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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8月第一天，高通和 OPPO 共同宣布，双方已

达成了新的 3G和 4G中国专利许可协议。

按照协议条款,高通授予 OPPO 开发、制造

和销售 3G（WCDMA 及 CDMA2000）和 4G LTE

（包括“三模”GSM、TD-SCDMA和 LTE-TDD）

终端的付费专利许可。

5 日，高通方面对科技日报表示，截至 2016

财年第三季度，其技术许可业务在许可协议谈判

方面取得了很好进展，同时也收到了前段时间的

销售情况报告。期待在第四财季延续这样的发

展势头。此前，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整改要求，高

通已经与华为、中兴、TCL、小米等超过 110 多家

国内手机厂商、零部件厂商和模块厂商，达成新

的专利许可协议。

OPPO 是高通向魅族发起连环专利诉讼后，

首家与高通重新达成专利许可协议的国产手机厂

商。OPPO 与高通此次达成专利许可协议，到底

意味着什么？国内智能手机市场未来将向何方？

OPPO签约高通：专利费成行业硬规则

“事实上，一些国产手机厂商在专利上的短

板一直未能有效‘填补’。”中国政法大学知识

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

6 月 23 日，因长期拖欠高通专利使用费，魅

族被高通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索赔 5.2 亿

元。一周之后，6 月 30 日，高通再度将魅族分别

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诉

称魅族侵犯了高通覆盖智能手机多种功能和技

术 的 多 项 专 利 ，包 括 与 3G（WCDMA 和 CD-

MA2000）及 4G（LTE）无线通信标准相关的专利，

两地分别提起 9 件和 8 件专利侵权诉讼，共计索

赔 1700万元。

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6年 8月 2日，魅族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发

明公布数为 635 件，发明授权数 28 件，实用新型

数 45件，外观设计数 158件。

“反观小米，早在 2年前就已深陷专利纠纷漩

涡。”李俊慧说。

2014 年 12 月，因涉嫌侵犯爱立信所拥有的

ARM、EDGE、3G 等相关技术等 8项专利，小米在

印度被爱立信诉至印度德里高等法院。

随后，小米不断加大自主研发和专利并购

力度。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8 月，小米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发明公布

数为 5210件，发明授权数 372件，实用新型数 323

件，外观设计数 201件。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小米的发明公布数是

魅族的 8.2倍，发明授权数是魅族的 13.3倍，实用

新型数是魅族的 7.2 倍，外观设计数是魅族的 1.3

倍。”李俊慧说，收购专利也成为小米壮大专利

武器库重要手段。

2015 年 10 月，小米收购了博通公司 31 件

无线通信专利。2016 年 2 月，小米从美国芯片

巨 头 英 特 尔 公 司（Intel）购 买 了 332 件 美 国 专

利。6 月 1 日，小米再度从微软手中购得 1500

件专利。

专利欠缺成国产手机最大短板

OPPO 与高通此次达成专利许可协议到底

意味着什么？

先来看一下 OPPO 手机的销售表现。2015

年，OPPO 手机销售量约 5000 万部，在全球手机

品牌中排名第八，份额约 3.8%。今年的舰机型

R9，更已成为中国市场最热的“现象级产品”，甚

至以超过 2000 元的定价，创造了上市 88 天就销

售超过 700万部的国产手机新纪录。

根据全球市场研究机构 TrendFroce数据，在

今年第二季度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中，OPPO 已

跻身全球第四位和中国第二位。

高通，虽然并不生产手机，但却掌握着智

能手机的两大核心要素：芯片和专利许可。这

也 是 高 通 营 收 的 主 要 来 源 。 高 通 在 3G 甚 至

4G 的移动通信技术领域占据绝对的领跑和核

心地位，掌握大量基础层面的专利技术，且无

可替代。

知名科技自媒体作家、IT 评论人黄井洋对

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对于 OPPO 与高通签订专

利许可协议，一个很明显的用意在于 OPPO 将

寻求在国际市场的拓展，专利许可将为其扫除

后顾之忧。

这一点得到了 OPPO 公司新闻发言人刘磊

的认同，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目前 OPPO 在欧

洲，美国、中国，日韩等地区购买一定数量的 SEP

（基本专利），用作防御，保障公司业务安全运

行。目前是为了自身建设防御性专利池，保障公

司业务安全运行的需要，降低专利风险。

黄 井 洋 表 示 ，OPPO 的 成 功 ，更 多 的 是 在

于营销、渠道，以及在产品上塑造出来的品牌

感 觉 。 而 在 核 心 的 关 键 技 术 方 面 ，还 稍 显 薄

弱。相比之下，华为在基带、芯片等方面掌握

了 相 关 的 核 心 技 术 ，成 为 其 进 入 国 际 市 场 厮

杀的有力支撑。而 OPPO、VIVO 一旦进入国

际市场，特别是激烈的欧美市场，就可能会面

临 专 利 诉 讼 问 题 。 与 高 通 签 订 专 利 许 可 ，扫

除了这一障碍。

但值得思考的是，OPPO 在国内取得成功的

做法，在国际市场能否奏效，黄井洋表示这还是

一个问号。

进军全球市场必须手握“专利牌”

谈及对专利竞争的理解，刘磊说：“解决专利

问题是参与全球市场的前提。OPPO 愿意为专

利付出费用，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别人的劳动成

果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而公司从 2012 年开始

重视专利布局。”

据刘磊介绍，截至 2016 年 7 月，OPPO 公开

专利及发明专利申请共 8323 件；发明专利申请

7255件，其中发明专利所占比例为 87.1%。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机市场。智

能手机行业作为科技集成度最高、专利最为密集

的领域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技术和制造能

力。”北京强国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杨旭日表示，

为富有活力的“中国制造”创新路径保驾护航，需

要通过一系列政策去保障，这些政策包括通过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以鼓励创新等。这些努力的成

功，离不开一个保护知识产权、鼓励新业态及新

发明的良好环境。

而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在今年两会

上也呼吁，中国打造更富竞争力的创新型经济，

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去保障。这些政策包括通

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鼓励创新、促进技术融合

发展等。这些努力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保护知识

产权、鼓励新业态及新发明的环境。其中，打造

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促进中国移动生

态系统的发展至关重要。

“近期华为在国内起诉三星等事件，说明国

内尊重、保护知识产权的大环境渐成，业内认可

专利价值的大环境正成为主流。”杨旭日说，我国

当前已进入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

国”迈进的关键历史时期。知识产权既是参与国

际市场竞争的“标配”，更是中国企业自身创新发

展的“刚需”。忽视甚至侵犯知识产权的企业，在

发展道路上必然会遭遇瓶颈而难以长久发展和

增长。只有真正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企业，才

能走得更远、更久。

手中有专利并进行有效管理的企业，逐渐在

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来应有的姿态,这也让国际市

场看到了国内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崛起。

知识产权既是“刚需”更是“标配”

文·本报记者 贾 婧

周观天下

“失败者永远找借口，成功者永远找出路。”

8 月 5 日，在昆明召开的一场颇具新意的扶

贫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对于满

大街的“关门甩卖，马云所害”的调侃问题的回

答，引得全场掌声。

马云称，过去 30年，中国成功令 6亿人脱贫，

是个了不起的创举。当下中国政府提出全面脱贫

的扶贫攻坚战，担当和勇气超乎寻常。企业家作

为最先富起来的人，应参与到这场攻坚战中来。

“作为企业家，如何有效参与扶贫？”马云在

演讲中反复强调，应以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

去扶贫，而不是商业的心态、公益的手法扶贫。

马云同时表示，脱贫攻坚战对于企业家而言

也是一次巨大的商业机会。“机会就是解决麻烦

与困难。今天的农村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农民

几乎人手一台手机，这是农村信息化巨大的机会

所在。”他透露，2015年，800多个贫困县在淘宝网

上卖当地特产一共卖出了 200多亿元。

在互动环节，提问者将“如何看待满大街的

‘马云所害’？”“如何看待当前经济低迷？”等问题

抛给了马云。

马云笑称，“太高看我了！”他说，“如果一两

家零售商关门了，可能是我的原因，如果全部垮

了，肯定跟我没关系。失败者永远找借口，成功

者永远找方法。”

他表示，早在 1999 年，他就在不同的城市呼

吁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可没有人相信新的消费习

惯和新的商业模式。当前，整个零售业销售额为

36 万亿元，而阿里巴巴才 3 万亿，根本谈不上打

败零售业。

“不是实体行业不好了，不是零售业不好了，而

是你不行。20年来，你没有变革，你看不见、看不

起、看不懂、跟不上你的竞争对手，你必然落败。”马

云坦言，“我们也每天都很担心，每天都很努力。如

果有一天阿里巴巴也犯同样的错误，必死无疑。”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低迷，马云认为：做好自

己最重要。“今天全世界都在发生变化，传统商业

模式正在变革。大家不要心存幻想回到以前生

意好做时期的辉煌。”马云说，低迷让我们看到了

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把握未

来技术的机会。

“经济低迷不等于企业低迷，重要的是先管

好自己。多听客户、年轻员工的想法，从身边做

起，从自身改起，这才最重要。”马云说。

马云如何回应满大街的“马云所害”
IT江湖

文·胡远航 业子璇

据外媒报道，将中国业务出售给滴滴后，优步（Uber）把

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和印度市场，计划调整中国业务 150 名工

程师的岗位，将其由中国调至其他市场；由于东南亚业务突飞

猛进，身处美国旧金山本部的工程师将从事开发东南亚地图

等业务。优步将在印度雇佣更多本土工程师，并称优步在全

球范围内共有 8000名左右职员，包括工程、市场和运营人员，

但优步未予置评。

分析称优步的转变说明即使在中国达成了和平协议，也

不会在其他地方放慢争夺客户的步伐。在东南亚优步与新加

坡的 Grab、印尼的 Go-Jek 和印度的 Ola 竞争。值得一提的

是，滴滴曾是 Grab、Ola和 Lyft的盟友，一同抵制过优步。目前

还不清楚，滴滴出行和 Uber 中国的合并是否会让“反优步联

盟”土崩瓦解。

Grab 的 CEO Anthony Tan 发布的内部信表示，滴滴的

胜利充分说明了本土企业终会笑到最后，他很期待优步将更

多的资源用于东南亚市场。据悉，自 2012 年以来，Grab 拿到

了至少 6.8 亿美元的融资，投资机构包括滴滴出行。Grab 目

前在 6个国家 30多个城市开展了服务。

而优步目前融资金额超过 150 亿美元，估值 680 亿美元。

优步背后有众多投资机构和对冲基金的支持。本次和滴滴的

交易中，滴滴投资优步 10 亿美元，优步全球和优步中国的投

资人将持有合并后的公司 20%的股权。

失去中国市场
优步转战

印度和东南亚

8月 6日，微信朋友圈有知名博主爆料：“微信公众号又祭

出大杀器！付费订阅。”有媒体向微信求证时，微信公关人士

回复“这个事情做不做还没有定下来。会尝试，但没有具体的

计划。”

早在今年 2月初，就有微信运营者爆料，有人在微信公众

号后台编辑的时候，看到了付费阅读功能，而据爆料人消息

称，公众号运营者可以设置一篇文章免费阅读的字数，但需在

200字以内，读者可以免费阅读设置好的前段文字，而想要阅

读全文就要付费了。付费金额在 0到 200元之间，运营者在发

布之前可以自行设置。根据当时新华网报道，微信“付费阅读

目前还在小范围内测，未来会逐步放开，但目前尚无具体行动

时间表。”

在微信之外，微博 2014 年已经开通付费阅读功能，采用

的是会员制。用户付费后订阅一个月、一个季度或一年的付

费内容。业内人士表示，此番微信在“付费阅读”领域的动作，

或许会牵动微博、今日头条等内容平台的神经。

付费阅读
微信公众号

疑似正在内测

据外媒报道，位于西雅图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创业公

司 Turi ，被苹果用 2 亿美元的“小钱儿”收购。这是过去两

年苹果完成的第二笔与西雅图相关的收购。2014 年，苹果收

购了西雅图云计算网络创业公司 Union Bay Networks。在

此之后，苹果在西雅图开设了工程中心。

创办于 2009 年的 Turi ，创始人兼 CEO 为华盛顿大

学教授卡洛斯·古斯特林（Carlos Guestrin）夫妇。他们在华盛

顿大学担任机器学习教授职位时就获得过亚马逊创始人

Jeff Bezos 200 万美元的资助。Turi 能让开发者的应用更为

“聪明”，赋予应用——机器人学习、人工智能能力还会进行自

动调整。

对于这笔收购，苹果做出了惯常的声明：“苹果会不时收

购规模较小的科技公司。我们通常不讨论目的或计划。”但据

外界猜测，这种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能力将用于 Siri 个人助

手上。并且这笔收购也表明，苹果正大举进军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技术领域。

2亿美元
苹果收购

人工智能公司

告读者：
从今天起，每周一的 6 版改为 “IT

时空”，我们将为您奉上视野更加开放、领域

更为宽广的信息科技报道。除主打文章为深度

报道外，我们还另设有几个特色小栏目：“IT 江湖”

瞄准业内的起起落落，只求让您思维瞬间一亮；“周

观天下”则是对一周以来业内的纵览……在这个

新闻的富矿中，用我们的科技视角帮您追踪

和解读。

《中国、而非硅谷，正处在移动（通信）技术最

前沿》是美国《纽约时报》8 月２日刊登的一篇英

文报道的标题。这家报纸中文版３日刊发同一

篇报道时，将标题改为《现在轮到硅谷“山寨”中

国企业了》。

报道中列举诸多硅谷“山寨”中国的事例，

但市场或经济方面细节居多。最有力的直接引

语出自一家技术市场分析机构创始人，曾在苹

果、微软等企业从事市场推广。他认为，此前多

年的说法是中国“复制”美国，而在移动通信领

域如今恰好相反，是美国“复制”中

国，英文“复制”也许可译为中文

“山寨”。

记者曾采访一位美国老人，互

换联络方式时，对方告知她有微信，

因为有一批中国朋友。

也曾偶遇一位土耳其年轻人，

曾经在中国高校留学，告知正在用

微信。

这两人一老一少，都身处美国

硅谷，当属微信的“非典型用户”，

却揭示出微信在同类软件中的最

大优势。

移动通信时代，以手机普及为依托，与微

信 类 似 的 通 信 应 用 软 件 ，美 国 有 、印 度 有 、日

本 有 ，其 他 国 家 同 样 有 。 但 微 信 作 为 中 国 本

土 研 发 的 应 用 软 件 ，凭 借 着 国 内 手 机 保 有 量

和 海 外 华 人 数 量 ，其 用 户 绝 对 数 量 处 于 市 场

“最前沿”。

回到《纽约时报》刊登的这篇报道，文章的核

心内容是：移动通信应用，中国处于世界最前

沿。文章观点反应出一种趋势，在移动应用技术

创新以及移动应用市场推广领域，中国有理由超

过美国，原因如下：

一是技术创新及其取舍，相当大程度上取决

于消费群体规模；中国市场智能手机保有量绝对

领先，已超过美国人口总和，这得益于国产手机、

尤其是国产品牌手机的发展。

二是凭借由移动通信和网络接入运营商搭

建的数据通道，中国发展出众多商业和服务业电

子平台，使移动应用面临众多可能性。

三是相对于美国市场，中国市场的行业壁

垒较低、政府监管较少、消费者对尝试新技术手

段的态度更积极。以移动支付为例，跨越商业、

服务业与金融业，中国的推广速度和范围远超

美国。

四是中国的信息技术企业，并购和外包者不

多，依靠自身产品模块累加者不少，以腾讯公司

及其开发的微信为例，历年逐渐扩充功能和服

务，围绕核心技术和产品延伸了“生态链”。

壁垒和监管，会迟滞技术推广，特定情形下

却意味着标准先行、信息安全以及对消费者隐私

和权益的保障。而在技术层面，即使中国企业之

间，任何“抄袭”都涉嫌违法。

硅谷，不止是信息技术高地，信息技术也不

止于移动通信应用。但是可以肯定，以市场为界

面，以消费者体验为指针，在移动应用领域，美国

确实需要“复制”或者“山寨”中国。

（据新华社）

从市场角度解读中国移动应用遭“山寨”
文·徐 勇

“其实，专利费作为行业硬规则，无论愿意与

否，都必须遵守，这是法律。不夸张地说，任何一

部智能手机的成型，都离不开高通的专利技术，

既然用了别人的专利，就必须依照法律的要求支

付专利费用。尤其是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专利对

国内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黄井洋表示，如果想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

专利游戏规则不可避免。

手机是一个综合产品，包含了通信技术、显示
技术、半导体芯片技术、人机交互技术、应用软件等
诸多方面，一部现代智能手机包含的相关专利技术
大概在10万项左右。

“
”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