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4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庄文石 美编 组版：刘杨

03D

OTT打响收费之战

用过微信等OTT类
语聊工具的人都知道，
在打开手机系统的通知
快捷栏之后，只要收到
好友的来信，语聊工具
会马上弹窗提醒你有新
信息到来，方便、快捷而
且仅消耗流量不用额外
支付类似短信那样的费
用。这种越过运营商单
纯通过网络心跳的方式
进行信息沟通，引来了
运营商的重视。

就在OTT业务如日
中天的时候，感到竞争
压力的三大运营商开始
“反攻”。“信令”占
用便是三大运营商提出
的反攻理由。运营商指
出微信OTT业务占用过
多“信令”通道，带来
网络不可承受之重。
“微信等OTT业务类语
聊工具的出现，对传统
联通、电信以及移动的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潍坊某运营商一位技术
部门负责人坦言道。

“信令”是什么意思
呢？业内形象比喻为，信
令网是通信网络的中枢
神经系统，传导很多控
制指令，手机跟手机通
讯时，需要先给对方发
一个信号，对方接到信
号，双方才能通信，这个
信号就是“信令”。在只
有语音和短信的时代，
通常情况下，通道是够
用的。无线互联网时代
到来后，“信令”用量
激增。从2007年苹果发
布iPhone开始，智能手
机开始普遍地要求“保
持在线”，很多APP永
远在线，APP与服务器
之间会定时通讯，告知
对方自己的状态。这种
定时发送，类似于心
跳，所以每次发送的命
令，被形象地称为心跳
包。“信令”量猛增，
在3G与4G网络中问题不
大，对于2G/2 . 5G网络
却是巨大考验，通道占
用问题由此产生。

据业内人士介绍，
大部分App都会发送心
跳包，但移动社交网络
类产品，如中国的微信、
日 本 的 L i n e 、韩 国 的
Kakao ta lk、Facebook
messenger、Skype等，因
为用户数量大，使用频
率高，产生的心跳压力

较为突出。比如，今年
1月，微信的用户已经
超过3亿，用户的使用
频率很高，而如此一来
微信的“信令”占用便
成了众矢之的。

7成用户反对收费

3月31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苗圩在参加
第二届“岭南论坛”时
表示，微信有收费可
能，但不会大幅度收
费。工信部正在协调运
营商微信收费一事，会
考虑运营商的合理要
求。至此，关于微信即
将付费的传闻愈传欲
烈，甚至有人传出7月
份微信将正式收费的消
息，但至今未得到相关
部门的正面回应。

至此，关于微信收
费的各种说法也一下子
扩散：4月2日晚间，新浪
微博认证为“前数字天
堂公司市场部经理”的

“人称T客”发表微博称，
“在工信部、运营商双重
压力下，小马哥最终没
能顶住，微信收费将于7

月1日开始，收费标准信
息5分/条，语音1毛/条。”
4月5日清明假期期间，
腾讯微信团队发布辟谣
声明，指出网络间盛传
的3种微信收费方式不
实。不过由于反驳的都
是收费时间和收费细
节，并未能完全平息用
户们的恐慌心态。最终
自本周开始，腾讯开始
用对话列表“弹窗”的
形式告诉用户，“相关信
息都是谣言”。

目前，微信用户已
过3亿，关于微信收费之
争也自然成为街头巷尾
热议，而公众也普遍质
疑微信收费。根据博鳌
论坛上展开一项针对
3000多人的调查，9 . 8%的
人投票支持“只要不向
消费者收费就行，支持
运营商向腾讯收费”；
71%的人反对收费；认为
“只要我自己不出钱，收
不收钱跟我没关系”的
人占据了19%。

让用户埋单

得不偿失

对于传得沸沸扬扬
的OTT收费事件，不少
人认为，目前“信令”传
输占据过多网络资源只

是2G和2 . 5G时代发展的
必 然 结 果 ，运 营 商 与
OTT程序商应该合作共
赢，“收费如果合理，可
以收费，但莫让收费伤
了用户”，任何便捷语聊
工具的出现都是适应消
费者需要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以微信
为代表的移动端语聊软
件虽然得意一时，但他
们也确实感受到了来自
传统运营商方面反击的
压力。近期运营商将对
OTT业务收费的传言也
让人闻到了些许“火药
味”。未来，运营商与微
信等OTT业务之间的争
夺在所难免。

潍坊联通总公司一
位技术部负责人认为，
三大运营商只是信息传
输的一个管道，完善和
提升现有管道才是最重
要的事情，“但现有体
制下企业都在追求经济
利益的最大化，出现反
对OTT类语聊软件的声
音也很正常”，微信等
软件的出现势必冲击着
运营商的业务，尽管传
统运营商可以借助以往
用户基础等一些优势参
与到竞争中来，但这种
滞后的补救以及体制方
面的限制给运营商带来
诸多困难。但这不是最
大的威胁，真正的威胁
是因为运营商与OTT程
序开发商的竞争给用户
带来伤害才是最不应该
出现的结果。

“电子邮箱用了多少
年了，什么时候收费
过？”该负责人说，假
设对现有免费邮箱进行
收费，结果只能是用户
大量流失，“现有状态
下，你还偶尔往邮箱发
一些垃圾邮件权当散发
广告单，但邮箱用户流
失了，你连这点机会都
没有了”。

而对于日渐成熟的
OTT语聊软件是否该收
费，该技术部负责人也
认为，微信等语聊软件
之所以如此受欢迎说
明，原先固有的信息沟
通载具已经有些落后，
尽管OTT语聊软件的心
灵传输给运营商的网络
带来一定压力，但这应该
是技术上的改进，而不应
该让用户为此埋单，“至
于收费也应该是运营商、
OTT开发商以及政府三
者之间的事情”。

只占流量的通讯方式 摊薄了运营商利润

微信收费是场利益拉锯战
本报记者 李小凯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面世和普及，微信、skype、Line等OTT业务类语聊工具登上了APP下载榜单并且居高不下，人们也在

跟随潮流迅速更新着自己的网络交流平台。传统的短信、彩信以及电话等输送信息的方式再难成为“唯一”。面对新兴兴语

聊工具兴起，三大传统运营商亦开始布局自救，近期有关微信收费的话题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便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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