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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支付宝钱包上线最新版
本，主打“亿万红包”，希望借此收复去年
微信红包一炮而红后的“失地”。如果再
加上手机 QQ 在新版本中预留的红包入
口、微信新版本对红包功能的优化和新
浪微博的“粉丝红包”，距离羊年春节尚
有 3 周，但移动互联网的“红包大战”已是
硝烟弥漫。

支付宝钱包将“亿万红包”的字样放
在 了 自 己 的 APP 图 标 上 ，野 心 可 见 一

斑。其红包发放方式则包括个人红包、接
龙红包、群红包和面对面红包 4 种，记者
试用了“接龙红包”，在阿里巴巴即时通讯
软件“来往”群中，用户可猜测红包金额，
如猜错还可将红包继续分享，最终猜对的
人将和红包分享路径上的所有人平分红
包金额。这种方式凸显出支付宝钱包希
望进一步强化其社交属性，为了配合这一
功能，支付宝钱包还在其新版本中上线了

“我的朋友”。

腾讯微信同样优化了其红包功能，在
其新版本中，将红包功能加到了附件栏，
方便用户“一键发红包”。新浪微博则推
出了“粉丝红包”，明星可以给粉丝发红
包，而粉丝也可以给明星充红包，并且可
以和明星发联名红包。

同样是红包，各家移动互联网企业
力推这一功能的目的却有所不同。对于
微信来讲，红包是“由人到钱”，希望用户
借此开设移动支付功能，而新浪微博则

进一步强化其媒体属性，希望通过红包
加强草根用户和“网络大 V”之间的互
动，对于支付宝来说，红包则是“由钱到
人”，对用户社交关系缺乏把握一直是阿
里巴巴的短板，随着移动电商和 O2O 对
人们社交关系链的需求日益明确，阿里
巴巴显然希望能借“发红包”让用户将自
己的社交行为更多转移到来往和支付宝
钱包上来。

不过，梦想很“丰满”，现实却有些“骨
感”，当用户已经习惯了微信，怎样的动力
才能让他们再下载一个来往还是未知
数。针对支付宝红包能否分享至微信，支
付宝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微信并未向支付
宝关闭接口，“如果大部分用户需要这个
功能，我们可以考虑开放。”

春节临近，移动互联企业多种“红包”纷纷上线——

“红包”背后是互联网产业整合
本报记者 陈 静

距离羊年春节尚有 3 周，但移动互联网的“红包大战”已是硝烟弥漫。各家企业纷纷推出“红

包”的目的有所不同，有的希望借此开设移动支付功能，有的希望进一步强化媒体属性，还有的希望

补齐社交产业链的短板

本报太原 1 月 26 日电 记者刘存瑞

报道：山西省委、省政府今天正式出台《关
于深化煤炭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意
见》提出，在 2020 年前，山西省原则上不
再新配置煤炭资源，除“关小上大、减量置
换”外，不再审批建设新的煤矿（含露天
矿）；严格执行控制煤炭产能增长的产业
调整政策；停止审批年产 500万吨以下井
工改露天开采项目；全面推进煤炭资源一
级市场招拍挂；2017 年前基本解决现有
采煤沉陷区受灾群众的安居问题。这是
山西省在启动煤焦公路运销体制改革后，
针对煤炭领域改革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

山西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意见》
针对山西煤炭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分别从资源配置、项目审批、建设生
产、生态治理、安全监管、销售体制、交易
方式、企业改革、权力约束、法制建设、改
革推进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了明
确的要求。

据介绍，《意见》部署了 8 大改革任
务，即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强化矿
业权二级市场的交易、监管和利益调节，
推进共伴生矿业权一体配置；深化行政审
批管理改革，精简审批事项、公布权力清
单、优化审批流程、推进技术审查与行政

审批相分离；深化煤炭领域事业单位改
革，坚持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剥离相关行
政性职能，实行分类转制；推进生态修复
治理机制改革，政府建立生态恢复、环境
治理专项资金，主要解决资源开发主体灭
失或急迫性灾害治理以及跨区域的生态
环境恢复治理；加强煤矿安全监管制度改
革，大型煤炭集团要精简安全生产管理层
级，强化管理层对生产一线安全生产的监
管责任；进一步推进煤焦公路运销管理体
制改革，在取消所有运销票据和稽查点
后，要在 2015 年底前建成新的煤炭监管
信息平台；深化煤炭企业改革，完善现代

企业制度，推进股权结构多元化和煤电一
体化改革，建立收费清单和标准公示制
度；加强权力监管制度改革，切断各种形
式的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渠道。

同时，安排了 8 大创新事项，包括研
究处理设立或划定的自然保护区等各类
禁止勘查、开采区与区内已设置矿业权的
关系问题；探索煤炭资源供给与市场需求
保持相对平衡的有效办法；研究制定对原
无偿划拨给老旧矿山企业的保有资源实
行有偿使用的办法；积极争取国家在山西
省进行煤炭价格形成机制和煤电价格传
导机制改革试点等。

全面开启“改革兴煤”之路

山西 5 年内不再审批建设新煤矿

“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 7000
亿元，5 年内将超过 1 万亿元。”这是中国
汽车流通协会刚刚给出的数据，让汽车
后服务市场备感振奋。

万亿元市场即将形成

所谓汽车后市场，广义的是指汽车
售出新车后，车辆生命周期中围绕车辆
需支付费用的所有服务。而狭义的后
市场仅指汽车的维修保 养 、美 容 装 潢
改装、洗车养护等直接与车辆日常维
护相关的服务。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给出的数据，仅仅是狭义上的汽车后市
场规模。

据测算，在发达国家市场，60%的利
润是在汽车售后的服务领域中产生的，
但是中国目前的服务占比仅为 12%。按
照中国汽车产业规模以及汽车保有量核
算，5 年内，汽车后市场将形成 1 万亿元
规模的市场蛋糕。

也许正是盯上这块还未被开垦过的
“处女地”，汽车后服务市场出现了 O2O
创业热潮。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
华介绍，尽管中国汽车产销量仍然保持
着增长势头，但汽车制造和销售利润已
步入下行通道。过亿的汽车保有量的背
后，亮点是千亿级别的汽车后市场产
业。资料显示，每 1 元的购车消费会带
动 0.65 元的汽车售后服务，汽车维修、零

配件更换、翻新美容、二手车交易、废旧
车拆解等汽车后市场行业将迎来巨大的
市场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汽车后市
场年均保持 25%至 30%的高速增长，成
为了汽车产业耀眼的利润增长点，从而
吸引着来自企业和资本市场的目光。

资本热情一夜点燃

2014 年，资本对汽车后市场的热情
几乎是一夜点燃。许多 2013 年以及之
前融资困难而苦苦支撑的创业者，在一
两个月之内，风投的会面一下子填满了
日程表。各种类型的企业也纷纷参与
其中。

A 股的上市公司也陆续加入这场
“盛宴”。2014 年 9 月，上市公司隆基机
械参股车易安养车网，进入汽车后市场
C2B2B 模式。12月 24日，上市公司德联
集团公告，将投资 1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
司上海德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互
联网平台建设。

上汽集团投资的 A 车站，计划 4 年
内在上海开到 100 家店，全国一线类城
市布局 1000 家店。这是上汽集团专门
针对售后服务市场推出的售后服务连锁
企业，也是第一家由整车企业推出的售后
服务连锁店。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将 A
车站作为上汽海外上市的首个试点项目。

除了市场巨大的想象空间外，投资
者的看好和资本的力量，也给了众多创

业者极大的信心。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主要投融资，二手车领域融资 6 起，上
门洗车领域融资 5 起，上门保养维修领
域融资 18 起，而这 3 个板块也是创业热
潮最为活跃的领域。

互联网扎堆后市场

2014 年，在电商的深度介入下，汽
车维修保养类新兴企业及服务迅速兴
起，洗车、保养等一系列服务只需轻点几
下手机 APP 中的选项，就可以享受低价
的到店服务，或者等待专业人员带着专
业工具上门服务。

身为“BAT”3 大佬之一的腾讯，已

经按部就班地展开针对汽车后市场的布
局。2014 年 5 月，腾讯推出了旗下第一
款 面 向 市 场 的 硬 件 产 品 路 宝 盒 子 。
12 月，腾讯“i 车生活平台”首款落地产
品“i 保养”在深圳正式发布。作为 IT 巨
头，腾讯的速度甚至令很多风投都感到
措手不及。

不过，从数据来看，目前的汽车服
务类网站创立时间通常比较短，集中在
2 到 3 年 内 ，还 要 经 历 一 个 淘 汰 筛 选
期。2015 年，对于汽车后市场的相关企
业来说，无疑需要积极转变传统以渠道
为王的观念，颠覆渠道的运营方式，用
已有的线下资源作为载体，打造属于自
己的互联网电商服务模型。

万亿汽车后市场“蛋糕”待争抢
本报记者 刘 瑾

2014 年，我国汽车市场产

销双双突破 2300 万辆，再创新

高。业界认为，随着汽车保有

量的增长，汽车市场已逐步进

入后市场时代。5 年内，将形

成 1 万亿元规模的市场蛋糕。

而今，汽车后市场已被视作资

本市场的“风口”。不论风投、

A 股上市公司，还是互联网精

英 ，都 迫 不 及 待 地 加 入 这 场

“盛宴”——

一直默默无闻的汽车后市场，居然

拥有万亿元的大前景，一时间，引来大

批资本和互联网企业纷纷涌入这一行

业。由于其中不少企业都对 4S 店服务

质量强烈不满，这也让业界将新进入的

企业形象地称为“踢馆”的人。

竞争是推动产业快速提升的催化

剂。长期以来，4S 店的服务和价格一

直饱受诟病。当场外势力带着创新的

思维和模式进入，为完善汽车后市场的

健康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然而，仅就目前来看，4S 店仍具备

它自身独特的优势。4S 店能够得到

汽车制造商最核心技术的专业指导

和配件支持，多年的数据积累也让其

拥有更多的资源优势。这意味着，在

一 段 时 间 内 ，4S 店 依 旧 具 有 不 可 替

代的地位。

但无论怎样，汽车后市场的上升空

间已经打开，期待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

境下，“踢馆”者能加入竞争行列，为消

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 记者常理从中国农业科学
院 2015 年工作会议上获悉：2014 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 56%，农业科技为我国粮食生产保持“十一连
增”作出巨大贡献。

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告诉记者，农
科院持续开展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油菜和棉花等作物
技术集成生产模式研究，近 2000 名科技人员协作攻关，
集成了一批实用技术与成果，构建了几种主要作物增产
增效综合技术生产模式，建立了一批固定的试验示范基
地，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协作攻关网络。目前，6 种作物增
产均超过 10%，最高达 44.7%，亩均增效 500 元，探索出
了农业科技集成转化的新模式。

在科技创新方面，小麦、水稻、大豆、棉花、黄瓜和烟
草等基因组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主粮作物高产攻关取
得新突破，水稻所杂交稻、作科所玉米新品种分别获得
955公斤、1227.6公斤的亩均单产新纪录。

此外，知识产权成果产出丰硕。李家洋介绍说，农科
院全年获专利授权 1006 项，比上年增长 20%，其中发明
专利 497 项。植物新品种权 25 项。审定新品种 106 个，
其中国家审定 8 个，省级审定 98 个，获得新兽药、农药、
肥料登记证 7 项。出版学术专著 276 部，获软件著作权
298项。4项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6%
6种作物增产均超 10%

1 月 26 日，在被联想完成收购
刚 3 个月，摩托罗拉手机携 4 款新
产品重返中国市场。

“摩托罗拉手机是多少消费者
的‘初恋情人’？”联想集团执行副总
裁、联想移动业务集团总裁兼摩托
罗拉移动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军的发
问，让人们回忆起这个昔日手机霸
主的风采。经典的“Hello Moto”
铃声犹在耳边，摩托罗拉移动却不
敌市场竞争，于 2012 年被谷歌收
购，2013 年初离开中国市场，又在
2014年 1月被联想收购。

回归的摩托罗拉能否借助联想
重生？通信业专家、飞象网 CEO 项
立刚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联想有能力让摩托罗拉扭亏为
盈。联想有双品牌运营的经验，在
国内建立了强大的销售渠道、服务支持渠道和产业链，这
些都是支持联想成为国产手机 4 强的原因，也是联想重
塑摩托罗拉的优势。联想可以把摩托罗拉作为自己的高
端品牌，加强研发，把销售渠道、服务渠道和摩托罗拉结
合，提升摩托罗拉的品牌冲击力，降低运营成本。

回归后的摩托罗拉以什么吸引消费者？刘军回答
说，摩托罗拉将打造 3 大核心理念：全制式覆盖、原生安
卓系统、消费者可选择的个性化服务。据介绍，以前的摩
托罗拉以硬件开发为优势，现在大幅度加强了软件和用
户体验的能力；以前的摩托罗拉是机海战术，现在以消费
者为核心，专注明星产品；以前执着于功能性手机，现在
支持的原生安卓系统在业界传为佳话。

从低价到更高性价比再到满足个性化需求，国产手
机一步步战胜国际对手，在国内外市场都取得了佳绩。
赛迪顾问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 1 至 10 月，国产
手机销量占据了我国手机市场的 72.1%；中国手机市场
销量前十名的品牌中，国产品牌占据 8 席。据工信部信
息通信研究院统计，2014 年，国产品牌占我国手机总出
货量的 78.3%。

但数据也显示，我国智能手机市场整体销量在下滑，
首当其冲的正是国产手机。一直牢牢占据榜单前列的三
星和苹果，一个有全产业链的优势，一个有创新设计的优
势，而国产手机与之相比，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仍有较大
差距。

对此，项立刚认为，国产手机已经从低端向中高端发
展。最近酷派、华为、联想、中兴、小米以及 OPPO 等都有
高端产品推出，和国际上有代表性的手机产品差距已经
不大，即使智能手机销量有一定下降，但中高端手机仍保
证了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利润的增长，国产手机还有
较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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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

﹄

本报记者

黄

鑫

摩托罗拉回归欲

﹃
重生

﹄

本报记者

黄

鑫

○ 以前以硬件开发为优

势，现在大幅加强软件和用户

体验；

○ 以前是机海战术，现在

以消费者为核心，做明星产品；

○ 以前执着于功能性手

机，现在支持的原生安卓系统

在业界传为佳话；

本报郑州 1 月 26 日电 记者李予阳报道：我国高端
装备制造领域取得又一项重大技术突破。今天，由中国
中铁装备集团依托国家“863”、“973”计划自主研制的直
径 8.03米全断面岩石掘进机（TBM）在郑州下线，标志着
我国岩石掘进机（TBM）技术已跻身于世界第一方阵，并
将大大提升我国山岭隧道施工自动化、现代化水平。

据介绍，岩石掘进机（TBM）的成功研制对社会发展
和国防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我国高端基
础元器件的产品升级和产业发展，如大型精密轴承、大型
高精度传动零部件、液压元器件、新型传感器、智能控制
系统等，都将为其提供应用和发展平台，以此逐渐形成我
国 TBM 设计制造的新兴产业，为国家基础建设与装备
制造业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目前我国已是 TBM 需求最大的国家，占全球需求
总量的 50%。大直径、大埋深、长距离全断面隧道工程
越来越多地采用 TBM 施工。业内人士预计，未来 20 年
内，国内市场对掘进机的需求将达到 200台左右，价值将
超过 400亿元。

高端装备制造再获重大技术突破
直径 8.03米全断面岩石掘进机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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