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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之岳

安妮

当贾跃亭借“炮轰苹果”完成一

次疑似炒作后， 乐视终于推出号称

“首个生态品牌”的超级手机。 按照贾

跃亭的说法，在生态系统内，乐视的

触角延伸至智能手机、电视、影视业

等各个领域。

事实上，除了乐视，其他厂商也

都开始玩生态。 TCL 集团强调了其智

能 + 互联网的“双加”战略，构建自己

的开放生态体系；小米作为生态的大

玩家，雷军的生态构架是一面拓展小

米产品线，一面加大对初创企业的投

资并购；而联想、TCL、魅族、中兴、华

为等传统手机企业，在寻求转型过程

中， 在宣传上都拿苹果和三星为目

标； 在手法上都将物联网作为方向，

整合上下游，构建新生态。

“这年头， 你不玩生态就 OUT

了！ ”IT评论员孙永杰曾著文感叹道：

“生态”一词几乎要被用滥了，就连一

些初创企业，在发布一些新品时也不

忘打起生态旗号。 为此相关人士一针

见血地指出，不少国内厂商跟风打出

“生态”牌，实际上是转移消费者及投

资者的视线，最终的目的是获得资本

市场的青睐。

尽管厂商“痴迷”于构建生态，但残

酷的现实是， 生态不是你想建就能建

的，很多企业甚至根本不理解生态究竟

是什么，这让市场变得异常浮躁。

简单来说，生态系统，往往又被

称为生态链或闭环，是指厂商自身整

合上下游产业链的能力，或通过产业

链上某核心链条的掌控而拥有较高

的话语权，体现在实际运营中，就是

“以我为主”。 但是，了解和熟悉智能

手机产业的业内知道，当前，在智能

手机产业中，最挣钱或者说能够放在

台面上说挣钱的企业，除了苹果就是

三星。 国产手机既然言必称生态，既

然对苹果和三星言必呲之，那么就以

生态的名义，做个行业比较吧。

这两家企业，无论是从我们企业

主观设置的竞争对手，还是客观所处

的产业范畴，都是不可回避的。 先从

苹果整个营收和利润的来源看，硬件

占据了其 90%以上的份额。 所谓的生

态，给苹果带来的营收和利润充其量

在 10%左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态

就不重要，至少让人认为，在苹果商

业循环中， 生态其实是为硬件服务

的，生态本身给苹果带来的营收和利

润微乎其微。 而国内目前某些“生态

恋”企业与此截然相反，按照他们说

的，不指望手机硬件本身挣钱，而是

以硬件做支撑，赚的是生态钱。

再说三星。 虽说现在的三星在市

场上出现颓势，其根本的原因，一是

手机硬件败给了 iPhone 硬件的品质，

二是性价比输给中国手机，与业内所

谓的三星缺乏生态系统没有直接的

关系。 这点通过今年三星新近发布的

Galaxy�S6和 Galaxy�S6�Edge受热捧，

预订量目前已经超过 2000 万部也得

到了证明。

生态构建的另一种模式典型代

表则是亚马逊，亚马逊推出小尺寸平

板之时，与苹果打起价格战，以零利

润 + 内容服务收费的模式暂时占据

了一席之地，只不过随后平板市场趋

向饱和，智能手机战略失误，致使亚

马逊的生态体系受挫。

通过上述分析看出，既然手机硬

件本身能够带来巨大的营收和利润，

为何国产手机业却羞于谈这些？ 而对

所谓生态，他们从亚马逊失利中又能

吸取多少教训？

当下，智能手机市场已是一片红

海，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参与各方

在价格战中一次又一次刷新底线，大

多厂商往往陷入增量不增收，甚至赔

钱赚吆喝，品牌形象及品牌溢价能力

有限，高端市场难突破，由此以生态

为幌子，借助生态概念赚取关注度。

正是由于上述创新力的缺乏，为

了能够博得投资人及用户的认可，不

指望手机本身挣钱，而是通过服务和

应用挣钱的“生态”，就成为了极好的

借口，混淆用户对于手机硬件优劣的

认识。 尤其是对于投资人，谁都知道，

建立生态系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

让人想到，做生态其实有利于获得资

本的长期关注。 至于未来能否成为营

收和利润主力，“那是未来的事”。 从

目前恋“生态”的厂商看，多数的营收

还是来自手机硬件本身， 至于利润

率，大家心知肚明，总之还没有显示

出“生态”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品牌推进中心市场

总监）

国产手机热炒“生态”难掩创新短板

据央视报道：一名消费者在花费

37 万元购买“连天红”红木家具后，却

陷入了“等不来货，退不了款”的消费

纠纷。 此后，人民网又一篇名为《连天

红家具由“搅局者”变“出局者”》的报

道被刊发， 中央媒体的连续播报，让

红木行业和红木消费纠纷备受关注。

在全国著名红木家具产区和原

材料集散地福建省仙游县，连天红为

规模最大的红木企业之一。早在 2013

年 3 月，《法制晚报》 就开始披露，福

建红木企业“佳惠红木”用血檀等非

红木材料冒充紫檀， 以近 1500 万元

价格出售给北京某企业的纠纷。 该纠

纷被立案审理期间，《北京青年报》、

《法制晚报》和央视《经济与法》栏目

对此做了深度报道，此案作为红木行

业有史以来最大“假紫檀案”引发广

泛关注。 无独有偶，佳惠红木的注册

经营地也在福建仙游。

近年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富裕

几乎同步，这种变化也清晰体现在人

们对红木产品消费意向和消费能力

上，短短十余年，人们先是对红木概

念仅有模糊的理解， 发展到现在，在

部分地区，几乎人人腕上有紫檀或黄

花梨串珠，普及得不可谓不快。 同样

“快”的是红木引发的赚钱效应，十余

年间， 黄花梨价格疯涨 400 余倍，紫

檀、红酸枝价格分别涨了 50至 80倍，

通过这些数字是正常经营的企业都

赚得盆满钵满。 遗憾的是萝卜快了不

洗泥，总有渴望“更快”者在行业飞速

发展中成了“搅局者”，侵蚀着本应健

康发展的行业肌体。

“终身无理由退货” 曾是连天红

营销炒作的亮点， 但据央视报道，连

天红实际所为却是先签合同后套取

全款， 到期无法交货又拒绝退款，这

种行为已触及商业经营应遵守的道

德底线。 据人民网引用行业知情人士

的话说， 对消费者已缴纳的货款，连

天红不仅无法退回，对部分木材供应

商的货款也无法结算，目前连天红陷

入“商业欺诈”的质疑困境。 连天红企

业员工数千人， 资产规模几十亿元，

若听任类似事件大规模暴发，无疑又

是行业规模最大“商业欺诈案”。

行业内知名企业发生的“商业欺

诈”事件，无疑会引发全行业和消费

者的普遍关注。 据媒体报道，类似事

件并非突如其来，更非偶然发生。

现在， 全国多处连天红门店收取

家具全款后， 存在让消费者“等不来

货、退不了款”现象。在佳惠红木“假紫

檀案”之前，央视也多次曝光过仙游红

木产区， 在制作红木家具时掺假料白

皮的“行业内幕”，相关事件不仅影响

当地企业声誉，而且给全行业抹黑，严

重损害了红木市场的良性发展。

近来媒体上对连天红“涉嫌欺

诈”、佳惠“假紫檀案”连续报道，颇有

“痛打落水狗”之势，但是，仅停留于

声讨涉事企业还不够，人们还应同时

追问：当地政府的主管部门是否有效

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是否对行业管

理、对违规企业做及时纠偏乃至问责

处罚？ 至少从目前看来，从报道上看

来还没有，据称仙游县的行业主管方

对涉事企业屡屡“护短”，致使“假紫

檀案”纠纷发生两年，至今得不到有

效解决。 而在连天红“搅局”式发展过

程中，当地政府则一直以贷款倾斜方

式，支持连天红并为其谋求上市。

政府扶持当地重点企业，希望快

速发展地方经济的心情可以理解，但

听任企业经营上“搅局”失控，致使业

内罕见的商业纠纷接连发生，显然存

在监管缺位的嫌疑。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浙江东阳

整顿红木企业的乱象，已给同类产区

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如果福建仙游

主管部门及时加大力度整治，肃整当

地产业环境， 处理好连天红纠纷和

“假紫檀案”造成的负面影响，能挽救

的或许不止是一个连天红企业，或许

还有当地的行业声誉。

红木产品泛滥 产区监管何以“缺位”

说法

创业时很热情 开心者却很少

【图话】

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身价过亿，财

务自由。 在常人眼里，功成名就的创业

者应该会比一般人快乐很多， 事实并

非如此。

换而言之，创业者永远没法消除

焦虑和心理上的折磨。 常人选择安逸

和舒适，但他们从一开始，选择了这条

难走的路， 注定就是生活在一个反复

痛苦和重复打击的环境中， 甚至因此

会进入到一种类似病态的心理状态

中。 但是这种焦虑和痛苦又会激励和

鞭策创业者奋不顾身地去挑战自己，

通过克服自我障碍去完成新的自我救

赎。 正如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面对

媒体说的：你问我为什么要攀登珠峰？

因为山在那里!

��������������������������������������王利博制图

观点

中巴经济走廊有望成

区域合作“样板间”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日至 21日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期间，“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备受关注。我国将中巴经济走廊

定位为“一带一路”计划的“旗舰项目”。

中巴经济走廊如同一个“样板间”，走廊建设顺利、效果突

出，则必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并大大促进“一带一路”的建

设。 当然，中巴经济走廊这个“样板间”，不仅是用来看的，更是

改善当地民生的基础。 走廊计划包括逾 4000 公里公路网、输

油管道、铁路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将能够惠及

30亿人。

中巴经济走廊能否打造成“样板间”，其关键因素是政治

高度互信，而这恰恰是中巴两国关系的强项。不久前发生的墨

西哥政府取消中国高铁中标， 以及突然叫停坎昆龙城中国商

品集散中心项目等事件， 充分说明了国家间政治互信对经济

合作的重要影响。类似事件，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中不可能发生。

中巴经济走廊把中国、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连接起来，由此

开辟的内陆能源通道远胜拥堵不堪且成本高昂的马六甲海

峡。 要知道， 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不仅能缓解巴基斯坦的能

源、基建不足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改变全球贸易路线，中国目

前正在积极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 相信中巴经济走廊在促进

周边地区民生改善的同时，也将促进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智能手机的同质化竞争日益严重， 参与各

方除了不断刷新价格底线， 在高端市场似

乎不愿也难以多投入，于是国产手机打出“生

态”的幌子，一是借生态概念赚取市场关注度，

但更多的似乎想借此征战资本市场。

先有福建红木企业用血檀等非红木材

料冒充紫檀，后有红木家具厂商在消费

者付出巨款后却遭遇“等不来货， 退不了

款”……一连串写在“福建红木”上的纠纷，

不仅伤害了消费者，也引发人们追问：职能

部门的监管去哪儿了？

股市“健康牛”

更须政策“紧箍咒”

雷振华

在全体股民的诧异中，4 月 22 日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双

双创出年内新高，再度引发新老股民和全社会的一片叫好。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望过去，股市不仅没有给广大股民带来

财产性收入，反而成了大多数股民财富的“抽血机”。

虽说当前股市摆脱了往日的阴霾， 但股市内生性的一

系列“制度沉疴”依然存在，倘若证监会把今年的主要工作用

在注册制改革和一味地增加新股供给上，而不在分红改革、信

息披露、违法严惩等方面下足“真功夫”，那么股市抽血的悲剧

就会重演。 比如， 多年来实施至今不变的分红后除权除息制

度，就是典型的“画饼充饥”，表面上股民得到了上市公司真金

白银的现金分红到了交易账户，但一等到开市交易，现金分红

却莫名其妙地被除权除息给“处理掉”了。再如，上市公司的送

股制度，以 10 送 10 为例，股民手里的股票数量确实翻了一

番，但开市除权后股价却直接腰斩。

要想确保股市“健康牛”牛气不断，管理层有必要从正常

退市、分红保障、信息披露等涉及股市配套政策制度改革上入

手，一是对经营不善、资不抵债、连续亏损 3 年的公司强制退

市，逼迫其破产清偿股民的投资，从源头消除“抽血型”公司；

二是推行“分红不除权除息”的分红新政策，实施有盈利的公

司必须每年无条件拿出 60%以上的利润来分红的硬规定，以

及送股不改变股价的送股新政策，让股民享受“真家伙分红送

股”，真正体现股市的投资价值；此外，改上市公司季报披露制

为月报披露制，做到次月 10 日前无条件披露，并对重大事项

实施实时发布，消除信息披露滞后造就的内幕交易。 还有，要

像中央反腐一样严惩股市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为股市营造出

持续健康发展的好环境。

我国是全球最缺水国家之一,《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江

湖水源、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城市和村镇生活用水等提出了未

来 15年治理目标。 而由“水十条”衍生出的产业投资无疑是巨

大的。有专家大胆预测，在未来 5年内，“水十条”将拉动总投资

2万亿元，新一轮环保投资“盛宴”将开启。

这些预测数据出笼，从表面上看，令人振奋，但如果稍加思

索，从“水十条”主客观多种因素分析，可能就会对这些预估数

据的现实可能性大打折扣。

一方面，水污染防治具有跨区域性和整体协调性，需几省

或数十省全力配合，才能见效。 而在治水效益前景不明确情况

下，加之各地财政收入状况不一样，地方在各自行政区划内治

水责任就不会明确，治水效果就会被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 水污染防治与地方经济发展形成较大矛盾，越

是经济发展地区，污水排放相对较多，这是水污染防治最需逾

越的利益障碍。“水十条”明确狠抓工业污染防治，2016年底前

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要求，全部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小型造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农药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

“十小企业”，同时制定造纸、焦化、氮肥等十大行业整治方案，

实施清洁化改造。这些相关企业，如果属小企业关停相对好办；

如果是大企业，通常是很多地方经济支柱产业、重要财政收入

来源和就业场所，环保部门在监管工存在担忧，也面临着行政

级别低于地方国企有心无力的窘境。

再一方面，民间投资与收益不匹配，靠财政投入困难较大，

水污染防治如期完成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众所周知，目前靠

财政拿出 2万亿投资资金，很不现实。 一是财政收入增长因经

济下行出现 23年增幅首次减缓，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二是各级

地方政府头上悬着 20多万亿债务，地方政府面临较大压力。

对“水十条”拉动经济功效

不宜盲目乐观

莫开伟

闫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