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 品牌 票数

1 华为 10860

2 联想 8697

3 中兴 6376

4 小米 5762

5 HTC 5141

6 步步高OPPO 5124

7 天语 3330

8 酷派 2527

9 多普达 1996

10 魅族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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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高市场占有率低利润率困局

国国产产手手机机能能否否打打破破中中年年尴尴尬尬
2013 年渐入尾声，与往年只有苹果、三星唱大戏不同，国产手机厂家动作频频。10 月 15 日，小

米 3 开卖；10 月 5 日，联想集团推出智能手机高端子品牌；9 月 28 日，TCL 通讯宣布 10 亿元投建中
国单体产能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

然而，尴尬还在，在高端手机市场，鲜有国产手机的身影，“国产手机”身处高市场占有率，低利
润率的困局。

当下的国产手机厂家如同人到中年，面临着新的冲动，又将何去何从？

棋至中盘

记者观察

中国人爱说一句话：人到中年
万事休。此话在当下没那么绝对，也
在一搏。而棋至中盘，何去何从，事
关成败。目前，国产手机的境地便是
如此。

1973 年 4 月的一天，一位男子
站在纽约的街头，掏出一个约有两
块砖头大的无线电话，并打了一通，
引得过路人纷纷驻足侧目。这个人
就是世界上第一部推向民用的手机
的发明者、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技
术人员马丁·库帕。

40 年之后，在有“鱼米之乡”、
“丝绸之府”之称的浙江嘉兴，中国
最大的手机设计制造企业闻泰通
讯，目前产品服务于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今年前 8 个月，实现产值 24

亿多元，预计今年全年产值可达 50

亿元。据了解，该企业今年生产的华
为手机占了国内市场该品牌手机总
量的一半。

“移动通信终端市场是一个极
具诱惑力的市场，目前全球电子信
息产业销售和利润额最大的两个企
业，其主要利润点均来自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市
场，十几年来，从西门子、飞利浦到
摩托罗拉、诺基亚，无数实力企业甚
至行业领导者退出、淡出，市场格局
动荡起伏。”这是 TCL 集团董事长
李东生对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通信
终端行业的一个概括，他道出了很
多企业家在这个行业体会到的爱恨
艰辛。

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手机的样
子：加入新型材料以拓展智能手机
的可玩性和适应环境，比如柔性屏
幕；在外接设备方面，可通过情境感
知计算，也就是可以让智能手机和
其它移动设备不断整合来自摄像
头、麦克风和其它传感器的数据，让
移动设备可以持续和实时地监测环
境，并以智能的形式作出回应。不山
寨不模仿，创新发展是国产手机未
来唯一的出路。

“国货精品”手机十强

网络投票实时排名
(截至15日17：00)

欢迎登录齐鲁晚报网 (http ://
www.qlwb.com.cn/)，进入相关专题
页面，投票支持你喜爱的国货精品
或发表评论。

若排出国产手机中的两位
“德高望重”者，中兴、华为算
是。今年两家企业又同时在
B2C 转型和手机品牌国际化
方面投入巨大。

今年 6 月，华为在英国
伦敦面向全球市场发布了下
半年的旗舰手机 P6 ，华为终
端董事长余承东曾透露将投
入 3300 万欧元(约 2 . 7 亿元
人民币 )用于欧洲市场的品

牌和市场投放，“未来 3 年将
是华为终端最重要的考验，
未 来 全 球 品 牌 手 机 只 有 前
三。”随后的 10 月份，中兴在
美国宣布未来 3 年将投入约
1 亿美元与 NBA 联盟达成合
作加速 B2C 品牌转型，中兴
手机成为火箭队官方唯一手
机合作伙伴，这已是中兴手
机进入美国市场的第 1 5 个
年头，去年该市场为中兴通

讯带来 10 亿美元的收入，可
以说是国产手机中唯一在美
国扎稳脚跟的。中兴执行副
总 裁 何 士 友 称 ：“ 3 年 定 生
死，中兴手机要么上天堂要
么下地狱。”

值得关注的是，中兴手机
在美国所取成绩并非是占据市
场绝大部分份额的后付费市
场，而是 24% 的预付费市场，
产品多以中低端为主，在这个

领域，中兴手机以 15% 的市场
份额位居第三位。而要想进入
后付费领域，则需要更高的品
牌影响力来作为支撑，与 NBA
休斯敦火箭队的合作也是出于
此目的。中兴美国公司 CEO
程立新对记者表示，中兴内部
提出 2015 年进入全球前三的
目标，通过加强品牌营销等手
段超越 LG ，是中兴手机在美
国下一步最主要的任务。

4G 在即：国产手机渴望“弯道超车”
4G(TD-LTE 制式)牌照

发放时间终于在日前有了个
较为确切的说法。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苗圩在上月底的
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
参观企业展台时明确表示，
4 G 牌照将于今年年底前正
式发放。当 4 G 牌照一旦发
放，市场的淘汰赛很可能随
之而来，酷派、中兴、华为、联
想等国内厂商也将迎来弯道

超车的大机遇。
“ 1999 年，我参与给 10 家

企业发放手机生产许可时也曾
担心，中国是否可以凭借手机
产业屹立于世界东方。现在，经
过大浪淘沙，首批企业中有两
家挤进了全球前十，每年为全
球贡献逾亿部手机。”中国移动
通信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谢麟振
近日表示，目前全球手机产业
已经由过去的美欧争霸局面，

转变为环太平洋的三足鼎立态
势，分别为以硅谷的苹果、谷歌
为代表的东太平洋的美国势
力，以三星为首的西太平洋的
韩国势力，及以一大批中国企
业为代表的珠三角的中国势
力。虽然作为“第三极”的中国
势力仍处于弱势地位，但谢麟
振认为，“其差距越来越小，追
赶的步伐越来越快”。

Canalys 数据显示，2013

年第二季度中国内地市场智能
手机发货量同比增长超一倍。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预计，2013 年至 2015 年是中
国智能手机换代高峰期，3 年
累计销售额将达到 2 万亿元。
而与国际品牌持续示弱相反，
国产手机品牌正蓬勃兴起。根
据最新报告，2013 年国产品牌
智能手机的市占率已经超过
70%。

高端市场：国产手机要量变更需质变
小米公司的一部售价只

有七百多元的红米手机几乎
没有利润可言。这和十年前

“手机中的战斗机”波导手机
一样，主要依靠低廉的价格
来占领市场。为了赢得客户，
其他手机厂商也只能被动地
打起价格战，这无疑不利于
国内手机市场的发展，让国
内手机市场处于比较混乱的

环境，低廉的智能手机实际
上是在拖垮国内手机市场，
因为其难以提供过硬的产品
质量和较高的性价比。

“国产手机”给消费者留
下 的 普 遍 印 象 始 终 未 离 开

“廉价”甚至“山寨”的影子，
“千元机”“百元机”层出不
穷。数据显示，全球手机产业
链 99% 的利润被苹果、三星

所“瓜分”。但从今年第二季
度苹果的财报来看，苹果在
中国市场的份额和利润都出
现下滑的趋势，这意味着高
端手机市场迎来了国产品牌
的机会，如果国产手机能够
抓住这个产业机会，未来将
在高端手机市场占有一席之
地。

与 PC 一样，手机也同样

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提升，屏
幕越来越亮，内存越来越大，处
理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然而，
目前这些被指并没有质的飞
跃，仅仅都是量的增加。目前智
能手机需要革命性的改变，来
进行一场大换血行动。

今年国产手机都有向高端
市场布局的“冲动”，但目前更
多的是处于尝试阶段。

老牌出海：中兴拓美 华为战欧

10月15日，小米3和小米
电视开卖。这距离2011年10月
20日小米手机正式销售已近
两年。

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前两天发了这么一
条微博，“媒体问我，小米比苹
果三星好在哪里？我如何回答
呢？其实无论我如何回答，某
些媒体标题一定会是雷军认

为苹果三星才是竞争对手/雷
军说小米已经超过苹果三星
等等。看到这样的标题，大家
笑笑就算了！”

两年来，有人说他刻意模
仿乔布斯，有人说小米手机就
是山寨版的苹果，质疑小米饥
饿营销和手机质量的声音也
从未断过。

作为互联网手机品牌，小

米引发的购买国产手机热情
空前，但也正是因为是互联
网，很快小米有了挑战者，名
曰“大可乐”。

“截至目前，大可乐 1 、大
可乐2和大可乐2X三款手机总
销量已超过100万台，而大可
乐基于And r o i d深度优化的
KeleUI，总装机量已超过300
万台。”9月26日，大可乐手机

CEO丁秀洪对外宣布，同日，
大可乐在北京发布了其新品
大可乐2S。此时，距离大可乐
官网上线刚好一年，“手机越
来越像快速消费品，消费者永
远需要有第二选择。”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在
小米的带动下，互联网公司、
手机设计公司、传统手机代
工厂等各路诸侯纷纷涌入。

新鲜血液：从小米到大可乐

本报记者 王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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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手机曾在市场上引起轰动。（资料片）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