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就网络音乐

版权有关问题约谈了腾讯音乐、阿里音乐、网易云音乐、百度太合音乐主

要负责人。版权管理司负责人指出，购买音乐版权应当遵循公平合理原

则、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不得哄抬价格、恶性竞价，避免采购独家

版权。13日，国家版权局就此问题又约谈了环球音乐、华纳音乐等二十

余家境内外唱片公司，要求避免授予网络音乐服务商独家版权。

点评：今年以来，为争夺大型唱片公司的独家版权，腾讯音乐、网易

云音乐等在线音乐平台“大打出手”，版权大战硝烟四起。这一方面加

剧了国内在线音乐产业的竞争，推高了音乐版权的价格；另一方面搞得

用户左右为难，不得不在几个 APP 之间来回跳转。在线音乐平台普遍

亏损，唱片公司却赚得盆满钵满。在辣评君看来，这个“独家版权”真是

个毒药。害了平台，害了用户，最终唱片公司也跑不了。网络音乐的发

展有其独特规律，我们尊重版权，抵制非法侵权，但也坚决反对以“版权

割据”为目的的独家版权。只有这样才能帮助音乐产业重回健康轨道，

促进整个产业的繁荣发展。

独家版权是“毒药”
争来争去谁都没好果子吃

Gofun出行近日发布消息称，他们改变了网点规则，通过大数据运

算计算停车费的方式，解决了网点少的问题，有望将北京的共享汽车网

点由 300个固定网点增加到上千个。其中北京五环以内的网点密度将

大幅增加。

点评：一年多来，除共享单车外最火的应该就是共享汽车了。公安

部交管局 2017年 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 3.28亿汽车驾驶人，而汽

车保有量为2.05亿辆，其中私家车为1.56亿辆。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亿多

人“有本无车”。此外，受城市道路资源、一线城市牌照资源等因素限制，

共享汽车被视为满足用户出行需求的千亿美元级的市场。在此背景下，

8月交通部和住建部还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鼓励使用新能源车辆开展分时租赁，并建议相关部门配合

建立健全配套政策措施。目前对运营者和用户而言，最大的困扰莫过于

人车信息不符和网点少的问题。Gofun出行的这次尝试值得提倡，技术

手段不但带来了新的运营模式，也解决了发展所面临的瓶颈。

技术补齐短板
共享汽车或迎来大发展

IT时空 IT SHI KONG

本报记者 刘园园

未来，将形成渠道巨头瓜分流量的基

本格局。在流量和变现方面优势微弱的

媒体会转为依赖渠道流量的自媒体，媒体

价值将成为平台发展关键。

李俊慧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9 月 17 日消息，苹果在秋季发布会结束后，更新了 App Store 审核

指南（App Store Review Guidelines），增加了 HomeKit API、人脸识别

技术等的相关内容。其中还包括一条重要更新：即苹果方面将允许个

人用户不借助苹果的内部支付系统来打赏个人用户，并且苹果将不再

从中抽取 30%的抽成。

点评：从强势逼迫微信公众平台按照内购机制修改打赏方式，形成

iOS、安卓两条通道，到新iPhone发布后不动声色地准备取消30%打赏分

成。不到3个月的时间，态度大反转。苹果，你可真是善变。要说上半年

国内iOS开发领域最热的事件，被称为“苹果税”网络打赏抽成绝对能排

进前三。一边是霸道的苹果，一边是弱势的开发者，就连一向强势的微

信也被迫关闭了苹果客户端的打赏功能。苹果这招虽是提高利润的捷

径，却激怒了大量的开发者和内容生产者。如苹果继续强行收取打赏分

成，或将逼迫不少用户放弃苹果，转投安卓阵营。如今的中国市场早已

不是10年前iPhone诞生时的那个样子，“任性”的苹果也要有所忌惮。

苹果取消网络打赏抽成
是面对市场必须做出的妥协

点评人：本报记者 王小龙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8
新闻热线：010—58884062
E-mail：adaxuqian@126.com

■责编 许 茜 2017 年 9 月 20 日 星期三

IT辣评

IT江湖

资讯聚合平台火拼资讯聚合平台火拼
胜负就看这三战胜负就看这三战

你或许很清楚，手机里下载了几个资讯类

APP。但你可能说不清楚，自己每天花多长时间

“刷”它们。

对此，你当然能抱着难得糊涂的态度。但资

讯聚合平台们却清楚得很：你有意无意间地弹指

一挥，正是它们厮杀的焦点。它们角逐的就是

——你的注意力和时间。

最新一轮“火拼”发生在 9 月 15 日的夜晚。

新浪微博发送弹窗消息，要求用户同意使用新的

协议。

这轮火拼不但暴露了资讯聚合平台的发展

态势，还把网友“点着”了。

你可能要问，新浪微博使用新的用户协议，

跟资讯聚合平台有什么关系？

关系就在于，这份《微博用户服务使用协议》

提到：未经微博平台事先书面许可，用户不得自

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使

用微博内容。

虽然网友忙着质疑，“我用喇叭广播，喇叭就

有版权了？”但媒体解读，微博此举可能主要与资

讯聚合平台今日头条有关。

追溯到 8 月 10 日，微博官方称，某第三方新

闻平台在微博毫不知情、并未授权的情况下直接

从微博抓取自媒体账号内容，因此微博将先行暂

停第三方接口。此后，今日头条宣布，近期将停

止提供新浪微博账号登录服务。

这次事件只是内容竞争白热化的缩影。为

了锁定用户的注意力，资讯聚合平台对内容的追

逐几乎是天性。

“大家都说内容分发平台是海量，海量到

底有多大？一点资讯每天入库文章 30 多万篇，

里面有一半是自媒体人的文章。”一点资讯副

总 编 辑 白 兰 在 近 日 举 行 的“2017 媒 体 融 合 论

坛 ”上 说 。 今 日 头 条 研 究 院 总 监 郎 峰 蔚 也 表

示，目前今日头条已经和 4000 多家媒体开展内

容合作，它的愿景就是将海量用户与海量信息

进行匹配。

除了海量信息，还要在独家优质内容上比

拼。比如，今年 9月开学季，一点资讯通过用户的

IP地址变化和阅读习惯，识别出大学生群体。然

后向这些用户个性化推送他们所在大学的账号

内容，给这些大学生带来“惊喜”。今日头条的做

法则是上线媒体实验室，向 450 多家合作媒体反

馈内容传播的效果，以此促进合作媒体向用户提

供更加优质的内容。

内容背后是流量。白兰表示，现在内容分发

平台都在邀请自媒体入驻，无疑是看到了流量的

红利。郎峰蔚也直言，与众多媒体开展内容合作

可以“将所有的 APP打通，创造更好的流量，更好

的赢利模式”。

战役一：争夺优质内容

社交是资讯聚合平台打出的新牌。

这甚至在你下载它们时就能感受到。在苹果

手机的应用商店中，搜索“今日头条”，你会发现这

款软件的广告图片提示“更多明星、大V入驻”。

这些“大V”，最近也成为争夺的对象。

近日，网上传出知乎大 V“恶魔奶爸”的一张

朋友圈截图：“今日头条今年一口气签了 300多个

知乎大 V，刚把我也签了，而且是给钱的，年收入

比普通白领高。签完以后所有内容不可以再发

知乎。”

同“恶魔奶爸”类似，李熙（化名）原来是百

度百家的作者，5 个月前收到今日头条邀约，请

其入驻今日头条旗下的悟空问答。他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自己每个月都可以在悟空问答获取

一些收入。

悟空问答还不是今日头条最新的动态。现在

你打开今日头条APP，还会收到一个弹窗，邀请你

“同步通讯录和手机号，和朋友们一起看头条”。

此外，在短视频领域，今日头条在今年元旦前

后上线了火山小视频。一点资讯也正在短视频领

战役二：开打社交牌

域发力。而无论是问答业务，还是短视频，亦或是

同步通讯录，都与社交二字密不可分。

“由于资讯聚合平台的信息量、信息流展现形

式和智能推荐机制，内容方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

间的强关系链相对较难建立和沉淀，问答、小视频

等是对弱关系社交的补充。”艾瑞分析师艾欣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说。

艾欣认为，以问答业务为例，它一方面可以为

平台营造良好的互动氛围，提高用户活跃度；另一

方面可以沉淀优质的用户自制内容（UGC），补充

内容池，完善内容生态，逐步打造差异化壁垒。

但内容聚合平台真要转型社交平台吗？互联

网分析师张孝荣认为，非也。目前社交巨头的版

图不易撼动，内容聚合平台探索社交，依然是在为

内容服务。

“我觉得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形成用户的

阅读习惯，收集用户多方面的数据作为分析依据，

最终来增加用户的黏性。”张孝荣说。

除了通过内容争夺和社交化“黏”住你，内容

聚合平台还使出了杀手锏——人工智能。

“资讯分发技术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艾欣

介绍，资讯分发从纯编辑分发，到混合智能推荐，

再到算法分发，平台对用户的理解在加深，并一步

步朝更符合用户期待、分发效率更高的方向走去。

以今日头条为例，张孝荣分析，早期它以非

个性化推荐为主，之后以个性化推荐算法为主，

协同过滤就是方法之一。在张孝荣看来，协同

过滤属于比较“弱智”的人工智能，它最早被用

于垃圾邮件过滤，后来被电商平台用来向用户

推荐商品。

“当前阶段，今日头条则以大规模实时机器

学习算法为主，用到的特征达千亿级别，能做到

分钟级更新模型。”张孝荣告诉记者。

整体来看，目前国内大多数资讯聚合平台仍

在使用协同过滤技术，并开始像今日头条一样向

深度学习转变。比如腾讯 3月底推出了深度学习

平台 DX-I，并称已在其旗下资讯聚合平台天天

快报上得到验证。

“如果说人工内容推荐如同司机开车，那么

深度学习所带来的内容推荐，则如无人驾驶。”张

孝荣介绍，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利用用户数据来

“感知”用户喜好，为用户精准推荐内容，大大提

高了内容分发效率和读者阅读效率。

但目前深度学习推荐技术也难称完美。比

如它对于语义理解和推理还欠点火候。再比如，

大数据收集和标注的成本水涨船高，对规模较小

的内容聚合平台而言，面临即使采用该技术，也

没有数据支撑网络模型训练的尴尬境地。

“未来，将形成渠道巨头瓜分流量的基本格

局。在流量和变现方面优势微弱的媒体会转为

依赖渠道流量的自媒体，媒体价值将成为平台发

展关键。”这是艾欣眼中资讯聚合平台的明天。

战役三：算法谁最强

终于，持续数年的搜狗百度输入法专利纠纷

要接近尾声了。

时隔两年，号称“互联网专利第一案”的搜狗

诉百度专利侵权诉讼案，上周四在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开庭审理。这也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产业有

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起专利官司，进入到最后的

关键决定性阶段。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搜狗据以起

诉百度侵权的 17 项专利纠纷中，累计有 11 项专

利纠纷所涉专利被宣告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

为此，搜狗已相继撤回了 8件起诉。

那么，这场始于 2015年输入法专利大战将会

如何发展？它又能给互联网行业带来哪些启示？

两大输入法先后出招

2015 年 10 月，搜狗将百度诉至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诉称百度旗下的“百度输入法”产品侵犯

了由搜狗所享有的 8 项与输入法技术相关专利，

并索赔 8000万元。

2015 年 11 月，搜狗又将百度分别诉至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及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诉称百度输入法侵犯其享有 9 项专利

权，共计索赔 1.8亿元。

2016 年 10 月，百度将搜狗诉至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诉称侵犯了百度输入法多达 10项技术专

利，要求搜狗赔偿共计

1亿元。

从 时 间 点 来 看 ，

百度是在被搜狗起诉

一 年 后 ，才 发 起 输 入

法专利诉讼反击。一

方 面 ，这 表 明 百 度 对

于专利诉讼的反击准

备 比 较 充 分 ；另 一 方

面 ，也 因 为 输 入 法 竞

争 的 场 景 或 领 域 ，已

经发生了变化。

简 单 说 ，2015 年

搜狗起诉百度输入法

专利侵权时，双方争执

的 焦 点 在 于 PC 端 输

入法竞争，以及因输入法对 PC 流量带来的导引

作用。

而在 2016年百度起诉搜狗时，双方争议的焦

点已经切换到移动端。同时，移动端上网人数已大

幅超越PC端，行业已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用无效宣告“废掉”对方专利

搜狗起诉百度后，百度方就开始针对涉案专

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

“专利复审委员会”）提起专利无效宣告请求。

截至目前，包括“一种文字输入的方法及系

统”“一种字符输入的方法、输入法系统及词库更

新的方法”“一种输出通讯信息的方法及装置”

“输入法中取消字符串的方法及文字输入系统”

“一种智能组词输入的方法和一种输入法系统及

其更新方法”和“一种支持图片输入的方法和设

备”等多件发明专利，经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已

被宣告“全部无效”。

其中，“一种支持图片输入的方法和设备”发

明专利，百度曾分别在 2015 年和 2016 年提起两

次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第一次未能如愿，第二次

则成功将该专利“废掉”。

可以说，从诉讼对抗的角度来看，百度合理

利用了法律赋予的救济机制，并争取到了比较好

的阶段性进展。

比如，搜狗累计撤回 8件诉讼，这表明百度在

相关侵权案件中潜在的败诉及赔偿风险已得到

化解。

此外，搜狗这么高比例的发明专利被宣告无

效，也暴露出一个互联网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

技术创新与专利保护如何平衡。是创新程度不

够？还是创新质量堪忧？抑或是互联网行业的

特征所致？

有助于引导企业建立技术壁垒

不 过 ，作 为 国 内 互 联 网 领 域 少 有 的 专 利

纠 纷 ，该 案 最 终 的 审 理 结 果 对 行 业 有 着 重 要

的影响。

首先，借鉴甚至抄袭现象在互联网行业较为

普遍。其中，既有巨头间的相互借鉴、抄袭，也有

巨头对初创公司的借鉴、抄袭。

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巨头对初创公司业务、

模式及技术的借鉴或抄袭，通常会给初创公司带

来灾难性伤害。

其次，案件处理结果对于引导互联网行业注

重创新、加强保护具有参考意义。从索赔额来

看，在 2015 年起诉之初，按照一件专利索赔千万

甚至上亿元，其额度已经非常之高。

如果最终法院审理认定构成侵权，并支持搜

狗一方的索赔额，那么对于通过司法案例约束互

联网行业的不正当技术竞争，促进行业良性竞

争，注重原始创新，将会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此外，对初创公司来说，这也有助于引导它

们在适当的阶段建立起相应的技术或专利壁垒，

以应对巨头的竞争压力。这样即使抢市场争不

过巨头，它们仍有机会通过专利争夺市场。

而这才是搜狗与百度输入法专利大战的价

值所在。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

“互联网专利第一案”提示初创公司

专利在手或可对抗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