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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业绩滑落

一个多月前，中国移动公布 2013

年年度财报，其净利润下滑了 5.9%。 4

月 22 日。 2014 年该公司一季度报再

传颓势，净利润同比下滑 9.4%。 14 年

来中移动首次出现净利润下滑。

中国移动香港业绩会上披露：中

移动语音业务增长在逐渐放缓。 2011

年， 中移动的语音业务收入达到

3642.89 亿元， 同比增长 5.9% 。 而

2012 年，语音业务营收为 3680.25 亿

元，同比增长仅为 1%。

中移动未来或继续下滑

行业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移动

2014 年将继续保持下行的趋势，而且

降幅将超过 2013 年。

从长远来看，中国移动利润下降

是大势所趋，沦为管道化也是大势所

趋，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

并且一去不再复返。

有媒体评论，对于中移动来说，最

坏的时候还没到来，2014 年和 2015

年将是中移动在财务上最为困难的两

年。中移动面对当下更加开放的市场，

自身体制原因导致它不能做很大变

革， 也不可能具有互联网企业的服务

精神。从发展角度分析，中移动花了整

整 14 年爬上行业的巅峰， 不过下坡

所花的时间肯定要比这个短很多。

2014 年, 中移动 4G 网络投资预

计将超过 500亿元。 在 TD-LTE�4G建

网态度上过于激进将把中国移动拖入

死胡同，一面是营收下滑，一面是孤注

一掷的大手笔花钱。如若 4G业务打了

水漂，中国移动离亏本也就不远了。

中移动何时开始下滑的

中国移动实际上从前年就开始

业绩下滑。 查阅 2012 年的资料可看

出，该年浦发银行贡献及本身利息收

入合计 183 亿元税前利润，该项收入

按年增长超过 44%。也就是说，如果刨

除银行利息和浦发银行贡献的利润，

单计电信业务的税前1505.2 亿元营

业利润较 2011 年倒退了 0.5% ，较

2004 年至 2006 年时的双位数增长不

可同日而语。 因此，2012 年可以说是

中国移动 15 年来首次主营业务净利

润同比下滑； 而 2013 年则是中国移

动 15 年来整体业务净利润同比下

滑，即使浦发银行给中国移动带来了

丰厚利润，仍未改变中国移动净利润

下滑的结局。

中国移动业绩为何滑落

中移动财报数据显示利润下滑，

中移动官方称微信是使其利润下滑

主要原因。

滑落的外部主因———来自微信

的冲击。

对于 2013 年的净利润下滑，在

出席香港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中国

移动承认，传统语音通话已受到微信

等通信软件的冲击。

目前，中移动拥有超过 7 亿的用

户，而腾讯 QQ 活跃用户数达 7 亿，微

信用户数达 3亿。

“去年开始语音收入出现下滑，

其实从前年开始，短、彩信业

务就已经下滑了。下滑

的原因，微信直接起了

重大的作用 ，给

经 营 带 来 很

大的压力。 ”

微信的崛

起对中国移动

传统业务的打击

更为致命。 集文

字、图片、视频等

众多功能于一身

的微信，在用户体

验上已经超出了传统短信和彩信。 事

实上， 中移动在首季财报也承认，OTT

（即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发展基于

开放互联网的各种视频及数据服务业

务）对传统通信业务替代加剧，语音通

话分钟数量增长放缓。 2014年首季度

总通话分钟数比上年同期仅增长

0.6%。 微信用户正在超越中移动用户

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动摇了这赖以

生存的根基， 相信中移动不用多久将

逐渐沦为互联网企业走秀的陪衬。

滑落的内部原因———缺乏微信

式创新。

从 2003 年到 2013 年的黄金 10

年中，运营商错过了投资互联网和移

动互联网，从业务运营商向投资集团

转型的宝贵时间窗口———现在，这一

话语权已经转移到以 BAT 为代表的

互联网企业手中， 而 BAT———尤其是

阿里和腾讯对产业链的并购已经基

本掌控大势，运营商已无明显机会。

“以成本换市场” 早已成为目前

运营商收入增长的最大弊端，作为中

国电信市场的领头羊，中国移动这种

现象尤为严重。 以往通过创新引领中

国电信发展的中国移动在面对移动

互联网的价值模式冲击时，毫无还手

之力，其传统价值模式的附加价值被

一再打压，而竞争手段却依然单一匮

乏、毫无新意，依旧是主要依靠营销

成本（比如终端补贴等）来堆积市场

和指标，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利润的摊

薄。

滑落的根本原因———机制僵化。

中国移动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

在短期内解决修复，这意味着，运营

商现在才刚刚“入冬”，未来的形势将

更加艰巨， 业绩的下滑将进一步加

速，而且持续时间可能超出预期。

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移动的短信

业务。 虽然中移动财报中回避了具体

比例， 但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在

2014年第一季度，中移动的短信使用

总量已下降至 1530 亿条， 同比下降

了超过 20%。

值得注意的是，中移动为代表的

三大运营商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既

有承担党、政、军、民的通信支撑和普

遍服务的公用事业属性，也有保持盈

利增长的市场化企业属性；而它们的

管理也非常复杂：工信部负责垂直的

行业管理，中组部负责领导班子的人

事管理，国资委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

与业绩考核，此外，运营商还必须对

上市公司的股东负责。

这样复杂的定位与机制，决定了

三大运营商发展的劣势与优势：劣势

是定位模糊，导致自身战略与价值观

反复甚至混乱，业务方向与执行力受

拖累。 不彻底转型，不可能改变现状。

滑落的市场原因———移动没微

信得民心。

中移动业绩下滑用户称快。“中

移动终于露出疲态了。 ”一位媒体朋

友在看完中移动 2013 年业绩报告

后，难掩心中的愤慨。 值得一提的是，

中移动通过非市场竞争手段来影响

用户，希望能够迫使用户留在自己的

网内，甚至把自己的利润置于用户的

痛苦之上。 事实上，来自用户的抱怨

声一直没停过。“中移动经常把客户

当冤大头了，推卸责任，歪曲事实就

是中移动解决问题的方式！ ”一位网

友在被中移动无辜扣除费用申诉无

果后在微博上发出这样的牢骚。

更集中的声讨发生在半个月前，

中移动在香港推出 68 港元（折合人

民币约 54 元）的套餐：1700 分钟通话

时长，10000 条短信，无限流量！ 而内

地 58 元套餐，才 350 分钟通话时长，

10M 流量，短信还单独收费。 这遭到

了网友的迎头痛击，“移动，你对得起

生你养你的内地人们吗？ ”此事甚至

直接成为网友对中移动发起攻击的

导火索。 微博上痛击这家通信巨头的

讨论达到 236 万条。

很明显， 服务水平长期停滞，用

户已经对中移动形成强烈的负面印

象，一旦有机会，他们将毫不犹豫地

离弃这个企业。

不是吗，民众怨情使然，连其 4G

都不爱相信了。

韩琉

中国移动 滑落于微信

互联网进入中国 20 年来，一批持续经营，盈利能力、核心

竞争力强的企业突显，其创新能力强，盈利模式清晰，成长速

度快，对中国经济影响广泛，可谓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八大成

功的商业模式”。 他们是谁？ 有哪些创新？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

下。

腾讯。 抓住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形成新的业态

的机遇，通过建立中国规模最大的网络社区“为用户提供一站

式在线生活服务”，开展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嵌入主营业务。

盈利模式： 在一个巨大的便捷沟通平台上影响和改变数

以亿计网民的沟通方式和生活习惯， 并借助这种影响嵌入各

类增值服务。

创新性：借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改变之力切入市场，通

过免费的方式提供基础服务， 而将增值服务作为价值输出和

盈利来源的实现方式。

阿里巴巴。 抓住互联网与企业营销相结合的机遇，将电子

商务业务主要集中于 B2B 的信息流， 为所有人创造便捷的网

上交易渠道。

盈利模式： 通过在自己的网站上向国内外供应商提供展

示空间以换取固定报酬， 将展示空间的信息流转变为强大的

收入流并强调增值服务。

创新性： 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国内外分销渠道和市场

机会， 使中小企业降低对传统市场中主要客户的依赖及营销

等费用并从互联网中获益。

百度。“让人们最便捷地获取信息，找到所求”，为网民提

供基于搜索引擎的系列产品与服务， 全面覆盖了中文网络世

界所有的搜索需求。

盈利模式：采用以效果付费的网络推广方式实现营收。

创新性：借助超大流量的平台优势，联合所有优质的各类

网站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网络联盟， 使各类企业的搜索推广、

品牌营销的价值、覆盖面均大面积提升，并从中扩大盈利来源。

华为。 以客户需求为驱动，定位为通讯设备领域的系统集

成服务商与量产型公司， 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端到端通信

解决方案， 并围绕通讯设备领域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形成完

整的产品线。

盈利模式：主要依靠通讯产品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赚钱。

创新性： 凭借通讯设备领域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上完整的

产品线营收， 以牺牲暂时的亏损为代价将投入市场的新产品

按两三年后量产的模型定价，利用企业规模效益、低耗与高效

的供应链管理、非核心环节外包、流程优化等方法挖掘出的成

本优势挤垮或有效扼制国内竞争对手， 并利用研发低成本优

势快速抢夺国际市场份额， 打压在成本上处于劣势的西方竞

争对手，形成著名的“华为优势”。

联想。 依托强大的销售网络，以“贸工技”向“创新驱动”的

路径，围绕国际计算机及信息服务产业价值链，从加工代销的

低端环节向重研发、 重服务的高端环节与高级业态攀升与演

化。

盈利模式：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逐步由以往的大规模低

成本制造作为盈利源开始向以服务增值作为盈利增长点的方

向转变。

创新性：在缺乏，甚至一度弱化自主知识产权的“弯路”

下，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与政府支持，利用民族情结建立起庞

大的营销体系、服务网络与市场优势，逐步以产业后端(市场)

的控制力提高对产业中端资本 (青岛铝塑板 http://www.qdlv-

suban.com)的控制力，进而以产业中端(资本)的控制力提升对

产业前端(技术)的控制力。

招商银行。 抓住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业相结合的机遇，以

“金融电子化”建立服务品牌，先后推出国内第一张基于客户

号管理的银行借记卡、第一家网上银行，第一张符合国际标准

的双币信用卡、首个面向高端客户理财产品的金葵花理财、首

推私人银行服务及跨银行现金管理等业务。

盈利模式：通过扩大服务面、延伸服务线取得多方面的利

息收入与增值收入。

创新性：将信息技术引入金融业的发展，并以“创新、领

先、因你而变”时刻不断推出新服务，引领金融业的发展。

苏宁电器。 以家电连锁的方式加强对市场后端的控制，同

时加强与全球近 10000 家知名家电供应商的合作， 打造价值

共创、利益共享的高效供应链，强化自身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中

的主导地位。

盈利模式：基于 SAP 系统与 B2B 供应链项目、通过降低整

个供应链体系运作成本、 库存储备并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一“节流 +开源”的方式实现营收。

创新性：以家电连锁的方式加强对市场后端的控制力，并

以此为基础加强向上游制造环节的渗透， 使零售与制造以业

务伙伴方式合作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 进而打通整个产业

价值链以谋求更高价值回报。

携程。 抓住互联网与传统旅行业相结合的机遇，力求扮演

航空公司和酒店的“渠道商”角色，以发放会员卡吸纳目标商

务客户、依赖庞大的电话呼叫中心作预订服务等方式将机票、

酒店预订、度假预订、商旅管理、特约商户及旅游资讯在内的

全方位旅行服务作为核心业务。

盈利模式：通过与全国各地众多酒店、各大航空公司合作

以规模采购大量降低成本，同时通过消费者在网上订客房、机

票积累客流，客流越多携程的议价能力越强其成本就越低，客

流就会更多，最终形成良性增长的盈利模式。

创新性：立足于传统旅行服务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通过

“互联网 + 呼叫中心”完成一个中介的任务，用 IT 和互联网技

术将盈利水平无限放大，成为“鼠标 +水泥”模式的典范。

互联网时代

八大成功商业模式

沛杉

近日从有关机构获知，随着中国

企业高速发展和中国企业队伍的发

展， 中国企业内报刊已经形成 19000

家的规模庞大的企业内报刊大部

队。

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底，目前

国内共有企业自己创办的非营利性

“企业内报刊”19000 多种， 总印刷量

达 1720 万份左右。 如果按每种每年

的成本支出（含人工）40 万元（保守估

计）计算，那么中国内报刊一年的经

营成本在 76 亿元以上， 其中房企内

报刊约占 20％， 每年总投入超过 15

亿元。 全国内报刊数量每年还在以

25％左右的速度递增。 企业内报刊由

于数量多，内容丰富，时效性、针对性

强，受众范围不断扩大并呈现了多样

性，既有市场信息类、综合类，也有专

业的研究类， 还有注重文艺类等等，

内报刊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被文化

界称为“企业文化新军”，已经引起社

会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

其中，家用电器类知名的企业报

刊主要有《海尔人》《TCL 动态》《正泰

报》《创维视窗》《美的》《苏宁》；

食品类知名的企业报刊主要有

《张裕报》《茅台酒报》《娃哈哈集团

报》《古贝春报》《顶新通讯》；IT 类知

名的企业报刊主要有《联想》、《四通

人》；医药类如《三九周报》《海王》；烟

草类知名的企业报刊主要有《红塔时

报》……

其中造就出了一批出色的企业

刊物，如在地产界久负盛名和影响力

的《万科》、《金地》《华侨城》、《华润》

《华润置地》、《SOHO 中国》、《华远地

产》、《华新国际》、《万通报》、《世联地

产评论》等等。

据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相关人员

介绍: 目前仅该局批复的企业内部报

刊已达到 750种。 目前已与中国企业

报集团确立企业报刊内容定制，受众

定投等定制关系的长期合作报刊有

《阳光时代》《今日华兴》 等企业内部

报刊， 这些报刊不仅对内而且对外，

其影响传播力越来越大。

企业内报刊和企业同步快速“增

肥”、“长大”、“跨界”。 很多内报刊五

六年内改版五六回，印刷质量不断地

提高，开本不断地加大，发行范围也

越来越广。 在逐渐得到外界认可的同

时，也培养了一批内报刊人。 深圳作

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在市场经济环境

下培育了优秀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报

刊，造就了千余种企业报刊的宏大阵

容。 深圳企业报刊群体的互动性、思

维的前瞻性、 利用科技手段的先驱

性，对全国企业报刊的发展有着积极

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近几年来， 随着企业文化的进

步，企业内报刊的创办和发展日益受

到企业的重视，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企业办报刊却蔚然成风，构筑起一道

独特亮丽风景。 这既标志着中国企业

在宣传方式上的变革，也引起了业界

的关注。

一万九千种企业报刊的别样风景

云霞

中国移动 2013 年度财报利润下滑。 2014

年该公司一季度报再传颓势，语音业

务增长微弱。 分析人士认为，

2014 年将继续下行且降幅将超过

2013 年。 媒体评论中移动最

坏的时候还在后头。 中移动

从何时开始下滑？ 为何业绩

下滑？ 微信冲击，缺乏创新，

机制老化……民怨沸腾或是

中移动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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