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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贯“强势傲慢”的苹果都不
得不低头就范时，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已经开启的智能手机市场竞争大
幕中，中国联通将会以新的产业链整
合者角色，主导智能手机产业的发展
进程。

连日来，中国联通免费派送万部
千元智能手机的消息，在新浪微博平
台上成为转发最多、评论最多的消
息。《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中国联通获
悉，作为中国联通率先开辟并定义的
千元智能机市场，已经成为其完成
2011 年新增 3G 用户 2500 万目标的
利器。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中国联通距
离全年新增用户目标还有 800多万的
缺口，而通过发力千元智能机市场，有
望推动联通在今年新增用户目标的完
成。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中国电信与
中国移动快速跟进的千元智能手机市
场上，中国联通作为这一新增市场的
开拓者，必须要通过各种方法进一步
巩固在这一领域的优势。”

今年以来，中国联通在千元智能
手机市场展开的布局，已经引发了中
国电信、中国移动的迅速跟进，三大
移动运营商之间的品牌格局因中国
联通而变。

定义千元智能手机

如果说与苹果 iPhone 系列产品
的独家合作开启了中国联通整合智
能手机产业链的野心，那么首家定义
“千元智能手机”标准无疑让中国联
通在智能手机产业链中的整合地位
得到了落地并巩固。

此前，中国联通率先在中国市场
引入 iPhone 系列手机，为其在 3G时
代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较量中不
只是抢夺了社会关注的眼球，还实实
在在地带来了高端 3G用户。随后，于
今年 6月份开启的“沃 3G千元智能
手机新定义”市场推广活动，则为中
国联通在与中国移动展开的用户群
争夺战中注入了新的动力，也让中国
联通从“iPhone 系列手机”时代的抢
眼球、打品牌，变成“千元智能机”时
代的抢用户、增业绩，实现了 3G用户
的规模化增长。
这一次，中国联通打破了传统的

由手机制造商定义产品的惯例，而是
从运营商的角度以消费者需求为导
向，首次提出将“互联网手机”定义为
以 3.5英寸以上屏幕、CPU 处理能力
在 600MHz以上、价格在千元以下的
智能手机。随即，在中国联通的千元
智能机阵营中，出现了中兴、华为、联
想、TCL、索爱、三星、诺基亚等一批战
略合作伙伴。此外，摩托罗拉、HTC等
手机企业也纷纷表示，希望推出千元
左右的智能手机，加入这一市场的抢
夺。
中国联通销售部总经理于英涛

则向媒体透露，联通首款新定义千元
3G 智能手机中兴 V880 仅用 3 个月
就完成了 12个月的任务，销量突破
百万台。第二款联通千元 3G智能手
机 Lenovo A60 销量也在两个月内达
到百万部。这意味着在 3G时代，千元
智能手机市场已经为运营商中国联
通和手机制造厂商带来了丰厚的市
场回报。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助理
刘刚指出，“尽管 iPhone 4S是目前人
们议论的中心，但并不能给运营商带

来很大效应。但千元 3G智能手机才
是真正受用户欢迎的，是 3G时代的
主流产品。”移动通信资深人士曾高
飞也认为，“对于移动运营商而言，中
国联通的品牌号召力、网络门店优
势、内容平台优势，让其可以在 3G时
代成为智能手机产业游戏规则的定
义者。从 iPhone手机的独家销售到千
元智能机这一细分市场的拓展，可以
看出，中国联通在 3G时代已经完成
了对高端和低端市场的布局，有望迎
来量增利长的新时代。”

抢夺移动生活商机

今年以来，中国智能手机销量以
11.5%的月平均增速保持着稳定的增
长势头。一份市场分析数据显示：在
中国超过 9亿手机消费者中，心理承
受价位在 1500 元以下的占 83%，
1000 元以下的则占到了 66.3%。苹
果、HTC、三星等品牌的高端智能手机
对中国市场来说价格太高，把一大批
对于移动互联网有强烈需求的人群
阻拦在市场外部。在曾高飞看来，“智
能手机在中国市场的推广普及，关键
不是高端商务人士，而是一大批经济
实力弱但消费潜力巨大的中低端用
户。这才是产业链未来争夺的主力
军。”

当中国联通以智能手机产业整
合者的角色出现，以千元智能手机的
定义者开启了一块拥有巨大需求的
新市场时，爆发增长的不只是中低端
的 3G用户群，还有一大批像 HTC、三
星、摩托罗拉、联想等手机制造商们。
这意味着，中国联通撬动的不只是三
大巨头牢牢占据的移动通信市场份
额，还有以苹果、三星们牢牢占据的

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日前，国产手机企业金立表示将

在 2012 年实现智能手机出货量达
1500万部。对此，有市场分析人士对
于金立选择此时进军智能手机市场
表示，“时间有点晚了，可能会错过最
佳的增长机会。”不过，在董事长刘立
荣看来，“在 3G时代，手机不再是通
信终端，而是一个整合通信服务、内
容服务和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平台。金
立将紧密地依托移动互联网，并最终
完成向移动互联网开放平台的过渡，
从而找到自身规模化扩张的突破
口。”

联想集团副总裁、运营商业务总
经理冯幸认为：“只有智能手机的价
格降下来，才有移动互联网普及的可
能。国产手机在这方面的优势可谓得
天独厚。”

日前，HTC中国区总裁任伟光也
透露，“HTC 目前还没有能力推千元
智能手机，但是如果条件允许，会推
出千元智能手机。”

不过，中国联通在千元智能手机
上的发力，显然并不只是想以“规模
化定制包销”批零商的身份抢夺智能
手机的零售市场，而是希望借助千元
智能机实现对国内 3G用户群规模的
快速建立和完善，并最终借助应用程
序和内容平台增加对消费群的黏性，
谋求在增值服务和内容服务上更大
的可持续盈利。

不难看出，立足于移动通信服务
的中国联通们，在 3G时代以智能手
机的客户服务平台为突破口，再度强
势回归对服务内容、服务手段的创新
与突破。最终，通过整合上下游资源
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多地在这场中国
手机的智能化升级中抢占主动权。

三网融合：
跨界难穿越

UQ大战 外资企业渔利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针对目前互联网行业闹得不可

开交的 UQ大战，多位业内人士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腾讯与 UC 同为
中国企业，在各自领域均有无可比拟
的优势，完全可以联手推动中国互联
网行业的发展。

腾讯 CEO 马化腾在 3Q 大战一
周年之际的反思中也提到，营造良好
的互联网生态环境，“需要大家团结
在一起，不要沉迷于一些小方面的竞
争，两个企业成为了仇家，这是比较
初级的阶段。”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产业正在面

临前所未有的全球领先机遇。”UC优
视董事长俞永福在官方博客中信心
十足地写道。

UC 并非在自卖自夸。在手机制
造领域，中国 2010 年的手机产量达
到 9.98 亿 部 ，占 全 球 总 产 量 的
58.3%。在手机用户市场，中国的手机
网民数目为 3.18亿，排名全球第一。
这些数字显示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市
场的巨大潜力。

另一方面，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分别以 5.39 亿用户和 1.48 亿用户排
名全球移动运营商的第一和第六，手
机 QQ 和 UC 浏览器的用户也已经超
过 2亿，并列成为拥有全球第一的移
动客户端软件，进一步为这一市场的
开拓创造了条件。

慧聪邓白氏研究 ICT事业部研究
副总监张本厚认为，手机浏览器不但
拥有左右流量的能力，而且有可能成
为内容和应用服务平台，“UQ”大战说
到底就是为了争夺移动互联网入口
控制权。

随着 UQ 大战的开幕，浏览器市
场的战火已经从 PC烧到了移动终端。

Opera 是挪威浏览器制造商，声
称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浏览器”，
目前正在想方设法吞噬中国市场。UC
经过多年的积累，用户量突破 2 亿，
据测算，全球用户每秒钟平均使用
UC 浏览器点击网页 23148次。手机
QQ 浏览器作为后起之秀，凭借手机
QQ 的强大黏性作用，迅速成为仅次
于 UC的中国第二大手机浏览器。

除了上述三大巨头，百度、阿里巴
巴、360等兵强马壮的大佬，还有海豚
浏览器、天天浏览器、GO 浏览器、遨
游手机浏览器等一批竞争者相继进

入，Android 默认浏览器和正在发力
的火狐也来为这场竞争火上浇油。
“智能手机海量应用的普及，基

于浏览器应用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尤
其是基于安卓平台的应用。”易观国
际分析师闫小佳告诉记者，“浏览器
是未来大佬们的必争之地。”

知情人士透露，马化腾曾想收购
UC，奇虎 360董事长周鸿祎也表达了
战略投资 UC的愿望，但是均遭到了
俞永福的拒绝。投资未成，周鸿祎转
而在今年 9月推出了手机浏览器 Be原
ta版，正式进军手机浏览器市场。

就在 3Q 大战爆发当日，新版飞
信很“巧合”地推出 PC 客户端，并在
不到 3天时间内达到了 130余万次的
下载量。微软 MSN也不失时机地推出
了“QQ 好友导入”功能，中国的日注
册量从通常的几万猛升到几百万。阿
里旺旺、新浪 UC、网易泡泡、Skype等
也加大了推广力度，进一步蚕食 QQ
的个人即时通信市场。

根据 EnfoDesk 易观智库发布的
数据，与同期相比，2011年一季度 QQ
的活跃用户市场份额从 76.37%跌到
72.97%，下降了 3.4%。相反，阿里旺旺
市场份额从 9.81%上升到 12.15%，飞

信从 5.55%上升到 6.27%，MSN 也从
4.34%上升到了 4.95%。

除了对自身的伤害，国内企业的
不正当竞争还让国外企业渔翁得利，
3Q大战中微软 MSN的获利就是证明。

在这场由暗到明的“UQ”大战中，
根据 2011 年 QQ 与 UC 在中国移动
网关流量占比趋势对比，2010 年 12
月至 2011年 8 月，UC 浏览器的市场
份额由 7.19%上升到 7.71%，腾讯无
线 的 市 场 份 额 由 33.33% 下 降 到
29.22%，二者共计累积递减 3.59%。

业内人士预计，流失的相当一部
分都到了国外手机浏览器提供商
Opera手中。该公司目前占据中国手机
浏览器用户总量 6%的市场份额，位列
UC、QQ之后排名第三。在 10月召开的
全球记者会上，Opera宣布自己的全球
月活跃用户超过了 2 亿，每月下载次
数超过 4800万次。就在 UQ大战爆发
的第二天，Opera 悄悄推出了自己简
约、精致、时尚的新一代浏览器 UI。

考虑到不正当竞争的恶果，张本
厚建言，与其互相攻击打压，或在媒
体和法庭上争个“你死我活”，不如在
产品服务质量上一较高下，联手推动
中国互联网发展。

在刚过去的“11·11”光棍节，乐视 TV 的云视频超清机在
淘宝商城以优惠 1079元的促销力度吸引眼球，却没有形成抢
购的热潮。这是因为这款能向消费者提供 5万集电视剧、4000
部电影的海量视频内容的盒子，很多消费者并不知道它到底
能做什么？不过，这款不仅能向电脑、手机提供视频节目，还可
以接上家里电视的盒子，在国家广电总局眼中却是被严格监
管的“不合法产品”。

上周，《中国企业报》一篇题为《视频网站“入侵”互联网电
视》的报道，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三网融合”政策推动过程
中，“电信和互联网企业借助内容和技术优势，借助互联网电
视进军家庭电视屏领域受到政策阻力”的热议。

国务院推动下的“三网融合”政策频频在广电、电信、互联
网三大行业执行过程中遭遇阻力，这到底是“政策监管的体制
问题”、“利益分配不均的地盘争夺”，或是“打着政策幌子的赤
裸裸利益争夺”，即将启动的第二批“三网融合”试点又将如何
展开？

三网融合频频遇阻

三网融合，真是“政策合、面不合、心更不合”。
此前，广电总局多次发文，要求互联网电视内容提供方必

须获得广电总局颁发的内容牌照。在没有开放通过互联网经
机顶盒（DVD机等）向电视机终端提供视听节目服务的许可
前，各持有《互联网视听节目许可证》的网站严禁从事相关业
务，更不得以内容提供商的身份与非法开展互联网电视业务
的公司开展合作。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工作委员会会长陈晓宁称，
“电信企业利用行政权力，限制和阻碍有线电视企业进入 ISP
领域。”此前，海信、TCL、创维等国内六大电视巨头热推互联
网电视，却遭遇内容牌照管制，纷纷转推智能电视绕道政策捆
绑，而至今为止获得互联网电视内容运营牌照的只有 6家广
电系企业。还有 PPTV、乐视 TV等互联网视频内容服务商，手
握海量视频内容平台却只能借助电脑屏服务大众，一旦想打
“政策擦边球”进入电视屏走进家庭，便会遭遇广电总局的警
告和处罚。

从国务院于去年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绵阳等全国 12
个城市开展首批“三网融合”政策试点，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
几度传出“三网融合”政策遇阻，甚至是终止的消息。作为一项
“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允许符合条件的
广播电视企业和电信企业双向进入，并鼓励广电企业和电信
企业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国家政策，为何在呼吁
了 10多年后、试点 1年多后还频频遭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国家广电总局获悉，截至今年
6月底已经获得了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许可证的机构共有
586家，除了传统的电视台、电台、报社、杂志外，还包括
PPTV、乐视、酷 6、SOHU、土豆、盛大、优朋乐普、同方、华录等
第三方企业。不过，拥有这一许可证的企业并不能够向家庭中
的电视机提供互联网视频内容。

截至记者发稿前，拥有国家广电总局颁布的互联网电视
内容运营牌照的企业，只有央视国际、上海文广、杭州华数、南
方传媒、湖南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家，全部为广电领
域的企业。

目前，通过机顶盒或 DVD向电视机提供视听节目有三
种：一是拥有 IPTV牌照的上海文广百视通与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在部分城市推广 IPTV的模式，二是 6家互联网电视内
容运营商通过与电视机厂商合作，通过智能电视、网络 DVD
或者是盒子来传输视频内容。还有一种是互联网视听节目的
内容运营商直接与电视机厂商或者 DVD厂商合作，将其内容
平台的端口植入相关产品中。前两种由于广电系企业的参与
或主导，属于政策监管并获允许。后一种由于属于视频网站通
过“打政策擦边球”行为，在政策监控的边缘潜行。

不只是互联网企业进入广电领域遭遇政策阻力，自去年
以来，国家广电总局还叫停多省市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
IPTV业务，限制自建网络内容平台。
在政策与利益中纠结

政策监控和利益博弈，已成为当前横在国内三网融合政
策执行过程中的“两座大山”。

此前，既担任过国家邮电部部长，又曾身兼信息产业部部
长的吴基传明确指出，“问题就出在管理体制上。”

他认为，三网融合从技术上讲已不成问题，重要性也不言
而喻，但由于存在部门利益和行政壁垒，三网融合呼吁了 10
多年也未能取得突破，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这些业务都不能
普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随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始全面推动“三网融合”政
策，《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似乎横在政策监管上的阻力开
始被不断清除，允许广电、电信企业相互进入各自领域被认为
是国家希望在这一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推动三大领域企业通
过竞争提升自身实力的重要决策。

不过，当广电、电信和互联网企业在同一平台上展开直接
的较量时，电信互联网企业在技术、产品、模式、服务等方面的
竞争优势全面彰显。

在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商业竞争中，一大批
电信互联网企业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手机和电脑市场的拓
展。目前，乐视 TV 市场部总监杨鸣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
露，“通过自主研发，乐视网率先实现了 PC、手机、Pad、TV等
多屏联动体验，打造出以云计算为基础的云视频平台。”
PPTV总裁姚欣则强调，“PPTV已非一个纯视频网站企业。与
电脑、手机相比，家庭的电视屏所拥有的稳定顾客群、消费能
力和市场空间更为广阔。”

对于当前国家广电总局对于电视内容的政策监管，电信
专家、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侯自强教授建议，适当采用分级监管
的方式，对一些如时政新闻等需要高度确保内容安全的内容，
相关监管机构可以仅发放牌照给中央级广电新闻单位，对于
体育、娱乐等内容安全隐患较低的内容，相关监管机构可发放
牌照给所有有能力、有资质的互联网电视运营商。

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企业人士则指出，“广电系统迟迟
不向互联网企业开放面向电视的内容服务牌照，就是担心来
自电信互联网企业的内容丰富、节目广阔，对传统的电视节目
收视冲击力更为强大。”不过，陈晓宁向媒体透露，“电信企业
利用行政权力，限制和阻碍有线电视企业进入 ISP领域。十几
年来，合资企业、民营企业都可以申请 ISP，有线电视企业的
申请就得不到批准？同时，电信企业还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
商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他还举例称，“现在有些地方的电
信企业在做 IPTV业务，把其和电信业务打包销售，打出的广
告是：你看我的 IPTV，免收有线电视收视费。”

目前，第二批“三网融合”试点城市的名单已经上报国务
院，有望于今年年底正式分布。据悉，第二批试点城市将主要
以省会城市为主。面对步入轨道的“三网融合”，未来又将面临
哪些阻力，本报将继续关注。

左手内容平台 右手手机制造
中国联通重组智能手机业？

作为电信运营

商的中国联通，不再

是以传统渠道商身

份切入智能手机产

业的批零环节，而是

以消费者需求为导

向的智能手机标准

定义者和内容服务

平台商的多重身份

出现，这意味着智能

手机产业的游戏规

则正在被重新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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