越来越广，大规模网络建设高潮已开始逐渐

降温，在 4G 投资进入平稳期时，运营商针对 5G

和新业务增加投资。

在投资规模上，中国移动的 4G 投资将从

2016 年的 830 亿下降到 2017 年的 742 亿，降幅为

10.6%。但在中国移动的资本开支结构中，不仅

针对数据中心、大数据平台、IT 资源池、CDN 等

上的资本开支预算不降反升，2017年针对传输网

（不含接入）的资本支出调高 4.8%，被行业解读为

面向 5G蓄力。

根据工信部、中国 IMT-2020（5G）推进组的

工作部署以及三大运营商的 5G 商用计划，我国

将于 2017 年展开 5G 网络第二阶段测试，2018 年

进行大规模试验组网，并在此基础上于 2019年启

动 5G网络建设，最快 2020年正式商用 5G网络。

尽管三家都在提前布局，但中国移动在 5G

方面最为积极，中国移动总裁李跃表示，2017 年

会开展较大规模的 5G 外场实验，期望在 2018 年

达成 5G 的试商用，预计 2020 年实现全国范围的

5G商用。

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说：“在 5G 上，不能

再犯 4G 时代的错误。”中国电信董事长兼首席执

大规模网络建设高潮降温
布局5G等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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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全面实施取消长途和漫游费”的

消息一出，运营商只有“含泪”表态，将积极支持

国家要求继续提速降费的举措，在拓展业务的同

时，走薄利多销的路线，将影响减少到最小。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测算，全面取消

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预计将惠及我国 5.4 亿

移动客户，每年降费总额可达 280亿元，平均每客

户每年将节约 52元。

据了解，近两年来，三大电信运营商积极落

实政府要求，实施了固定宽带提速不提价，移动

流量当月不清零、免费赠送流量，取消京津冀手

机长途和漫游费，取消成渝城市群内手机长途和

漫游费，推出全国性资费优惠方案和地方性优惠

套餐等措施。

数据显示，2015 年以来，全国固定宽带平均

资费水平降幅达 86.2%，全国移动宽带流量平均

资费水平降幅达 64.7%。综合测算，网络提速降

费 2015年和 2016年惠及客户分别超过 10亿人次

和 13亿人次。

据了解，中国电信整体流量资费在 2015年下

降 33% 的 基 础 上 又 下 降 了 37% ，两 年 下 降 了

57.4%，每兆流量价格降至 5分钱。中国移动的财

报显示，2016 年流量资费同比下降 36%。中国联

通在提速降费方面也有类似表现。

在 2016年提速降费的基础上，今年国家又对

运营商提出了降低中小企业专线接入的要求，毫

无疑问将方便互联网等公司开展移动互联网和

云计算等业务，但运营商将付出不小代价。中国

移动预估，2017年降低中小企业专线接入和国际

长途资费的损失合计约 30亿元。

针对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

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长

途电话费的要求，中国移动根据当前业务结构静态

测算，2017年三项“降费”将减收约190亿元。

近年来，受互联网业务的冲击与替代，电信

运营商的语音业务、短彩信等传统增值业务收入

连年下滑，加上最近两年的提速降费影响，传统

业务再度大幅度跳水。

2016 年，中国移动语音业务收入从 2015 年

的 2618.96 亿元下降到 2099.49 亿元，降幅高达

19.8%；短信及彩信业务收入为 285.55 亿元，比

2015年的 312.44亿元下降了 8.6%。

随着 2017年提速降费加速推进，三家运营商

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进一步降

低国际长途电话费以及国际漫游费，传统业务收

入还将进一步压缩。

降费惠及大众
传统业务空间还将被压缩

行官杨杰则表示，正在关注国际电信大会对 5G

的标准制定进展，目前已经做好准备，只要技术

及市场成熟就开始建设工作，不排除与其他营运

商合作进行 5G建设。

在 5G 之外，三大运营商都在努力拓展新业

务，虽与战略级相差甚远，但新兴业务权重日渐上

升。中国移动积极拓展数字化服务，建成全球最

大的物联网专用核心网络，物联网连接数超过 1

亿。中国电信聚焦 4G、光宽两大基础业务以及天

翼高清、翼支付、物联网、云和大数据、互联网+五

大新兴领域，新兴业务收入占比超过 40%。中国

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将创新业务作为中国联通扭转

局面的突破口，聚焦产业互联网和平台类业务。

孙某石说：“从趋势上看，运营商的传统业务

正在瓦解，数据业务虽然保持快速增长，虽然运

营商一直在寻找新兴业务，更多时候扮演的还是

管道的角色，基于流量等的新型业务还不是运营

商的主战场。转型，依然是运营商的挑战。”

在显而易见的市场失衡中，
三家电信运营商需要面对的困境
是：用户新增乏力，电信行业的天
花板越来越近。在服务理念比较
和价格竞争肉搏中，5G和新兴业
务成为它们的普遍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