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整个 7 月，各地几乎排满了各
家厂商的新品发布会，其中声音最响亮
的当属国产手机。

国产手机们的“底气”显得理所当
然。来自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今
年第二季度，国产智能手机出货 1.26 亿
部，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 41%，从
份额看，小米、华为分列第一、第二，
苹果排名第三，VIVO 则取代了三星排
名第四。

但形势并非一片大好。一方面，国
内智能手机市场开始进入“平台期”。来
自市场研究机构 IDC 的数据显示，今年
第一季度，国内智能手机市场规模缩水
4%，6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中国 90%
的智能手机普及率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欧
洲市场。另一方面，随着运营商对终端
厂商的补贴越来越少，手机厂商们也面
临着销售渠道的进一步变化。

更大的压力则来自“赔本赚吆喝”
的恐慌。根据工信部 《2014 年手机行业
发展回顾及展望》 显示，2014 年手机行
业平均利润率为 3.2%，低于电子制造业
平均水平 1.7个百分点。

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坦言，
长期以来，瞄准中低端，强调性价比是
国产手机的主要战略，但低价带来的低
利润将制约手机厂商的长远发展。以创
新寻求“加速度”成为国产手机厂商的
新选择。

新技术：瞄准重度用户

移动互联网有句名言：站在风口，
猪都会飞。但在通信专家、飞象网总裁
项立刚看来，对于国产智能手机厂商来
说，这个风口已经过去了。“技术积累将
变得越来越重要，创新的力度决定了它
们未来能走多远。”

技术创新体现在哪里？项立刚告诉
记者，芯片速度、电池续航能力和存储
空间的拓展是技术创新的基本方向。比
如华为通过应用自主研发的麒麟芯片，
实现了定价的自主权；OPPO 的闪充技
术，充电 5 分钟可用 2 小时，1.5 小时就
能为手机充满电。但仅仅是这些基本方
向，对消费者来说，并不足以构成差异
化的“卖点”。在这个夏天，包括“全网
通”和“指纹识别”等一系列技术开始
成为中低端手机的“突破口”。

拿指纹识别来说，它曾经是包括苹
果、三星、HTC 等品牌“定义”自己高
端手机的重要“标签”，可以让用户实现
快速解锁、快捷支付等功能。但在今年
7 月，国产手机厂商“你方唱罢我登场”，
先是国产手机小辣椒宣布将推出售价
699 元的指纹手机，奇酷表示自己 899 元
的大神 NOTE3 才是“全球首款千元指纹
手机”，随后，中兴发布 999 元的指纹手机
威武 3，一加创始人刘作虎宣称“一加 2”
为“全球最快指纹识别智能手机”。

在全网通方面，小米发布了小米
Note 的全网通版本。乐视移动公司总裁
称，将在 8 月推出支持移动、联通、电
信的乐视超级手机全网通版本，而售价
保持原价，已售的乐 Max 和乐 1 Pro 均
可通过软件升级到全网通。联想旗下互
联网手机品牌 ZUK 也从一开始就支持全
网通，CEO 常胜说，“全网通成本会提
高 10 美元，但对于用户来说，就可以不
用为更换运营商发愁，哪家资费便宜换
哪家”。

手机厂商们的技术创新为何如此集
中？从根本上来讲，这些创新都是为了
提升移动互联网重度用户的体验。指纹

识别，最大的用途在于便捷的移动支付，
这显然和国内移动互联网包括打车、餐饮
等一系列 O2O 服务风生水起直接相关。
全网通则方便了用户更换运营商。

不过，消费者是否买账，还是未知
数。项立刚表示，曾被国产厂商青睐的
双摄像头拍摄和裸眼 3D，如今都因为市
场反映不佳而销声匿迹，“创新看起来很
美，但是否有效，还得靠市场说话”。

新模式：谋求增值盈利点

石家庄的电脑工程师许昱告诉记
者，他是个忠实的“米粉”。“我家有两
部小米手机、两个小米盒子、小米路由
器，甚至小米自拍杆、体重秤和无线门
铃。因为小米手机之间发短信不要钱，
智能家居产品总有个匹配问题，你买一
个牌子的，关联起来就比较方便。”

在千千万万个许昱身上，“小米模
式”奏效了。对于小米来说，其实就是
通过众多智能硬件来构建一个优势生
态，通过模式创新来建立黏性，一方面
在智能家居上提前布局，一方面通过设
备的彼此相通来提升销量，进一步降低
成本获取利润。

和小米相比，另一家炙手可热的互
联网手机新品牌乐视，则是通过“搭售
内容”来建立自己的生态链。6 月初，
乐视宣布与中国联通合作推出 4G 联通
定制合约机，购买者可以获得每月 6G的
免费 4G 流量，用以定向观看乐视的视
频内容。乐视移动公司总裁冯幸表示：

“与运营商合作，正是因为乐视的内容和
应用，对无线流量有巨大的需求。”

除了小米和乐视这样言必称“生
态”的互联网手机厂商外，模式创新还
体现在销售渠道的变化上。7 月 27 日
起，大神 NOTE3 在天猫首发，和以往
不同的是，天猫整合了淘宝众筹、农村
淘宝、“行走校园”等阿里生态圈资源为
大神定制了创新的营销模式。

市场研究机构 IDC 中国研究总监王
吉平表示，过去，中国智能手机的客户
忠诚度并不高，想要获得新的竞争力，
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要在整体运营模
式上有所突破，“拴住”用户的心。而在

通信行业资深分析师曾韬看来，从未来
的营销模式创新来看，手机企业还应投
入更多精力针对特定用户的细分市场，
在市场整体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寻找

“蓝海”突破。

新市场：建立海外竞争力

国产手机厂商的野心勃勃，让印度
市场一片硝烟弥漫。金立宣称去年在印
度市场出货量超过 400 万部，VIVO 在
印度每个邦找到了不同的一级代理商，
一加则与亚马逊印度达成了独家合作协
议。在生产方面，华为已获得“准许在
印度开展手持设备制造业务”的生产批
准，小米也明确表示将在印度制造手
机，它们都在和包括三星与印度本土品
牌 Micromax在内的海外对手短兵相接。

国内厂商对印度市场的热情来自于
新兴市场国家的海量潜在用户。来自
IDC 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印度
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高达 84%，而

功能机仍占据手机整体市场 71%的份
额，与三四年前国内市场相似的格局让
手机厂商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机会。

印度正是国内手机厂商开拓新市场
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在巴西、东南
亚等移动互联网快速拓展的国家和地
区，同样不难找到国产手机厂商的身
影。7 月下旬，小米与互联网专车企业
Uber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合作推出了

“小米 NOTE 即时配送”，顾客下单后，
最快几分钟就可以由附近的 Uber 专车
送货上门，这一营销活动在社交网络上
迅速成为话题。

另一些厂商则将目光投向了欧美成
熟市场。刘作虎告诉记者：“一加 60%
至 70%的销量来自海外，除了印度外，
我们的另一个主要市场是欧美。2015
年，一加手机的销售目标是至少卖 300
万部。”他透露，一加将在 10 个城市开设
线下体验店，其中国内只有北京的一家，
海外则有印度两家、欧洲四家、美国两家
和印尼一家。

国产手机寻求新突破
本报记者 陈 静

国产手机在技术、模式和市场上的开

拓求新，在诸多赚足眼球的话题之外，更

折射出整个产业的成熟。

一方面，产业集中度迅速提高，“中华

酷联”时代上千家手机制造企业，已在残

酷的竞争中淘汰到几十家。“强者恒强”的

马太效应开始体现出来，即使在低线市场

和农村这样以往山寨机最“活跃”的地区，

如今也随着大厂商们的渠道下沉而被知

名品牌所取代。大量低端机厂商的被淘

汰，让中低端消费者依然可以使用到体验

相对更加流畅稳定的产品，这也为移动互

联网应用向下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国产手机的品牌意识有所

增强，营销策略都趋向于成熟，饥饿营销、

粉丝经济和病毒式传播逐渐屡见不鲜。

营销上的创新，意味着它们开始有意识地

摆脱单纯的“价格战”，开始力图以多元化

的卖点为自己寻找更大的盈利空间。这

几乎和电商从“拼价格”到“拼物流”、“拼

服务”的策略如出一辙，都是产业从依靠

资本野蛮生长向冷静思考未来路径转变

的写照。

不过，笔者在采访多位业内专家时也

听到了一种普遍的担忧：手机终端现在就

像是一块香气扑鼻的蛋糕，不管互联网企

业还是家电厂商，谁都想扑上来咬一口。

但用户体验却并非仅靠几个概念的打造

就能保障。眼下的“热闹”未必就能承接

明天的“精彩”，种种创新究竟是噱头还是

真正意义上的提升，还要看随后的市场的

真实反映。

近日，被誉为钢轨“整形医生”的
PGM-48 钢轨打磨列车由中国中车株洲
所旗下时代电气完成国内首例“国产手
术”，并顺利通过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样机
出厂评审，即将交付乌鲁木齐铁路局使
用。这意味着，中国中车株洲所打破了
国外技术垄断，具备了对钢轨打磨车进
行大型“手术”的能力。

钢 轨 探 伤 车 与 钢 轨 打 磨 车 均 是 维
护、修理钢轨的大型专用设备。此前，
时代电气曾成功研制 GTC—830 高寒钢
轨探伤车。不同的是，探伤车是利用超
声波检测钢轨内部的损伤，重在检测，
而打磨车则是清除轨面的各种缺陷，重
塑光滑平整的轨道，重在整形，因而被
形象地喻为钢轨“整形医生”。

随着列车重载及运行速度的不断提
高，钢轨使用的频次增高、压力变大，

容易产生波磨、肥边、裂纹等病害，使
列车运行时的振动和噪音增加，甚至发
生横向波动振荡，产生蛇形运动，不但
影响乘坐的舒适性，降低了列车走行部
件和钢轨的使用寿命，也带来了严重的
安全隐患。

自 1994 年开始，我国从国外引进和
联合制造了 14 组 PGM-48 钢轨打磨列
车。它的出现，不仅可以消除钢轨病
害，还可以修正钢轨轮廓，改善轮轨接
触关系，减少钢轨接触应力和磨耗，提
高列车运行的舒适性，延长钢轨的使用
寿命。经过几十年发展，钢轨打磨车已
经成为中国铁路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必不
可少的维护工具，国内大部分铁路局及
地铁公司都已配备系列的钢轨、道岔打
磨列车。

目前，这些打磨车最早的至今已使

用近 20 年，列车主发动机、液压系统、
打磨小车、液压设备、电气系统因磨损
或老化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均已进入
大修期。“然而，由于配件停产等方面
的问题，打磨车的使用保养和配件采购
十分麻烦。尤其是电气控制系统，它是
钢轨打磨车的核心部件，国外厂商一直
没有转让，被他们垄断。”时代电气一
位负责人介绍，打磨车出现问题后，一
般都是由客户自行进行小修或中修，对
一些年代久远的车，由于很多配件要从
国外购买，且因配件停产，维修成本很
高，有时还不能彻底修好，所以只能带
病运行。

此 次 大 修 的 PGM-48 钢 轨 打 磨 列
车，已在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作 11 年，存
在动力性能下降等问题。近日，由时代
电气“操刀”完成“手术”之后，打磨

列车的“病痛”将被根治，“大脑和神经
系统”也将被国产化，将以全新的面
貌，继续为国家铁路事业服务。

此次 PGM-48 钢轨打磨列车大修，
不仅完成了打磨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的国
产化替代，还为客户节省了大量的维修
费用。时代电气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比如，一列打磨车，相比使用国外
公司的电气系统，使用时代电气自主的
国产化电气系统后，费用可节省约二分
之一。“如果没有核心电气系统的国产
化，打磨车大修的成本将高得无法进行
下去，进入大修年限的打磨车只能报
废，成为一堆废铁。”

本次“国产手术”不仅证明了时代
电气有对打磨车进行维修的能力，也打
破了国外垄断，对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

钢轨“整形医生”接受首例“国产手术”
本报记者 齐 慧 通讯员 刘 杰

普光气田天然气净化厂是亚洲最大的天然气净化
厂，年处理高含硫天然气能力达 120 亿立方米。近
期，普光气田历时 5 年的“10+X”技改项目全面进
入收尾阶段。经过技改，普光天然气净化厂 20 余台
关键装备陆续换装“中国智造”，联合装置关键设备
国产化率已接近 80%。“中国心”动力强劲，一度成
为普光气田生产瓶颈的装置运行难题迎刃而解。

普光气田天然气净化厂生产规模大、操作压力
高、安全环保风险大。建设初期，天然气净化厂关键
装置主要依赖进口。然而，这些原本被寄予厚望的

“洋设备”投入运行之后，在装置运行的稳定性、可
靠性方面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2010 年，中国石化联手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和制
造企业，在普光气田天然气净化厂启动“10+X”技
改项目：“10”指的是引进装置早期暴露出的克劳斯
炉外壁超温、加氢反应器出口冷却器泄漏、硫黄冷却
器腐蚀泄漏等 10 项重点问题，“X”是指装置运行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若干需要整改的问题。

5 年间，中国石化精心组织产学研联合攻坚，逐
一攻克“10+X”系列技术难题。到今年 7 月 10 日，
普光气田天然气净化厂首台经国产化改造的克劳斯炉
投用已经超过 1000 天，改造前曾经出现的炉体震动
变形、外壁超温、燃烧不稳定等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与进口装置相比，新投运的国产装置造价降低 5
亿元，最高运行负荷从 80%提高到 120%，装置的稳
定性、可靠性大大增强。“以末级硫冷凝器为例，国
产化装备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运行性能完全可以与
进口装备媲美，造价只是进口设备的三分之一，且生
产周期缩短近一年。”普光分公司设备管理部主任尹
琦岭说，“如果没有‘10+X’技改项目，从国外进口
相同设备，至少要多花数亿元采购费用。”

中国石化在普光气田“10+X”技改项目上的大
胆尝试，使我国高含硫天然气开发、净化技术迈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经过国产化改造的装备，有 30 余项
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普光气田已经在
进口装置国产化“换心”技术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
其技改成果也成为中国石化“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
——元坝气田天然气净化厂设备选型、核心设备使用
的重要参照。

亚洲最大天然气净化厂

关键设备换装“中国心”
本报记者 周明阳

从新意中看门道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今年上半年，陕西省申请
专利 18615 件，同比增长 27.4%，是 2011 年以来同比
增幅最高的一年。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6934 件，占该
省专利申请总量的 37.2%。共申请国际专利 75 件，居
全国第 11位，同比增长 47.1%。获授权专利 15141件，
同比增长 21.4%。截至 6 月底，陕西省发明专利拥有
量为 19799 件，居全国第 11 位。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为 5.26件，居中西部首位。

目前，陕西省已有 20 多家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
质押贷款业务。上半年，该省专利质押融资登记合同
96 件，位居全国第二，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专利
质押融资合同中涉及各类专利 158 件。专利质押融资
出质方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单笔最大质
押融资金额为 2000万元，单笔平均金额为 439万元。

陕西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居中西部首位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王文辉报道：青岛西海
岸新区与国际大学创新联盟（IUIA）战略合作签约暨
揭牌仪式日前举行，双方将共建 IUIA 青岛国际创新中
心、IUIA 青岛创新投资基金和 IUIA 中法创新创业孵
化器，加速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项目集聚，搭建起青
岛西海岸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又一重要平台，助推
青岛加快建设创新之城、创业之都、创客之岛。

国际大学创新联盟以“海外大学孵化器+中国园
区加速器”的模式，在全球布局海外孵化器与国内加速
器，促成创新项目的投资合作交易。国际大学创新联
盟执行秘书长贾君秋表示，国际大学创新联盟将把最
好的资源与青岛分享，成立高校创新创业孵化器，推进
海外的加速器落地中国，促进中国产业的科技研发。

国际大学创新联盟落户青岛西海岸新区

河北河间扶持企业研制电缆新产品

□ 安 之

河北省河间市投入资金对线缆企业进行技术改

造，扶持企业建立研发平台，联合高校院所开展科技攻

关，自行研制铝合金电缆、高速轨道交通电缆、光伏电

缆等一批新产品，图为河间市一电线电缆生产企业的

工人在生产车间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图①图① 在印度在印度

首都新德里首都新德里，，小米小米

公司总裁雷军和小公司总裁雷军和小

米 全 球 副 总 裁 雨米 全 球 副 总 裁 雨

果果··巴拉巴拉展示小米展示小米

44ii手机手机。。

何星宇何星宇摄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②图② 参观者参观者

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在印度班加罗尔的

华为研发中心展厅华为研发中心展厅

观看华为移动终端观看华为移动终端

产品产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郑焕松摄摄

①①

②②


