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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此刻皇上需要一支皮炎平，止痒快，还润润的

哦。”不得不说，近来大热的网剧《延禧攻略》的植入

式广告有些“皮”。每到一集的中间时段，就会跳出

护肤品、饮料等产品广告，剧中角色着古装推销现

代产品，如此“跳脱”的设计让观众忍俊不禁。

除上述中间插播广告片外，观众还能看到一

种结合剧情“弹”出的广告。比如，当出现与头发

相关的剧情时，生发类产品广告语就会出现在屏

幕上。业界戏称其为“创可贴广告”。

不过，再妙的广告也不如剧情吸引人。部分

视频网站为想要跳过广告的用户，推出了类似

“充会员免广告”的服务。但近日有用户称，即便

充了会员，看剧时还是有广告弹出，这类广告甚

至被包装成“VIP专属推荐”和“小剧场”。

特权表述引误解，平台
须进一步规范

记者在视频网站爱奇艺点开一个热门网剧，

随即弹出 30秒的贴片广告，广告上方写有“会员

跳广告”字样。点击该段文字，可直接进入会员

充值界面。但充值后确实还会出现上述用户反

映的情况，比如跳出“小剧场”等类型的广告。

这是否涉嫌欺骗消费者呢？记者经过进一步

调查了解到，在爱奇艺会员充值页面下方有两则协

议，因字体为浅灰色较难被发现。该协议第五条作

出了特别说明，会员在观看视

频时依然会跳出片头广告，不

过可以选择“一键关闭”。部分

影视片因特殊原因仍会呈现

广告，且爱奇艺有可能“以其他

方式”投放广告或商业信息。

上文被用户吐槽的“专

属推荐”和“小剧场”应属于

“以其他方式”投放的广告。

同时，协议还强调“上述‘跳

广告’权益无法跳过爱奇艺

不可控的广告内容”，而用户

购买会员即表明确认并同意

此条款。此外，记者从其他

视频网站也看到了如“因版权方的要求，仍然可

能提供不同类型的广告”等条款。

对于会员的广告特权，各大视频网站的表述

各有不同，有的称其为“跳广告”，有的称其为“广

告特权”或“免广告”。《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以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

构成虚假广告。那么，视频网站声称会员“免广

告”，这样的表述是否会引起误解？

南开大学法学院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陈兵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这样的表述

可能会引起误解，有关视频平台须进一步规范。

“但‘免’也可以解释为选择性的‘免’。换言之，

用户可以选择免广告，也可以选择看广告。用户

偏好不一样，视频平台设置这样的选择是合理

的。”此外，我国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更加看重实质

公平，也就是用户的利益要考虑，平台的正当利

益也要考虑。

重视用户教育，传递正
向广告观

“国外视频网站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广告、内容、

个性化服务，广告和内容是最主要的。国内跟国外

视频网站在商业模式方面大同小异，但国内视频网

站在盈利模式和效果上不是很理想。尽管总的收

入趋势是在增长，但实际处于亏损状态。”长期从事

互联网广告和视频研究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

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何辉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以爱奇艺为例，2018年第二季度其总收入为

62亿元，同比增长 51%；运营亏损为 13亿元，运营

亏损率为22%。有业内人士表示国内视频网站明

年或可实现转亏为盈，何辉对此持谨慎态度，他认

为国内视频网站明年实现普遍盈利的条件尚不够

成熟。

何辉解释称，不能从单纯的营收角度来衡量

视频网站的发展。当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消

费者进行版权教育，倡导尊重创作者劳动。“创作

者得不到收益会导致产出的内容质量下滑。国

内消费者对版权保护的意识太弱了，如果一直免

费，会形成恶性循环。”何辉坦言，不愿付费就不

要太过排斥广告，因为广告商实际上在为观众免

费观看的行为买单。

具体来说，影视剧是视频网站最主要的内

容，而获得优质影视剧的成本在不断增加。所以，

如果没有广告商的投资，视频网站就没有足够的

资金来购买优质内容，好的内容会慢慢减少。

那国外视频网站为什么能盈利呢？何辉认

为这与消费者版权意识强有关。“为了看到优质

书籍和电影，他们愿意付费。”何辉表示，如果消

费者对知识产权和智力产品不够重视的话，未来

两年国内视频网站的收益也不会很乐观。陈兵

也表示：“视频平台的盈利主要靠广告，会员费是

不够的。”

“如果想增加广告收入，一定要给互联网受

众传达正确的广告观念。不要把合法、合规、符合

伦理道德标准的正常商业广告看成是负面的。正

常的广告是经济系统实现良好运转的润滑剂，可

以大大降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成本。”何辉说。

充了会员为啥还去不掉网剧中的广告

第二看台
实习记者 代小佩

最近，苹果新款手机成为 IT 圈的焦点之一，而其中最引人热议的当

属其“高出天际”的售价。苹果公司官网显示，iPhone XS的起售价为 999

美元(国行 8699元)，iPhone XS Max起售价更是高达 1099美元(国行 9599

元)。即便是被称为廉价机型的 iPhone XR，其最低售价也达到了 6499

元，远超国产手机品牌中大部分高端机的价格。新款 iPhone在价格上令

人咋舌的同时，其在创新上也让人大失所望。从外观上看，这几款新机型

的外型和 iPhone X 极为类似。而在功能上，更大的屏幕、更好的防尘效

果、更强的续航能力等，这些虽有一定新意，但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突破。

把手机当成奢侈品来卖

苹果公司将 iPhone的价格定得如此之高，其用意何在？

首先应当肯定，相较其他品牌，苹果定高价的底气部分源于其卓越的

质量和使用体验。笔者曾进行过一些比较，发现尽管不少手机从配置上

可能与 iPhone 相差无几，甚至还更为优秀，但从真实的体验、感受看，苹

果手机往往会更胜一筹。

当然，仅依靠质量和使用体验来解释苹果手机的高价显然是不够的，

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苹果公司对定价策略的应用。苹果公司的定价策略

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苹果手机定位为一种奢侈品。和一般商

品不同，奢侈品在满足人们一般需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满足人们的炫耀

性需求。从经济学上讲，就是要帮助使用者向其他人释放一个信号，以标

示自己在身份、地位方面的与众不同。怎么发送这样的信号呢？简而言

之，就是将价格定得足够高，让大部分人买不起。只有通过这样的价格设

定，奢侈品才能成功地把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奢侈品之所以定价这么高，是因为只有这么贵它才有销路，如果降价

了，销量反而会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 iPhone 手机的定价已算很高了，但与动辄数万

元的名牌包等奢侈品相比，其价格依旧是相对较低的。这就决定了那些

收入不高、但又想偶尔虚荣一下的消费者会愿意买它。并且这部分群体

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还相对较低，即使出现较大幅度的涨价依旧会乐于购

买。道理很简单：当价值数万元的名牌包对于他们来说遥不可及时，价值

八九千元的 iPhone 就是他们找到与富人平等感觉的最后希望。即使获

取这个希望的价格再贵上两三千元，他们也多半不愿放弃。

用购买时间来区分用户

尽管追求炫耀性消费的人群是 iPhone最忠实的用户，但苹果公司的

目标客户群显然不仅限于这部分人。事实上，它也会努力从追求高性价

比的消费者那里去获取利润。当然，对这部分消费者，苹果公司的定价会

低很多。这时问题就来了，怎么区分不同的消费者？

在实践当中，苹果公司主要用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新款手机刚上市

时，苹果公司会定一个很高的价。这时，只有那些愿意出高价的消费者会购

买，苹果公司就能成功地获取他们的“消费者剩余”。过一段时间后，苹果公

司会逐步降低手机定价，那些愿意出低一点价的用户就会加入购买队伍。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持续的降价到什么时候结束。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曾指出，如果人们预计到了产品在未来会大幅降

价，那么他们就可能推迟购买。如果罗纳德·科斯的这个论断成立，那么

随着时间推移无限降价就不是个好主意。更好的策略是告诉消费者，降

价也是有时间限定的，过时不候。这次苹果公司不按常理出牌，在新款手

机推出后立即下架了 iPhone X，目的就是要向消费者传达这样一个信

号，以促使那些潜在的消费者尽早购买。

高定价背后暗藏隐忧

不久前，坊间传出做奢侈品营销出身的安吉拉·阿伦德茨将会接棒现

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主政苹果的消息。这一消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苹

果公司未来或将强化其奢侈品形象。不过，用经营奢侈品企业的方法来

经营一家科技产品公司究竟能否可行，恐怕还要打一个问号。随着消费

行为的日趋理性，人们已经开始更加重视手机本身的品质，而非附着在其

上的标签。如今很多制造商都推出了品质良好、价格低廉的手机，在性价

比面前，越来越多的用户正选择放弃苹果手机，转而使用其他品牌的手

机。数据显示，在今年的第二季度，苹果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的份额已

下降到 6%，在各品牌排名中仅位列第五。

或许苹果公司也意识到了危机，开始尝试一些突破和改变。例如，为

了重夺中国市场，苹果公司就专门推出了双卡双待机型。不过，类似的尝

试能否收到预期的成效依旧需要时间的检验。以双卡双待机型为例，这种

设计事实上早已在其他品牌的手机中得到广泛应用，因此苹果公司的做法

可能很难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与此同时，这种设计带来的成本上升以及

对苹果手机一贯“高冷”形象的损害，反而可能对其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究竟苹果公司接下来会如何运营？iPhone的价格会如何变动？这一

切恐怕还要交给时间来回答。

新iPhone凭什么这么贵

陈永伟

曾说出“没人会买大屏手机”的美国苹果公司已故创始人
乔布斯，如果看到苹果近年来推出的产品，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8年前，从这个判断为基础催生出的屏幕仅有3.5英寸的
iPhone 4开启了智能手机的黄金时代。这款跨时代的产品一
度打得其他品牌4英寸以上大屏手机丢盔卸甲。不过，如今苹
果公司最新款手机的屏幕尺寸已超过6英寸。

不只有苹果，在手机新品发布十分密集的9月，魅族、小米
等国内厂商也纷纷推出了大屏手机，似乎曾经的“大屏风潮”又
回来了。

本报记者 杨 仑

在手机诞生之初，谈论屏幕大小是件很奢侈

的事。在诺基亚还称霸天下的功能机时代，屏幕

只是通讯等基础功能的显示器而已。同时，人机

交互对键盘的依赖，进一步缩小了屏幕发挥的空

间，更谈不上娱乐和其他功能。

早在 10 年前，以三星、HTC 为代表的厂商

就推出了 4英寸以上大屏智能机型，强烈的视觉

冲击一度让大屏幕手机非常畅销。不过，乔布斯

却看不上大屏手机。他认为大屏幕会让手机显

得“笨拙”“粗野”，这位 IT 界的传奇人物认为，手

机屏幕不应该超过 3.5英寸——否则会影响用户

单手操作的体验。

iPhone 4 的空前成功挤占了大屏手机的生

存空间，3.5 英寸几乎成了智能手机标杆式的尺

寸，以至于除了寥寥几家厂商之外，几乎无人敢

挑战大屏产品。

然而，风水轮流转。在前不久结束的发布

会上，苹果公司正式推出了 6.5 英寸屏幕的手

机，这一尺寸已经接近平板电脑产品屏幕的大

小。无独有偶，小米、魅族两家厂商不但发布

会日期撞了车，两家推出的新品也无一例外以

屏占比高、显示面积更大为主打特点。而一路

坚持大屏产品的三星、华为等厂商，自然顺势

赶上了潮流——荣耀推出了一款 7.2 英寸的大

屏手机。

手机测评机构安兔兔发布的一份手机用户

偏好报告显示，目前市场中最受欢迎的屏幕尺寸

为 5.5英寸和 6英寸。“这次苹果新款手机的屏幕

超过 6.5 英寸，我们也是看了发布会才敢相信。

对于一款手机来说，6.5 英寸屏幕显得有些大

了。”该机构的一位工程师表示。从直板机、3.5

英寸屏到曲面屏、全面屏，智能手机的屏幕越来

越大。不断突破的尺寸不但刷新了消费者对手

机的认知，也超乎部分业内人士对屏幕的想象。

曾经的“笨拙”变成如今的潮流

对于这些“大块头”手机的受宠，市场研究

公司 Gartner 分析师安妮特·齐默尔曼认为，大

屏手机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尤其在中国，大

屏幕对于扭转市场趋势非常重要。”她说，一

方面，更大的屏幕意味着价格更贵，同时也能

提升消费者用手机看电影、玩游戏的体验。

“ 手 机 屏 幕 大 小 的 变 化 ，主 要 源 于 市 场

需求不同。过去，手机更多承载的是通讯功

能，而随着屏幕材质、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

考 虑 到 即 将 到 来 的 5G 时 代 ，手 机 必 然 将 承

担 更 多 娱 乐 、视 听 任 务 ，这 是 屏 幕 越 来 越 大

的 根 本 原 因 。”通 讯 行 业 专 家 李 殿 玺 告 诉 科

平板市场萎缩“大块头”取而代之

手机屏幕小，意味着操作便捷、人机交互体

验更好；屏幕大，意味着视听效果突出，但操作体

验较差。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手机屏幕究竟会大

到何种程度？

“目前，市场上以 6到 6.5英寸大屏幕手机为

主流。不过受全面屏设计影响，其实这个尺寸的

整机大小，换算成传统 16∶9屏幕的手机，大约相

当于 5 到 6 英寸。相对来讲，单手握持操作并不

会受太大影响。”范博毓说。

“如今手机的娱乐视听功能愈发重要，因而屏

幕变大其实不可避免。目前，柔性屏已经可以量

产，多个厂家都在研发新产品。一旦可折叠屏幕手

机上市，它不但能解决便携性、操控性的问题，同时

能带给人们更具冲击力的视听娱乐体验，是未来手

机的理想解决方案之一。当然到了那时，屏幕的尺

寸就会更突破人们的想象了。”李殿玺说。

柔性屏在手机上的应用，最直观的是可折叠

手 机 。 折 叠 手 机 其 实 并 不 算 新 产 品 ，京 瓷 、

NEC、中兴等厂家都曾推出过。不过之前的解

决方案，大多是在屏幕之间添加折页，并非真正

意义上实现屏幕的弯曲或折叠。

近日，三星手机部门召开新品发布会推出了

年度旗舰产品，其间该公司一位高管暗示，（可折

叠手机）不会等太久。业界分析认为，与三星竞

争、有可能推出世界上首款真正意义上折叠屏手

机的，正是华为。同时，智能手机霸主苹果公司

也悄然申请了多项与折叠屏相关的技术专利，为

应对市场变化做好了准备。

随着柔性屏技术的成熟，智能手机可以像书

本一样，被用户打开、合上。一秒钟让智能手机

变成平板电脑，这种科幻电影中才会有的场景，

可能很快就会在现实世界中出现。

柔性屏技术或让未来屏幕超乎想象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大屏手机扎堆出大屏手机扎堆出
因为人们更爱大尺寸因为人们更爱大尺寸？？

大屏、全面屏、折叠屏……近年来，智能手

机的突破、创新表现几乎全部集中在了屏幕

上。而厂商这样死磕屏幕，自然有其原因。

业内一般将 2010 年 iPhone 4 的问世作为

智能手机划时代的重要转折点。从 2010 年至

今，智能手机行业其实没有出现跨越式的创

新，它只是在不断发展、完善十年前开拓的方

向：让系统更顺畅、让拍照更好看、让工艺更

成熟。“消费者需要看得到、摸得着的进步，才

会为新机掏腰包。屏幕、摄像头等都可以成为

营销话题，因为它们一目了然，是看得见的创

新。”李殿玺说，“加之智能手机竞争激烈，厂

商过于激进的创新或者产品设计过于保守，都

很容易丢掉市场份额。”

客观上来看，智能手机在技术方面的提升

空间已非常有限。首先，在手机芯片的制作工

艺上，7 纳米技术已经开始应用，暂时看不到工

艺继续进步的可能。其次，手机电池受制于自

身物理特性，续航能力暂时很难得到大幅提

升，相关突破性技术目前大多还处在实验室阶

段。因此，厂商们在手机屏幕上下功夫显然是

最好、最直接的选择。

“智能手机屏幕越来越大，实际上也是通讯

技术进步的结果。未来手机不再是满足信息沟

通、交流的工具，人们会更多地用手机参与到娱

乐活动中，比如看电影、玩游戏等。”范博毓说。

死磕屏幕缘于消费者需要直观的创新

技日报记者。

另 外 ，消 费 类 平 板 电 脑 经 历 数 年 辉 煌 之

后，出货量连年走低。数据分析公司 IDC 报

告显示，2017 年第四季度平板电脑出货量同

比 下 降 12% ，导 致 全 年 出 货 量 下 降 9% ，仅 有

1.85 亿台，继续呈现大幅缩水的态势。

“平板需求已逐渐退烧，取而代之的正是

大尺寸手机市场。加上屏占比拉高的全面屏

设计成为主流，因此我们认为这波需求应该会

持续很长时间，这也是大屏手机越来越受欢迎

的原因之一。”WitsView 产业研究院研究员范

博毓表示。

网剧《延禧攻略》中出现的“创可贴广告”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现在流行大屏手机，

咱们不受欢迎啦！

平板电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