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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时代

44KK 电视能否电视能否

飞入寻常百姓家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郭文鹃

李 彦 宏“ 造 船 ”启 示 ：

技术是远航的核动力
本报记者 刘晓峰

3D、智能、4K 是目前彩电行业客

厅大战的 3 个关键词，代表着彩电产

品不同方面的功能诉求。随着画面立

体效果塑造的 3D 功能成为大尺寸电

视的标配，人机互动操作智能逐渐成

熟，作为新来者 4K 电视会不会成为市

场新宠，又会给用户带来哪些新的体

验，正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随着乐视、小米、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

网厂商加入“客厅争夺战”，由不同阵营厂商

主导的智能电视产品已经“被迫”走上了背

道而驰的两条路：互联网厂商们擅长的是系

统优化、应用研发和内容分发，在“云”的

部分占尽优势；而传统电视生产厂商则不甘

其后，它们擅长的是硬件，控制力更多体现

在供应链上，因此必须在“端”的部分大做

文章。推出 4K 电视这一新概念，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正是传统电视厂商的“逆袭”。

一时间，对 4K 电视的热闹营销堪比当年

的 3D 电视。曾经风生水起的 3D 电视打着

“在客厅里也能看立体大片”的旗号，如今的

4K 电视则张口就是“清晰度堪比高清电视的

8 倍”，但对于消费者来说，诉求却相当简

单：不管卖场里的宣传片效果有多好，我在

日常观看时真的能有这种体验吗？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仍是片源。匮乏的内

容导致硬件普及不力，而硬件覆盖范围不够又

导致内容制造者更加缺乏兴趣，这样的恶性循

环曾在 3D 电视的推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

今的 4K 电视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制作方，

对 4K 技术最感兴趣的索尼也仅使用其技术修

复了不到100部电影；在存储方，目前尚无一

家厂商研制出可商用的储存 4K 节目的碟片；

在播出方，国内外也都还没有 4K 频道。即使

大张旗鼓宣传 4K 电视新品的彩电厂商，其卖

点之一也是“2K 转 4K”技术，即通过计算和

渲染的方法达到“伪4K”。仅有硬件的技术突

破，对消费者的实际应用很难说有什么意义。

不过，4K 电视的前景也并非完全暗淡。

国外在线视频服务提供商 YouTube 已开始尝

试提供 4K 视频，Netflix 也表示有可能“试

水”。互联网技术对散点式小众需求的聚合，

或者能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帮助。尽管 4K 对

清晰度的要求将使数据传输成为一大难点，

但正如 10 兆宽带的普及使在线高清视频播放

成为现实一样，未来随着“宽带中国”和 4G

推进，在线 4K 视频播放未必就是一纸空谈。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传统电视厂商也许

更应该考虑，如何与产业链上下游达成更深

入的合作，使内容真正能够支撑消费者购买

4K 电视的消费冲动。只有这样，4K 电视的

概念才不会成为昙花一现的噱头。

莫 把 概 念 当 噱 头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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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百人谈]

沈建国:对民企我们

需要思想再解放一点

[经济百人谈]

沈建国:对民企我们

需要思想再解放一点
“真正要让我们的民营企业获得平等、公

平、积极的政策支持，我们的思想需要再解放
一点。”这是第 11 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
联原副主席沈建国在做客《经济百人谈：梦在
心中 路在当下》第 1集节目时的表述。

“中小微企业创造了 60%的国内生产总
值，但却依然面临着融资难题。”沈建国认为，
对于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遇到的融
资难问题，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她
说：“第一要给银行‘松绑’，第二要提高银行
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认识。银行‘自由’了，认识
提高了，办法自然就有了。”

据了解，《经济百人谈》是中国经济网推
出的大型全媒体系列访谈节目，于 7 月 28 日
正式播出。节目计划为期 2 年，邀请 100 位经
济界人士讲述自身追梦、筑梦、圆梦过程，节
目精品将以“报网台、全媒体”的方式进行展
示。 （中国经济网记者 高天晓)

国产品牌助力民航信息安全
本报记者 陈 静 冯其予

上海成全国网速最快城市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日前，互联网

内容传送服务提供商蓝汛公布 2013 年第二季
度全国互联网感知数据报告，上海地区以
5.1Mb/s 的平均网速位居全国第一。除传统的
有线宽带外，无线宽带及 4G 网络的普及与提
速也为上海成为中国网速最快的城市起到了助
推作用。以上海移动为例，报告显示，上海移
动 的 平 均 网 速 达 到 4.81Mb/s， 位 列 全 国 第
二。与此同时，上海移动共有 WLAN 注册用
户数 540 万，每日峰值在线用户数达到 2.9
万，日峰值流量达到 50226GB。这标志着随
着智能终端的普及，市民对于无线上网的需求
日益强烈。

计算机服务系统的国产化正在拉开帷幕。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日前与曙光信
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决定在共建联合实验室、市场营销、方案融合、云
服务、大数据挖掘及应用等领域展开合作，逐步
实现中国航信计算机服务系统的国产化。

中国航信董事长徐强表示，双方将整合资
源、技术和市场优势，对推动我国自主研发的计
算机产业高新科技成果在我国的应用和商业化
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作为为我国国内所有航空公司和主要机场
提供旅客订座和离港信息系统的大型中央企
业，中国航信服务范围至 300 多个国内城市、
100 多个国际城市，为国内 30 家航空公司、174
个机场、10000 多家机票销售代理提供技术支
持和本地服务，每天处理超过 100 万旅客的订
座和离港操作。此前中国航信的后台计算机处
理系统多数为国外进口。

曙光公司总裁历军表示，曙光作为我国计
算机产业的上游研发企业，如何使曙光自主开
发出的国产计算机新技术迅速实现商业化，进
而提高我国整体的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重要
而紧迫的课题。这次与中国航信牵手，迈出了
我国计算机高新研发产品商业化的重要一步。

此次合作的亮点，显然是大数据应用。从
技术角度来看，包括曙光、浪潮在内的很多国内
厂商都推出了大数据应用一体机，但国内厂商
的产品想要推广，首先必须解决的仍是硬件之
外的软件开发和平台架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
看，与包括银行、电信、航空等重点企业的合作，
将使国内硬件厂商获得更多服务大型客户的经
验和案例，从而提升其综合信息服务能力。

本版编辑 谭 辛

“主要考虑的还是屏幕大小和清晰度。”
在北京市崇文门附近逛大中电器的刘欣打算
为新家添置一台电视，他告诉记者：“在 1 万
元左右的价位，我不会特意买 3D、智能电
视，总觉得它们效果做得还不太靠谱。”刘欣
的看法恰恰印证了来自 2013 年中国数字电视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的数据，《2013 年下半
年平板电视消费市场趋势分析》 报告显示：
52%的消费者对高清晰度有要求，大大高于
对电视具有 3D和智能功能的需要。

“未来大尺寸彩电会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
标准配置。随着技术的逐步成熟，超高清 4K
电视逐渐在备受质疑的状况下逆势而袭，成
为 2013 年彩电行业最大亮点。”市场研究公
司中怡康副总经理彭煜在上述论坛上如是说。

所谓 4K 电视，是指电视的物理分辨率
达 到 3840×2160， 是 全 高 清 (FHD.1920×
1080)的 4 倍，高清(HD.1280×720)的 8 倍。
目前包括三星、索尼、创维、康佳等厂商都
已涉足全新的超高清领域，并推出多款大尺
寸 4K 电视，将其作为今年的主打产品。

4K电视或能逆市场增长

实施1年的节能家电补贴政策在今年5月

底到期结束。至此，所有家电产业刺激政策全
部退出，行业进入了政策“真空期”。由于前
期透支了部分市场需求，近期家电销量下滑明
显。数据显示，进入6月，TCL彩电的国内销
量为28.22万台，同比下跌35.47%，创维彩电
的国内销量也同比下跌17%，降至33.6万台。

潮退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3D 和智能概
念的电视近两年搭着补贴政策的“东风”取
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一旦补贴结束，消费
者变得更挑剔，更加关注自己真实的需求。
在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刃波看来，“目前
3D 近距离显像不清晰以及智能电视画面混
乱、操作不流畅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用
户的使用体验，而 4K 技术的出现成为行业

‘拐点’，或许标志着画质将重新回归彩电的
核心功能”。

电视的主要功用是通过视觉效果来实现
的，高清晰度的发展方向必然不会错。近
期，国内外主流彩电企业纷纷加紧布局，试
图将“4K 超高清”与“智能”、“3D”概念
相融合，进一步升级产品性能。例如，国产
品牌中 TCL 推出 4K 智能云电视，除智能配
置有所升级外，独创了 4K 解码芯片以及 2K
转 4K 关联补偿；长虹推出 4KU-MAX 客厅
电视；创维推出极清 4K 健康云电视；而外
资品牌索尼主打 4K 3D 电视，在不降低亮度
的情况下依旧能够提供全高清级别的 3D 影
像，将 4K 超高清技术优势发挥到极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约 9 个主流彩电
品牌、超过 15 个系列、近 40 款 4K 电视在市
场开卖，产品尺寸覆盖 39 英寸至 84 英寸。
中怡康预测，2013 年 4K 电视的销售量将占
彩电市场份额的 2.33%，销售规模约为 100
万台；2014 年为 300 万台；2015 年可达 650
万台左右。

4K技术能做什么

如果说 2009年，一部 《阿凡达》 电影让
感官爱好者彻底地领略到 3D 效果的魅力，很

多人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被大肆渲染的 4K
电视究竟能带来怎样独特的体验？

创维电视的工作人员在推广 4K 电视时
曾经作过一个演示。在普通的高清电视屏幕
上打开中国地图，从画面上来看，组成钓鱼
岛的三个小黑点非常模糊地黏在一起；而旁
边 4K 电视显示的同一张地图上，三个小黑
点清晰独立地显示出来。“可以说 4K 电视是
千万像素相片最好的展示终端。”易观国际分
析师曹飞向记者介绍，“如果是人物的相片，
你会清晰地看到人物的毛孔和绒毛。把所有
细微之处都一一显现，这无疑会给人们带来
强烈的视觉冲击。”

另外，部分业内人士非常看好 4K 技术
对 3D 效果的推进。曹飞认为：“3D 体验效果
要求屏幕足够大，而屏幕越大对分辨率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4K 技术
的发展不但不会对 3D 形成挤压，反而是可以
相互促进，提高 3D 观感。”另外，现在已经
有 部 分 厂 商 试 图 利 用 将 4K 分 辨 率 去 解 决

“裸眼 3D”技术问题，由于技术限制，裸眼
3D 会存在分辨率减半的问题，如果用户想观
看全高清的 3D 画面，让原始分辨率达到 4K
或许能够办到。曹飞感慨：“试想如果可以不
用眼镜就能看到清晰的 3D 画面，这将对购买
者有多强的诱惑力！”

谁来为4K电视买单

除了小部分特定人群外，大多数顾客挑
选家电主要还得讲个“性价比”。目前 50 英
寸的 4K 电视的平均售价在万元，而普通电
视的平均价格在 4000 元左右，相差 2 倍多。
大尺寸的 4K 电视会更贵。

“就目前来看，现在把 4K 电视搬进客厅
还早了点。”在业内人士金鑫看来，4K 未来
肯定会引领彩电发展的主要潮流，但它搭配
在常规大小、普通配置的电视机上，图像质
量并不会好太多。4K 电视仅仅强调的是物理
分辨率的提高，如果能够提高对比度、处理

好色彩和压缩失真这些问题，将对图像画面
质量有更大改善。另外，普通 4K 液晶电视
还没法解决运动分辨率问题，当动态画面出
现时，很多情况下都会减少 40%以上的可见
分辨率。

从“初露锋芒”到“最终成型”，4K技术
演进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消费者还在犹豫是
否为一个不成熟的技术“掏腰包”，企业一旦
看准趋势就必须“分秒必争”来抢占先机。

为了进一步改善画质，一些走在前端的
企业推出了 4K 的 LED 和 OLED 的彩电。7 月
25 日，利亚德全球最大的 4K 超高清 288 英
寸 LED 电视在北京首发，电视拥有 178 度超
宽视角，可呈现 10.7 亿色彩，和传统 LCD 电
视相比，寿命更长，成像更加立体，动态画
面更加细腻。“终极的效果你可以回想一下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地屏画卷’和‘梦幻
五环’，都是我们的作品。”利亚德董事长李
军坦言，由于相对价格较高，目前利亚德的
产品主要还是在机场、综合商场、星级酒
店、地铁站和写字楼等地方发挥商业用途。

不过，一项好技术的“魔力”往往就在
于它足够诱人，即便不成熟也能够逐渐创造
出新的需求。

广西全面铺开 4G 网络建设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通讯员申蓓报道:日

前，广西首家 4G 体验厅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
下载速度达到专用宽带几十倍的 4G 网络让人
们惊叹不已，由此带来的便捷生活更是令人神
往。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4G 的网速是 3G
的 10 倍以上。在网络信号良好的情况下，4G
网络下载一首 7M 大小的高品质歌曲只需 1 秒
钟，下载一张 700M 的 CD 文件只需两分钟，下
载 一 部 2.8G 的 大 英 百 科 全 书 8 分 钟 就 可 完
成。据了解，采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TD-LTE
技术的中国移动 4G 网络建设，今年下半年将
在广西 14 个城市全面展开，实现南宁、柳州、桂
林城区全覆盖，其他 11城市热点区域全覆盖。

上图为在北京科博会上，观众正在体验

触摸屏。压题图为在移动互联网大会上，观

众正在通过巨大的屏幕来体验体感游戏。

本报记者 谭 辛摄

信息技术产业正在快速进入移动互联网
周期。

这已经不是一个业界的前沿话题。上
周，全球两家互联网标杆企业恰好在同一天
发布二季度财报，并且都因为各自在移动业
务 领 域 的 数 据 ，令 资 本 市 场 兴 奋 不
已：Facebook 的移动广告收入超过 6 亿美元，
而百度在季度营收同比增长近四成的基础
上，移动收入占比突破 10%。李彦宏领航下
的百度，成为目前中国互联网 BAT（百度、阿
里、淘宝）三巨头中惟一移动营收能占据结构
性比例的公司。

正如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项立刚所评价：
“百度 Q2 财报最提气的一点就是移动收入占
比超过 10%，对传统互联网巨头来说，在移动
互联网领域能否继续保持领先优势是他们面
临的重要课题。Facebook、谷歌都曾因移动

收入贡献不足遭遇投资者质疑，也都在移动
收入过 10%之后令投资者重拾信心。因此，
10%的移动收入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百度
已经步入移动发展的快车道。”

近几年，移动互联网大潮翻涌。不仅是
百度，我国整个互联网产业都在思考如何应
对这样一个重要的产业趋势。其中，以通过
APP 产品占据用户移动设备和媒体时间以获
取“移动互联网船票”之说的热度颇高。在外
界将注意力集中在或寻找、或追捧、或质疑所
谓的“船票”时，李彦宏一直在为百度规划的
却是自己“造船”：从技术底层着手满足用户
需求，以业务规划为导向加强投资并购。

技术之于百度，无疑是它最核心的驱动
系统。目前百度的技术研发投入依然有增无
减，一季度为 8.11 亿元，二季度更达到 9.41 亿
元，一直保持在单季平均超过 70%的投入增

幅。而与技术创新的“练内功”相应，近年来
百度在补足业务规划的投资并购上的举措也
越来越受关注。从早先的去哪儿、爱奇艺，到
近期的 PPS、91 无线，无一不是立足于“并”、
扎实收“购”，讲求与核心业务深度融合或是
相互支撑，共同服务于百度未来整体业务规
划。以最近对 91 无线的收购为例，此举不但
补齐移动搜索和应用商店两个入口，直接满
足用户的各种信息和资源服务需求，同时更
好地连接海量开发者，打造健康完整的移动
互联网生态。

互联网企业在从 PC 时代向移动时代的
拓展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各自的定位、战略
和布局也需要经受产业变迁的考验。“与其临
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退离声嚣日盛的“移
动互联网船票”争论，相信技术在任何变革时
刻的基础性价值，明确自己在下一个产业时

代的诉求与目标是互联网企业应该重视的。
从百度的案例可以看出，通过清晰的战略规
划，坚决给予的技术资源投入，是可以获得实
在回报的。

作为新经济的重要技术引擎，互联网尤
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未来发展被寄予厚望。未
来 5 至 10 年，也是在各产业领域中基础与当
前世界水平最接近的互联网蓄力赶超发达国
家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造船”是值得互联网行业未来发展
借鉴的。以这样的态度和行动，实际提升核
心基础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能力，就有可能
把握好当前产业驱动力模式的变化机遇，更
好地转化目前的需求和规模优势，从而使我
国大幅度缩短追赶曲线，逐步实现移动互联
网的实质性突破，建立新技术与新经济竞争
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