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过了不平凡的 2013 年，我

国信息产业有望在 2014 年迎来爆

发式的发展。

在 2013 年，BAT （百度、阿

里巴巴、腾讯） 传统互联网巨头继

续巩固了移动互联网的地位。腾讯

凭借微信拿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船

票，继续发力微信商业化；阿里巴

巴入股了新浪微博、UC、高德地

图，进一步完善它的商业帝国；百

度通过 19 亿美元投资 91 无线，对

百分之百、糯米网、PPS 等的投资

完成了移动互联网的布局。这些都

意味着 2014 年移动互联网还将是

大公司的天下。

然而，移动互联网不乏后来

者。易信、来往发起了对微信的挑

战，小米用持续扩大的手机销量证

明了自己不是昙花一现，其又与乐

视、爱奇艺一道推出的互联网电视

共同吹响了进军客厅的号角。在

2013 年 ， 手 机 、 电 视 、 路 由 器 、

手环、随身 Wifi，硬件的创新异彩

纷呈，带来了更多的创新者。

此外，2013 年电子商务呈现

多元化及差异化发展趋势。平台

类 电 商 已 经 不 再 单 纯 的 厮 杀 价

格 ， 各 自 寻 找 着 自 己 的 发 展 之

路。苏宁云商加入战局，阿里、

京东等平台类电商持续在物流、

金融等领域跑马圈地。整个电商

行业也出现了新玩法，比如各种

各样的 O2O 和微信支付，同时涌

现出了一大批具有特色并且发展

势头迅猛的电商新公司。

2013 年对于 PC 厂商来说，有

点 黯 然 神 伤 。 有 统 计 显 示 ， 在

2013 年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

购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PC 出货

量的降幅可能达到 10%以上。除了

联 想 还 能 笑 傲 PC 市 场 之 外 ， 宏

碁、华硕似乎已被逼到了墙角。

PC 产业链上游的厂商日子难过，

下 游 PC 厂 商 的 日 子 更 是 难 上 加

难 。 昔 日 巨 头 微 软 ， 在 2013 年

里正式踏上了向“服务+设备”厂

商的转型之路。

展望 2014 年，变革将会更加

激烈。随着云计算的落地，国内

去 IOE 化还会持续，国产软件硬

件 将 迎 来 更 多 的 机 会 。 2013 年

底，工信部颁发虚拟运营商的牌

照，为 2014 年电信改革开了个好

头。2014 年，互联网金融继续来

袭、可穿戴设备颠覆创新、雷军

与董明珠的 10 亿赌局等等，预示

着互联网与传统行业之间还会有

更 多 的 颠 覆 和 变 革 。 我 们 期 待

2014 年互联网发展得更好，少一

些诉讼、多一些合作，少一些噱

头、多一些实惠，能给人们带来

更便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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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2 日，尽管在新年首个
交易日美国股市承压回调，但是中国概
念的股票却表现亮眼，10 只股票涨幅
逾 5%，其中网秦上涨 9.25%，淘米网
大涨 20.20%。

这似乎正是以互联网和科技股为代
表的中国概念股票在两年的蛰伏后，终
于扬眉吐气的写照。i 美股中概 30 指数
显示，在 2013 年年初 592.61 点的低点
后，截至年底的 12 月 30 日收盘，中概
30指数收报 1225.09点，比年内低点翻
了一番，涨幅远高于道琼斯和标普指
数 。 唯 品 会 股 价 比 年 内 低 点 上 涨
425%，奇虎 360上涨 206%。

在频频遭遇做空和诚信危机后，

2013 年的互联网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
打出了翻身仗。随着 6 月 B2C （企业对
个人电子商务） 企业兰亭集势 IPO 破冰
开始，在去年 10 月到年底的短短两个
月 ， 58 同 城 、 去 哪 儿 网 、 500 彩 票
网、3G 门户、汽车之家等 5 家中国互
联网企业在美集中上市并表现优异。去
哪 儿 网 上 市 首 日 股 价 较 发 行 价 上 涨
89.3%，汽车之家则上涨 76.9%。

无论是新面孔还是老身影，国内互
联网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华丽转身
来自于美国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票信心
的修复。创投机构高原资本董事总经理
涂鸿川表示，信心来自于这些互联网企
业的突出业绩，“业绩表现突出、真正具

有成长性的中国企业还是会得到投资人
的认可，他们也愿意积极参与此类公司
的新股发行认购”。而 IPO 窗口的重新
打开，也为私募和风投的退出提供了渠
道 ，如 58 同 城 为 赛 富 投 资 基 金 带 来
47.86 倍回报，这也让它们更有动力向
互联网企业开出支票。

展望 2014 年，一方面，2013 年底
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密集上市，无论在市
场反响还是舆论热度上，都为后来者带
来更多便利。市场研究机构投中集团研
究报告显示，2014 年中国企业境外赴
美 IPO 窗口将再度开启，海外上市的中
国军团仍将扩大。在另一方面，据称国
内创业板正在酝酿互联网企业上市制度
改革，允许互联网企业在未盈利情况下
IPO。一旦国内上市门槛真正降低，将
为互联网企业节省大量时间人力成本，
同时减少优质企业资源流失，将对行业
发展产生重大利好。

百 度 19 亿 美

元收购 91 无线，阿

里巴巴 5.86 亿美元

购入新浪微博 18%

股份，腾讯 4.48 亿

美 元 战 略 投 资 搜

狗，“58 同城”、“去

哪儿网”、“云游控

股”和“汽车之家”

等 7 家互联网企业

登 陆 海 外 资 本 市

场，中概股窗口再

度开启⋯⋯尽管可

以从多个角度来解

读 2013 年 互 联 网

和移动互联网领域

的风云变幻，但“资

本”显然是最为亮

眼的关键词之一。

2013 年 1 月，《关于加快推进重点
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正式发
布，其中提出促进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在
内的 9 大行业和领域兼并重组，“到
2015 年，电子信息行业形成 5 至 8 家销

售 收 入 过 1000 亿 元 的 大 型 骨 干 企
业”。这样的目标任务背后，正是资本
空前活跃的大背景。

在过去的一年中，无论是 BAT（百
度、阿里巴巴、腾讯）传统互联网三巨头

的开疆辟土，还是“中概股”为风投和私
募推出带来的超高回报率，敏感的资本
市场带来了诸多吸引眼球的话题。这不
仅为行业的飞速发展写下注脚，也指明
了互联网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排排坐分果果，你一个来我一个。
诸多响当当的名号，在 2013 年或者

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或者干脆改换门
庭。而为它们砸出了大把真金白银的

“金主”更是巨头。
审视 2013 年互联网行业的十大并

购案例，BAT 毫不客气地分去其中 8
席。阿里巴巴投资高德地图、新浪微博、
海尔电器和天弘基金；百度将 91 无线、
视频网站 PPS 和团购网站糯米网纳入
麾下；在注资于一系列生活服务类移动
应用后，腾讯也向搜狗抛出了橄榄枝。

三大巨头的用意相当明显，利用手
中充足的现金流来强化优势，弥补短板，

以多元化布局为出发点争抢移动互联网
“船票”。就拿阿里巴巴对新浪微博的投
资来说，资本运作后，新浪微博账号与淘
宝账号打通，新浪的展示广告与消费者
淘宝浏览和购买历史紧密结合。通过这
些变化，阿里巴巴开始充分利用微博的
社交属性，而微博作为移动互联网的“超
级入口”之一，也为阿里巴巴的优势业务
电子商务在移动端的布局奠定了基础。
对于新浪微博来说，新浪预计在未来 3
年与阿里巴巴的战略合作，将给新浪微
博带来大约 3.8 亿美元的收入。考虑到
新浪微博 2012 年亏损额已达 9300 万美
元，新浪微博也借此成功实现了其商业

化。
对于 BAT 来说，它们的大手笔更像

是 未 雨 绸 缪 ，宜 搜 CEO 汪 溪 曾 表 示 ，
2013 年 是 移 动 互 联 网 发 展 的 关 键 节
点。“传统互联网公司如果今年没有最大
力度布局移动互联网，就会错过机会。
它们宁可花钱买时间。”

而对商业模式已相对明确的领域来
说，2013 年火爆的并购则更像是赤裸裸
的“掘金”。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手机游戏填充消费者碎片化时间的
比例逐渐提高，消费者购买习惯逐渐养
成，手机游戏行业迅速发展。

2013年，手游领域宣布并购交易 18
起，宣布交易规模高达 141.23 亿元，并
购主体全部来自上市公司。买家希望通
过高溢价的收购来分享游戏盛宴，并且
以新的利润增长点来维系上市公司地位
的意图已相当明显。

中概股打开新窗口

连串并购剑指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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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百人谈]

奇虎360总裁齐向东：

关注互联网行业

潜在的垄断
“行业寡头的出现在产业发展初期对市场有

好处，因为寡头更容易集聚资源，积蓄力量去撬
动固有模式。但是随着互联网产业和社会形态的
完善和成熟，如果不拆分行业寡头，市场创新将
会终止。”奇虎 360 公司总裁齐向东在做客中国
经济网 《经济百人谈：梦在心中 路在当下》
2014年第一期节目时如此表示。

齐向东认为：“如果未来的互联网世界由若
干个寡头组成，寡头会比较容易在自己既有的市
场份额里生存，创新动力会减弱，甚至无所作
为，停止创新，这对产业发展没有好处。从市场
角度来讲，只有充分平等竞争才会有创新，进而
体现消费者利益，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如果竞
争没有了，创新也就停止了。”

齐向东呼吁有关部门，要关注中国互联网行
业潜在的垄断问题，防止企业做得“过大”。只
有这样才能让市场的力量去产生更好的公司，产
生更好的创新。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凡）

加速奔跑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在
过去的一年中，催生了一系列“新面
孔”，而它们正在或即将改变我们的生
活观念和消费方式。让我们一起盘点一
下吧。

◇ OTT

今天你 OTT 了没有？一个专业词
汇被用到了网络视频、移动即时通信软
件上。2013 年，很多人对 OTT 并不陌
生。OTT 源自篮球术语，指的是过顶传
球，用到信息产业则被指互联网企业开
展直接越过运营商，直接面向用户提供
服务和计费，例如视频、通信服务，微信
就是典型的 OTT 应用。

◇ 海淘

随着跨国网络代购的发展，跨境网
购——“海淘”在国内已经急剧升温。开

始父母更多将目标对准海外奶粉市场，
使得“海淘”消费群体的需求开始得到爆
发式增长。随着“海淘”的进一步发展，

“海淘”大军所需求的范围扩大到服装、
化妆品、玩具、电子产品等更多领域。由
于“海淘”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容易
出现商品追溯不便、国际配送周期长、物
流环节有风险、售后服务差等诸多问
题。2013 年 12 月 28 日，作为上海自贸
区发布的“跨境通”，被认为是“海淘”走
向阳光化和正规化的开始。

◇ 虚拟运营商

你用过 170 号段的电话号码吗？在
2014 年，您将使用上传统运营商之外的
170 号段的移动电话服务。2013 年底，
工信部向 11 家民营企业发放了首批移
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民营企业正
式进入基础电信领域为消费者提供移动
通信服务。

◇ 智能手表

谁将颠覆智能手机呢？可能是智能
手表。2013 年苹果、谷歌、三星、高通、
微软几大巨头都开始了对智能手表的研
发工作。三星的“GalaxyGear”，高通的

“Toq”不仅可以播放音乐，还可以与智
能手机进行互联互通，以及处理短信和
电话。智能手表的出现，预示着可穿戴
设备的大发展。未来除了眼镜、戒指、项
圈、手表以外，它还可能是衣服、鞋、领带
等多种饰品。

◇ 打飞机

打开微信，首先查看打飞机排名，相
信在 2013 年很多微信用户都迷上了打
飞机这款游戏。打飞机是腾讯微信首推
的游戏，虽然玩法比较简单，但凭借微信
的强大社交关系引导，这款没有含金量

的游戏仍被趋之若鹜，受到众多手游玩
家和网友的喜爱。对于热火朝天“打飞
机”，网友吐槽说，“我们打的不是飞机，
打的是寂寞”。行业分析师则表示说，微
信打的不是飞机，打的是阿里。自此，腾
讯微信开启了商业化之旅。

◇ 超级电视

到底是买一台能上网的高清智能电
视，还是买一台拥有 4 核处理器的互联
网超级电视，在 2013 年突然成了一个纠
结的问题。这一年，乐视、小米、爱奇艺
等互联网公司打响了与传统电视厂商的

“客厅争夺战”。对此，奇虎 360 董事长
周鸿祎认为，互联网“疯子”进入电视领
域，释放出的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
势不可挡的信号。

◇ 比特币

2013 年，大起大落的比特币，让国
人认识了它。比特币并非货币，可以算
作一种融通工具，是由名为中本聪的神
秘人士于 2009 年设计的。它是一种建
构在开源软件以及 P2P（点对点）网络计
算生成并传播的密码。专家认为，用比
特币买咖啡、买日用品纯属噱头。

盘点年度网络新词
本报记者 谭 辛

又是一年春节，不少归心似箭的人正纠结如何才
能买到火车票，各大门户推出的抢票软件应运而生。
那抢票软件到底靠不靠谱？记者帮您做些调查。

目前，不少浏览器开发抢票外挂软件程序，包括
奇虎 360、搜狗、百度、猎豹等，此外还有独立的抢
票软件，例如“网易火车票”。据了解，抢票软件功
能大概有 3 种。一是查询提醒，在软件中提交订火车
票的时间和车次，系统会自动通过例如向手机发送短
信、邮件等形式提醒购票时间。二是优化购票界面，
缩短用户在“12306”网站上的订票流程。往往抢票
软件是在“12306”网站的订票流程上加了“壳”，
优化订票过程。三是服务器自动购票。以奇虎 360 推
出的离线抢票功能为例。用户输入“12306”网站账
号、购票信息后，完全由抢票软件服务器完成购票流
程，最后通知用户付款。

可以看出，抢票软件最终的票源还是来自于铁路
部门的“12306”购票网站，优化查询功能、购票流
程的软件，靠谱与否还要看官网。奇虎 360 安全浏览
器相关负责人张勇坦言，“12306”会对抢票软件进
行屏蔽处理，此外官网对购票流程进行优化或是修改
验证码，对抢票软件有一定的屏蔽作用。

记者发现，还有软件为了吸引眼球，夸大抢票功
能，宣传高成功率，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对
于热门车次来说，票源是一定的，不管用什么软件，
最终都要去 12306 网站预订。”张勇说。据了解，近
期“12306”将固定的验证码变成了不断摇动的动态
验证码，也使抢票软件成功率有所降低。

据悉，早前铁路部门明确表示，并未和任何第三
方软件进行合作，也不知道其运作方法，因此并不提
倡乘客使用各类抢票软件。

抢票软件靠谱吗
本报记者 谭 辛

作为移动互联网的“超级入口”，微信支付让手

机直接成为消费者随身携带的“小钱包”。微信产品

部助理总经理曾鸣表示，微信多了 4 大能力：微信账

号登录、微信支付购买、微信通知互动和基于 SNS 的

消费者主动传播分享。图为在支持微信支付的友宝

自助贩售机上，用户使用手机支付购买盒饭。

本报记者 陈 静摄

微信支付串联生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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