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2010年11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徐静 美编：马晓迪 组版：韩舟

创富·行业报告

上游篇———

开发者的“春天”
本报记者 崔滨 北京报道

智能手机链条上的掘金者
从12日到16日，接踵而至的联想、新浪开发者大会在北京举行，以及今年以来达10余场的各类移动互联

开发者集会，将开放平台和应用程序开发者这一对代表未来互联网发展方向的搭档，推到了一个“元年”的

高度。开发者们都寄希望于从移动互联的上游产业中掘金。

从今年9月26日开售，iPhone 4惊艳亮相引来广大苹果粉丝的疯狂追逐，创造了数码市场上囤积居奇的

奇迹。而由于苹果销售区域差异化的“饥渴营销”,iPhone4被爆炒的背后,一批苹果产业链的“寄生者”掺杂其

中，形成一条地下供货渠道。

下游篇———

iPhone的
“寄生者”们

本报见习记者 张鹏飞

草根开发者
12日的联想移动互联应

用开发者大会上，联想CEO杨
元庆与千余名智能手机应用

程序开发者分享了他的“八

卦”：“我等飞机的时候最喜欢

用手机玩斗地主，都从‘包身

工’打到‘地主’了。”

就在今年，“开发者”一
下成了最炙手可热的“名

词”。就算你没有见过他们，

想必你也体验或者听说过在
手机、平板电脑上查地图、收
邮件、看视频、玩游戏、织围

脖的乐趣。没错，这些植入人

们生活的应用程序，都来自

于创意十足的开发者。

给这些开发者提供舞台

的，是诸如苹果app store、联

想乐家园之类的平台。而根据

下载、使用中的付费、广告推

广情况，开发者就可以从应用

平台运营方获得相应的利益
分成。这种全新的产业模式，

使得李开复16日在新浪微博

开发者大会上感慨，“中国开

发者的历史机遇来了。”

根据联想首席技术官贺

志强的调查，中国开发者中

约四成是训练有素的软件工

程师，但记者接触到的，更多

是热爱时尚和生活的业余爱

好者。比如16日的新浪微博开

发者大会上，向记者侃侃而谈

自己开发的微博客户端产品

的吴莹，就是个大三学生。

今年4月份，她仅凭借兴

趣爱好开发了一款名为
Wing微博客户端的产品。目

前，该产品已成为新浪微博
上最热门的应用，占据新浪

微博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第

一、总下载量第三的位置。

“我刚开始只是想着是

否能开发一款客户端，不用

每天刷网页这么麻烦。于是，

自己就去找一些书籍来看，

学习如何开发客户端产品。”

吴莹说，“没想到后来能吸引

这么多的用户。”

这次无心插柳的开发也

改变了吴莹的职业思路。吴

莹告诉记者，原先只想如何

做好一名程序员，但现在发

现，不一定要开发最高科技、

最炫酷的产品才算是成功，

如果能开发出用户真正接

受、喜欢的应用产品，就很了

不起。

尽管没有确切的官方机

构统计开发者的数量，但数

万甚至十几万的开发者数量

已成为业界的共识。

数据显示，国内目前超

过4 .2亿网民中，用手机上网

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 . 77亿。

“基于手机、平板电脑的移动

互联应用是10倍于PC的市

场。”尽管已经是传统电脑市

场的全球第四，但联想集团

CEO杨元庆还是把更多的精

力放在乐phone和明年推出

的乐pad上。

付费？没这个习惯
16日下午1点半，新浪微

博开发者大会进入分论坛讨

论环节，但包括台上演讲嘉

宾在内的众多参会者，都在
低头摆弄着自己的手机，或

浏览股市午后开盘后的走

势，或用自己的微博直播着

自己的心情。如果说10年前

的电脑时代是“鼠标主宰”，

那么今天则真的是“拇指为

王”。

2007年，苹果iPhone和谷

歌Android的相继发布，揭开了

移动大时代的序幕，随着智能

手机应用的范围不断深入，到

了2010年，“备战应用元年”已

经成为众多互联网公司和手

机制造商的口号。

为了吸引开发者向用户

提供各类应用程序，“开放平

台”成为这个“元年”中的头

等大事。其中既有苹果app

store、联想乐家园等设备制

造商的身影，也有联通沃商

店、移动MM商场涉足。

除了技术层面上的混

乱，如何从应用程序开发中

得到收益则让开发者们陷入

“更深的迷惘”。虽然说起“愤

怒的小鸟”1年获利500万美

元的故事，每个开发者都眼
睛发亮仿佛自己就是下一个

成功者。但一年多以来，别说

没有诞生中国的“小鸟”，就

连李开复集万千宠爱的创新

工厂，也未能走出真正看到

回报的开发者。

“在日本，大家都接受苹

果的app store模式，付费下
载应用程序；但在中国，一说

要收费很多用户就觉得不
合理。如何在中国取得盈

利，还要我们继续摸索。”

在12日的联想开发者大会

上，中国人在互联网时
代培养出的免

费情结，让

来 自 日 本

的开发者

中尾贵光

头疼不已。

改良或许是种路径
事实上，看到问题所在

的中国企业们已经行动了

起来，包括联通、移动、联想、

新浪等应用平台，不约而同

地将与开发者的分成比例

定在了3：7，将70%的大头留

给开发者。同时，12日，联想
集团推出首批1亿元规模的

“乐基金”，专向扶持基于乐
phone的移动互联应用开发

团队者。16日，新浪联合5家

风投也启动了第一期2亿元

规模的微博应用者开发基

金。

对于如何寻找中国开

发者的盈利模式，新浪副

总裁、微博事业部总经理

彭少彬16日告诉记者，“互

联网的盈利模式无非那么

几种，广告、增值服务、游

戏以及电子商务等。我们

希望在广告支付和应用增

值服务两方面探索，帮助

开发者实现盈利。”

但是在移动互联应用

开发企业掌上行商的总经

理张国防看来，在讨论盈

利模式之前，最重要的还

是了解用户需求、抓住用

户、“只有你的应用形成规

模，才有基础讨论收费增

值或广告分成的事情。”

目前中国用户需要的

是什么应用呢？在许多年

轻的开发者看来，最能吸
引用户的当数“植物大战

僵尸”、“愤怒的小鸟”这样
的“杀手级”应用，但红杉

资本中国合伙人沈南鹏告
诉记者，目前国内外移动

互联应用最需要的，是搜

索、分析管理等能对日常

生活带来帮助的工具型应

用。

在IT界浸淫多年

的李开复也认为，像苹

果、微软和谷歌所创造

的革命性创新，在整个
I T 历史上都是可遇不
可求的。中国开发者没

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支

持“无中生有”的创新，

从事既有产品的改良，使

其 更 富 中

国 人的使

用习惯，也
许更符合

实际也更
容易市场

化。

供货渠道五花八门

“现在买iPhone4，可以

拿到货了，港版和行货都

有。”在济南赛博数码广场，

张涛是众多 iPhone4手机卖

家中的一员。记者只是在赛

博二楼转了一圈，就发现有

不 下 1 0 家 铺 位 在 售 卖

iPhone4。此前iPhone4一机

难求的局面已悄然消失。

在另一家苹果产品专卖

店，一名销售人员正在给刚
刚的 iPhone4买主推荐一个
外壳保护套。记者凑上前去

问道：“现在 i Phone4多少

钱？”“港版的没32G的，16G

的5700元，行货16G的5900

元，32G的6650元。”销售人

员随口报出了行情。

“能便宜点吗？”记者问。

“价格没得商量，能拿到货就

不错了。”销售人员表示，现

在虽然仓库有供应，但是货

源还是很紧。“货少，价格当

然高。”

记者随后又在山东通讯
城和百脑汇等数码广场进行

实地探访，发现iPhone4港版

均有供应，价格都在5700元

左右，仅比行货价格稍低100

元-200元。

“港版iPhone4是无锁版,

其水货大量上市后,价格便

有所回落。”山东通讯城的手
机经销商小宋告诉记者，此

前的水货价格“高得有点离

谱”，但是现在价格仍然很稳
健，短时间内看不到大幅降

价的迹象。

赛博数码的手机卖家

李燕也表示，“降价是不可

能的。很简单的道理，价格

跟供货量有关系，有货价格

就低，没货价格就高。而大

多数情况 i Phon e4都处于

没货的状态，货很少，价格

能下来吗？”

配件利润更诱人

随着 iPhone4在国内的

疯狂大卖，各种基于iPhone4

的配件产品也跟着火爆。小

到耳机、充电器、各种保护

膜，大到彩壳保护套、支架、

配套音箱等，围绕着苹果
iPhone4，已经形成一条庞大

的配件产业链。

“其实在整个通讯

城，做iPhone手机的

比较少，做配件
的反而比较多，

因为配件不比手
机赚钱少。”山东

通讯城的小宋告

诉记者。他跟记
者说，“一般一部
手机的利润也就

是在200-400块

钱，而小的配件几
十块钱进货，卖到

好几百，利润高自

然做配件的就很

多。”

记者在一家

苹果产品经销商处看到，手
机展柜里除了摆放着几个
iPhone4包装盒外，其余大

部分都是 i Phon e4的周边
配件产品。“在这里购买

iPhone4的用户，大都会为
其再选购一个保护套和贴

膜。”老板告诉记者，购买

iPhone4的用户不会在乎配

件的费用。

记者了解到，iPhone4保护

套的材质有很多，包括硅胶

套、金属彩壳盒以及皮套，一
般售价在200元到500元不等。

老板告诉记者，用iPhone4的

客户大多追求时尚和潮流，很

多顾客时常会给手机更换保

护套，“跟换衣服一样，他们总

是想把手中的iPhone4打扮漂

亮，展示他们的个性。”

除 了 电 子 市 场 外 ，

iPhone4配件产品的网上市
场也很火爆。记者在淘宝上

搜索“iPhone4配件”，出售相

关产品的店铺有近600家。随

机进入一家网店看到，一款

热销的黑色皮套在一个月内

就卖出近百个。

记者在赛博数码广场的

苹果产品卖家处还了解到，

“虽然移动和联通的卡都可

以用，但是用移动的SIM卡

上不了3G网。”多家经销商

表示，“移动用户可以提供剪
卡服务，让SIM卡在iPhone4

中正常使用，只是用不了3G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